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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法治社会而言，法院与新闻媒体在规则的范围内构成一种紧张关系是十分正常的。尽

管两者的终极关怀近乎于一致，都是围绕社会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归复与实现，但仍由于两者

职业目标的差异和实现目标不同的"驱动力"，造成两者之间天生就存在着表面的不可调和性，

正如"马德里原则"①所承认的，"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和尊重个人权利（特别是少数人和其他

需要特别保护的人的权利）之间的平衡是很难实现的。"在法治社会中，这种不可调和性应当

是健康的。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法院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比较特殊，两者有时是"冤家"，有

时又处在一种"友好合作"关系里，这种既对抗又亲合的关系，反映出一种实用主义倾向。下

面，笔者试图从两者的现实矛盾关系入手，简析其中弊端与危害，以求有关方面能给予关注，

加以改善。  

一、亲合性：一种现实情结  

在我国，法院除了具有国家司法机关的一般属性外，还要接受党的领导，它的审判活动不仅要

符合国家法律，还要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也是我国法院与西方宪政国家法院的本质

性区别。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实践中并不完全在于追求个案公正，还要取决于对党的中心工

作和社会大局的稳定发挥了多大作用，这从全国政法系统及法院系统内部每年都开展的诸

如"人民满意政法单位"、"文明法院"、"人民满意法院"等争创活动的内容与评比标准和方式上

已显而易见。作为党的"喉舌"，新闻媒体在接受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方面与法院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宣传和报道法院的工作，共同树立良

好的司法形象也就成为新闻媒体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加上法律事件本身又是现今人们关注的

热点，而法院无疑可以成为这类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来源，且能够给予司法上的权威说词，使

这类新闻报道以及相关栏(节)目更具有专业性。因此，现今一些传媒十分热衷于为法院开辟专

栏、专版，也乐意派出编辑、记者登门为法院采写宣传稿件或采编宣传节目。法院在一定程度

上也愿意作这方面的投资，因为能在新闻媒体上以良好形象频频出现，对摘取各项荣誉桂冠实

在是大有好处。这样一种亲合关系，不排除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宣传法律、树立司法形象、

营造法制环境。但从严格意义上讲，由于双方都不同程度违背了各自"天然的"职业守则而致实

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实际已不稳。首先，公正是审判机关与生俱来应有的品质，无疑应从其审理

的每一个具体案件中表现出来，无需对应该做的工作过度进行自我宣传，司法权威要靠司法过

程和结果本身来树立，法院形象应着重建立在严格执法的每一个环节上，而不是建立于自我褒

扬，甚至不是建立在人们的评价上，因为人们获得印象的渠道是不同的，人们看待案件的立场

以及评价法院时所站的视角也是不同的，在特定的环境和氛围里，人们的评价往往也有失精

确。其次，客观真实是新闻媒体的生命，但处在一种亲合关系中，新闻媒体往往失去了自我的

判断力，对法院提供的稿件和新闻素材一般都不予置疑，尤其对各种数据，基本都是按法院提

供的照登，不加审核，有时为了突出宣传力度，甚至还帮助弄虚作假，刻意拔高。所以我们不

难发现，近几年关于各法院在诸如"质量年"、"执行年"等活动中的宣传报道内容都惊人的相

似，只是为了反映效果的数字一个比一个大。其原因很简单，因为各法院自身的宣传动机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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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得到上级法院和当地党委政府的认可，而各项活动的基调与要求都是同一

的，因此内容上做不出太大文章，这时数字就当然成为衡量各家活动开展力度的一把尺子。但

坦率地说，靠做书面文章获得的"美誉度"助长了一些法院的投机意识，也助长了一些法院急功

近利的浮夸风。这时的新闻媒体实际在一定程度上也变相充当了法院宣传部门的"喉舌"，这是

否符合新闻媒体的应有品格和党对新闻媒体的职业要求，值得深思。  

二、对抗性：理想之间的冲突  

表现自由是新闻自由的本质。在英美法中，表现自由（Freedom of expr- ession）是指表达

自己思想的自由。它直接关系到基本人权的保护，越来越为各国立法所重视。在充分享有民主

的法制社会，新闻自由是作为一项制度性的基本权利来加以保护的，目的是有效地监督政府，

美国联邦最高院大法官P.斯特瓦特（Potter Stewart）则直接把新闻媒体定义为"三权"之外的

第四权力②。在我国，"新闻自由"虽然没有在法律上见诸于直接的文字，但宪法第三十五条明

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其中的言论

与出版自由即包涵于新闻自由。新闻媒体作为公民该自由权利的实现方式之一，随着民主观念

的深入，近年来借助科技优势，越来越显示出它独有的表现功能，社会的阴暗面和一些深层次

的腐败不断以较为客观的真实呈现在人们眼前，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在明显增强。法院存在

的"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司法腐败现象也自然成了新闻媒体追踪报道的热点，一些

大案要案和人们普遍关注的案件，新闻媒体常常也是逮住不放，但媒体在发挥监督作用的同

时，对一些尚在审理中的个案所产生的导向性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法院对这些具体的案件处

理感到伤脑筋。针对司法腐败，法院近年来下大力气进行了一系列的内部整治，但无论在内部

处罚多么严厉，法院仍不希望新闻媒体介入，因为曝光一件不光彩的事，会直接影响到法院整

体的形象和利益，所以法院对这方面的采访通常都不欢迎。对于案件报道，法院也有自己的考

虑，如果新闻媒体不按照法院的意图去报道，法院通常也是不欢迎的。法院这样做并非一点理

由没有。首先，新闻媒体对案件和审判活动的随意采访和恣意评论，不仅对法庭秩序提出了挑

战，也容易使报道带来的情绪化氛围影响办案法官居中裁判，妨碍独立审判，影响司法公正。

其次，新闻媒体的过度介入，也难免有意无意地侵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使

案件节外生枝，变得更为复杂。在法院看来，新闻媒体的自律也是十分必要的，至少目前我国

对新闻媒体缺少法律规范，如被采访者普遍对那种暗藏摄像机的"特工"式采访十分反感，这种

方式在法律上也十分值得商榷。一方要维护新闻自由，满足人们的知情权，伸张社会正义，另

一方要维护独立审判，确保司法公正与权威，对抗双方的价值目标都含于宪法原则，同等重

要，以致现实中往往谁也不服谁，谁也说服不了谁。  

其实，无论是法院还是新闻媒体，都希望早日出台一部新闻法，学界也早有此呼声。但新闻法

的确是一部不易制定的法律，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制定者必须站在理念与制度的基石

上。目前统一的新闻法只有俄罗斯1991年制定的《俄罗斯联邦关于新闻媒体的法律》，其它一

些国家要么将有关新闻媒体的规定包含于宪法和法律之中，要么则反映在一些法律文件之中，

或见诸于一些特殊的媒体法。现阶段，要处理好法院与新闻媒体的关系，还在于法院与新闻媒

体各自能否定好位、把准度。对于新闻媒体来说，一是要强化职业道德要求，杜绝为法院提供

各种形式的"有偿新闻"，尤其要防止成为法院自我宣传的"传声筒"；二是不要对正在审理中的

案件作评述性报道，但可以客观报道审理的进程及一些背景资料；三是不要采访审理案件的法

官、陪审员及他们的领导，确保法官始终给人以独立、中立的印象。对于法院来说，可以制定

适宜新闻媒体合理运作的内部规则，规范法院和法官面对新闻媒体之言行，还可以建立新闻发

布制度，规定法官不得单独擅自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所有关于法院和案件的信息由法院根据

新闻媒体提供的采访提纲统一发布，同时公开(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有关案卷和裁判文书，以

供新闻媒体采访人员自由查阅。总之，在法院与新闻媒体的紧张关系中不断地、积极地寻求调

和是十分必要的，目的不在于实现平衡，而是在寻求平衡中磨合出现实可行的规则。当然，在

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应谨慎地把握好社会法治化的演进规律，让事物沿着人们期望的方向发

展。  

 



注释：  

①1994年1月18-20日，来自法国、德国、英国、瑞士、澳大利亚等22个国家的40位知名法律专

家和新闻媒体的代表聚集西班牙的马德里，参加由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及其"法官独立中心"和西

班牙UNICEF委员会主办的会议，该会确立的关于新闻媒体与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被称为"马德

里原则"。  

②1974年11月2日，P.斯特瓦特在演讲中，根据新闻媒介在现代社会的重要作用，从法学角度

提出"第四权力理论"(The fourth theory)，有学者称为"监督功能理论"(The wathing 

theory)，该理论在西方宪政国家得到了发展，一些法学家在此基础上认为应该让新闻媒体享

有一些特殊的宪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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