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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如何避免新闻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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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舆论监督，针砭社会时弊，维护民主法制，这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又

是党和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近年来，随着“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

谈》以及其他一些媒体的报道，舆论监督更加普及和深入人心。然而，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

因，一些新闻工作者在行使这项神圣的权利时，有的竟吃上了新闻官司，有的还以败诉告终。

如今，新闻官司有逐年增多的趋势。 

  因舆论监督而导致的新闻官司增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坏事，它体现了公民权利意

识的觉醒，但是却给新闻界带来了很大压力。过多的新闻官司，肯定会牵涉记者的大量精力，

使其产生畏难情绪和心理压力，客观上也会冲淡舆论监督的效果，这样下去也不利于舆论监督

工作的健康发展。所以，在舆论监督中，记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尽量避免新闻纠纷发生，就

显得十分必要。 

  纵观目前我国的新闻纠纷，大多是个人或单位（原告）诉记者及新闻媒体（被告）侵犯了

其名誉权、隐私权和肖像权。根据我国《民法通则》、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

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和1998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条文的规定，

新闻侵权主要是指侵害人通过新闻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向公众传播不真

实的情况，或情况虽真实，但属于法律禁止传播的事实，或运用侮辱、诽谤性语言，从而侵害

了公民或法人的人格尊严，造成精神上的损害。明晰了这几点，我们在实施舆论监督过程中就

要既有所为，又有所不为，这样就会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即使不得已走上法庭，也会胜券在

握。 

  堵源头确凿“消息来源” 

  目前，因舆论监督而引起的侵权案件，常见的一种情况是“消息来源”有误。一般说来，

“消息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记者通过深入实际而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二是依靠其他渠道取

得的材料。在舆论监督中，记者应对“消息来源”慎重选择，合理使用，将侵权报道杜绝于无

形。 

  如为记者直接调查核实掌握的材料，只要报道时尊重事实，且不漫无边际地“发挥”，一

般不会构成侵权。而记者从其他途径获取的“消息来源”，则要视具体情况不同对待。《关于

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

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客观准确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也就是说，

记者根据权威部门的结论或者材料进行报道而有损他人名誉时，即使事后引发诉讼，也可不承

担侵权责任。因此，对于这些权威的消息来源，记者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但在实践中，应注

意区分哪些是权威的消息来源，国家机构、政府部门及有影响的社会团体都是具有权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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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不属于本职范围内的事项而言，它们又都不具有权威性。比如，对某人犯罪的错误

报道，如果是根据公安、纪检等部门的消息而报道的，就构成侵权，因为这些部门无权认定是

否构成犯罪，如果是根据法院的消息而写的，则不构成侵权。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消息来源比较

常见的情况还有群众的“举报”、“投诉”或“提供新闻线索”，对这类消息，记者不可偏听

偏信、草率报道，一定要慎重处理，做认真细致的核查，相互印证无误后再下笔形成文字，否

则极易导致侵权事件发生。如陆俊状告《羊城体育》一案，陆俊受贿这一消息来源于足球俱乐

部一位负责人，记者为了抢新闻、制造轰动效应，没有经过必要的核实就写出报道，只能吞噬

败诉的苦果。 

  细斟酌讲究方法与艺术 

  新闻工作者应该有一种嫉恶如仇的精神，有一种社会正义感，有一股激情，但这种激情决

不能模糊了眼睛，阻碍记者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这种精神不能堵塞了自己的耳朵，导致偏听

偏信；奋笔疾书可以，但不能信口开河。在舆论监督中，记者只要讲究方法和艺术，就可最大

限度地避免陷入新闻纠纷。 

  邓小平同志说，“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

析”，“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真实准确是新闻舆论监督

的生命。真实准确包括事实的真实和准确性，也包括分析论断评价的准确性，以及分寸把握的

准确尺度。 

  真实准确从何而来呢？来自深入细致的查对取证，必须在占有大量素材的基础上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必须做实地调查，核对事实，寻找证据；调查作风要深入，要独立自主，婉拒

免费的食宿安排。下笔时更要谨慎，坚持辩证的方法，保持客观公正，避免“好则一好百好，

坏则一无是处”。禁止使用侮辱诽谤的语言，禁止草率戴帽，轻易定性，先入为主，超越程

序。坚持与人为善，客观公正，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否则，记者很可能为其作品“鲜明的倾

向性”付出代价。事实上，许多新闻纠纷中记者之所以败诉，并不是因为作品全文失实，而是

个别词语使用不当。如某报发表的《一起离婚案中的两个丑角》一文，本来是一起普通的因夫

妻感情不合而导致的离婚案，作者非要把它上升到道德与不道德的高度，而对当事人无情地鞭

挞，导致侵权。 

  另外，舆论监督应把重点放在公众事务上，避开敏感而又繁琐纠缠不清的私人问题。一般

而言，对于公众事务及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批评和评论，有着较大的回旋余地，存在问题也

相对容易解决，又有普遍的教育意义；而对于公民个人生活问题的谴责和批评，则易引起当事

人的对抗情绪，最后往往是不了了之。而揭露他人与公共利益毫无关联的隐私，本身就是败坏

他人名誉，当事人完全有权认为是受到了诽谤和侵权。按照一般人的标准，站在当事人的立场

上，认为不宜公开的、尚不为一般人所知的所有有关私生活方面的事情，包括恋爱婚姻、家庭

关系、某些疾病、身体缺陷、某些特殊的生活习惯和癖好等，都属公民隐私。这些东西一旦公

开，就会给当事人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和不安，甚至带来工作上的麻烦和损失。 

  留证据以备万一之需 

  舆论监督的素材有一部分来源于他人的“投诉”、“举报”、“提供线索”，他人介绍是

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而一旦经记者写成报道，就要为其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承担责任。

万一发生纠纷，记者本人负有当然的举证责任，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记者要把一些新闻

事实材料搞得更准确、更充分，有理有据。当然，新闻采访活动不同于福尔摩斯的侦探行为，

但即使从新闻单位与记者进行正当法律防范角度来说，也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在征得同意的

情况下，最好采用录音记录的方法采访被批评单位或个人，或采访记录最后由被采访对象签字

与单位盖章等。在采访比较敏感或重大的事件时，最好请多方面、多部门共同参加，以增加旁

证人数。 

 



  另外，批评报道在发表前最好还要同被批评者及其主管部门见面。如果他们提出新的问题

和新的事实，这只能丰富和完善我们的报道，增加更多的证据，更有助于从中发现矛盾的症结

和问题的实质，作出准确而恰如其分的判断，写出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报道。从而把新闻纠

纷的隐患消灭在报道发表之前，避免事后出现诉讼和麻烦。 

  学法律做到成竹在我胸 

  法律保护新闻工作者正确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任何人都应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

动，新闻工作者当然也不例外。记者与监督对象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目前，新闻界对新闻

法尽快出台的呼声很高，其实，新闻法作为一个体系，不仅仅是一个单项法，我国从根本大法

宪法到基本法刑法、民法，还有大量的单项法律、法规、立法司法解释等，已经基本构成了一

个新闻法律的基础框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因此，我们所要学习与掌握的就是这些法律精

神和规定，如关于名誉权、肖像权、个人隐私、国家机密的规定，以及保护未成年人的规定

等，我们必须时刻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开展舆论监督，确保报道真实合法，万万不可为

了制造轰动效应而去揭露他人隐私，侮辱他人名誉，甚至制造假新闻，否则，侵权不可避免。 

  如对未成年人的报道，《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判

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

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如果记者不了解这一规定，报道了不该报道的内容，即使文章内容完全真

实，在诉讼中也会败诉。 

  和为贵争取和解利于双方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新闻记者也不例外。舆论监督一旦失实，就要遵照“和为贵”

的原则，争取时间同当事人讲和。 

  目前绝大多数新闻官司都是民事侵权，法律赋予公民在法律范围内自主处理民事诉讼的权

利，告与不告、告谁，当事人可依法自己决定；同时作为被告的新闻媒介也被赋予了在诉前和

诉讼过程中同当事人讲和的权利。据载，一起“新闻官司”从侵权新闻发表之日起，拖延了近

10年，最终以报社赔款20万元告结。这20万元主要是赔偿当事人10年没有工作的损失。如果官

司不打那么久，赔偿根本不会那么多。 

  所以对于找上门来兴师问罪的被批评者，我们正确的态度是要不卑不亢，热情有礼接待，

要以诚心、耐心做好说服解释工作，如果报道确实存在失实等情况，应真心赔礼道歉。对方了

解到记者非故意所为，一般怒气会有所削减，存在问题自然好解决；倘若涉及产品质量、商业

经营方面的失实报道，应立即予以更正，把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及早发表更正和道歉，把诉

讼消灭于无形的个案并不是个别的。如果对方还是得理不让人，可通过被批评者主管部门做说

服解释工作，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之中，避免事态朝不利方向发展。反之，走上法庭不可避免，

这方面教训实在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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