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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采访中的权利冲突与平衡 

作者： 王军  

关键词： 隐性采访┊阅读：516次┊ 

隐性采访，在学理上称为暗访、秘密采访，俗称偷拍偷录等。它是指新闻记者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不告知对方采

访的目的，在被采访对象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形象和声音用暗藏的摄像机或录音机记录下来，在新闻媒体上进行

公开传播的行为。  

目前，新闻界的隐性采访活动有越走越远的趋势……  

广东某报社记者为报道毒品犯罪内幕而假扮贩毒人员深入毒穴进行暗访，结果无法脱身弄假成真，事后只得向警方自

首，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命运……  

中央电视台某栏目记者在西安假扮文物贩子到当地有名的盗墓村进行了历时七天七夜的暗访，偷拍了盗墓者团伙分工合

作、包干到人、责任明确的盗墓全过程，一共挖出了13件距今2000多年的西汉文物，为了防止文物流失，记者花1.4万元

将文物买回，事后，记者向陕西省文物局报案，节目播出后，栏目组将这批文物无偿捐给了陕西省文物局……  

在这两起事件中，记者都假冒了有“犯罪嫌疑”的当事人搞暗访活动。大家都知道：贩卖毒品和盗卖文物历来是我国法

律严厉禁止的犯罪行为，也是我国刑法打击的严重刑事犯罪行为。虽然，记者的出发点是好的、善意的，都是为了揭露

犯罪，使公共利益不受侵犯。但国家法律并没有授权记者有冒充“有犯罪嫌疑”的当事人搜集证据、以此来揭露犯罪的

权力。简言之，记者没有“法外特权”。那么，面对新闻界越走越远的暗访活动，我们不得不冷峻地思考这样一个问

题：日益滥用的暗访手段正在严峻地挑战我们的新闻道德水准和法律存在的空白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这个问题？综

观我国的现行法律和多数外国的法律（新闻法及新闻自律规则），都没有明确赋予记者可以假冒“有犯罪嫌疑”的当事

人搞暗访活动的权利。因此，我们有必要反思现在新闻界的暗访活动与被采访对象的哪些权益发生了冲突？如何来平衡

这些冲突？  

首先，暗访与公民权利的冲突，包括人身权利和精神自由  

1、与被采访对象知情权、表达自由的冲突  

知情权，又称“了解权”、“知晓权”。是指人们通过视、听、嗅、触等方式，感触外界信息，接受他人传递的情报资

料，获得与已有关（如自己的档案材料）或与已无关（如社会新闻）的种种情况的权利。①在现代社会，人人都有知情

的愿望和要求。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知情权作

为当今社会的一种基本的权利，它既是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又是他们的自然权利，它从法的角度体

现了文明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信息之间关系的深刻认同，它表明依法知悉和获取信息，是人按其本质应享有并不容侵

犯的一项基本权利和自由。  

而表达自由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使用各种媒介或者方式表明、显示或公开传递思想、意见、观点、主

张、情感或信息、知识等内容而不受他人干涉、约束或惩罚的自主性状态。②这里的“自主状态”尤为重要，它隐含着

表达主体是在不受他人欺骗、诱惑、强迫、干预的状态下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见、观点、主张等。  

虽然知情权强调的是公民对国家政治事务和社会事务信息的知悉，但作为一种常识，在任何采访中，被采访对象对记者

的真实身份和采访的目的都会有知情的愿望，出示《采访证》，告知对方采访的目的是记者的义务。而在隐性采访中，

由于记者是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又不告知对方采访目的，秘密地进行的采访，因此，被采访对象“知的权利”被忽视

了，其也就失去了一定的言论自由，包括选择不“说”（拒绝表达）的权利即沉默的权利；即使在“说”的时候，也失

去了选择何种方式、在何种范围进行表达的权利；是在“私人范围说”，还是在“一定群体组织范围说”，还是“面向

社会说（公开表达）”的权利。③换一句话说，在暗访中，被采访对象由于不知情，其失去了按照自己的意愿有意识地

表达的权利。  

2、与被采访对象隐私权、名誉权的冲突  

人身权是公民很重要的民事权利。人身权是一种关于人的生命和身体健康、人的合法意志和合法行为的自由以及人的应

有的社会评价、人格尊严等方面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国家以法律赋予公民的。④人身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

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自由权等重要内容。记者暗访的结果往往是被采访对象言不由衷、心不在焉、所答非所问、

有时甚至带脏字，而新闻媒体不打招呼就将被采访对象的形象或声音原样录制了、播出了，这样的做法侵犯了被采访对

象的隐私权，包括姓名、肖像、住址、电话等，甚至会使对方的名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记者针对此情形为自己辩解

的理由是：我们是行使职务行为，是为了保护公众利益、满足公众兴趣。虽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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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都平等地得到

法律的保护，任何人都不得借口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去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否则就构成违法、侵权乃至犯罪，要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另外，所谓的公众兴趣是人们对于明星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名气、地位、成就、奇特经历等产生的一种心理上的关注和了

解、知情的愿望。公众兴趣五花八门、各种各样；有高雅的、有低俗的；有正常的、有畸形、变态的，那么，应该以什

么人的何种兴趣作为判断标准呢？我认为：应该以普通人的不违法、不违背公共道德的兴趣（即合理兴趣）作为判断标

准。虽然采访报道是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的职务权利，但记者也不享有法外特权，不能将采访报道凌驾于公民隐私权、

名誉权之上，要注意尊重和保护被采访对象的基本权利。  

其次，暗访与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冲突，扰乱了国家法律和社会秩序  

1、暗访与政府机构、商业机构秘密的冲突  

记者的隐性采访常用的方法有暗访、偷拍、偷录、乔装等。暗访，一般是指文字记者不向被采访者透露职业身份，有计

划地以普通人身份置身于某一过程从而获得新闻事实；偷拍、偷录，一般是指广播电视记者以普通摄录设备隐蔽地记

录，或者以普通人身份和隐蔽的摄录设备公开地记录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乔装，指的是记者为了采访某些新闻事实而

乔装为特定的当事人身份介入这些事实的发生过程。这些方法就有可能涉及到政府机构、商业机构秘密的冲突。⑤在我

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内，《保守国家秘密法》、《统计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专门法规中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隐性

采访的禁区。如保守国家机密法规定：“新闻出版、电影电视节目制作和传播不得进入军事禁区摄影、摄像、录音、勘

察、测量、描绘和记述”。我国民诉法规定：“涉及商业秘密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新闻媒

体也不得采访报道。”另外，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新闻媒体也不例

外，记者不得以暗访的方式干预和影响司法审判，对未审结的案件采访后一般也不能先行评论报道。 新闻记者有义务了

解法律的相关规定，自觉维护政府机构、商业机构、军事禁区的秘密和法庭的正常审判秩序。⑥  

2、与司法、警察调查权力的冲突  

由于隐性采访涉及到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调查和使用特殊的隐蔽型摄录设备等方法，因此，它与司法调查权（侦查、

法庭调查）和治安警察调查权会发生某些冲突或重合。《国家安全法》明文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使

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刑法》还规定了“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在这方面，新闻记者不享有

特权。现在记者采用的摄录器具越来越先进，有必要提醒注意避免触犯国家的法律。⑦另外，从各司其职的角度上说，

新闻记者应当在告知司法机关和治安警察的前提下，以配合司法机关和治安警察的调查工作进行暗访；从相互制约的角

度上看，隐性采访客观上可以起到监督司法机关和治安警察的调查活动的作用，而隐性采访所获得的事实证据只有通过

司法机关和治安警察的调查证实是能得到法律的认定。因此，记者的暗访最好与司法机关、公安机关密切合作，以得到

其有力支持和配合。  

隐性采访的手段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以上的冲突，但在现实的中国社会完全地禁止暗访活动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那

么研究如何来平衡这些冲突就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首先，一般只适用于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新闻事件中  

隐性采访作为一种有争议的特殊的采访手段，记者一定不能滥用，它只适用于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的新闻事件

中，如：与盐政管理部门一起追踪私盐；与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一起追踪一次性伪劣注射器，与民政部门一起追踪传销陵

塔、与文物保护部门一起追踪盗卖文物等非法活动。因为这些重大的新闻事件不仅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而且影响面

宽，危害性大，历来是职能部门查处、打击的重点，严重者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也应该是新

闻媒体采访报道的重点。  

其次，新闻记者不要在其中充当角色  

有些新闻工作者为了揭露违法犯罪行为，不顾自身安危，乔装深入，精神可嘉。但这种做法是有质疑的。因为：  

1、记者在隐性采访活动中不公开身份就足矣，如果再去积极地伪装身份，特别是伪装具有公职权力身份的人物，如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国家公务员、军人、警察、法官、检察官等进行暗访活动，那是法律所绝对禁止的。因为这类职务都

是依照法律规定专门授予特定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任何人假冒都要承担法律责任。⑧  

2、记者的职责是采集新闻事实，而不是收集犯罪证据。记者不是公安人员，不具有取证、刑事侦破等职能，也没有参与

不法事件可以不负法律责任的特许权，因此，记者不得设置圈套，引诱犯罪。“警察圈套”在公安部门尚需一定条件限

制下由指定人员被授权后方能使用。记者在进行暗访活动时没有任何的特权。  

3、在隐性采访中，记者应以观察者或是一般性的第三者身份介入，不应成为新闻事件的决定性力量，更不能干涉事件的

发展、影响事件的进程。否则，就有制造新闻的嫌疑，媒体的社会公信度和权威性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在面对诉讼

时，主动参与新闻事件的记者也极易处于不利地位。  

4、新闻记者没有国家法律赋予的冒充“有犯罪嫌疑”当事人的特权，这一点要特别地引起新闻界注意。尽管有时记者的

初衷是好的，其隐性采访的行为也是为了揭露腐败、揭露犯罪，但法律只赋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国家安全机关在一

定的条件下，按照严格的程序搞化装、窥视、窃听的特权，因此，记者应该搞清自己的角色定位，不可越权冒充角色搞



暗访。  

第三，媒体要制定严格的操作程序  

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对暗访行为应该予以严格的控制，非重大新闻事件、非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非经领导批准、非

公开场合发生的、非监督公务行为，一律不允许用暗访的手段。即使符合上述条件，在编辑时，也要注意对被采访对象

的形象和声音做适当的处理，而且应该尊重被采访对象正当合理的要求，该打马赛克的，该使用侧影、背影和剪影的，

只要能将新闻事实叙述清楚即可。播出前要充分考虑到播出后可能带来的社会效果，可能给当事人带来的伤害，可能发

生的权利冲突，如果在播出前能考虑到这几层关系，新闻媒体对暗访会慎之又慎，从而避免出现与各方面的权利冲突。  

英国独立委员会制定的《节目标准》规定了隐性采访的四个程序：第一，不论播出与否，凡采用偷拍偷录方式采访均需

电视台最高负责人同意；第二，偷拍镜头播出前仍需电视台最高负责人同意；第三，所有这类采访的素材及程序性文件

均需存档保留，以备答复公众的投诉；第四，如果违反第三条规定将给予罚款处罚。这一程序性规定确保每一次偷拍都

经过慎重权衡和考虑，限制了偷拍这种有争议的采访方式的滥用；一旦发生冲突有据可查；一旦出现问题有人承担责

任。⑦这是值得中国的新闻媒介和记者借鉴的经验。  

第四，与职能部门密切配合  

其实，在很多时候，提前与职能部门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与配合，然后再与他们一起行动，是暗访最有力的免责

事由，因为职能部门负有维持本行业、本部门正常秩序的权力，出现任何的异常行为也是职能部门关注、查处、打击的

重点，新闻记者以其职业敏感性提前获取了信息，与职能部门配合共同行动，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中央电

视台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3、15特别行动”；“世纪环保万里行”、“中华之剑”、“中华之盾”等优秀节目

都是在与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的情况下完成的，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总而言之，暗访是新闻界与法律界有争议的一种特殊的采访方式，新闻记者作为公众的代言人，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

利益为使命，本身并没有也不该有超出法律的特权，其行为必然要受到内部的伦理道德约束和外部法律、公众及政府关

系准则的规范。记者必须以大局为重，慎重小心地使用暗访手段，否则，就会陷入道德与法律的悖论之中。  

附注：  

①《论表达自由》甄树青，第19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1版  

② 同上，第19页  

③《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魏永征，第43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讲话》19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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