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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与法律保障》

前言

　　一个新闻法学研究者的耕耘足迹。　　我不是学法律的，但我对法学尤其是新闻法学有着浓厚的
兴趣，一则基于对法律的尊重，二则是出于对新闻法的渴望。　　记得1988，年国庆刚过，当时的《
新闻战线》总编约我写一篇谈新闻立法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当年该刊的最后一期上，题目是
《新闻立法的宗旨：确立和保障新闻自由》。据说，后来这位总编因为主张发表我的这篇文章曾受到
某些人的指责，说为什么新闻法要以确立与保障新闻自由权利为宗旨？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问
题，为什么新闻法不应该以保护新闻自由权利为根本目的？我至今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中国新闻立
法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新闻自由。同一切法都是授权与限权的有机统一一样，新闻立法也必须同
时防范和反对滥用新闻自由，但反对滥用正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新闻自由，行使好新闻自由。前段时间
我读了王利明教授谈侵权行为法的一篇论文，他在文章一开头即指出：“法治是什么？我个人理解，
法治的基本内涵应当是限制公权、保障私权。⋯⋯我们都说，21世纪是一个走向权利的世纪，但我们
必须注意到，这个世纪也是公民权利更容易受到侵害的世纪。”①我赞成王利明教授的观点，新闻立
法的根本宗旨应当也必须是防止和反对行政权力对新闻自由权利的侵害。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过
许多难忘的教训，如对新闻自由权利的践踏以及某些人对新闻自由的滥用，曾经给年轻的共和国造成
巨大的伤害，它给中国以后几十年的政治、法律、新闻传播事业背上的巨大包袱，令今天的人们还能
清晰地感．罟弱1．　　尽管人们公认，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黄金时期，研究
成果特别是基础性著作可以称得上汗牛充栋，但新闻学与其他相近学科的交叉研究仍是一个相对薄弱
的环节，其中新闻法学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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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与法律保障》

内容概要

《舆论监督与法律保障》是由五个章节和三个附录结合而成。五个章节分别阐述了舆论监督的权力基
础——知情权、舆论监督的权利保障、舆论监督与人格权、批评性新闻如何避免侵害名誉权、舆论监
督与司法活动。选取的附录是与《舆论监督与法律保障》研究的问题相关的、对新闻实践有直接指导
意义的、有代表的司法解释，在当时或对今后有影响的新闻侵权的案例。一个新闻法学研究者的耕耘
足迹，舆论监督的权利保障，批评新闻如何避免侵害名誉权，舆论监督与人格权，舆论监督与司法活
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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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爱珺，女，1968年10月生，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曾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院新闻研究所进修。现为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广东省宣传思想战线“十百千工程”培养对象
，兼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法学、新闻伦理学、新闻
理论，开设过的课程主要有《传媒法》、《新闻职业道德》、《新闻侵权热点问题分析》、《新闻理
论前沿问题研究》、《媒介社会学》、《法学概论》、《经济法学》等。主持、参与国家和省部级课
题多项，目前在研课题有《传媒与知情权研究》、《新闻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定位》、《科学发
展观与媒介化社会的建构》、《广州亚运传播战略研究》等。曾在《政法论坛》、《新闻大学》、《
新闻界》、《新闻记者》、《新闻战线》、《太平洋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美国
有关传媒报道与公正审判的冲突及其法律调整评介》、《中国传媒产业化的法律前提》被人大复印资
料全文转载，《论知情权的法律保障——新闻传播学的视角》获复旦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出版个人专
著《舆论监督与法律保障》，参与撰写《合同法通论》、《中国传媒的活动空间》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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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舆论监督的权利基础——知情权　　“舆论监督是公众通过舆论机关或运用舆论工具，
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权利。除对社会不良现象批评外，重点是对权力组织和决策人物的监
督。监督的对象不包括公民的隐私。舆论监督是社会民主、公民参政议政的必要环节，也是促进社会
管理部门改进工作、避免错误的有效方式，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公众利益。”一般认为，舆论
监督的定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舆论监督，是指公民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传播媒介，充分
发表意见、建议，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和通过自由地表达舆论影响公共决策、监督一切不良行为运行
的一种社会现象。狭义的舆论监督，是指新闻舆论监督，指一般公民和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社会组织
在公共领域的言论空间中通过公开指控、评论、提出建议等手段，所体现出来的舆论力量对政府机构
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等不当行为的监督与制约。”上述对舆论监督的解释，基本包括了舆论监督的目
的、手段、对象和内容。舆论监督具有事实公开、传播迅速、影响广泛、揭露深刻、导向明显、处理
及时等特征，能够迅速聚焦人们的注意力，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从而引起政府高度关注，促使有关
机关秉公办事，使不良社会现象、违法现象或违法行为得以制止，违法行为人及时受到惩罚，从而保
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怕你通报，就怕你见报”，就是人们对舆论监督作用的一种描述。但是，现
有法律对舆论监督的保障非常欠缺，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在对公权力进行监督的过程中，特别是进
行批评性报道时，采访、报道工作困难重重，往往不能独立地揭露重大政治、经济问题，披露社会问
题时则常常因种种限制不得不遮遮掩掩，造成群众对舆论监督的满意度低下，常常批评媒体“只打苍
蝇，不打老虎”。文章见报后，记者和媒体更是危机重重：打击报复，领导批评，甚至遭遇诽谤之诉
。因此，研究舆论监督的法律保障成为当务之急。　　舆论监督的基础是了解事实真相，信息不公开
、不透明，公众就无法获得必要的资讯，舆论监督就成为无米之炊、无水之源。因此，要保障舆论监
督，首先必须要保障知情权。1980年联合国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对知情权阐述如下：“①它是民
主宪政的固有因素。民众是国家的主权者，政府是实现民意的机关，民众有权了解政府工作的一切情
况。只有这样，民众才能作出明智的判断，选举自己的政府并对之进行有效的监督或罢免。他们的这
些权利大都是通过新闻报道实现的。②它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的重要前提。获取信息资料是行使这一
权利的基础，否则人们将无话可说，言论自由也变得毫无意义。③它是监督政府工作、防止出现‘坏
政府’的重要手段。④在信息时代，它又是一项公众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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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舆论监督与法律保障》集中了笔者近年来对新闻舆论监督问题的思考，宪政与法治、民主与自
由、社会公共利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媒体的社会责任等成为《舆论监督与法律保障》论述的关键词
，也是《舆论监督与法律保障》对新闻法律问题进行阐释的基础理论。平衡、价值取向和司法理念，
既是《舆论监督与法律保障》分析舆论监督问题的逻辑起点，也是探索权利冲突的方向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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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专业思考，对学习该领域有启发。
2、买这本书是为了写毕业论文用的，不错哦，本来我对这方面的学习不多，多谢这本书的帮忙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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