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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堂发所著的《批评性报道法律问题研究》针对批评性报道所涉及的侵权法律问题，围绕以下内
容进行深入、系统地论述：批评性报道消极评价依据与名誉评价之间存在关联性，媒体批评角色应有
恰当的法律定位；环境因素尤其司法环境、新闻从业者职业作风态度，对批评报道是否引发诉讼行为
产生直接影响；家庭与情感关系纠葛、经营与服务消费纠纷、刑事诉讼案件、社会公众人物弱公众利
益事项等素材报道存在较高的侵权风险；失实侵权包括影响评价的主要事实要素失实、影响评价的细
节事实要素失实、意见要素影响事实属性的把握，防范批评性报道失实侵权应注重消息来源与证据意
识强化、叙事方式客观化以及媒体更正与申辩义务制度化；批评性意见表达失当的防止则力求法律与
事实依据一致的意见表达，专业权威性与平衡性统一的意见表达，事实元素与主观评价分开的意见表
达；批评性报道涉及隐私事项时，法律与司法采取隐私权严格保护原则，报道应注意隐私不存在代为
放弃问题，区别对待道德败坏与违法犯罪中的隐私。
《批评性报道法律问题研究》可作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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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事性、刺激性、震撼性、腐蚀性与谴责性兼备的特点，刑事案件的报道必须做到对社会负责
与对法律负责的统一。
犯罪行为作为最严重的社会越轨行为，为社会秩序和普遍价值观所不容。
媒体不谨慎的指称犯罪给当事人造成的名誉损害后果不证自明。
所以，刑事诉讼案件有其严肃性与特殊性，媒体通过不同的途径从法律机关获得的材料文书予以报道
，如遭遇侵权纠纷，在法律责任承担上可能充满了不确定性。
刑事诉讼案件的报道可能经常接触到的法律机关文书或材料具体包括：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收集的犯
罪证据确实、充分，移送检察机关审查作出起诉决定行为形成的材料；公安机关侦查终结作出不立案
决定或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作出不起诉、撤销立案决定行为形成的材料；审判机关依
法裁定、审判、执行行为形成的材料；诉讼的主体如当事人、参与人就案情的询问笔录等。
仅从新闻报道所遵循的基本规范而言，媒体的该类报道有明确的消息来源依据，而且材料处理也很严
肃，客观地依据有关文书材料进行，没有添油加醋的成分，报道如果出现损害当事人名誉的侵权行为
，媒体不应该承担过错责任。
然而，诸多的判决案例却表明，该类侵权问题因为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而使得新闻从业者难以把握，
或者说，媒体从业者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多深的认识。
依据一般理解，公安、检察机关依法办案形成的法律文书或书面材料，其对犯罪情况的认定具有足够
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媒体紧扣这些材料对刑事犯罪案件的前因后果、目的手段等予以详细解读，只要
不掺杂采编者主观捏造的情节，即使报道之后出现对当事人不利的社会评价，媒体也不存在承担侵权
责任问题，媒体不可能通过自行侦查而获得另外的真相。
《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有规定：“新闻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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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当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
”但实际上，媒体被诉侵权有时不能免责的关键在于，法律对何为符合法律要求的“公开”形式并没
有一个更细致具体的交代。
公安、检察机关哪些职权行为或信息应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公开行为，哪些仅限于内部工作人员掌
握，哪些可以让案件当事人及家属、诉讼代理人知晓，有些要求在执法机关内部有着一套操作程序与
工作纪律，但处理名誉权纠纷的法律对文书公开的规定却高度抽象与原则化。
此外，涉案人是公职人员还是普通公民这一身份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情绪，同样的官方文
书或材料在公开方面是否因身份而异，对于民众而言有着不同的心理期待，这种社会心理传递给媒体
的信号也导致了判断的左右为难与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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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批评性报道法律问题研究》是近两年媒介法研究领域特别是涉及大众媒介侵犯人格权问题研究的又
一力作。
这是南京大学陈堂发教授所申请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的成果。
本研究通过分析总结大量有过错的批评性报道导致侵权行为的案例，归纳出一些有益的经验与避免侵
权行为的具体对策。
所以，该课题研究最直接意图在于能为新闻实务工作者有效开展批评性报道工作提供业务方面指导。
此外，本课题研究成果还期望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目前学界对批评性报道的侵权问题专门性、系统性
研究不够的欠缺。
新闻批评理念及渊源、批评性报道的法律问题、环境因素对批评报道的诉讼行为影响、报道侵权与题
材特质分析、批评报道侵权的方式及表现、批评性报道内容失实的防范、批评性意见表达失当的防止
、批评性报道涉及隐私事项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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