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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闻来源失实看媒体承担的有限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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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强月新(1964-),男 ,湖北荆门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副教授 ,主

要从事新闻业务与信息管理研究;陈　静(1981-),女 ,湖北随州人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硕士生 ,主要从事新闻业务研究。

[摘　要] 近年来 ,我国一些媒体的报道因为新闻来源的失实而造成了新闻纠纷 ,其间媒

体及其从业者也免不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媒体的声誉与权威性也因此而受损。因此 ,新闻

媒体及从业人员应明确自身的责任 ,维护自身的权益 ,在确保新闻的真实性的同时 ,加强新闻

法律意识 ,以避免不必要的新闻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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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闻来源与新闻来源失实

“新闻来源一般是用指新闻事实的来源和依据”[ 1](第 67 页)。获取新闻来源的途径有多种。从获取

新闻来源的途径来看 ,新闻来源有直接和间接之分 。由于是记者亲身经历或现场参与事实所获得的新

闻源属于直接新闻来源 ,由记者当场直接获得 ,真实性强 ,可信度最高 。然而 ,很多时候记者并非亲身经

历现场 ,他们获得的往往都是间接的二手材料 ,是事后通过当事者或相关的部门了解到的 ,也具有一定

的实证性和可靠性。

从新闻侵权的法律责任的归责来看 ,则有主动新闻源和被动新闻源之分 。主动新闻源是指为发表

而积极主动地向新闻单位或记者提供新闻事实材料(这种材料包括口头叙述和书面文字)的组织或个

人。被动的新闻源是指不以发表为目的 ,通过记者的采访而消极被动地提供新闻事实依据的组织或个

人 ,或者是不知道面向的是新闻机构也不希望所提供的内容发表的新闻提供者 。

新闻记者在获取新闻线索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新闻来源失实的现象 ,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情

况:首先是主动新闻源失实 ,比如 1998年 3月 24日 , 《羊城体育》报发表肖晓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首

尾”之战场外音》 ,该文报道广州松日主场迎战大连万达队的主裁判陆俊收了客队人民币 20万现金 。此

消息是由松日俱乐部的一位负责人提供的。此言一出 ,舆论哗然。陆俊状告《羊城体育》报 ,最终 ,报社

由于没有履行核实新闻来源所提供消息的真实性的义务而败诉 。其次是被动新闻源失实 。新闻源的提

供者或单位出于某种原因而提供了虚假不实的消息。除此之外 ,无论是主动新闻源还是被动新闻源提

供的消息如果还没有经过权威机构认真审核或者消息的本身就是不实的(例如谣言 、迷信)而被媒体擅

自发表的 ,也往往会造成新闻报道失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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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闻来源失实与媒体承担的有限责任

新闻来源是进行新闻报道的第一环节 ,如果在这个环节中发生了过错 ,就不可避免地会对新闻报道

产生很大的影响 。新闻报道一旦采用了新闻来源提供的不确实的信息 ,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就会让

媒体卷入一系列法律纠纷中。在这类的新闻纠纷中 ,新闻媒体往往要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而实际上 ,

新闻媒体只应该承担一部分法律责任 ,也就是说媒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是有限的。这是因为:

(一)新闻信息传播过程的本身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 ,新闻信息传播的过程是由从新闻信息源发出信息开始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 ,

由于记者没有时间 、资源 、途径深入了解每一个信息源 ,独立确认事实 ,所以通常是通过引用可靠的新闻

源来建立事实。传播者在新闻信息的加工制作过程也是由不确定向确定 、由零散向有序转化的过程。

传播过程中新闻来源是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的 ,传播者在采集信息的同时经常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干

扰 ,传播者也要通过采集 、选择 、加工制作 ,对信息进行把关和过滤 ,控制信息的流量和走向 ,确保信息的

客观 、准确 。而新闻传播是一个多级的 、完整的信息传输过程 ,是一个有机的 、社会信息交流系统 ,在其

传播过程中的每一级中 ,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受到各方面的干扰 ,在不同的时候他们担负着不同

的任务。因此 ,新闻信息传播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确定信息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有着非人为的客

观因素时常制约着信息传播的准确度和真实度。因此 ,媒体在进行信息的搜集和传播中存在着某些偏

差是不可避免的 ,在新闻报道失实产生侵权后媒体是不应当承担全部责任的。

(二)新闻真实不等同于客观真实 ,也不能在新闻审判时用法律真实的标准来要求新闻真实

“新闻真实是指 ,新闻报道必须如实反映事物的原貌 ,它表现为一个认识过程”
[ 2]
(第 257-274 页)。事

实的发展完结时 ,报道的真实性也才能够全部展现出来 ,新闻报道的真实度是通过新闻事实的进展体现

出来的 。既表现为具体的新闻细节的真实可信 ,也表现为整个新闻事实完整 、准确的存在 。一般情况

下 ,记者并不是以复写来再现事实而是以理解的模式介绍事实 ,因此记者报道新闻时不免会渗透自己的

主观印象 ,而客观事物是先于意识存在 ,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 。所谓的客观真实是指事实和规律不依

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在人的意识之外而独立存在 ,又能被人的意识所认识的一种真实。这种真实不受

主观干扰 、不受人的意志左右而独立自存 ,但人的意识可以认识 。显然 ,新闻真实与客观真实是不同的。

一开始 ,从马克思主义“主客合一”的实践论的观点来看 ,新闻真实是对客观真实的主体再现 ,新闻报道

要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新闻报道要符合客观存在的事实 ,仅仅是强调了主观对于客观本来就有的

肯定性关系 ,但是并不说明新闻真实就是客观性 ,或者存在于新闻事实之中 。新闻的创造活动是主客合

一的关系而不是排斥客体的主观想象。新闻的客观性不再是被动地依照事实去检验事实的分析理性 ,

而是贯穿着主体间的理性互动和实践内容综合的理性。”[ 3](第 28-30 页)其次 ,记者对变动着的客观世界

的认识也需要一段时间 ,掌握事实也需要一定的阶段和过程 ,并不一定是要完全复写整个新闻事实 。最

后 ,新闻的运作规律决定了新闻真实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观真实。新闻是通过记者这一赋有思想意识的

“人”来报道的 ,新闻报道要求很强的真实性 ,也不能完全不渗透记者本身的情感体验 ,因而也就无法完

全做到纯客观的报道 。很多情况下 ,媒体在新闻采访过程中 ,特别是在进行新闻调查时 ,有些客观事实

往往早已发生 ,记者仅仅是在报道事后了解的情况 ,而且不同的人掌握的材料不同 ,提供材料的动机不

同 ,很难做到对事实做出完全客观的认识和判断。即使一些现场报道 ,报道者往往也难以一时看到事件

的全貌 ,其做出的判断也未必与客观存在完全相符 。

“所谓法律真实是指从法律意义上来看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这个真实存在就是证明原发案件事实的

证据 ,以及由证据组织起来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没有证据的真实在法律上是毫无意义的。”
[ 4]
(第 53

页)而新闻真实却不一定要求有实在的证据 ,通常情况下 ,记者在采访中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也不一定

都能从新闻来源中找到确实的证据 。“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是对新闻真实的一种延伸 ,报道的事实都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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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律和政策的要求进行适当的过滤和技术上的处理 ,有些事实尽管是真实的 ,但是不作技术上的调

整和变动 ,就会和有关法律相抵触 。”[ 5](第 92 页)

从法律上讲 ,在“新闻失实”名誉侵权诉讼中 ,如果对新闻失实的判断仅仅从法律真实的认识规律出

发 ,甚至将法律真实等同于新闻真实 ,而不顾新闻真实的特性 ,或者将新闻真实性与法律真实混为一谈 ,

都是不符合认识事物的规律的 。新闻官司审判实践中容易出现将新闻真实与法律真实混为一谈 ,以法

律真实的标准要求新闻真实 ,从而不恰当地判决媒体承担侵权责任 。法律上是应该对新闻报道的真实

标准从宽掌握的 。新闻媒体无法在每一件新闻事实中都能找到合法 、随即存在的证据 ,也不具备完全的

采访时机去获得证据 。总之 ,从新闻报道活动的规律来看 ,新闻源和新闻报道并不能做到完全法律意义

上的真实 ,因此 ,在新闻报道失实后 ,追究媒体的侵权责任时不得不考虑到新闻事业传播活动规律 ,也不

能把新闻真实简单地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真实 ,不能在新闻失实后立即认定为媒体的责任。

(三)媒体对新闻来源实施审核有一定的客观局限性

被告的媒体大多是被诉“新闻失实”侵害名誉权 ,而很多被法院认定为“新闻失实”的案件中 ,媒体都

因被认定“未尽到审查职责”并被判决承担侵权的责任。在被控新闻失实的案件中 ,当然确实有一些媒

体是没有尽到审核的责任 。但是 ,要想完全做到审核合格是不可能的 ,任何一家新闻机构都无法保证所

报道的新闻事实与客观事实是完全一致的。在大多数情况下 ,媒体在新闻产生侵权后果时应承担的责

任是有限的。这是因为:

1.新闻机构对于新闻来源的审查通常是通过编辑部的主要负责人来把关的。针对新闻来源的审

查 ,编辑不可能去直接接触或者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入的考查 ,很多情况下 ,新闻来源是十分复杂的 ,媒体

的“审查”也是很难进行的 。再者 ,新闻必须讲究时效性 ,编辑部不可能亲自实地考证每一篇稿件的真实

性。因此 ,一般的稿件都由记者自身把握好真实度 。其中特别具有新闻价值的稿件才会由记者深入采

访 、编辑亲自审定。

2.一般新闻提供的信息 ,新闻机构和记者都负有核实之责 ,对于其中可能存在差错还是应该预见

的。但如果是党政机关 、公检法机关以及其它权威部门 ,他们提供的消息 ,以及处理决定 、判决等等 ,不

仅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有的还具有法律效力 ,新闻机构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去作调查核实 ,若有差错或者

情况发生变化 ,新闻机构是不可能预见的 ,不应承担责任。因此 ,审稿是新闻机构调查核实的最后环节 ,

不能要求新闻机构经过审稿还能预见新闻仍有差错。

3.读者来信和文章转载是最容易引起新闻“失实”侵权纠纷的 ,编辑部在审查时也较为慎重 ,若反映

的问题较重要 ,一般都需要审查核实作者身份并根据来信 、来稿人所提供的有关证据材料对其来信来稿

的真实性进行必要的确认 。但是 ,转载的文章作品由于牵涉的单位和个人比较复杂 ,很难鉴别内容的真

实性 。

(四)新闻源也必须承担一部分的法律责任

新闻源是指向作品的作者提供新闻素材和事实情节的单位和个人。首先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新

闻侵权的两个主体:新闻源和新闻媒体。由于新闻源向媒体提供了不实信息而使新闻报道失实的侵权

案件中 ,在国外新闻源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但在我国以往的审判实践中很少被提及 。对于新闻源的侵

权主体地位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比照新闻媒体和新闻作者新闻侵权的确定方法加以确认。1998年 8月

31日 ,在最高法院关于名誉侵权审判所做出的最新司法解释中 ,新闻源的民事责任已经得到了确认。

当然 ,新闻源也只是多个共同侵权行为的主体之一 ,并不是其所提供素材及事实情节能否最终成为作品

的决定者 ,也无法预知侵权作品向公众发生的范围 ,在共同侵权人内部按过错分担责任时 ,只应承担相

应的部分责任。

新闻源提供新闻线索和新闻素材时 ,往往随意性较大 。接受新闻来源的记者则很难掌握法律上认

可的证据 ,而且考虑到新闻工作的特殊情况 ,记者也难以在法庭上举证 。所以 ,很多时候媒体无可奈何

地承担了全部的侵权责任 。目前 ,关于新闻源的法律责任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 1993年 8月发布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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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对新闻源的侵权责任进行了司法解释:明确了积极新闻源和消极新闻

源 ,以及权威新闻源(国家机关)和一般新闻源(国家机关之外的公民和其他组织)的划分。对积极主动

向新闻机构 、记者提供情况的 ,因其提供的事实材料失实引起名誉权 ,该新闻源应承担责任;对所谓的消

极新闻源 ,明知自己是在接受采访的情况下发表的言论 ,自然应该负责 。因新闻源提供的材料被公开 ,

或者声明所提供材料不得公开而被新闻媒体公开 ,因公开的材料不实而造成名誉权之损害 ,或者作者的

报道没有忠实新闻源反映提供的情况而出现新闻侵权 ,该新闻源不承担新闻损害名誉权之责任 ,而应由

作者承担新闻名誉侵权责任(如新闻单位有过错 ,也应承担责任);但这种责任是因为传播过错 ,而不纯

粹是新闻的过错 。当然 ,在这种情况下 ,该新闻源并非绝对不承担责任 ,其向第三者散布有关他人的不

实言论构成名誉侵权 ,同样也应该承担责任 ,只是这种责任为普通的名誉侵权责任 ,而不是新闻侵权意

义上的责任 。权威新闻源发表或者提供的新闻事实发生侵权 ,新闻源也应作为侵权主体而承担法律责

任 ,而不是仅仅将责任整个归结到新闻媒体。

三 、媒体应如何避免新闻来源失实造成的新闻侵权纠纷

媒体及其从业者既要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和保持新闻价值 ,又要保护自身的权益 ,避免卷入因新闻失

实而造成的新闻纠纷 ,就要在新闻活动中具备应当有的法律意识 ,只要用事实说话 、有理有据 ,就能避免

新闻纠纷 。

首先 ,新闻工作者要有事实意识:从一开始新闻工作者在选择新闻来源时 ,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 、资

源和途径深入了解每一个信息源 ,独立确认事实 ,记者通常是通过引用可靠新闻源来建立事实 ,特别是

一些经过其它媒体的反复报道 ,已经确认了的新闻信息 。其次 ,不能将新闻源的真实可靠等同于新闻事

实的真实可靠。在法制社会里 ,新闻记者不能将`有人提供' 作为不实的充分依据 ,而必须从法律的角度

去认识他人提供的事实。尤其是批评性报道和新闻中作为反衬的事实材料 ,除权威部门提供的意见和

材料外 ,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单位有义务对于未经核实的材料予以多方的证实 。录像资料可以作为证据

使用 。[ 6](第 121-136 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新闻报道要掌握平衡原则 ,国外有许多报道都是在未能判明新

闻来源真实的情况下 ,把多方面新闻线索都公布出来 ,为了显示平衡 、独立和公正 ,记者在报道中经常会

用对比报道的手法 ,把符合媒体本身价值观的报道放在突出的位置。在没有正式结论的报道中 ,特别是

案件的审理中 ,应尽量报道当事人双方对事实的陈述 ,包括相关不同的看法 。

另外 ,新闻工作者要有责任意识:一方面 ,记者要善于自我保护;媒体不要发表未经核实的自由撰稿

人的稿件 、举报材料 、读者来信等 ,尽量采用本报记者采写 、经当事人许可的录音的稿件;要注意保护好

采访记录 、录音录像 、照片 、发稿签等资料 ,一旦发生诉讼 ,以作证据使用;稿件中要注意措辞 。另一方

面 ,根据我国新闻实践和新闻官司审判实践的现状 ,要使媒体摆脱尴尬 ,不致民众言论自由权利和舆论

监督功能的丧失 ,同时也使公民的人格权得到应有的保护 ,必须实行文责自负 ,让言论行为主体对自己

的言论的真实性完全负责 ,而不必要求媒体对言论行为主体言论的失实承担责任。这不仅仅是符合权

利义务相一致这一法律原则 ,而且也是由媒体作为舆论传播工具的性质决定的。尤其要注意的就是新

闻报道实施新闻来源审核的同时要适度地交代新闻来源。对于不愿意公布姓名的消息提供者新闻机构

应予以保护 。“意大利宪法规定 ,记者要高度重视核定消息来源提供的消息 ,以便保证传播给大众的信

息的可靠性。新闻信息必须有出处 ,以便维护新闻的客观真实性 。如果提供者的人要求匿名 ,记者就一

定要注意保守行业机密 ,而且也应该将消息来源要求匿名的实情告诉大众 。”[ 7](第 67-89页)除此以外 ,记

者决不能承诺提供信息人的任何其他条件 ,或者受其压迫而表达或扣压了有新闻价值事实的报道 。

最后 ,西方发达国家司法判定新闻不构成名誉侵权所遵循的“三公原则”也是值得我们新闻媒体学

习和借鉴的:报道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报道内容系公众关心的公共事项且有事实根据;报道对

象系国家公职人员或知名人士 。报道关乎民众生计和社会公共利益 、公众关心的事实和现象 ,在维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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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cently , some reports of ourmedia have met news confliction forwrong news resource , at the same

time , media and reporters unavoidably shoulder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y , so the reputation and authority has

suffered injury.This article is aimed at researching the false news resource in the different condition from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and investigating the limited responsibility should media take on;Further discussing how reporters can

better clarify duty and learn to protect privilege.In one side reporters should assure news truth , in the other side

should enhance consciousness of news law in order to avoid unnecessarily confl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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