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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网络时代，刑事案件的社会关注度迅速上升，成为社会热点事件。舆论监督已成为主要社会监督方式。

舆论对刑事司法具有重要意义，既能回应正义呼声，又能促进廉洁办案，实现司法公正。然而，一些舆

论也通过对公众的煽动，对刑事司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司法的公信力构成威胁。因此，寻找舆论监

督在刑事审判中的平衡点显得尤为重要，既要重视舆论，又要正确对待舆论，以实现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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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ge of network, the social attention of criminal cases is rising rapidly, becoming a social hot 
event.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has become the main way of social supervision. Public opi-
n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riminal justice, which can not only respond to the call for justice, 
but also promote the integrity of handling cases and achieve judicial justice. However, some public 
opinion also has a certain influence on criminal justice by inciting the public and threatens the cre-
dibility of justice.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find the balance point of public opinion super-
vision in criminal trial.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public opinion and treat public opinion 
correctly in order to realize judici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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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近年来，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刑事审判的公开性问题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一变革的背后，不仅包括司法制度自身的演变，还包括社会舆论监督的崭露头

角。随着媒体产业的迅猛发展，媒体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形式逐渐成熟，这使

得公众接触到的媒体越来越多元，而舆论监督的作用也因此日益显著[1]。在这一进程中，刑事审判的公

开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为反腐败、促进社会公正和司法正义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同时也充分发挥了法

律的警示功能，推动了国家法治文明的建设。 
尽管舆论监督在刑事审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实践中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其中，媒体不当、不

准确的报道和评论，常常导致舆论偏离正轨，进一步引发公众的不正确看法，从而出现所谓的“媒体审

判”现象。这对刑事审判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削弱了审判机关的独立裁判权以及审判者的理性思考，

损害了被追诉人的司法公正，最终也可能影响案件的判决结果。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舆论监督和刑事审

判之间的立场和价值观分歧。媒体和公众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自然享有了了解刑事审判案件的权力，

而刑事审判系统则出于自身权威的维护，往往抵制外部力量的干扰，这使得两者之间存在矛盾。 
研究刑事审判中舆论监督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舆论监督对刑事审判的影响，

寻找在这两者之间建立平衡的方式。具体而言，我们将分析当前的研究现状，探讨舆论监督对刑事审判

的积极和负面影响，以及导致这些影响的原因[2]。此外，我们还将讨论如何有效地管理和引导舆论监督，

以确保它对刑事审判的正常运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研究的意义在于，深入了解舆论监督与刑事审判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推动刑事审判更加公平、公正、

透明，同时也有助于提高社会对刑事审判的信任度。通过对舆论监督的合理引导，我们可以实现舆论监

督和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使其协同发挥作用，既能够反映社会声音，又能够维护法律的权威。这不仅

有助于改进刑事审判体系，也有助于增强法治社会的建设，提高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2. 舆论监督对刑事审判的积极影响 

“社会舆论”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明确的定义，它指的是“公众意见和意见”。一般老

百姓能够利用社会舆论来发表他们的观点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社会舆论是一种在特定地区里，

人们的集体意愿的集中体现，所产生的社会意愿是人们彼此沟通、理解的一种途径。由此，我们可以看

出，群众对同样的问题有着自己的评判准则和度量指标，而这些都是对群众的社会行为准则有影响的一

种因素，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有着各自的功能。具体的社会事件的发生，相同

或类似的利益的需要，都会引发公众的关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多种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互

动与整合，从而产生了社会的舆论监督。 
当前中国所谓“司法独立”，主要是指审判工作的独立，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根据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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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独立是指人民法院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依法独立地行使审判权。然而，我国所

强调的司法独立，并不排斥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也不排斥人大、人民群众以及社会舆论对司法机关的

监督，关于社会舆论能否成为刑事审判的一种监督方式，学界一直有分歧[3]。而反对的声音则指出，司

法工作是很专业的，只有亲身接触过案例材料、参与过庭审的法官有发言权，而民众可以发表意见，但

不能左右判决。还有一种观点则主张，在刑事司法中应当考虑到民意，作为一段时间的社会行为准则，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持续地补充新鲜的血液，因此，法律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在审判一个案子的时候，

不仅要根据法律的规定，还要考虑情理法。这两种看法各有其合理之处，前者是出于对社会舆论可能会

对司法独立性造成负面影响的担忧，后者是站在发展的立场上来进行的，他们相信社会舆论的监督功能

能够真实地体现出刑事司法的实质公正[4]。 
《宪法》第三十二条清楚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

的自由。”而在《宪法》的第四十一条中，还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给了公众舆论监督以法律上的地位。而随着经济与社

会的协调发展，民众对于人权的重视程度也随之提高，生存与发展权都成为了民众关心的焦点。舆论监

督在司法公正中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不仅要将社会舆论不加区别地包含在判决

书中，还要从一个公平的审判者的角度出发，对言论进行必要的区别，要将正当、合理的诉求与其他无

稽、恶意的言论区别开来。 
新闻媒体能够利用采访获取到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在传媒的帮助下，使大众能够全面、详细地了解

刑事审判案件的详情，并在正确的指导下，作出客观的评价和言论，从而集中起来，从而能够对审判机

关、审判者造成一定的压力。使审判者在审理案件时，能够准确评价自己的权力，能够严格依照审判原

则来处理，这也有助于排除某些外在因素的影响，预防司法腐败，最大程度地推进刑事审判的透明，也

有助于推进审判公开原则的落实。在新闻媒体和公共言论针对刑事审判案件进行一定的舆论攻势后，就

会对审判者产生一定的压力，使得审判者能够慎重的对待案件，并能够遵循其职业素养及良心[5]。同时，

还能对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等公权机关进行威慑。由各种媒体的舆论洪流所产生的力量，既能使审判机

关保持警惕，又能使案件的进程始终处于大众的监督之中，使能够对案件的结果产生影响的外界干扰因

素对案件的进程产生疏离的作用，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司法的独立，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在诉讼过程中保

护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促进了审判机关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的独立、客观。被告人、犯罪嫌疑

人作为刑事审判诉讼过程中的当事人，往往会处在一种比较被动、比较脆弱的状态，难以在刑事审判程

序中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在这种情形下，利用舆论监督，既可以使审判进程公开，又可以使整个审理

进程在传媒与大众的共同参与下，有利于改善被告人的不利地位，防止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且，被

告人与当事人还可以利用一些特殊的途径，利用传媒与大众的影响力，揭露刑事审理中存在的不公正现

象，从而维护其正当的权利。 
舆论监督对刑事审判的积极影响得到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支持。一方面，根据社会科学理论，

舆论监督有助于确保刑事审判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例如，怀效锋的《法院与媒体》强调，公众舆论监督

是一个民主社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助于促进言论自由和信息传递。同时，数据表明，刑事审判中的

公开性与审判结果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根据犯罪学家的研究，公开的审判往往更加公正，因为它可以

遏制不当的司法行为和滥用权力[6]。 
舆论监督还可以帮助揭示审判中的问题和不正当行为。实证研究表明，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常常

导致审判中的不正当行为被揭露，促使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和纠正。例如，通过曝光审判中的丑闻，舆

论监督有助于改进司法体制，加强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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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舆论监督对刑事审判的负面影响 

在审判过程中，为了防止外界的干扰，保障审判工作的正常进行，法院应当享有独立的裁判权。传

媒是大众观点的媒介，由于其各自的利益诉求，在对事实的传递上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并不完整；与

此同时，社会大众的意见对公权力机构的传达有时存在一定阻碍，同时对案件审理的公开进行了一定程

度的保留。当社会上某些不健康的社会舆论，对社会大众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并试图以此来影响刑

事司法，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我们一定要制止这种现象的产生。 
首先，不实新闻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审判者造成引导。法官自身的认知能力和合理的思考能力，是法

官引用证据、运用证据、进行独立审理的基础。一个好的审判者，在不受外界影响的前提下，往往能够

运用自己丰富的认识系统、经验和素养，来完成审判。媒体对庭审案例的“鞭辟入里”式的剖析与舆论

时，其实是一种没有证据、二次处理、混淆视听、无凭无据、无争议的言论。当这种信息呈现在审判者

面前时，就会对审判者的思维和认知造成一定的冲击，并对其进行不当的引导，使这些观点有机会参与

到法官的心证中，进而对事实和适用法律做出错误的判断，实际上，已使刑事审判隐藏了不公正的因素。

所以，如果没有足够的事实调查和确凿的证据，媒体的不当传播会导致无法确保控方与辩方之间的证据

对等，这样的不公平将使得法官很难做出独立的判决，从而在某种意义上造成了审判的不公正。 
其次，情感的成分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对法官的判决造成影响。大部分的新闻媒介，出于自身的商业

价值，以及扩大社会影响力的目的，在对案例的报导中，必然会提高案例的可读性，并不从法律的视角

来报导案例的内容，反而是站在道德的高地，通过渲染、夸张的方式传播事件，使得报导能够引起更多

人的关注，促使更多人参与到案例的探讨和交流之中。“审判者是法律执法者，也是在社会生活中拥有

感情的一般自然人，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结合，他也有自己的利益需求、主观偏好和感情取向。”没有一

个法官可以做到绝对的理智，对一切都无动于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司法人员很难做出客观公正的

评判。 
除此之外，还会导致“媒体审判”取代“法院审判”。目前，司法的独立性还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

审判机构和审判员在进行刑事审判时，往往会受到各种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又是审判员最为忌惮、最为

不容忽视的，即舆论的监督。舆论监督毫无疑问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但过分的、不实的、过分的舆论

也会给法官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除了会对自己的独立判断和情绪偏向造成一定的干扰之外，更重要的

是心理压力，它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的，另一类是间接的，其中间接的，就是指舆论的强大影响力，

给审判者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负担，而直接的压力就是上级受到舆论影响，从而对下级的审判机构发出

的指令，甚至可能会引起外部的力量对审判进行干涉。同时，会使得公众更加觉得遇事发表在互联网上

进行舆论发酵比寻求司法机关审理更加有效，导致司法公信力的下降。这些因素共同影响，就有可能使

原有的司法程序偏离轨道，从而使“媒体审判”取代“法院审判”。 
在媒体的报道中，为迎合大众对犯罪的好奇心和八卦的好奇心，往往会从事件本身出发，忽视事件

的当事人的权益，制造出具有爆炸性的、更易于传播的消息，比如，报导与事件本身无关的信息，透露

出当事人不愿公开的信息、隐私等，以获取自身的利益为终极目标。因此，经常会有一些用户控告他们，

侵害他们的隐私和名誉权。对法律行为的参与者造成不良影响。首先，对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造

成损害，违反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理；媒体报道对刑事诉讼中的被告形象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新

闻媒介在报导过程中，往往会添加一些自己的主观臆断，从而引发受众的共鸣与愤慨。媒体报导中所蕴

含的、在报导中所传递的价值观会对大众有很大的影响，这样错误的价值观导致了一种不公平的氛围环

绕着刑事审判，将当事人放在一个敌对的氛围中，使其失去了正常的法律程序，而司法的进程也就变成

了一个空洞的形式。报道对被告人的不利影响与其在实质上是背道而驰的。并且，对于受害人的亲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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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是一种二次损害。一些新闻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要尽快引发舆论的热议，想要更多的受众，

采取了无底线的报导，对受害者家属进行了无节制的采访，并不介意将与案情无关的人的个人信息披露

出去。这种不关心案件本身，丧失了新闻媒体自身底线原则的行为，对受害人和相关人员造成的损害，

是不可估量的。这也将影响到目击者的证词。一旦案件在新闻上曝光，就会产生一定的社会舆论效应，

这种效应不但会对法官、被告人、受害者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目击案件的目击者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

在新闻报道中，证人的陈述或多或少都会对自身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庭审中证人不愿出庭作证

的难题也将越来越难解决。 
尽管舆论监督有积极影响，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研究发现，一些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往往追求短

期的轰动新闻，而不是深入的报道。这种新闻观念可能导致不准确或不完整的报道，扰乱了公众对刑事

审判的理解[7]。数据表明，过度曝光审判可能对被告造成不公平的社会舆论压力，可能影响到审判的公

正性。 
研究还表明，虽然舆论监督可以帮助揭示审判中的问题，但也可能导致过度干预审判过程。舆论监

督的压力可能使法官和陪审团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判决结果的公正性。 
舆论监督对刑事审判具有复杂的影响。它既可以促进公正和透明，又可能导致不准确的报道和不公

正的审判结果[8]。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寻找如何平衡舆论监督与刑事审判之间的关系，以确

保其对司法体系的正常运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4. 正确引导舆论的措施分析 

1) 媒体教育与合作 
建议与媒体机构合作，提供针对记者和编辑的培训，以提高他们对刑事审判过程的理解。通过更深

入和准确的报道，可以减少不准确的信息传播，提高公众对审判的理解。 
2) 社交媒体准则 
制定并推广社交媒体使用准则，鼓励负责任的社交媒体报道。这可以包括反对虚假信息和煽动性言

论，以及确保审判中的个人信息和隐私得到尊重。 
3) 透明度与公开性 
提出建议，以增加刑事审判的透明度。这可以包括更广泛的法庭审判在线直播，以让公众亲历审判

过程，减少不准确信息的传播。同时，鼓励法院提供相关文件和信息，以满足公众的需求。 
4) 独立审查机构 
考虑设立独立的审查机构，以监督舆论监督的影响。这些机构可以评估媒体报道的准确性，同时确

保被告的权益得到保护。 
5) 定期评估与改进 
建议建立定期的审查和评估机制，以监测舆论监督对刑事审判的影响。这将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

制定改进计划。 
6) 法庭与公众互动 
鼓励法庭与公众互动，例如举办公开庭审，参与公众教育活动，解释法律程序和判决的重要性，从

而提高公众对刑事审判的理解。 
这些建议可以有助于刑事审判活动更好地应对舆论监督，确保公正、透明和平衡的判决过程。它们

应该根据具体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和文化背景进行调整，并采取措施来确保舆论监督不会对审判过程产生

不当干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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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刑事审判活动应对舆论监督的建议 

首先，要有针对性地引导可预测的舆论趋势。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监督方式，在性质上与公

开审判有着明显的区别。公众的确享有知情权，但这种知情权的范围也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它应当符合

相关的法律和规定，而且不得干涉正常的司法活动。公众的意见不是凭空产生的，尤其是对于一些热门

的犯罪事件，舆论的引导更具预测性。面对强烈的导向型案例，我们绝不能让其随意偏离司法重点，引

发社会大众的不满。对于有预见性的民意，相关部门应当积极地采取行动，在没有真正形成群体导向意

见的情况之前，引导民众理性地对待热点事件，进行相关的法制宣传，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回复。 
其次，要引导社会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独立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信息化的发展就像是一个开放性

的大环境，让大众的观点，乃至一些极端和不合理的观点，都可以聚集起来，发酵、升温。在这些观点

中，并不是所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但是必须遵守均衡性的原则，这样就可以实现社会的舆论和司法的

独立之间的良好的相互影响。应为广大民众、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和权威机构搭建一个公平公开的交流

平台，他们之间应该互相配合，用一种平静的沟通态度来回答问题，并做出积极的反应。 
另外，还需要完善相适应的法律法规。目前，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于如何应对社会舆论这一问题，

刑事诉讼法中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的规范，只是在部分地区的司法机关中有一定的实践，但是，这些做法

的内容非常局限。实际上，在对社会舆论进行监管时，首要的问题是要规范新闻媒介的自由言论的范畴，

以及互联网传播的自由边界，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提供跨领域多方面的综合解决办法。对于舆论对司法独

立的冲击，特别是要在法院审判程序这一环节保持高度的严谨，形成法院审判独立性的风气。 

6. 总结 

舆论监督在刑事审判中的作用，反映出了舆论监督与刑事审判在立场、角色及个体价值取向方面的

不同，二者之间还涉及到了很多的权利，比如：公众知情权，媒体和公众的言论自由权利、监督权，审

判的公正、独立，案件追诉人的名誉权、隐私权，被追诉人的公正审判的权利等。由于这种矛盾的背后，

其实涉及到了众多的利益代表，所以，两者之间的矛盾并不能简单地以“排除”、“取舍”来解决。要

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必须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的结合点，才能构建一个法治和民主的社会。虽

然在价值上存在着差异，但其共同追求的是正义。法官的“法律理智”与公众的“法律意识”、“价值

观”相互碰撞、相互磨合。对于不可避免的社会舆论，法官在进行正确的引导与回应的同时，也要本着

自己的法治精神与良知，尽量将案件的审理过程尽量公开，使判决结果最大程度的公正，以看得见的方

式获得公众的认可，并以更为理性与宽容的态度对待社会舆论，避免“司法舆论”变成“舆论司法”。 

参考文献 
[1] 怀效锋, 主编. 法院与媒体[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2] [美]罗伯特 D·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M]. 王烈, 赖海榕,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3] 李金慧, 武建敏. 媒介与司法: 一种理论的视角[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4] 谢佑平. 刑事司法程序的一般理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5] 李建波. 论新闻报道对刑事审判的影响[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政法大学, 2008. 

[6] 卞建林, 焦洪昌. 传媒与司法[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7] 季泱帆. 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对刑事审判的影响[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2. 
https://doi.org/10.27140/d.cnki.ghbbu.2021.000578  

[8] 李维玮. 公众舆论对刑事审判的影响问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青岛: 青岛大学, 2020. 
https://doi.org/10.27262/d.cnki.gqdau.2019.000297  

[9] 孙会越. 刑事审判独立与舆论监督的限界[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19.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016
https://doi.org/10.27140/d.cnki.ghbbu.2021.000578
https://doi.org/10.27262/d.cnki.gqdau.2019.000297

	刑事审判中舆论监督的影响
	摘  要
	关键词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in Criminal Trial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舆论监督对刑事审判的积极影响
	3. 舆论监督对刑事审判的负面影响
	4. 正确引导舆论的措施分析
	5. 刑事审判活动应对舆论监督的建议
	6. 总结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