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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检察机关在新时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服务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体现，通过检察职能促进廉政勤政建

设的重要举措。而要顺利地推动这项工作的前进，一个很重

要的方面便是建立检察机关预防同社会预防相结合的预防职

务犯罪工作机制，充分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广泛利用各种

新闻媒体，专门预防与社会预防齐头并进。 检察机关是国家

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法定的享有公权力的机关，其在职务犯

罪预防工作有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有着其他团体无法比拟

的权力，是职务犯罪预防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在职务犯罪

预防中体现的是权力监督权力、权力制约权力的关系。对于

权力的运作，为防止其滥用，法律有着较严格的规定，体现

为法无明文规定不得行使，还体现为行使权力时必须遵循严

格的法定程序和实体法的规定，例如在对职务犯罪的侦查、

起诉中必须按照刑法的规定，恪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证据标

准。 新闻媒体是参与职务犯罪预防的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

媒体报道的迅捷、受众的广泛与透明都使其具有其他力量不

可代替性。然而，尽管媒体在很多时候被称为“第四种权力

”，媒体审判也一度为人们所诟，但媒体从本质上并非公权

力，其不具国家强制力作后盾。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是作

为民众的传声筒出现，代表的是民众的声音，其行使的只是

公民的权利，职务犯罪预防中体现的是权利监督权力、权利

制约权力的关系。然而，众所周知，在职务犯罪预防中，由



于舆论监督的矛头直指公务行为，权利是极易受到权力的侵

犯，特别是在权利法律无明确表述及具体的程序保障时更是

如此。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牵头起草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

条例》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其做的保障媒体正当权利有益尝

试值得称道。该初稿中对新闻媒体的监督权以专条作出规定

，并明确新闻记者的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

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特别是前二者的权利在我国现有法律

体系中尚无明确的法律表述。 在笔者看来，包括新闻记者的

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等权利都是新闻媒体的正当权利

，是公民权利在职务犯罪预防中的必然延伸，是媒体行使公

民权利的体现。宪法的第二条中关于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

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

理社会事务的规定是记者的知情权的渊源。宪法的第三十五

条中关于公民有言论自由的规定和第四十一条公民对于任何

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是记者的

无过错合理怀疑权的渊源。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实际是对于宪

法上的权利落实与细化而已。 从现实必要性讲，保障媒体的

正当权利，也是媒体能真正深入职务犯罪预防的前提。职务

犯罪是掌有公权力的人的公务犯罪，公权力的强大及公务行

为的隐秘，作为公民的记者没有和情权何以监督；记者没有

公权的强制力，何以得以对公务违法和犯罪行为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没有无过错合理怀疑权，监督无异于镜中花、水

中月。 因此，笔者呼吁，《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初稿

中有关保障媒体正当权利的规定能在明年上半年深圳市人大

常委会得以顺利通过，但同时笔者也希望有关的规定还需细

化，一是要对媒体正当权利不仅实体规定，更要有程序保障



；二是对媒体权利侵犯的公务人员也应有相应的救济权利，

如媒体应对等刊登其有关声明。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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