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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98_E5_B0_B1_E5_c122_485351.htm 法官为审理案件需要

或者进行学术研究，能否就自己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发表对

争议问题的看法？如果法官在案件审结前，在有关报刊发表

了对案件的个人见解，性质上是否属于泄露审判秘密？对此

类问题的探讨，涉及法官保守审判秘密的范围，以及法官言

论自由的限度等问题，并与司法公正问题紧密相联。因此，

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 一、审判秘密与法官保密义务 所谓审

判秘密是指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和不公开

审理案件的案情及其他不宜公开的审判工作事项。根据上述

定义，人民法院工作中的审判秘密具体包括国家秘密和不宜

公开的审判工作事项两部分。关于审判中的国家秘密，最高

人民法院、国家保密局《关于人民法院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

密级具体规范的规定》有明确界定：“人民法院工作中的国

家秘密是指人民法院工作中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

定程序确定，并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知悉的事项

”，具体包括法院就重大案件的内部重要指示、决定、部署

、方案和案件处理中重大、重要问题的请示、报告、批复。

《规定》进一步指出：“对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形成的

，虽不属于国家秘密，但一旦公开又会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

的事项，应按审判工作秘密保护，不准擅自公开和扩散”。

关于不宜公开的审判工作事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

守审判工作秘密的规定》中确定的保密要求，应指合议庭、

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情况，涉密证据材料，涉密案件的承办



和案件涉及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情况，执行死刑情况和

刑事司法统计数字，以及诉讼档案中涉及的有关资料等等。 

人民法院担负着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职责，司法公正

既是司法的本质要求和价值取向，也是人民对司法的真诚期

盼。而保守审判秘密，是人民法院严肃执法，秉公办案，司

法公正的客观要求和重要保障，也是每一位法官应当自觉履

行的法定义务和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法官法》第7条第（6

）项明确规定，保守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是法官应当履

行的义务。法官作为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是国

家法律的守护者和实现者，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化身。法官在

审判工作中如果不能保守审判秘密，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

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不仅严重影响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

同时也将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和法律尊严，损害法院及法官在

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影响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因此，每

一位法官都必须自觉遵守保密义务，严守审判秘密，慎言慎

行，防止泄露审判秘密。 二、法官言论自由及其限度 言论自

由，是指公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各项问题有自由发表意见的

权利。言论自由是公民表达思想的基本形式，也是交流思想

、传播信息的基本工具。公民言论自由状况反映出一个国家

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随着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的发展，言

论自由作为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重视，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已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历来十分

重视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为公民实现言论自由提供必要的

社会条件，并以宪法形式将其确定下来。宪法第35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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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作为普通公民的一员，毫无疑问也应享

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可以通过广播、电

视、报纸、期刊、计算机网络等媒介公开发表其对国家和社

会问题的基本看法，进行学术研究和争鸣。 然而，任何自由

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法学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

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

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因此

，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而保

守国家秘密，这是宪法规定的每个公民必须严格遵守的一项

基本义务。法官作为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司法工作人员，保守

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更是其应该自觉遵守的一项法定义

务，不得利用言论自由泄露审判秘密，随意向新闻媒体透露

尚未审结的有关案件的审理情况，将未经宣判的案件的合议

庭意见、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等重要内容透露给当事人及其

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将法院对刑事案件被告人采取的强制

措施、财产扣押等决定提前透露给相关人员，泄露当事人的

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如果法官无视国家保守秘密的规定

，泄露审判秘密，不管其采用何种方式都应依法进行追究。

因此，法官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受保守审判秘

密义务的限制，即所谓自由止于义务。绝不允许法官利用言

论自由泄露审判秘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损害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破坏司法公正与权威。 三、法官能否就

在审案件发表意见 所谓在审案件是指法官正在审理尚未审结

的案件。在审案件由于正处于诉讼过程中，其最终裁决结果

尚未确定，法官先入为主的个人见解有可能影响当事人，并



有可能对案件的最终裁决产生影响，引起当事人对司法公正

的猜疑。因为法官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必须始终保持公

正中立立场，特别是对具体承办案件的法官来说，由于其是

案件的最终裁判者，其一言一行都代表了人民法院，都有可

能成为媒体及公众关注的焦点。当事人由于与案件最终处理

结果有切身利益关系，对法官言行更为敏感，法官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给当事人攻击法院公正司法留下口实。因此，法

官对自己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必须保持沉默，绝不能以任何形

式就诉讼中的案件发表个人见解，即使是为了审理案件的客

观需要，甚至是为了判前释法，以司法为民及提高审判效率

为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第1条即明确规定：“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切实做到实体

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通过自己在法庭内外的言行体现出公正

，避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同时《准则》

第45条更对法官发表文章等进行了限制：“法官发表文章或

者接受媒体采访时，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不得针对具体案

件和当事人进行不适当的评论，避免因言语不当使公众对司

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尽管该条只是规定禁止“针对具

体案件和当事人进行不适当的评论”，而并未禁止法官发表

“适当”的言论，但由于该规范对何为适当的言论未作具体

界定，其尺度难以准确把握，为避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

理怀疑，法官在报刊上针对自己承办的案件发表任何意见都

是不适当的。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客观需要。最高人民法院

前任院长肖扬在2006年9月12日全国法院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

强调：“法官应当慎言，未经批准，人民法院的法官和其他

工作人员一律不应擅自接受记者采访，或在新闻媒体上对重



大敏感问题发表议论。”因此，法官应自觉遵守这一制度，

谨慎发言。 四、法官发表意见是否属泄露审判秘密 如前所述

，法官对其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应当保持沉默，而不能借口言

论自由随意发表自己对个案的看法。但如果法官违反规定，

对尚未审结的案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是否属于泄露审判秘

密？我们认为对此应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众所周知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适用的程序有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之分

，其庭审方式也有公开审理与不公开审理之别。对于公开审

理的案件来说，因案件审理过程向社会公开，允许公众旁听

，允许新闻记者采访。在神圣庄严的法庭之上，经双方当事

人质证及法庭公开认证，案件事实逐渐得以清晰明了，一般

在庭审结束后，对于案件的基本事实，不仅双方当事人心里

清楚，就连旁听者也能明白，法官在庭审中还应对已查明的

案件事实进行归纳，因此对于具体案情的披露不属泄露审判

秘密。但对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来说，由于案件涉及国家秘密

，涉及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其案情本身即属审

判秘密的范畴，因此不宜向社会公开。如果法官在其发表的

言论中涉及到了该案情，就违反了保守审判秘密的规定，属

泄露审判秘密的违法行为。 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而

言，由于实行合议制，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法官个人

的见解，如果不被其他合议庭成员接受或同意，并不影响案

件的最终裁决（最终裁决是按照多数法官的意见决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官无意间向社会发表了个人对该案的

见解，仅能代表法官个人意见，不能按泄露审判秘密处理。

但如果法官在发表个人意见的同时，泄露了合议庭其他成员

的意见和案件的最终处理意见，则属于泄露审判秘密的行为



，依法应予禁止。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来说，由于

实行法官独任审判制，法官个人对案件的意见往往就是法院

对案件的最终裁决意见，或者对最终裁决能够产生实质性影

响，如果法官在案件审理终结前即发表个人对该案件的看法

，应属泄露审判秘密的行为。 当然，即使法官对在审案件发

表的个人见解没有泄露审判秘密，其行为也是不适当的，也

有可能引起当事人及公众对公正司法的合理怀疑。因此，法

官对自己正在审理的案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随意发表个

人见解，甚至在案件审结以后，法官也不能针对个别案件当

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对案件裁决的不同看法，发表针锋相对的

辩解。因为就法官的职务性质来说，法官不能对批评作出答

复，不能卷入公开的论战。审判行为本身是法官最好的辩解

。正如梁慧星教授所指出的，“法律的威严要求法官只能靠

判决书本身去说服当事人和公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