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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权利，但言论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言论自由可以受到法

律的限制，限制的一种理由就是行使言论自由不能毁损他人

的隐私和名誉。言论自由的行使与他人名誉权、隐私权的冲

突属于基本权利冲突问题。 学术批评属于言论自由的表现形

式。学术批评是对有关学术问题的否定性评论。但是，我们

不得不承认，学术批评很难严格限定在学术的范围内。当学

术批评超出“学术”的范围时，可能就会造成对特定被批评

者名誉的侵犯。那么，在学术批评与名誉侵权纠纷的案件中

，人民法院判断学术批评是否构成对他人(学术批评的特定对

象，即被批评者)名誉侵犯的标准是什么呢？ 判断学术批评是

否构成对他人名誉侵权的基本标准有二：其一为学术批评之

内容是否真实，其二为进行学术批评的主体是否存在主观上

的故意或过失。 判断学术批评是否构成名誉侵权的首要问题

是要弄清学术批评之内容是否真实，该标准属于对学术批评

内容之客观判断。学术批评内容是否真实包含着两种情形，

也可称之为内容是否真实的两个层次。第一种情形是批评内

容是否客观真实。在个案中，学术批评内容是否客观真实，

如学术批评认定某人没有在确定的期刊发表文章或不属于某

学术机构成员(而被批评者谎称有发表文章或谎称属于学术机

构成员的)，人民法院通过核实该期刊所实际登载的文章或该

学术机构的实际成员就能够明确判断学术批评之内容是否与

客观情况相符。如果内容客观真实，当然不存在名誉侵权的



问题。第二种情形是批评内容是否可以查证属实。学术批评

者即便不能证明其批评之内容为客观真实，但是批评者若能

提供证据资料证明自己对于批评之内容有充分的理由确信其

为真实，那么也应当认定为学术批评之基本内容能查证属实

。与第一种情形不同的是，查证属实不必要求批评之内容达

到证明至客观真实的程度。如果批评者不是故意捏造虚假的

事实或因为重大过失导致所陈述内容与事实不符，通常不能

认为构成名誉之侵权。 批评者对于批评内容有充分的理由确

信其为真实的证明实际上反映了批评者对于学术批评所持的

主观心理状态，即批评者对于他人的名誉没有侵权的故意或

过失。反言之，如果认定学术批评构成对他人名誉的侵权，

必须要求批评者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所谓名誉侵权的

主观故意，是指批评者对他人名誉的毁损有主观的恶意，通

常表现为有意捏造并散布虚假的事实以损害他人名誉；所谓

名誉侵权的过失，是指批评者对于他人名誉侵害虽没有主观

故意，但是对于批评之内容(不管该内容是批评者自己了解的

还是引述他人包括引述媒体内容的)没有进行必要的查证而导

致批评之内容与事实不符造成对他人名誉侵害的后果。 区分

批评者对于学术批评所持的故意或者过失心理状态对于法律

责任认定的意义在于：刑法中构成侵犯他人名誉的诽谤罪必

须要求批评者有主观上的故意，即批评者目的在于毁害他人

名誉，表现为明知自己散布的是足以毁损他人名誉的虚假事

实且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毁损的危害结果而希望危害结果

的发生；而民法中名誉侵权的法律责任只要求过失即可成立

，即批评者对于侵犯他人名誉没有主观恶意，但是对批评内

容不经查证或虽确信批评内容为真实而不经查证并导致批评



内容与事实不符，造成对他人名誉之不利影响的，批评者需

要对其行为承担名誉侵权的法律责任。当然，在具体案例中

，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况事实上是难以认定的。因此，在个

案中，如果批评之内容不是客观真实的，那么人民法院需要

判断批评者对他人名誉侵权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

。判断的方法，就是要求批评者证明其对批评之内容确信其

为真实予以举证。 确立学术批评与名誉侵权主观标准的目的

在于避免过度限制学术批评自由。学术批评的目的在于确立

基本的和必要的学术规范、推进学术水平的发展。健康而积

极的学术批评往往建立在批评者对于某个学术问题的假想或

推测的基础上。如果对学术批评是否侵犯他人名誉的审查完

全局限于对学术批评内容是否客观真实的判断，将会极大限

制学术批评的开展，因为公民要承受担心批评之内容不符合

客观真实而导致的承担对他人名誉侵权的心理负担。在此种

顾虑之下，学术批评的自由必然变得不自由。 概言之，在有

关学术批评与名誉侵权纠纷的案件中，如果人民法院能够确

认批评之内容客观真实，则不需要对批评者的主观心理进行

判断，即不产生学术批评的名誉侵权问题。如果批评之内容

不是客观真实的，则人民法院需要考察批评者对于批评之内

容是否达到查证属实的程度，以判断批评者对他人名誉之可

能影响的主观心理状态：批评者能够提出证据证明其确信批

评之内容为真实的，不产生名誉侵权的问题；如果批评者不

能证明其确信内容为真实且批评对他人名誉造成不利影响，

则学术批评构成名誉侵权。 一般而言，无论是刑法上的诽谤

罪构成的名誉侵权还是民法中的名誉侵权，都需要有对特定

人名誉造成不利影响之事实。但是名誉的不利影响可能是社



会对特定对象(学术批评中的被批评者)名誉的否定性评价，

也可以是特定对象本人因为学术批评而形成的对自身名誉的

纯粹主观的否定性认识，因此，不适宜把对他人名誉影响的

不利事实作为判定学术批评是否构成名誉侵权时的一项客观

标准。判断学术批评是否构成名誉侵权的标准应该是学术批

评内容的客观属性和批评者主观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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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