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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News Media Infringing on 
Reputation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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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ubject, object and content of reputation right; Secondly, 

it puts forward the problems that news media infringe on the right of reputation, such as news media 

insulting and slandering others, news media failing to fulfill the obligation of reasonable verification, 

self media infringing on the right of reputation in network public space, etc;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strengthen law popularization, enhance citizens’ and media practitioners’ legal 

awareness of “reputation right”, apply the “real name system”, and apply the “safe haven rules” and “red 

flag rules” to news media network users and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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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侵犯名誉权问题与对策
赵  亮

摘  要：本文首先介绍了名誉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其次提出新闻媒体有侵犯名誉权的问题，

比如新闻媒体侮辱和诽谤他人、新闻媒体没有尽到合理核实义务、自媒体在网络公共空间侵犯

名誉权等；最后提出对策，加大普法力度，增强公民和媒体从业者的“名誉权”法律意识、适

用“实名制”、新闻媒体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适用“避风港规则”和“红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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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 19 日，仇子明在卫国戍边官兵誓死捍卫国土的英雄事迹报道后，在新浪微博“辣

笔小球”发布微博，歪曲卫国戍边官兵的英雄事迹，诋毁贬损卫国戍边官兵的英雄精神，侵害

英雄烈士名誉、荣誉。2021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

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2021 年 5 月 31 日，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认定仇子

明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责令其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通

过国内主要门户网站及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本案中，2018 年实施的《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

肖像、名誉、荣誉的行为，英雄烈士的近亲属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英雄烈士没有近

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依法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

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第一款规定的行为，需要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应当向检察机关报告。英

雄烈士近亲属依照第一款规定提起诉讼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服务。”《英

雄烈士保护法》明令禁止一切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行为。检察机关

可以依法对侵害英雄烈士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2021 年 3 月 1 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

专门增设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南京检察机关对全国首例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犯

罪案件依法决定批准逮捕，就是要以法之名为受侵害的英雄烈士主张权利讨回公道，就是要让

违法犯罪者知戒惧、明底线。

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新闻媒体侵犯名誉权的案件日渐增多。那么什么是名誉权？新闻

媒体有哪些侵犯名誉权的问题？如何解决新闻媒体侵犯名誉权问题？本文做一下探讨。

一、名誉权概述

什么是名誉？名誉是指人们对于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品德、才干、声望、信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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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等“人格尊严”各方面的综合评价，名誉是具有“人格尊严”的名声，是人格的重要内容，

受法律的保护。

什么是名誉权？名誉权是人们依法享有的对自己所获得“人格尊严”的客观社会评价、排

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名誉权是人格权的一种。人格尊严是名誉权的基础。

什么是人格尊严？“人格尊严”是公民作为平等的人所具有的自尊心以及应当受到国家、

社会和他人最起码的承认和尊重。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阿维夏伊·玛格里特在其著作《正

派社会》中提出：“所谓正派社会就是制度上不羞辱所有人的社会。对于一个民主社会，它的

正派就体现在保护社会成员不受自由市场的羞辱，比如重视贫困、无家可归、剥削、恶劣工作

环境、得不到教育和健康保障等等。”美国人玛格丽特《正派社会》提出一个正派社会的第一

原则——不让社会制度和所有的社会环境去羞辱这个社会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正派社会强调保

护每个人的“人格尊严”。

为什么要保护人格尊严？王泽鉴教授在《人格权、抚慰金和法官造法》里写道：“人的尊严

是宪法体系的核心。”各国宪法都规定了人格尊严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部宪法（1954 年、

1975 年和 1978 年《宪法》）都没有保护“人格尊严”的规定，这导致了“文化大革命”（1966 年—

1976 年）和以后出现的践踏“人格尊严”的惨痛教训。1982 年《宪法》第 38 条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及其《民

法典》《刑法》等，都强调“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构建以“人格尊严”为核心的名誉权体系。

（一）名誉权的主体

依据《民法典》第 1024 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

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权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自然人的名誉权包括：任何新闻报道、书刊杂志在对真人真事进行报道、评论、传播时都

不得与事实不符，而影响自然人原有的社会评价。任何人都不得以侮辱、诽谤的方法，损害自

然人的名誉。任何人不得捏造事实，陷害他人，败坏自然人名誉。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誉权包括：任何新闻报道、书刊杂志在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进

行报道评论时，必须真实，与事实相符。任何人不得捏造事实，散布与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真

实状况不符的消息，败坏其名誉。

（二）名誉权的客体

理论上，名誉包括内部名誉和外部名誉。内部名誉是民事主体对自己内在价值的评价。名

誉权的客体不包括内部名誉，因为对内部名誉的侵害往往并不会导致社会评价的降低，只有侵

害外部名誉权的行为会导致为社会评价的降低。外部名誉是外部社会对民事主体的价值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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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法典》第 1024 条的规定：“名誉是指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

评价。”《民法典》规定的名誉权指的是外部名誉。

（三）名誉权的内容

1．名誉利益支配权

第一，民事主体就自己的客观公正之社会评价获得精神上的满足。第二，民事主体利用自

己良好的名誉取得财产上的利益。对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而言，更重要。

2．名誉维护权

第一，维护名誉，通过自己的行为和成果给社会做贡献，使自己的社会评价免于不正当的

降低和贬损。a 第二，在名誉受到侵害时，有权获得法律救济，特别是使名誉恢复到受侵害之

前的状态。b

比如 2015 年 4 月 21 日，著名演员金巧巧将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告上法庭，以侵犯名誉权

罪要求被告立即删除其所属网站中《星闻对对碰》栏目污蔑、诋毁金巧巧的侵权视频新闻，并

在《人民法院报》《法制日报》等全国公共发行的报纸刊登道歉信。据悉，在《星闻对对碰》

2014 年 8 月 17 日播出的节目中先后出现“金巧巧小三上位，曾差点阴沟翻船”“勾引张国立”“金

爸爸漏嘴说出金巧巧丑事”等字幕，同时该视频被迅雷、PPTV、爆米花网等多家视频网站转载，

更有多家网站根据此视频内容编辑成文字新闻进行刊发及传播。为追求节目收视率，此不实报

道对金巧巧的日常工作和家庭生活带来恶劣影响并造成巨大精神伤害和经济损失。苏州市广播

电视总台表示承认错误，要在相关媒体上刊登道歉声明，还答应赔付一定数量的赔偿金，双方

达成了和解。本案中，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星闻对对碰》2014 年 8 月 17 日播出的节目中先

后出现“金巧巧小三上位，曾差点阴沟翻船”“勾引张国立”“金爸爸漏嘴说出金巧巧丑事”，

明显使用侮辱性言辞贬损他人名誉，造成金巧巧的社会评价降低，而且不属于公共利益，应该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二、新闻媒体侵犯名誉权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新闻媒体是如何侵犯名誉权的，本文做如下总结。

（一）新闻媒体侮辱和诽谤他人

我国把侵害名誉权行为分为侮辱和诽谤两种。侮辱是指故意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

a吕观德，吕家铖．谈新闻报道中的新闻侵权问题［J］．视听纵横，2019（3）．

b罗朋，殷亚莉．自媒体新闻作品侵权问题［J］．新闻与法，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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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贬低他人人格的行为。诽谤是指因过错捏造、歪曲事实或散布某些虚假的事实，损害他人

名誉的行为。诽谤是新闻或其他作品严重失实或基本内容失实，损害了他人名誉。因新闻报道

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遭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新闻报道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

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在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中，有过度

贬损他人名誉的侮辱性言辞，对其人格有损害的，也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行为。

新闻报道的基本内容失实，属于诽谤他人，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

誉权。行为人捏造、歪曲事实。这种情形是故意利用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而侵害他人名誉权的

行为。捏造事实是无中生有，歪曲事实是不顾真想而进行歪曲。这些都是故意所为，性质恶劣，

构成侵害名誉权。a

比如 2013 年 5 月 22 日，微博大 V“作业本”发文称：“由于邱少云趴在火堆里一动不动

最终食客们拒绝为半面熟买单，他们纷纷表示还是赖宁的烤肉较好。”加多宝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以该公司新浪微博账号“加多宝活动”发博文称：“多谢＠作业本，恭喜你与烧烤齐名。

作为凉茶，我们力挺你成为烧烤摊 CEO，开店十万罐，说到做到”，并配了一张与文字内容一

致的图片。2015 年 6 月 30 日，邱少华向大兴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停止侵害、

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人民币 1 元。大兴法院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公开

开庭审理了此案。判决二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公开发布赔礼道歉公告，向原告邱少华

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该公告须连续刊登五日；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邱少华精神损害抚慰金。

本案中，依据《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

事迹和精神。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公共场所、

互联网或者利用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等，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

肖像、名誉、荣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将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

业广告，损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公安、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网信、市场

监督管理、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发现前款规定行为的，应当依法及时处理。”英雄烈

士邱少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将生命献给国家和人民，他的英雄事迹是一个时代的标记，他忘

我奉献的精神是全民族的集体信仰。对英烈事迹的恶搞篡改，不仅侵害了英烈本人的名誉权，

给英烈亲属造成精神痛苦，也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感情，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二）新闻媒体没有尽到合理核实义务

新闻媒体通过网络散布他人隐私，对他人有侮辱、诽谤的言论和图片，使其社会评价降低。

a江作苏，孙志鹏．伦理的彷徨：逆全球化思潮与媒介伦理情绪化语境的分析［J］．新闻大学，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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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人提供的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这种情形是新闻事实失实，是因未尽合理核实义

务而使事实背离真相，是过失所为。其实不只是对他人提供的失实内容未尽核实义务，即使媒

体自己采制的新闻，未尽必要注意义务而使新闻事实失实，同样也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行为。a

1．新闻媒体发表以真人真事或者特定人为描述对象的作品

新闻媒体发表的文学、艺术作品，凡是以真人真事或者特定人为描述对象的，由于其描述

对象的确定性，因而只要在作品的内容中含有侮辱、诽谤等内容，对被描述的对象名誉权损害

的，就构成侵害名誉权，受害人享有名誉权请求权，可以请求作者承当侵害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对此，关键之处是确定作品是否描述真人真事或者特定人。如果使用的是真实姓名，容易确定，

这就是特定人。如果没有使用真实姓名，其判断标准是：基本的人格特征、基本生活工作经历

是否一致，如果具有一致性，可以认定描述的就是真人真事。b

2．新闻媒体发表不以特定人为描述对象的作品

如果行为人发表的文学、艺术作品不是以特定人为描述对象，仅是其中的情节与该特定人

的情况相似的，不符合主要人格特征和主要生活工作经历的一致性原则，就不属于描述的是真

人真事，不认为是对所谓的受害人的名誉权侵害，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比如 2018 年 5 月， 被告西安摩摩公司通过其自媒体账号“暴走漫画”，在“今日头条”

平台上发布了时长 1 分 09 秒的视频，视频内容篡改了叶挺烈士的《囚歌》。此事一经爆出，在

网络上引起一片哗然。2018 年 9 月 28 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叶挺烈士后人诉‘暴走漫画’名

誉侵权案”一审宣判，被告西安摩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被判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予以公开道歉，

消除其侵权行为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并支付原告精神抚慰金 10 万元。本案中，依据《民法典》

第九百九十四条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

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

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侵害英雄烈

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英烈事迹的

恶搞篡改，不仅侵害了英烈本人的名誉权，给英烈亲属造成精神痛苦，也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

族和历史感情，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八）赔偿损失；（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一）赔

礼道歉。”被告西安摩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被判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予以公开道歉，消除其侵

权行为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并支付原告精神抚慰金 10 万元。

a杨红卫，唐新伟．新闻侵权问题研究［J］．金陵法律评论，2017（2）．

b王斐．试论新闻侵权的法律规范［J］．新闻战线，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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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媒体在网络公共空间侵犯名誉权

自媒体网络公共空间，比如微博、短视频、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的传播对象是社会公众，

属于公共场合。在公共场合中发布不实言论更容易被认定为侵犯名誉权。微信群的成员及人数

关系到侵权行为的传播范围及名誉受损的影响范围，在损害事实认定中是重要的考量因素。a

在自媒体网络公共空间中发表不当言论构成名誉权侵权的损害程度，要结合该言论的恶劣

程度、发布频次、持续时间、网络传播的便利、广泛、快捷特点、发布信息对成员潜在的影响

以及成员反馈的评价等因素综合考量。侵犯公民个人名誉权往往针对公民的品德、声望、才能、

信用等与人格相关的内容进行损害，侵犯法人名誉权的表现形式多为捏造、散布虚假事实、公

开发表不实言论或者进行有失公允的评论，以损害法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b

认定侵权在法律实务中会存在一些困难：

（1）侵权人的主体身份和侵权内容难认定，受害人举证难度大

网络新闻媒体名誉权侵权的关键证据是网络平台的电子数据信息，而该电子数据证据主要

涉及两方面内容的举证：

一是主体确认的证明，即要证明网络平台中如微信聊天记录、短视频等相关内容的发布人

作为侵权人的身份认定。网络平台的侵权人身份确认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匿名网络用户在网

络服务平台上发表侵权言论、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况日益增多。

二是发布内容的证明，即要证明网络平台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如微信聊天记录容

易因清理或更换手机而导致信息缺失，如不注意留存，证据内容往往缺乏完整性，且电子数据

信息容易被删改或通过技术手段被伪造，其真实性也是证明的难点。

（2）侵权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影响后果难消除

在网络空间所发生的名誉权侵权行为中，言论往往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元方式被迅

速传播扩散开来，包括传播到被侵权人的亲朋好友中，使被侵权人的社会评价受到极大影响，

对被侵权人造成严重的伤害。网络名誉权纠纷的危害后果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村落、社区或固定

的街坊邻居、朋友圈内，而是经过网络的传播，往往扩散范围更广，影响难以消除 c。

三、新闻媒体侵犯名誉权问题的对策

在现实生活中，新闻媒体应该如何规避侵犯名誉权，本文提出如下对策：

a杨丽君．论自媒体时代侵权现象的立法规制［J］．今传媒，2016（2）．

b申亚美，赵良玉．媒体暴力与“二次伤害”［J］．新闻世界，2015（8）：２． 

c伏香凝．“自媒体时代”新闻侵权的认定和规制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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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大普法力度，增强公民和媒体从业者的“名誉权”法律意识

1．开展普法教育，要讲究方式方法

要从“法条解析”向“案例普法”转变“法条解析”适合、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专业法

律职业人员和法学专业的老师或学生采用。“案例普法”更适合广大公民，通过一个个侵犯名

誉权的案例，每个公民就知道了哪些是违法，哪些是犯罪，避免以后重蹈覆辙，事先未雨绸缪。

每个案例都是鲜活的生活教材，能够反映出法理与情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相比法律条文具

有更强的说服力和吸引力，能够增强公民合法维护名誉权的认同感。

2．创立名誉权普法微信公众号

当前，微信公众号作为一种传播快、影响广、成本低、表现力强、互动性强的现代信息平台，

应该成为普法不可缺少的重要平台和阵地。可以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号等载体的优点，把各种侵

犯名誉权的案例收集起来，写在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公民学习。

3．创立名誉权普法抖音号

组织普法志愿者队伍，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院老师和学生等组成的普法志愿者队伍，

鼓励和支持自创名誉权维权法治节目，拍成视频，在抖音里播放。将枯燥的法律条文生动化、

形象化，提升普法实效，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法律宣传格局。

4．拍摄侵犯名誉权案例的法治电影

教孩子不要撒谎，说一千遍，不如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孩子们都记住了。这就是一

个好故事的教化作用及其感染力。现在是视频时代，法治电影是讲故事的好方法。电影可以在

电影院大荧幕上播出，可以用手机、电脑等新兴媒体平台上播放广。法治电影可以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和世界观，传递正能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比如阎瑞生案就拍成电影《一步之遥》。阎瑞生在银行当买办，自己是个赌棍，赌得所有

的家当已经倾家荡产。1920 年 6 月 9 日，阎瑞生就借了一辆豪华轿车，把花国总理王莲英，

出去兜风，带到无人之处杀害了，谋财害命。1920 年 6 月 15 日，当地附近农民发现了尸体。

1920 年 6 月 16 日《申报》11 版本埠新闻《麦田内发现女尸》。到了 7 月 2 日，《申报》上就

刊登了一则广告，说他们要出版《莲英惨史》。之后《阎瑞生自述》《莲英痛史》、号称“惨

情小说”的《枪毙阎瑞生》之类的小册子不一而足，纷纷登场，一时间充斥街头报摊书肆。

1920 年 11 月 23 日，阎瑞生在龙华被枪决。11 月 24 日，上海滩同时有两部戏在演这件事，一

个是在大舞台，一个是在笑舞台。大舞台演的是连台本戏《莲英劫》，笑舞台演的是文明戏《莲

英被难记》——也就是早期的话剧。百代公司在 1921 年 2、3 月份曾出过一张唱片，录的就是

她们俩的阎瑞生案唱段，叫《惊梦》。1921 年 2 月，在南市九亩地的新舞台也演了文明戏版的“阎

瑞生”。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名字叫《枪毙阎瑞生》。本案中，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王莲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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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零，抛尸荒野。但是整个上海的新闻媒体都在“消费”这个女孩子。没有法治观念，没有名

誉权、肖像权、隐私权概念，没有人在乎一个女孩的“人格尊严”，整个上海滩的新闻媒体疯

了一样的把这个女孩子进行了第二次伤害。“人格尊严”是公民作为平等的人所具有的自尊心

以及应当受到国家、社会和他人最起码的承认和尊重。

（二）适用“实名制”

自媒体平台大量的名誉权侵权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与平台的“匿名性”相关。人性中有幽

暗的成分，“匿名”会诱发人作恶。为有效遏制自媒体侵权行为，应在自媒体平台上大力推广“实

名制”。实名制就是把自己的真实姓名、真实电话、真实工作单位、真实职业等信息注册。实

名注册成功后，用户仍可以申请和使用昵称，自由选择用昵称或者真名在平台上发布信息。真

实身份信息则由后台保管。对于注册信息不完整或身份造假的用户，只赋予其浏览信息的权利，

不能发言。

实施实名制的理由如下：

（1）实名制有利于构建安全的环境

有些网民登记虚假身份信息，通过制造谣言、煽动网民的情绪、恶意攻击他人，寻衅滋事。

实名制可以精准地对网络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打击，会让这些群体暴露在“阳光下”，让“键盘侠”

接受法律的监督，自觉传播正能量。

（2）实名制有利于明确网民的法律权利与义务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络世界也要遵守法律。实名制的实行将有利于法律落实的强度

和力度，让每个网名都意识到为自己的言论和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实名制有利于普及法律知识、

增强法律意识、惩治违法行为。

（3）实名制有利于公共机构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实名制可以让公共机构提供更精确的、更具人性化的、更高效的服务。例如多地政府都推出了信

访登记预约、结婚登记预约、医院挂号预约等等服务，公共机构便民服务的实现，都需要实名制。a

（三）新闻媒体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适用“避风港规则”和“红旗

规则”

1．“避风港”规则

（1）新闻媒体网络用户和新闻媒体网络服务提供者自己实施侵权行为的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

a葛辉．新闻侵权抗辩事由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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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是一般侵权责任，适用过错原则。

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自己的网站诽谤他人，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要自己承担责任。

（2）新闻媒体网络服务者对网络用户实施侵权承担责任——“避风港规则”

“避风港规则”的“通知规则”规定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归纳起来有四点：

第一，权利人的通知权。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

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

的真实身份信息。

第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删除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

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第三，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措施，构成侵权。未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

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对错误行使通知权的权利人的惩罚。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

提供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a

“避风港规则”的“反通知规则”规定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条，归纳起来有四点：

第一，网络用户有反通知权。网络用户接到转送的通知后，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不

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

第二，行使反通知权的方式是声明。声明应当包括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据及网络用户

的真实身份信息。

第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告知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声明后，应当将该声明转送发出

通知的权利人，并告知其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网络服务者的终止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转送声明到达权利人后的合理期限内，

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提起诉讼通知的，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

要措施。保护网络用户（反通知人）的言论自由。

2．“红旗规则”

“红旗规则”规定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适用“红旗规则”的条件是：第一，网络用户在他人的网站上实施侵权行为。第二，该行为

侵权性质明显，不必证明即可确认。第三，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

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第四，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适用“红旗规则”的后果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a周剑波．浅谈新闻媒体法制报道中应注意的法律问题［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