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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江歌案”与“药家鑫案”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网络民意对司法判决

的影响。文章指出，网络民意在两案中的态度揭示了法律与道德的张力，以

及司法独立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对两案网络民意与法律人

不同观点，以及中日两国民意产生原因的比较分析，致力于求得网络民意与

司法之间的平衡机制。并最终认为在和谐司法的框架下，运用提高司法公信

力、合理吸收民意以及树立优良的法治精神三种举措，能够实现网络民意与

司法的和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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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兴科技不断涌现的今天，手机、电脑、智能手表等智能移动设备几乎

人手一台，网络也成了现代人人际交往、了解世界不可或缺的途径。随着新媒

体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发挥了司法与社会、行政与社会沟通的桥梁作用，而

许多网民则借助该桥梁成了“网络判官”。近年来备受瞩目的“江歌案”与“药



·24·
司法与网络民意关系之辨析

——以“江歌案”与“药家鑫案”为例

2025 年 1 月
第 7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al.070100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l

家鑫案”在网上掀起了一阵“舆论审判”的热潮。尽管两案在网络上的讨论热

情已逐渐消退，但对于网络舆论引申出的问题，即网络民意是如何形成的，其

对司法审判会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实现网络民意与司法的和谐化等问题，

仍然值得法律人进行深思。

一、法律分析与网络民意的差异化辨析

（一）“江歌案”之辨析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人陈世峰准备凶器的行为视作具备杀害

前女友刘暖曦的故意，之后的行凶行为则是从行为开始就对被害人江歌带有强

烈杀意，不属于误杀。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陈世峰构成胁迫罪、杀人罪，判处

有期徒刑 20 年。a 对于该判决结果，我国网民普遍认为惩罚过轻，应当“杀人

偿命”，即对陈世峰判处死刑。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应当依据法律的明文规定

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因此，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依据日本刑法第 45 条、第 47 条、

第 199 条、第 222 条第 1 项对被告人陈世峰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符合罪刑法定

原则，也符合事实与法律之间的推理逻辑。

在我国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对“江歌案”的审理中，江歌的母亲

江秋莲作为原告，诉请被告刘暖曦对江歌的死亡承担侵权责任及相应的损害赔

偿责任。法院认为，被告刘暖曦并未充分尽到注意义务及安全保障义务，对江

歌的死亡具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b网友们对此大加赞赏，

认为被告刘暖曦忘恩负义，该判决结果是公平正义的体现。该判决运用了公平

正义、诚实信用等原则对刘暖曦作出了侵权认定。然而，根据法学理论，对于

刘暖曦侵权责任的认定，应当首先运用法律规范进行论证，即侵权责任需符合

侵权行为、过错认定、因果关系，以及损害结果的四要件。在本案中，不论刘

暖曦将江歌一人留在门外面对陈世峰的行为是否属于侵权行为，笔者认为刘暖

曦的关门行为与江歌的死亡之间并不具有因果关系。首先，刘暖曦的关门行为

a　 参见平28（刑わ）2622号平28（合わ）299号。

b　 参见（2019）鲁0214民初9592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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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直接损害到江歌的人身利益。其次，“法不强人所难”，当人面对危险时，

无法强制其忽视自身生命安全而对他人进行援助。再次，刘暖曦对于江歌的人

身安全不应认为负有注意义务及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法院事实认定，陈世峰并

未向刘暖曦表露过杀意，且在历经江歌成功将陈世峰从公寓门口劝离，以及刘

暖曦请求他人假扮男友从而摆脱纠缠之后，刘暖曦难以对陈世峰的杀人行为产

生预测。另外，我国《民法典》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a，仅针对一些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经营者，刘暖曦明显不属于该类对象。最后，正是因为江

歌是一个勇敢、善良的人，即使刘暖曦未一人躲进屋内，江歌仍然会与刘暖曦

一同在屋外面对陈世峰的暴力行为。而两个柔弱女生的力量是难以抵挡一名成

年男性的暴力行径的，故大概率会出现两位女生同时殒命的悲惨结果。如此可见，

江歌的死亡结果难以避免。b 综上，根据法律规则与逻辑对事实的推论，被告刘

暖曦并不构成对江歌生命权的侵害。

经过对“江歌案”在两地法院所做判决的法律分析与我国产生的网络民意

对比可知，网民以道德及传统思想的角度对案件进行论断，而法律分析则主要

依据法律规范及事实认定对案件作出评价。当法院判决的主要依据法律规范、

逻辑时，容易与社会公众对于正义的一般认知产生偏差，则网络上对于案件的

讨伐声也相应爆发。当法院作出判决主要依靠道德原则时，法院判决与公众情

感易产生共鸣，则判决结果也会获得更多社会公众的支持。

（二）“药家鑫案”之辨析

被告人药家鑫系西安音乐学院学生，其在驾车途中撞倒被害人张妙，为避

免被害人找麻烦，被告人下车持刀将被害人当场捅死。随后，被告人驾车逃离

现场，再次撞伤两行人。c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药家鑫死刑，陕西省高

a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

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b　 魏治勋．司法裁判的道德维度与法律方法——从江歌案民事一审判决的道德争议切入［J］．法

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5）．

c　 参见（2011）西刑一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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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死刑判决，并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药家鑫执行了死刑。

在该案中，辩护律师提交了一系列证明药家鑫品行端正、成绩优秀的证据。虽

然该类证据因与案件事实不具有关联性而与判决无关，但此类证据却激发了网

民对药家鑫个人生活事实的探究欲。从而，网络上对于“富二代”“官二代”

应当重罚、指责药家鑫父母疏于管教等观点层出不穷，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使得法院在对药家鑫定罪量刑时，忽略了“自首”这一法定量刑情节。

第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被告人的身份、家庭背景，抑或品行品格，

均应当受到平等的法律赋予的自由或约束。故药家鑫不应因其犯罪行为前的光

鲜履历而被减轻惩罚，也不应因其家庭背景而背负更重的责任。第二，根据罪

责自负原则，对于药家鑫犯下的过错，应当由药家鑫独自承担。其父母并不具

有法律上的过错，且药家鑫作为独生子女，其父母也属于间接受害人。父母被

药家鑫的死刑结果所殃及，二人不仅失去了唯一的孩子，还需对受害人家属承

担巨额的赔偿。除此之外，二人在社会上的名誉也将因此受损。a 在刑事诉讼中，

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而在刑罚殃及效果的影响下，对被告人家属

或是间接受害人的权益的保护，也应当予以重视。

网络舆论是社会民意的表现形式之一，因网络覆盖范围广、便捷、匿名等

特点，网络舆论的影响呈现出普遍性、传播快等特征，故在该种社会监督的压

力下，为体现“司法为民”的理念，似乎法院不得不作出安抚网民情绪、顺应

民意的判决。但是该做法严重背离了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原则要求司法机

关在司法活动中行使其职权时，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这其中既包括行政干预，也包括舆论干预。“药家鑫案”中，网络舆论对司法

审判的干预是对司法独立的干扰，也是对法治精神的侵害。

二、比较法视野下司法文化对民意的影响

（一）日本司法文化下的民意

在日本，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长期受到“国亲思想”或“国家父权家长主义”

a　朱苏力．从药家鑫案看刑罚的殃及效果和罪责自负——纪念《法学》复刊30周年·名家论坛（一）

［J］．法学，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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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的影响，即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家庭关系，国家被视为国民的

长辈。加之对英美法系教育感化罪犯的刑罚理念的吸收，在刑事案件的处理上，

司法倾向于对被告人采取管制、改造为主的刑罚措施。因此，对于死刑的适用

极为慎重，用于衡量死刑量刑的“永山标准”也是十分严苛。即使最终法院判

决应当对被告人实施死刑，日本也坚持严格的“行刑秘行主义”，对行刑的相

关信息严加保密，这既是对于被告人最后的人权保护，也是避免其影响国家形

象。a 因此，在这样的传统思想以及死刑文化的背景下，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审

理的“江歌案”最终对被告人陈世峰的判决结果，并未在日本掀起广泛的舆论

浪潮。因为对陈世峰实行的 20 年有期徒刑符合日本慎用死刑的司法文化，也是

日本将被告人与其国民平等看待的合理结果。

其次，日本社会中，法律与道德具有强烈的一致性。法律被视为经过规范

化和成文化的道德。因此，在涉及道德的案件发生时，对罪犯的惩罚始于社会

的道德谴责，而司法只是对此类谴责的实质化以及补充。在普遍适用司法消极

主义的司法活动中，当案件涉及个人的人权保护时，日本则采用司法积极主义，

对涉及道德的案件进行积极干预。这也使得日本民众对司法的信赖程度达到司

法机关理想的高度。如此，日本形成了司法与社会互相信赖的司法文化，网络

民意也因此难以对司法独立造成侵扰。

（二）中国司法文化下的民意

在中国古代，司法权与行政权呈现出一体化的性质，在缺乏法律逻辑的事

实认定以及行政权干扰的影响下，案件往往难以实现实质上的公平正义。我国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从清朝消极、形式化的改革，到新中国成立后对“四人帮”

的推翻，才正式进入正轨。b传统的审判形式以及法律文化改革过程中诸多曲折，

都使得我国民众在心中埋下了对司法不信任的种子。其次，司法独立一直是我

国司法改革中的重难题。虽然我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但是新

中国早期借鉴苏联立法而引入的职权主义模式，仍然对我国法治事业产生着深

a　 王云海．“江歌案”与日本的司法文化［J］．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8（2）．

b　蒋迅．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J］，法学，1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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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影响。这使得即使在司法独立原则已然确立的今天，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

时行政机关多加干预，司法机关寻求行政机关意见的现象多有发生。因此，社

会公众不免对司法机关作出的决定产生疑虑，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网络舆论

也随之出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司法机关始终坚持司法为民、

司法公正的理念，并接受来自社会公众的监督。但是作为一般公众，对司法监

督的尺度难以衡量，仅认识到宪法赋予的对司法进行监督、通过司法解决纠纷

的权利，而忽视了维护良好的社会法治氛围的义务。从而舆论审判出现，导致

司法独立难以防止其侵扰。这既是法律与道德的差异性所导致的，也是民众依

据传统观念所坚持的公平正义理念与现代法治社会实质的公平正义的认识局限

所导致的。

通过对两国司法文化的比较分析可知，一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司法传统都会

对其司法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即使是相同的案件，在不同的司法文化的影响下，

舆论的声音也会产生差异，甚至指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无论是日本，还是我国，

都坚持以司法独立作为国家司法活动的原则。而实现司法独立的前提则是必须

提高司法的公信力，以此保障社会呈现出信法、守法、用法的司法文化，即民

意不再是对司法的干扰，而是对司法的支持与促进。笔者将在后文探讨如何通

过提高司法公信力以平衡网络民意与司法的关系。

三、司法独立与网络民意的关系

（一）司法独立的排他性

如前文所述，司法独立不仅要求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还要求其在行使

职权时免受外界干扰。即司法独立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司法独立是促进我国实

现依法治国的核心原则，是保障每一个案件公平正义的基础，也是实现法官责

任制的理论前提。因此，司法独立原则在司法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审

判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应当依据宪法及法律规定，辅以法律逻辑以及经验法则

的推演对相关证据作出判断，进而认定事实，最终作出裁判。司法独立不仅表

现在司法活动中，还表现在司法主体上。网络民意是由社会团体或个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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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而形成的评论，由于其主体不是相关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更不是需要对相

关案件负责的检察官或法官，故网络舆论原则上应当从审理案件的考量因素之

中被排除。

（二）舆论审判的负面效果

自媒体在网络上对事件带来的曝光量不可预估，这源于其迅速的即时性发

布功能以及强大的及时互动功能。因而，当一个本身从道德与法律的角度分析

即具有争议性的案件被自媒体曝光之后，对该案件的评论则无可避免地如潮水

般涌来。然而，首先，由于当今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业余时间被不断压缩，

信息的零碎化满足了人们对于快餐式阅读的要求，但这也导致了人们对于事件

的了解无法做到全面化、客观化。其次，由于自媒体往往需要依靠大量的浏览

量维持其生计，故大量的尚未通过司法公开渠道公布的证据、事实，甚至是自

媒体为博取眼球而虚构的事实被自媒体以客观的或主观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而

引发网民对案件更为火热的讨论。舆论审判显示出其强大的感染力与覆盖力。

最后，由于司法机关始终坚持“司法为民”的理念，并且法院裁判也应当起到

对社会公众的警示作用以及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作用，故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

易被舆论“绑架”。a 综上，舆论审判是对司法独立的侵扰，也会从主观上干预

社会监督的公正性。因此，舆论审判应当被加以规制。

（三）司法独立与网络民意的平衡

虽然司法独立应当排斥网络民意的干扰，但网络民意与司法独立是可以共

存的。网络民意可视为社会公众监督的一种形式，而司法活动也应当接受社会

公众的监督。故司法独立与网络民意的良好共存应当基于社会公众监督与司法

活动的平衡关系。客观公正的社会监督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司法独立，偏颇激进

的社会监督则是对司法独立的干扰。客观公正的监督是对司法工作人员恪守职

责、认真办案，提高专业能力的有利督促，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独立行

a　罗朋．“微”力量下的舆论审判——微博舆论对“药家鑫案”审判影响辨析［J］．当代传播，

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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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职权。而超出社会公众监督范围，试图对审判人员进行干预的舆论，则是对

司法活动的侵扰，也是对法治精神的漠视。

因此，为保障司法独立原则不受侵扰，网络民意应当限制在社会监督的权

利范围内，并创造出良好的社会法治氛围。这就要求网民们做到：第一，树立

良好的法治意识，积极学法、用法、护法。第二，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网络上

的信息，既不随波逐流，也不一味否认，通过自身的逻辑思考得出更为客观、

理性的结论。第三，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谨记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也为公共

舆论环境负责。

四、网络民意在和谐司法中的平衡机制

和谐司法是司法在社会中发挥积极能动性与消极中立性的理想状态。其主

旨在于运用理性沟通的程序机制，实现司法权威与公众民意的统一、法律与道

德的统一、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更是司法与民意的统一。和谐司法是

司法基本原理与司法国情的有机结合，只有在和谐司法的框架下，才能实现司

法机制的本土化，并发挥出其本质的理论及实务优势，使司法更大限度地为民

意服务，而又不被民意所裹挟。a

（一）提高司法公信力

提高司法公信力是建立和谐司法的基础，其有利于激发司法的活力，有利

于实现司法与民意的良好互动。一旦司法公信力降低，司法与社会的互动将呈

现单向性，司法权威会随之丧失，社会法治氛围也走向紧张低迷。因此，司法

公信力的提高成了建立法治社会，形成理性的司法文化，促进司法独立的重要

环节。

（1）消解司法行政化的影响。司法行政化问题由于其在我国司法活动中漫

长的历史渊源、对司法独立的负面影响，及其导致的社会监督形式化等问题而

一直饱受诟病。消解该问题，应当从司法与行政的主要关联原因上进行解决，

即人事与财政问题。可以为司法机关建立独立的人事与财政渠道，而不需要由

a　季金华．沟通与回应：网络民意在和谐司法中的实现机理［J］．法律适用，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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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对司法活动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人事与财政进行管理。a 其次，司法行

政化问题也包括司法机关上下级之间的指导问题。即法院上下级之间的司法活

动应做到实质的独立，而并非假借指导工作之名而对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

干预。

（2）推进司法公开。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需要司法机关建立与民意良好

的沟通机制。网络不仅是网民发泄情绪的载体，更应当是司法与社会进行理性

沟通的工具。第一，司法机关应当建立固定的网站对庭审过程或裁判文书进行

公开，并配备专门渠道收集公民意见。虽然国内已经有“中国裁判文书网”“中

庭审公开网”等网站对裁判文书以及庭审过程进行公开，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除

非公开文书或庭审之外，裁判文书以及庭审过程无法搜集到的问题，且这些网

站都缺乏民众发表即时意见的专栏。第二，号召一般民众旁听庭审。如上所述，

虽然建立了专门公开庭审过程的网站，但除了法律专业学生或法律工作者之外，

对此类网站了解的民众少之又少。司法机关可以通过不同的社交媒体，如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建立自己的官方账号，从而对重大影响、有典型普法意义的案

件庭审过程进行宣传，号召公众旁听。第三， 保障司法活动信息公开的及时性。

对于应当公开的信息，首先，司法机关应当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在各媒介建

立专栏予以公开。其次，司法机关还应当公布对于信息公开的管理规则，如公

开的渠道、形式、时间等内容。

（3）加强司法工作人员队伍的管理。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提高办案水平、

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既是建设一支公正司法、纪律严明的法治队伍的应有

之义，又是提高公众对司法信赖的内在要求。

（二）合理吸收民意

如前文所述，民意并不会必然干扰司法，合理公正的民意是对司法的监督

与促进。司法机关应当坚持司法为民的理念，则民意也成了司法机关必须考量

的因素。那么，司法活动中应当吸收什么样的民意，如何吸收民意？本文将作

a　曾丽洁，朱瑞波．中国司法中民意合理表达机制的构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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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下论述。

（1）辨别民意真伪。只有真实的民意是司法机关应当予以考量的，而虚假

的民意则会破坏司法的公正。解决该问题需要结合法律与道德的手段。a 首先，

从法律的角度，应当对虚假的民意进行规制，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虚构信息、

传播虚假消息、侵害他人人格权的个人或单位予以适当的处罚，该处罚能够对

意图通过散播虚假消息，引起社会舆论并从中获利的个人或单位起到警示作用，

以此过滤虚假的民意。其次，明显具有煽动公众情绪特征、言词极端的民意应

当予以排除。带有此类特征的民意不仅是对社会法治氛围的侵害，也是对道德

义务的违背。道德精神在司法当中应当予以体现。故违背法律规定与道德精神

的民意应当被认定为虚假的民意，并在司法中予以排除。

（2）在程序正义的框架下吸收民意。程序正义有助于平衡实体正义与网络

民意。b 首先，在程序正义的框架下，要求网络民意通过合法的秩序、适当的形

式、理性的内容进行表达。这保证了网络民意对实体公正的评价具有可吸收性、

有效性，以及合理性，也能够促进司法活动对民意的吸收，实现社会公众与司

法机关的平等交流。其次，媒体在庭审开始之前对证据材料的曝光，是对程序

正义的损害，进而会导致民意在不适当的时刻影响裁判，扰乱法官心证，并有

可能引发最终裁判与实体公正相偏离。故坚持程序正义不仅是促使民意对司法

产生正面影响的有力保障，也是切实做到实体公正的夯实基础。

（3）建立吸收网络民意的合理沟通桥梁。一座坚固的沟通桥梁，有利于激

发公众提出民意的积极性以及合理性。司法机关可以建立一个“网络民意话语

空间”c，并设置配套的网络专栏以及法律工作者。网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提出

对于法律法规或者司法活动的疑惑，也可以对司法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

基础的法律问题，例如法律法规的内涵及运用等问题，由具备法律职业资格证

书的一般法律工作者回答即可。而对于相关司法活动所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则

a　胡翼青．如何辨别民意真假［J］．人民论坛，2011（16）．

b　张昌辉．程序正义视角下网络民意参与司法的现实制约［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6（3）．

c　陈发桂．网络主流民意的吸收与司法公正实现的制度逻辑［J］．理论与改革，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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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配备专门的法律专家进行筛选，再反映到相关的司法机关。这既是司法为

民的体现，也是为了避免相关工作人员对网络民意的表达以及吸收进行干扰。

（三）树立正确的法治精神

建立和谐的法治社会既是实现和谐司法的基础，也是形成良好的司法文化

的必要条件，更是让网络民意与司法和谐共处的重要环节。

（1）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建立法治社会，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因此，

需要让每个公民对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等司法理念有清晰的认知。应将普法教

育带入课堂、深入社区，致力于将法治精神烙印在每一个公民心中。

（2）注重公民的道德自治。在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凑的现代，许多人出现了

道德亚健康的情况。道德亚健康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可能来自家庭的过度

约束，可能源于人际交往中的挫折，也可能由于工作中的不得志。因此，即使

一个人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富足的经济来源，仍然会因为道德亚健康产生一

念之差，从而迈向犯罪的深渊。此类情形，在社会中并不少见。摆脱道德亚健康，

需要切实做到抵制社会生活带来的灰色影响，形成理智与情感的统一，积极面

对生活中的困难与苦难。a 抵制道德亚健康既是对建立良好法治精神的保障，也

是和谐的社会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

五、结语

“江歌案”与“药家鑫案”的判决结果虽然已经尘埃落定，但两案引起的

网络民意激烈讨论及其对司法的影响却历久弥新。从两案网络民意与法律人不

同观点的碰撞，再到中日两国公众对司法活动的民意产生原因的比较可知，网

络民意对司法的影响源于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也源于司法文化的背景。但是网

络民意与司法并非完全相排斥的关系。偏颇的网络民意是对司法的侵扰，是司

法独立实现的绊脚石，而合理的网络民意则更有利于司法为民、司法独立原则

的实施。因此，司法机关需要在和谐司法的框架下，把握司法与网络民意的平

a　商原李刚，张志建．亚健康背景下的道德自治——“药家鑫案”的伦理学反思［J］．西北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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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关系，提高社会对司法的信赖程度，合理吸收民意，与此同时推进社会公众

树立良好的法治精神。最终实现网络民意与司法的良好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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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Judicature; Judicial independence; 

Harmonious judicature


	_Hlk151472198
	_Hlk1514743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