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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中欧人权对话研讨会选择“表达自

由”作为会议的两个主题之一 ,我感到特别有

意义。很荣幸有机会首先就中国表达自由一

般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取得很

大成就 ,从整体上说 ,物质匮乏和生活贫困的

时代已经过去 ,公众政治参与和精神生活的需

求日渐增大 ,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在中国的

迅猛发展 ,实际上使得获得和享受表达自由益

发成为私人和公共生活的重要内容。在中国

的现实生活中 ,表达自由也许是发展最快、最

为活跃的人权现象之一。由于这种变化是在

相关政治和法律制度相对沉寂的表象之下发

生和发展的 ,中国表达自由的进步及其所表现

出来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在中国 ,存在三个层次上的表达自由或者

说对于表达自由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加以考

察 :

第一个层次是宪法上的表达自由。中国

宪法没有直接确认表达自由 ,但这一自由无疑

可从宪法有关言论自由以及其他相关自由的

规定中解释和推导出来。与《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 》以及《欧洲人权公约 》以及

许多国家宪法的规定有所不同的是 ,中国宪法

并未针对言论自由规定特别的限制条件 ,如国

家利益、公共安全、个人人格和名誉等 ,从这个

意义上讲 ,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具有很大

的开放性。

第二个层次是法规上的表达自由。有关

言论或表达自由的具体的法律限制都在这个

层次上反映和体现出来。在这个层次上 ,中国

的表达自由在一些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

的差别 ,有的差别可以说是结构性的。有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 ,与许多人想象不同 ,在大多数

情况下 ,法规对表达自由的限制并不十分苛

严 ,它们对表达自由的影响主要是规定得不够

明确、具体 ,给有关行政机关留下了过大的自

由裁量权。

第三个层次是现实生活中的表达自由。

在这个层次上 ,表达自由是活跃、相对宽松和

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的情况与法律上限制规

定同样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反差。以大众媒体

的发展为例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 ”的最后一

年 (1976年 ) ,全国只有 138家报纸 ,其中绝大

多数为执政党和国家机关所办 ,即通常所说的

“机关报 ”。经过改革开放以后 20多年的发

展 ,现在已有报纸 2100 家 ,期刊 8000 多种。

其中 ,“机关报 ”只有 20%多一点。随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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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网络、手机等在中国已发展成为大众化的信

息和通讯工具 ,公众行使表达自由和出版自由

更加容易、便捷。

在中国 ,对言论或表达自由的内容、功能

等方面的理解与西方国家并无实质性的差别 ,

可以说是有共识的。表达自由不仅对西方民

主而言是不可缺少的 ,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

现代化的实现同样是十分关键的。无论在西

方和东方 ,在欧洲或者在中国 ,表达自由都不

是一种绝对的权利 ,然而 ,在对表达自由正当

性范围或界限的理解上 ,中国与欧洲以及其他

西方国家是有所不同的。导致这种差别的因

素可能有以下几种 :

第一 ,文化的因素。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

“和为贵 ”和“与人为善 ”,主张通过容忍、包

容、谦让达致社会的和谐 ,故而 ,批评和揭露的

言论 ,特别是可能引起对抗的尖刻和激烈的言

论以及其他表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而西方国家的主流理念是通过各种观点在

“思想市场”上的充分表达和竞争来达到发现

真理、捍卫权利的目的 ,故而其言论和表达自

由的文化空间比中国更大一些。

第二 ,历史的因素。中国有长达数千年的

“家长制”传统 ,这种传统在当今中国社会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削弱 ,但对政治和社会思维方

式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这一因素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政府乃至部分公众对言论自由

界限的判断。

第三 ,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因素。当今中国

处于较为快速和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

之中 ,各种利益和矛盾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

大 ,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任务艰巨 ,并且成为

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愿望 ,因而 ,具有激化社会

矛盾之危险的言论较之已经完成社会转型、发

展相对平稳的社会而言 ,受到更多的限制。

第四 ,政治和社会基本结构的因素。中国

走的是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其政

治和社会制度虽然具有相当的开放型 ,但其基

本点与西方社会制度毕竟是不同的。完全套

用西方表达自由的尺度 ,对现行社会结构的基

本面将造成破坏性的影响。中国迅速发展的

事实证明其现行制度总体上是有效的 ,因此 ,

维护这种制度下的社会和谐 ,为今后的持续发

展提供保证 ,是具有正当性的。这就造成中国

言论自由与西方国家在结构上的一些差别。

另一方面 ,在中国 ,推动言论和表达自由

发展和进步的动力也是很强劲的。中国改革

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所带来的政

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 ,为表达自由的发展

奠定了客观的基础和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中

国言论和表达自由发展进步的动力有两个方

面的来源 :一是自我发展的需要。表达自由既

是社会进步和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同

时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现

代化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这一点上 ,政府的

愿望与公众的需求是一致的。二是域外文化

的影响。中国的发展与开放是分不开的 ,因

此 ,对表达自由的部分需求并不是中国现阶段

的发展所自发产生的 ,而是来源于域外文化、

价值和模式的影响 ,这种影响拓宽了中国发展

表达自由的眼界和思路 ,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激

进的———其结果必然是欲速不达———的主张。

中国表达自由的发展某种程度上说 ,走的

是一条法律现实主义的道路。表达自由是通

过制度上界定的自由与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自

由不对称的方式存在和发展起来的。表达自

由的社会需求因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各种方式

基本得到满足 ,故而制度创新的压力很大程度

上得到纾解。这也许是中国保障表达自由的

法律制度本身不够完善、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个

原因。“制度———实践”不对称的发展模式和

趋向今后仍将保持下去 ,但为防止制度和实践

之间因过大反差所造成的危险以及其他负面

作用 ,保障和促进表达自由的理性行使 ,中国

的表达自由将进入一个以完善法律制度保障

机制为重点的新的时期。在这一点上 ,欧洲的

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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