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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过去的几年时间里，网络飞速发展，人们了解新闻的途径

也越来越丰富。伴随着互联网发展，朋友圈、微博、百度贴吧等

的一系列平台兴起，人们可以在评论区对自己感兴趣或者看到的

消息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感受，甚至网络渐渐的成为人们交流观点、

发表言论首选的平台。网络传播中的社会舆论给司法的审判提出

了宝贵的建议。但有的网民已然将网络作为解决法律问题的工具，

用发帖方式引起人们的关注，博取同情，博取共鸣，从而引导社

会舆论，希望利用社会舆论去影响司法审判的进行，社会舆论在

司法审判过程中的影响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1  社会舆论与审判公平的关系

社会舆论是大众社会里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作为

一种出现在没有组织或组织松散、人数众多的群体中的大众心

理，它无论对个体或是对一般的小群体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网络的飞速发展让社会舆论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从而使得社

会舆论在近几年的影响力飞速上升。

著名的“李昌奎案”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2009 年 5 月16

日，李昌奎先是将19 岁的同村女子击昏后强奸，之后又将女子

与其3岁的弟弟一同杀害。事情传开以后立马便在网上引起的轩

然大波，绝大多数的民众认为李昌奎犯罪情节恶劣，手段残

忍，较之撞人捅了八刀的药家鑫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网络上

的社会舆论下，云南省高院无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最终，在这

种舆论的压力下，云南省高院决定对李昌奎的案件启动再审。

2011年8月25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做出再次判决，以故

意杀人罪和强奸罪数罪并罚，判处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并报请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于2011年9月29日在云南省昭通市依法执行

了死刑。

通过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舆论对司法审判起到的巨大

影响，同时也看到了司法机关在审判时的考虑因素随着社会舆论

的压力会有所改变。作为初学法律的小学生，我无法对这种改变

做评价，但是这样的影响和改变却值得我们去思考。

2  社会舆论与审判公平的社会意义比较

根据宪法第35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

自由。”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

关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

利。但是不得捏造或歪曲事实,进行诬告和陷害。”我国的公民有

权以社会舆论为载体行使自己监督权。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社

会舆论又显得更为重要。

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

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说明我国的司

法审判应该由理性做指导，以公平正义为准绳，严格按照法律规

定依照法律进行审判处罚，不得受到法庭外的力量或信息的干扰。

这是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的审判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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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些年来，司法审判的热点案件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甚至有的司法审判会成为舆论的焦点。而网络的发展，

给社会舆论带来了强大的力量，给司法审判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影响。本文就两者关系、社会意义入手，从而提出二者互相合作的观点，讨论

合作措施，二者必要的合作是两者互相成就的过程，同时也必将带来社会法制建设的进步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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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途径。审判公平是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公平正义的坚实

堡垒，是解决社会各种争端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少不了公平正

义。在社会中，社会舆论与审判公平犹如连体婴儿，缺一不可，既

互相依靠着对方，又互相鼓励着对方，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社

会舆论与审判公平的社会意义同等重要。

3  社会舆论与司法审判实现有效合作的具体措施

3.1社会舆论要对社会公众做出正确的引导

社会舆论在现代社会中应该积极的配合时代的需要，对司法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批评、曝光和

披露，对其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问题应该严肃对待。但是这

些言论不应该成为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处理工作时的压力和筹

码，更不能成为违背法律和准绳的接口和解释。社会舆论的目

的是为了使司法机关在审判中公正、公平的进行裁判，而不是

去影响司法审判的独立。

3.2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法院与人民交流的有效方式之一，我们不

应让人名陪审员制度流于形式。现在的很多审判中，往往是人

民陪审员开庭时来开个庭，庭审结束后看了看庭审笔录，签个

字便完事了，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这么好的制度我们不应让

其流于形式，在庭审中或者庭审后让人民陪审员更多的与法官交

流，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敢于向法官提

出自己的意见，与法官积极交流。这既可以更加保证司法审判的

公平，同时也可以让人民参与其中，起到了与社会舆论相同的作

用，让更多的人了解司法审判的过程，不仅是法官，人民也可以

参与其中，了解更多，提高公民整体的法律素养，从而提高社会

舆论的质量。

4  结论

最后，基于对上述的思考，我认为社会舆论在当今社会依

然是民众对司法审判进行监督的有力工具，也是民众积极参与社

会热点话题的途径，此种方式不仅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

家的特色，也是人民积极促进司法审判与时俱进、与时代相适应

的积极保证。同时，组成社会舆论的每一个公民对自己的自由言

论应该是理性的、充满思考的，使社会舆论在理性和自由下的发

展，让司法审判的公正性、程序性必然受到民众的信任和依赖。司

法审判也将在社会舆论的监督下越发的完善和进步。社会舆论与

司法审判也必将互相扶持、共同进步，为中国司法制度发展和社

会法制建设贡献他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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