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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美国“棱镜”事件

2013 年 6 月 5～6 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主动

联系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向全球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NSA，

简称国安局）一项代号为“棱镜”的秘密计划（PRISM）。在这项计划中，美国

民众的私人电话、互联网信息甚至每封邮件都可能受到美国政府的监控。微软、

雅虎、谷歌、苹果等九大网络巨头都参与了这个项目，而这些跨国公司全球范

围的客户也都在该计划的监控范围之内。
①

这个项目的曝光不仅引起了一场对奥巴马政府监控私人信息的指责，还在世界

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事件持续发酵，严重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声誉和其与欧洲盟

国的关系。而斯诺登则被公众认为是“勇士”或“泄密者”“叛国者”。
②

“棱镜计划”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项大型监视项目，负责从网络和其他电

子设备收集世界各地的个人信息。受“棱镜”监控的主要有 10 类信息：电邮、

即时消息、视频、照片、存储数据、语音聊天、文件传输、视频会议、登录时

间和社交网络资料的细节。通过棱镜项目，国安局甚至可以实时监控一个人正

在进行的网络搜索内容。该计划于 2007 年《保护美国法案》和《外国情报监听

法案》通过后开始实施。小说《1984》因为描写了政府对个体公民的隐私侵犯

而闻名于世，其中有一句经典的话语：“当心，老大哥在看着你。”而在当今，

美国政府扮演着“老大哥”角色，不仅监视着全球，还可能将公民个人的隐私

泄密。
③

爱德华·斯诺登是一个在美国马里兰长大的青年，没有大学文凭，但凭着

自己在计算机技术方面的出色能力，曾高薪受雇为美国国安局私人防务项目的

数据分析师，在夏威夷欧胡岛工作，这使得他可以接触到大量的机密情报信息。

2013 年 6 月 6 日，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靠斯诺登提供的消息，

率先曝光美国的“棱镜计划”。2013 年 6 月 9 日，斯诺登接受这两家报社视频采

访，公开自己的爆料者身份。斯诺登在采访中称，这项监视计划侵犯了美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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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隐私权。
①

“棱镜计划”内容艰深，斯诺登提供的证据是大量原始形态的文件，元素庞

杂，关系繁复，既要从中理出有价值的新闻并予以核实，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

又要避免触碰禁区。报社直接在数万份机密文件中提炼出最具有新闻价值的信

息，而不是像维基解密那样把数万份文件放到网上，让媒体和受众自己去挖掘。

“棱镜”事件中，得到斯诺登授权的报社严格遵守之前的约定，在获得授权前不

透露消息源身份和采访细节，只公布公众有权知道的内容。报社只是有选择地

解密，据称至今仍有大量已掌握的机密未披露出来。斯诺登要求《卫报》等媒

体只公布公众有权知道的内容，不要公布损害个人或泄漏任何人卧底身份的文

件。斯诺登此次爆料，与报社共同制订了报道方案，报社分批刊登爆料的内容

均由斯诺登决定，斯诺登还有 B 计划，将包含秘密档案的编码文件交给了几个

人，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情，这些文件都将被公布。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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