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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上、中、下三编。
上编除中国以外，还介绍了英、美、法、日四个发达国家，印度、埃及两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的国
家俄罗斯的新闻传播法的历史与现状。
中编论述新闻传播法的实体部分，包含新闻传播法对新闻传播与国家、新闻传播与社会、新闻传播与
公民的关系的调整这三大板块。
下编探讨新闻纠纷的诉讼与非诉讼的处理，以及如何防止新闻纠纷的发生。
本书对公众利益原则与公民几种权利的克减问题、法律与道德相重合的新闻传播规范，以及国际公约
中的新闻传播规范等未见有人触及或深入研究的领域，均作了系统的分析或探究。
    本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采用对于新闻传播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分类来结构全书；二是充分运用
比较研究方法，中国、外国兼论，原理、案例兼有。
本书有益于新闻传播法的教学与研究，书中所提供的大量的世界各国的新闻传播法资料，对于我国的
新闻立法、执法也会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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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旭培，安徽怀宁人。
1981年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硕士学位。
现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论坛课程教授、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新闻法制研究
中心研究员等。
曾任人民日报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所长，中国新闻法起草小组成员。
著有《新闻学新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多种声音交响乐：论拓展中国的言论与新闻自
由》 （美国Praeger Publisher，2001年）、《当代中国新闻改革》 （人民出版社，2004年）。
主编《华夏传播论》 （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国传媒的活动空间》（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
。
另有《社会主义新闻法是新闻自由保护法》等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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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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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闻立法    第三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新闻法制    第四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新闻法制中编 新闻
传播法及其对三种关系的调整  第四章 新闻传播的主要法律    第一节 新闻出版法    第二节 广播电视法   
第三节 网络传播法  第五章 新闻传播与国家    第一节 各国宪法对新闻自由权的法律规定    第二节 禁载
规定与维护国家安全    第三节 信息自由与保密责任    第四节 批评建议权与煽动性诽谤    第五节 我国舆
论监督走向法治化  第六章 新闻传播与社会    第一节 扰乱公共秩序    第二节 扰乱公共道德，破坏善良
风俗    第三节 宣扬淫秽色情    第四节 损害人民间或国家间的关系    第五节 非法广告活动  第七章 新闻
传播与公民（上）      第一节 新闻侵害名誉权    第二节 侮辱罪和诽谤罪的构成    第三节 侵害名誉权的
法律责任及减责、免责    第四节 新闻侵害法人名誉权    第五节 新闻侵害公众人物名誉权    第六节 中美
新闻诽谤的几点比较  第八章 新闻传播与公民（下）      第一节 隐私权    第二节 肖像权    第三节 姓名权 
  第四节 著作权下编 新闻诉讼与避免涉讼  第九章 新闻传播与司法    第一节 新闻诉讼    第二节 司法报
道中的新闻自由与报道限制    第三节 藐视法庭问题    第四节 记者拒证特权问题    第五节 平衡新闻报道
与公正审判的基本原则  第十章 新闻传播司法中的公众利益原则    第一节 “公众利益”与“公共利益
”    第二节 公众利益原则的理论基础    第三节 公众利益原则与私人权益的平衡    第四节 公众利益原则
与保密制度    第五节 公众利益原则与我国司法实践  第十一章 非诉讼形式处理新闻纠纷    第一节 更正
与答辩    第二节 新闻纠纷的调解    第三节 新闻纠纷的仲裁  第十二章 新闻制作中如何防止新闻侵权    
第一节 新闻采访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二节 认真把好写作关    第三节 新闻编 辑过程中如何防止新闻
侵权余论  第十三章 新闻记者的权利与义务    第一节 西方国家的法律规定    第二节 社会主义国家新闻
法的规定    第三节 《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的规定    第四节 对我国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的探讨 
第十四章 法律与道德相重合的新闻传播规范    第一节 新闻法和新闻道德    第二节 法律和道德相重合的
保护性规范    第三节 法律和道德相重合的禁止性规范    第四节 如何看待法律和道德相重合的新闻规范 
第十五章 国际公约中的新闻传播规范    第一节 国际公约中的新闻规范    第二节 国际公约的相关内容分
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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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若干发达国家新闻传播法的历史第一节 英国一、封建集权时代的英国新闻法通常认为，作为
新闻法的渊源，有关言论与出版的法规，在英国可追溯至1215年的宪法性文件——《自由大宪章》。
该文件是英王约翰迫于贵族压力而签署的，史称其是国王与贵族之间关于权力分配的一项协议。
由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缺乏支持表达自由运行的政治机制和社会环境，该文件关于表达自由权的规定并
无实际意义。
此后，历代英国统治者反而设置和制定一系列严格控制出版的管制机构和法令法规。
在1641年出版特许制废除之前，英国新闻法制体现出浓厚的专制色彩。
这一时期，统治者设立了皇家特许出版公司（1557年）、皇家出版法庭（1570年）等专门机构来管理
出版业；亦颁布很多管制新闻业的法令法规。
最为著名的是1586年伊丽莎白女王的“出版法庭命令”（也称“星法院法令”），其主要内容是：全
体印刷商的印刷机必须在皇家特许出版公司登记；除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伦敦市以外禁止印刷；除
非教会同意，不再允许新闻出版商登记，对私自出版的印刷品处以罚款，或判处出版商徒刑；皇家特
许出版公司有权搜查和没收非法的印刷品和秘密印刷机；印刷商的学徒不得超过三人，等等。
具体而言，英国封建王朝统治者对新闻业的约束管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皇家特许出版制度。
1530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特许希顿（Thomas Hitton）售卖神学家天德尔翻译的《圣经》，标志着特
许制的开始。
1538年，亨利八世正式建立皇家特许制度，规定所有出版物均须事先许可方能出版。
1557年，玛丽女王又成立了皇家特许出版公司，该公司是出版商的企业组合，公司会员是经国王特许
的印刷厂老板。
根据女王特许状，除公司会员和女王特许者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得从事出版业。
事先检查制。
1547年，国王亨利八世首次发布建立出版物审查制度的法令，控制宣传宗教改革或带有政治论战性质
的出版物的发行。
1576年，皇家特许出版公司颁布一项命令，规定每个星期由两名检查官对伦敦的大小印刷业实行检查
，没收“违禁”印刷品。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传播法学>>

后记

20世纪70年代末，我就开始进行新闻自由的研究，其困难可想而知。
而后满腔热情地从事新闻立法的研究，发现这项研究的外部环境同样不宽松。
在发表过一些论文，出版过一本《新闻侵权与诉讼》，编辑过一本《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续编》以后
，就长期地转到新闻改革的研究上来，只是偶尔有一两篇新闻法方面的论文出现。
但是对于新闻法的思想积累、资料搜集一直没有停止过，因为我总想写一本汇集东西方新闻法文明成
果的著作。
因为我深信，中国在走向法治，新闻法治也是不可阻挡的，而且这种法治应该大体上一步一步地与国
际接轨。
2002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持召开教材编写会议，与会的陈力丹教授转告主持会议的李良荣教授的要
求，要我写一本《比较新闻传播法学》，并说这个任务，不接受也得接受。
老朋友们的殷切委托，也是我内心久有的愿望。
但是我当时正在忙于完成两本新闻改革的书，只好说，咱们从长计议吧。
现在这本书总算面世了。
现在本书标题上并没有用“比较”二字。
正如前面绪论中所说的，这本书作为教材，有继承有创新，而且每一章节都包括多个问题（以便让读
者获得系统的知识），无法按规范的比较法学的专题论文的要求去写。
但是本书用国内与国外进行比较，国外与国外进行比较，比较的普遍运用则是国内其他新闻传播法学
著作所没有的特色。
我相信，这本著作不但有益于新闻法的教学与研究，而且它所提供的世界各国的新闻法资料，对于我
国的新闻立法人员、执法人员也将不无启发。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博士生牛静、吴麟、王生智、杜俊伟和硕士生何秋红、姬雪萍、毛珊珊、金雯雯
，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可能还要拖很长时间才能出来。
多亏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给我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和环境，华中科技大学科技与传播研究
中心将本研究列为中心的课题，给予资助。
我在此表示真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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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传播法学》不但有益于新闻法的教学与研究，而且它所提供的世界各国的新闻法资料，对于我
国的新闻立法人员、执法人员也将不无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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