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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特性，网络名誉侵权如何适用现有的法律，一直存在争议，法院对于网络名誉
侵权的判决结果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引发了有关名誉权保护和表达自由的探讨。
然而，从理论的角度去研究网络名誉侵权这一新现象，目前还没有系统的研究专著。
本书作者抓住这个新出现的问题，在传播学和法学的结合点上，以跨学科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对这
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网络传播中的名誉侵权涉及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具有较
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网络传播中的名誉侵权问题研究》一书，分析了网络传播中表达自由与名誉权保护之间产生冲
突的原因，探讨了网络名誉侵权问题的五个方面：主要方式、构成要件、与传统媒体名誉侵权的区别
、责任认定、抗辩事由，最后对如何把握网络中表达自由与保护名誉权之间的平衡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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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网络传播中的表达自由与网络名誉侵权第三节 网络传播中表达自由与名誉权之间的冲突一、
网络传播容易引起名誉权纠纷的原因2．即时互动，非群体化传播为主和其他传统媒介不同，互联网
为人们能够以较低成本迅速向全球传播信息提供了一个途径。
只要有一台电脑，一条能够上网的线路，鼠标轻轻一按，用户就能在瞬间把信息传播给世界各地的数
量巨大的接收者。
“速度和时效是准确、公正、完整和平衡的敌人。
”互联网是匆忙制作和传播的信息。
在网络上，一条新闻几秒钟就可传遍全世界。
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发稿及发布独家新闻。
网络媒体在发稿前，几乎没有留给被其报道批评的人在出版前有任何辩驳的时间。
在这种时间压力下，无法完成信息发布的核实和平衡。
和传统媒体相比，通过网络传播信息变得轻而易举，这也为某些人通过网络实施名誉侵权提供了便利
条件，任何人只要有一台计算机和一条上网线路，都可能成为侵权者。
网络的传播手段多样，可以通过论坛、新闻组、个人主页、电子邮件等各种方式传播，而且和传统媒
体相比，因为互联网即时互动的特性，在网上展开的激烈辩论中，有些用户发表言论没有经过深思熟
虑，带有较大的随意性，比较夸张，这也容易造成名誉侵权。
网络传播程序简单，传播范围大，速度快，几分钟之内可以将侵权信息向全世界网络用户传播，后果
可能更加严重，也更难以制止侵权、消除影响。
在互联网上，每个人成了互动的个体，公民不必依靠新闻媒体这样的组织来集中行使表达自由权，而
是可以由自身亲自实现。
网络传播中大部分属于个体自觉的传播，而不是群体性的，摆脱了对传统媒体的强烈依赖性。
这种非群体化的传播实现了一种没有约束的自由，但也正是因为缺少必要的约束，才使得网上信息的
真实性、权威性被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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