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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新闻职业规范蓝本》新闻职业规范蓝本从横向上来看，可以包括原则、职业角色、利益冲
突、新闻业务四个部分，及附录。
“原则”，是整个职业规范的价值理念的体现，遵循世界上公认的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同时也兼顾了
我国具体的国情。
“职业角色”从传媒和新闻从业者的社会作用的角度，对我国新闻传播业经常出现的新闻职业角色模
糊的问题和现象，做出明确规范。
“利益冲突”则对传媒和新闻从业者在新闻工作中经常遭遇的政治、经济等利益冲突问题做出规范，
比如兼职与社会活动、虚假新闻、有偿新闻、有偿不闻、新闻敲诈、新闻植入式营销、传媒监督、传
媒的不正当竞争、消息来源、付费采访与新闻线人、新闻与国家、民族、宗教、新闻与弱势群体、未
成年人、性别、新闻与公众人物、新闻侵权等。
“新闻业务”对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或新闻制作与传播的操作过程进行规范，比如新闻叙述与语
言、新闻与著作权、新闻与性、暴力、灾难新闻、犯罪新闻、自杀新闻、图片新闻、娱乐新闻、时事
地图等。
本书附录，将新闻职业规范中多处出现的同类或相近条文以关键词进行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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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力丹，男，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二级教授，1951年2月出生。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责任教授、传播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际新
闻界》月刊主编、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所所长。
1979年以来发表各类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800多万字，包括独著22本、论文200多篇、一般文章1500多
篇等等。
另外，独编著6本、合著合编的书十几种。
代表作有：《精神交往论》、《舆论学》、《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
体系》、《世界新闻传播史》、《传播学纲要》、《新闻理论十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新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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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
一、原则
  1．总则
  2．法律原则
  3．专业原则
  4. 社会责任原则
二、职业角色
  5．新闻与司法：传媒审判
  6．新闻与公共利益：隐性采访
  7．新闻与私人领域：传媒逼视
  8．新闻与公共关系：传媒假事件
三、利益冲突
  9．兼职与社会活动
  10. 虚假新闻
  11．有偿新闻、有偿不闻、新闻敲诈
  12．新闻与广告：新闻植入式营销
  13．传媒监督
  14．传媒的不正当竞争
  15．消息来源、新闻线人、付费采访
  16．新闻与国家、民族、宗教
  17．新闻与弱势群体、未成年人、性别
  18．新闻与公众人物
  19．新闻侵权
四、新闻业务
  20．新闻的叙述与语言
  21．新闻与著作权
  22．新闻与性、暴力
  23．灾难新闻
  24．犯罪新闻
  25．自杀新闻
  26．图片新闻
  27．娱乐新闻
  28．时事地图
附录一：部分传媒和传媒行业自律文件网址
附录二：关键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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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26号）第七条规定：“因提
供新闻材料引起的名誉权纠纷，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一）主动提供新闻材料
，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二）因被动采访而提供新闻材料，且未经提供者同意公开，新闻单位擅自发表，致使他人名誉受到
损害的，对提供者一般不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虽系被动提供新闻材料，但发表时得到提供者同意
或者默许，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
”关于传媒未经采访对象同意擅自发表而造成侵权的情况，该规定明确指出采访对象一般可以免责，
这时传媒可能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19.13 使用权威消息来源，可以作为传媒及其从业者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之一。
（具体权威消息来源参见【15.消息来源、新闻线人、付费采访】15.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
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26号）第六条规定：“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
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客观准确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这就为权威消息来源确立了法律依据，为权威消息来源作为免除传媒民事责任的事由确立了依据。
　　某政府职能部门召开了一次防盗工作座谈会。
该会议向新闻界提供的书面材料中，将发生在其它厂家的小金库被盗案件，误印为上海第二纺织机械
厂。
不久，上海青年报社主办的《社会周刊》刊载了黄汉民撰写的《盗公狂潮》一文。
文中所举小金库被盗一例，完整地引用了上述会议材料。
该厂发现此文后，以侵害名誉权向法院起诉。
一审和二审法院均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即该文的消息来源，是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在会议
上向新闻界提供的正式书面材料，作者和报社据此作出的报道可不承担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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