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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法学系列教材：实用传媒法概论》共十章，章节内容以法律规范所属的法律部门为标
准，将传媒法划分为宪法中的传媒法规范、行政法中的传媒法规范、民法中的传媒法规范、刑法中的
传媒法规范及经济法中的传媒法规范等，同时汇人了程序法和涉外内容并单独设计成章，完善了体例
结构。
《高等学校法学系列教材：实用传媒法概论》编撰过程中吸收了理论界对传媒相关理论的总结和探索
，各章内容采用“先行介绍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再分析争议的理论问题及外国的相关内容”的顺序
，阐述理论内容所依据的法律规范及相关数据基本收集到2011年8月止。
对传媒相关法律条款的解读，从概念到操作程序逐一推介和分析，力求内容新颖，准确有据。
《高等学校法学系列教材：实用传媒法概论》每章正文前面设有内容提要，后面安排有基本概念、思
考与分析，并附有经典案例。
结构合理，重点突出，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实用性和针对性，适合作为高等院校法学类、传媒类本科
专业统编或者规划教材；也可作为新闻媒体等传媒行业的从业者、法律职业人员及传媒法爱好者的自
学教材或者参考用书；对相关单位的研究人员从事传媒法学的研究也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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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传媒法概述 内容提要 第一节 传媒法的概念、原则和历史发展 第二节 传媒法的渊源 第三节 我
国的传媒规范体系 第四节 传媒法学体系及研究方法 案例简析 基本概念 思考与分析 参考文献 第二章 
传媒与司法 内容提要 第一节 司法公开 第二节 司法独立与媒体审判之间的冲突 第三节 我国传媒和司
法关系的平衡 第四节 传媒与司法关系的改革 案例简析 基本概念 思考与分析 参考文献 第三章 宪法领
域的传媒法 内容提要 第一节 表达自由概述 第二节 新闻自由与新闻传播法 第三节 我国传媒的基本性
质和任务 案例简析 基本概念 思考与分析 参考文献 第四章 刑法领域的传媒法 内容提要 第一节 煽动型
犯罪所承担的刑事责任 第二节 妨害名誉、商誉犯罪所承担的刑事责任 第三节 妨害淫秽物品管理犯罪
所承担的刑事责任 案例简析 基本概念 思考与分析 参考文献 第五章 传媒侵权法 内容提要 第一节 侵权
责任法的基础理论 第二节 传媒侵权责任 第三节 传媒侵犯名誉权 第四节 传媒侵犯隐私权 第五节 传媒
侵犯肖像权 案例简析 基本概念 思考与分析 参考文献 第六章 媒体著作权法 内容提要 第一节 著作权的
基本内容 第二节 著作权与公共利益 第三节 传播者的权利 第四节 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 案例简析 基
本概念 思考与分析 参考文献 第七章 媒体广告法 内容提要 第一节 广告法的概念、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
二节 广告准则 第三节 广告活动 第四节 广告的审查 第五节 法律责任 案例简析 基本概念 思考与分析 参
考文献 第八章 传媒行政法 内容提要 第一节 传媒行政法概述 第二节 出版物的行政管理 第三节 广播电
视的行政管理 第四节 电影的行政管理 第五节 互联网的行政管理 案例简析 基本概念 思考与分析 参考
文献 第九章 传媒类纠纷的救济 内容提要 第一节 民事传媒纠纷的救济 第二节 行政传媒纠纷的救济 第
三节 刑事传媒案件的处理 案例简析 基本概念 思考与分析 参考文献 第十章 涉外传媒活动管理 内容提
要 第一节 外来机构和人员 第二节 中外合资、合作传媒行业管理 第三节 境外传媒内容人境管理 案例
简析 基本概念 思考与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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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 传媒法概述 内容提要 有关的其他行为，包括管理行为、商务行为、竞争行为、履行
法律义务行为等，所以可将传媒法称之为传播法或大众传播法。
从行为主体看，传媒法主要调整大众传播组织——媒体和媒体、大众传播组织及其他主体、国家机关
、媒体之外的其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个人，所以可将传媒法称之为媒体法或大众传媒法。
从传播内容看，传媒法主要调整新闻信息及非新闻信息，所以可将传媒法称之为新闻法或新闻传播法
。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深对传媒法的理解。
 （一）传媒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广泛性 传媒调整社会关系非常广泛，涉及信息公开与传播、国家安
全、国家秘密、著作权、广告、侵权、行政审批许可、财税、合同、劳动、未成年人保护等多种社会
关系。
 （二）传媒法调整的行为主体的多样性 传媒法调整的行为主体既包括大众传播组织，也包括对大众
传播组织和大众传播活动进行监管的政府主管部门、被大众传播组织报道或利用大众传播组织进行表
达的各种社会主体，以及大众传媒组织进行经营活动过程中所产生关系的对应主体等。
 为保护和促进传媒组织的信息传播自由、规范传媒组织的信息传播行为，现代各国均制定相应的法律
法规对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规制，逐渐形成了规范的传媒法，在对传
媒法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科学严谨的传媒法学体系。
 第一节 传媒法的概念、原则和历史发展 一、传媒法的概念 法是由国家创制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
实施的、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体系。
它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的方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用以维护、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
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统治阶级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法就是工人阶级
领导下的人民意志的体现，是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和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工具。
 所谓传媒法，是指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为了保护和促进传媒组织传播信息自由、规范传媒组织传
播信息行为、协调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利益冲突而制定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由于传媒法学在中国属于新兴交叉学科，正是因为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历史不长，所以，有关这一领
域研究的概念表述也各有不同。
通常也有学者从法律所调整的行为类型、行为主体及传播内容等方面将传媒法称作“媒体法（Media
Law）”、“传播法（Com—munication Law）”、“大众传播法（Mass Communication Law）”、“新
闻法（Press Law orJournalism Law）”等语词。
从行为类型看，传媒法主要调整传播信息的行为及与传播信息有关的其他行为，包括管理行为、商务
行为、竞争行为、履行法律义务行为等，所以可将传媒法称之为传播法或大众传播法。
从行为主体看，传媒法主要调整大众传播组织——媒体和媒体、大众传播组织及其他主体、国家机关
、媒体之外的其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个人，所以可将传媒法称之为媒体法或大众传媒法。
从传播内容看，传媒法主要调整新闻信息及非新闻信息，所以可将传媒法称之为新闻法或新闻传播法
。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深对传媒法的理解。
 （一）传媒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广泛性 传媒调整社会关系非常广泛，涉及信息公开与传播、国家安
全、国家秘密、著作权、广告、侵权、行政审批许可、财税、合同、劳动、未成年人保护等多种社会
关系。
 （二）传媒法调整的行为主体的多样性 传媒法调整的行为主体既包括大众传播组织，也包括对大众
传播组织和大众传播活动进行监管的政府主管部门、被大众传播组织报道或利用大众传播组织进行表
达的各种社会主体，以及大众传媒组织进行经营活动过程中所产生关系的对应主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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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法学系列教材:实用传媒法概论》每章正文前面设有内容提要，后面安排有基本概念、思考
与分析，并附有经典案例。
结构合理，重点突出，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实用性和针对性，适合作为高等院校法学类、传媒类本科
专业统编或者规划教材；也可作为新闻媒体等传媒行业的从业者、法律职业人员及传媒法爱好者的自
学教材或者参考用书；对相关单位的研究人员从事传媒法学的研究也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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