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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世界范围内，表达自由这一古老的法律范畴，经过曲折和充分的发展，已经具有e时代的内涵和外
延。
但是，网络的发展给表达自由带来种种新的法律挑战：匿名通信、内容控制、网上诽谤、网上拍卖⋯
⋯本书国内外实例，对这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解析。
在此基础上，作者主张：在合理限制互联网信息的同时，中国应该建立相应的言论救济机制，以保护
公民的表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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