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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这部“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是一部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
皋牢百代，卢牟六合，贯穴古今，笼罩中外，密切联系新闻传播工作的实际，广泛吸收新闻传播学的
最新研究成果，高挹遐揽，取精用宏，供新世纪的高等院校新闻传播院系教学使用的系列教材。
20世纪初以来的100年，是世界新闻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100年。
这10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继报纸、期刊、通讯社之后，广播、电视、网络和多种新媒体
相继问世，新闻传播的媒介日趋多元化，新闻传播的手段日趋现代化，“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新
闻传播事业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则变得越来越大。
这100年，也是中国新闻事业飞速发展的100年。
其中最近的30年，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发展得尤为迅猛。
据上个世纪末的统计数字，截至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即1999年，全国已有公开发行的报纸2100种，
通讯社2家，广播电台1200座，有线和无线电视台3000多座。
其中，报纸年出版总数达到195亿份，广播人口覆盖率达到88.2％，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89％，电视受
众超过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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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自第一版问世以来，即成为新闻传播法教学的权威教材。
此次修订，在第二版确定的基本框架和论点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法制建设和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实际情
况，以及国家新的法规政策精神，增补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删除了某些失效的规定，替换了一
些陈旧的个案，比较准确和全面地反映了我国传播法制的发展现状，不啻为新闻专业师生和新闻工作
者的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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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永征，本名魏庸徵，浙江宁波人，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
1988-1998年任上海《新闻记者》杂志主编。
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系博士生指导教授、香港树仁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生
指导教授。
主要学术著作有《被告席上的记者——新闻侵权论》（1994）、《中国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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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自审，就是新闻出版单位和提供信息的单位，对拟公开出版、报道的信息，根据有关保密规定
自己进行审查。
从新闻单位角度说，自审也就是自己按照保密规定来判断有关新闻是否属于或含有国家秘密，是否适
宜发表，这是新闻单位编辑责任制的延伸。
责任和权利是同一事物的两面。
新闻单位既然被赋予自审的责任，也就意味着它拥有自己决定新闻是发表还是不发表的权利。
而如果它在行使权利的时候没有很好履行保密审查的责任，致使泄露国家秘密，它就要依法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送审，就是对是否涉及国家秘密界限不清的信息，送交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上级机关、单位审定。
有关机关、单位应当指定有权代表本机关、单位的审稿机构和审稿人，负责对送审稿是否涉及国家秘
密进行审定。
对是否涉及国家秘密界限不清的内容，应当报请上级有关机关、单位审定；涉及其他单位工作中国家
秘密的，应当负责征求有关单位的意见。
有关机关、单位审定送审的稿件时，应当满足新闻单位提出的审定时限的要求，遇到特殊情况不能在
所要求的时限内完成审定的，应当及时向送审稿件的新闻单位说明，共同商量解决办法。
从对新闻媒介泄密的分析看，记者写稿泄密和业务部门干部写稿泄密都是属于未经主管部门审核所致
，占了泄密总数的90％。
新闻单位不是专门的保密工作部门，掌握情况有限，在自己不能确认有关新闻内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
时，请主管部门或上级机关审定，可以有效防止泄密。
由此可见，自审和送审相结合的制度实际上是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预防制同追惩制相结合在保密制度中
的运用。
自审和送审相结合的制度同新闻检查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全面对新闻进行事先的审查，而是
首先要求自审，在经过自审不能确认是否涉密时，方才实行送审。
第二，通过内部途径反映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的制度。
据“规定”第八条，新闻单位及其采编人员需向有关部门反映或通报的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应当通
过内部途径进行，并对反映或通报的信息按照规定作出国家秘密的标志。
这也就是新闻单位编印“内部参考”的制度。
第三，采访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的批准制度。
据“规定”第九条、第十条，被采访单位、被采访人向新闻单位提供有关信息时，对其中确因工作需
要而又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应当事先经过批准，并向采编人员申明。
新闻单位对被采访单位、被采访人申明属于国家秘密的事项，不得公开报道。
对涉及国家秘密但确需报道的信息，新闻单位应当向有关主管单位建议解密或者采取删节、改编、隐
去等保密措施，并经有关主管部门审定。
新闻单位采访涉及国家秘密的会议或其他活动，应经主办单位批准。
主办单位应当验明采访人员的工作身份，指明哪些内容不得报道，并对新闻进行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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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于2006年底出版第二版，又是三年过去，国家又发布了很多新的政策文件，制定了很多新的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章，于是又必须进行修订。
时间截至2009年底，12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侵权责任法》，正好补人。
全书的体例，还是“述而不作”。
作为教程，主要是介绍和讲解现行有效的有关新闻传播的法律规范，不正面批评现行规定，也不讨论
还没有的规范。
有的规则，学界有不同意见，在注释中标明。
我的意见和倾向，可以自行体会，或者参阅我在学术刊物和博客上发表的文章和评论。
在修订过程中删节约八万字，较第二版缩减篇幅20％。
此次修订，有一位助手，他叫王伟亮，2007年入学的中国传媒大学媒介法和政策方向博士研究生，山
东大众报业集团法律事务处于部。
我在修订前，即请他看第二版全书，他写来了万言意见书，其中大部分我都采纳了。
我每改完一章，即征求他的意见。
他已经确定以研究外国媒介法某个问题为论文选题，但是仍然密切关注我国媒介法的现状和动向，时
常在我的博客上贴出重要资料，对本书修订作出了很大贡献。
这种治学精神，值得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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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传播法教程(第3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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