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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何教材都是关于知识的认识和理解。
不同的认识会有不同的知识体现，不同的理解也会有不同的知识追求。
我们尝试编纂应用型本科系列教材，概括起来主要基于这样几点考虑和探索：教材是一幅知识的蓝图
，它标明知识的走向、知识的关系和知识的系统。
然而，我们所强调的则是对知识走向的创新、知识关系的重构和知识系统的再建。
教材不应该是对知识的按图索骥，而应该是对知识变化过程的引领。
没有变化的知识不是真知识，不能应用的知识不是活知识。
知识的生命在于知识的重组、知识的再生和知识的生产。
知识是一个过程，了解和获得知识的真正目的，是掌握和运用知识。
教材要教给学生学什么，还要告诉学生如何学，更要指导学生如何应用。
这里的应用不是指如何操作，而是指对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巧妙融合和灵活处理。
应用不是指做什么，而是指利用什么做什么，利用得好坏就是应用的方法。
传授知识的方法是形式也是内容，根据对象选择内容，更应根据对象设定方法。
教育是一个永远值得探索的过程，因为知识永远都在变化。
掌握知识变：化的规律永远都需要探索——探索本身就是一种创建，一种辉煌。
一套教材的总序，就是一套教材的总的开头。
开头的目的其实不在开头本身，开头的目的在于让人们急着往后看，看内容、看思路、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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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我国当前传媒产业发展的法律环境为大背景，以传媒类专业学生和从业人员为对象，以我国调
整传媒产业的纵向法律关系为主要内容，主要介绍了法的概念和特征、法律关系、法的渊源、传媒的
概念和特征、当代传媒的分类和我国传媒业基本情况；传媒政策法规的基础知识；广播电视管理政策
法规，包括我国广播电视政策法规概述、广播电台电视台设立法律制度、广播电视节目管理法律制度
、广播电视广告管理法律制度、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付酬管理制度和电视剧管理法律制度；
电影产业管理政策法规，包括我国电影产业政策法规概述、我国电影市场准人法律制度和我国电影内
容管理法律制度；出版物管理政策法规，包括我国出版管理政策法规概述、出版物管理的一般规定、
图书市场管理法律制度、报刊市场管理法律制度、音像制品市场管理法律制度和电子出版物市场管理
法律制度；互联网管理政策法规，包括我国互联网管理政策法规概述、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法律制度
、互联网出版管理法律制度、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法律制度和互联网文化管理法律制度；新媒体
管理政策法规，包括新媒体概述，我国IPTV与移动电视管理的政策法规，我国手机媒体、博客、播客
管理政策法规。
    本书在介绍相关法律规范的过程中，对于在实务操作中可能用到的法律文书、文件等实务操作资料
进行了梳理并收录于附录中。
同时注重案例教学，每一章都由案例导入，并且在每章的思考与练习中都必有一道案例题，从而一方
面帮助读者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另一方面提高其实践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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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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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传媒政策法规概述  导入案例：媒体审判之罪  第一节  传媒与法律的关系    一、传媒法律法规
概述    二、传媒与司法的冲突与契合    三、美国的传媒与司法的相互关系    四、在当代中国传媒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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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产业政策形成、发展与变迁    三、我国传媒产业政策文本分类  思考与练习第四章  广播电视管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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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广播电视的定义与发展历程    二、当前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发展面临的形势    三、我国广播
电视政策法规现状  第二节  广播电台电视台设立的法律制度    一、广播电台电视台设立的申请与审批   
二、广播电台电视台分台设立的申请与审批    三、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成立    四、境外机构驻华广播电
视办事机构的设立  第三节  广播电视节  目管理法律制度    一、我国节  目制作经营许可制度    二、节  
目内容管理制度    三、境外电视节  目引进、播出管理制度  第四节  广播电视广告管理法律制度    一、
广告内容管理规定    二、广告播出管理规定    三、监督管理规定  第五节  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
品付酬管理制度    一、适用范围    二、付酬数额    三、广播电台、电视台在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时应
当承担的义务  第六节  电视剧管理法律制度    一、电视剧的制作    二、电视剧的审查    三、中外合作电
视剧的管理  思考与练习第五章  电影产业管理政策法规  导入案例：山西省电影公司诉临汾市广播电视
局在电视上播放其独占发行放映权影片的录像带侵权案  第一节  我国电影产业政策法规概述    一、我
国电影产业发展现状    二、我国电影管理体制    三、我国电影产业政策法规现状  第二节  我国电影市
场准入法律制度    一、电影制作主体市场准入制度    二、电影发行主体市场准入制度    三、电影放映
主体市场准入制度  第三节  我国电影内容管理法律制度    一、审查对象    二、审查机构及职责    三、审
查标准    四、审查程序    五、电影分级制度    思考与练习第六章  出版物管理政策法规  导入案例：新闻
出版总署查处四家转载引用虚假报道的报纸案  第一节  我国出版管理政策法规概述    一、我国出版物
市场发展现状    二、我国出版物市场管理体制    三、我国出版业政策法规现状  第二节  出版物管理的
一般规定    一、出版的基本原则    二、出版管理的机构    三、出版单位的设立与管理    四、出版物内容
管理制度    五、出版物的印刷、复制和发行制度    六、出版物的进口制度    七、对出版物的保障与奖
励制度    八、违反《出版管理条例》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  图书市场管理法律制度    一、图书出版单位
的设立    二、图书的出版经营管理制度    三、图书出版监督管理制度    四、违反《图书出版管理规定
》的法律责任  第四节  报刊市场管理法律制度    一、报纸出版管理制度    二、期刊出版管理制度  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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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音像制品的进口    五、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和出租    六、法律责任  第六节  电子出版物市场管
理法律制度    一、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二、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制度    三、电
子出版物进口管理制度    四、电子出版物非卖品管理制度    五、电子出版物、电子出版物非卖品的委
托复制管理制度    六、电子出版物年度核验制度    七、违反《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的法律责任  
思考与练习第七章  互联网管理政策法规  导入案例：25家视频网站被责令停止视听节  目服务  第一节  
我国互联网管理政策法规概述    一、我国互联网发展现状    二、我国互联网管理体制    三、我国互联
网政策法规现状  第二节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法律制度    一、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制度    二、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管理制度  第三节  互联网出版管理法律制度    一、互联网出版业务资质的取得、变更和
终止    二、互联网出版机构的义务  第四节  互联网视听节  目服务管理法律制度    一、申请从事互联网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媒政策与法规>>

视听节  目服务应当同时具备的条件    二、审批程序    三、变更程序    四、终止程序    五、互联网视听
节  目服务单位的义务  第五节  互联网文化管理法律制度    一、互联网文化单位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二、互联网文化单位的义务  思考与练习第八章  新媒体管理政策与法规  导入案例：中国博客第一案  
第一节  新媒体概述    一、新媒体的定义    二、当前新媒体常见表现形态  第二节  我国IPTV与移动电视
管理的政策法规    一、IPTV的概念及发展现状    二、IPTV产业的政府管制    三、移动电视的概念与特
征    四、我国移动电视的发展现状    五、我国移动电视的政策法规  第三节  我国手机媒体、博客、播
客管理的政策法规    一、手机媒体的概念及特征    二、我国手机媒体的管理与规制    三、我国博客的
立法与监管    四、我国播客的法律规制  思考与练习附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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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一般意义上传媒的共同特点1.传媒的自然属性。
媒体具有传递声音、图像、文字等信息的自然功能，任何人、任何组织可以利用媒体的自然功能来满
足不同的使用目的。
可以说，媒体本身实质上是一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高级的传播手段。
2.传媒的社会属性。
传媒的产生是人类改造自然世界的结果，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是为实现人类特定的社会目的服务
的。
因此，传媒是一种社会产物，具有独特的社会属性。
媒体是一种大众化的社会文化传播媒介，具有明显的社会特征：一是大众性，具体表现为传播内容的
广泛性和通俗性、服务对象的广泛性、传播方式的公开性和生活性等；二是文化性，主要体现为传播
内容所包含的各种文化形态以及媒体自身构成的独具特点的文化形态；三是意识性，媒体传播的内容
不论以何种信息方式表现，都是人们的意识的产物，所表现的客观世界实际上是人们主观反映的结果
。
首先，从社会产物的意义上看，传媒是可以为任何人、任何社会组织所利用的，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个
人或组织的主观色彩，从而达到他们使用传媒的目的，因此，属于不同所有者的传媒会不可避免地带
有鲜明的阶级性，这种特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概括为传媒的政治性，它包括：传媒活动和传播内容具
有阶级性；宣传具有政治倾向性；对社会舆论具有导向性。
其次，传媒是生产精神产品的行业，存在投入、产出，以及在激烈生存竞争中的营销活动，这种特性
称为传媒的经济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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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媒政策与法规》：21世纪应用型本科系列教材·文化产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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