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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言论出版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美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财产权也是一种基本权利，这便形成了一个
难解之谜：私营的媒体怎能与自由的媒体兼容？

　　本书选取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时代——一个激情飞扬又混乱不堪的年代作为分析对
象。
在这一时期，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经历着重大调整，新闻业也发生着巨变：揭黑运动、黄色新闻
、美西战争报道、客观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等都在这一阶段兴起。
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分支，新闻业与当时的社会系统发生着什么样的勾连？
新闻业如何重建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
它的变化究竟遵循着什么样的内在逻辑？

　　本书深入扑朔迷离的美国新闻史，以财产权和言论出版自由之间既和谐又悖谬的关系作为分析核
心，展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编营分离制度等制度架构的建构过程。
其观点之深刻，逻辑之严密，在新闻学著作中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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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健，江苏东台人。
做过记者、公务员、教师，拥有史学学士、文艺美学硕士、传播学博士学位。
在《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学习与探索》等新闻传播类核心刊物发表30多
篇学术论文，数篇为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代表论著有：《徘徊在“教堂”与“国家”之间：历史演进中的美国新闻业编营分离制度》（南方出
版社2008年版）、《网络传播学》（合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编营分离制度为何可能被
逐利的美国新闻业主接受》、《财产权与财产权屏障下的言论出版自由》、《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路
径依赖现象》等。
参与或主持过国家社科、江苏社科等各类别的基金项目，现任教于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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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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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按照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或进步时代实际上属
于美国历史上的制度调整时期。
在历经艰难的建国、内战等重大历史阶段之后，民主政治和工业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基本的政治经
济制度。
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这种基本制度不断遇到新的问题，也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和新的社会
冲突，因此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一开始是带有自发性的，即主要来自民间。
当然，即使来自民间的、自发的制度调整，最终仍需要由政府予以肯定，由议会制定法律，但这并不
是否定民间行动的积极意义。
例如，企业制度的完善、市场信用体系的建立、社会公益事业的开展等等，都属于制度调整之列，但
都是民间自发调整在先，议会法律制定在后。
又如，全民普选制度的实现和政党通过公开竞选方式组成政府以及选民对政府官员行为的监督等等，
情况也如此。
这些制度调整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已陆续实现了。
　　厉以宁认为，“制度调整和制度更替不同。
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被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所替代，称作制度更替。
而在一种制度之下可以有不同的体制，不同的体制代表着该种制度下不同的治理方式和不同的经济运
行方式。
从一种体制转换成另一种体制，称作制度调整。
制度调整是在同一种制度之下进行的。
体制转换了，但制度并未改变，这种变化只不过是制度本身的一种调整而已”。
因此，“从制度调整的角度考察已往的历史，我们可以对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变迁以及历史的连续性
等等有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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