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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自由与信息安全》是关于研究信息自由与信息安全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信息自由的
功效、信息自由中的“义务与职责”、政党政治制度对信息自由的保护、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内容安全
监管体系等内容。
　　《信息自由与信息安全》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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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诽谤与公然侮辱的比较1.诽谤与公然侮辱的区别就广义的差异而言，诽谤（Libel）侵权
行为包括印刷品、相片、绘画、电影、展板、甚至雕塑等多少具有永恒性质的诽谤性意思表示；而公
然侮辱（slander）则包括较为短暂的诽谤性意思表示，例如言语、手势和手语等。
这种区分源自普通法院对诽谤案件的审理历史。
最初，英格兰普通法院管辖侮辱案件，后又从星法院（Star Chamber，以独断、不公平而臭名昭著的民
事法庭，于1641年被撤销）接过对出版物诽谤案的管辖权，但普通法院始终维持这两种管辖规则的相
互独立①。
十七世纪末期时，资讯工具非常有限，因此对公然侮辱和诽谤加以区分并不困难。
但是，时代发展到以电视、电话、收音机、电脑和互联网通讯的电子时代，上述区分方式就显得陈旧
了。
事实上，法院也从未赞同过以传播媒体的不同对诽谤行为进行分类的方法。
不同的法院对来自不同媒体的诽谤行为做出了不同的认定，有的法院可能将通过广播传播的破坏声誉
行为认定为公然侮辱，有的法院则可能认定为诽谤。
而有的法院为了寻求个案之间更细微的差别，可能将宣读文稿的破坏声誉行为认定为诽谤，而对文稿
的即兴发挥行为提出的控诉就可能被认定为公然侮辱。
更有不少法院为了避免区分的麻烦，径行将来自电子媒体的破坏声誉行为笼统地归为“新侵权行为”
。
目前的现状是，法院对来自新媒体的损害声誉行为一般不进行上述区分，而是将重点放在媒体上。
在早期，法院通常将书面破坏声誉的行为列为诽谤，并对之课以罚金、监禁等较重的刑罚。
其原因是这种破坏声誉行为的损害效果持续时间长，散布范围广，对被害人伤害程度大。
现在，就散播能力来说，电视、广播和互联网都有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与广度。
因此，法院基本上同意根据媒体进行分类的方法，而不考虑破坏声誉的行为是对文稿的宣读还是即兴
之作。
由于诉请特殊损害赔偿的必要条件依赖于对侵权行为的分类，因此，在诉讼中对破坏声誉的行为进行
分类仍然不可避免。
一般来说，被告破坏声誉的行为如果被认定为诽谤，则原告无须对因此而遭受的金钱上的损失加以证
明。
相反，如果该破坏声誉的行为被认定为公然侮辱，则原告必须举证证明其因此而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
。
实践中，许多公然侮辱的诉讼都被律师在办公室予以劝阻，因为原告律师往往发现其客户并没有遭受
实际损失，而使其客户打消争讼于法庭的念头。
由此可以推断，对公然侮辱案件而言，金钱上的损失显然是必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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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自由与信息安全》是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自由与信息安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