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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互联网上的表达自由：保护与规制》是以宪法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重点探讨互联网上
的表达自由在行使中是否需要限制和如何限制的问题。
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一个与实体社会相对应的虚拟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另一个侧面。
虚拟社会的产生，表达自由获得了新的内容。
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表达自由中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几乎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得新的表达方式。
互联网颠覆了关于表达自由限制的传统理论。
虽然在互联网上行使表达自由也需要遵循必要的法律限制，但是由于互联网在信息传播技术方面所具
有的独特优势，有关表达自由的一些传统限制手段和措施在互联网环境下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互联网上的表达自由：保护与规制》在对国外和我国关于互联网上表达自由的保护和规制的研究的
基础上，对于如何保护和规制我国互联网表达自由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提出了制定《互联网
言论自由保护法》的思路。
互联网的虚拟世界是一个全球性的世界。
互联网上的表达自由的保护和规制，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互联网上的表达自由：保护与规制》对于互联网上表达自由的研究无疑具有创造性的贡献，丰
富了宪法学关于表达自由的理论，对我国加强互联网上表达自由的保护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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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惟勤，男，于1968年闰七月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因相隔39年始有一个闰七月，故，至今方过得一
个真正之生日，有望能过得第二个，恐第三个断无可能。
性素喜静，读、思、写为平生之所好；然，少小家贫，无法深造；又，无法忘怀心中奢望，只得，边
工作以养家糊口，边拨冗以潜心苦读；辗转拜师，坎坷求学，白云苍狗。
幸得诸恩师以及苍天眷顾，终于不惑之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
的法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宪法基本理论之人权理论之网络表达自由；又以一位年近半百的老头的
身份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略窥中国社
会科学之宪法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最高殿堂之门径。
现，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的宪法理论的中国化发展。
希冀苍天佑护，能安安静静地读书，踏踏实实地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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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随着网络论坛、博客和微博的出现，中国百姓越来越多地通过这些新的网络沟通途径表达愿
望。
这些留言和建言，无论是尖锐犀利、理性平静，还是积极乐观，往往表达了群众对现实生活的真实体
会，传递出强烈的意愿和诉求。
新华网发起的“2011全国两会——我向总理说愿望”网络调查，有超过14万的网友热情留言、倾诉心
愿。
温家宝总理2011年2月27日在新华网进行在线访谈时，数十万网友向他提出了问题。
“总理在线回答网友提问，使百姓能够直接地反映问题，不需要越过很多的级别，这是一个很大进步
。
”网友们对这种有别于传统的建言献策方式赞誉有加。
这是温总理第三次在新华网跟网友交流。
这三次交流都在两会之前进行，相当于拉开了两会的序幕。
这三次交流意义重大，总理可以在两会前直接听到来自民众方方面面的问题。
总理第一次说“感到有点紧张”，第二次说“感到十分珍惜”，而第三次说的是“感到责任重大”。
现在两会和网络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两会也可以称为网络时代新的两会。
网络在一定意义上驱动两会制造一些新的议题。
至少从7年前开始，在两会数千名代表委员身后，就增加了一个新的群体：网民。
他们使用互联网来关注这个国家的发展与进步。
每年3月上旬前后，各大网站也会充分调动网民们的积极性，不仅“我有问题问两会”，甚至还会有
“网络提案”等内容在人民网等政府网站公开征集网友签名“提案”。
网民们纷纷在网上献言建策。
2011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不仅是总理，众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开始利用微博等网络手段广征民
意，丰富提案，将网络当作征询公众意见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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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互联网上的表达自由:保护与规制》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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