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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文明视阈下舆论监督法治建设研究》揭示在中国积极探索新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与舆论监督法治互动互构，从而形塑中国新闻舆论监督法治体系。
首先聚焦于舆论监督的宪政理论基础，着力探讨舆论监督法治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进而概括舆论监督法治建设的三大基本关系，归纳舆论监督法治建设三大基本机制，提出舆论监督法
治建设的旨趣问题：价值维度和基本原则。
最后，指出中国舆论监督法治化路径选择在于制度层面和社会层面两个方面，强调不但要有法可依，
体现法律对新闻言论生存空间最大的保护，而且还要体现在社会基础层面对法治化的支持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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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双阁，河北邢台人，新闻学博士，律师，河北经贸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系河北省特色专
业新闻学（经济新闻方向）负责人，河北省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创新高地（新闻传播与中国语言文化交
流教育创新高地）建设的学术骨干，校级重点发展学科新闻传播学新闻理论方向学科带头人，青年科
研标兵，多年优秀教师称号获得者，有着长期的新闻法制研究经历。
近5年来本人主持或参与了10余项国家、省部厅级课题，发表30余篇有影响的文章，出版合著：《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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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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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媒与司法的一致性既体现在实践中的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相互支撑又体现在价值理念的趋同性
还体现在功能上的互补性。
实践中的相互支撑是通过以下两方面展现的，一方面，司法独立有助于保护新闻自由。
相对于行政机关，大众传媒处于弱势地位，当行政权力对新闻自由予以压制或侵犯时，大众传媒只能
通过独立、公正的司法活动获得救济。
在英美法系国家，当宪法或法律疏于对新闻自由的保护时，司法可通过判例推动这方面的立法保护；
在我国则是靠司法解释来起到这种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新闻自由亦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
大众传媒的自由评说司法行为，既有助于增加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起到
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的作用；又有助于为间接参与司法过程提供条件，从而降低司法々横和武断的可
能性，最终实现司法的公正。
还有，民众对司法现状批评的本身就说明对司法体制内部监督不足也存在不满，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
中国司法体制内部的监督并未能取得广大民众的信任，因此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的侧重点无
疑转到司法体系外部监督。
而新闻舆论监督被公认为司法体系外部监督的常规的、基本的形式。
也就是，在法院面对行政力量干预司法公正而束手无策的时候，新闻自由即可为之寻找民意的依托。
　　传媒与司法作为现代社会两个重要的结构，其功能首先与它们的各自的规范性价值相关。
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在价值层面上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这表现为它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对人本
的关怀和对人权的保障。
因为，在宪政国家依据人权理论，所有的权利郁是因人权而生，所有的权力都是为人权而设。
具体而言，这两者在价值层面的一致性表现有三：第一，相同的目的，即关注民众的权利。
司法的职能在于解决公民间以及公民与政府间的纠纷，依据法律来保护公民权利，而传媒则一旦发现
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现公民的权利没有获得司法公正保护，便通过报道与批评的方式，来迫使侵
害方自动停止侵权行为或迫使司法机关自动纠正错误行为，或引发正常的体制性解决程序的启动。
第二，相同的信念，即追求公正。
司法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传媒则追求的是道德上的公正。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文明视阈下舆论监督法治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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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