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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出版业的规制方式及行业自律   

浏览 :   

日本出版业在规制方式上的变化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分界点的。

在二战前的日本，出版业和新闻、广播业同样，受到了来自政府的直接管制。

在管制方式上，不仅有《出版法》等专门的法律，警察机关还可以根据《治安

维持法》等法律对出版社做出禁止销售和没收出版物的处罚。正是出于这种对

二战时言论统制政策的反省，战后的日本宪法第21条规定了“保障集会、结社

及言论、出版等一切形式的表现自由”，（21条第1款）并且“不允许对其进

行检阅”。（21条第2款）这就意味着，在出版物公开销售之前，警察等国家

权力机关不能对出版物的内容进行检查和阅览，不能对出版物做出停止销售的

决定。与新闻和广播电视相比，出版业可以说是三者中间最自由的行业，这种

自由表现在没有专门的法律和专门的政府监控部门，可以自由地设立出版社，

可以自由地发行出版物等方面。然而，事实上在对出版物内容的表达方法上，

国家的公权力还是以各种“合法”的方式对出版物进行间接的调控。之所以对

合法二字使用引号，是因为这些调控方法在形式和手续上是合法和无懈可击

的，但在参照宪法第21条的条款做出判断时，却能看出理念上的非合法性。例

如文部省依据学校教育法对教科书实行“检定”及法院依据一般法对出版物做

出禁止发行的决定等，都体现了这些行为与宪法第21条的根本精神“表现自

由”及“禁止检阅”条款的矛盾性。 

 

总体来说，日本公权力机关对出版业进行调控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其内

容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以使其符合公众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调控方

法上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方式：第一，法律调控，即以各种一般性法律

对出版物的内容做出限制；第二，政府的公权力机关的介入，即文部省、法院

和警察机关等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依法对出版物实施监督；第三，

行业的自律，即出版业通过自身的行业组织制定出行业必须遵守的伦理纲领并

以此对出版活动进行自我约束。 

 

 标题  关键字  

热点聚焦

全国出版社网站建设工作交流

会 

第三届中国传媒创新年会 

中国出版走出去 

第1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2007北京国际出版论坛 

第9届中韩出版学术年会 

第2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 

2007报业经营模式创新论坛 

第17届全国书市 

第2届中国传媒创新年会 

专题集锦

出版业改革30年专题 

回眸2007 

中共十七大专题 

出版发行业诚信体系建设专题 

出版蓝皮书专题 

农家书屋专题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专题 

出版集团建设专题 

民营书业专题 

优秀出版科研论文评奖专题 



一、法律调控 

 

一般性法律对出版物内容的限制体现在保护青少年、对性表现的限制和对

隐私权及个人名誉的保护三个方面。 

 

1.对青少年权益和身心健康的保护 

 

在保护青少年的权益和身心健康方面，首先是日本各地方政府为了取缔色

情杂志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纷纷制定了青少年健全育成条例，对包含了危害

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性表现及残酷的表现等内容的作品的销售、借阅等做出了限

制。例如在《东京青少年的健全育成条例》中，对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图书

及电影的定义为：“明显地刺激了青少年的性情绪，或者显著地助长了青少年

的残虐性等有可能阻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内容。”被指定为有危害性的图书和

电影的种类包括了书籍、杂志、文章、图画、照片、录像带及VCD盘和电影胶

片等，报纸、电视和广播没有被列入其中。对于被指定为有危害性的图书，除

了规定不允许向青少年进行销售、散发和借阅以外，也不允许给青少年以接触

和阅览的机会。对于违反条例和无视警告的人或团体，将处以30万日元以下的

罚款。 

 

在各地方政府制定了各自的青少年健全育成条例以后，日本政府也开始加

强对青少年的保护，并于1999年实施了《儿童买淫、亵渎儿童处罚法》①，该

法在对出版物的规定方面，明确规定刊载了亵渎儿童内容②的杂志等出版物将

受到处罚，销售和散发这类出版物的从业人员将被处以3年以下的徒刑或者是

30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另外，日本的少年法第61条在禁止对违法少年进行推测性报道的同时，还

禁止公布少年的姓名、照片等特定内容，其目的是为了给少年重返社会创造条

件。同法还在第22条中规定对少年审判是非公开的，禁止报道机关进入审判法

庭。然而，对少年过于宽容的法律却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少年恶性犯罪的增

加，近年来有关少年恶性犯罪的案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些案件的处理过程

不断地被媒体报道，少年犯罪的受害者公开表达对量刑过轻的不满，公众也纷

纷质疑法律的公正性问题。2003年12月警察机关开始放松管制，允许报道机关

对逃跑中的恶性少年犯罪的罪犯进行真名实姓、公开罪犯照片的报道。 

 

2.对性描写的限制 

 



对于性描写的限制是通过刑法来实现的。在某一文章、绘画、照片或电影

被认定为是猥亵作品之后，刑法第175条做出了如下的规定：“散发、销售猥

亵文章、书籍及图画等作品，或者是进行公然展示的人或组织，将被处以2年

以下的徒刑或25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以销售为目的，持有这些猥亵作品的人

也将受到同样的处罚。”在对猥亵作品的定义上，则依据了最高法院在1951年

对“星期天娱乐事件”一案中对猥亵作品的认识。在该判决中，提出了“猥

亵”的三要素：①故意地唤起或刺激他人性的欲望；②损害了普通人的正常的

性方面的羞耻心；③与善良的性道德观念相抵触。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开始流行拍摄和出版裸体写真集。1991年日本

著名的摄影家篠山纪信拍摄了模特樋口可南子的裸体写真集以后，包括岛田阳

子、松尾嘉代在内的日本著名女演员也纷纷出版了各自的写真集。针对这种情

况，日本警视厅保安科对出版写真集的出版社提出了警告，要求其进行自我约

束并停止继续出版这类出版物，1994年还以出版猥亵作品为由逮捕了出版社的

社长并对销售公司进行了公开搜查。 

 

对于作品猥亵性的判断实际上是以社会的良识和公认的道德准则作为标准

的，这一标准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总体趋势是趋向逐渐放松衡量

的标准并从对文字作品的限制转向对照片、绘画作品的取缔方面。 

 

3.对隐私权和名誉的保护 

 

对于个人名誉的保护体现在日本宪法第13条和刑法第230条中。宪法第13

条规定，“所有的公民作为个人都将受到尊重。公民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

的权利在不违反公共福祉利益的前提之下，在立法和国家政治方面都有必要受

到最大的尊重。”与此同时，刑法第230条就诋毁名誉罪做出了如下的规定：

“公然提出事实诋毁他人名誉的人或组织，不管所提出事实是否存在，都将被

处以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5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精神损失费根据民法第710

条规定进行处理） 

 

与以执法部门警视厅为主体进行的保护青少年及限制性描写的强制性手段

不同，对隐私权和名誉的保护是以司法机关各级法院为主体展开的，它要求各

级法院通过对各种诉讼进行判决及根据民法做出裁决，向被害者支付精神损失

赔偿以体现保护个人名誉的理念。这种案例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为对犯罪嫌疑人所进行的视为犯人的报道方式。在案件的真正犯人



尚未确定之前，报道机构就开始了将其视为真正犯人的诋毁名誉的报道。然而

当案件判决时，嫌疑人并非真正犯人的判决结果势必使报道机构陷入尴尬的境

地并受到控告。最为突出的例子为因为杀害妻子的嫌疑被起诉的被告人三浦和

义以诋毁名誉罪从1984年到1994年末对周刊杂志、电视台、报纸的各类报道进

行了超过200件的提诉，在地方法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所作出的120件判决

中，媒体方为42胜78败，胜诉率只有35%，这充分暴露了媒体在犯罪报道方面

的问题，也为后来犯罪报道方式的改善提供了契机。进入21世纪，周刊类杂志

又创下了日本大众媒体界因诋毁名誉而进行赔偿的赔偿额最高记录。2000年5

月，周刊画报《FORCUS》报道了熊本市医疗团体理事长夫人等4人的交通事故

死亡存在着理事长因保险金而杀人的嫌疑。在2003年10月30日东京高等法院的

判决中，周刊画报因诋毁名誉罪被判处支付赔偿费1980万日元。 

 

第二类案例为对与刑事案件没有直接关系的嫌疑犯的家属或非公众人物进

行的展示生活细节和个人隐私的报道方式。最近发生的最为典型的案例为2004

年3月日本著名政治家田中真纪子（原首相田中角荣的女儿）的女儿对刊载了

个人私生活文章的杂志《周刊文春》进行的诉讼。该杂志对田中真纪子女儿的

离婚问题进行了报道。作为政治家的田中真纪子是公众人物，然而她的女儿并

非公众人物，对非公众人物个人隐私的报道势必侵犯了个人隐私权，东京地方

法院于3月16日做出的停止发行的判决正是体现了保护个人隐私和名誉权的司

法理念。 

 

第三类案例为对肖像权的侵犯。这类案件的典型事例是周刊画报的摄影记

者在没有得到对方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偷拍并将拍摄的照片刊载在杂志上的行

为。根据最高法院在肖像权问题上的判决，肖像权作为个人私生活自由权之

一，任何人都不能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其容貌和姿态进行拍摄。 

 

二、公权力的介入 

 

对出版业有约束力的公权力机构主要有政府机关的文部省、执法部门的警

视厅和司法机关的各级法院。这些公权力的介入都是依法进行的，因此具有完

全的合法性。警视厅和司法机关的作用体现在通过对法律条款的解释和执行达

到上述的“法律调控”的目的。而文部省对出版界的影响则集中表现在对教科

书的审定制度方面。 

 

现行的教科书审定制度是根据1947年颁布的学校教育法制定的。③这一法

律规定，民间出版社的教科书必须提交给文部省进行审定并在得到批准后方可



发行。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必须遵循日本学校的教学基准——《学习指导要领》

及《教学用图书审定基准》④等进行。在出版社的教科书编写工作完成以后，

出版社须把教科书样本提交给文部省并申请得到审定。在文部省，由教科书图

书审定调查审议会依据《教学用图书审定基准》对教科书内容进行审查。根据

审议会的意见反馈，文部省会通知出版社对不合适的措辞进行再次修改。修改

后的教科书再次由审议会进行审议，如果认为不恰当的地方都已经修改完毕，

就可以向文部省提出报告，并由文部省来决定审定是否通过。 

 

日本自古以来就保持着重视教育的传统，各个时代的政府一向认为“教育

是百年大计”，而教科书又是教育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工具，对教科书的控制即

意味着对下一代思想的控制。二战结束以后，虽然政府不再直接编写教科书，

但却通过教科书审定制度获得了教科书的审定和发行许可权，从而继续了对教

科书的控制政策。 

 

三、自主规制 

 

行业内部的自主规制是指出版社、销售公司和书店通过各自行业公认的认

识和独立自主的判断来对各自行业进行规制的方式。采用这一方式的目的在于

以自我防卫的形式预先消除内部隐患，不给公权力机关以介入行业内部事务的

借口，进而维护出版业的独立性。 

 

行业内部的自主规制是通过行业团体的活动和出版社、经销公司及书店的

独自判断来进行的。出版行业中最具影响力的四个团体为：日本杂志协会、日

本书籍出版协会、日本出版销售协会和日本书店商业工会联合会。这四个出版

团体都制定了各自的伦理纲领——《杂志编辑伦理纲领》、《出版伦理纲

领》、《出版物经销伦理纲领》和《出版销售伦理纲领》，其中的《出版伦理

纲领》是日本书籍出版协会和日本杂志协会共同制定的。除此之外，日本杂志

广告协会还制定了《杂志广告伦理纲领》，进行杂志广告方面的自我约束。 

 

在《出版伦理纲领》中，提出了在为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做

出贡献的同时，还要坚持言论出版的自由并尊重个人名誉的主张。《杂志编辑

伦理纲领》则从言论报道的自由及尊重人权与名誉、尊重法律、尊重社会风

俗、保持品位五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出版物经销伦理纲领》是经销企业

在职业理想、尊重公共利益及与出版界的共存共荣三个方面提出的伦理准则。

《出版销售伦理纲领》则是书店业同仁为实现公益的使命而提出的拒绝有害出

版物、尊重言论出版自由和维护公正销售秩序的宣言书。 



 

出版四团体在拥有各自伦理纲领的同时，在“青少年与伦理”的问题上，

还于1963年12月成立了出版伦理协议会，并从保护青少年的角度对各团体的构

成会员提出各种劝告和建议，敦促各社遵守伦理纲领。在对外接触上，则和全

国的要求强化出版物管理的青少年团体、地方政府及治安当局进行广泛的协商

和交流，在听取对方意见的同时也努力增进对方对“出版的自由和责任”的理

解，从而营造有利于出版社顺利发展的氛围。 

 

出版界在通过协会、协议会等组织进行业界内部伦理和道德自我约束的同

时，大型出版社、经销商及书店还为了确保读者购书时间上的公平性，自主地

确立了“同一地区同时间销售”的原则。作为大型出版社的小学馆、讲谈社、

集英社，它们都出版着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周刊漫画杂志，这些杂志一旦被

放到书店的书架上，立刻会引起希望尽早得到这些杂志的青少年们的抢购。各

出版社虽然指定了销售日期，而对于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来说，经常有青少年

为了早几个小时看到自己喜爱的漫画杂志不惜深夜凌晨来购买，这显然影响了

青少年的作息时间。为了杜绝这一现象，这些大型出版社进行自主规制，在人

口密集的首都圈，指定各便利店要在销售日的早晨5点才能开始销售。作为经

销商，通常是先把大量发行的月刊杂志发送到偏远地区，以使这些地区的居民

能够和大都市的居民一样在同一天买到自己喜爱的杂志。 

 

除了上述三种自主规制的方式以外，社会各类组织和团体也会对出版业施

加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来源于党派或右翼团体等政治组织，也来源于市

民团体或广告机构，其中最典型的运动为1990年夏季的由家长和主妇组成的市

民团体发起的“反对有性描写的漫画”运动，在这场波及全国的运动中，出版

社纷纷进行了取消销售计划、停刊和强化审阅等自主规制，同时作为销售主要

场所的全国便利店也自觉地对有害漫画采取了停止销售的措施。 

 

总体来说，日本的规制方式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出版业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协

调的关系，虽然在各个细部都存在着不甚合理的地方，但从整体上来看这种规

制方式却维持了一种有序的自由。作为制度体系，总会存在着一些瑕疵，任何

一种制度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日本在决定规制方式的时候，既注意吸收西方制

度中以法律为制约基础的相对合理和先进的部分，又极其重视传统及东西方文

化、道德基准的差异性，并以日本式的道德标准来进行自我约束。正是在二者

兼顾的基础之上，日本出版业形成了极具日本特色的以间接调控和行业自律为

特征的双轨并行的规制方式。 

 



注释 

①该法规定对未成年人进行买淫的行为被视为亵渎儿童的行为，将受到法

律的处罚。 

②该法律把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都定义在保护范围之中。亵渎儿童包括了

在杂志中刊登未满18岁的少年裸体照片等的行为。 

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的教科书一般都是由政府编写的。 

④该基准由文部科学省制定并公布，审定基准除了总则，也就是审查鉴定

的基本方针以外，还由各课程的共通标准以及各课程的固有标准组成，每个标

准由“范围及程度”、“选择/处理以及组织/分量”、“正确性以及表记/表

现”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本文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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