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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华 

对于传播法的研究，涉及到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甚至经济学领域，是多种学科的结合点。在中国，这一领域的研究文

章和著作并不多，其研究力度、深度及广度更是在不同程度上存有缺憾。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吴飞教授推出的专著《大众传播

法新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以下简称吴著）作为一部较系统而全面研究传播法理论的拓新之作，不仅建构了大众传播

法理论的一般基础理论，还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探讨了许多现实性问题，为同类作品中的优秀之作。 

一是视野宽阔，整合力强。当代中国，关于传播法的研究，主要是由政治学界、法学界、新闻传播学界来推动的，在方法、资料等

方面借鉴了西方学者既有的成果不少，但在时代背景、思想来源、及理论基础方面，与西方国家的研究又有所不同。中国学者和西

方学者一样，在传播法的基本原理方面投入较多，在实例分析方面做的工作较多，但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以及对各当前各种现象内

在矛盾的深刻分析，这使得一些研究流于表面和形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传播法研究的复杂性，涉及学科的多样性，是两个

重要的原因。《大众传播法论》显示了作者宽广的视野和整合各学科知识的能力，这是该著作能脱颖而出的基础。 

二是宏观和微观、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作者以发展的眼光和战略性的思维，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敏锐地抓住了人类进入信息时代、

网络经济迅猛发展、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的现实，敢于站在大众传播法研究的潮头，大胆地进行探索和创新，从而建构了现代大众

传播法问题研究的较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吴著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以当前的典型案例来分析新闻

传播活动应该注意的一些具体问题。一方面他关注到世界其他国家的立法现状，另一方面他分析的立足点是国内的传播法理论和实

践，针对中国传播法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反思，找出了不少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了甚为为宝贵、中肯的建

议，为中国的传播法建设引路，对中国当代的法制化进程有所帮助，这是一种对理论的升华，对实践有着很大的指导作用。所有这

些，充分反映出该书作者能够直面新的世纪，不墨守成规，其研究工作体现出时代性，把握了规律性，具有一定创造性。 

三是旁引博征，内容充实。一部优秀的学术要求作者必须具备相当的学术修养、积累。吴著中书中参考文献多达83部，论文42篇，

这不能不使人对作者的知识渊博而赞叹。大量的注释，众多的参考文献，以及最终转化而成的丰富内容，都显示了作者在这一研究

领域深厚的学术积累，既体现了作者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还可以使读者对哪些是作者对前人某些观点的扬弃，哪些是作者本人

的见解一目了然。 

当然，《大众传播法论》只是一种大胆和有益的尝试，书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比如限于国情和时代背景原因，一些内容没能

充分展开；再如，书中没有论及广电法规，影响了书的全面性。然而，暇不掩瑜，《传播法新论》所显示的巨大的思想理论活力和

深厚的学术功底，不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为此研究领域增添了一项有重大意义的成果，而且对于我国推动此研究也有积极的意

义，更为重要的是，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法制化进程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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