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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正当中国与东盟各国形成稳定健康的战略伙伴关系之际，我校以经济学、经济管理、国际贸易等
经济学科为基础，整合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文学、新闻学、外语、教育学、艺术等学科力量
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批准于2005年成立了广西大学中国一东盟研究院；同时将“中国一东盟经贸合
作与发展研究”作为“十一五”时期学校“211工程”的重点学科来进行建设。
这两项行动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要加强中国与东盟合作研究，发挥广西大学智库的作用，为国家和
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服务，并逐步形成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高水平的文科科研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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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易文，1968年出生，重庆人。
历史、文学双学士学位，新闻学硕士，传播学博士，现任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2008年2-7月在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人文与社会大学学习语言和收集资料，此后多次赴越南调研。
在学术刊物发表新闻学专业论文20余篇；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西区哲学社科项目各一项，参
与并完成厅、自治区级社科项目和国家社科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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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越南的独特国情规定着新闻传媒的性质第一节 历史文化：长期战争的历史及悠久多元的
文化第二节 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深受国际因素影响的国家发展进程第三节 独特的国情影响和制约着
新闻传媒的性质和发展第二章 1945年前的越南新闻传媒第一节 由法国殖民者开启的越南传媒第二节 
革命报纸的诞生和发展（1925-1945）第三章 抗法战争时期的越南媒体（1945-1954）第一节 北方的媒
体第二节 南部的媒体第四章 抗美救国战争和北方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事业（1954-1975）第一节 
北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报纸第二节 抗美救国期间（1965-1975）的越南新闻媒体第五章 统一后到革新
前的越南新闻媒体（1975-1986）第一节 革新前以胡志明、长征为代表的越南共产党新闻思想第二节 
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正式确立（1975-1980）第三节 新闻传媒革新的先声（1980-1986）第六章 越南新
闻传媒革新的开始（1987-1991）第一节 “人民论坛”观的提出第二节 1989年《新闻法》第三节 “访
事”的兴盛及《前锋报》选美大赛第七章 收紧与调整（1992-1997）第一节 苏东剧变后媒体的收紧与
调整第二节 媒体走向市场第八章 1997年至今第一节 新闻媒体的快速发展第二节 新闻传媒的进一步市
场化第三节 越南共产党对新闻传媒的领导与调控的加强第四节 《新闻法》立法与实施中的困惑第九
章 媒体反腐败功能的强化第一节 “新闻传媒是四个社会监察系统之一”的提出第二节 越南媒体反腐
败的再度勃兴第三节 越南媒体反腐的动力机制分析第四节 越南对媒体反腐报道的管理第十章 媒体“
社会反辩”功能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节 “社会反辩”的定义、提出及参与主体第二节 激进的尝试：新
闻传媒对党的决策的参与第三节 新闻传媒对政府决策的参与第十一章 越南新闻教育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越南新闻传媒研究>>

章节摘录

　　3.对新闻自由权的规定　　（1）对人民的传播权和接近信息的权利的保护　　如明确肯定人民享
有新闻自由权和在媒体上的言论自由权。
具体体现在公民有通过报纸获取信息的权利、有向报纸提供信息的权利，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参加政
策、法律建设的权利，有通过报纸“对国家法律、党政政策、主张和路线有权表示自己的意见、看法
，对各党组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与各组织成员进行建议、批评、诉讼”的权利。
提供给新闻媒体的信件、文章、图片和作品不必通过任何国家组织、个体的检查，但要对法律负责。
（第4条），同时明确了新闻机关和新闻工作者有责任实现公民的以上权利（第5条），并且规定媒体
要对信息来源进行保护（第7条）。
　　（2）赋予媒体相对独立的权利　　除了序言部分规定“制定本法的目的是为保障新闻自由权利
，公民在媒体上的言论自由权，符合社会需要和人民的利益”外，在总则部分再次强调“国家为公民
顺利实现新闻自由权、新闻言论自由权以及为新闻媒体发挥自身作用创造条件。
国家支持新闻报道、记者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任何组织、个体不得妨碍新闻报道和记者的活动。
同时，杜绝滥用新闻自由权、言论自由权侵犯国家、集体与公民的利益。
新闻报道播放、印发之前不必受到任何检查。
”（第2条）　　总编辑拥有一定独立的权利。
第13条规定，“总编辑负责指导与管理新闻机构的全部工作”，并明确规定主办单位在“与国家新闻
管理机关交换意见后，对直属新闻机构负责人进行选任、免职、辞退工作”。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越南新闻传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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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