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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政治與法律》作者黃炎東教授長年在大學從事政治、法律研究及教學工作，同時

也具備媒體與政治的實務工作經驗，是以對媒體、政治與法律三者關係之密切及其相互間之影

響以及三者對我國民主化與現代化提升之重要性，均體會甚深。

基於一個法政學者熱愛斯土斯民之道德使命感，黃教授深切地體悟到媒體、政治、法律三

者的互動關係至為密切，對國家之民主化與現代化及人民基本權利之維護至為重大。但三者若

要真正達到福國利民的預期指標，沒有輔以倫理道德規範之實踐，是難以掌握其核心價值與實

踐功能的。因為，一個具有良好道德修養的政治人物，其一切施政必能以人民的福祉為前提。

一個具有倫理道德的執法者，必能公正的執法，以維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而一個具有倫理

道德的媒體人，在從事大眾傳播工作時，必能真正秉持公平公正客觀平衡的態度做報導，並且

秉持「超越黨派、嚴守中立」的堅定立場，不但能善盡滿足讀者知的權利，更能善盡其社會責任，

引導社會健康的輿論、淨化人心，形塑良好的社會風氣。換言之，萬事皆需具備正信與正念的

倫理道德，俾使我們的國家社會達到真善美聖之理想境界。媒體的政治傳播力量是無遠弗屆的，

從事政治活動之人物與法律的關係極為密切，且媒體與政治公關更是政治人物不可或缺的重要

課題，政治人物為社會之群倫表率，法律是政治的最後一道防線，傳播媒體對政治的影響甚大，

政治或企業皆希望能獲媒體青睞的正面報導宣傳。

誠如作者的恩師──政治學巨擘呂亞力教授所言，從臺灣民主化萌芽而開花結果以至今日

之大樹成蔭，作者的健筆不曾停過，他的文章伴隨此一時代之脈動而發展，對民主化之推動亦

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本書包括三個主題：媒體必須善盡社會責任；民主政治必須真正為民眾

提高福祉，不能淪為政客謀取私利之工具；法律若要發揮良好的作用，不能僅靠完備之法條，

而必須依賴品格良好、盡職負責的司法人員。誠如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長謝顒丞博士所言，此

書以西方政治學經典著作英國自由主義大師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論」與「代

議政治」為基礎，以波特．史蒂瓦特（Potter Stewart）的「第四權理論」為架構，發展出如何

平衡法律、政治與媒體之論述。又誠如東吳大學校長潘維大博士所言，本書以眾位大師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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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經、實務論證為緯，緊扣當前重要國際、社會議題，作者凝聚數十年教學、研究之精華，化

為珠璣文字，為混沌不明的時代高舉道德的火把，為正義留下明快的註解。

作者黃教授秉其多年深厚學養與實務探究，特別著重於新世紀媒體、政治與法律三者關係

建構之研究而為此書。由於黃教授在自由觀之研究及言論自由之探討，深得其精髓，著墨甚多；

此書內容豐富，涵蓋媒體與政治公關策略、媒體之社會責任與言論自由之平衡、媒體與政治、

法律道德核心價值與實踐功能、政黨政治的真諦及究實媒體的風範等。諸多面向的深入研究，

得以發揮啟迪學術真知之內涵，並彰顯黃教授畢生所研究之精華。目前我國政治正走在國家轉

型及社會正義的潮流之際，黃教授秉其畢身從事高等教育，愛國愛鄉之信念，以崇高之道德勇

氣、傳達因世之道與學術真諦，期盼得在此社會遽變之際給予眾人彌新之啟發。

本書包括三十九章，附錄列十一項與媒體有關之法律供讀者參考，內容豐富涵蓋範圍及層

面廣，其中單元一、傳播媒體的核心價值與實務功能，二、媒體應提升媒體報導品質以善盡社

會責任，四、強化媒體輿論導引功能以重建富而好禮、風俗敦厚的健康社會，七、媒體應發揮

高尚倫理情操以建立高品質的政治體系，八、從政黨政治的真諦論媒體人的良好風範，十一、

媒體、政治、法律與倫理道德之核心價值與實踐功能，十二、自由的詮釋 --穆勒之自由論，

十四、言論自由權範圍之探討，十五、為言論自由與名譽維護尋求一個合理之平衡點，十六、

對「言論免責權」的基本認知，十八、從憲法與國際人權公約論言論自由之保障與限制等單元

更是精華所在。與媒體相關之法律簡要列舉如下：憲法第 11條、15條、23條、刑法（誹謗罪）、

民法（侵權行為）、通訊傳播基本法、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電信法、

著作權法、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

在本書中，媒體、政治與法律三者之間環環相扣關係密切，微妙與靈活卻不流於純法律書

籍之僵硬，論述生動卻不流於一般教科書之呆板，其最大特色為各個單元、章節皆精心編排，

且理論與實務並重，相互為用。在這一切講求主權在民的時代，與媒體建立真正的良好關係，

亦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必須仰賴長期的經營，懷抱誠懇服務之情懷，與掌有第四權的無冕王

朋友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黃教授匠心獨具，勁道十足，《媒體、政治與法律》可提供讀者多層面之應用，讀者得以

在各單元、章節融會貫通三者之關係，吸收其精隨將會有很大助益。此外，黃教授以淺顯的文

字，闡釋了自由、人權的理論，這些論述，對於一些關心國事的讀者應該是很有用的。他的一

些談論臺灣政情發展的文章，能讓我們一窺臺灣民主化的軌跡，這是讀這本書的另一種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