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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版序 

2022年底，OpenAI發布其所研發的聊天機器人程式ChatGPT，此

項嶄新技術的推出，不僅讓OpenAI獲得巨大商業利益，更為人工智慧

之發展開啟新的可能，並深入且重大影響社會各領域。新科技也逐漸

改變通訊傳播產業之面貌，AI的崛起會如何改變通訊傳播產業成為持

續受到注目之焦點。本書為因應此項持續不斷發展之新趨勢，在第二

章增加第四節AI運用帶給傳播法之挑戰，包括AI浪潮下之新傳播模式

以及AI運用對媒體政策與媒體法之衝擊，希望能夠提供讀者對此議題

之初步認識。 

由於通訊傳播法規與實務在2022年至2025年間發生許多變革，第

四版之內容與論述已有部分不符現行法令之處，亦未將許多新的發展

與趨勢納入書中，因此，本書有增修補充之必要。本書盡可能將2022

年11月至2025年4月發生之法令變更、新制定公布之法令與公告之法律

草案、新的憲法解釋、法院判決與行政實務以及重要的學術論著納

入；惟傳播法領域之變化與發展實在過於快速，新的問題與規範需求

不斷持續出現，本書並無法提供即時且全面性之資訊，對傳播法有興

趣者，仍須隨時注意新的發展與立法進度。 

本書之增修，除感謝元照出版公司專業工作團隊之大力協助外，

我的一群助理，中正法研所胡慈珮、林家葳、邱喨翌以及蘇立庭同學

的辛勞校稿，在此由衷致謝。本書雖一再校閱，仍不免有疏漏或不足

之處，尚祈各界先進不吝指正與提供建議。 

蕭文生 
2025年4月於嘉義 



 

 

自 序 

傳播法是我在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行政法各論時所選擇的科目之

一，另一科目為地方自治法。地方自治法固為行政法各論之傳統核心領

域，未選擇警察法、經濟行政法或環境法等古典行政法各論專業領域之

原因來自於小時候之記憶。先父自我有記憶以來即擔任報社的地方記者

與駐地代表，也讓我有機會慢慢認識大眾傳播媒體之運作及影響力。雖

然先父另有其他工作，但對報社活動之熱情與投入，令我印象十分深

刻。後來，報社經營模式改變，與大眾傳播媒體之關係成為純粹之閱聽

人，但對大眾傳播媒體之情感，卻未曾消失。 

1995年第一次開設行政法各論，除當時正熱門之地方自治法外，另

外選擇傳播法，這其中當然有一點私心在。但在民主風起雲湧的時代，

大眾傳播媒體扮演決定性之角色，傳播法制之健全與否，對大眾傳播媒

體是否能發揮其應有功能，至為重要。惟開始蒐集資料後發現，國內相

關文獻有限，國外制度和經驗與我國則有一段差距，並不適宜全盤照單

全收。此外，傳播法所涉及之法領域遠超過「行政法」各論之範圍，包

括民法、刑法、智慧財產權法等不同領域，因此也無法找到適合之教科

書。就在邊教邊學情形下，慢慢累積傳播法應有之骨架與內容。 

2005年後因個人學術行政工作之故，中斷了傳播法之教學與研究。

在隨之而來的時間內，傳播理論、傳播政策、傳播科技與傳播法規有大

幅度之發展與改變。在休息10年後，法學院傳說中的傳播法重新成為

104學年度第2學期法律學系法制組的選修科目，在準備課程資料時才發

現，10年來傳播法之改變是如此巨大，以至於以前的上課資料幾乎無法

再使用，新的議題、文獻與問題，可以說是目不暇給，但也提供再學習

之強烈動機。 



 

 

在一邊上課一邊重新學習下，開始有寫教科書之想法，除將來可提

供上課之用外，主要目的在於打開傳播法的大門，提供有興趣者瞭解我

國傳播法之現狀與法院相關實務，搭起培養深入研究傳播法的橋樑。 

因作者個人時間與能力有限，並無法完整呈現許多基礎理論，特別

是傳播領域之議題；部分說明可能亦欠周延，特別是民法、刑法部分。

因此書中或有諸多缺漏，但希望能藉由此項嘗試，逐步擴大學習與研究

傳播法之能量。 

本書寫作過程較為匆忙，家人之支持與體諒乃是本書問世之重要關

鍵，母親張月雲女士、愛妻則音與兩位小朋友棫庭與棫旂在本書寫作過

程之寬容與鼓勵，在此銘感五內。 

中正大學法研所鄭至柔、段禾芸同學以及我的專任助理彭惟欣小姐

提供許多幫忙，辛勞付出，乃是完成本書不可缺少之助力。元照出版公

司對本書編輯校訂投入之心力及協助，使本書得以順利出版，在此由衷

感謝。本書雖經一再審閱，仍不免有疏漏或不足之處，尚祈各界先進不

吝指正。 

蕭文生 謹識 
2016年6月於嘉義、中正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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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第一節 撰寫本書之目的 

傳播法，以往集中於大眾傳播媒體，現在及未來有較先進的名

稱──通訊傳播法，向來就不是具有精確的定義與範圍，雖然在現實生

活中任何人皆有可能成為傳播報導之客體，基於新科技之賜，任何人也

都可以在毫無困難下成為傳播報導之主體，但對於傳播法的認識卻相當

陌生，此不但在一般人民如此，即使傳播媒體工作者或學習法律者，對

於傳播法亦是一知半解。 

此種現象最主要之原因，首先在於，傳播法所涵蓋的範圍過於廣

泛，並非單一領域之法律可以完全處理，其橫跨憲法、行政法、民法、

刑法、訴訟法、經濟法規等，且在每個法規中都有其重要議題足資討

論，例如，憲法中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廣電自由之討論；行政法中管

制機關、管制措施之設計；民法中人格權保護與傳播媒體報導行為之調

和；刑法中誹謗罪與猥褻出版品散布之爭議；訴訟法中拒絕證言權、搜

索扣押媒體之疑慮；經濟法中對媒體經營行為之規範，特別是公平交易

法。幾乎每個領域都必須耗費相當時間與精力，才能有初步之瞭解。第

二，傳播科技不斷在翻新，法律修正、制定之速度似乎永遠趕不上新科

技之進步，對於新科技所帶來之挑戰，法規範並無法及時回應，最重要

之關鍵在於，法律人對於傳播科技之認識並不足夠，傳播人對於法律之

認知並不完整，以致於在高度需要相互合作之制度及法規設計上，缺乏

必要的共識、溝通工具與共同之語言。第三，由於訓練過程、思維方

式、解決問題之邏輯以及利益考量觀點之差異，即使面對相同個案，適

用相同法律規定，法律人與傳播人之解決方法與答案常常呈現不一致之

情形，因此也加深雙方間之鴻溝，更何況普羅大眾在資訊與知識不足情

形下，更易受到不當影響而產生許多錯誤之認知 

基於上述原因，傳播法雖然非常重要，但由於屬於跨法律及傳播領



4 

 

 傳播法基礎理論與實務 

域之素材，整體性之論述，不論在質與量上，皆遠遠不及於個別議題、

特定法域之專門研究，以致於對傳播法之討論與學習始終有見樹不見林

之不足。再加上對傳播法有興趣者，不限於法律人及傳播人，如何使一

般人及傳播人瞭解法律之內容及適用，而非陷於專業複雜法律問題的長

篇大論；另一方面，又不能僅限於法律條文之簡要說明，使法律人喪失

學習傳播法之樂趣。上述困境對傳播法之學習增加許多難以想像之困

難。 

再加上近幾年來數位匯流趨勢之確立，昔日傳播法之內容及架構受

到極大衝擊，更加深學習傳播法之困難。從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之爭議

亦可得知，相關通訊傳播法規之制定與修正可以引起何等政治與社會風

暴。此外，AI之快速發展，對於傳統大眾傳播媒體之運作、傳播內容之

生成與整個媒體生態產生前所未有之巨大挑戰，翻天覆地的改變使傳播

法面對前所未有的困境。 

本書之目的並不在解決所有學習傳播法會遭遇到的疑難雜症，事實

上也做不到；學術上精彩的論證、國外傳播政策與法制之發展與討論、

亦非本書追求之目標。打開傳播法的大門，提供有興趣者瞭解我國傳播

法之現狀與法院相關實務，搭起培養深入研究傳播法的橋樑，才是本書

撰寫的動機。本書以傳播法之基礎理論為出發點，介紹相關重要之法律

規定以及行政與司法實務之作法或見解，希望能提供給實務界有用，但

也帶有一點學術氣息的傳播法內容。當然本書仍以法律之解釋與適用為

主，傳播理論、傳播政策與傳播科技等專業領域僅於必要範圍內加以說

明。希望透過此種方式，讓各界在討論現有傳播法內容或未來制定新傳

播法架構與規定時，能使用一定程度的共同語言，為變動中的傳播法1

找出最佳的規範模式。 

                                                        
1 有關傳播法涉及之問題，石世豪，傳播法之體系及其挑戰，月旦民商法雜誌，第3
期，2004年3月，第97-1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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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書架構 

全書分為七篇，第一篇名為變動中之傳播法，說明本書撰寫之目的

及架構安排。第二篇為傳播法之基本概念，自大眾傳播媒體之概念及發

展出發，說明大眾傳播媒體意義之變化與不同類型媒體之發展歷程。繼

而自實現人權與監督政府施政、重要之休閒娛樂以及高度發展之經濟產

業之觀點，說明傳播法之重要性。傳播法具有多層次之規範架構，除國

家法令外，媒體之自律規範亦是重要的規範工具。最近幾年來，傳播法

制發展趨勢快速多元，有必要對此趨勢與國內動態作簡要說明，特別是

為因應技術匯流、服務匯流後，產業發展及消費者需要，除2019年6月

26日公布之電信管理法，對我國未來通訊傳播環境與法制產生重大影響

外，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法草案架構、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之討論亦

重大影響我國未來傳播法制之發展。此外，AI興起對於傳播法構成極大

挑戰，相關議題以及可能之解決方案，將會有初步之探討。最後介紹通

訊傳播產業之監理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其權限因數位發展部

之成立而有所變動。 

第三篇討論憲法對傳播行為之保障，以我國憲法上涉及大眾傳播媒

體傳播行為之基本權利為出發點，探討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廣電自

由、通訊傳播自由、工作權與財產權保障對大眾傳播媒體傳播行為之重

要性。第四權理論對於20世紀之大眾傳播媒體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以及曾

被廣泛討論且被賦予極大重要性之接近使用傳播媒體權，在本篇亦有簡

要之說明。最後介紹各種類型與新型態之接近使用傳播媒體權。 

第四篇說明在法律層級對傳播媒體傳播行為之保障，首先，介紹通

訊傳播時代最基本的通訊傳播基本法，繼而針對特定議題，包括意見形

成自由之保障、事前檢查之禁止、拒絕證言權（保護消息來源）、搜索

扣押之限制、意見多元化之保障、資訊自由之保障、著作權法上之資訊

特權加以介紹，並以利用網路資訊與假新聞之處理作為結尾。 

第五篇則探討傳播法上大眾傳播媒體之基本義務，大眾傳播媒體既

享有諸多特權，相對亦負擔許多義務。首先介紹經營許可之義務，繼而

針對提供公共資訊之任務與傳播行為客觀性、真實義務與注意義務、更

正義務、提供相等答辯之義務、節目與廣告分離義務、置入性行銷與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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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廣告、禁止評論義務、節目分級義務、節目與廣告管理、訂立書面契

約義務、財政義務及其他義務加以介紹。 

除傳播法上之基本義務外，傳播媒體亦是國家法律秩序下之 一

員，受到其他一般法律之拘束，第六篇則是一般法律對傳播行為之規

範，由於此類規範眾多，僅能介紹較為重要者，首先是猥褻性言論之

管制，繼而刑法中有關人格權之議題，特別是名譽權與營業信譽之保

護；民法有關人格權之議題逐漸成為討論核心，尤其是名譽權、隱私

權、被遺忘權、肖像權及姓名權之保護更是焦點；最後則以德國所發

生的雷巴赫士兵謀殺案闡明廣電自由與人格權保障衝突時之解決之

道。針對不同類型的犯罪報導，相關法律規定不同之界限；由於大眾

傳播媒體影響力巨大，基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護對媒體之傳播

行為亦有特別之限制；最後則是應秘密事項之保護。大眾傳播之報導

以自由的訪談、採訪調查行為為前提，訪談採訪調查時應遵守一般法

律之規定。大眾傳播媒體之經營涉及許多法規，囿於篇幅所限，以公

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之說明為限，特別是聯合行為、結合行為及其他違

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之規範。廣告行為為大眾傳播媒體重要之經濟來

源，除廣電三法外，仍有許多一般性法律應加以注意，包括公平交易

法、消費者保護法等。第七篇則為結語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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