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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種 新 聞 自 由

新
聞
自
由
雖
被
推
崇
為
普
世
價

值
，
但
關
於
其
具
體
定
義
，
卻

是
雜
家
百
言
，
在
國
際
社
會
或
學
界

均
未
能
取
得
一
致
觀
點
。
但
不
論
新

聞
自
由
的
具
體
定
義
為
何
，
我
們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各
種
學
說
對
新
聞
自

由
的
定
義
或
者
闡
釋
的
重
點
，
基
本

都
放
在
一
種
自
由
的
權
利
觀
念
之

上
。
在
近
代
自
由
主
義
新
聞
自
由
思

潮
中
，
權
利
乃
是
新
聞
自
由
的
代
名

詞
；
在
新
聞
自
由
的
命
題
裏
，
也
充

滿
了
權
利
的
意
味
。

權
利
觀
念
與
自
由
主
義

關
於
權
利
的
觀
念
，
從
霍
布
斯

開
始
便
一
直
成
為
自
由
主
義
者
重
點

陳
述
論
證
的
對
象
。
及
至
當
代
，
隨

著
現
代
性
觀
念
的
展
開
，
關
於
權
利

的
論
說
進
入
了
一
個
新
的
階
段
。
西

方
社
會
在
經
過
宗
教
革
命
、
文
藝
復

興
和
科
學
革
命
的
洗
禮
之
後
，
再
次

面
臨
了
﹁
諸
神
衝
突
﹂
的
局
面
。
在

個
體
價
值
突
顯
，
工
具
理
性
經
過
充

份
發
展
之
後
，
關
於
我
們
人
生
價

值
、
世
界
觀
念
的
各
種
道
德
學
說
、

宗
教
學
說
、
哲
學
學
說
，
卻
前
所
未

有
地
進
入
一
種
劇
烈
衝
突
且
無
法
調

和
的
境
況
。

自
從
亞
裏
斯
多
德
的
目
的
論
學

說
在
尼
采
這
裏
遭
到
毀
滅
性
地
打
擊

之
後
，
我
們
關
於
道
德
和
善
的
看

法
，
再
也
無
法
取
得
統
一
的
共
識
。

我
們
的
價
值
世
界
並
非
如
理
性
形
而

上
學
主
義
者
所
聲
稱
的
那
樣
，
能
夠

新 聞 自 由 ？

像
各
種
自
然
科
學
學
說
一
樣
，
只
要

能
確
定
為
真
並
符
合
理
性
，
便
能
相

互
和
諧
共
處
，
互
不
衝
突
。
在
各
種

道
德
學
說
、
宗
教
學
說
、
哲
學
學
說

無
法
公
約
，
或
者
被
羅
爾
斯
描
述
為

﹁
理
性
多
元
論
的
事
實
﹂
在
當
代
社

會
將
無
可
避
免
地
存
在
的
情
況
下
，

權
利
的
確
立
，
被
要
求
超
越
且
中
立

於
各
種
相
互
衝
突
的
價
值
學
說
，
以

防
止
權
利
中
的
道
德
取
向
，
對
個
人

產
生
潛
在
的
壓
制
。

這
樣
一
來
，
現
代
的
權
利
觀
念

便
被
要
求
進
行
一
種
去
道
德
化
，
而

將
權
利
中
的
道
德
基
礎
抽
空
，
對
各

種
道
德
價
值
學
說
保
持
中
立
，
從
而

權
利
對
善
和
道
德
具
有
絕
對
的
優
先

性
，
而
各
種
道
德
學
說
在
這
種
權
利

體
系
之
下
，
則
具
有
一
種
價
值
上
的

等
價
性
。

如
果
新
聞
自
由
立
基
於
這
樣
一

種
權
利
觀
念
之
上
，
那
麼
，
追
逐
商

業
利
益
最
大
化
和
提
供
優
質
公
共
服

務
，
促
進
社
會

共
同
利
益
，
協

助
公
民
個
人
發

展

這

兩

個

目

標
，
在
權
利
優

先
論
的
體
系
之

中
，
便
沒
有
價

值
優
先
性
的
差

別
。
雖
然
權
利

優
先
論
在
保
持

個
人
權
利
，
使

個
人
免
遭
國
家

壓
制
方
面
具
有
相
當
的
合
理
性
和
有

效
性
，
但
立
基
於
這
種
權
利
觀
之
上

的
新
聞
自
由
，
將
會
潛
藏
著
濫
用
自

由
的
萌
動
，
使
新
聞
媒
體
在
自
由
和

責
任
之
間
，
陷
入
一
種
進
退
維
谷
的

兩
難
局
面
。

新
聞
媒
體
的
社
會
角
色

從
權
利
優
先
論
的
視
角
出
發
，

新
聞
自
由
乃
用
以
防
止
國
家
動
用
超

人
的
理
性
或
者
特
定
的
道
德
訴
求
去

對
媒
體
活
動
進
行
規
導
，
並
且
意
味

著
積
極
追
求
政
府
對
媒
體
的
放
任
自

由
，
強
調
媒
體
與
政
府
的
對
抗
，
將

政
府
視
之
為
﹁
必
要
的
惡
﹂
，
政
府

在
媒
體
管
理
過
程
中
的
中
立
作
用
，

也
被
極
端
的
放
大
。

然
而
，
新
聞
媒
體
的
社
會
角
色

無
比
重
要
，
如
果
只
以
自
由
主
義
作

為
新
聞
自
由
的
哲
學
基
礎
，
將
新
聞

自
由
立
基
於
一
種
放
棄
對
善
進
行
道

德
判
斷
的
權
利
優
先
論
之
上
，
則
意新聞媒體具重要的社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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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們 需 要 何 種  

味
政
府
應
該
努
力
超
脫
於
社
會
上
各

種
價
值
觀
和
整
全
性
理
論
，
而
對
新

聞
媒
體
保
持
中
立
，
以
防
止
政
府
的

積
極
作
為
所
可
能
造
成
的
壓
制
和
強

迫
，
從
而
使
媒
體
擺
脫
國
家
的
壓
制

和
干
涉
，
成
為
政
治
和
經
濟
上
獨
立

的
實
體
。
但
信
奉
這
樣
一
種
新
聞
自

由
觀
實
質
上
等
於
讓
政
府
放
任
商
業

市
場
的
運
作
機
制
，
放
棄
對
媒
介
政

策
進
行
引
導
並
對
多
樣
性
媒
介
發
展

的
政
治
經
濟
基
礎
進
行
保
護
。

民
主
與
自
由
的
媒
體
固
然
寶

貴
，
但
也
絕
非
自
動
、
先
驗
地
存

在
，
更
不
是
免
費
。
放
任
媒
體
的
自

由
競
爭
，
並
不
必
然
地
會
使
媒
體
服

務
於
社
會
，
促
成
公
民
的
個
人
發

展
。
當
新
聞
自
由
的
證
成
完
全
遵
循

權
利
優
先
論
所
宣
導
的
程
序
中
立
，

而
放
棄
對
於
善
的
道
德
價
值
進
行
實

質
判
斷
，
那
麼
在
這
樣
一
種
新
聞
自

由
觀
看
來
，
共
同
體
和
社
群
的
善
不

過
是
眾
善
之
一
種
，
滄
海
一
粟
而

已
。

正
如 Picard 

所
言
，
新
聞
媒
體

在
追
逐
自
身
經
濟
利
益
最
大
化
的
同

時
，
不
可
能
不
損
及
公
共
服
務
的
提

供
。
在
不
做
道
德
判
斷
的
情
況
下
，

媒
體
是
否
會
先
驗
地
放
棄
優
先
追
逐

經
濟
利
益
而
追
求
促
進
社
會
公
共
利

益
，
去
追
求
對
﹁
社
會
不
同
階
層
、

團
體
之
景
象
和
現
狀
﹂
進
行
客
觀
、

中
肯
地
呈
現
，
去
積
極
扮
演
社
會
中

間
力
量
，
努
力
縫
合
因
﹁
社
會
互
信

的
缺
乏
﹂
而
導
致
的
社
會
裂
痕
和
公

民
之
間
的
隔
膜
？

在
除
卻
政
府
積
極
作
為
、
媒
體

政
策
引
導
和
第
三
方
力
量
制
衡
的
情

況
下
，
媒
體
是
否
會
自
動
地
自
我
節

制
其
追
求
經
濟
利
益
的
原
始
衝
動
，

而
提
供
符
合
公
共
利
益
，
以
及
民
主

社
會
需
求
的
公
共
服
務
？

在
權
利
優
先
論
的
視
角
下
，
追

求
商
業
利
潤
、
商
業
成
功
和
促
進
共

同
體
和
社
群
的
善
之
間
都
是
可
欲
而

且
可
求
的
，
兩
者
之
間
並
沒
有
價
值

的
優
先
性
之
分
，
而
只
是
兩
個
在
價

值
上
等
價
的
選
擇
。
在
權
利
優
先
論

的
邏
輯
體
系
內
，
我
們
無
法
證
明
，

媒
體
會
首
先
放
棄
對
商
業
利
潤
最
大

化
的
追
求
，
而
轉
為
選
擇
服
務
社

會
、
提
高
公
民
個
人
發
展
的
潛
能
。

自
由
與
責
任
的
兩
難

從
密
爾
頓
、
洛
克
到
密
爾
，
言

論
與
新
聞
自
由
被
當
作
個
人
對
抗
國

家
，
防
止
國
家
訴
諸
集
體
意
志
對
個

人
進
行
壓
迫
的
武
器
。
及
至
當
代
，

新
自
由
主
義
者
比
之
傳
統
的
自
由
主

義
者
走
得
更
遠
，
而
採
取
一
種
去
道

德
化
的
權
利
論
證
邏
輯
對
權
利
加
以

確
認
。
但
新
聞
媒
體
所
遭
遇
的
自
由

與
責
任
的
兩
難
，
恰
恰
在
於
新
聞
自

由
的
權
利
觀
念
已
被
去
道
德
化
和
工

具
化
。
國
家
和
公
民
被
嚴
格
限
制
在

﹁
自
由
主
義
公
共
理
性
﹂
之
中
，
以

防
止
其
在
公
共
領
域
對
媒
體
政
策
制

定
時
融
入
對
媒
體
作
用
和
功
能
的
道

德
性
看
法
。

■

施
勇

廣
州
中
山
大
學
傳
播
與
設
計
學
院

碩
士
研
究
生

但
是
，
自
由
且
負
責
的
媒
體
並

非
免
費
，
﹁
媒
體
市
場
在
商
業
運
作

下
永
遠
處
於
失
靈
狀
態
，
只
不
過
是

嚴
重
程
度
有
別
而
已
﹂
，
國
家
、
公

民
對
新
聞
媒
體
都
有
規
導
和
監
督
的

責
任
，
而
並
不
應
沉
浸
在
﹁
自
由
主

義
公
共
理
性
﹂
的
限
制
之
中
。
我
們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
﹁
媒
體
市
場
的
失

靈
，
很
少
能
夠
透
過
市
場
機
制
自
動

矯
正
﹂
，
國
家
有
責
任
、
也
必
須
有

結
構
地
改
造
媒
體
政
策
，
包
括
壯
大

公
共
媒
體
，
介
入
規
範
商
業
媒
體
，

以
財
政
手
段
積
極
維
持
非
營
利
小
眾

媒
體
的
生
存
機
會
，
創
造
視
野
多
樣

性
的
媒
體
得
以
發
展
的
結
構
。

新
聞
自
由
並
非
只
是
一
件
失
去

道
德
向
度
的
工
具
。
立
基
於
現
代
權

利
優
先
論
之
上
的
新
聞
自
由
，
將
會

使
新
聞
媒
體
放
棄
對
善
的
實
質
道
德

判
斷
，
陷
入
一
種
工
具
理
性
的
癲
狂

之
中
，
而
不
能
從
實
質
上
增
進
處
於

碎
片
化
社
會
中
的
個
人
對
幸
福
和
自

身
命
運
的
理
解
；
而
個
人
也
愈
發
成

為
這
個
光
怪
陸
離
的
社
會
中
的
微

塵
，
茫
然
飄
浮
於
世
而
不
自
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