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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学的分类来看 ,目前较通行的
是将传播分为四类 :内向传播、人际传播、
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我们认为 ,网络传播
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 ,网络传
播是一种全新的、特殊的传播类型 ,可以列
为四类传播。

1  网络传播的优势
具体的说 ,网络传播有以下优势。

1 . 1 传播与更新速度快
网络传播是一种数字化传播。它将一

定的信息传播成数字 ,经过传播 ,数字在操
作平台上还原为一定的信息。更新速度快。
网络传播的更新周期可以分秒计算 ,而电
视 ,广播的周期则以天或小时计算 ,纸质报
纸的出版周期以天甚至以周计算 ,纸质期
刊与图书的更新周期更长。
1 . 2 信息量大、内容丰富

报纸若多印1万字内容 ,就需增加一个
版 ,给印刷、排版、发行、成本带来很多问
题。广播、电视更是这样 ,内容要准确到几
十秒、几秒时间 ,字有时要算以几十个。网
络传播不同存储数字信息是硬盘。容量大
的优势还可以体现在网络传播的专题报道
和数据库中网络传播可以不限时不限量地
贮存和传播信息 ,运行各种信息数据库 ,使
得读者可以对历史文件随时进行检索。
1 . 3 范围广、具有全球性和跨文化性

网络传播的传播空间不分地域、没有
疆界 ,可以说 ,全球互通互联的是子网络有
多大 ,网络传播的传播空间就有多大。传播
空间无限广阔 ,是报纸等传统媒体望尘莫
及的。

网络传播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或者说物
理上的空间概念 ,网络信息传播实现了无
限阻碍化。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真实的地理
隔离不存在了 ,网络上的新闻传播不是单
一文化而是跨文化的传播。互联网则成了
不同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的方便和迅捷
的信息交流渠道。
1 . 4 多媒体传播

所谓多媒体 ,就是使计算机成为一种
可以作用于人的多种感知能力的媒体 ,它
集合了多种媒体表现形式 (如文字、声音、
图片、动画、视频),来传送信息。多媒体首先
必须是数字媒体。数字媒体就是通过比特
来传递信息的方式如软盘、硬盘、光盘 (包
括VCD,DVD)、数字电视、计算机网络等都
属于数字媒体。只有数字媒体才能“从一种
媒介流动到别一种媒介”。

2  网络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网络传播也也并非完美无缺 ,网络传

播还存在种种不足 ,而且这些不足至少在
短期内很难消除。主要表现为 :信息泛滥 ,
缺乏深刻性、权威性和可信度 ,造成贫富国
家的差距扩大 ,以及盈利模式仍需创新。
2 . 1 信息泛滥

互联网使得信息的采集、传播的速度
和规模达到空前的水平 ,实现了全球的信
息共享与交互 ,它已经成为信息社会必不
可少的基础设施。不良信息的大量出现会
使人们的视线受到干扰 ,如何排除不良信
息的干扰如何排除不良信息的干扰 ,关从
网上过滤出真正适合自已需要的信息已成
为网络受众面临的重要挑战。在网络信息
的海洋中查找所需要的信息 ,绝非一件轻
松的事。
2 . 2 缺乏深刻性、权威性与可信度

网上发布的新闻以及观点评论 ,通常
具有广泛性但缺乏深刻性 ,缺乏令人为之
折服的力度。多数网络传播 ,满足于扮演信
息发布平台的角色。类似于中央电视台的

《焦点访谈》、《新闻调查》那样有深度、有力
度的报道 ,在目前的网络传播中还是很少
见。这是由于网络新闻太芜杂、网络言论太
散漫之故 ,即便有一些有力度、有深刻性的
文章也易被湮没 ;一些严肃的评论家还未
有在网上发表见解的习惯 ,目前还尚未形
成一支训练有素的网络新闻采编队伍。
2 . 3 信息技术的发展还造成贫富国家的差
距进一步拉大

一方面 ,在家庭计算机拥有量较高的
西方国家 ,网络传播发展迅速 ,个人获取网
上信息非常便捷 ;另一方面 ,许多第三世界
国家温饱问题与教育问题尚未解决 ,更谈
不上入网或从网上获取信息。这就造成富
国容易获得信息 ,从而能获取更多财富 ;而
穷国信息闭塞 ,经济更为落后。此外 ,在目
前阶段 ,中国目前的网民的绝对数量与相
对数量都十分有限 ,也制约了中国网络传
播的发展。

3  网络传播管理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

络日益进入家庭 ,各国政府面临着一个十
分紧迫的头号题 :如何对越来越膨胀的通
信网络进行管理 ,防止它为犯罪分子利用。
对网络传播的的管理由传统的主要由行政
管理的方式转到主要依靠技术琮理的法制
管理。技术 ,是网络传播的核心力量 ,管理
人员要想管理好网络传播 ,首要条件是精
通计算机网络技术 ,通过科技术手段来管
理网络传播。高新技术的发展 ,社会的进
步 ,对法规的要求越来越高 ,要管理好网络
传播 ,也要通过法制建设这个有效手段进

行规范。
3 . 1 进一步加强技术控制

因特网上电子邮件、电子公告系统及
网络广告 ,原本以高科技为依托 ,为用户提
供快捷、灵活的信息服务 ,而现在 ,这些却
造成了信息污染传播的媒介。世界各国正
在积极研究开发信息控污技术、反病毒技
术 ,积极防范信息污染 ,主要有以下方法。

(1)研究确保网络信息真实性控制技
术。

(2)对于网络上的污秽信息和意识表态
领域的越境信息采用以防火墙为主体的多
重信息保护措施予以避免。

(3)进一步研究反病毒技术 ,在病毒检
测、病毒清除、病毒免疫和病毒预防等方面
增强反病毒技术的开发 ,防止计算机病毒
对信息的污染和破坏。
3 . 2 网络传播的法规管理

世界上第一关于因特网的法规是1997
年有德国的《信息与通讯服务法》(简称“多
媒体法”),提出了网络服务提供者 (在线服
务商 )责任两原则 :一是对自已提供的网上
信息内容负面责任。这个条件就是有关内
容违法 ,并且应该也有可能组止其传播。二
是对于仅仅是提供了进入通道的网上信息
不负责任。

中国政府于1996年2月发出通知 ,要求
进入互联网络的计算机用户进行登记 ,以便
加强管理,成为率先采到法规管理措施的国
家之一。1999年3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管
局专门发布了一个文件 ,对利用互联网进行
对外新闻宣传做了若干规定。2000年4月 ,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成立网络新闻管理局 ,负责
统筹协调全国互联网络新闻宣传工作。在中
央成立网络新闻管理局之后 ,各省、市、自治
多也正陆续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

为了促进我国互联网新闻传播事业的
发展 ,保护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的
合法权益 ,维护互联网新闻的真实性、准确
性、合法性 ,国务院、信息产业部制定了《互
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
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电
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依法规范互联网站
登载的业务 ,使互联网站登载新闻能够对
公众负责 ,对社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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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顾人类传播史,我们不难发现,信息技术的发展历史性杠杆作用。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传播也得到了飞速发展。所谓
网络传播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传播信息的活动。网络传播以计算机通信为基础,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从而达到其社会文化传播
的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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