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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视频传播方式变化看

新媒体视听节目 监管


文 / 两藏广播电影电视局 左军 展晓静 谢琳


络视频门 户 、 网络购物 、 网 络游戏等 播 放软件 ( 酷 狗 、 千 千 静听 、 Q Q 音


摘要 : 随 着 新媒体的 迅猛发展 综合性 、 个性化的服务 。 通过融合 电 乐等播放器 )、 手机 、 电脑 、 平板 、 智


和 国 内
“

三 网 融 合
”

业 务 的 不 断 推 信网 、 广 电 网 、 互联 网 ,
最终将趋 向 能 电视

,
这些都将成为在线音 乐的最


进 ,
视 听 节 目 通 过 I P 方 式传 播逐 于通过 I P 网方式提供各种服务 。 随着 佳播放设备 。


渐 成 为 主 流 ,
接收 方 式的 方便快捷 终端多样化 、 传输手段趋同化的不断	1 . 2 视频抟播 乃式的 变化


对新媒 体视听 节 目 监管 提 出 了 新 的 发展 ,
个人 电脑 、 智能 手机 、 平板 电	视频传 播设备从 1 8 9 5 年 电影 的


要求 , 采 用 传统媒 体监管 方式 已 经 脑及 智能电视将实现多屏合
一

, 终端 发 明到 电视 、 录像 的流行 、 再到 目 前


不 能 适应 新情 况 。 只 有 通 过 不 断健 专用 将不复存在 。 有线网络 也将由 封 各种 网络视 音频播放设备的不 断浦现 ,


全 相 关 法律 、 法规 ,

加 强 行业 自 律 , 闭网络发展到 放的互联互通
, 从单 也经历了

一

个多世 纪的发展 。 视频技


采 用 新 的技 术手 段
,

逐步 实 现网 络 一 的专用 服务网络到综合的互联网 络 。 术经历 了胶片时代
,

从模拟视频到数


实名 制
, 多 管 齐下

, 规范 网 络新媒 面对融合后新媒体不断 浦现 的各种视 字视频 , 从标清 、 高清 、 超清到 3 D 的


体视听 节 目 从 源 头 到 受 众 的 各 个环 听节 目
,

传统 视听节 目 监管 已显得力 过程
,

正在经历从看得见的介质存储


节 ,
才 能确 保新形 式下 的 网 络新媒 不从心 。	到虚拟的 网络存储 、 网络传播的历程 。


体视听 节 目 安 全 。	视频传播方式主要经历了 电影 、 电视 、


1 音视频传播方式变化	录像 、
V C D

、
D V D 和正在经历的网络


关 鍵词 : 新媒体 传播 监 管 丨 . 丨 作频传播力
-

式的变化	传播时代 。 常见的传播设备有电影放


音频传 播设备从 1 8 7 7 年留 声 机 映机 、 电视 、
录像机 、 光盘播放设备 、


的发明到 收音机 、 录音机的流行 , 再 电 脑视频播 放 ( 暴风 影音 、 Q Q 影音 、


到 目 前各 种 网 络 播放设 备的 不 断 涌	P P T V
、

K M P l a y e r 软件等 ) 以及各种


传统音 视频主要是通过专用设备 现
,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 音频 网 络视频播放软件 。 在线视频 网站无


来收听和收 看音频和视频内 容 。 随着 技术 不断发展变化
,

从模拟音频到数 处 不在
,

智能 手机 、 电 脑 、 平板 、 智


技术的进步 , 音视频的质量 、 记录介质 、 字音频 , 从低密 度到高密度 , 从单声 能 电视都将成为各种 网络视频的最佳


传播途径 、 传输方式都在发生着深刻 道到立体 、 从看得见 的介质存储到虚 播放设备 。


的变化 。 随着国家三网融合的不断推 拟网络存储 , 音频 的传播 方式发生 了


进
,

电信 网 、 广 电网 、 互联网承载 的 天翻地覆 的变 化 。 音频传 播方式主要	 2 三网融 f r 推动


不 同业 务 将不 断 融 合 。 通 过 融 合电 经历了 留 声机 、 收音机 、 录音机 、 光	新媒体快速发展


信 网 、 广播 电视 网不仅可以提供视 频 、
盘播放时代和正在经历 的网 络传播时	目 前 ,

国家正在 大力推进广 电网 、


话 音 、
数据服务 , 还 可提供宽带接入 、 代 。 常见的传播设备有收音机 、 录音机 、 通信网和互 联 网的融合 。 其要求 是网


I P T V 、 O T T 互联网 电视 、 V O I P 、 网 C D 机 、 M P 3 播 放器 、 电脑上的音 频 络 互联互通
,

无缝覆盖 ;
业务上互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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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


中国网 民规樓
f

口互联网普及率	又戈胃等 。	{ 匕义流


1 0 ° 0 °°	4 2 .

1 %	对 于互联 网 快速

万人	3 8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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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发展和三 网融合后浦 3 加强视音频监管的必耍性

5 6 4 0 0


5 0 0 0 0	4 5
7 3 0

 ^  □	现的新媒体 , 各 位专	截 至 2 0 1 2 年 1 2 月 底 , 中 国 网


2 5 0 0 0	2 1 0 0 0

 H  □ □ □ | 	家 、 学者和各个媒体 S 规 模达 到 5 . 6 4 亿 , 全年新增 网 民

1 1 1 0 0  1 3 7 0 0


	从不 同的 角度给 出 了	5 0 9 0 万 。 网民繊不断增加 。 中国手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6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
W K ?  + 5 _ * S *	不同的定义和看法 。	机网 民规模达到 4 .2 0 亿 , 占整体 网 民


	 清 华大学新 闻与	的 6 9 . 3 %
'

较上年底增长了  6 4 4 0 万人 。


渗透 、 交叉
' 但各有 侧重 ; 应用 上趋

传播学院熊澄宇教授 :

“

在计算机信息 如 图 1 所示 。


处赚术翻之上出翻_ 醒体	巾酬雖构 中
,

2 0 岁 以 上 各


L
形态 。

”

	年纖醒占眺续上升 ,
网 民中低


( _ ) — ±ra 、 _ i s ,
x n T ^ s a 上海麵学院陈永东副教授 :

` `

新 学历人群 占 比继续保持增 长 ,
小 学及


□ , 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媒体及 初 中文化程度网 民到 2 0 1 2 年 1 2 月底


m
各种应用形式 , 目 前主要有电子菜谱 占 4 6 . 5 % 。 网 民的上网 工具更加 多元


□i— -

、 腿 、 互联隨体 、 掌上騰 、 醉 化 , 翻手机平板上网麵 户明显增


更高级 的应用 。 i i 过三 网融合推动 智 互动媒休 、 车载移动媒体 、 户外媒体 加 , 手机上网 使用率超越传统 台式 电


能电视 、 O T T T V 、 手机 视频 、 互联 及新媒体艺术等 。

”

	脑 。 如图 2 所示 。


新传媒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斌 :

“

新	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显示
,


R  2 0 1 0 年 1 月 1 2  B  
-

1 3  B  i  媒体 是以数字信 息技 术为基础
,

以互 网络视频用 户增幅明显 。 网 络视频行


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可以看出 , 国家 动传播为特点 、 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 。

”

业发展势头良好
,

网络视频用户 2 0 1 2


广电总局十分看重基于互联 网 的广播	阳光 文化集 团 首席执行官吴 征 : 年底规模较 2 0 1 1 年 底增加 1 . 5 %
,
较


电视发展 。 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表 示 ,

“

相对于旧媒体 , 新媒体的第一个特点 2 0 1 0 年底增长 1 6 . 1 %
,
达到 3 . 7 1 亿人 ,


要重点发展网 络广播 电视和移动 多媒 是它的消解力量—— 消解传统媒体 ( 电 网 络 视频使 用率提升至 6 5 . 9 %
, 使用


体广播电视 。	视 、 广 播 、 报纸 、 通信 ) 之 间 的边 界
, 率持续提 高 , 随着 网络的提速 , 服务


从 2 0 1 3 年 1 月 4 曰 -

5 曰 召 的 消解 国家与国家之间 、 社群之间 、 产 质 量 也 有 所提高 。 随 着 移 动互 联 网 、


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上蔡赴朝 同志 业之 间边界 , 消解信息发 送者与接收 无线热点的增加 ,
4 G 网 络的商用 , 资


的讲话 中可以看出
, 今后广播 电视将 者之间的边界等等 。

”

	费 的 降低 、 微 电 影 、 短 视 频 的 发 展
,


向 多媒体 、 全媒体方向发展
, 要求加 美国 《 连线 》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 : 手机网络视频的使用率明显提高 。 到


快发展 新媒体新业态
,

积极推进三 网 “

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

”

	2 0 1 2 年 底 达 3 2 %  ,
比 2 0 1 1 年 底 的


融合 。	通 过 各 位 专 家 、 学 者和 各 个 媒	2 2 . 5 % 提高了  9 . 5 个百分点 , 增速明显 。


通 过 融 合 将 使 相 对 独 立 、 封 闭 、 体 的看法可以看 出 ,
新媒体是相对传 从数据可 以看 出

, 手机视频应用 将成


专业 的有线网络 向互联互 通 、 相对开 统 媒 体 而言 的
,

新 媒体 有 其 同 有特 为 继互联网 视频快速发展后的又
一

发


放 、 I P 化和综合性网 络转变 。 通过融 点 , 利用 了新的 计算机技术 、 网络技术
,

展方 向
,

目前手机网 络 (
音频 )

音乐的


合网络性能得 以提升
,

资源利用水平 新媒体传输更便捷 、 更快 速 , 可实现 使 用率 5 0 .9 % 。 手机视频的使用必将


进
一

步提高 ,
通过有线电 视 网不仅可 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 新媒体是能 成 为使 用手机上网 网 民即时通信 、 搜


以提供 传统的数字电视 、 话 音 、 数据 , 为大众 同时提供个性化内 容 , 能让传 索 、 音 乐之后又
一

大主 要应用 , 图 3


还可 以提供 宽 带接 入 、 I P T V 、 O T T  播者和接受者变成对等的交流者
,

能 为 网络视频用户数及使用率 。


互联 网 电视 、 网络视频门 户及 网络游 让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 同时进行个性	视 音 频 的 获 取 更 加 多 元 。 看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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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成为视音频 欣赏 、 视 互联网保 护法 》 等法律
,

力图限制互


□	音频 传播 的主 要途径之 联网视频中色情内容的传播 。


2 9  8 %  
3 0 . 4 %


咖 =

^
, 4  0 .  □

 | 
—

 ; 互联网 电台 、 电视台 ,	4 . 2 英 |
E

|
对 丨

络传播为 K 的

2 0 % |

|  I I  I I  
— 个 人播客 、 博 客 、 微 博 , □体监

'

宵


: 1 I T 二  . H  H  . M B  1 1  □□ 逐渐 成为发布个人视 频 、 2 0 0 3 年
,
細成立新的通信业管


1 0 岁 以下 1 C
M 9 岁 2 0 ~ 2 9 岁 3 0

"

3 9 岁 4 0
*

4 9 岁 5 0 ~ 5 9 岁 6 0 岁及以上


. 2 0 , , . 2 0 , 2	传递 大众声 音的主要 途 理机构 O f c o m
, 兼有 电信 、 电视 、 广


代 1
2  2 0 1 1

.
1 2 -

2 0 1 2 .  1 2  W Ld : 齡结构	加 ^  ^  ^  ^ ^  ^  ^  
_


		播
、

无线通信 、 互联网管理等多个管


2 o i i
-

2 o i 2 ^ 径之 一

。 这种泛在 的收 理机构的 职能 , 为网 络融合 , 新媒体

6 0 0 0 0 8 0 %


从

		 !! 听 、 收看方式 , 传 播方 监管奠定了 基础 。 英 国政府还在现有

4 5 0 0 0	6 0 %


咖	式为 音视频的监 管提 出 法律框架下力推网 络信息 管理法 案的

3 0 0 0 0	□̀


了 严 峻 的要求 。 互联 网 颁 布 和 实施
,

英 国政府对 网 络信 息 、


1 5 0 0 0


视音 频不仅是大 众传播 媒体的管 理出手强硬 ,

一 改以往以行


2 。 ”	2 。 1 2	
°%

 信息 的平 台 ,
还 曰 益成 业协会为 主的

“

疏 而不漏
”

的管理办


M 3  2二
1

細家政府处理 国家 ? 法
,

积极推动实行更为严格的网络信


;

	

务的
一

个重要 工具
, 因 息 、 媒体监管措施 , 从严管网成为英


t	此 , 依据法律法规对 新媒体视音频实 国政府对网络管理的重要趋势 。


电 视 、 收 录音 机 的 专利 '
通 过 网 络 、

施必要的管理
,
是各国通行的做法 。	4 . 3  i t

- 他贿对新的 r ? 视频传

— 胃入— 、—

4 . 1 細对新媒体 & 视频的监 播 方式 《说

乐 、 看 电视 、 浏览 网络视频已经相 当

卷	罗斯龍完善信息安全领域 的


n m " — M 、 ? "

9  
?

 i i

"

餅舰麵将髓安 雑规 , 以删麵断为 , 界定


§ 、

全战略 上升为国家战略 。

“

9  
?

 n
' '

事 鹏部 门职 责 ,
不断适应网络监管 面


_ ' 极□□了
后 ,

難发布了 《 信 息时代的雜 細新形势 。 俄罗酬信息安全纳入


$ 0 。 目
基础设施保护 》 和 《 网 络空间的国家 国家安全 管理范围 , 在此基础上制定


□	f t—
鹏 》

,
2 0 0 9 年公布了 《 美酬络安 了 《 俄联邦信息

、 信息化和信息 网络


接入方式 的多样化以及 网 民文化层 次 、

全评估 》 , 成立了全酬信与网络信息 保护法 》。 以 《 俄联邦大众传媒法 》 、 《 俄


兴縫好 、 价細 ? 向的 多样性为 国家 安全控制联合协调中心 。	联籠密法 》 、 《 俄联 邦著作权法 》 等


信息安 全
:
、 S 论导 向 、 弘扬社会主 义 网 络视音频版权方面

, 美国制定 作为主 要执法依据 。 另外 , 韩国是世


主旋# 提 出 7 新的挑战 ; 为 开 rt 容
了 《 数字千年版权法 》 , 涉及网 上音视 界上第

一

个强制推行网络实名制的 国


I S 控 、 版权监管
,

为暴力 、 fe '

W 的 S
频作品 的复 制 、 传输 、 数字出版发行 、 家 ,

2 0 0 7 年 7 月 , 韩国规定其国内主


制等都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 作品的合理使用范围 ,
《 数字千年版权 要网站 在网 民留言 、 邮箱 、 论坛 、 博


法 》 明确规定未经允许不得从互联 网 客以及视频共享都必须实行实名制 。


4 国外新媒体视听	下 载音乐 、 电影 、 游戏 、 钦件等 , 网


节目传播的监管 络著作权保护期为 7 o 年 。 美国国会还	5  
“

三网融合
”

环境下


无 论是有 线 数字 电 视还是 I P T V 、 针对 打击网络销售盗 版电 影 、 音乐进	视听节 目传播监管探讨


O T T 互联网 电视 、 互联网视音频都 已 行立法 。	5 . 1 让 > > : 煺令扣关 f i ;

?

丨 丨

t 体 系


经逐渐从相对专业和封闭的 网络走 向 在 打 击 儿 童 色 情 方 面
,

美 国 从	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保护互联 网


通过 I P 互 联互 通的 传播方 式 。 I P T V 、 1 9 9 6 年开始
,
相继制定了 《 通信内 容 自 由

,
并不 断提高透明度

,
但同时也


O T T 互联 网 电 视 、 互 联网视 音频 逐 端正法 》 、 《 儿童在线保护法 》 、 《 儿 童 明确强调 互联 网的 自 由应该以道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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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 体


底线 , 以法律为基 础 。 针 对网 络技术 、 积极传播健 康有益 、 符合社会道德伦 的发布者和接收 者 。 任何网 民可以写


I P 传输技术发展迅速
,

互联 网络媒体 理 、 体现时代发展进步 、 弘扬 民族优 博客
,
说播客

,
拍播客和上传视频分享 。


传输 去中心化 的特点
,
政府及各职能 秀文化传统的互联网视听 节 目 。 提供 但我们 每个个体的 网络行为 都应该建


机构应致 力于在宪法和 相关法律法规 上传个人视频分享服务的公司 ( 企业
) ,

立在确 保信息真 实 、 合法
, 不侵害他


的范畴 下不断建 立 、 健全 网络视听 节 要加强上传 / 分享内容的审核 。	人 、 集体利 益 , 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


目 信息 安全相关法规
,

建立 、 健全 与	5 . 3 矽川 新技术 ,
)川强新媒体 基础之上 。 任何具有 网络行为能力的


三 网 融合 下 I P T V 、 2T T 互联 网 电视 、 觇听
`

丨

?

川 览竹	个 体 , 都应该 对 自 己 的 网 络行 为负


互联 网视 频 、 网络视频分享为主 的新	新 媒 体 视 听 节 目 的 监 管需 要 技 责 。 在 网络匿名的情况下 , 我们经常


媒体传播监 管相关 法律法规 , 以此界 术 手段 的不断创新 , 在互联网络不 断 可以看到 、 听到 网络侵权 、 诽谤 、 泄密 、


定互联各方 、 用户 的行为方式 , 明晰 推 进 、 发展 、 变 化的 过 程 中 , 新 媒 造谣 、 色情 、 暴力等不 良 信息在网 络


政府各职能部门职责 。 为 不断适应新 体视听 节 目 监管只有沿着技术发展 方 上不断 出 现 。 这使得相关部门在确保


媒体视听节 目 监管面临的新形 势 , 政 向 , 根据新媒体 内容丰富 , 传输平 台 个 人隐私安 全 、 尊重舆论监 督 、 体现


府应 当把信息 安全纳入 国家安全管理 多样 、 业务形式 不断变化 、 跨终端收 言论 自 由 的前提下
,

逐步思考 根据网


范畴 , 完善新媒体监管相 关法律法规 。 听收看 、 来源 多样的特点 , 走在技术 络使 用情景 , 有 步骤 、 分阶段的逐步


从信息传输的各个环节确保信息传输 发展前沿
,
做到

“

魔高一尺
,
道高一丈

”

推进 网络实名制 。 确保信息 网 络安全


安全 , 确保版权 、 知 识产权不受侵犯 , 才能起到 真正的监管作用 。 对视听新 健康 、 有序发展 。 可以考虑将个 人网


确保个人隐私不被泄漏 。 以各法律法 媒体尽 量通 过技 术手段实现快速査找 、 络行为 、 个人 诚信水平 一起作为升职 、


规作为新媒体视听节 目 监管依 据
,

以 定位 、 辨别 、 取 证 、
处置能 力

,
减少 贷款等的依 据 , 成为个 人一生的标签

,


专业机构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措施作为 人 力重 复劳动 。 提高违法行为的査处 让 其考 虑到不负责任的 后果可以影响


监管补充 ,
形成从上到下完备的视听 能力 , 提高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一

生而不敢盲目轻率为之 。


节 目信息安全法律体系 。	能力。 从前文各 国对新媒体监管的 态 随 着三 网融合的 不断推进 , 视听


5 . 2 加强 彳 H k	度可以看出
,
各国都非常重视对 I P T V 、 节 目 通过 I P 方 式 传播 逐渐成 为 主流 。


I

'

l f
l

1

:	O T T 互联 网电视 、 网络视听节 目 的新 网络 如此发达的今天
,

每个人都可能


与 从事 I P T V 、 O T T 互联 网 电 视 、 媒体监 管 。 当然 , 新 媒体的出 现和发 既是 视听节 目 的接受 者 , 也 是视听内


互 联网 视频 、 网 络视频分享 、 网络视 展有其 自 身规律
,

在正确 引导的 同时
,

容 的提供者 。 传播的无处 不在
,
接收


听 节 目为 主体的新媒体公司 、 企业 要 更应重 视新 媒体视听 节 目 的监管
,

引 的方 便快捷
,
新媒 体视听节 目 监管稍


根据行业 特点加强行业 自 律 。 公司企 导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 。	有 不慎 , 就可能 为有害信息 的迅速播


业 根据行 业 自 身特点 , 结合管理部门	5 . 4 徘进网络实 8 制	散提供温床 , 造成传 统媒体无可 比拟


相 关规定
,

从行业 自 身 出发
,

加强行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 , 网络巳 的有 害影响 。 在 网络不断融 合 、 新 媒


业 内公司 、 企业的 自 我 约束 。 从长远 经成为 视听节 目 传播的主 阵地 。 有 线 体不断浦现 、 传播 方式不断变化 的新


来 看 , 行 业 自 律 也能 促 进 行 业发展
,

网 、 电信 网和 互联网 业务的不断融合 , 情况下 , 采用传统媒 体监管方式巳经


营造健康有序 的行业发展环境 。 通过 固 网 和 移动 互 联 网 覆 盖 的不 断 深入 ,
不能适 应新情况 。 只有通过不断 健全


行业 自律来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 使得网 络无处不在
,

新媒体视听节 目 相关 法律 、 法规
,
加强行业 自 律 ,

采


在 目 前情况 下
, 从事 新媒体传输 传 播无处不在 。 随着时 间的推移 , 社 用新 的技术手段 ,

逐 步实现网络实 名


的公司 、 企业要遵守 国家 的相关规定
, 会 的发 展进步 , 人 们将越来越依赖网 制 , 多管 齐下

, 规范 网络新媒体视 听


依法开展视听节 目 服务 ,
严格实行行 络 。 网 络在方便交流 、 增强互动 、 实 节 目从 源头到受 众的各个环节 , 才能


业 自 律 。 抵制淫 秽色情 、 暴力低俗的 现舆论监督 、 体现言论 自 由 、 展现个 确保新形式下的 网络 新媒体视听 节 目


视听 节 目
,

抵制 侵 权视 听 节 目 传播 , 性的同时 , 每个 网 民都成为各种信息 的安全 。 E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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