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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蔡文之编著的《网络传播革命——权力与规制》把网络传播革命放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予以考察
，以网络传播革命推动的网络分权-网络赋权-权利积聚-网络权力-网络行动-社会权力-社会效应为主线
，首先剖析了由传播生态变革而引发的新理念、新格局和新的交互方式等多棱面的社会进步，继而分
别从技术和社会两个层面对网络赋权的内在逻辑和现实效应进行了阐述，理论探索和现实剖析互为印
证，接着从互联网的价值取向和权力主体视角解读了网络权力的双刃作用，力图对当前网络现象背后
的动因和潜在的问题、威胁作出较为客观的诠释。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传播革命>>

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章　网络传播革命与网络权力的齐刷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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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互联网的构架决定其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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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网络赋权与权力滥用
　第一节　网络赋权与控权
　　一、网络赋权：权利与权力之间
　　二、权力社会化与社会性控制
　第二节　互联网赋权是否会使民主更具活力
　　一、选择权与社会粘性
　　二、表达权与集体非理性
　　三、监督权与舆论审判
　　四、滑头政治与政治疏懒
　第三节　互联网积聚的社会能量是否更有利于社会整合
　　一、网络能量与社会整合
　　二、舆论主体多元与社会“离心”困境
　　三、网络民主和网络民粹主义
第六章　网络权力革命与国家安全战略3．0
　第一节　社会场域与大安全观
　　一、安全观与社会场域的适配性
　　二、超越2．0战略视角的大安全观
　第二节　网络安全威胁和国家身份的尴尬
　　一、一个人的战争
　　二、新社交工具再造社会行动主义
　　三、“网络战”正在超越概念
　第三节　国家安全战略的构筑和调适
　　一、国家安全战略的跨界整合
　　二、作为国家战略的宽带计划
　　三、网络空间的包容性发展
　　四、美国建立全民信息安全防线的启示
第七章　权力规制和网络监管
　第一节　对互联网治理和治理权的探索
　　一、规制、治理和监管
　　二、互联网不可规制的传统已受挑战
　　三、互联网不排斥政府监管
　第二节　全球互联网监管的特点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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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清晰的监管原则和制度性安排
　　二、共同治理2．0
　　三、基于分享的自治创新
　第三节　互联网监管面临深层悖论
　　一、隐私与监视
　　二、关怀与控制
　　三、中立与创新
第八章　中国语境下的网络舆论场和监管战略
　第一节　中国语境的多维度分析
　　一、技术和政策维度的分析
　　二、政治和制度维度的分析
　　三、社会和文化维度的分析
　第二节　从网络舆情特征看中国的网络传播力
　　一、全民造词运动的传播力
　　二、过重承载导致传播力方向选择的迷茫
　　三、政府应对本身成为传播力的重要参数
　第三节　中国互联网治理的路径选择
　　一、理念层面的挑战和路径选择
　　二、战略层面的挑战和路径突破
　　三、方法层面的挑战和路径创新
　　四、实践层面的路径辨析
第九章　“云传播”重构权力关系
　第一节　整合全球信息的宏大气势
　　一、建在云端的新基础架构
　　二、用户导向的“开放云”理念
　　三、“移动云”重构传播新模式
　第二节　权力关系的重构
　　一、“知识一权力”的向性关系
　　二、权力“软化”与信息“物化”
　　三、“C时代”折射新的权力关系
　第三节　云趋势下国家信息资源控制力浅析
　　一、挑战和机遇
　　二、保持三种平衡
　　三、战略规划与云实践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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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未来的权力斗争会越来越集中于对获得与传播知识权力的控制。
　　——（美）阿尔文·托夫勒　　　　新的权力来源不是少数人手中的金钱，而是多数人手中的信
息。
　　——（美）约翰·奈斯比特　　　　在媒介流动和内容的构建中，媒介的空间和时间的维度已经
变得与资本的容量和社会力量的来源一样重要了。
　　——（美）尼克·史蒂文森　　　　因特网不仅仅是一个便利的应用工具。
它适应了信息时代出现的社会运动的基本特征。
因为这些运动发现了组织起来的合适媒介，他们发展并打开了社会变革的新的途径，这反过来又加强
了因特网作为优势媒介的地位。
　　——（美）曼纽尔·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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