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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飞主编的《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2011.2）》分为学术对谈和论文选编两部分。
收录了：《新媒体时代中国舆论监督的新议题：网络揭黑》、《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理论研究及其批评
》、《去科层化：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的功能再考察》、《视频分享网站著作权侵权责任分析》
、《物联网作用下的组织传播》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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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飞
基本信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985创新平台"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研究院"院长。

社会兼职：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分会常务理事、浙江省记
协常务理事。
中国社科基金评委、中国新闻奖及长江韬奋奖评委。
China
Media Research（USA）编委、China Media Reports
Oversea（USA）副主编、《新闻年鉴》编委、《国际新闻界》编委、《新闻实践》编委。
中山大学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浙大城市学院、浙江传媒学院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

 研究领域：传播与社会、传播法、新闻传播理论
研究项目：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及省社科基金项目多项。
目前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国际传播的理论、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2009-2012年）的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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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互联网出现以后，这种科层制垄断信息的局面被打破。
传统的政治科层很难像对待传统媒体一样将互联网禁锢起来，特别是地方政府，难以通过控制互联网
来限制信息的传播和流动。
网络空间相对较高的速度与流动性，改变了信息场域的博弈结构，权力机构--如政府、公司或主流媒
介的权威地位正在弱化。
较之传统媒体，互联网增加了民主或参与或者弱势群体的力量，这归根结底取决于其技术特征上的不
可完全控制性。
互联网传播的一些基础性架构和技术特性，如TCP/IP协议，使得互联网成了一个高度灵活的、去中心
化的媒介。
比之于传统媒介，互联网也更加难以监管。
过去，国家对新媒介的诞生主要是通过制定政策和监管手段来管制的，在西方国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
来决定媒介进入的门槛，如对电视的监管即是如此。
但这样的监管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互联网难以奏效；每一个网站都可以成为一家媒体，其数量庞大，
创办成本低廉，因而难以监管。
中国现有的电视台、报社加起来不过几千家，但互联网网站动辄以百万计，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无法
完成监管工作。
正如迈克尔·弗鲁姆金（Michael Froomkin）所说：“由于缺少全面监控、屏幕信息获取或处理器监视
，大多数政府仍然不能有效地监视人们使用网上空间。
”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政治信息传播系统中的各级把关人的作用“虚化”，老百姓甚至可以通过互联
网直接将自己的问题呈现给总理，而不用经过中间的各级官员的过滤。
上级政府也不用通过下级政府的汇报或代理就能够得到民间原生态的信息。
民意与高层之间的互动互达更为通畅。
如厦门PX事件就体现了互联网在传播信息方面的优势。
当传统媒体几近失语，仅有的传统表达渠道受阻之时，正是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打破了僵局--厦门市
民通过网络论坛、电子邮件、QQ群等各种方式，传播和讨论与其利益切身相关的PX项目，其声音也
通过互联网等媒体传达到了人大代表和中央政府那里，最终促成了事件的解决。
正是互联网创建的互动平台为公众参与利益博弈提供了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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