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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互联网和短信业务发展非常迅速。截至2005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已经突破1亿大关达

到1.1亿之众，居世界第二位，CN域名注册量在所有国家顶级域名中，稳居亚洲第一，在世界

排名第6位；手机用户也已经达到36316.8万户，月均新增472.4万户，居世界第一位，短信从

SMS到MMS，拓展了非常繁多的业务种类，2005年度手机短信业务量累计达到3046.5亿条，比上

年同期累计增长39.9%。高普及率、多媒体功能、便携、互动和移动等特性彰显了手机的私有

性、个性化和机主的与众不同。手机提供两种电话和数据两种基本服务，随着手机制造技术的

进步，其功能也从英文界面到全中文图形界面，从单纯的通话工具到视音频捕捉，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支持通话、无线上网、短消息传递、游戏等成了当前大部分手机的基本功能配

置；组合PDA、数码照相、视频播放、MP3 播放等功能，并通过（OTA）、蓝牙、红外线等无线

连接或利用 USB 有线连接实现与个人电脑数据同步，也成了大部分手机可供扩展的功能；

Symbian、Palm、微软、Linux 四大开放式操作系统代表着未来手机操作系统的发展方向，这

些系统使得GPRS和 MMS、MP3和ICQ 都得到了支持；有相当强的图像和多媒体能力，可以作为

彩信服务（MMS）客户终端和支持WAP2.0的WWW 浏览器等使用；开发了将微软Windows个人电脑

软件用于手机的版本，把手机同企业电子邮件系统连接在一起，用来控制手机网络浏览、图片

信息发送及电子邮件等应用功能。技术的进步为完善手机服务尤其是数据服务搭建了优秀的平

台，同时也使手机成为相对独立的媒体形式并超越了传统媒体，开辟了真正的个人传播新领

域。基于此技术平台，中国移动，在短短的几年内推出了近百种业务，大力开发以短消息服务

为主的新业务，充分利用移动技术和网络优势率先推出了MMS、随e 行等一系列新的移动数据

业务，仅MMS业务，就有彩信照相、彩信贺卡、彩信图片、彩信新闻、彩信折扣券等多种，有

力地推进了移动数据业务的蓬勃发展，既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又延伸了信息传播广度，同时

也衍生诸多新的问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传播谣言、散布虚假信息；制

作、传播网络病毒，“黑客”恶意攻击、骚扰；传播垃圾邮件；论坛、聊天室、短信侮辱、谩

骂；网络、短信欺诈行为；网络、短信色情聊天；窥探、传播他人隐私；盗用他人网络账号，

假冒他人名义；强制广告、强制下载、强制注册、强制支付；炒作色情、暴力、怪异等低俗内

容等。互联网和短信传播中的“黄、假、坑、俗”等不道德现象大量涌现，败坏社会风气，危

害社会稳定，放大了新媒体的负面作用，对青少年的责任感、义务感、道德感的培养构成了极

大威胁。这些问题与网络媒体特性捆绑在一起超越了国界，成为了各国各地区政界、业界和学

界共同高度关注的社会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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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对互联网实施管理的措施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是限制上网，二是依法审查，三是民

间管理。限制上网的做法正逐渐被淘汰，立法管制虽然是网络管理中的一种重要方式但不是惟

一的方式，而网络的民间管理正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法国涅夫勒省众议员莱昂•保罗

曾经向法国总理提交报告，建议建立一个完全能够在互联网上运作的法律论坛组织，认定需要

解决的法律问题。英国的网络观察基金会与法律论坛组织有相似之处。欧盟委员会向欧盟部长

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提交了关于确保网络安全和打击电脑犯罪的立法动议和非立法措施。此外，

针对传统媒体而建立的西方媒体监督组织，如美国的FAIR、加拿大的Media Watch，也集合着

一批专家、学者和大量公众对互联网的失范行为进行广泛讨论和密切监督。 

在我国，政府历来非常强调媒体在动员和引导社会舆论中的地位，当下对网络媒体管理趋于严

格，已突现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责任与作用。相继制订颁布实施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互联

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一系列规范性文本和政策，并根据网络传播领域的新变化、新情

况进行不定期修改和补充；公安部门联合其他部委在全国范围统一治理手机违法短信，并确立

了手机实名制，以实现对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传播行为的刚性管理。与此同时，在国务院新闻办

的指导下，由全国15家单位共同主办的中国网络媒体业界最高层次的专业论坛“中国网络媒体

论坛”，每年一届汇聚政界主要管理者、业界高层以及学界精英，共同探讨网络传播领域的热

点焦点，如：网络传播中的社会责任、网络中的诚信问题、净化网络传播环境问题以及网络媒

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问题等，以引导社会共同关注网络媒体信息传播行为。在学界，传

播学者也不断与时俱进，对网络传播保持着高度敏感与自觉，与中央精神保持同步，紧随网络

发展步伐，迅速跟进了包括BLOG、WIKI、P2P、BT、富媒体、视频点播等相关技术并进行了较

深层和前瞻性的分析；积极参与了突发事件的网络表现，分析事件发展的经过并从各自的角度

得出一般意义上的结论；及时跟踪“木子美”、“宝马撞人案”、反日活动、“芙蓉姐姐”、

“超女”等影响广泛的事件，并给予了客观地关注与理性的评判和引导；积极献计献策，并主

动参与清剿网络中的黄色污染，净化网络环境；对于网络游戏及网络版权问题，虽然学者们无

一不寄希望于网站和网民的自律上，但也积极探讨了国家的相关法规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所有这些研究都充分地彰显了学界的入世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方面丰富了网络传播的

研究成果，拓展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一些不足：1、理论研究只

是对传统理论在网络环境中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没有提出新的框架，没有实现大的突破和创

新，因此，相关的对策研究缺乏理论根基，只停留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点状研究，缺

乏长效性；2、实践研究大多停留在事实的叙述，网民讨论的引述，泛化数据的引用和个人的

思辨分析上，缺乏实用有效的研究方法，因此，相关的对策研究缺乏有针对性的数据调查，缺

乏说服力；3、对策研究不大胆，往往是逐一解读有关政策法令，从中寻求解决方案，自上而

下制订措施，缺乏可操作性；4、大部分学者们已有知识结构很难适应网络这一特殊媒体信息

传播行为的研究，要么在技术层面提出几点微观具体的改进措施，要么在经济、政治或文化等

某一领域提出宏观且抽象概念，单一的学养背景已形成了对网络等新媒体研究的桎梏。值得庆

幸的是“网络社会的传播控制研究”、“手机媒体及其管理研究”分别获得2005年度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和一般项目立项，这将会为繁荣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研究带来新的契机，对互联网和手

机短信的管理以引导提供新的思路，但毕竟不是对策研究，对指导当下突出问题的求解尚有一

定距离。 

互联网信息传播已经深入社会生活，尤其是移动通信技术融入互联网以后，更加复杂庞大的信

息传播网络系统全面建构起来，使得互联网信息原本半隐半现的个性化真正显露了原形，人际

传播基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复归，人们开始沉浸在自我的领域里用数字键落

实思想、扩散理念。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管理与引导研究不应该只在学术层面作宏观、抽象的

引述和推理，也不应该只在措施层面针对眼前突出的问题协助职能部门找几条即时生效药方。

网络传播的管理历来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已有的管理对策往往因为技术的高频度更新而受到

挑战，任何想以限制为手段的管理意图已告失败，堵的管理方式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传播中已

 



经走到了尽头。在以人为本的手机技术高歌猛进并再次超越法律界限的时候，学界呼吁针对创

新技术的政策和法律，不能以扼杀为目的；对策研究、政策或法律的制定，应该在充分认识新

技术的利与弊的前提下来进行，应该摆脱个别案例的影响；既要照顾到相关产业的利益，同时

也应考虑到网络用户的利益，要从促进各个产业包括互联网长远发展的角度来制定对策。另一

方面，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管理也不只是政府和行业内部的事，还是社会各种力量通力合作的

事，需要寻求一种“共同管理”的新思路。互联网的共同管理就是让政府、个人和企业都参与

到讨论信息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中来，突破学术和措施两种单一趋向的局限，本着务实、客观的

态度，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关顾全局，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元视角对互联网和手机短信

传播进行综合观照，寻求社会参与、规范管理、科学引导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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