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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研究方法的困惑与思考 

作者： 陈 燕 王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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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网络传播改变了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对传播学研究方法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文章从 四个方面对网络传播

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希望研究一些能解决网络传播问题的新方法。  

[关键词] 网络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线性研究方法；受众研究方法；控制方法；多媒体研究方法 

网络传播是通过计算机网络的人类信息传播活动。作 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传播方式，网络只用了5年的时间就 追赶上了

广播用38年、电视用13年才拥有的受众群，成 为信息传播变革中一支异军突起、势不可挡的力量。网络 的出现极大地

改变了传统的大众传播方式，一些传统的传 播学研究方法在这一新媒介面前显得陈旧与不合时宜，这 将迫使我们转变

视角，剔除那些不适宜的老方法，思考一 些能解决网络传播的新方法。 

一、线性研究方法无法面对网络传播，交互式方法应 运而生 

传统的大众传媒是基于这样的特征的：大规模的媒介 组织向大范围的受众传递大批量信息，是点对点的单向、 线性传

播，最大特点是遵循“大数”原则，根据有限的不 精确的反馈信息和传者对公众需要的估测及传播政策的要 求，传送

出被认为是适合大多数受众需要的信息。在这个 界定中，传播的方式是单纯的一对多的关系。受众被认为 是只有一种

性格的整体，没有个性，个人在整体中没有独 立的意义。 

网络传播的出现和发展，拓展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打破了以往人类多种信息传播形式的界限，它既可以实现 面对面

的传播，又可以实现点对点的传播，还可以实现点 对面的传播。比如，在网络这种传播结构中，任何一个网 站乃至个

人都能够生产、发布信息。所有网站生产、发布 的信息都能够以非线性的方式进入网站，让很多的用户收 看。这可以

说是大众传播中点对面的模式；同时，网络的 交互性特点使受众可以直接迅速地反馈信息、发表意见， 而且，受众接

受信息时有很大的选择自由度，可以主动选 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这可使网络具有了人际传播的特点； 此外，面对面

之间还可以形成组织传播。多种传播形式的 组合，赋予了网络传播多重“性格”，形成了一种散布型、 非线性的网状

传播模式。 

按照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的观点，印刷术的发明、 电子媒介的出现，都曾对社会的结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 方式

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这些影响并不是传播的内容带 来的，而是传播媒介自身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 这种交

互性、个人化的媒介的出现也必然带来“讯息”。这 些“讯息”都对传统大众传播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如 果传统

的传播研究方法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那么它将变成 “没用的东西”。因此，以往的线性传播研究方法必须作出 调整，

要将传统媒介一对多的传播研究改为个人对个人、 多人对多人、个人对多人以及同步及异步传播的分类研究， 以往线

性传播研究方法，要让位给以交互性研究为主的新 传统。比如，传统的大众传媒时期的受众调查研究法，通 常采用座

谈访问式，采访几位受众，就可以得出一个“普 遍性”的调查结论，因为受众是没有个性的整体。然而在 网络时代，

我们就可以采用web在线方式进行受众调查， 将问卷放置在网页上供受访者填写。这种方法就达到了互 动的效果，因为

在网上被调查人是主动参与的，如果对调 查题目没有兴趣，他是不会花费时间在线填写调查问卷 的①。这种网络调查

研究法的诞生是人际传播模式在网络传 播方法中结出的硕果，也进一步证明了交互式研究方法运 用于网络传播的科学

性与合理性。 

二、“控制方法”力不从心，网络世界谁主沉浮? 

对于传统大众传媒来说，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都是比 较容易实现的，但在网络世界里谁主沉浮?传统媒介的外 部控制主

要是指国家和政府对网络到底能不能控制?由谁 来控制?这一直是网络传播研究中困惑不解的问题，到目 前仍然争执不

休。传统媒介的外部控制主要是指“国家和 政府通过规定大众传播体制、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来保障媒介

活动为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国家 目标的实现服务。这是一种‘硬’控制，包括对媒体的活 动进行法制、行政

的管理、严格送审制度，对媒体创办进 行审批登记，分配传播资源等。②但是，这种控制对于网络 传播来说几乎是不

可能的。每天，互联网上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新网站出现，而每一个网站的创建是不需要登记和审 批的，要想限制和禁止

某些信息的传播，往往力不从心。 从内部控制来看，在传统的传播模式下，记者和编辑作为 媒介的把关人，控制着新

闻信息的产生与传播，他们会用 新闻价值、政治标准、价值观念等条条框框来决定新闻的 命运，合乎标准的就采用，

不合标准的就地“封杀”。除 此，“议程设置”也表现了传播者对新闻的态度，体现了强 烈的主观色彩，如将某信息

放在第几版(节目)什么位置、 设计多大版面(节目时间)以及以什么方式组织报道等等， 都决不是传者不经思考的信手

拈来。然而在网络世界里， “受众”决定着自身的新闻选择权，自己去网上随意地搜寻 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且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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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作者：罗晓娜┊ 2006-05-29 

  一、 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

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

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

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

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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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由地发布信息、发表观 点，编辑人的“议程设置”在这里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可 见，传播者的地位受到明显的削

弱，权力在向受众倾斜。 

对于能不能控制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世 上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与限制是相对应的，只有保持自 由与限

制的平衡，才会保证系统的稳定。在网络世界里， 一定也有与网络自由相对应的控制机制，只不过在当前这 个网络控

制研究比较滞后的阶段，我们还没有找到比较完 善的控制研究方法。 

关于谁来控制的问题，网络的发源地美国对网络控制 采取了适应互联网特点的自由开放、因势利导的控制方法， 我们

认为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启 发意义。在美国有关网络管理的决策宗旨中，强调了因特 网管理

决策要慎重，不能妨碍因特网的发展并因此影响经 济的发展。对于控制方法，强调使用技术手段和业界自律， 重视政

府、学术界和网络业界进行交流对话，对于业界制 定一系列规则和行动标准以进行自律并领导因特网发展的 重要性，

提出所有立法者都需要了解因特网的动作，都应 向专家请教；倾向于倡导因特网发展由业界领导和市场驱 动……③)。

从上可见，这些控制方法都是比较自由、平和、 开放的。对于网络这种媒介，也许只能实行“自由”的控 制方法，自

由也是一种控制，自由和控制达到了一种相对 和谐的平衡的状态，才是控制的最高境界。 

三、受众研究方法失去传统意义，传统研究方法需要 开阔新视野 

传统的大众传播，是媒介对大众的一对多的传播，你 传我受，传者和受者的界限非常清楚。然而网络传播改变 了这种

状况，传受合一，使“受众”一词失去了本来的意 义。面对这一问题，媒介受众研究要改为传授合一的用户 研究，而

要研究用户需要将其分为选择、接受信息者和发 布信息、发表意见者两种情形来讨论。 

首先，要将用户作为选择信息和接受信息者进行研究。 

传统的大众传媒在效果研究中最关注的一点是媒介对 受众的作用和影响，在强烈的媒介主体意识支配下，忽视 了受众

选择、处理信息的主动性。然而面对网络世界，网 上用户个人的主动性是很强的，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在《数 字化生

存》一书中说：“将来编辑不会告诉我们该看什么东 西，我们将告诉编辑，我们自己选择看什么东西。” 

在网络中，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喜好以点播或“广捕” 方式获得信息，受传者的主动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但

是，传统的传播理论、模式在这里并非一无是处，有一 些是可以为作为选择信息者和接受信息者的用户研究提供 理论

基础的。如“使用一满足理论”。这一理论从受众如何 满足的角度进行研究，其前提是承认接受信息是主动的， 会按

照兴趣选择，它将受众选择信息时的社会心理根源、 需求、期望、满足程度都视为使用媒介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研究

了何种情况下社会需求可能导致对媒介的需要和使用。 这一理论被莫里斯和奥根视为对因特网研究有意义的四种 理论

之一；其他理论还有“信息寻求模式”理论。讨论了 受众寻找处理所需信息的复杂过程，对于分析在因特网上 查询信

息时的用户状况，有重要参考价值；还有人际关系 理论模式，对于研究网络传播的个性化特征，考察网络上 个人对个

人的传播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有益的；再有受众 有限性理论，也在相当程度上是研究受众的。但是，以上 理论都不是

为研究网络传播设定的研究模式，具体的网络 传播研究，在吸取以上理论模式的基础上开阔视野，考察 网络的虚拟

化、用户的主体创造意识、信息过载对人的思 维和心理的影响等新的问题。要在传统传播理论和方法的 基础上研究

“传授合一”的新方法。 

另一方面，将用户作发布信息和发表意见者进行研究。 

在传统媒体中，受众发布信息和发表意见的机会和途 径非常少，在传播中基本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在网络传 播中，

每个用户可以通过电子公告牌等手段以匿名的形式 自由发布信息和自己的意见，这就为传统的“沉默的螺旋” 等效果

研究理论拓展·了新的思维空间。 

以“沉默的螺旋”为例。在网络传播中“沉默的螺旋” 理论仍然有其生存空间。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写 道：

“贴在受人喜欢的公告板上或发给专题讨论组的一条信 息可能会到达并吸引数百万人，或者它只是呆在原地，日 渐憔

悴而无任何影响……。如果你的信息很受欢迎，则很 多人会看到它，并把它作为电子邮件发给朋友并附上自己 的赞

辞。”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了网络上的“沉默的螺 旋”现象，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看到它受到广泛的 欢迎，

就会积极参与进来。否则，就不去理会它而保持沉 默。以此循环往复，形成螺旋。这个理论体现了“一致性” 原则，

即保持传者和受者思维和行动的一致性。但实际上， 网络往往并不需要这种一致，而系统中的从众心理又会造 成这种

情形。面临新的问题，沉默的螺旋这一理论模式需 要深入研究新的现象，作出新的解释。在这方面，陈力丹 曾作过深

入的分析，他认为：“由于网络上发表意见实际上是匿名的，就基本不存在‘自己的意见’和‘公开的意见’ 矛盾的问

题，但是用户对网上意见的认知，会发生比在现 实社会中的认知更大的偏差，因为用户通常同自己意见相 同的人结成

讨论小组，因而会在较大程度上将自己的意见 视为也是其他人的意见，出现镜式知觉和假一致等认识偏 差。”看来，

传统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模式面对网络新媒 介的挑战，也不可盲目乐观，而应该面对现状，改造自身， 才能赶上网

络传播的步伐。 

四、媒体从分离走向融合，多媒体研究方法亟待探索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媒体时代，网络等新媒介 的出现对这个时代的到来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多 媒体的

多不仅指新媒介这个特定的技术名词，也不是指新 媒介的数量，而是指新媒介所具有的多种媒介功能的融合 意义上的

“多”。比如报纸改变了原来的形态，原来的报纸 是单纯的印刷品，现在又有了网络版和光盘形态。又如电 视台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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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也在网上设网址，杂志、电影等传统的大众传 播媒介也搬到了网上，有了网络版。除了计算机可以上网 外，手机也

可以上网，可以接收E-mail，还具备可视功能 ……。关于媒体走向融合最有说服力的事件莫过于2001年 1月美国在线

(AOL)成功收购时代华纳，这标明媒体之间 的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并将大有可为，媒体单身生活 的时代应该告一段

落了。同样，在研究某社会组织与大众 传播媒介的关系问题时，传统的方法和原则要求人们分别 研究单一媒介的传播

特点与不同媒介的处理方法，甚至把 一种媒介的成功研究经验移植到另一种媒介上去应用。显 然这样的研究方法已经

不再适应目前的多媒体时代，因为 各类媒体的特点已经互相融合，研究社会组织与多媒体的 媒介关系问题需要一种新

的思维方法了，这就是在融合的 基础上不断创新。面对这些情况，传播学无论从理论还是 从方法研究上都应该完全用

一种“大传播”的视野来审视， 研究媒体之间的竞争、媒体之间的融合和它们相伴生的作 用，探求新型媒介的特色及

它们在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 

神奇的网络传播为传播学研究方法提出了许多困惑和 值得思考的问题，面对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任何一 门学科

的研究方法都是在这种困惑思考中不断发展，不断 创新，逐渐成熟、完善起来。 

注释：  

① 张 玮：《新媒介 新策略--网络调查的浅析》，《第三届全国受众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2000年．  

② 匡文波：《论网络传播学》，《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第46页。  

③ 张咏华：《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小议--从美国因特网委员会(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报告)看国外的有关动态》，《新

闻大学》， 

2001年第6期，第18-22页。  

④ 比尔·盖茨：《未来之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 

⑤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2月版。 

⑥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注：本文为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基金项目。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编辑出版研究所 邮编：0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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