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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目前看来，法律责任能比较有效地控制网络传播者的传播行为。但法律的效力仅仅局限

于某个国家之内，而且各个国家的有关法律又不尽相同，在一个国家可能只是道德问题的传播

行为到另一个国家则属于违法行为。然而，网络上的信息又大多是跨越国界的，这就使传播者

的法律责任也变得不可确定起来。关于网络传播者的国际化问题，在下一章还会详细谈到。 

参、 对网络传播者及传播行为的控制： 

对任何一种大众传播媒体来说，传播者利用其向受众传递信息，在为受众服务的同时也对社会

产生重大的影响。大众传播的诸多功能（监测环境、协调社会、传承文化和提供娱乐等）并非

必然对社会有利，如果使用不当，同样也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为了正确地利用大众

传媒，包括网络媒介的功能，防止其产生负面影响，社会对于传播者的控制和约束是必须的也

是必然的。② 

对于传统媒介，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法规、媒介所有者、媒介经济形式以及社会文化背

景都可能对其产生影响。对于新兴的、国际化网络媒介来说，其传播者的传播行为是由何种因

素来进行制约的呢？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一些国有或是私营的网站来说，国家的制度、

媒体政策、网站的经济利益会对其起到如同传统媒介一样的约束力。然而，如何看待为数众多

的个人网站、个人网页、大众论谈、电子公告栏上的个体信息发布者呢？如何对他们进行约束

呢？  

传播者个人因素的无法控制以及其传播行为的不确定性，使得对个人传播者及其传播行为的控

制变得非常困难。在人力上，对所有信息来源的审查是不切实际的；在技术上，还没有能对特

定信息进行筛选的智能监控系统；在信息价值上，又很难达到对所有信息判断的一致标准。简

而言之，个体传播者的存在，使得传统的对传播者的控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上述的社会

控制难以取得实效外，还有几个方面的变化导致了对网络传播者的控制变得十分困难，这更加

深了网络传播者的失控：  

一、 “把关人”角色的衰退 

传统媒介的把关人是无处不在的。就拿报纸来说，报纸的把关人是各版的编辑和总编，他们负

责检查信息，筛选信息，最后决定发布信息。而对网络媒介中的个体传播者来说，谁是把关

人？是传播者自身还是所在域的管理者？是政府的有关部门还是国际上的网络组织？如何把关

也是一个问题：人力上不可能对所有的信息源进行控制；技术上还无法对所有传播的信息进行

审查和筛选；国内的控制无法强加于国外传播者身上等等。可以这么说，在以个人传播者为主

的网络时代，把关人这个角色正在日益淡出和消失。 

二、 传播者控制的国际化 

网络是全球化的网络，网络的传播者是全球化的传播者，那么对网络传播者的控制也是全球化

的问题。在传统媒介中，对传播者的控制主要是在国家的范围中进行的。各个国家的社会制

度、法律法规、媒介体制的不同，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国内传播者向国外传播信息以及国外

的传播者向国内传播信息的行为。尤其是对于国外传播者来说，以本国的信息价值的标准，要

想通过另一个国家的壁垒进行传播并非易事，尽管电台和电视的无线电波可以跨越国界，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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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也会受到干扰而影响传播的质量和效果。网络媒介的出现则使这种国家的控制变得无效，事

实上，每一台符合TCP/IP或其它网络协议的终端都可以向任何国家的受众传播任何信息。这里

也同时涉及到一个信息价值国际化的问题。传播者控制国际化所带来的最大困难就是信息价值

如何达到国际化，由于每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媒体政

策，这些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对信息的取舍标准不同，在一个国家中可以传播的

信息到另一个国家也许就会被禁止传播；同样，在一个国家中被认为是违法的传播行为在另一

个国家内可能只是道德问题。虽然在国际上可能达成对一些传播的普遍问题的控制（比如禁止

黄色和暴力信息的传播），但是对涉及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的信息却不能达到一致的控制行

为。所以，很难在国际上取得在信息传播价值上的统一，以致于想要在国际上取得一致的对传

播者的控制也是非常困难的。  

肆、 结论： 

网络媒介的出现为信息事业的繁荣和信息的自由流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给人类的大众

传播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希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作为新兴的媒体，网络带给我们的思

考和困惑也并不在少数。本文从分析网络媒体传播者的角度阐述了网络媒体传播者相对于传统

媒介传播者的特点及其传播行为的变化，以及对网络传播者控制的难度，指出了网络媒介所存

在的问题：传者失控。从受众接受的角度来看，由于受众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地获

取信息，所以传者失控并不一定会立即造成受众思想和行为的失控，但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是

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对儿童的影响），这不得不引起广大的传播学者的重视。如何更好地控制

网络传播者的传播行为，使其向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是今后传播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之一。 

注： 

①邵培仁 (1997). 《传播学导论》， pp. 189. 浙江大学出版社. 

②张咏华 (1992). 《大众传播学》， pp. 58.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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