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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网际网络具有破除垄断并使其它声音得以听见的能力，哈贝马斯（Habermas）的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Habermas, 1989; Meiklejohn, 1948）被网际网络乌托邦

们再次提了出来。他们认为网际网络可以创造出一个全球公共领域，在这里，人们可以公开地

进行交互式的争论而不受政府和商业利益的控制（McChesney, 1996）。 

而且，在网际网络所创造的全球公共领域中，传统的地缘政治或空间意义的世界划分——东和

西，南和北，第一、二、三世界，或是中心、边缘和半边缘——也将不复存在。领土疆域的概

念也将面临解体。在崇尚新颖而务实的  

全球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商品、服务、思想、新闻、图像和资料的流动越来越倾向一种跨国的

性质。便宜的商品和新奇的思想不仅来自传统的“中心”，现在也来自传统的“边缘”，而且

来自“边缘”的并不比来自“中心”的少。同时，一些原来的“中心”已经“边缘化”

（peripherized）（如纽约和洛杉矶的平民窟），而一些原来的“边缘”却逐渐拥有工业、财

经和信息中心的地位（比较明显的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

（Tehranian, 1994）。网际网络，已经帮助个人和团体克服了地理和文化的  

界限，并将创造出一个不受霸权政治或经济权力制约的“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Thussu, 1998）。 

在关注网际网络的革命性力量的同时，“边缘强化”的赞成者们还发现了在新的全球环境下媒

介帝国主义本身所暴露出的若干问题。 

马克利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教授，《国际传播》（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常务编辑奇帝（Chitty，1994: 109）指出，文化霸权主义

（建立在欧洲帝国的遗留框架上并经由美国技术而实现真正的全球触角）或许已经帮助美国维

持其对结果进行操纵的能力，但并不能永远维持下去，也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内都能维持下去。

政治方面，现代化  

已经创造出一种增殖力量，再也没有哪一个大国能够轻而易举地操纵整个世界了

（Tehranian, 1994）。 

在新近的一次研究当中，恰达（Chadha，2000）则发现，国家守门人政策、受众兴趣的变化和

当地媒介的竞争成功地限制了西方节目向亚洲地区的流入。正如亚洲四小龙一样，作为视听产

品的主要生产者和国际出口者，巴西、墨西哥、印度和埃及等发展中国家的涌现，不仅改变了

西方媒介内容的单向流动，而且有效地削弱了媒介帝国主义所代表的“霸权”模式。因此，在

当今以多元化为特点的全球媒介环境下，西方媒介霸权的概念已不可能继续存  

在。正如汤林逊（Tomlinson，1991）所言，“本土文化”，用萨特（Sartre）的话来说，已

被宣告自由。 

认识到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局限，研究者们推定西方霸权统治及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定义并

没有建构成一个拥有武断工具和压制形态的社会网络。实际上，这些实践的领域正是弱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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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所，在这里他们可以利用霸权计画的短暂弱点或矛盾来提高胜算（Murphy, 1994:101）。

这时，在特定的形势下，边缘力量可以充分利用网际网络来重新诠释文化进程和与之相适应的

传播功能，以衍生新的意义和发展相反的立场。  

简言之，技术创新，尤其是网际网络，将会引发根本性的完全不同于现状的文化和社会变革

（Kluver, 2000）。根据倡导者的论述，最新传播科技的采用将会帮助发展中国家跳跃到现代

化。现代传播科技将会使穷国更易于赶上那些少数的先进国家。否则，落后国家的发展过程将

会是漫长、痛苦和任人摆布的（Schiller, 1980:23）。这种观点也是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

理论关于国家发展的核心论点——技术跃进（technological leapfrogging）。 

二、 赛伯殖民（Cyber Colonialism） 

与边缘强化的倡导者们相比，赛伯殖民的支持者们更加强调历史延续性并将  

网际网络视为维持和巩固现状的工具。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垄断模式下，网际网络和新传播

科技更可能服务于现存的政治文化，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McChesney, 

1996）。 

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考察国际关

系，他们认为自从16世纪以来，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colonialism）和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逐渐将世界的边缘国家与地区纳入一个垄

断和剥削的世界系统（Wallerstein, 1974; Schiller, 1976, 1989）。 

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和世界系统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认为，资本主义的

渗透使发展中国家在物质和文化上都变得贫穷，从而使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处于依赖的地位

（Mody, 1991）。通过加入由跨国公司所主宰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些边缘国家如日本、南

韩等已经逃出了这种依赖的命运，其它边缘国家也可加入这一等级体系，但资本主义的剥削系

统仍将继续存在，直到社会主义革命能彻底废除阶级体系为止。俄国、中国、古巴、越南以及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爆发的社会革命试图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但是，他们

又被纳入新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IMF）, 关贸总协议（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 

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 WTO）。这些国际组织由领先的资本主

义国家所控制和协调，并通过新的数字化和卫星通信技术而不断发展和强化（Krasner, 

1983）。 

这些国际资本主义组织促进了全球媒体市场的形成，同时，新的数字化技术和卫星技术则使得

这一全球市场不仅费用低廉而且大有赚头（McChesney, 1998:27）。于是，面临的问题是，世

界新秩序会演变为发展中国家变得更  

具依赖性吗？我们能够比应对工业革命更好地应对信息革命吗？（Mowlana, 1994）答案也许

并不乐观。 

首先，网络的普遍接入和计算机的普及水平还远远不够。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解决，信息高速

公路的民主潜力将大打折扣。打个比方，当一个美国的研究人员以极少的费用在几秒钟内将大

量期刊文章的内容下载到自己的计算机上时，对远在非洲的某人来说，这可能要以国际长途电

话的费用花上10分钟时间（Rudolph, 1996）。同时，个人计算机的费用对大部分人来说仍然

是无法承担的，而计算机制造商们为了赚取更高的利润则一味生产高价格的个人计算机

（Baran, 1995）。虽然在未来10年内我们对个人计算机的普及程度只能猜测，但我们没有理

由相信，计算机会达到电视的普及率，如果单凭市场运作的话（McChesney, 1996）。《比

特》（BYTE）杂志资深编辑尼古拉斯·巴瑞（Nicholas Baran, 1995:40）强调，“没有网络

普遍接入和计算机的普及，个人计算机将会成为进一步加剧社会经济和教育不平等的工具”。

因此，全球化“只会给那些特权阶级带来好处” （Krogh, 1995,1996）。 

其次，网际网络并不能真正削弱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力量。如席勒  

（1998:20）所言，在过去50年中，美国在争取和保持全球文化和信息霸权的过程中一直扮演

着中枢的角色，其霸权一直保持到今天。这是历届美国政府，从杜鲁门到克林顿，不遗余力所

追求的结果。 

从今后来看，在网络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美国也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一

个国家能够融合如此众多的必要资源——大量的软件出版，世界级的硬件生产，动态的内容发

布，迅速解禁的电信部门，高风险的资本基地，灵活的劳力市场，以及多层次的大学教育系统

 



（Burton, 1997:23）。 

诚然，网际网络的确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理想的发展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会

停下来等着发展中国家赶上自己。更熟稔国家内和国家间权力关系的美国及其统治者们当然会

继续开发和利用新科技，并将其纳入原有的操纵和统治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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