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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知识图谱的
网络媒体治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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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择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和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数据库相关文献，利用可视化文献计量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分析中外网络媒体治理的整体情况、发展演进、研究主题等发现：从２０１４年开始网络媒
体治理受到中外学界广泛关注，国内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可归纳总结为数字社会治理研

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媒体平台治理研究、网络空间治理研究４个方面；国外相关研究的热点主题
主要包含技术和安全研究、政治和管理研究、经济和商业研究、生态和环境研究４个方面。目前网
络媒体治理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国内在机构合作度与研究范畴等方面较国外均存在

不足。未来，网络媒体治理研究应在立足国情、借鉴国际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深化交流与合作、加强

理论研究、丰富研究方法，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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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与移动终端设备的迅猛发展，

网络媒体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已深入渗透到

人类生产生活的整个运作系统当中，深刻影响

着社会意识形态与舆论格局。网络媒体又称为

互联网媒体，是指借助网络传播平台，通过计算

机、手机等终端进行信息传播的一种数字化、多

媒体的传播媒介［１］。近年来，网络媒体的双刃

剑特性愈加凸显，在为信息传播提供便利的同

时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如谣言和不良信息

泛滥、网络舆论失范等，如何促进网络媒体的健

康有序发展成为必须回应的现实问题。国内外

学者从不同学科与视角出发，对网络媒体治理

进行了探讨。国外关于网络媒体治理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不仅

关注网络媒体自身的发展、应用和效果等［２］，同

时从政府治理［３］、电子医疗［４］、环境保护［５］等

角度展开了探讨。国内研究一方面围绕媒介技

术本身探究了网络媒体技术的发展情况［６］、网

络媒体平台的自我监管［７］，另一方面则聚焦如

何提升网络媒体舆情治理效能［８］、构建清朗网

络空间［９］等进行了研究。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

发展，中外网络媒体也在不断发生新的演变，当

前对网络媒体治理的研究综述较少，多是基于

实践经验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现象描述与理论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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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鉴于此，本文拟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

和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的

相关文献作为样本，运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进行计

量分析，以期清晰把握中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

的学术脉络，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一、研究设计

　　１．研究工具

本文采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开

发的可视化文献计量软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６．１．Ｒ３进

行研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是一个采用 Ｊａｖａ语言编写

的可视化应用软件，该软件根据共引分析理论，

采用寻径网络算法对特定研究领域的文献资料

加以计算，并通过绘制可视化知识图谱来展示

该领域知识的主要发展路径与关键知识拐点，

实现对该领域内潜在发展驱动因素、前沿动向

与趋势的分析和探索［１０］。本文选择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文献分析软件，能够实现对网络媒体

治理研究的整体情况、热点议题和演变趋势的

勾勒，并对中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异同点展

开多维度的比较分析。

２．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限制权威期刊检索方式，以确保

所选取的文献具有较高质量和较强代表性。中

文文献来自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将期刊来

源选择为北大核心与ＣＳＳＣＩ，分别以“网络媒体

治理”“网络媒体 ＋治理”“互联网媒体治理”

“互联网媒体＋治理”“新媒体治理”“新媒体＋

治理”为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发现国内最早

发文年份为２００５年。英文文献来自 ＷＯＳ，以

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ＲｏｎｌｉｎｅｍｅｄｉａＯＲｍｅｄｉａ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Ｒ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为检

索条件，发现国外最早发文年份为２００７年。因

此，为了使研究更加全面并保证时间的一致性，

本文将国内外文献检索时间均设置为２００５—

２０２２年，先按照上述主题词重新进行检索，分别

得到中文文献２５３篇、英文文献２２３篇；再人工

剔除文献类型与本研究不符、信息不全等无效文

献后，最终得到２１５篇中文样本文献、２１８篇英文

样本文献作为本研究的中英文数据来源。

　　二、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整体情况

分析

　　１．总体发文量自２０１４年起增长趋势明显

对发文量进行统计整理，可直观体现出一

个研究领域的整体趋势和研究热度，２００５—

２０２２年中英文样本文献发文量见图１。整体来

看，２０１４年以前国内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年

均发文量较低，数量均在１０篇以内；从２０１４年

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２２年中英文样本文献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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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国内外网络媒体治理的论文发表量增长

趋势明显。

２０１４年成为发文量增长的重要节点，主要
原因是２０１４年全球网络媒体发展进入新一轮
变革。在这一年里，国内网络媒体发展取得重

要进展，如传统媒体纷纷开设官方网站，争夺互

联网入口；门户网站发力移动互联，加速向移动

互联网转型；网络视频行业成为资本宠儿；等

等。同年，国外网络媒体实施“移动优先”战

略，移动客户端的开发和运营成为各大网络媒

体竞争的新焦点，各种手机报、社交网站、移动

视频等也成为其争夺的新阵地。媒介技术的进

步与媒介治理的发展密不可分，网络媒体的迅

速发展使网络媒体治理研究面临新的现实问题

和挑战。目前，网络媒体治理研究正在迎来新

一轮的发展机遇。

２．网络媒体治理引发中外学者高度关注
关键研究者对研究领域发展起着重要的引

领与促进作用。中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领域的

主要发文作者与发文量见表１。由表１可知，
中文发文量最多的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

与传播研究所的黄楚新（４篇），排名第二的是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王丹（３篇），排名
第三的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匡文波、中国社会科

表１　中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领域主要

发文作者与发文量

国内

发文作者 发文量／篇
国外

发文作者 发文量／篇
黄楚新 ４ Ｓ．Ｂｕｒｃｈ ３
王丹 ３ Ｈ．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 ３
匡文波 ２ Ｔ．Ｖｅｄｅｌｄ ２
唐绪军 ２ Ｓ．Ｂｉｃｈａｒｄ ２
侯彤童 ２ Ｄ．Ｄｏｎｅｄａ ２
刘泾 ２ Ｆ．Ｆｉｌｇｕｅｉｒａｓ ２
孟威 ２ Ｎ．Ｆｒａｎｔｚｅｓｋａｋｉ ２
张元 ２ Ｐ．Ｇａｒｇａｖａ ２
朱天 ２ Ｔ．Ｈｏｐｐｅ ２
李良荣 ２ Ａ．Ｋａｇｉｎａｌｋａｒ ２
杨志 ２ Ｓ．Ｋｕｍａｒ ２
王国华 ２ Ｄ．Ａ．Ｌｏｏｒｂａｃｈ ２
祁凯 ２ Ｄ．Ｎｉｙｏｇｉ ２
蒋明敏 ２ Ｔ．Ｓｅｌｔｚｅｒ ２

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唐绪军等。英文发文

量最多的作者为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 Ｓ．Ｂｕｒｃｈ
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Ｈ．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均为
３篇。国内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发文者大多
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的知名学者，具有深厚的

研究积累和强大的学术影响，同时对网络媒体

治理研究极其重视。但是，国内在这一领域内

还没有形成专业的学术共同体，跨机构合作仍

需加强。

　　三、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

分析

　　１．关键词共现分析
从关键词共现分析能够窥探周期内研究中

高频关键词的出现情况与相关关系，反映出当

下研究热点［１１］。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分别绘制
国内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见

图２和图３）。由图２、图３可知，中外网络媒体
治理研究都表现出对媒介技术的关切与重视，

但存在明显不同的关注焦点。

国内研究领域的热点关键词为网络治理、

网络舆情、新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等，中心性

依次为 ０．５８、０．３２、０．３１、０．２０、０．２０。其中，
“网络治理”一词处于知识图谱的核心位置，是

本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交叉点。此

外，新媒体、网络舆情、自媒体等也具有较高频

次与中心性，是推动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因素，

这说明国内研究不仅关注制度、技术和管理等方

面，还关注网络舆情、自媒体等，试图从不同视角

探讨网络媒体治理相关主题。国外研究领域的

热点关键词为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等，中心性依次为 ０．５９、０．５８、
０．３４、０．１５。其中，“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一词位于图谱中
心位置，国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关键词关联性

更强，不仅关注社交媒体、网络等媒介技术的应

用性问题，还显现出对网络媒体帮助解决气候变

化、经营管理等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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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国内网络媒体治理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３　国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２．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能够对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进

行统计分析，从而反映出当前的研究重点和热

点问题。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国内外网络媒体治
理研究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生成聚类图

谱（见图４、图５）。其中，国内网络治理研究关
键词聚类的Ｑ值为０．６７４，Ｓ值为０．９０６６；国外
网络治理研究关键词聚类的Ｑ值为０．５７５３，Ｓ
值为０．８４５８，这说明国内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
关键词聚类团结构显著，结果信度较高。

图４　国内网络媒体治理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５　国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１）国内分析
国内研究共形成９个聚类，分别为＃０社会

治理、＃１网络舆情、＃２大数据、＃３自媒体、＃４媒
体融合、＃５网络媒体、＃６网络、＃７媒体治理、＃９
智能传播。为使主体更加突出，在此基础上，本

文结合文献阅读法对各关键词聚类团的内容与

标签词进行归纳总结，发现国内网络媒体治理

研究的学术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４个方面。
其一，数字社会治理研究。此类研究包含

电子治理、公共管理、电子政务、政府公信力、信

息社会等主题词。当前，加快数字经济建设、推

动人工智能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在此形势

下，中国对网络媒体的发展进行了战略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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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对“数字中国”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１２］。

学者们多从管理学视角出发，将媒介治理与政

府管理、政务服务相结合，剖析网络媒体治理与

政治参与类型、政务服务体系和政社关系建构

之间的内在耦合逻辑，并试图通过探寻某种行

之有效的管理手段，使媒介发展与社会治理之

间达到一种平衡、和谐的状态［１３－１４］。有学者认

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网络媒体治理应在政府

主导下通过全媒体传播矩阵的合力，形成“社

交网络中心化模式”，为媒体治理、数字社会创

新提供更为高效的新型政治传播机制和条件，

从而更好实现国家现代化建设［１５］。但国内研

究更多倾向于从政府主体角度进行相关研究，

强调政府在媒介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从社会组

织、传媒机构和受众等主体角度展开的研究仍

显不足。

其二，网络舆情治理研究。此类研究包含

舆情治理、舆情传播、舆情生态、舆论危机等主

题词。媒介技术迭代更新助长了网络舆情的形

成与发展，新媒体的介入又为其提供了一个全

新的活跃平台。而网络舆情的持续发酵极可能

会诱发群体性舆情事件，甚至升级为负面社会

问题。在此背景下，网络舆情治理成为学者们

争相研究的热点话题。学者们围绕网络舆情的

传播模式、传播特点、演变机制等进行了相关研

究［１６－１７］，也有学者针对现存网络舆情治理模式

的困境与误区提出了相应完善措施［１８］。研究

者普遍认为，网络舆情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从完善网络立法体系，提高多元治理主体协

同性与行为规范性等方面入手［１９］。整体来看，

目前有关网络舆情治理的研究多是规范性分

析，从理论上反映舆情的性质与传播规律，实证

研究相对较少，且研究多处于概念、模型层面，缺

乏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和具体的技术操作实践。

其三，媒体平台治理研究。此类研究包含

大数据、网络自媒体、媒体融合、青少年、文化等

主题词，主要包括两大主题：一是以媒介本身为

主体进行的研究，包括从整体上对网络媒体发

展现状、治理困境和治理策略进行概括［２０－２１］，

以及针对某一类新兴网络媒体，如自媒体、短视

频平台、县级融媒体、政务新媒体等进行的具体

研究［２２－２３］，强调新媒介技术对于实现网络媒体

平台优势、完善平台治理的作用与影响。二是

对新媒介技术给社会生活、青年教育、文化发展

带来的影响进行剖析［２４－２５］，强调青年健康成

长、文化有序传承对治国理政、民族发展所起的

重要作用，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文

关怀特征。然而，现有研究尚缺乏全局性、整体

性思维，各研究成果间的关联程度不大，且研究

大多以理论解释和概括性描述为主，缺乏对实

践效果的定量评估和量化分析。

其四，网络空间治理研究。此类研究包含

网络反腐、网络内容治理、多元共治、算法素养、

治理策略等主题词。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虚假

新闻、网络谣言、网络侵权、网络媚俗化等乱象

时有发生。随着网络媒体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

飞速发展，网络空间的安全问题已经从虚拟领

域扩展到了现实世界，并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

的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治理网络乱象、净化网

络空间成为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对此，国内

学者围绕不同网络乱象形成的原因、造成的不

良影响和可行的治理手段等展开了相应研

究［２６－２８］。其中，网络谣言治理研究较为热门，

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多。

综合国内相关研究情况，可发现目前研究

已取得一定进展，对一些基本问题也已初步达

成共识，但仍然存在跨学科合作研究不足、研究

成果不够丰富、系统性研究相对缺乏等问题。

（２）国外分析
国外研究共形成＃０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

＃１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２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３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
ｗｏｒｋ、＃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５ｃｅｏｃ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ｎｏｕｎｃｅ
ｍｅｎｔｓ、＃６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７ｇｌｏｂ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８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ｉｅｓ、＃１０ｃｌｉ

·２８·



于建华，等：基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知识图谱的网络媒体治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１１个聚类主题。从聚类
主题分布可以看出，与国内研究相比，国外相关

研究明显更加注重实用性。总体来看，可将国

外研究主题归纳为以下４个方面。
其一，技术和安全研究，主要研究网络媒体

的技术和安全问题，包括如何保障网络媒体的

信息安全、防止网络犯罪等。网络媒体在使用

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记录往往涉及用户个人隐

私、组织利益乃至国家机密，因此，做好信息安

全的保护十分重要。一些学者通过研究相关文

献，以综述的方式对现有网络媒体安全实践进

行了总结与分析，如 Ｋ．Ｓｏｍａ等［２９］为了更深入

了解信息时代影响传播可持续性的方式，对信

息治理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一

些与信息治理领域相关的研究议题；Ｓ．Ｉ．
Ｔａｍｒｉｎ等［３０］考察了社交软件应用与信息系统

安全之间的关系，并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的相关文
献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通过提出假设、设计概

念模型等方式对网络安全治理中的制度规范、

道德伦理、技术革新等问题进行了探索［３１－３２］。

现有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对后续的网络媒体技术

与安全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但这些研究大多

局限于提出概念性的假设，实际操作过程中的

可行性尚待验证。

其二，政治和管理研究，重点研究网络媒体

治理对政府治理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网络媒体

的高度普及为公众提供了政治参与、政治表达

的便利渠道，而公众意见的表达能够对政府的

决策和行为产生影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给政

府治理带来了诸多机遇和挑战。学者们从公众

角度出发，考察了媒介化政治对网络政治参与

者的政治态度、民主参与和参与者相互之间信

任感知网络的影响程度［３３］。例如，Ｗ．Ｗ．Ｚｈａｎｇ
等［３４］调查了２０１２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不同类
型社交网络的使用对选民态度和行为的多重影

响，包括政治参与、政治利益、选择性曝光、选择

性回避和党派关系等；Ｍ．Ｐ．Ｒ．Ｂｏｌｉｖａｒ等［３５］从

政府角度出发，对地方政府在提供电子公共服

务时采用的治理模式进行了评估。但国外学者

对此领域的研究多采用单一的电子实证调查

法，这种调查方法搜集到的信息并不具备全面

性和完整性，且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也无法

保证，因此可能会导致最终的调查结果与结论

存在偏差。

其三，经济和商业研究，重点研究网络媒体

治理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为决策辅助工

具的网络媒体目前正在现代商业世界掀起波

澜，这使得国外企业网络媒体从业者和研究人

员更加热衷于探究通过合理应用网络媒体实现

提高企业组织绩效目的的有效手段。一些学者

运用实证分析验证了规范管理下的网络媒体与

企业运作之间的关系。例如，Ｂ．Ａｂｅｄｉｎ［３６］对澳
大利亚２０个组织进行采访，证明了社交网站治
理是中小企业在有效实施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客户关系
管理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因素；Ｊ．Ｐａｎｉａｇｕａ等［３７］

则通过结构方程模型（ＳＥＭ）分析了社交媒体对
董事会规模与营业额的中介和调节关系。也有

学者从作用机制角度出发，研究了网络媒体帮

助提升企业工作效能的运行机理，如Ｖ．Ｆｅｒｎａｎ
ｄｅｚＰｅｒｅｚ等［３８］研究了社交网络帮助首席执行

官从外部来源获得信息的机制。这些研究大多

只集中于某一方面，并且研究结论往往仅限于

它所涉及的实证框架，对其他经验框架的分析

还相对匮乏。

其四，生态和环境研究，该研究涉及生物

学、医学、环境学、农学等多个学科，重点研究规

范管理下的网络媒体对于生物科学、医疗服务、

环境治理等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目前，学界

普遍认为，对网络媒体的治理有助于更好理解

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制定未来的

环保治理模式。在该研究领域，有关环境治理

方面的研究较为热门，国外学者重点考察了电

子监测在空气、水资源质量管理和气候变化监

测等方面的应用［３９－４０］。有关医疗卫生方面的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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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得到了一定重视，学者们多热衷于通过

研究高效的网络媒体治理模式来增强医疗网络

媒体矩阵的协同作用，从而达到升级病情电子

监测系统、搭建新型智慧医疗服务平台、创新医

院管理模式的目的［４１－４２］。此外，一些学者在生

物科学、渔业管理、农业种植等方面也进行了相

应探索［４３－４４］。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为后

续探寻媒介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平衡状态提供了

多元的研究角度，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总体来看，国内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具有

明显的相关性，它们都聚焦于网络媒介技术发

展、网络媒体应用实践等问题。但由于国别背

景不同，中外研究也呈现出各自独特的研究趋

向。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网络媒体治理研究

紧密围绕人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构建、国家治

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展开，因此尤为重视网络媒

体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信息安全、网络空间治

理等方面的主题，研究并不局限于评价网络媒

体治理在实践中的操作性、应用性，而是更加注

重网络媒体治理和人的发展、社会发展之间相

互协同、和谐共生的问题。但同时也应看到，国

内研究整体上以描述性、解释性为主，且质化研

究较多，量化研究相对薄弱，现象类解释、观点

类综述等非实证研究方法始终占主导地位，需

要进一步提高研究方法的创新性。

　　四、结论与展望

　　１．结论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和 ＷＯＳ数据库，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国内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相
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分别从整体情况、发展演

进、研究主题等方面得到中外之间在该研究领

域的差异。

在整体情况方面，近年来网络媒体治理相

关研究开始受到关注，中外网络媒体治理研究

总体发文量自２０１４年起增长趋势明显，且国内
发文量的增速要高于国外。我国的科研机构和

学者数量较多，但分布相对松散，学科交叉与融

合程度不足；而国外研究机构则表现出较强的

关联性，相互间的合作交流更加紧密。

在发展演进方面，国内外网络媒体治理研

究的发展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国内

网络媒体治理研究在起步时间上虽然略早于国

外，但在理论构建、技术应用等方面有所欠缺，

致使研究发展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和跟随性。

在热点主题方面，国内外学界以不同的研

究视角贡献了多元的研究主题：国内网络媒体

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可归纳总结为数字社会治

理、网络舆情治理、媒体平台治理、网络空间治

理４个方面；国外相关研究热点主题主要包含
技术和安全研究、政治和管理研究、经济和商业

研究、生态和环境研究４个方面。与国外相比，
国内研究各主题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共现频

次不高。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国内研究多集中

于逻辑思辨，而国外研究除传统思辨法外更注

重对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了研究的科学性。

２．展望
近２０年来，网络媒体治理研究迅速发展，

成为一个极具学术价值和发展前景的热门领

域。未来网络媒体治理研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力。

其一，加强交流合作，建立网络媒体治理研

究学术对话平台。目前我国新闻传播领域对网

络媒体治理的研究存在较多单兵作战现象，研

究机构间的协作还比较松散，个体独立研究仍

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网络媒体治理本身就是

一个综合性前沿学科，应加强跨学科交叉研究以

弥补新闻传播学科相关理论与方法的缺失。未

来，政府应鼓励各高校、研究所、技术型企业等网

络媒体治理研究主体积极开展跨机构合作交流，

建立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网络媒体治理学术对

话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套网络媒体治理

学术交流的合作与研究体系，引导国内学者积极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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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国际交流，鼓励中外学者交流互鉴。

其二，加强理论研究，构建网络媒体治理研

究的特色理论框架。网络媒体治理是一个具有

较强学理性的理论议题，但从知识图谱分析结

果来看，我国对于网络媒体治理的理论研究还

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深入。目前学界尚未形成一

套完整的网络媒体治理理论体系，且研究多止

步于实践层面，理论上的深入研究还不多见。

未来应加强有关理论方面的研究，构建网络媒

体治理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应在立足实践

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以中国实际为依据，基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智慧，吸纳西方先

进理论和治理经验，探索与我国快速发展相适

应的网络媒体治理模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网络媒体治理体系。

其三，丰富研究方法，拓宽网络媒体治理研

究的学术认知边界。已有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

主，主要采用经验分析、逻辑推演和价值判断

等，缺乏必要的定量研究方法。未来应充分借

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范式，综合运用多种

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宽网络媒体治理研究的学

术认知边界。例如，可通过具体案例研究展现

我国在网络舆情治理、虚假新闻治理等方面取

得的进步；或是综合运用定性、定量、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当前存在的一

些网络乱象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造成的潜

在不利影响，并给出具体可行的改进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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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生网络道德行为的校规校纪，规范大学生

网络道德行为。应完善大学生专业实习管理机

制，引导大学生在实习实训中自觉践行网络道德

规范，提升网络道德素质。应加强校园文化建

设，提升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育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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