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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为人们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空间，它不同于现实的物理空间而又与物
理空间交互作用。如今网络已进入国防、科技、教育、医疗、商业贸易、娱
乐休闲及个人通信等诸多领域中，网络正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
式，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对人类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全面的影响。

互联网建立在点对点的人际传播基础上，逐步发展成群体传播。随着互
联网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增强，纷纷上网的大众传播成为网络传播的组成部
分后，互联网开始发挥大众传播的作用，互联网把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融为
一体，使传播者和接收者平等、互动，传统的传播学注入了网络传播的新
内容。

人类传播与人类自身的产生与发展一样，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人类传
播活动的发展经历了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几个重要的
阶段。２０世纪的电子传播时代发展经历了三次飞跃：２０世纪初期的广播、

２０世纪中期的电视和２０世纪后期的网络。广播扩展了人的听觉，电视集广
播功能扩展了人的视觉，网络集广播、电视的功能又扩展了人的各种感觉。

１９９８年，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将互联网列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 “第
四媒体”。“第四媒体”具有数字化、多媒体、及时性和交互式传递信息的独
特优势，是一种完全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新型媒体。

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互联网就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
（ＤＯＤ／ＤＡＲＰＡ）于１９６９年研制开发建立的阿帕网 （ＡＲＰＡＮＥＴ）的雏形。
互联网的全球性、开放性、平等性使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不仅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同
时通过卫星和其他传输媒体向全世界扩展。互联网是按一定网络协议相互通
信的全球性计算机互联网络，它不归任何一个国家或一家公司拥有，而是整
个世界全人类共享的信息资源宝库。互联网打破了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概念，形成了虚拟的、以信息为主体的跨国家、跨文化、跨语言的全新空
间。互联网是全球最大的互联性计算机网络，随着互联网规模的迅速扩张，
功能更加完善，信息更加丰富，传递更加快速。规模的迅速发展和用户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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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扩张，使互联网已成为国际大众传播的媒介。
中国的网络传播始于１９９５年，首先从传统媒体创办网络版起步。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国内上网媒体数量增加，许多媒体开始陆续采用独立域名建立
自己的网站，并尝试使用多媒体信息。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人民日报》开通
互联网站，它从创办以来以其巨大的信息量和高度的权威性赢得了全国网民
的喜爱。２０００年３月新华社网站正式更名为新华网。新华网全面扩充改版，
融合全球新闻信息，网络国内外大事，发挥了新华社主体优势，既加大了报
道数量，又注重报道的时效和深度，为中国新闻媒体的改革起到了很好的示
范作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国内许多商业网站开始建立，如搜狐、网易和新
浪等，并且创办了新闻内容，开辟了新闻频道，纷纷介入新闻传播，为中国
网络新闻传播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网络传播以其数字化、全球性、实时性、多媒体和交互性等特征完全改
变了传统的传播方式，赋予人们一种全新的生活哲学，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化和扩展，它改变了人们知识的组织和信息的流通，它
对全球文化的传播起着巨大的作用，对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全面的影响。国
际知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泰被广泛认为是 “网络社会”思想家，他的
《网络社会崛起》一书指出，“网络构成了我们的社会形态，是支配和改变社
会的源泉。”“信息时代社会的重要功能是围绕网络形成的”，这已成为历史发
展的必然趋势。他认为，“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是高度动态的、开放的，易
于创新的系统。”网络已成为社会的组织形式，这种社会的组织形式正在渗
透全球、遍及世界。网络改变着人们的心理状态，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
生活方式，改变着世界的面貌。

网络的发展也引起了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美国的 《全球信息基础结构
（ＧＩＩ）合作日程》文件说，信息是形成世界经济体系的至关重要的力量，信
息的速度、信息的获取和信息的利用将会使各国经济发生根本意义的变化，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高渗透功能使它们彼此融合，并且迅速向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扩张。信息产业成为继农业、工业、服务业之后的第四产业。网络
业是信息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已经广泛渗透到传统产业中，传统的
制造业、电信业以及传媒业甚至商业、银行等也都在迅速利用网络技术迎接
信息时代的挑战。网络新技术在企业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众多企业
都意识到互联网所蕴藏的巨大商机，尝试着在网上开展多种形式的电子商务
活动，产品生产和供应销售的逐步指令自动化以及网络对劳动力市场疆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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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使经济关系也在进行结构上的调整。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网络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传媒格局还会发生新的变

化，新闻业将作为网络的内容商和网络供应商、网络服务商一起构成完整
的、新兴的信息产业。中国的网络传播正处于发展阶段。

网络传播具有即时性、交互性、海量、多元化、多媒体形式、超文本结
构等特点，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传统新闻传播存在的局限，初步确立与构建一
些新的传播理念。在数字技术逐渐发展的情况下，网络新闻传播为传统的新
闻传播赋予了新的内涵，带来了新的挑战，也产生了新的影响。记者可以利
用大量的网络媒体，在网上检索资料、筛选新闻线索，这就拓宽了记者获取
新闻线索的渠道。新闻价值是新闻满足受众认知客观现实变动情况的需要的
属性，“时新性”和 “重要性”是两个最重要的要素，网络媒体能够最大限
度地满足新闻报道的这两个基本要求。网络传播中，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
发布新闻，发表消息、言论，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倾向，对这些信息，受众
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接受或不予理睬，传受关系发生变化。舆论的形成
有两种，一是来源于有目的的引导，二是来源于群众自发。传统媒体通常借
“议程设置”功能，引导受众舆论的形成，即第一种情形。而网络媒体的发
展，使得社会群体中的个人，基于自己的物质利益和文化素养，借助自媒
体，自发地、分散地表示出对某一问题的态度。持有类似态度的人逐渐增
多，并相互传播，相互影响，凝聚成引人注目的社会舆论，即第二种情形。
网络流行语开始逐渐引领语言风潮。网络流行语主要是指由某一个新闻事件
在网络上传播后，经过网民的浓缩而产生的具有指代性的语言符号，网络流
行语，从本质上反映了年轻人的心理特点，增添了新闻语言的三贴近。

正因为如此，网络传播得到了学术界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系统研究。
这里简单梳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有关研究的脉络和重点。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互联网是作为一种新的媒体技术，如载于１９９９年 《新
闻与传播研究》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成为我国第四大新闻媒介还为时尚早》。
但此时人们更多把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新技术在讨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确信互联网是一个新媒体。进入信息时代，更加关注
网络时代的编辑工作及网络时代的电视生存等问题；关注互联网的生存逻
辑，开始用５Ｗ 模式思考网络新媒体。出现第一次对互联网研究成果的总
结，同时对互联网的研究提升到宏观文化层面。并对网络传播作为一门新的
学科做出了理论铺垫，把网络传播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方向提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开始关注博客，对网络传播本体论的思考。网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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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开始走向多元化，对话交往理论、拟象真实、“狂欢诗学”理论的引入，
使网络传播理论来源多元化。关注互联网上的亚文化群体、网络身份的建
构、网络社区的特质等，逐步结合实证研究方法，信度提高。学科体系走向
成熟，从本体论角度，思考网络传播的结构模型，考察网络传播的元理论建
构，重新验证议程设置、沉默螺旋等一些经典的传播学理论。

２０１１年到现在，关注网络传播的全景式、多层面和综合研究。网络传
播的著作权研究广泛关注并取得成果。网络传播的伦理和社会责任引起高校
和社会重视。网络传播成为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最重要的新型媒体，它们
普遍开始官方微博。网络问政，网络舆情，网络反腐等成为社会热点，产生
了巨大影响。网络传播与公民权利保障、民主政治和社会管理的关系密切，
并且不断创新实现方式和拓展传播渠道。网络传播也成为经济发展和政治体
制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本书从五大方面对网络传播展开研究和阐述。
网络传播基本理论，从网络传播学的基本内涵、网络传播的基本形态、

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论述基本框架和基础问题。
网络新闻传播，概述网络新闻特点，网络新闻编辑要求，网络新闻写作

模式，编辑制作与策划技巧。
网络广告传播，论证网络广告特点，发展历程，运作流程。
网络出版传播，阐明数字化背景下的出版业，网络出版的形式与类型，

网络出版的特点，对传统出版业的影响和挑战。
网络营销传播，阐述电子邮件营销，ＳＮＳ网络营销，搜索引擎营销，

微博营销。
网络舆论传播，概论网络舆论的特点，网络舆论的形成与运动机制，网

络舆论的引导，案例分析。
网络传播伦理与法律，论证网络传播的控制与管理，网络传播的社会责

任，网络传播的版权保护与开发。
本书是编者本人在讲授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课程 《网络传播专题研究》

和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华夏学院本科课程 《网络传播概论》的讲稿基础
上编撰而成，得到 “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教材建设基金”资助，同时也是武
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精品课程 《网络传播学》的教材建设成果。

尹章池策划本教材体系框架和主要编写体例，组织统稿和定稿。我的研
究生和华夏学院部分教师参与了章节的编写。第１章由赵旖、石闻悦编写；
第２章由李凯、李猜编写；第３章由赵旖、周颖编写；第４章由李凯、田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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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第５章由廖玉洁、李猜编写。第６章由王曼、蔡姗编写；第７章由陈
泽烨编写；第８章由刘成璐编写；第９章由王曼、李猜编写；第１０章由廖
玉洁、李猜编写；第１１章由焦阳、夏莉霞编写；第１２章由姚琪编写；第

１３章由姚琪编写。

编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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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网络传播学的基本内涵

第一节　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学科范式

一、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要确定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是网络传播，网络传
播的定义是什么。

中国现代媒体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诗兰认为，网络传播有三个基本的特
点：全球性、交互性、超文本链接方式。因此，其给网络传播下的定义是：
以全球海量信息为背景、以海量参与者为对象，参与者同时又是信息接收与
发布者并随时可以对信息作出反馈，它的文本形成与阅读是在各种文本之间
随意链接，并以文化程度不同而形成各种意义的超文本中完成的。

还有人认为，“网络传播”是近年来广泛出现于传播学中的一个新名词。
它是相对三大传播媒体即报纸、广播、电视而言的。网络传播是指以多媒
体、网络化、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国际互联网络，是现代信息革命的产物。

还有学者认为，所谓网络传播，其实就是通过计算机网络的人类信息
（包括新闻、知识等信息）的传播活动。

从以上学者们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网络传播是网络产生以后的一种传
播活动，它是基于互联网的一种传播活动。

那么网络传播学的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是什么？我们知道，传播学是研
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
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那么网络传播学的研
究则是在网络环境中进行的，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网络传播活
动。具体说来，网络传播学的研究任务有：网络媒介的技术特征以及网络媒
介工具史；网络传播的基本原理和特性；网络传播的控制分析 （网络传播与
传播制度、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法制建设等的关系）；网络传播的工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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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网络媒介的社会功能和作用）；网络传播的受众分析；网络传播的效果
分析；网络传播的实证研究；网络传播的应用研究；网络传播学与网络新闻
学的关系等。

二、网络传播学的学科范式

（一）网络传播学的学科属性
我们认为，网络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理由主要有以下两条：
（１）从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认定网络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

因为，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网络传播活动，而人类网络传播活动无
疑是一种社会现象。虽然，网络传播学的研究中要涉及大量的技术问题，但
是，这改变不了网络传播学的社会科学性质。

（２）网络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属
于社会科学。我们由此也可以断定网络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

（二）网络传播学的相关学科
网络传播学的相关学科主要有：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

闻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
政治学是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科学。狭义的政治学研究国家的活动、形

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广义的政治学研究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
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
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

心理学 （英文名称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发生、发展和活
动规律的一门科学。

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规律的科学。它主要研究新闻事业与
社会的关系，各种新闻媒介的特性、功能及其运用，新闻事业的历史、现状
及其发展规律，新闻事业的管理等。

经济学是现代的一个独立学科，是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
网络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的子学科。而在网络传播活

动中涉及大量的政治问题，例如国际政治斗争往往会在网络传播中得以充分
体现，如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颠覆活动。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
象是人类网络传播活动，而人类网络传播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研究中要
运用到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网络传播活动是人的活动，研究中要运用心理
学的方法与理论研究网络传播者和受众的心理活动。网络传播过程中要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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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投入、产出问题，要运用经济学原理研究低成本高收益。网络传播学是
计算机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在研究中必然涉及大量的技术问题。

（三）网络传播学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１．国外研究状况
国外比较有影响的著作包括尼葛洛庞蒂的 《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

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比尔·盖茨的 《未来之路》（辜正坤主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未来时速：数字神经系统与商务新思维》（蒋显、姜
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埃瑟·戴森的 《２．０版数字化时代的
生活设计》（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尼尔·巴雷特的
《数字化犯罪》（郝海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唐·泰普斯科特
的 《数字化成长———网络世代的崛起》（陈晓开、袁世佩译，东北财经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查克·马丁的 《数字化经济》（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出版）等。

２．国内研究状况
胡泳、范海燕合著的 《网络为王》（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是国内第

一部全面介绍互联网的诞生、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的著作。紧随其后出版
的是罗伊撰写的 《无网不胜》（兵器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郭良主编的
“网络文化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由８位年轻学者执笔，
共７本著作组成，力图用中国人的视角，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网络。萧琛撰写
的 《全球网络经济》（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陈炎撰写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改变
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严耕主编的 “透视网络时代丛书”（北
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姜奇平主编的 “数字论坛丛书”（海洋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出版）、刘吉和金吾伦的 《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明安香的 《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出版）等。
总体来看，对网络传播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现阶段描述性

的，对策性的，解释性的成果为多。

３．网络传播学前瞻
随着网络传播业的蓬勃发展，为网络传播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

践基础。同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也通过各种形式，尤其是互联网，传入中
国，扩展了网络传播学研究者的视野。网络传播业的发展，促使新闻传播学
的高等教育机构筹划如何培养网络新闻学或网络传播学的高级专门人才，激
励新闻传播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对网络传播学的原理方法作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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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可以预计网络传播学在２１世纪必然会掀起一个新的研究热潮。

第二节　网络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

一、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

（一）ＡＲＰＡｎｅｔ———互联网的雏形
互联网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冷战”时

期。当时计算机网络采用的仍然是以计算机为中心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
一旦网络中心遭到破坏，整个计算机网络就会陷入瘫痪，也就是说计算机网
络规模越是庞大，那么当它遭到破坏时，破坏力也会越大。正是处于这样的
考虑，美国国会在１９５８年批准成立了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ＡＲＰＡ，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ｇｅｎｃｙ）以推进技术的创新研究，从而增强其
军事实力。ＡＲＰＡｎｅｔ便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ＡＲＰＡ的一个实
验性网络，最初只有４台计算机的４个站点相连。

１９６９年９月２日４台ＩＭＰ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接口信息处
理机开始成功地进行异地信息交换，这就是ＡＰＰＡｎｅｔ的诞生，也是互联网
的起源。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２１日中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计算机实
验室中的一台计算机与千里之外的斯坦福研究所的另一台计算机相连通，这
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正如２０年后 《时代》周刊评论的那样：这宣告了网
络世界的到来。

１９７９年，ＡＲＰＡｎｅｔ的节点越来越多，许多计算机连接到ＡＲＰＡｎｅｔ上，
用户群越来越庞大。为了协调、指导网际互联协议和体系结构设计，ＡＲＰＡ
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网际控制与配置委员会 （ＩＣＣＢ，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Ｂｏａｒｄ）。新的网络协定定名为 ＴＣＰ／ＩＰ，英文全
称为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即传输控制协议／网
际协议。１９８０年，ＡＲＰＡ开始把ＡＲＰＡ上运行的计算机转向新的ＴＣＰ／ＩＰ
协议。１９８２年，美国国防部通过命令方式要求所有联入ＡＲＰＡｎｅｔ的网络必
须采用ＩＰ协议互联。

１９８３年，ＴＣＰ／ＩＰ成为了这种互联网络上的标准通信协议。这是全球互
联网正式诞生的标志。

由于用户和网上信息流量大增，导致ＡＲＰＡｎｅｔ的分化，把所有军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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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移至 ＭＩＬｎｅｔ上，而剩下的民用演变成今天的互联网，为大众所享用。
（二）ＮＳＦｎｅｔ———互联网的发展

２０世 纪 ８０ 年 代 中 期，美 国 科 学 基 金 会 ＮＳ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ｕｎｄｅｔｉｏｎ）建立了六个超级计算机中心，使科研人员可以共享以前军方只
为少数人提供的超级计算设施，使大学和科研机构可以远程访问这些计算机
中心。

１９８６年建成了名为ＮＳＦｎｅｔ的信息网络，该网络互联了 ＮＳＦ所有的超
级计算机，并联入了ＡＲＰＡｎｅｔ。

１９９０年７月，ＡＲＰＡｎｅｔ宣告解散，ＮＳＦ作为互联网的主干网逐渐得到
了充分发展。ＮＳＦｎｅｔ同样采用ＴＣＰ／ＩＰ协议，并向全社会开放，使互联网
进入了以资源共享为中心的使用服务阶段。从此，互联网开始迅速发展，很
快走向了整个世界。

１９９２年２月美国总统乔治·Ｈ．Ｗ．布什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建立信
息高速公路，即计划用２０年时间，耗资２　０００亿～４　０００亿美元，以建设美
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 （ＮＩＩ），作为美国发展政策的重点和产业发展的基础，
倡议者认为，它将永远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相互沟通的方式，产生比工
业革命更为深刻的影响。

（三）互联网的未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互联网市场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其应用将

涵盖从办公室共享信息到市场营销、服务等广泛领域。另外，互联网带来的
电子贸易正改变着现今商业活动的传统模式，其提供的方便而广泛的互联必
将对未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影响。

然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也有其固有的缺点，如网络无整体规划和设计，网络拓扑
结构不清晰以及容错及可靠性能的缺乏，而这些对于商业领域的不少应用是
至关重要的。安全性问题是困扰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用户发展的另一主要因素。虽然现
在已有不少的方案和协议来确保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上的联机商业交易的可靠进行，
但真正适用并将主宰市场的技术和产品目前尚不明确。另外，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是一
个无中心的网络。所有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发展，只
有解决了这些问题，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才能更好地发展。

人们不断地憧憬着互联网所带来的无限的可能性。有人认为，它将会是
一种可大可小的互联网。当你想要把它带在身边时，你不用拎一个很大的背
包把它装进去，而是把它变小，放入自己的口袋中，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
打开互联网，就能帮助你搜索你所需要的资料；它还有可能是可以随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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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真实镜”、可以打出五线谱并能演奏的 “模拟琴”、可以让图画变为实物
的 “马良笔”，以及让互联网变为机器人的 “转变程序”，等等。

互联网以后的功能我们还无法确切的预知，但值得肯定的是，互联网将
会越来越神奇，人们的生活会因为互联网的发展而越来越丰富多彩。

（四）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

１．互联网在中国的初探

１９８６年，中国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与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合作，
启动了名为ＣＡＮＥＴ （中国学术网）的国际联网项目，它是我国最早的国际
联网项目。

１９８７年９月，ＣＡＮＥＴ在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内正式建成我国
第一个国际互联网电子邮件节点，并于１９８７年９月２０日２２点５５分向全世
界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ｗｅ　ｃ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ｅｖｅｒｙ
ｃｏｒｎ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越过长城，走向世界）”。从此，揭开了中国人使用互
联网的序幕。

１９８９年，为了实现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共享，实现电子邮件的国际转
发，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与美国斯坦福加速器中心开展合作。同时，
通过ＣＨＩＮＡＰＡＣ的建立，实现了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之间的电子邮件
连接。

１９９０年，电子工业部第１５所、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分
别通过与德国、加拿大的合作，实施了基于Ｘ　４００的 ＭＨＳ系统的中国研究
网项目，实现了与互联网的电子邮件连接。同年，中国政府正式向互联网信
息中心登记注册了我国的顶级域名——— “ＣＮ”，并通过了使用这个中国自己
的域名的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

１９９３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开通了一条连接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与美国斯坦福大学线性加速器中心的６４Ｋｂｐｓ国际数据信道。通
过运行ＤＥＣＮＥＴ协议并经过ＳＬＡＣ主机的转换，实现了电子邮件通信的
功能。

１９９４年４月，中国科学技术网首次实现了与互联网的直接连接，同时
获准注册顶级域名 “ＣＮ”。

在互联网进入我国的初期，我们对它的应用还比较单一，仅仅停留于
单一的电子邮件服务，还远远没有形成开放性的人人都能参与的市场化
网络。

２．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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