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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兴东



姓  名 方兴东 性  别 男

身份证件 [居民身份证]1****************3

民  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69-06 政治面貌 民进

文化程度 研究生 学  位 博士

出生地 浙江省金华义乌市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党政职务
民进浙大委员会副主委、民进浙江大学西

溪支部副主委

最高学历所学专业 文科类其他专业 现从事专业 传播学

最高学历毕业学校 清华大学 最高学历毕业时间 2006-07

工作单位 浙江大学

参加工作时间 1994-09 工作单位邮编 310058

家庭住址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区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504办公室

家庭住址邮编 310058 联系电话 0571-8075102

手 机 189****9555 E-mail 98837@qq.com

国外留学情况 无

一、担任职务、荣誉称号

浙江大学融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

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浙江省万人计划文科领军人才（2021年）

浙江省（2017-2018年度）教科研先进个人

北京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2015年）

二、工作简历

1994年09月--1995年11月  北京威克瑞电线电缆公司员工

1999年11月--2006年07月  休学创业，创建博客中国、互联网实验室

2006年08月--2012年07月  博客中国、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CEO

2012年08月--2021年06月  浙江传媒学院教授

2021年08月--至今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求是特聘教授

三、获奖情况
（★表示主要奖项。）

序号 奖励级别 获奖名称 项目名称 等级排名 获奖时间

1 省部级
其它（浙江省教科研

先进个人）

方兴东获浙江省（2017-2017年

度）教科研先进个人 ★

一等奖

，1/1
2019-11



四、参与过的主要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项目性质和来源
经费总额

（万元）

本人排名、参与人数

和任务

1
新形势下我互联网发

展策略研究

2022-07

至

2022-09

中央网信办 25.00
1/5，研究美政府体系

推动中美脱钩趋势

2

“党政干部数据安全

和数字治理培训读本

”编制项目

2022-04

至

2022-07

北京市创新与发展

战略研究会
10.00

1/8，协助编写干部读

本教材

3

主要发达国家大型科

技公司平台规则及政

府监管研究

2021-12

至

2024-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60.00

1/6，研究网络平台与

治理

4
如何打造网络安全新

格局

2021-04

至

2021-12

国家高端智库重点

硏究课题
5.00

1/5，对网络安全格局

的研究与建议

5

全球互联网50年发展

历程、规律和趋势的

口述史研究

2018-11

至

2021-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80.00

1/6，研究全球互联网

口述历史

6
全球史视野中的互联

网史论研究

2018-06

至

2021-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00
1/7，研究互联网史在

全球的情况

五、代表论文
（★表示主要代表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索引 论文类别 时间 排名
引

用

1

新华文摘转载：互联

网平台反垄断的本质

与对策 ★

新华文摘 其它 国内期刊 2021-08 通讯作者 0

2

草根的力量:“互联网

”（Internet）概念

演进历程及其中国命

运——互联网思想史

的梳理 ★

新闻与传播研究 其它 国内期刊 2019-08 通讯作者 13

3

全球社会信息传播变

革趋势研判——从智

能传播时代的算法认

知战谈起

人民论坛 其它 国内期刊 2022-08 通讯作者 0

4
基于TES框架透视平台

社会影响与治理路径
未来传播 其它 国内期刊 2022-06 通讯作者 0

5
中国互联网反垄断的

产业竞争力逻辑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其它 国内期刊 2022-05 通讯作者 0

6

智能媒体和智能传播

概念辨析——路径依

赖和技术迷思双重困

现代出版 其它 国内期刊 2022-05 通讯作者 0



境下的传播学范式转

变

7
算法认知战：俄乌冲

突下舆论战的新范式
传媒观察 其它 国内期刊 2022-04 通讯作者 4

8

重估媒体融合

——50年数字技术驱

动下的媒体融合演进

历程与内在价值观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

学版）
其它 国内期刊 2022-01 通讯作者 3

9

“守门人”范式转变

与传播学转向——基

于技术演进历程与平

台治理制度创新的视

角

国际新闻界 其它 国内期刊 2022-01 通讯作者 0

10

国际传播新格局下的

中国战略选择——技

术演进趋势下的范式

转变和对策研究

社会科学辑刊 其它 国内期刊 2022-01 通讯作者 7

11
全球视野下平台治理

浪潮的热闹与门道
新闻与写作 其它 国内期刊 2021-12 通讯作者 0

12
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研

判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其它 国内期刊 2021-10 通讯作者 0

13

“互联互通”解析与

治理——从历史维度

与全球视野透视中国

互联网深层次问题与

对策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

学报
其它 国内期刊 2021-10 通讯作者 5

14

全球史视野下互联网

史论的演进与转向

——基于50年全球互

联网演进与互联网史

研究的考察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

学学报）
其它 国内期刊 2021-09 通讯作者 0

15

媒体传播变革的本质

与逻辑——由媒体议

价法案“澳大利亚模

式”引发的思考

新闻与写作 其它 国内期刊 2021-06 通讯作者 3

16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

本质与对策
现代出版 其它 国内期刊 2021-03 通讯作者 39

17

新华文摘转载：中国

媒体融合的本质、使

命与道路选择——从

数字传播理论看中国

媒体融合的新思维

新华文摘 其它 国内期刊 2020-11 通讯作者 0

18 其它 2020-11 通讯作者 10



论数字传播学的崛起

——传播学新范式的

演进历程、知识体系

和路径选择

新闻与写作 国内期刊

19
“健康码”背后的数

字社会治理挑战研究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其它 国内期刊 2020-09 通讯作者 53

20

5G驱动下的社会变革

、风险特性与治理对

策——基于互联网

50年技术演进历程与

传播机制变革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其它 国内期刊 2020-08 通讯作者 7

21

大众传播的终结与数

字传播的崛起——从

大教堂到大集市的传

播范式转变历程考察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

学学报）
其它 国内期刊 2020-07 通讯作者 43

22

中国媒体融合的本质

、使命与道路选择

——从数字传播理论

看中国媒体融合的新

思维

现代出版 其它 国内期刊 2020-07 通讯作者 23

23

“信疫

”（Infodemic）的根

源、规律及治理对策

——新技术背景下国

际信息传播秩序的失

控与重建

新闻与写作 其它 国内期刊 2020-06 通讯作者 37

24
中关村40年:历程、经

验、挑战与对策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其它 国内期刊 2020-05 通讯作者 1

25

欧洲在全球网络治理

制度建设的角色、作

用和意义

全球传媒学刊 其它 国内期刊 2020-03 通讯作者 1

26

中美科技竞争的未来

趋势研究——全球科

技创新驱动下的产业

优势转移、冲突与再

平衡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其它 国内期刊 2019-12 通讯作者 11

27
网络平台“超级权力

”的形成与治理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其它 国内期刊 2019-08 通讯作者 48

28
新华文摘转载：中国

互联网25年
新华文摘 其它 国内期刊 2019-07 通讯作者 0

29
全球互联网50年:发展

阶段与演进逻辑
新闻记者 其它 国内期刊 2019-07 通讯作者 49

30 其它 2019-04 通讯作者 77



中国互联网25年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

学学报）
国内期刊

31

中国门户网站之发展

历程、规律和启示

——反思门户思维对

中国互联网和传统媒

体转型的内在影响

新闻与写作 其它 国内期刊 2019-02 通讯作者 10

32

Facebook-剑桥事件对

网络治理和新媒体规

则的影响与启示

社会科学辑刊 其它 国内期刊 2019-01 通讯作者 9

33

全球网络治理多方模

式和多边模式比较与

中国对策建议

新华文摘 其它 国内期刊 2018-07 通讯作者 0

34

从互联时代迈向智能

时代:2017年盘点与

2018年展望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

学学报）
其它 国内期刊 2018-01 通讯作者 9

35
2012—2017年全球新

媒体发展特征
新闻与写作 其它 国内期刊 2017-11 通讯作者 7

36

中国参与信息社会世

界峰会的演进历程、

经验总结和对策

新闻与写作 其它 国内期刊 2017-08 通讯作者 6

37

中国参与互联网治理

论坛（IGF）的历程、

问题与对策

新闻与写作 其它 国内期刊 2017-07 通讯作者 4

38

中国参与ICANN的演进

历程、经验总结和对

策建议

新闻与写作 其它 国内期刊 2017-06 通讯作者 9

39

当前全球网络治理格

局演变趋势——基于

特朗普政府战略转向

的分析与研判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其它 国内期刊 2017-06 通讯作者 9

40

从特朗普百日新政研

判中美网络安全问题

发展态势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

学学报）
其它 国内期刊 2017-06 通讯作者 2

41

互联网的十大发展趋

势——从第三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来看

新闻与写作 其它 国内期刊 2017-01 通讯作者 6

六、代表著作

序号 著作题目 出版社 类别 出版时间 排名

1
互联网口述历史第1辑

中信出版社 专著 2021-04 1/6



·英雄创世记

2
互联网金融蓝皮书

（2016-2017）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专著 2018-01 1/2

3 我的创业史 东方出版社 专著 2017-10 2/2

4
云计算蓝皮书（2015-

2016）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专著 2017-04 2/2

七、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别 批准时间 排名 授权 投产

1 无



八、突出贡献事迹
（简述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及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等情况）

（一）事迹简介

2007年发起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项目，抢救性访谈全球五百余位互联网发展关键人物，留下宝贵资料。承

担互联网和高科技发展相关部委超过一百个，获得最高领导在内的中央领导批示三十余个。发表核心期刊

论文一百余篇，《新华文摘》转载七篇，完成两项国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创办互联网实验室、博客中国和

全球网等企业，是中国互联网咨询研究、中国Web2.0和中小微企业互联网金融服务等领域的开创者，先后

获得风险投资上亿元。

（二）详细事迹

      在深耕互联网领域二十余年间，我兼具着互联网研究专家、新经济创业者、信息产业观察家、公共

决策咨询专家等多重身份，是国内少有的全程参与互联网创新创业、学术研究、政策咨询、国际交往的创

业型学者，在国内学术界和产业界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2015年获北京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四

个一批”人才，2021年获浙江省万人计划文科领军人才称号。目前正以“全球互联网口述史”和“主要发

达国家平台治理”这两个国社科重大项目为切入点，通过访谈全球互联网史的关键人物和承办、参与互联

网领域国际会议，致力为国际互联网领域做出贡献并扩大其影响范围。近些年来，依靠着个人丰富的创业

经历、敏锐的产业视角、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宽广的国际视野，围绕互联网史、网络治理理论、国际网络安

全、新媒体与数字经济等学术热点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

，获得了国际国内业界学者的广泛认可与好评。

      一、学术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核心论文一百余篇，其中有七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1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1篇发表于新闻传播学权威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

，入选新闻传播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长安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第17名。概括起来

，我的主要的学术思想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互联网史研究：从技术创新、商业创新和制

度创新三个维度入手，系统梳理了中国互联网25年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各个阶段演进的基本规律与内在逻

辑，完整呈现了互联网在技术、商业、政府和社会的互动与博弈过程，开创了国内学界互联网史研究的先

锋与典范。（2）全球互联网历史发展与文化思想研究：通过深入考察全球互联网史，辨析互联网概念的

演进历程，指出互联网的发展始终体现了自由开放、去中心化和用户驱动等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与权威、

政治和商业等自上而下传统体制的力量进行博弈与竞争的特点，深度挖掘和还原了全球互联网兴起与演进

的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语境，为推进全球互联网思想研究提供开创性的探索。（3）网络治理理论研究

：随着网络空间治理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聚焦中美网络治理主张的分歧、“九龙治水”中国网络治理的

制度创新、超级网络平台与反垄断、中国网络空间战略、全球网络治理的多边模式与多方模式比较、网络

强国能力指标体系与战略实现路径等网络治理的多个热点问题深入研究，初步创新和完善了符合中国治理

实践、具备国家战略高度、符合国际通行标准的网络治理理论，为中国建设网络强国提供理论支撑。

（4）新媒体传播机制与治理研究：伴随着新媒体日益成为社会信息传播的主导力量，作为深度参与并倡

议实践新媒体变革的创业者，深入研究了不同阶段的新媒体变革形态与阶段特征，包括博客的内在机制与

运作逻辑、微博社会对话的机制和平台发展趋势、微信传播机制与治理问题，基于网络舆论场的微信与微

博传播力评价对比等，为新形势下创新新媒体治理体系和应对新媒体时代面对的舆情挑战提供了全新的认

知范式与坚实的理论基础。（6）平台治理理论研究：基于对全球互联网史的充分了解，对大型科技平台

的发展、规则变化和影响以及治理等方面深入研究，在全球平台治理领域发出中国声音，在平台理论方面



实现创新和拓展，以及学术理论上的突破。

       二、课题立项：本人以项目负责人身份主持《主要发达国家大型科技公司平台规则及政府监管研

究》和《全球互联网50年发展历程、规律和趋势的口述史研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2项，主持《全球史视

野中的互联网史论研究》、《微信传播的特点与功能研究》国家社科一般项目2项，主持《新形势下我互

联网发展策略研究》、《数据垄断重大问题对策研究》、《世界互联网发展简史》、《G20国家互联网发

展研究》、《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安全态势研究》等部委课题多项，主持《网络媒体技术》浙江省重点科

技创新团队1项，以子课题负责人的身份完成国家重大项目4项。尤其是“全球互联网50年发展历程、规律

和趋势的口述史研究”国家重大社科项目，该项目于2007年启动，11 年来，本人带领团队采用“面对面

”、“一对一”的方式访谈了国外互联网发展的关键人物400余人，国内互联网发展的关键人物访谈160人

，初步建成了全球互联网研究的口述资料库。目前，该项目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独到的研究视角得到了

包括国际互联网协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国际互联网界的广泛好评和认可。2017年，受邀参加互联

网治理论坛（IGF）并举办“关于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工作坊；2018年，受邀参加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论

坛（WSIS）举办“关于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工作坊并发言；2019年，策划出版了《光荣与梦想——互联

网口述系列丛书》8本图书；2020年，策划出版了《互联网口述历史第1辑·英雄创世记》。这一被称之为

“人类网络文明的寻根问路之旅”的口述史项目，以宏阔的世界史视野，从严谨冷峻的文化哲思高度，通

过考察日新月异，不断迭代的全球互联网演进历程，凝练代表人类发展文明高度的互联网精神，为中国互

联网产业的发展提供文化启蒙与价值观导引。这一项目的重要性将随着中国互联网产业在全球的强势崛起

，在引导互联网精神在中国的再度启蒙、构建中国与国际互联网界的深度人脉链接，凝聚全球互联网界的

发展共识而日趋凸显和历久弥新。

      三、出版专著与媒体影响：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出版新媒体经济、互联网历史与文化、IT产业转型方

面的相关专著25本，已完稿待出版专著4本。其中，《起来——挑战微软霸权》入选“20 世纪影响中国的

100 本书”，是唯一入选的 IT 相关书籍。1999 年起，作为信息产业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观察家和产业评

论家，持续二十年之久在《计算机世界》、《南方周末》、《环球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国内重

要报刊杂志发表大量的产业评论文章，引起业界广泛关注和好评。其中，对微软“维纳斯计划”的批评以

及提出的信息时代“知识霸权”的概念，引发社会强烈争论，并影响了中国 IT 产业的走向。鉴于个人新

锐犀利的评论观点、身体力行的创业实践、富于洞见的思想创见和精准前瞻的研判能力，先后被媒体评为

“中国网络旗手”、“博客教父”、“2000年度中国十大新锐青年”、“2000年度IT新时代十佳青年”、

“影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十大人物”、“2005年度中国十大精英”、“2005年度中国十大创业人物”、

“2005年度十大创新传媒人物”、“2005年度最具影响传媒人物”、“中国信息产业最具影响力的独立评

论家”等荣誉。

      四、决策咨询：自1999年创办互联网实验室、博客中国以来，本人以打造“中国互联网第一智库

”为目标，领导互联网实验室完成国家安全部、国家网信办、中宣部、工信部、公安部、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科协等政府机构委托的有关政府网络安全和互联网战略研究课题80余项；参与撰写并得到中央和国

家领导人批示的内参、政策建议30多个。鉴于个人长期密切关注互联网治理领域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

，加之丰富的创业实战积累，智库咨询经验、国际交流阅历以及对政府政策的高度敏感性和精准判断力

，目前已经成为国内较具影响力的互联网治理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在互联网治理、网络空间安全、超级网

络平台反垄断、新媒体经济发展等政策制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中比较具代表性的有：经人民日报内参

部报送的《我国互联网行业已经出现行业垄断现象》获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志批示；《超级平台“围墙花



园“对传播秩序的影响和对策研究》、《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与展望》、《超级网络平台数据

安全分析》、《美国废除网络中立原则分析》，被中宣部舆情信息局《舆情专报》采用，中央领导同志作

出重要批示；《互联网反垄断应首先从公共服务和政务领域入手》、《＜国家情报法＞第七条引国际误解

最高法出台正式司法解释便于企业遵守执行》经人民日报内参部采用后，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批示。

      五、国际交往：自2012年以来，作为国内较具影响力的网络空间安全专家，本人积极参与联合国网

络空间管理研究工作，已连续五年在瑞士日内瓦和德国柏林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和联合国互联网

治理论坛IGF会议上，主办主题论坛、工作坊和展览活动。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2016年，在联合国互

联网治理论坛（IGF）举办“中欧互联网治理对话”工作坊并发言；2017年，在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

（IGF）举办“关于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工作坊并发言；2017年，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论坛（WSIS）举

办“关于走出多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二元对立”工作坊并发言；2018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论坛

（WSIS）举办“关于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工作坊并发言；2019年，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论坛

（WSIS），举办“1969-2019年互联网50年发展的经验、挑战和启示”和“5G的发展与繁荣之路——如何

应对技术、安全和意识形态的新挑战”两场工作坊并发言；2021年，在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举

办“AI伦理与互联网治理：全球经验与最佳实践”研讨会及线上展台。目前，正以“全球互联网口述史

”为切入点，加强与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研究机构等相关方的沟通与合作，积极筹备互联

网五十年五十人、大湾区数字研究院、世界数字论坛等重大国际活动，为不断扩大中国学者的国际话语权

和提升中国的网络强国地位做出自己的贡献。

      综上所述，近年来本人所取得的一系列学术成果，不仅为学术界考察日新月异、不断迭代的互联网

演进提供认知框架与理论总结，还为目前日趋激烈的中美高科技博弈和正在到来的智能物联时代提供启示

和经验总结，更为中国网络治理与网络空间安全提供战略引导与对策指向。尤其是全球互联网口述史项目

，以其特有的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枢纽性特征实现了多维度的社会经济价值与国际交流价值。首先

，该项目开创性地把全球互联网史的研究拓展到了经济、技术、产业、安全、法律、思想、文化等多个纵

深领域，第一次在学术研究上实现了互联网演进领域的全覆盖，奠定了中国学者在互联网研究领域的国际

领先地位。其次，该项目以其特有的“一对一”“面对面”的访谈方式，稳步构建了中国互联网界与国际

互联网界的深度人脉链接与国际互信基石，为中国互联网产业界走向全球提供各方面积累。第三，该项目

通过深度溯源互联网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凝练代表人类文明发展高度的互联网精神，切实引导互联网精

神在中国的再度启蒙、为今天中国互联网界面临的多重困境提供解决方案。第四，该项目通过对各个不同

国家的互联网界关键人物的深度访谈与思想交流，进一步为解决全球互联网治理困境凝聚发展共识和提供

中国方案，力争使浙江大学成为中国互联网界沟通国际互联网界的枢纽性组织。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信息均属实。                           申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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