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5, 4(3), 193-198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15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5.43028  

文章引用: 顾翠芬 (2015) 新常态下网络社会治理问题探索. 社会科学前沿, 3, 193-198.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5.43028  

 
 

The New Scope of the Management of  
Network Society in the New Normal 

Cuifen Gu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uangdong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zhou Guangdong 
Email: gucuifen@126.com 
 
Received: Sept. 10th, 2015; accepted: Sept. 23rd, 2015; published: Sept. 28th, 2015 
 
Copyright © 2015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The new rapidly developing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roduction mode 
and lifestyle of people, where people’s spiritual need is fulfilled and economic society is pushed 
forward.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can’t be blind to the fact that the faultiness of the regulation and 
law about network and intermingled qualities of netizens result in challenges in managing net-
work society. Standing in the trend of the highly rocketing evolution of network society, it’s crucial 
for us to hold the leading wand of network society’s management. In order to bring the network 
society of our nation into a healthy development, we should stand from the present, make overall 
plans with al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manage with new consciousness in the new normal 
to strengthen and innovate the management of network society. With different modes of manage-
ment put into practice, we can expect a network society manage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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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迅速发展的互联网新技术深刻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推动了经济社

会向前发展，但由于网络发展机制不健全，网络法规不完善，网民素质良莠不齐，致使网络社会治理面

临着新的挑战和问题。面对网络社会发展趋势，如何有效掌控网络社会主导权，引导我国网络社会健康

发展，必须立足当前、统筹兼顾，以新常态的管理意识，加强和创新网络社会治理，构建多管齐下的治

理模式，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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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为信息化提供了技术物质基础和虚拟空间环境，催生了网络信息时代

新的人类社会形式——网络社会。这种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作用下的独特的“网络社会”，给世

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和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

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规范有序进行”[1]。显然，加强网络社会管理、

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因此，在社会发展进入新常

态条件下，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程中，开展网络社会治理问题研究探索，对于我国完成

“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 

2. 网络社会治理的本质 

2.1. 网络社会基本属性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的本质时，提出了“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的理论命题，即社会是人们的

相互交往的结果，是人们之间普遍联系的表现，无论社会表现为何种形式，它的这种本质不会改变。“网

络社会”一词，首次出现于荷兰学者狄杰克(Jan van Dijk)于 1991 年出版的书《De Netwerkmaatschappij》。
接着，“网络社会”被纷纷引用，但“网络社会”所指，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社会本质出发，

坚持“人们交互作用”基本原则来理解“网络社会”，首先它是现实的社会，属于一种世界普遍交往的

社会结构，同时它又是充分将信息网络作为人类交往实践活动的技术网络[2]。因此，“网络社会”是人

类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一种作为人类交往实践活动的新生社会关系网络与信息技术网络的社会共同体

[3]。具体来说，“网络社会”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网络空间中人们的互动关系发生的社会

形式，存在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以及个人与群体的独特互动关系，体现了数字化的社会结构、关

系和资源整合环境，具有鲜明的虚拟特征。 

2.2. 网络社会治理本质 

“治理”的概念，最早产生于 1989 年，世界银行讨论非洲发展时首次使用“治理危机”的概念，随

后“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等
概念相继诞生[4]。全球治理委员会表述“治理”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认为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

或私人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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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种种非正式安排。

而凡此种种均由人民和机构或者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授予其权力。“治理”表现有四大特

征：1) 治理不是一套规则或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2) 治理的建立并不以支配为基础，

而是以调和为基础；3) 治理过程较为复杂，同时涉及公、私部门；4) 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而

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5]。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全世界正在形成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网络社会，

“网络治理”的概念应运而生。网络社会治理是全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一种特

殊形式。知名专家何哲认为，网络社会治理包括十个关键问题，即网络社会的基本属性问题，网络社会

复杂性与可治性问题，网络社会个体身份属性与权利问题，网络社会治理与保障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在网络社会中的关系问题，网络社会治理与推进信息化建设、经济发展的

关系问题，网络社会治理与政府公开、效能建设等政府建设的关系问题，网络暴力与犯罪行为的界定和

属性问题，网络组织的群体事件界定与干预问题，公共人物的权力与网络反腐的程序与合法性问题[6]。
正确解决上述问题，才能对网络社会治理(包括制度治理和技术治理)体系和手段进行完善。 

3. 网络社会治理的现状 

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2014 年 11 月 19 日至 21 日在浙江乌镇举办，主题是“互通互联共享共治”。

会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人说：“中国已拥有 6.3 亿网民，12 亿手机用户，5 亿微博、微信用

户，每天信息发送量超过 200 亿条。全球互联网公司十强中，中国占了四强，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互

联网大国”[7]。如今，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各种交互平台的出现，网民数量呈现较快增长态势，可见，

我国已经进入网络社会时代。 
网络社会的发展势不可挡，一方面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传

递许多惊喜和人间正能量，如降低信息沟通成本，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促进社会透明和开放，利于网民

社会监督，便于交流互动等；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法律法规不健全，网民素质良莠不齐，虚拟社会的难

于管控，因此存在网络暴力、侵害公民隐私、危害公共安全等问题。 

3.1. 网络社会负面影响 

对网络社会缺乏有效治理，必将对社会、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主要体

现在如下几方面： 
1) 传统社会治理范式失效。在虚拟网络社会，信息传递方式对传统治理范式形成巨大冲击；开放型

组织形态动摇传统社会的组织基础；社会问题网络化倾向严重；网上维护稳定难度加大等。这些都给传

统的社会管理理念、管理能力、管理体制、管理手段，以及管理权威带来严峻挑战。 
2) 知识产权受到严重侵犯。由于网络社会处于一种虚拟状态，维权机制难于落到实处，网上大量的

音乐、书籍、杂志多是免费的，没有支付版权费，而网络文本的可复制性导致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时有发生。 
3) “恶搞”低俗信息泛滥。由于网络社会开放性、自由性，人人都可以参与，文化的质量就难以得

到保证。假消息充斥网络，网络游戏凶杀暴力非常突出，低俗恶搞流行，网络色情泛滥，网络犯罪日益

猖獗，这些已经成为阻碍网络社会健康发展的绊脚石。 
4) 网上意识形态渗透加剧。西方反华势力时刻盘算如何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干扰破坏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互联网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目前，境外有数千家反动的中文网站，诋毁先贤、侮辱民族、

贬损政府、歪曲事实、恶意炒作、网上攻击，对国家安全存在着潜在的威胁，“无烟战场”日益尖锐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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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网络社会治理现状 

当前，关于我国网络社会治理工作，各地政府做法不尽相同，也积极开展研究，进行有益的探索，

并通过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尚未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和科学的管理办法，主要是治理功能体系定位

不清：一是治理观念上，强调管制和打压，忽视沟通和对话；二是法制建设上，依靠行政措施，立法工

作滞后；三是管理主体上，重政府管理，轻社会参与；四是治理手段上，习惯采用“捂、删、封、关”

等管控措施，而非信息公开、舆论引导、真诚沟通和积极回应等柔性办法；五是主导话语权上，网络众

声喧哗与官方网站缄默失语；六是目标取向上，重视对网络舆论的控制，轻视对公众知情权、参与权、

监督权的保障；七是效果评价上，重信息整治和安全，轻网络整体价值是否下降，等等。因此，针对当

前网络社会治理存在的定位不清、轻重偏颇的这些问题，要结合传统公共社会治理模式，在充分调研的

基础上，吸收各地有效的治理办法，尽快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社会治理模式。 

4. 网络社会治理的创新 

近年来，基于互联网技术基础之上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蓬勃发展，

以互联网、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呈现井喷式发展，QQ、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交互平台你方唱罢

我登场，逐渐成为人们随时随地随身获取信息、参加学习、互动交流的必需品，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产

生活方式，对加强和改进网络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积极利

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2014 年 2 月，中央专门成立网络

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互联网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高度

重视。我们要把握机遇，开拓创新，勇于实践，进一步提高网络社会治理水平。 

4.1. 新常态要求更新网络社会治理观念 

“新常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5 月考察河南时第一次提出的。当时，他说：“中国发展仍处

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

上的平常心态”。提出“新常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现实问题和未来挑战的清醒认识、对现实机

遇的从容应对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把握、对自身使命的担当精神，以及治国理政的实力智慧和坚强意志。

“新常态”不仅指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

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也指我国政治生活呈现出新常态，八项规定遏制公款吃喝、公车私用、

奢侈消费，以及高压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等；也指中国社会建设呈现出新常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促进和谐社会幸福社会建设，等等。在新阶段新形势新要求下，只有深刻认识新常

态，才能适应新常态，密切结合新常态，不断创新治理观念，增强针对性和主动性，搞好网络社会治理

工作。 

4.2. “互联网+”创新网络社会治理思路 

2015 年 3 月 5 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
行动计划。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互联网+”实际上是创新 2.0 下的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新形态、新

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 2.0 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及其催生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新一代信息技术

发展催生了创新 2.0，而创新 2.0 又反过来作用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形态的形成与发展，重塑了物联网、云

计算、社会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形态。目前，“互联网+”已经作为国家战略重点推进，

各级政府部门和各大互联网公司迅速响应，加快“互联网+”发展。在此背景下，线上线下交互越来越频

繁，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深度交融，我国的社会、经济、民生、管理等将迎来一系列全方位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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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对全社会的治理提出“互联网+”的要求，也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开创了新路。 

4.3. 推动网络社会治理创新举措 

对网络社会的治理，除了学习借鉴传统现实社会治理的一些方法之外，应当结合网络虚拟社会的特

征，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在实践层面进行某些尝试，认真总结经验，积极探索网络社会治理的有效方

法。 
1) “建”与“管”并重，为有效治理打好基础。 
“建”为了“管”，“管”促进“建”，两头并重、一起抓，为网络社会治理打好基础。在“建”

上，要求各网站找准定位，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网络环境的和谐。比如，重点新闻网站要侧重于发

挥主流媒体优势，主动践行引导功能，以尽好职责树立形象；各级政府门户网站要侧重于提供社会公共

服务，认真履行好服务公众的社会责任，以良好的服务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各类商业网站要侧

重于构建社会诚信环境，切实担当营造诚信和文明的社会责任，以诚信和品位赢得市场和网民信赖。在

“管”上，要建立健全网络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加快建立全国网站登记备案数据库，推进网络实名制落

实，完善网站绩效考核评价标准体系，从重从严对违法违规网站进行处罚，等等。 
2) 倡导优秀网络文化，抵制低劣精神毒害。 
以优秀文化占据网络空间，拒绝思想流毒在网上传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唱

响网上思想文化主旋律，努力宣传科学真理、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

正气。通过政府出资建设、购买公共服务和政策引导等措施，加强网络公共文化产品的内容建设和服务

体系建设，提高网络公共文化和服务供给能力：一是推动文化的数字化、网络化传播，推动网络文化创

新，让越来越多先进、优秀文化作品以信息形式抢占网络文化阵地，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和优势资

源；二是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为企业和公众提供方便、快捷、透明的“一站式”服务，提高政府服

务质量和水平；三是建立覆盖广泛的网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网民基本文化需求。 
3) 打造主流网站联盟，构筑权威品牌阵地。 
互联网的高度开放性、紧密交互性，使得各种思潮涌现，观点交流、交锋愈演愈烈，其背后各种政

治力量相互博弈，网络舆论纷繁复杂，混淆网民视听，扰乱民众思想，冲击社会秩序，危及我们的执政

基础和社会基础。然而，一些“红色”网站、新闻网站和商业网站，面对网络舆情不知如何应对，要么

沉默不语，集体失声，要么声音甚微，毫无效果。这就是网络社会治理的缺失！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

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和行业协会，要积极应对、主动出击，结合自身组织优势和功能优势，通过统一标

识、统一品牌、统一行动，打造各类特色鲜明的网站联盟，形成官网集群，构筑权威品牌，释放主流声

音，传播网络正能量，主导网络舆情发展，从而占领网络宣传阵地，争夺网络话语权，正确引导网民社

会取向，共同维护我们的社会安全。 

5. 结语 

关于网络社会治理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和实际工作者开展了积极的研究，但由于网络社会的虚拟性、

复杂性，并且随着社会发展，其治理要求越来越高，对此探索永远在路上。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网络

社会治理体系也必将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完美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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