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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空间已成为意识形态交锋新的主战场。高校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其网络意识形态

安全建设具有影响全局和关乎根本的重要意义。国内学界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形成背景、功

能定位、问题论域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研究成果颇丰。借助文献研究方法，文章对近年来国内

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归纳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需要从技术建设、内容建设、主体

建设和场域建设等方面发力，以期为该领域的继续发展做出微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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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yberspace has become a new main battlefield of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As the main posi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security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hat affects the whole situation and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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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ns the fundamentals.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 has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and dis-
cussion on the formation background,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problem theory domain of the 
network ideology security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quite abundant. With the help of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sorts out,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in recent years, and puts 
forward that it needs to develop from technology construction, content construction, subject con-
struction and field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to make a meager contribution to the continued de-
velopment of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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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

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的长治久

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2]。高校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主战场，其网络意识形

态安全建设具有影响全局和关乎根本的重要意义。当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维护高校网络意

识形态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紧迫。2017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指出“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

铸魂工程”。基于此，本文通过梳理近年来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研究成果，厘清其形成背景、

功能定位和问题论域，分析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对未来的展望，以期为该领域的持续发展做出微薄

贡献。 

2.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形成背景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发展异军突起，逐步渗入到人们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网络化生

活、数字化生产已成为一种常态。据《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 10.32 亿，其中，学生群体规模最大、互联网普及率最高[3]。网络空间已成为意识形态

交锋的新的主战场，做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工作，牢牢把握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领导

权、管理权、话语权，已是急于星火、刻不容缓。 
当前，国内学界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为问题研究起点，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形

成背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为西方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渗透是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严重障碍。牛晋芳、孔德宏(2003)提出，西方国家在网络空间中占据“信息强势”

地位，意识形态渗透能力强，使我国监管国内舆论导向的难度加大、困难加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工作面临的挑战重重[4]。魏崇辉(2012)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网络优势，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全球

化、意识形态的渗透化和网络舆论的开放化与自主化，对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造成直接威胁[5]。
赵惜群、黄蓉(2014)指出，以美国为首的网络信息强国凭借其网络霸权地位，加紧对亚非拉广大国家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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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使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6]。二是认为网络空间虚拟与

现实相融合的固有特征以及高校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忽视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形成的重要原

因。王沛栋(2020)指出，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更新迭代速度的加快，加剧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7]。
李中和(2022)认为，互联网的虚拟性、隐蔽性及开放性使得缺乏道德自觉的高校部分学生在网络空间为所

欲为、道德失范，相对于传统媒体，网络新媒体的自由性和及时性也增加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难

度[8]。三是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存在内忧与外患。韩璞庚、朱思颖(2019)提出我国网络意识形态

安全存在内忧与外患，一方面，内部面临着信仰危机和价值观的认同危机，使各种不良信息和错误社会

思潮在网络空间大行其道；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其先发性技术优势和网络信息霸主的

地位，通过意识形态的“西化”、“分化”和“渗透”，使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重的外部挑战

[9]。通过以上文献的梳理可知，当前国内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形成背景，进行了多维度、

立体化的具体论述，研究成果累累。但是，对于“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这一更加微观的领域，

目前国内学界研究的成果还相对匮乏，需要学者继续更加深入的研究。 

3.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功能定位 

互联网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高校校园网络也得到普及和完善，高校学生获取信息的速度与效率较以

往有了几何倍数的增长，他们逐渐成为使用互联网络的主力军。但是由于社会经验缺乏和正确思想意识

尚未稳固，高校学生缺乏熟练的分辨意识和判断经验，容易受到网络中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各

种错误社会思潮的冲击。对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在十九大报告中就明确

指出“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事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事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10]。目前学界对于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功能定位方面的探讨主要

倾向于从个人微观层面和国家宏观层面展开。 
一是在个人微观方面，王金玲(2014)认为，高校是培育大学生健康成长，用科学文化与思想道德武装

头脑，以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场所，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不仅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关键，更是推

动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和必要任务[11]。伍廉松(2017)提出，网络媒体的碎片化、开放化、去中心化

等特征在道德危机频发、价值取向多元的时代背景中，易造成部分师生思想混乱、削弱意识形态安全意

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能增强主流意识认同、强化价值引领，培养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12]。陈宝、张晗琦(2021)认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制度化建设能促进立

德树人、培育时代新人目标任务的落实，促使大学生发自内心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又红又专、全面

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3]。二是在国家宏观层面，魏晓文、邵芳强(2014)认为，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的集中呈现，

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斗争，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能促进思想理论建设，并及时针对高校现实和

大学生思想发展状况，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现实[14]。张青磊(2021)提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工作事关我们党、国家和高等院校的发展，新时代做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能稳固国家的政治

安全，促进高校网络空间的风朗气清，维护高校的安全和谐，落实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育维护国家主

流意识的时代新人[15]。 

4.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问题论域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攀高、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互联

网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不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给西方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带来了助力。我

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在新变局、新时代、新阶段，面临诸多复杂问题和严峻挑战，究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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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外部客观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带来的强烈冲击，也有内部主观忽视和意识不足带来的不良后果。只

有对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进行精准剖析，才能在危机中育先机，变局中开新局，及时、准确化解我国高

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危机。 
首先，在外部客观社会环境方面，全球发展环境的复杂多变、网络技术的更新迭代、西方敌对势力

意识形态的加紧渗透是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主要威胁。谭向阳(2018)认为，在国内外形势复杂多

变、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激增的今天，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文化生态建设也不可避免面临着多元文化相互激

荡、错误思潮渗透蔓延、网络传媒异军突起等诸多网络现实困境[16]。潘红涛(2021)认为，高校担负着培

养时代新人的重任，但如今网络的发展使得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传播具有新特点、新形式，以愈加隐蔽

的方式侵蚀高校学生的思想，加之西方敌对势力加紧渗透等，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带来不小的

挑战[17]。魏晓文、邵芳强(2014)认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是高校党建工作中的重要一环，然而网络

的开放性、自主性和隐蔽性强烈冲击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并对我国意识形态的管控方式

发起严峻挑战，使中西方意识形态冲突更尖锐、更直接，给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工作造就不良环境[13]。 

其次，在主观内部忽视和意识不足方面，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存在诸多不足、部分师生缺乏

筑牢正确网络意识形态的观念是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重要威胁。李治勇、李兴(2017)提出，尽管

网络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有利于拓展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空间，但同时也弱化了高校师生的意识形态安

全意识，使部分意志不够坚定的高校教师丧失讲台阵地意识、思想不成熟的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念扭曲[18]。
伍廉松(2017)提出，网络媒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媒体，其碎片化、开放化、去中心化在道德危机

频发、价值取向多元的时代背景中，易造成部分师生思想混乱、削弱意识形态安全意识[11]。刘芳丽、张

映文(2021)认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与管理欠缺导致意识形态话语能力不强，各种非主流思想充斥网

络导致高校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不足，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师资队伍力量薄弱、师资队伍结构

有待优化、素质与能力亟需提升等是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19]。 

5.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实践进路 

5.1. 技术建设：夯实核心技术基础，提升高校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核心技术一旦受制于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将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

患。”[20]对此，我们要加速推动互联网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一方面，加强在高校网络安全建设工作

中的资金投入力度，组建产学研用联盟、“互联网+”联盟，加强意识形态安全顶层战略研究、中层技术

支撑、基层终端应用的联系，将 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与网舆生产、接收、采集

和反馈机制相结合，使技术创新真正作用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第一线。另一方面，提升网络技术设

施安全防护水平，建立健全互联网全行业安全信息统筹机制，建立政府和企业网络信息共享机制，网络

安全行业与主管部门联手攻关，协同发力，做好互联网舆情监测和研判，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 

5.2. 内容建设：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引领力 

首先，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保障马克思主义对高校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意识形态方面的规章

制度越健全，在面对校园突发事件时，高校越能从容面对和化解危机，从而保证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构

建稳定和谐的校园。因此，要在高校建立科学的分析预测机制，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点和标准对网络传播

的错误思潮进行分析、预测，研究它们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趋势，并在高校建立适当的疏通引导机制。其

次，善用网络平台、网络话语传播马克思主义，巩固其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网络是高校师

生获取信息的基本手段，网络新媒体在给意识形态教育开拓新渠道、发展新方式的同时，也使得网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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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各种错误思潮、非主流意识更轻易侵蚀涉世未深的高校学生的思想，给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带来严峻

挑战。因此，网络空间这一意识形态前沿阵地的占领是必要的且是必须的。高校要科学地发挥网络宣传

马克思主义的功能，通过筛选和辨别网络意识形态建立健康的网络平台。最后，通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教学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对大学生进行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要注重组织性、目的性和计

划性，并重视教育教学方式创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趣味性和可实践性。 

5.3. 主体建设：聚集网络人才队伍，守住高校网络安全的主阵地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要把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事业发展好，就要“制定吸引人才、培养人

才、留住人才的办法”，建设一支政治立场坚定、业务技能精湛的网络意识形态人才队伍。首先，在吸

引人才方面，要为人才提供良好的社会从业氛围、坚实物质保障以及自由的发展空间，引导其自觉主动

加入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首先要做到从心底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人

才队伍里不论资排辈，搞官僚主义。其次，在培养人才方面，要以党员领导干部为抓手，明晰党员干部

网络行为的边界“红线”，使其“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同时，助力人才队伍克服“本领恐慌”、

加速自我更新，明辨网络空间不同声音背后的复杂利益，对于舆论问题精准应对、把握分寸，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做到适时发声。最后，在留住人才方面，要提供相对广阔的职业前景持续激发优秀人才创

新潜力。充分发挥各相关领域的专家优势，协助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判断形势、提出方案、追踪反馈、

诊断症结，从而有效打击错误言论，扼制事态发酵，保护互联网舆论生态，巩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5.4. 场域建设：加强网络阵地建设，构建网络空间的命运共同体 

首先，要以整体性、系统性思维建设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是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互

联网空间内，意识形态安全如若动摇了，国家政治、文化产业、科学技术、社会稳定都会遭受巨大损害，

维护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将其放到大环境中，以整体性、系统性思维关照其前路走向。其次，要

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开放合作。开放是为了在交流中合作，在互动中学习，从而吸收外界先

进的理念、方法和技术。最后，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网络意识形态的共同安全意味着团结广泛

的参与群体，承担起共同的主体责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要把爱国统一战线延伸到互联网空间。

我们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动广大学生网民参与网络“自治”，加强自

我管理、互相监督，共同维护互联网空间天朗气清的美好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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