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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网

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价值选择和观念取向趋向多元化。网络空间自

身的多元性和网络空间中存在的“泛娱乐化”和“去中心化”现象严重威胁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本

文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理论溯源，结合网络信息化的时代背景，剖析当下网络空间中威胁主流

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研究对策，在网络空间中维护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网络

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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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ed a new era,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s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Especiall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has greatly changed people’s way of life, and people’s value choices and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tend to be diversified. The pluralism of the network space itself and the phenomenon 
of “pan-entertainment”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the network space seriously threaten the statu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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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his paper traces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Marxist ideology, analyzes the 
factors threatening the security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n the current cyberspace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research countermeasures, so as to maintain the security of the mainstream ide-
ology of the network centering on Marxist ideology in the cybe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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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意识形态是能够显示出社会的发展程度以及人类的实践活动的一种思想体系。正是这主流意识形态，

将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以及社会的稳定。现在是一个信息化不断发展的时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促

使信息的传播方式也在不断更新，致使信息传播媒介越来越多元化发展。因此，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引

导和治理变得异常重要。 

2.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渊源及内涵探析 

意识形态的安全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意识形态的灌输无非就是暴力与

非暴力之分，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重

要手段，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与传播、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我们有必要去探寻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渊源及内涵研究。 

2.1.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探析 

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在当前的社会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认可的文化、艺术、

道德、法律、宗教等观念的集合，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随着时代的

进步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催生了一个全新的网络活动场域，在这个高度开放的场域中，国家、

政党、组织以及个人等不同网络行为主体所认同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精神要素在虚拟

空间中碰撞、交锋、对抗、博弈”[1]，最终形成一种代表着某一网络行为主体价值归属的观念集合，即

网络意识形态。而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则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崭新形态”[2]，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的意识形态结合网络空间的新发展，兼具技术属性、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 

2.2.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渊源 

2.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原旨 
马克思、恩格斯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基本遵循，以唯物辩证法为工具，从哲学、政治、经济和社会

等方面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系统且全面的阐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彻底撕开了资产阶级意识形

态的虚假外衣，把人们从这些虚假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

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

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3]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直接的与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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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阐明了意识和存在的现实关系，彻底击

碎了资产阶级强加给无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形态观念，把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暴露在阳光下。马克思、恩

格斯进一步指出：“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是他的行为

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4]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社会成员在一定社会生存环境中产生的观念的集合。而

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意识形态是该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由全体社会成员所共同认可的一整套思想观念、

价值体系以及行为规范的观念集合。 

2.2.2. 列宁、斯大林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论述 
列宁、斯大林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

并在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了实践，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也印证了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意

识形态理论的思想观念，可以转化为强大的、推动社会实践发展的物质力量。列宁意识到，无产阶级要

想夺取政权并掌握政权，必须拥有一整套体现本阶级主张的思想观念体系，属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

然是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列宁指出；“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

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5]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论述打破了意识形态与科学的二元对

立局面，使得意识形态理论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具有真理性。斯大林坚持并发展了马、恩关于意识形态的

阶级属性，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掌握先进的思想，提高政治觉悟，这样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更高的成就，他

指出：“现代社会生活的轴心是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进程中，每个阶级都以自己的思想体系为指南”

[6]。 

2.2.3. 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指导思想，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

创新。毛泽东认为：“无论在党内，还是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

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7]中国共产党始

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并引领主流意识形态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发

展。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坚持守正创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意

识形态建设，以及“两个变局”背景下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互联网

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8]基于网络空间的

特性，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受到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在网络空间中，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的主导地位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征程。 

3. 网络空间中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挑战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普及，网络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以及便捷性使

得人人都是自媒体。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以及网络空间中的不同声音等非主流意识形态对广大网民的观

念形成和价值引导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发出会真切

的对网民群体的感官造成一定的刺激，感性的人因此而受到来自网络空间中各种观念的影响，这直接会

影响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当前，网络空间中的泛娱乐化、去中心化以及网络空间的多元性严重

的影响了广大网民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与认同。 

3.1. 网络空间“泛娱乐化”现象日益弥漫威胁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 

马克思曾指出，人是一种“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9]。也就是说，“感

性的”是人的一种内在特性。“泛娱乐化往往以碎片形式话语形态融入日常生活，同时又为人们建构起

感性层面的真实在场，”[10]泛娱乐化就是利用了人们的感性这一特点疯狂吸人眼球，因为人们真的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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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到这种所谓的“真实”而被左右和操控。当这种所谓真实的、感性的东西被人们日常生活所接受和

容纳，那么理性的价值需求就必然会被压制，这必将会导致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轻视，甚至是无视，

这必然会降低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甚至影响人们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归属感，在网络空间中对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造成威胁。泛娱乐化现象能够发展至今，都源于他们会去跟随模仿任何

有价值的材料资源并进行娱乐包装，打着娱乐的幌子来掩饰本身的无价值性，无限放大人的弱点，摧残

人的精神意志，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无疑会对我国网民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塑造和价值导向产生不

良的影响，对人本身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有着一定的负面作用。 

3.2. 网络空间“去中心化”现象威胁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是单向的、中心化的并且由统治阶级所掌握，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网络空间的形成使得这种灌输模式在网络社会中受到挑战。“网络由众多节点构成，众多节点串联起来

构成了网站，在网络中没有起始点，也没有结束点。”[11]因此，网络平台在模式设计上就是一种去中心

化体系。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一个看似平等的虚拟活动场域，在这个场域里人人都有发言权，每个人都

是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与接收者，在这样一个虚拟的开放的空间中，信息的多元化和主体的匿名性营

造了一种貌似真实的平等的环境，这就使得网络空间存在去中心化的现象。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各种思

想观念的滋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产生了挑战，意识形态不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灌输过程，而是呈现

出一种横向生长的状态，意识形态的传播不再是一个点，而是有无数个主体发出，这就严重威胁了主流

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3.3. 网络空间的多元性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深刻变革极大的影响着人们的生产

生活，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思想领域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样，在互联网场域

中，各色各样的网络主体散布着不同意识形态的信息，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开放性使得网络空间中充斥

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盛行。主体的多元性必然会产生非主流

意识形态的多元性，网络自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便捷性的特征为人们提供自由表达的平台，同时也引发

了时代发展所产生的一些问题的诉求，网络中意见领袖们和精英阶层不同的意见倾向则会带动产生不同

的非主流意识形态，这必然也会带来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尤其是多元主体在对公共事件的不同价值倾向

的解读中，主流意识形态性较为薄弱的网民群体的过激发言很可能会导致民粹主义的产生，进而可能造

成网络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对意识形态的认同是民族凝聚力

的精神黏合剂，”[12]网络中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冲击，

是对中共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衅。 

4. 新时代网络空间中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路径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8.19 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在过去、现在都没有改变，坚持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个基本精神从来没有变。在迈向两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时刻，意识

形态工作关系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13]新时代强调意识形态的安全治理尤为重要，尤其是网络信息化的今天，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治理

关乎社会秩序的稳定，关乎是否有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4.1. 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实质就是实现其治理的制度化、民主化、程序化、法治化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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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治的动态过程，从而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效度并达至一种的‘善’的治理状态。”[14]中国的

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优势，结合时代特色，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以达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善”治的状态。因此，要大力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网民群体的社会责任意识，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网络制度建

设中去，进而促使网民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并不断增强价值认同，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还要深

入挖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素材，在网络空间中打造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符合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主导的和谐的网络生态环境。 

4.2. 以思想政治教育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5]新时代改革进

入深水区，社会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来达到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

位就十分必要。新时代我们要不断的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实践”，从实践出发，在实践中检

验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化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其在虚拟的网

络空间中也要做一名坚定地马克思主义者。此外还要运用辩证的观点以及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非主流意

识形态，要自觉抵制西方社会思潮的入侵。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坚持对广大网民进行马克思主

义理想信念的宣传教育，要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加强对社会思潮的正确引导，提高和巩固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4.3. 充分发挥主流官方媒体的带头引领作用，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宣传事业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特别注重党的宣传事业。在多

元化的网络空间中，主体的多元性导致了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各种信息和思想纷杂，因此，主流

媒体的观念传播和意见发表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人

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人民的事业就是党的事业。我国的媒体宣传事业亦是如此，是党的事业的重要

部分，是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稳定的有力支撑体系，主流官方媒体要根据党和人民的利益进行與

论引导，尤其是在国家大事和突发公众事件面前，新闻舆论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

指引，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真实客观地发表评论，并注重引导公众舆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促进

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面对国际舆论压力，要积极开展国际舆论斗争，要真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主流官方媒体在网络战线上要切实做好引导舆论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作用，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给广大网民以正确的引导，切实做好媒体带头人的作用，以达到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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