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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中极具影响力的新自由主义在网络传播的推动下，对我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涵盖了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这一影响突出表现为对我国大学生的个人认知、个人情感以及个人行为的消极

引导，尽管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已经从线下拓展到线上，但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挑战。加强网络思政价

值研究一方面是为了突出网络思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就是要找到消除新自由主义思潮消极影响的有效途

径，帮助大学生建立一种国家“利益–制度–文化”的整体认同观，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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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luential neo-liberalism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al thoughts, driven by network com-
munication, has had a complex impact on China, covering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other 
fields. This influence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negative guidance to the personal cognition, per-
sonal emotion and personal behavior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lthough China’s ideological and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2128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2128
https://www.hanspub.org/


张紫凌 
 

 

DOI: 10.12677/ass.2023.122128 921 社会科学前沿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expanded from offline to online, it still faces a series of risks and chal-
lenges. On the one hand,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n the value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work is to highlight the necessity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to find an effective way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neo-liberal trend of thought, 
help college students establish a national “interest-system-culture” overall identity view, and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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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高校学生在网上进行信息交流，获取新知识的需求日益增大。

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通过多种网络平台展开，对大学生进行宣传与教育，引导舆论朝着与

社会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方向发展。面对疫情之下的严峻挑战，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必须认识到网络思

想安全的重要性，加强网络空间阵地的建设与发展，努力营造良好的网络思政教育环境。高校要结合大

学生的现实状况，不断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 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及其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社会动荡期，各方面的体制改革还不够完善。中国社会

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都渴望站在自己的立场表达利益需求以及对社会矛盾的价值观点。正是在各类

思想交互碰撞中，以自由放任为原则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国内传播开来。国内某些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

鼓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万能论”，同时反对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这在当时与我国的指导思想、

共同理想和核心价值相悖，阻碍了我国改革发展的正确道路。邓小平曾提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

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

同。这个问题还是需要继续争论的”[1]。于是，国内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愈加激烈了，国内不少学者对

一些新自由主义的推崇者的言论和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指出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危害以及加强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但新自由主义作为当时西方最主流的经济学理论，而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改

革过程中也需要借鉴、吸收西方的先进经验，因此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 
新自由主义思潮早期在我国的主要传播路径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一方面，通过出版翻译国外

主张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的著作来进行宣传，如当时的《世界经济导报》，先后发表题为《国有制

在世界范围走到了尽头》、《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国有制往何处去？》、《国有财产个人化：中

国经济改革的趋势与选择》等文章[2]。另一方面，国内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在学校进行讲座来介绍新自

由主义思想。此时，新自由主义的传播还局限于传统媒介，传播力度和影响范围都十分有限。 
进入 21 世纪，科学网络技术的发展加速了全球经济化，同时也加大了新自由主义的覆盖面。不同于

以往的公开式的政治理论宣讲，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网络上的传播有了一些新的特点。其借助网络文学、

图片、影像等载体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悄然表达政治主张，具有非常强的隐喻性。新时代，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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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等特点成为中西方各类思潮交互碰撞的主战场。尽管新自由主义思想是以

经济为中心，但是其在我国的影响已经扩散到政治、文化等领域。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哲学家

费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认为：“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是一种自然的进化过程。秩序的

形成不是某个主体的自觉设计的结果，更不能靠外部力量去推动”[3]。这种“以个人价值为中心”的观

点通过强调反对政府对个人言论、行为的干预对我国大学生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表现在个人

认知、个人情感以及个人行为三个方面。在认知层面上，由于网络上大部分的大学生的政治认知还较为

模糊，他们片面地追求新自由主义思潮下强调的不受约束的个人和自我，从而产生了对我国所倡导的社

会主义公有制的动摇。在情感层面上，新自由主义下的反对政府干预，去国家化等观点，削弱了我国公

民的民族认同感、国家归属感。在行为层面上，人们过度追求个人主义，漠视集体利益，个人行为呈现

功利化的趋势。 

3. 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网络思政面临的困境 

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现状下，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日益凸显。网络思政既是指以网络为载

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也可以是指借助网络工具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思

政的阵地从以各大学校的校园网为中心逐渐扩展到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多媒体技术也使得网络思政教

育内容变得更加立体化、更具吸引力，师生互动相较于现实课堂会更加轻松。尽管网络教学手段相较于传

统形式更加现代化，但是由于网络传播体现出来的信息的隐喻性、话语权的平等性、群体的多元性等特点

使得其难以管控。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网络思政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网络经济环境中的媒介市场化 

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卫·哈维曾将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机制解释为“掠夺性积累”，这

种“掠夺性积累”最首要的特征就是对迄今为止的公有资产进行企业化、商品化、私有化，主要目的就

是为了资本积累开辟新的领域[4]。因而在网络媒介中，“政治化宣传”和“市场化导向”之间的关系该

如何界定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当下的一些新闻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以市场为导向，以逐利为中心的商业

模式。一旦国家进行监管，就被视为限制其言论自由的权利。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蔓延到文化、政

治等领域，接触网络的大部分都是我国青少年群体，他们表现出鲜明的反抗外界干预自我的特征。并且

他们没有意识到所谓的“新闻自由”实际上只是在削弱政府管控能力，从而将网络平台话语权以及网络

市场资源集中到少部分拥有市场份额、核心数据的群体手中。在国家媒介治理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去国

家化”的理论使得人们倾向于相信“市场的伟大”与“国家的落后”[5]，而同时也成为我国在网络空间

展开政治理论宣传、教育的阻碍。 

3.2. 网络政治环境中话语权的游离 

网络平台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赋予了每位公民以平等的话语权，同时也就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

权弱化。在传统媒介当中，我国只要把控好审查制度以及主要传媒机构的规范化，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受众接触到不合乎我国核心价值观念的思想。然而由于互联网接触信息的成本较低，越来越多的民

众通过网络来认识、了解事物。相对于我国权威的网络账号和网站，一些明显持有错误价值导向以及不

当政治言论的人物反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由于我国大学生当前接触社会新闻、热点事件的途径主要就

是通过各类社交媒体，很容易受到一些公众人物的影响而认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从而动摇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信念。正是由于这种话语权的游离，我国很难在网络中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能力从而进行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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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网络文化环境中的泛娱乐化 

尽管我国始终强调共同维护网络清朗空间，但是恶意营销的网络账号、违法违规的网络直播等现象

层出不穷。2021 年 11 月 23 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发布的第九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包

括众多极具影响力的职业主播和演员，他们所传递的这种泛娱乐化的价值倾向渗透到了我国许多大学生

的思想当中。这种负载着意识形态的文化信息正在无声无息地改变我国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并且形成了

一种不健康的文化氛围。可见网络上的文学、图片、影像都是以娱乐为主、以流量为中心，而作为大学

生更应该学习了解的文化知识、思想政治等内容的受众寥寥无几。将网络思政与娱乐文化适当结合有利

于其传播，但同时也要警惕过度娱乐化所带来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负面影响。 

4. 新自由主义下网络思政的对策思考 

面对新自由主义思潮下如何通过网络引导大学生的价值观念，这是需要政府树立一种从利益认同到

制度认同再到文化认同的整体认同观作为基础[6]。以此为基础，政府所实施的管控制度以及舆论引导才

能得到社会的响应，人民的认可。 

4.1. 以利益认同为基础实现网络思政价值 

马克思指出：“每一既定社会经济关系首次表现为利益”[7]。利益一方面体现了人们的需求，另一

方面也引导人们自身行为。以利益认同为基础的网络思政就是指在教育过程中，首先，要帮助受教育者

能够在网络平台中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明辨恶势力且不被其诱骗误导。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我国

始终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这与网络社会

思潮中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与拜金主义有着最根本的区别。其次，我们要对受教育者的需求给予满足，

从根本上引导其实现自己的利益[8]。在网络思政教育过程中，我们需要契合受教育者的切身利益，针对

网络社会热点事件和矛盾，我们要及时进行分析研究。一边了解群众的利益需求，一边改善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以利益认同来驱动人们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4.2. 以制度认同为保障加强网络思政教育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们在网络平台中交往活动具有虚拟性和复杂性，因此必须把制度作为人们社

会交往的规范体系来保证活动的正常进行。制度认同是指对我国政治、经济、分配等制度的整体认同。

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应当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我国基本制度，并且能够明辨新自由主义影响

下对我国社会制度理解的歪曲。一方面，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媒体话语权。这不仅是要在微博、

微信等网络平台扩大现有的权威账号与网站的影响力，更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平台媒体账号、

其他类别的网站有机融合。另一方面，我们要完善网络监管制度体系，严厉打击各种具有煽动性的不当

言论的媒体账号。一旦对此类媒体、机构监管力度不够，由于网络传播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就会对

我国大学生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4.3. 以文化认同为核心引领网络思政导向 

在网络平台多元文化的即时碰撞中，我国大学生更倾向于接受西方文化思想，而缺乏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认同。尽管我国始终强调双向文化交流，但绝不能使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在网络平台中丧失话

语权。如何加强中国文化经典在网络媒介中的传承，对我们开展网络思政有着导向性的意义。首先，网

络思政的内容就需要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帮助大学生群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内容、特点等

方面的理解。其次，利用网络平台开展红色文化知识竞赛、传统文化娱乐和旅游节目等，扩大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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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最后，高校还需要组织网络文化安全教育活动，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网

络平台中的各种负面例子来警惕学生注重意识形态安全。近年来，大学生在网络上被诈骗钱财的现象屡

见不鲜，我们在宣传教育学生保护财产安全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保护。以文化认同为

核心引领网络思政，就是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加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5. 结语 

随着新时代发展，我国高校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媒体、新技术的网络教学已成为思

政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殊性要求思政课必须与时俱进，而网络则是思想政治教

育课程不断丰富创新的重要桥梁。面对新自由主义高校要以此次疫情防控为契机，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与网络技术高效融合，以爱国主义教育为动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以正确的文化方向为

引领，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培育“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优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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