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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现实生活中，互联网既是一

种全球性的网络，也是一种

公用信息的载体，这种大众

传媒比以往的任何一种通讯媒体都要

快。互联网诞生之际，人们曾偏见地

认为它仅仅是一种应用于生活的科技。

事实上，互联网已经对当今社会造成

深远影响，甚至可以说，它

再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

“虚拟社会”。

虽然虚拟社会是一种全

新的社会形态，但我们仍可

以从“个体”、“社会互动”、

“社会关系”三个方面来解

读互联网对当今社会所造成

的多重影响。从“个体”角

度看，互联网造就了不同于

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个体，

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谓：“网

民”。从“社会互动”角度看，

网民在互联网上进行着频繁的交往，

这种互动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差序格

局”式的互动，并不限制于人情和等

级取向，而是更多地以彼此之间的兴

趣、情感、共鸣为取向。同时，匿名

化的特征使得人际互动中身份的缺席

成为可能。从“社会关系”角度看，

广大网民通过社会互动，必定对传统

的“社会关系”造成极大地影响，有

时候这种影响甚至是颠覆性的。

当然，互联网也对当今的社会结

构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首先，网

民之间的互动重构了社会的生活方

式。比如网络购物已经变得非常普遍，

现代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做几乎所有的

事情。但这也使得我们很多现代人趋

于懒散，很难独立地完成一些事情。

其次，网民之间的互动革新了人

们的利益表达方式。互联网的发展使

得虚拟社会中涌现出一批网络精英，

同时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也在网络中

得到了极大地释放，而且在网络精英

和普通民众之间还存在着畅通的转换

渠道。当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诉诸网

络时，网络精英出于公心或

私利会对其进行转发、评论，

而关注网络精英的媒体会对

此进行报道，从而引起政府

相关部门的重视，推动其对

问题解决的速度和力度。这

一系列“民众——精英——

媒体——政府”的利益诉求

模式对缓解社会压力、促进

民主、维护社会稳定有着一

定的积极意义。不过，我们

也应该看到，现实社会中也

存在着部分网络精英出于私

利，发布谣言，绑架民意，要挟政府，

搞乱社会的现象。

再次，网民之间的互动改变了人

们的价值观念。网络确实解放了人们

的个性，人们在网络中自由地表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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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观点，这使得“民主”思想更

深入人心。但我们还应看到的是，网

络对人性的解放有可能使其走向另一

个极端——个人主义。在个人主义心

理作祟下，靠着匿名化的掩护，少数

网民肆意散布虚假消息，攻击谩骂他

人，网民彼此之间情绪激荡，这使得

整个社会变得动荡。更重要的是，网

络的开放特质使得涉世不深的青少年

容易受到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腐朽事物

的影响，导致其社会化困难甚至失败。  

第四，网民之间的互动改变社会

结构的形态。在传统社会中，个体之

间既有的权利、地位、人情关系的差

异使得各阶层间泾渭分明，沟通阻碍

较大，社会结构呈现出上下、垂直的

形态。而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点。

网络社会不再以传统资源为核心进行

分层，而更多的依据兴趣、共鸣、情

感重组，QQ、微博等新兴网络沟通方

式使得原先困难的阶层沟通变得流畅

起来，所有这些使得传统意义上的金

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变得更为扁平化。

需要注意的是，网络社会毕竟是

现实社会的延伸，而不是颠覆。因此

它也会反映现实的社会结构形态。因

此，现阶段政府对网络社会的管制就

往往进入了“精英主义”的误区，试

图通过利用手中掌握的技术优势，通

过删帖、屏蔽等方式来管理好互联

网，这是一种事倍功半的末端管理办

法。社会是人构成的，网络社会也是，

因此网络社会的治理还是要从网民出

发。“躲猫猫”、“郭美美”等事件之所

以引发如此大的社会反响，甚至影响

到了政府的公信力，很大程度上因为

广大网民缺乏一种平台来实现他们自

由表达、自主参与的诉求。如果广大

网民拥有一个可以自主参与、自由了

解、建言献策的平台，“郭美美”之

类的事件远不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鉴于此，对于互联网管理就不能

简单针对网站，而应当从社会管理的

网民视角中探索对虚拟社会善治的策

略：一是搭建一个保证网络民意畅通

的组织平台。加强网络基层组织建设，

设立经选举产生的有固定任期的网民

代表，成立独立参与调查的网络调查

委员会。二是搭建一个回应网民合理

诉求的制度平台。定期就网络上的热

点信息召开发布会，公布调查结果。

三是搭建一个保护网民合法诉求的法

律平台。完善我国互联网法律，在保

证人们的知情权、参与权的基础上，

保护网民的网络隐私，严厉打击网络

违法犯罪活动，规范网络环境。四是

搭建一个引导网民表达诉求的舆论平

台。一方面，加强网络管理员培训，

规范网络信息传播机制；另一方面，

提升网民素质，引导其树立健康的价

值观。五是搭建一个互联网预警和紧

急处置平台。当有突发的网络事件影

响到现实社会稳定时，可以制定出临

时性的制度帮助社会度过振荡期。六

是搭建一个方便和规范互联网交流的

技术平台。一方面，加强城乡互联网

共建，使得广大农村地区能平等地享

受信息平台；另一方面，研究新的网

络净化技术，过滤“黄赌毒”等腐朽

信息，净化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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