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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以其迅猛的发展速度给中国

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向信息社会

的迅速转变。从互联网发展及其带来的影响看，互联网的使

用和普及不仅仅只是一场媒体上的变革，更是推动社会进步

和改变社会生活的一股重要力量。网络日新月异的变化在给

社会生活带来变革的同时，给文化的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震

撼。不但传承和弘扬了传统文化，还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发

展了新的文化，拥有了新兴的文化形态。对原有文化的整合

以及新兴的文化的形成就合成了正席卷整个人类的文化风暴

网络文化。 一、网络文化的特点 网络文化独特的文化形态的

形成与互联网自身的特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互联网所具

有的特点影响着网络文化的发展及网络文化形态的形成。 (

一)网络文化是集大成的文化 斯拉姆被称作是传播学的集大成

者，在这儿我们可以套用这样一个概念，即网络文化是文化

的集大成者。以往的文化形态的表达方式，因为时代的不同

而具有不同的特色，同时也都具有各自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新的文化的出现并不表明旧文化的消亡，他们之间是一种相

互补充的关系，在传媒文化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例

如报纸、广播、电视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证。表达

方式的多样性使得文化形态更加丰富。 互联网和手机媒体上

网功能的成功开发与应用以及网络文化形态的形成则对以往



的文化形态构成了威胁。网络打破以前技术的桎梏，将报纸

、广播、期刊、电视、书籍、音像等所有的优点、长处和功

能都集于一身而加以用之。无论是在信息发布和传播的速度

方面，还是在信息的存储量和信息的表达方式方面，都是以

往的媒介所不能比拟的。正是在网络自身海量信息存储功能

和先进的网络技术的庇护下，网络文化才具有了这种优越性

，从而使其技压群雄。 (二)网络文化是一种无界的文化 网络

文化的形成打破了时空的阻隔和地域的限制，开创了一个新

的交流文化时代。从尹韵公教授的角度来看，网络文化就是

一种全球同步的文化。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当代科

技成果的强力推动下，网络把各个不同文明拉到了同一起跑

线上[6]。互联网的超时空、跨地域性特点使网络文化成为一

种无界的文化。截至目前，也只有网络文化这种文化形态能

够打破不同文化的地域性和时空观，从而成为独树一帜的文

化形态。 (三)网络文化的自主性和全民参与性 由于网络的匿

名性质，不论是什么人，什么样的地位和学识，都可以通过

网络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这一点的展示，我们能推敲出文

化话语霸权的转变：即由精英阶层保持话语霸权到平民拥有

话语权。这一转变让大家看到了网络文化享有的平等性(事实

上是不平等的，虽然人人可以参与，但是由于知识水平等的

限制，文化的话语霸权还是掌握在精英阶层手里。这里平等

享有是相对的)。 网络文化的自主性则主要通过博客文化、论

坛BBS文化等来体现。开不开博客，写些什么内容，都是由网

民自己决定。尤其是内容的提供方面，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

爱好有所选择。网络文化的自主性就在网民一系列自主的决

策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四)网络文化强势发展 网络文化的存



在和发展依赖于互联网和手机媒体地推广和普及，以及技术

的提高和新技术的开发。目前网络和手机的发展劲头强劲(我

国的网名2006年已经超过了1.3亿人；报载，2007年全球将销

售十亿部手机)，这势必带动网络文化的强劲发展。网络文化

依附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变革，那么信息技术的不断变革将会

造就更加灿烂的网络文化。 二 、网络文化的功能 网络文化的

功能主要包括传播信息功能、沟通交流功能、知识传承功能

、娱乐消遣功能、思想教育功能、社会动员功能、民意表达

汇聚功能。网络文化的这些功能决定了网络文化的重要地位

。其中传媒功能、娱乐功能、民意表达汇聚功能在我国体现

得尤为突出。 (一)网络文化的传播信息功能 互联网作为继报

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介之后的第四媒介，他所承当的传媒

功能是显而易见的。而网络文化作为依附网络而存在的特殊

的媒介文化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上网浏览新闻已经日

益成为上网人群的一个习惯。据调查显示，我国有66%的网

民上网浏览新闻。这也正说明了网络文化传媒功能的强化。 (

二)网络文化的民意汇集功能 网络文化在民意汇集方面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例如，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期间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利用网络回答人民的提问，温总理网

上听民意这一点就很好的体现了网络汇集民意的功能。 (三) 

网络文化的娱乐功能 网络文化的娱乐功能在我国表现的尤其

突出。玩游戏、看电影、听音乐、看综艺节目、聊天等都成

为现在人们上网娱乐的重要内容。这种大众娱乐一方面带来

了一些好处：对一些人来说缓解了压力，让其心情愉快，又

无形当中受到了文化的感染或者是熏陶。但是，也出现不少

的问题，例如“网瘾少年”、沉迷游戏而给社会带来危害的



事件也不在少数，所以我们更要客观看待网络文化的各种功

能。 记得电视剧《风云》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成也风云败也

风云。网络文化功能运用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如果这些功能运用发挥得当，那么就

会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反之，则阻碍和破坏

其发展。 三、我国网络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互联网就像是一

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正随着互联网的推广和普及如火如荼的

发展，推动着中国的进步，另一方面由于网络发展机制的不

健全，网络法规的不完善，网民素质的良莠不齐致使网络文

化的发展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一点都不出现瑕疵。网

络文化的发展和前进中伴随的一系列问题，人们必须花大力

气来关注并探寻出解决的办法。 (一)网络文化发展的现状 1、

文化形态多样化，网络文化发展势头强劲。 网络的包容性和

交互性为网络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生长环境，为网络文

化形态的多样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随着网络功能的逐

步完善和加强，网络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不

但原有的传统文化形态得到了传承和弘扬，新兴的网络文化

形态也日益丰富起来，为我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网络文化功能多样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网络文化多功能

、包容性强的特点，为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另一条有

效的途径。网络文化的民意汇集功能使平民能够通过网络直

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意愿、看法，这个更加广阔的交流平台

提供了一个收集信息、解决问题的捷径。网络文化的形成从

某一角度来说对社会和谐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二)网络文化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1、知识产权受到严重的侵犯。 由于网络

处于一种虚拟状态，因此知识产权的维护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网上大量的音乐、书籍、杂志多是免费的，没有支付版权

费。网络文本的可复制性也致使知识产权的维护成为一大难

题，而目前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也时有发生。 2、“恶

搞”成时尚，虚假信息泛滥 由于人人都可以参与，门槛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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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已经成为阻碍网络文化健康发展的绊脚石。恶搞一词甚至成

了2006年最流行的十大词汇。恶搞中最著名的就是《闪闪红

心潘冬子参赛记》，将一部反映革命的片子搞成参加流行歌

手大赛，足见其低俗。 3、反动势力的干扰破坏、西方国家

的意识形态渗透 美国的奥尔布赖特有一句话，“有了互联网

，对付中国就有办法”。像奥尔布赖特这样的敌对势力境内

外都存在，他们随时想着如何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干扰破

坏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据统计，在境外有2000多家反

动的中文网站，里面有xxx、民运分子，这些中文网站背后有

强大的经济支持和推动。这些都对国家安全存在着潜在的威

胁，所以更是要加强对网络文化建设的管理。 4、网络技术

落后，跟不上发展的需求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九成五的用户

都是采用美国微软的窗口系统，中国使用的大部分芯片也从

美国生产的。例如英特尔及国际商业机器(IBM)，这一现象不

但不能促进网络文化长足健康的发展，而且使得我国的网络

信息安全缺乏保障。 四、加强网络文化管理的对策 对于加强

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胡锦涛总书记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胡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以

创新的精神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网络文化的开放性不可避免地导致鱼



龙混杂，泥沙俱下。因此我们在肯定网络文化快速发展给我

们带来的好处的时候，也需要采取具体的措施来防止网络文

化的负面影响。 (一)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网络的秩序要维持

，除了靠网民的自觉外，法律法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法

律法规的严酷性和强制性，对于扰乱的人具有一定的威慑作

用。另一方面，有了完善的法律法规，对于那些诚心扰乱的

人，不至于无法可依。 (二)强化网络“把关人”的作用 网络

虚假信息的泛滥，需要“把关人”重新担当起把关的作用。

把关人不仅仅是要对信息进行过滤、筛选，还要担当起监督

的责任。通过对信息的把关来达到净化网络信息环境的目的

。首先，培养网络文化的中坚力量是强化“把关“作用的重

要举措，通过这些骨干力量来引导网络文化向健康的方向发

展。再次，成立网上评论员队伍，以便在网上的舆论出现不

良导向的时候引导舆论。目前，我们国家也已经有近万人的

网上评论队伍。 (三)加强技术创新，研发自己的网络系统 据

统计，我国目前有九成五的用户都是采用美国微软的窗口系

统，中国使用的大部分芯片也从美国生产的。例如英特尔及

国际商业机器(IBM)。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的信息安

全完全没有保障，网络文化的发展依赖的是外国的技术和系

统，没有自己拓展的余地。所以要向胡总书记号召的那样：

以创新的精神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只有研发出自己

的品牌，才能真正的将技术优势转换成国家的软实力，我们

国家的信息安全才有足够的保障，我们的网络文化才能真正

的灿烂起来。 (四)提高网民的素质 网络文化是我们大家共同

创造出来的，也需要依靠我们一亿多的网民共同去维护。号

召网民朋友自觉的起来维护一个安全可靠有序的网络环境。



平时有意识的进行爱网护网的宣传活动。倡导全体网民共同

来打造一个文明健康的网络文化形态。 (五)加强国际合作，

理性对待外来文化 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网络，营造出和谐的网

络文化不是一个国家的力量能够完全解决的。只有加强国际

合作，才能营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的网络文化。 对于外来

文化以及外来的网络文化我们更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既

要有鲁迅的拿来主义精神，也要有挑剔的精神，不要全盘否

定，也不要不分好坏地全盘接收，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

网络文化向健康的方向前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