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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文化通论》以十一章篇幅，分别介绍了网络文化界定，网络文化资源，网络文化行为，网络文
化心态，网络文化制度，网络文化传播，网络文化批判，网络文化建设，网络文化管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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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网络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部分 一、抓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执政党
新时期的一大要务 （一）抓好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重要性 （二）提升和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
的对策建议 二、网络生活：网民的“第二人生”  （一）网络造就的“第二人生” （二）网络“虚拟
世界”中的需求假象 （三）虚拟照进现实 三、网络文化的“三位一体”  （一）人的主体性及主体间
性在网络文化中的显现 （二）网络信息对人的影响和对文化的作用 （三）网络文化促使人的“向文
而化”  四、网络：当代公民的“第四成长环境”  （一）网络环境的现状 （二）网络环境与家庭、学
校、社会的相互关系 （三）“第四成长环境”的影响 五、上网：当代人的“第五习惯” （一）“第
五习惯”的原因 （二）“第五习惯”的表现 （三）“第五习惯”的利与弊 六、网络文化建设与“六
大建设”紧密关联 （一）网络文化建设与“六大建设” （二）全面协调，共同发展 第一章网络文化
界定 第一节从文化的定义观照网络文化的概念 一、什么是文化 （一）文化的一般定义 （二）文化的
基本形态 （三）文化的构成要素 二、什么是网络文化 （一）对网络文化的不同界定 （二）网络文化
的科学内涵 第二节网络文化的基本结构 一、网络文化的五大要素 二、网络文化的“理想类型” （一
）网络文化模式：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二）网络文化内容：诸多网络文化现象的综合体 （三）网络
文化本质：人类新的网络化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图式 三、网络文化的不同层面 第三节网络文化的本
质特征 一、网络文化的技术特征 二、网络文化的精神特征 三、网络文化的主体特征 第四节网络文化
的主要功能 一、网络文化功能简析 二、网络文化现状概览 第二章网络文化资源 第一节网络文化资源
的概念、特征与发展 一、网络文化资源的概念 二、网络文化资源的特征 三、中国网络文化资源的发
展 第二节网络文化的技术资源 一、计算机技术资源 二、网络技术资源 三、通信技术资源 第三节网络
文化的内容资源 一、网络文化内容资源的特点与类别 （一）网络文化内容资源的主要特点 （二）网
络文化内容资源的基本类别 二、网站文化资源 （一）网络文化内容资源建设要以网站为抓手 （二）
网络文化内容资源建设的重要环节 三、网民文化资源 （一）网民概念辨析 （二）网民的文化诉求 （
三）网络文化的平民视阈 四、网络文化资源的问题分析 五、网络文化资源的本土化 第三章网络文化
行为 第一节网络时空的无限扩展性 一、网络时间的无限扩展 二、网络空间的无限扩展 三、“网络疆
域”与“电子邻近” 第二节网络行为的多样性 一、从热词流行分析网络言语行为的补救功能 二、从
网络诸“客”看网民全新的生存方式 （一）网络“客”现象的形成与发展 （二）网络“客”群体的
类别归属与网络“客”文化的传播特征 （三）网络“客”文化的双重透视 三、“人肉搜索”——网
络行为带来的立法争议 第三节网络行为的约束性 一、网络行为的善与恶 （一）网络行为的类型 （二
）网络行为的善恶 （三）网络越轨行为的社会控制 二、网络行为的伦理规范 第四章网络文化心态 第
一节网络流行文化所反映的大众心态 第二节网络文化心态结构解析 一、网络文化的社会意识 二、网
络文化的社会心理 第三节网络文化心态功能分析 一、网络文化的政治、法律思想 （一）网络文化的
政治思想 （二）网络文化的法律思想 二、网络文化的哲学、文学艺术意识 三、网络文化所反映的人
们日常精神状态 四、网络文化的发展趋势 第五章网络文化制度 第一节网络文化所带来的得与失 一、
我们因网络而得到的 二、我们因网络而失去的 第二节兴利除弊：网络文化的制度追求 一、网络文化
是柄双刃剑 二、大兴网络文化之利 三、力除网络文化之弊 （一）网络文化传播造成的生态危害 （二
）网络文化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消极效应 （三）不良网络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 第三节规范发展：网络
文化的制度设计 一、全党全民，共建共享 （一）加强网络信息和舆论监控机制 （二）强化正面网络
评论力度，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舆论氛围 ⋯⋯ 第六章网络文化传播（上） 第七章网络文化传播（下
） 第八章网络文化批判 第九章网络文化建设 第十章网络文化管理 第十一章网络文化：新的文化经济
增长点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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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网络文化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发展。
公民依法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实现方式。
其实现程度如何，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水平。
网络的出现，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形式，降低了操作成本，拓宽了实践渠道，为实现民主的广
泛性创造了条件。
 同时，网络文化也能唤醒公民的政治热情，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认知和能力，使公民政治参与
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在法律规范下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有媒体调查显示，“71.9％公众认为网络表达成为中国式民主的新通道”。
 （4）网络文化促进社会监督发展。
加强社会监督，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传统的社会监督，由于时间拖延、信息不对称以及中间环节等诸多非正常因素的干扰，效率低下，有
时甚至流于形式，被完全消解。
所幸的是，网络文化带来的网上舆论监督，正在逐渐形成。
它以技术上的明显优势，弥补了现阶段法制建设的不足，也弥补了公民道德规范方面的缺失。
 网上监督，可以全天候运作、全方位监督，不受时间的制约，视野可延伸至政府的每一个角落。
近年来，纪检监察部门已经开始尝试利用网络收集案件线索。
网络文化还助推了一大批社会治安案件、反腐案件的快速立案、公正审判。
2010年9月2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局原销售处处长韩峰涉嫌受
贿一案的犯罪嫌疑人，就是年初经网络曝光的“局长桃色日记门”的主角。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这种“网民”与“公民”双重身份的统一，形成了当代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
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监督力量，网络舆论监督为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在参与网络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对于民主自由的渴望、对于是非善恶的
判断也逐步培养起来。
 网络文化对民主政治的影响，主流是积极的，但也存在一些负面因素：一是网络可能导致非理性参与
的产生，一些失范的网络行为，可能引发无政府状态的出现；二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可能导致信息集权
、技术集权的网上再现，形成技术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数字鸿沟”，出现新的不平等；三是网络
被西方文化信息所主导，导致西方信息霸权主义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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