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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关注互联网时代的民意表达与政府监管。
它们是这个新技术时代的一体两面。
互联网的开放、自由、匿名、加密等技术特征，为各种话语和集体行动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也给传统
意义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控制模式等，增添了一些新的元素。
站在民意表达的角度看，3亿多网民正在成为一个独特的社群，形成新的意见阶层。
“热帖、跟帖、转帖”的传播技术得以快速汇聚草根的偏好；“话题、词语、故事”的传播内容时常
被群体情绪推波助澜；“人肉搜索、恶搞、山寨”的行为艺术展现了大众消解权力的狂欢。
站在政府监管的角度看，“防火墙”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中诞生成长。
在某种意义上，它不仅是一个真实的技术存在，更是一个多方博弈的最好意象。
现有的互联网监管体系至少可区分出四种不同角色，即充当主导者的中央政府、充当执行者的部门与
地方政府、充当协作者的运营机构以及充当自律和相互监督者的网民。
不同角色的行动逻辑也各不相同。
要理解多重角色如何能够殊途同归，必须进入政治文化传统予以体察。
《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由一个强烈时代感的主题介入，最后又回到古老的价值层面
，力图追寻“善”的政治。
各方应有更多耐心和信心，为价值理想和现实权衡寻找对话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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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永刚，政治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互联网政治、政治学基础理论、地方公共政策等。
在《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战略与管理》、《开放时代》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合著《政治哲学关键词》等。
在国内较早从事互联网政治的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相关课题。
1999-2000年间创办学术网站“思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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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互联网的扩张与渗透：网民、网站、网络应用第一节　互联网的基本特征一项旨在保障
在毁灭性核打击下通讯依旧能够畅通的研究计划，在美国国防部的资助下于1969年底取得了初步成果
。
当时，加州大学、犹他大学和斯坦福研究院的四台电脑按照分组交换的原理实现了机器之间的相互通
信。
也许当时的人们并未料到，这个被称为阿帕网（APPANET）的网络雏形后来竟然发展演变成为20世纪
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国际互联网（Internet）。
这块貌似虚拟的空间可能是人类继外层空间之后，在民族国家以外发现的最新、最大的一块疆域。
而且与在外太空的开拓不同，在那里，国家争夺的是军事霸权，非个人和私人企业所关心；所动用的
技术和设备往往要耗尽国力才能保障供应，亦非个人和私人企业能够承担。
在网络空间中，个人以极其低廉的成本就能围绕自己关心的主题，成为最活跃的传播和表达主体。
很奇妙的是，当一个人接听电话时他并没有去某处，但当一台电脑连接上互联网后，这个静止的身体
突然在空间上，在运动状态上到处扩散。
网络成为虚拟地形学中一种拟像的领域，电脑屏幕代替了挡风玻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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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准确阐述了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过程中的多方互动关系，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运营机构
和网民的行动逻辑给予了新颖又充分的解释，对“防火墙”这一政策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合理的观察分
析，对行动背后的制度与结构因素展开了有深度的探寻。
　　——严强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对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深刻影响已是
一个不争的经验事实。
作者突破现象描述和线性思维的局限，建构了一个多阶层一多偏好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全方位了
解监管政策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传统。
本书开拓了技术条件下政治分析的新视野；以“公共修辞”为平台的情理辩证立场，也为中国互联网
的合作型治理提供了启示。
　　——张凤阳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作者以传播为入口，以政治学为工具，以社会发展 
为旨归，对互联网管理视域中的根本问题予以了细致梳 理和深入检讨，大者高屋建瓴，中者条分缕析
，小者洞幽烛微，令人印象深刻。
　　——杜骏飞 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作者有强烈的学术好奇心，有深度解析的冲动和能
力，有综合判断需要的天赋悟性和冷静。
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够始终与其研究对象，保持一个不远不近的适度距离。
他从一个命题切入，读者得到的启迪和收获，却远远超出命题本身。
那些对当今中国问题感兴趣的人，希望他们都没有错过读这本书的机会。
　　——林达 作家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不了解“我们的防火墙”就不了解中国互联网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作为第一部探索此一关键话题的学术专著，本书的理论与现实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2009年是中国互联网的“监管年”，它的出版恰逢其时。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互联网不经意的一瞥，冲垮了阻挡太平洋的各国堤
坝。
前有古人，中国曾轮流采用大禹治水和修建长城的办法，应对类似挑战，并取得成功。
后有来者，集其大成，用修建长城的方法治水，能否同样成功，历史再次考验民族生存智慧。
　　——姜奇平 《互联网周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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