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网情报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网情报告>>

13位ISBN编号：9787802255951

10位ISBN编号：7802255953

出版时间：2009.01

出版时间：新星出版社

作者：汪向东 主编

页数：19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网情报告>>

内容概要

从反藏独、反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组织护卫奥运会火炬境外传递、爱国红心签名、呼吁抵制家乐福到
“5·12”大地震灾情披露、救灾动员、民意表达与决策的互动。
网民的力量已经成为社会重大事件中不缺失的重要一环。
　　《中国网情报告》关注的是互联网、网民权利、网络使用偏好、草根精神如何通过互联网络浮现
到大众关注的视野。
今天，我们越来越依赖网络，网络在成为资讯的来源，工作的得力助手之后，现在更成为了传达民生
民意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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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向东，1954年3月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
现任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
院研究生院教授。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院校兼职教授，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化轮训项目（2006～2009
）兼职教授。
国务院学位办管理学科（工商管理）博士授予点评审咨询专家。
中国互联网协会政策与资源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信息化、互联网领域的政策研究、学术研究和市场研究。
近年，主持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发改委、国信办、信息产业部、商务部、国家知识产权总局等
机构委托的信息化理论与实践、企业信息化与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方面的十多项重要研究课题，组
织实施了一系列相关的调研项目，单独或合作发表了《信息化：中国21世纪的选择》、《中国：面对
互联网时代的新经济》、《电子政务行政生态学》等多部学术专著，以及几十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
。

　　汪向东教授是“思想＠网络·中国”计划的项目协调人之一，他所领导的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
中心是中国互联网研究的知各机构之一，也是“思想＠网络·中国”计划联系国内相关学者的主要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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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的话第一篇  中国互联网网民报告（2008）第二篇  网民权利偏好调查报告第三篇  网上“新爱国青
年”运动：思想、文化与自组织第四篇  中国网络社会调查报告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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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中国互联网网民报告（2008）在中国现有的13.2亿人口中，有2.5亿网民，这个数字超过德国
、英国、法国的总人口。
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20日上午同网民进行在线交流，指出“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
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这是中国网民权利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结合2008年春天以来中国网民在反对藏独、汶川地震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表现，可以看到，网民权
利正得到空前提升，互联网的自发秩序正在逐渐形成，网民社会呼之欲出。
网民权利是建设和谐网络社会的基础。
研究网民权利，对于理解和推动中国互联网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由“思想＠网络·中国”项目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于2007年年底立项，自2008年起
，开展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专题研究。
课题组选择将研究的起点放在对中国网民的研究上，研究的重点或主题同是“网民权利”。
课题研究从实证调查和理论研究两个层面展开，到2008年中告一段落。
为了便于非学术背景的读者阅读，我们将研究形成的主要观点和结沦，集中于《中国互联网网民报告
（2008）》中，而将对这些观点与结论提供实证支持的数据分析部分，以《网民权利偏好调查报告》
为题，作为《中国互联网网民报告（2008）》的“技术附录”独立成篇，供关心相关数据细节的读者
参考。
绪论：困境与共谋政府与网民共同面对互联网新事物的挑战，世界各国皆然。
除了政府要单独面对的挑战，如基础设施的挑战、信息安全的挑战、监管的挑战等，本研究重点关注
的，是那些通过政府与网民合作可以共同应对的挑战，可以共同解决的问题。
显然，互联网的挑战是深远的，现阶段即使政府与网民充分合作，仍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我们希望
找到现阶段政府与网民面对共同困境的解决之道。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从共同的问题谈起。
一、网民的困境何在中国网民数量迅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网民第一大国。
互联网作为新生事物，网民的许多权利属于增量的范畴。
然而，他们的失范行为作为最突出的问题，正困扰着方方面面。
网民的困境在于，本想获得更大的权利自由，但由于责任和义务缺位，反而使自由遇到更大限制。
网民责任与义务的缺位，反映了网民自律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
现在的网民正像30年前的农民、20年前的乡镇企业家那样，自发地、每日每时地释放着非体制的力量
。
在这种非体制力量中，包含着新产生的权益要求。
在以往的社会结构中，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精英得到了效率导向的市场化政策的关照；弱势民
众正在得到公平导向的以人为本政策的关照；知识分子也在改革中得到实惠。
政策覆盖主要利益群体，是改革、发展和稳定得以兼顾的保障。
然而，随着规模不亚于以上利益群体的网民的出现，平衡正在被打破。
网民人数之众，已不能被视为利益格局中可以忽略不汁的部分。
当前，一方面网民的正当权益未得到全面清晰的界定和应有的保障。
权利受到侵犯，义务就无从谈起。
网民的正当权益一旦受到侵犯，事实上往往求告无门，这不利于他们对应尽义务的理解。
另一方面，政府单方制定规则，加剧了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
由于网民没有参与到互联网管理规则制定，网民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网民普遍缺乏承担责任
、自律自治的动力，放纵性地经常“出轨”。
反过来，更受损害的又是网民自己的权益。
因为不尽义务，就不能充分享受权利，一旦造成重大负面后果，还可能招致更严厉的管制。
就这一意义而言，建立网民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机制，是网络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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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的困境何在政府的困境在于，想有效治理，但由于全能式地管理，反而管出越来越多的网络
“暴民”。
有学者统计，截止到2006年7月，政府14个部门已推出60余部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成为世界
上该领域法律法规最多的国家。
其中涉及内容监管的至少有14项。
此后，仍不断出台新的法规。
但这只是将社会不稳定因素从地面压入地下，将网民的能量积聚起来，它们随时可能借助突发性事件
而形成集中的爆发——不管这种爆发是向着对政府有利还是不利的方向。
政府为维护稳定，不得不加大监管力度，为此付出比利益疏导型政策大得多的治理成本。
当前许多监管措施，反映了在全能式监管下的应急和短期行为的特点。
一方面，虽然中央一再强调建立服务型政府，但具体执行者有待从全能式政府的思路和本位利益中摆
脱出来，这种模式反映存网络监管上，即管了大量管不好、管不了的事。
另一方面，政府对网络发展规律和网民权益缺乏深入的研究，没有对网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然权利加以
区分，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
全能式监管，既加大了管理的成本，又削弱了管理的针对性和效果。
互联网治理“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一死就放”的不良循环，既是政府的困境，也是网民
的困境。
三、政府与网民需要共谋利益，共同制定规则，共建和谐网络互联网是谁的？
如果只是国家的，那么对于没有规则制定参与权的网民来说，互联网就成为可以“乱撒种”的“别人
的地”。
其实，互联网更是所有网民的。
总的来看，网民是建设和谐网络社会的积极力量，而不是消极力量。
网民既是监管对象，更是服务对象。
和谐网络社会需要政府和网民共建，服务型政府要为网民服务。
对网民，不光要堵，而且要疏。
网民是网络社会建设的基础，网民的基本权利是基础的基础。
网民如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尊重网民的基本权利是调动数亿网民积极性参与网络治理不可遗漏的环节。
网民的基本权益、斥求，与企业家的利益诉求、弱势民众的利益诉求、知识分子的诉求一样，都应得
到同样认真的对待和切实的保障，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数亿网民的积极性，共建和谐网络社会。
在程序上保证网民参与制定规则，是保障网民基本权利的重要实现方式，也是平衡网民与政府关系之
天平。
在它的两边，不可缺少网民参与，不能遗忘政府服务。
程序正义是制定规则的规则。
没有程序正义，单边制定的规则，就很难全面和准确地反映各相关利益主体的诉求，容易偏离自然、
中正的轨道，难免治乱波动。
全能型政府孕育暴民型网民，服务型政府培养责任型网民。
共建和谐网络社会，离不开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网民、企业、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在多
方利益博弈中，共同制定游戏规则，共同遵守游戏规则。
任何单边主义——无论是政府的全能主义，还是网络暴民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建立政府主导下的网民参与机制，可以有效建立网络秩序。
对此，首先需要网民和政府明确存在的共同利益，就当前可以解决的问题取得共识。
第一章　网民是什么、不是什么一、网民与非网民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不了解网络的人可能认为，网民
与现实中的人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
但我们在“思想＠网络·中国”项目的支持下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表明，这不是事实。
网民与非网民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网民具有更明显的多元化和自组织的特性。
网民的多元性特性，来源于网络的节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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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分布式、离散性、去中心化的离散系统特点，决定了网民主体价值多元化的特性。
网民的自组织的特性，来源于网络的联接特征。
网络的互联、交互、协同的复杂系统特点，决定了网民自组织、自协调的生态特征。
与非网民相比，网民具有特殊的权利意识。
调查数据表明，网民权利意识中，有别于非网民的多元化取向，具体反映在选择的多元化上。
有高达91.2％的上网人群看重互联网“可以提供更多选择”的好处，这比不上网人群的比例高出了一
倍多。
与网民收入状况的交叉分析显示，迈过基本温饱线的网民，自身主体价值意识明显提高。
分析不上网人群的行为特征可以发现，不上网人群比上网人群的多元自我选择意识明显偏弱。
尤其是中年以上不上网人群，其多元自我选择的意愿更弱。
总之，调查表明，网民比非网民表现出强得多的主体价值多元化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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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网情报告(第1辑)》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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