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言

中国网民数量已接近 4 亿人袁 并呈逐年上升趋
势遥网民规模增大的同时袁其活跃度也在提高袁并由自
在群体向自为群体转变遥 在此背景下袁一系列网络突
发事件频发袁不仅影响着网络社会袁也对现实社会产
生了重要影响袁给政府的网络应对带来了挑战遥 这一
问题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袁 胡锦涛在 2007 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38 次集体学习讲话时指出院野能否
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袁噎噎关系到国家文化信
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袁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全局遥 冶
作为回应袁学界对此保持了极大的研究兴趣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袁野网络社会冶研究逐渐兴起遥早期的
网络社会研究者将网络社会描述为绝对自由的社会袁
其本质是没有政府干预的空间袁认为野网络空间造就
了现实空间绝对不允许的一种社会要要要自由而不混
乱袁有管理而无政府袁有共识而无特权遥冶[1]随着实践的
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袁研究逐渐认为野网络是一种社会
控制工具冶袁这主要归因于院一方面袁技术手段的进步
使得对互联网的控制成为可能曰另一方面袁政府目标
的强制性渗透导致了信息独裁[2]遥 因而网络社会的发
展也成为了政治发展的一部分遥

事实上袁野互联网空间与现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
部分袁 完全是由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所驱动遥 冶[3]

那些认为政府不能规制互联网的传统观点已被事实

证明是错误的袁政府正在通过其所掌握的各种资源管
理网络社会遥同时袁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袁网络社会的
崛起也使得民众有了新的政治舞台遥代表国家的政府
与社会民众之间在现实社会中的互动或对立也不可

避免地会映射到网络社会遥本文引入国家与社会关系
视角对网络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失衡进行讨论袁认
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均衡既是网络社会失范的症结袁也
是网络社会治理的关键遥

二尧研究视角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是西方政治社会学的核心

内容袁自 20 世纪 90 年代被引入到国内袁迅速成为一
种流行的理论框架用于研究中国问题遥尽管有学者认
为应该译成政府与社会关系[4]63袁但也只是野准确性和
严谨性冶之争袁不妨碍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流分析范
式之一淤遥

目前学界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界定为四
种模式院渊1冤强国家要要要弱社会遥 这种模式下袁国家对
公民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较强的控制欲望和
控制力袁 主张以强有力的政党和权威维护政治的稳
定袁表现为野全能主义冶和野新权威主义说冶遥 渊2冤强社
会要要要弱国家遥 这种模式主张大力发展公民社会袁由
公民做出影响自己生活和利益的决策袁并把国家与公
民社会完全对立起来遥渊3冤强国家要要要强社会遥这种模
式下国家与社会尤其是各社会组织形成良性互动袁国
家与社会尧个人与整体的利益协调发展袁从而摆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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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意义上的零和博弈遥渊4冤弱国家要要要弱社会遥这种模
式下国家和社会都处在混乱状态袁在现实社会中很少
存在遥

均衡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式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袁畸
形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可能成为集权政治的温床或无

序社会的根源袁只有强政府与强社会才是现代的良性
的国家与社会关系[5]遥 即理论上的强政府与强社会要
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袁实施
公共政策以维持公正的竞争环境袁同时又要求一个强
大而富有活力的社会以制衡政府权力[4]64遥 因而强国
家要要要强社会的模式被我国学者所推崇袁并把它视为
中国的发展方向遥 随着网络社会的进一步崛起袁网络
社会中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产生摩擦袁每一方力量的
改变都可能引发对另一方的挤压袁因而袁网络社会治
理的实现也有赖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遥

三尧网络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失衡

渊一冤网络社会中野社会冶逐步强大

1.网络主体的构成发生嬗变
网络行为主体越来越接近现实社会的行为主体遥

一方面袁网民的规模逐步增大遥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发布的 叶第 2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
报告曳显示袁截至 2009 年 12 月袁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3.84 亿袁互联网普及率进一步提升袁达到 28.9%袁超过
全球平均水平曰网民规模保持快速增长之势袁其中农
村网民规模增长迅速遥 此外袁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达
到 2.33 亿人遥 另一方面袁网民构成结构越来越接近现
实人群结构遥一是网民性别结构趋近于总人口中的性
别结构曰二是网民年龄实现了从年轻人作为单一组成
部分到低中高龄网民相结合的年龄结构转变曰三是互

联网日益向低学历人口普及袁网民中大专及以上学历
人口进一步下降袁高中尧初中学历所占比重继续提升袁
逐渐与现实人群的学历构成比例靠近曰四是从网民的
职业构成来看袁也呈现出职业多元化的特征袁覆盖了
绝大多数职业遥 同时袁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低门槛特
征为民众发表观点提供了平台袁产生网络舆情的网民
是一种统计性群体而不是协商性群体袁而统计性群体
比协商群体表现出了更多的观点多样性[6]袁因而可以
更真实地反映民众的思想动态袁网络上所反映出来的
民意袁也可以近似地看作是社会民意遥

2.网络主体的公民意识逐渐增强
公民意识的崛起是我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袁

也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软条件遥现代公民意识
包含公民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两个纬度袁而网络中所
体现的公共意识正逐步满足于这两个维度遥 现在袁人
们通过网络越来越不甘心被动地 野下载冶要要要获得信

息和服务袁而是愈加热衷于积极的野上传冶要要要参与[7]遥
在网络社会袁人们摆脱把关人限制袁绕开议程设置袁大
胆发表看法袁形成了注意力上的马太效应遥自 2008 年
中央主要领导对网络社会和网民予以积极评价以来袁
网民开始重点关注政府行为袁以 2008 年为转折点袁网
络议题开始出现从娱乐和生活领域逐步向政治领域
转变袁充分体现了公民意识的崛起尧提高和升华的过
程遥 在提高政治参与度的同时袁网络正在逐步培育参
与型政治文化遥 参与型政治文化重在公民的参与遥 随
着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频度和深度的拓展以及参与
所引发的影响力袁让公民对政治参与有了归属感和满
足感袁 从而极大地调动公民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袁现
实社会中的野消极公民冶开始在网络社会转变为野积极
公民冶遥

3.网络主体的虚拟行为开始现实化
虽然网民可以通过对事件的评论形成网络舆论袁

从而对相关政府部门形成压力袁但事件本身并不能在
网络社会得到最终解决袁仍然需要现实社会中的事件
相关方采取行动才可能得到较好的解决遥由于信息不
对称袁相关政府部门在得到来自网络舆论的压力后尽
管会立刻做出回应袁但有回应并不意味着事件得到有
效处理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网民不再甘于野只有雷声袁不
见雨点冶袁 开始从虚拟世界的参与投入现实社会的行
动中袁群体性事件可能由此引发或得到恶化遥同时袁近
年来网民开始在网络上形成网络共同体袁并有野实体
化冶趋势遥 网络共同体是指野网络冶与网民野共同体冶合
成的产物袁是网民在网络上基于主观或客观上的共同
特征所结成的一种野团体冶或野组织冶[8]遥 网络共同体的
成员不仅在网络中持有相似观点袁在现实中也具有相
似的人群特征遥这种基于特定人群以及排在特定观点
后面的支持人群组成的网络政治共同体就如同现实
中的野民间组织冶或野利益集团冶袁可以将单个的分散的
个体整合起来袁以共同体的形式外诉和外抗袁从而达
到影响的目的遥 这种网络共同体的野实体化冶的趋势袁
由网络空间走向现实社会袁其作用同样不可低估遥

渊二冤网络社会中野国家冶处于弱势地位

1.政府面临控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考验
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其突发性尧不确定性以及极大

的破坏性而著称袁 同时它除了具备群体性突发事件

的特征外还有变异超常性尧身份不定性尧虚实互动性
和法规滞后性等属性[9]遥这就使得网络群体性事件更
加难以处理和控制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院一方面从国
家角度看袁野国家冶包含两个基本要素院地域和公共权
力[10]袁于网络社会而言袁地域就是网络空间遥 不同的
是袁现实社会划分的标准是地理意义上的袁而网络社
会则较难从地理或物理意义上予以区分袁具有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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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球性特点遥 在公权力方面袁国家可以通过强制权
力的行使与运用达到对现实社会实行管制的目的袁而
网络社会是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袁是一种全
新的开放式的组织模式袁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完全是
开放和发散式的袁超越了传统的权力压制袁超越了因

权力分配而导致的信息尧地位差距[11]袁因而公权力的
行使和运用也受到限制遥 另一方面袁从网络群体性事
件看袁一是网络群体性事件诱因的多样性使网络群体
性事件极容易被触发曰二是网络的匿名性和把关人的
缺失给网络推手足够的发挥空间曰三是由于网络的超
时空性袁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推动者难以被法律制裁遥

2.政府在网络社会中的形象不断受损
网民对政府行为的高度关注由于网络社会信息

传播的广泛性和高速性使得政府的形象更加容易受
到损害遥 一方面袁个别政府不端行为一经网络曝光后
容易吸引较多网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关注袁产生野网
络奇观效应冶袁即经由网络报道尧转载尧评论尧炒作而使
事件不断放大形成光圈效应的现象[12]袁从而使网民将
个别官员的腐败视为整个政府的腐败袁使政府的公信
力在网络上受到质疑和损害遥 另一方面袁国外反动势
力和国内分裂势力也借助网络平台损害我国政府的
形象袁如在野7窑5 乌鲁木齐事件冶中西方媒体试图通过

在网络社会把我国政府塑造成一个搞种族歧视尧不尊
重人权的政府袁这都极大地损害了我国政府在网络社
会和现实社会中的国际形象袁 加之少数愤恨社会尧敌
视政府的人暗中煽动袁使得部分网民信以为真袁政府
的形象被大打折扣遥

3援网络监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有效性
政府试图对网络社会实施有效控制袁达到维护网

络政治稳定的目的袁逐步形成了多部门联合的网络管
理机制袁实施了互联网信息服务各自主管服务项目的
前置审批尧对网站相关专项内容进行监督检查和审核
等监管措施袁但对网络社会的发展壮大并没有产生太
大的影响袁相反袁越是政府野堵冶得厉害的事件袁网民越
是活跃袁具有影响力的网民群体甚至被誉为野中国最
大的压力集团冶遥 官方舆论场在与以草根为主的网络
舆论场的较量过程中的失利袁显示出政府部门在网络
社会中的弱势地位遥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袁
传统的对网络舆论实行监管的思想正逐步向引导网

络舆论发挥积极作用转变袁这种转变带有一定的被动
色彩袁也从侧面反映了网络社会中国家的弱势地位遥
四尧网络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的治理

渊一冤网络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产生的条件

1援社会矛盾集聚
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机遇期袁 贫富差距尧

就业形势尧分配不均等都是激发社会矛盾尧引发社会
冲突的可能导火索遥 尤其是利益分配方面袁利益集团
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影响甚至操纵政府的公共决策袁
使其成为少数人服务的工具袁使得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不断减弱袁政府的合法性也因此受到质疑曰弱势群体

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归于社会的不公也容易引发人们
对社会的仇视和愤恨袁这些如果不及时在现实社会加
以疏导袁极容易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土壤遥 网
民之所以表现出强烈的发泄需要和对边缘性信息的
追求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压力与矛盾的
困扰袁只有解决这些社会矛盾袁才能真正改变网民的
需求方向[13]50遥 野瓮安事件冶袁野石首事件冶等群体性事件
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当地社会矛盾长期得不
到解决袁民众的诉求得不到回应的结果袁现实社会的
种种规制也使人们逐渐转向影响力日益增大的网络
社会袁以期借助网络表达自己的诉求袁使自己的利益
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遥而相关政府对于来自网络社会
的利益诉求的被动回应袁更凸显了政府在网络社会的
弱势地位遥

2援社会信任降低
公民社会的形成有利于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

互动袁 而社会信任是公民社会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遥
其一袁公民对政府的社会信任降低遥 民众对政府的信
任集中体现了政府存在的合法性遥多元价值观和多元
利益观的出现袁以及经济社会结构变动而带来的强流
动性都对社会资本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袁政府高官的相
继落马袁野瓮安事件冶等一系列事件的曝光使得公众对
政府的信任大打折扣袁 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遥
政府官员靠腐败和欺骗为自己谋取利益袁不仅阻碍制
度信任的发展袁而且损害其他公民之间的信任度遥 这
大概是中国政府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遥 其二袁公民对
新闻媒体的信任降低遥由于权力控制了缓解国家与社
会紧张关系的野解压阀冶公共领域袁强权规定真理袁同
时以压力确保人们即使不相信它袁也必须在公开场合
做出相信的样子袁造成公共生活假面化的盛行袁导致
了一种野公开的谎言冶与野私下的真实冶并行不悖的怪
诞现象[14]袁使得信息过滤和篡改严重遥 其三袁由于广告
商一定程度上决定新闻价值袁结果袁新闻媒体和新闻
记者的独立原则遭到了破坏[15]遥 人们对于新闻媒体所

报道的信息质疑也越来越多袁在网民最需要了解真相
时袁新闻媒体丧失了承担这一责任的能力遥 因此质疑
成为一些网民思维方式的基调[13]52遥

3援网络执政能力弱
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网络执政能力的不足

也是网络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院一是政府网络执政观念和

国 家 与 社 会 关 系 视 角 下 的 网 络 社 会 治 理

123- -



思维的落后遥 不少官员仍然把网络社会视为野洪水猛
兽冶袁对网络社会采取管制多于引导袁习惯于压制网络
舆论袁对不利于自身的信息更是采用各种方式予以围
追堵截袁 如 2007 年 6 月网友因曝光滕州市政府修建
豪华办公大楼被拘捕袁滕州市委宣传部将网络舆情逐

级上报到省委宣传部袁通过上级部门的工作袁新华网
等一些门户网站将一些野谣言冶帖子删掉[16]曰二是基层
政府缺乏处理网络舆论的愿望与能力遥 野事件发生寅
网民爆料寅传统媒体跟进寅网络热炒寅形成舆论压
力寅政府部门介入寅网民偃旗息鼓冶的事件发展和处
理范式[17]袁暴露了基层政府在网络应对时处于被动状
态袁 只是迫于上级政府的压力去处理和解决问题袁很
少有基层官员从网络舆论引导的角度考虑问题曰三是
网络舆情信息的汇集尧处理和分析机制滞后遥 网络舆
情信息体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关心的问题和事件袁如
果对这些信息的处理和分析不到位袁将难以对现实社
会即将出现的突发事件及时进行预警遥

渊二冤网络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治理基础

在一些国家社会关系中袁 强烈的不满可以被化
解袁反体制性的意识形态也能够被边缘化袁而在另一
些国家社会关系下袁有时即使是微小的不满也会被强
化袁起初是改良性的东西也会被推向极端[18]袁因而袁国
家社会关系的矛盾进行调和有赖于一种持续的互
动要要要治理遥 对于网络社会的治理袁实际上存在着两
对悖论遥第一对悖论是政府既要努力追赶信息技术的
潮流袁又要努力规避网络技术带来的政治杂音曰第二
对悖论是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不断提高袁同时袁节制
参与的网络监管理念和技术的不断成熟[19]遥

尽管存在悖论袁但互联网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干预
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一个共识遥 从实践角度而言袁西
方国家的公民政治参与途径较为广泛袁网民在互联网
上较为平稳袁国家因此感受到的冲击也不明显遥 而与
西方不同的是袁由于目前中国公民的公共参与和言论
表达渠道都基本集中在互联网袁网络舆情具有较为独
特和更为显著的影响袁因而袁对治理的需要表现得更
为明显和迫切遥

从法理上而言袁国家有保护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
义务遥但表达自由显然不是绝对的袁国家也有限制公民
滥用网络言论自由的义务袁通过网络治理袁反而有助于

网络自由的实现遥 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荣誉尧国家安全尧
公共秩序尧公共卫生和道德尧保护未成年人等都可以成
为限制表达自由的理由[20]遥 叶欧洲人权公约曳第 10 条尧
叶美洲人权公约曳第 13 条等都对表达自由进行了限制
性规定袁我国宪法第 51 条尧刑法第 363 条尧出版管理
条例第 26 条尧互联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尧互联网
电子公告服务管理办法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尧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都有类似规定遥
渊三冤网络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治理方略

1援改善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
网络社会的治理不再单纯是一种网上或网下的

治理袁网络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传播工

具袁 因此现实中的信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网上袁但
网上恶性信息的数量和人们对恶性信息的反应则与
现实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疏密程度密切相关遥改善
现实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院一是完善社会回应机制遥 社会回应对于满足公
众的需求袁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袁实现政府与公众
的良性互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院一方面拓宽现实社会
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袁 降低公民上访的成本曰另
一方面提高对事件的处理效率袁及时答复公民密切关
注的问题袁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公布事件处理结果遥 二
是不断改善政府形象遥 积极推进服务型尧阳光型和责
任型政府建设袁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以人
民的根本利益为重袁做好平时的维稳工作遥 三是传统
媒体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袁在新闻报道时要时刻保
证自身的公共性袁努力塑造公信形象袁承担起应有的
社会责任遥 四是积极促进和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袁塑
造和培养民主尧自由尧平等的价值观遥

2.从网络管制走向网络治理
治理是一种互动袁强调的是参与和回应遥 信息技

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网络环境的变化袁WEB2.0 的
出现使得信息交流互动内容的出现袁3G 技术的发展
使得网络成为传播的中心遥 在此基础上袁政府若想改
变自身的弱势地位袁 必须努力参与到网络互动中内袁
积极给予网络回应遥 一是建立网络社会回应机制袁如
考虑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袁此外还可以建立紧急
状态政府回应和介入的应急预案等遥二是建立网络舆
情反应中心袁提高对网络舆情信息的汇集尧分析技术袁
尤其是要注重利用信息技术对网络舆情突发事件进
行分析与预警等遥三是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立法袁建立
互联网舆论法制的基本框架袁 在法制的框架下实现
网络的引导和治理曰 要注重发挥网络论坛的自我纠
错机制遥 四是积极开展网络治理的研究袁分群体尧分
阶段对网民的心理和行为进行研究袁 探索网络论坛
舆论的形成机制及其扩散规律袁 共同解决网络发展

所面临的问题[21]遥
3.网络舆情治理的制度与技术
我国对网络媒介和网络舆情的管理采用野双轨统

一分级管理制冶袁即党委部门和政府部门同时参与袁中
共中央宣传部尧信息产业部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尧教育
部尧文化部尧卫生部尧公安部尧国家安全部尧商务部尧国
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尧新闻出版总署尧国家保密局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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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ance of Internet Society un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ZENG Run-xi袁 WANG Guo-hua袁 CHEN Qiang
渊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uhan 430074冤

Abstract院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real world will inevitably be projected to the internet society. Currently,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internet, while the 野society冶 of internet socie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werful.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been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the government to control public opinion emergency. Compared with the 野society冶,
the 野state冶 is in a weak position. This imbalance occurs mainly due to the social conflicts of the real world, lowered social trust and
the government爷s lack of internet administrative ability. Thu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bal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of the internet society, we have to not only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real world, but also
change from 野internet control冶 to 野internet governance冶.
Key words院state; society; interne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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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尧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尧中
国科学院尧总参谋部通信部等多管齐下袁形成了齐抓
共管尧多头负责的局面遥尽管这种格局可能产生推诿
扯皮等现象袁但可以通过对部分政务流程进行重组袁
实行网络舆情信息资源共享等方式加以解决遥

对网络媒介的管理袁目前技术上主要采取国家间
出入口网关物理隔断尧 域名和 IP 地址过滤以及安装
服务器尧客户端尧网吧监控软件等措施曰对于网络内容
的管理袁主要采取互联网关键词阻断尧敏感内容自动
过滤尧网管员人工排查等措施曰对于网络舆情的采集
和研判袁目前已有较为成熟的内容分析法尧数据挖掘
法等技术袁并陆续开发出了许多网络舆情分析系统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互联网治理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管
制遥 事实上袁网络在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诉求方面做
出了突出贡献袁 党和政府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遥
从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尧温家宝等积极野触网冶袁到
各级政府官员积极听取网络民意袁再到党的十七届四

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野注重分析网络舆情冶袁网络舆情已
经成为政府决策中的关键一环遥作为应与公众有着良
性互动的政府袁政府需要一个有效的渠道了解公众的
需求和诉求遥 从公众的角度而言袁公众期望其需求和
诉求能够得到及时和满意的回应袁网络社会的出现正
好吻合了这一需求袁我们期待在网络社会中国家与社
会有着更为良性的互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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