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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从社会学角度对互联网进行观察。作者认为，互联网起源于西方，与西方社会的“
个体主义”文化有着内在的契合性，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社会关系的冲
击是根本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正在重新塑造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在构建具
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结构。互联网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受到现实社会的限制，形
成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互构，这种新的社会互动推动中国社会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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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前 言
传统上，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实体社会，譬如社区，强调的是在一定的地域上、有着面
对面交往关系的人群。然而，互联网兴起以后，“虚拟社会”“虚拟社区”开始出现。
而且，在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工具的助力下，跨空间的网络社会迅速普及。虽然人
类在发明了信件、电报、电话以后，早已存在跨越地域的交往，但是，那时候手段毕竟
十分有限，人与人的交往还是依赖着某些有形的物质，所以，“虚拟社会”“虚拟社区
”是早期社会学家想象不到的。
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惊人。曾经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关系社会”的特征十
分突出，那时人们的交往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的方式实现的，因为跨空间的人际交流手段
极为有限。电话机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进入寻常百姓家庭，此前，它一直是“贵族身份
”的象征，绝大多数老百姓只能使用公用电话。电影《牛三斤》里，看公用电话的人用
大喇叭喊话：“牛三斤，你的媳妇问你最近还回来吗？”这是当年老百姓传递信息的真
实写照。
而今天，互联网的出现，真正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会交往方式。接近14亿的中国人所组成
的是“人口超巨型社会”。“人口超巨型社会”一旦有了共同的互联网平台，其“社会
参与力”或“社会参与度”会令我们感到极为震惊。各种各样的网络参与，包括网络水
军、网络运动等所造成的社会影响，都是史无前例的。
互联网的威力再次印证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互联网是一种新的技术，互联网社会则体
现了新技术的兴起再一次改造了人类社会自身。技术进步会导致社会制度的变迁，我们
都熟知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
家的社会。”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将生产力发
展视为最初的动力，显然是强调技术进步对于社会关系变革的重大意义。1959年，美国
社会学家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此后，他在其专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指出，技术，特别是“新智能技术”，对于社会结构、社会
关系、社会变迁具有巨大影响。1996年，曼纽尔?卡斯特历时12年创作的《网络社会的崛
起》出版。这些都是社会学学者关于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的最初探索。近年来，国内社
会科学界对于互联网的研究也一时蜂起，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法学、政治学、教
育学、心理学都在对互联网领域进行探索。尤其是，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大数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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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临，网络、电子商务、移动通信形成的大数据、云计算让学者们感到振奋，学者们
憧憬着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能给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带来变革。
中国的社会学学者当然更加关心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书就是从
社会学角度对于互联网的观察，大体上从个体、社会互动、群体、文化和社会结构这几
个层次，分析了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 前 言 传统上，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实体
社会，譬如社区，强调的是在一定的地域上、有着面对面交往关系的人群。然而，互联
网兴起以后，“虚拟社会”“虚拟社区”开始出现。而且，在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
工具的助力下，跨空间的网络社会迅速普及。虽然人类在发明了信件、电报、电话以后
，早已存在跨越地域的交往，但是，那时候手段毕竟十分有限，人与人的交往还是依赖
着某些有形的物质，所以，“虚拟社会”“虚拟社区”是早期社会学家想象不到的。 互
联网在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惊人。曾经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关系社会”的特征十分
突出，那时人们的交往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的方式实现的，因为跨空间的人际交流手段极
为有限。电话机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进入寻常百姓家庭，此前，它一直是“贵族身份”
的象征，绝大多数老百姓只能使用公用电话。电影《牛三斤》里，看公用电话的人用大
喇叭喊话：“牛三斤，你的媳妇问你最近还回来吗？”这是当年老百姓传递信息的真实
写照。 而今天，互联网的出现，真正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会交往方式。接近14亿的中国人
所组成的是“人口超巨型社会”。“人口超巨型社会”一旦有了共同的互联网平台，其
“社会参与力”或“社会参与度”会令我们感到极为震惊。各种各样的网络参与，包括
网络水军、网络运动等所造成的社会影响，都是史无前例的。 互联网的威力再次印证了
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互联网是一种新的技术，互联网社会则体现了新技术的兴起再一次
改造了人类社会自身。技术进步会导致社会制度的变迁，我们都熟知马克思的那句名言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关于
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将生产力发展视为最初的动力，显然
是强调技术进步对于社会关系变革的重大意义。1959年，美国社会学家贝尔提出了“后
工业社会”的概念，此后，他在其专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中指出，技术，特别是“新智能技术”，对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变迁具有巨大
影响。1996年，曼纽尔?卡斯特历时12年创作的《网络社会的崛起》出版。这些都是社会
学学者关于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的最初探索。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界对于互联网的研
究也一时蜂起，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都在对互联
网领域进行探索。尤其是，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网络、电子商务
、移动通信形成的大数据、云计算让学者们感到振奋，学者们憧憬着一种全新的研究方
法能给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带来变革。 中国的社会学学者当然更加关心互联网对于中国社
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书就是从社会学角度对于互联网的观察，大体上从个体、社
会互动、群体、文化和社会结构这几个层次，分析了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 互联
网在同一个网络平台上可以联系几乎所有个体，网络百万、千万倍地扩展了个体的交往
范围和交往空间。过去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那是有些夸张了，但今天说“
网民不出门，联系天下人”，却一点也不夸张。网络给个体带来了极大的社会便利和自
由行动空间。所以，对于上网者而言，个体化的社会倾向更加凸显。再加上我国的独生
子女政策，家庭规模小型化，人们面对面的直接交往变得更少了。由于有了网络的便利
条件，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依赖于网络，也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网络化、数字化的生存
模式，于是，人们变得更加足不出户。“宅男”“宅女”成为新的流行称谓。所有这些
，造成了“个体主义”盛行的局面。 当然，在互联网上，个体的社会互动与传统的交往



形式明显不同，并创造了诸多新的交往形式。尤其是在各种各样的社交网络平台上，人
们可以向陌生人吐露心声，这在以往面对面的社会互动中是不可想象的。网络空间的匿
名性，造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互动。网络上的互动具有平等和自由的特征，更具有多通
道的特征，呈现“多点对多点”的全新模式。 而且，原子化的个体又可以合成巨流，可
以在网络上形成社会舆论、社会潮流、社会流行，甚至社会运动。传统上，社会舆论的
形成受到传统媒介载体和传播方式的限制。思想、观点、态度往往只有通过集中的广播
、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工具才能够广为扩散、影响他人，其结果是助长了一个比较集
中的信息源的形成，比较容易形成集中管控的社会舆论。到了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舆论
的形成不再仅仅来自统一控制的中心点。个体发布的一条有震撼力的微博，马上就可以
引来无数的评论，巨大的乘数效应，使得信息源与其评论在极短的时间内汇集成流行观
点或舆论。只要发布的信息具备如下特征，如公众吸引力、道德震撼力、话语夸张力等
，其影响力甚至可以超过主流媒体。而且，网上的舆论、社会运动与网下的舆论、社会
运动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近年来，有很多群体事件就具有网上、网下联系和呼应的特点
。 对于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而言，互联网与中国文化形成“互构”的
关系。从技术上说，互联网起源于西方，与西方社会个体主义文化有着内在的契合性。
中国社会自古源于家族、宗族社会，属于整体本位社会，与这种整体本位社会相对应，
古代社会控制的方式是“连坐”，个体主义历来是被轻视或受到排斥的。所以，互联网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社会关系的冲击是根本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正在重
新塑造中国文化。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结构。譬如，传
统中国社会结构被费孝通称为“差序格局”，通俗地讲就是“小圈子社会”。与这种“
小圈子社会”相契合的就是近来急速膨胀的微信平台。腾讯公司推出微信平台不过两三
年时间，但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披露，目前中国微信用户数已经突破六
亿。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小圈子社会”塑造了微信网络。 自传统帝制解体以来，
中国政治运作形式经历多种尝试和实验，中国的文明、文化、社会结构一直在经历着解
组与重组。这种解组与重组受到来自社会多方面力量的影响，包括：传统的影响，外来
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影响，日本人入侵的影响，内战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的政
治经济模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影响，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市场体制在
内的多种力量的影响。现在，又加上互联网社会的影响。互联网的一大特征是海量信息
铺天盖地地涌入。在社会价值观、社会理念稳定的国家、区域或社群，海量信息的涌入
本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过是提高了每个人的可及信息数量而已，但对我们这样一个原本
社会价值观、社会理念就在解组和重组的社会则不然。海量涌入的互联网信息好坏掺杂
、真伪难辨，会给已经发生信仰缺失、信任缺失等危机的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所
以，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的长远影响确实是一个重大课题。 本课题
组是笔者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组织的学术群体，成员主要是笔者所带的学生，包括博士
生、硕士生、本科生以及博士后，也包括已经毕业走上教学研究岗位的学生，还包括学
界的友人和同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随着毕业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新入学
的学生不断加盟。所以，多年来，本课题组一直维持在一二十个人的规模。 本课题组对
于互联网的研究来自两大动因。最初是笔者作为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受“
专家委”委托，研究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后来，完成了
一个内部的报告，曾向“专家委”报告。主要观点是：第一，互联网将重塑中国社会与
文化模式，中国文化也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结构，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互构”
；第二，互联网将极大地加快中国社会变迁的步伐。结论是，互联网在推动中国社会进



步。 2012～2013年，清华大学设立“文化传承创新基金项目”，希望由笔者组织进行一
些有创新意义的思想研究。在组织几个方面研究的同时，笔者意识到“互联网的出现意
味着新的社会互动形态的产生”，对此进行研究是有创新意义的。于是笔者组织课题组
进行多次讨论，从2012年底到2013年底，前后持续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在原来的报告的
基础上做了较大的增删，几易其稿，终成此书。为使本书更加形象、直观，课题组使用
了大量图片，基本上都注明了图片来源，少量没有注明图片来源的，大多源于百度。 课
题组的每一位成员对于本书的最终完成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刘强、王拓涵协助笔者做
了很多统稿和修订工作。出版社的诸位编辑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做了大量的编辑工
作。在此谨对所有参与者的贡献深表谢意。 本书各章的执笔者如下： 第1章：刘强
第2章：刘强、刘精明 第3章：郑路、于建明 第4章：王莹 第5章：李敏
第6章：刘强、史玲玲 第7章：胡宝荣 第8章：陈宇琳 第9章：吕鹏 第10章：王迅
第11章：葛天任 第12章：高天 第13章：刘强 第14章：王莹 附录1：卢国显
附录2：丁辉文 李 强 2014年2月于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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