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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网络大国，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不仅具有独特的国情，而且具有非常独特的网情和网民结构特征。独

特的国情、网情和互联网的技术特点，使中国的国家治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社会

结构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互联网和网络舆论对国家治理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有巨大

的冲击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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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 2 月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

导小组成立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网

络安全就没有国家的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

现代化。当今世界，谁掌控了互联网，谁就拥有

最大的话语权。话语权是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

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国家治

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包括治理环境和治理基础，

治理对象和治理主体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巨大

的变化，而引起这个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互

联网。在网络时代和网络社会，我国的国家治理

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也面对巨大的机遇。
中国国家治理的环境、基础、对象和治理的

主体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了什

么，体现在哪些方面? 笔者从三个方面来进行

解释。其一是我国互联网发展态势及中国网络

舆情的态势特征; 其二是互联网发展、网民结构

以及网上言论、网络舆情等所共同构成的独特

的中国网情。中国的独特网情与中国独特的国

情共同构成现在国家治理的新环境、新基础、新
对象。其三是在面对这样一个新的环境和新的对

象时，中国国家治理所面临的新的挑战是什么?

一、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态势特征

就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态势特征而言，根据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 CNNIC) 2014 年 1 月所

提供的最新数据，截止到 2013 年的 12 月 31 号

为止，中国有 6． 18 亿网民，互联网的普及率是

45． 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 10 个百分点，但

与发达国家平均 71% 的互联网普及率相比，还

差一大截。数据上反映的一个更重要的变化

是，现在中国的网民更多的是使用手机上网。
使用手机上网和过去使用 PC 上网的一个重大

区别就是，手机上网可随时随地都在网上，不受

时间地点的限制。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是，2013
年一年内，中国网民上网的时间相较于 2012 年

有一个跃升，上网的时间更长，平均每周上网时

间超过 25 个小时，相当于美国网民平均上网时

间的 3 倍，这说明中国网民有更长的上网时间。
中国的 6 亿多网民在网上干些什么，中国

互联网应用的情况如何?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

中心的数据，排名前几位互联网应用是: 即时通

讯，如 QQ，微信、易信等，使用率 85． 6%，排名

第一; 网络新闻、搜索引擎紧随其后，排名第二、
第三，使用率均接近 80% ; 网络音乐、博客、个

人空间等应用排名也比较靠前，使用率在 70%
以上。发展更快的是网络商业运用，如团购、网
银、网上支付、互联网金融，以及近期特别火爆

的嘀嘀打车、快的打车等这样一些应用，发展势

头迅猛。
总体情况和态势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呈现

如下七个特点: 第一，中国互联网发展快，规模

大。6 亿多网民，45． 8% 的普及率，一年增加

5 000多万网民。第二，互联网快速实现了移动

化和智能化。2014 年增加了8 000多万使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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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上网的网民，6 亿多网民中有 81% 的网民，即

超过 5 亿网民是使用手机上网，互联网现在越

来越移动化和智能化。第三，互联网覆盖广、渗
透深。互联网从过去的少数的人、有文化的人、
精英人士来使用，到现在已经发展到甚至社会

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群之中。特别是近两

年，互联网向农村的发展渗透，其发展速度超过

了城市。第四，一些互联网新应用成为主流。
微信只用 3 年时间在国内达到 6 亿用户，全球

有近 10 亿用户，这个发展速度十分惊人。第

五，中国网民上网时间越来越长，平均每周 25
小时以上，平均每天超过 3． 5 小时，仅 2013 年

网民的周均上网时间就增加了 4． 5 小时。第

六，6 亿多网民中，低学历、低收入人群还在继

续增长，所占比例在整个网民群体中在继续扩

大，成为网民群体的主力。第七，中国现在有

1 844万个域名，400 多万家网站，3 家互联网公

司跻身世界前十，加上超过 6 亿的网民人数，从

规模上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网络大国。但

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还不是网络强

国。互联网的关键基础设施和技术节点，互联

网世界的规则权、话语权还掌握在美国等发达

国家手中，中国在网络世界还缺乏应有的话语

权和影响力。

二、网民结构造就独特的中国网情

作为网络大国，中国还具有独特的网民结

构以及非常独特的网情。从网民的年龄结构、
学历结构、职业结构、收入结构等方面来看。中

国的网民，首先是规模大，世界第一网络大国，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是 6 亿多网民，6
亿即时通讯用户，这个是。腾讯的数据是超过

6 个亿，4 亿多微博客，12 亿多手机用户; 其次

是，与现实人口日益老年化不同，中国网民很年

轻，30 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占 57． 2% ; 第三，中

国网民职业结构是以底层职业者为主，底层职

业的网民约占网民总数的 78% ; 第四，在学历

结构上，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网民占 79． 1%，其

中最 大 的 一 个 群 体 是 初 中 学 历 的 网 民，占

36%，数量超过 2． 2 亿; 第五，在网民的收入结

构上，月收入3 000元以下的草根网民、屌丝网

民占 71． 4% ; 第六，中国网民上网时间平均每

周达到 25 个小时，网民上网时间是美国等发达

国家的三倍以上。所以，中国的网民结构和独

特网情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两多、两低、

一大、一长”。“两多”，是指网民中年轻人多、
低层边缘群体的人多; “两低”，是指网民学历

低、收入低。“两多两低”的网民构成中国 6 亿

网民群体的大多数;“一大”，是指规模大，中国

网民的规模相当于两个美国的人口，是世界第

一网络大国;“一长”，是指网民上网时间长，每

天 3． 5 小时以上，并且还在不断延长。
那么，这群活跃在互联网上的低层次、低学

历的年轻的草根群体，他们会带来什么? 这正

是分析中国现状、分析中国国情、研究中国治理

时需要考虑的。众所周知，中国有自己独特的

国情，现在中国的国情可以用“五个期”来概

括，即经济的快速发展期、社会的急剧转型期、
利益的快速分化期、价值多元期和矛盾多发期

( 或者叫矛盾的凸显期) 。这是中国独有的的，

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用三十

多年的时间走了别的国家一两百年的路子，用

三十分钟的时间放完了一个两百多分钟的动作

片，各种矛盾问题集中呈现。尽管这非常夸张，

但这就是中国独特的国情。
现在，因为互联网的发展普及，中国独特的

国情加上独特的网情，那就是一个非常年轻、底
层化的网民群体活跃在快速发展、深刻变化分

化、矛盾问题多发的发展中大国。这种独特的

国情、网情再碰上了互联网这个新工具、新平

台、新空间，就是中国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新

的基础、背景和条件。
互联网这个新工具、新平台、新空间具有哪

些特征呢? 与过去的很多信息传递平台和工具

等不同，互联网具有自由、匿名、海量、泛在、快
捷、交互、及时、非中心化等特征。同时，互联网

还越来越移动化、智能化，互联网几乎将所有

人、所有事“一网打尽”，令众多网民对其“一网

情深”，工作、生活中须臾离不开互联网，可以

说互联网已经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无人不在。
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已经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全

新的网络时代，中国也进入了一个互联网社会，

或者称网络社会。并且，互联网的技术和应用

还在继续发展，网络的规模、深度和广度还在继

续扩张、深化。这样一个不断膨胀、不断发展、
不断深化的网络，它蕴藏着天文级别的巨大能

量。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不断膨胀的网络再

加上无所不在的移动化终端、社会化媒体，共同

构成一个崭新的泛在网络，由互联网所塑造的一

个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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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联网时代的基本社会特征

互联网正在深刻地、全面地改变着我们所

处的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首先，互

联网正深刻改变世界的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

使这个时代具有了新的经济特征。互联网现在

正以排山倒海的呼啸之势改变着我们的经济结

构和经济面貌，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

因为互联网的影响而发生着巨大的、深刻的变化。
第二，互联网同时也在改变着当今世界的

政治面貌，影响和塑造着各国政治斗争、政治竞

争、政治发展的新格局。任何国家、任何政党如

果放弃或丧失了网络政治阵地，将面临巨大的

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风险，将在政治斗争中打

败仗。同时，互联网对世界的军事斗争和现代

战争也赋予了新的内涵，改变着世界军事与战

争格局。
第三，互联网更重要的影响体现在给思想

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8 月 19 日全国思想宣

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所说的，关于我们 ( 中国

共产党) 能不能打仗，军事上、政治上行不行的

问题，新中国的成立已经给出了证明; 关于能不

能搞经济建设，能不能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

也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是，对于我们能

不能不挨骂，能不能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站住脚

这一问题，现在我们还没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

案，而这也正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

战，即在意识形态上，在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上

的，我们维护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能不能实现

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挨饿、挨打的问题解

决后，挨骂 ( 即我国政治制度、中共执政地位、
政府管理施政的正当性、合法性、合理性问题)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的、严峻的挑战。

四、网络社会国家治理的新挑战

在一个快速崛起的崭新的网络社会之中，

我国社会政治和国家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又是什

么? 网络社会是一个风险无处不在的社会。网

络社会既有与过去相同的风险，也有与过去不

一样的风险，一些传统风险也在互联网的条件

下被无限地放大了。从信息传播、言论表达、媒
体舆论、社会力量对比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说，在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和舆论形成呈现新的格

局，过去官方媒体控制信息传播、一个声音说话

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言论表达和舆论氛围

与以前大不相同，社会力量对比也在发生深刻

的变化，传统道德、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不断

被解构和颠覆，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

巨大挑战。
首先，在网络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媒体

和舆论的格局已经被完全颠覆。网络时代，网

民都是没有执照的记者，所谓“人人都是通讯

社，个个都是电视台”。论坛、贴吧、微博、微信

等众多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使信息

的来源和传播、舆论的形成都呈现崭新的格局，

信息由官方媒体经过加工之后再呈现给读者观

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网民人人参与、众声

喧哗之中形成多样化的舆论，官方主导或控制

舆论和舆论导向已非常可能甚至不太可能。正

确的舆论导向和舆论安全面临互联网的巨大挑

战。
其次，网民的言论表达跟过去大不相同。

过去我们所能听到、看到的言论多是正规、严肃

的官话、正话。现在人们通过互联网的言论表

达则自由开放得多，言论内容无所不包、没有禁

区，表达形式上不拘一格，诙谐恶搞、嬉笑怒骂

蔚成风气，正襟危坐的言论被挤到边角。网民

在表达的时候既是匿名的，也是自由的，还是即

时互动的，言论可以即时得到反馈，网上言论表

达具有极强的回声效应，很多负面的、另类的、
极端的、哗众取宠的言论在网络舆论场容易得

到放大、强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网民这

个年轻的庞大草根群体，其言论具有明显的情

绪化、片面化、极端化、负面化甚至一边倒的倾

向。网络的群体极化效应，大大增加了协商讨

论和舆论引导的难度。另外，中国的舆论舆情

具有明显的民粹化、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倾

向。网上言论喜欢上纲上线，习惯于把什么事

情都与政治制度、政治体系联系起来，将任何矛

盾问题都归因于政治，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我

国的政治制度。网络言论民粹化还具有反专

家、反权威和仇官、仇富倾向，认为凡是官方的、
权威的、富人的都不对。过去发言权很大的、声
音响亮的社会中坚群体，在网络空间往往只看

不说，没有声音; 而体制外群体、草根群体却更

愿意表达，声音更大。对网络舆论场，特别是新

媒体空间，社会中坚群体、官方力量几近弃守。草

根狂欢、众声喧哗的网络舆论很快分化为几个相

互对立的、相互攻击的舆论场，正常的讨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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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对话说理很难展开，社会共识很难形成。
第三，主流文化、核心价值习惯性地被质

疑、被解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备受挑

战。网络具有天然的自组织性、非中心性、非权

威性，具有强大的解构、颠覆功能。基于人们的

接受心理和网络传播特点，非权威的、另类的、
负面的、批判质疑性的信息更容易在互联网空

间传播，正统的、官方的、权威的、主流的、传统

的信息和思想文化价值不断受到质疑、恶搞、嘲
讽、抨击，传统道德、历史文化、红色经典、主流

思想、核心价值持续地被消解、扭曲和颠覆，导

致人们普遍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目标迷茫，

社会共识和国家认同极度缺乏，我国的思想文

化和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剧增，社会稳定、国家政

治安全和国家治理面临巨大的、基础性的挑战。
第四，在网络时代，社会结构与社会力量被

不断解构或重组。互联网重组了社会结构，形

成一支数以亿计的网民大军，改变了社会力量

对比。互联网就造就了一个开放时代和透明社

会，互联网也强化社会监督，使得舆论监督、社
会监督变得更强、更实、更密。在网络时代，社

会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逆转，个人和社会由

于互联网的组织和链接而日益强大，I + Iphone
+ Internet = I 的 三 次 方，是 一 个 更 强 大 的 我

( I) 。互联网时代，一个人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个

体，经由互联网的连接和组织，是一个强大的群

体，甚至可以跟政府和国家抗衡。由互联网链

接和组织的全国 6 亿多网民、全球近 30 亿网

民，是国家之外的一个庞大的群体，蕴藏着巨大

的社会政治能量。
总之，互联网不仅是一项技术工具和物理

网络，互联网还是关键的社会政治因素。互联

网的技术特点及其飞速发展，加上中国独特的

国情和网情背景，使互联网具有多方面的、深刻

的、巨大的社会政治影响。如果不能准确深入

把握互联网发展的态势特征，不善于管理互联

网，不善于引导网络舆论，不善于团结运用数亿

网民大军，互联网将给我国社会政治带来多重

危机，比如信任危机、信仰危机、舆论危机、管理

危机和安全危机，给我国的社会稳定、政治安全

和国家治理造成严重的挑战。
当然，互联网给我国社会稳定、政治安全和

国家治理带来的不仅是危机和挑战，互联网的

影响不仅是负面的。实际上，互联网是把锋利

的双刃剑，互联网的正面作用和影响是首要的，

互联网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强大

引擎，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利器，也是我

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良好机遇和重要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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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llenges of Chinese State Governance
under Internet Society Perspective

WANG Guo-hua
(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As the biggest internet country，China characterizes very specific situation either in national
condition and in internet condition． Those significant characters and special situation，strengthening with tech-
nology advantages of internet，bring several challenges to state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social foundations，
social structures and social surroundings of state governance had undertaken deep changes． The Chinese state
governance，in economical，political，cultural and social aspects，faced with huge shocks and impacts caused
by internet and internet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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