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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网络民族主义之所以勃兴，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以及其它社会环境因素的综合效应紧密关联的；它非但以其崭新形态

饱受关注，而且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并且非自觉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力量，它尤其在促进公民意识

生成、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和推动市民社会建构等层面上发挥了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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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growth of net nationalism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deep social change and other factors 

in modern China.It is noticeable for its new form,and is increasingly influencing present social life and 

unconsciously becoming the force to promote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in our country.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boosting citizen consciousness,enlarg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nd enhancing a civil society,etc. 

Key words： citizen consciousnes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ivil society   soci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net 

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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