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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从 “三个代表”的高度认识网络文明建 

设 ，积极研制和开发网络安全技术，建立健全网络法律法规 ，构建网络伦理规 范，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努力营造一个健康、 

文明、有序、安全、具有活力、没有污染的“绿色”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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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从“三个代表”的高度认识网络文 

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网络文明工程是由文化部 、团中央、广 

电总局等 8家单位发起，从 20o0年 l2月正 

式启动的一个大型的网站管理 、引导活动。 

其宗旨是：通过正面引导的方式 ，形成网上 

文明健康的道德规范，占领网络这个新的思 

想宣传阵地；积极开展各种网上健康活动， 

倡导文明上网；发现一批优秀的中文网站， 

使之成为网络文明建设的主体 ，并引导和规 

范中国互联网站的建设，大力推进中国的网 

络事业。网络文明工程活动启动以来 ，引起 

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坚持党 

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的必要保证。我们一 

定要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先 

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的高度 ，认识网络文明建设 ，重视 

网络文明建设 ，切实加强网络文明建设。 

网络文明重在建设。网络技术与文化内 

容的结合 ，才产生了互联网。因此 ，我们可以 

把互联 网理解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个结合点，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就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因而也就 

必须重视并切实加强网络文明建设。道理很 

简单，加强网络文明建设能够提高我们经济 

建设的综合国力 ，能够提高我们全民族的文 

化素质，事关国家和我们每一个人。网络文 

明促进经济发展 ，经济建设促进科学技术发 

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网络文明 

的发展。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基本共识。 

网络就高科技内涵来说 ，是一种技术形 

态的东西 ，而技术形态的东西是没有政治倾 

向性和阶级性的。但是 ，作为一种文化 ，它不 

可能不表现为一定的意识形态，它所传播的 

信息除了技术性的一面外 ，还有政治倾向性 

和阶级性的一面。对于那些带有政治倾向性 、 

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信息 ，我们 

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 ，毫不动摇地坚持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Xl~d,平理论 

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 

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教育 

广大网民。如果我们对那些反动的、反社会主 

义的以及一切不健康、不文明、充斥了低级趣 

味的东西，不加以限制 ，不加以斗争 ，不仅不 

能体现“三个代表”，反而会违背发展先进生 

产力、先进文化的要求 ，背离人民的利益。 

2 大力发展网络技术。加强安全防 

范措施 

网络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其基本载体是网络技术 ，发展的速度在一定 

程度上说也取决于网络技术。因此，加强网 

络文明建设，就必须大力发展网络技术，积 

极开发和研制一些网络安全技术，充分发挥 

技术的作用，加强安全防范，对于那些反动 

的、黄色的、封建的、不健康的、低级趣味的 

东西，迅速鉴别并加以查封和堵截。 

在这方面，美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 

20世纪 80年代，互联网的应用给美国带来 

了一些法律上 、道德上 、文化上的负面影 

响。当时美国的软件供应商试图从技术的角 

度对这些问题进行规范和解决。例如 ，对于 
一 个家庭来说 ，为了防止受到互联网消极信 

息的影响，软件供应商提供了很多所谓频道 

的定制 ，甚至提供了很多的工具，让需要的 

家庭根据 自己的喜好去筛选网上的信息。实 

践的结果是很有成效的。 

实际上，正是软件侵权行为刺激了软件 

加密技术的发展，“黑客”行为引发了各国对 

信息安全技术的高投入。主权国家有权利有 

义务建立网络安全体系，控制网络信息内 

容，净化网络环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 

采取高技术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社会的发展要靠科学技术的发展 ，但科 

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会带来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失去人文精神支撑的技术至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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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不会促进社会的进步 ，还可能给人类带 

来痛苦甚至灾难。 

3 建立网络行为监控机制 ，健全网 

络法律法规 

无论治理现实的社会 ，还是治理虚拟的 

社会，法律法规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通过网络立法，建立网络行为监控机制 ，健 

全网络法律法规，把网络主体的责任 、权利 

与义务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明确，使人们 

知道什么是必须做的，什么是禁止做的，从 

而规范人们的行为、强制人们的行为。这也 

是网络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目前，网络犯罪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国家 

不得不关注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成为一大 

社会公害。有资料显示 ，网络犯罪的主体主 

要是青年，是那些拥有丰富的计算机知识并 

通晓网络通信、解密访问规程等技术的所谓 

的电脑 “黑客”。由于网络犯罪是一种高技 

术、高智能犯罪，原有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全 

适合，出现了一些法律上的空白点。例如，对 

网络诈骗、利用和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网络犯 

罪如何进行法律防范?给予什么样的制裁? 

由电脑创作的音乐 、美术、文学等作品著作 

权归谁?适合什么样的法律?这些问题显然 

是原有的法律法规解决不了的。 

打击网络犯罪既要治标，更要治本 ，必 

须综合治理。从治理的角度讲，法律比技术 

和管理具有更大的威慑力。因此，为了减少 

网络发展的负面效应，确保网络的安全和健 

康发展，除了大力开发网络安全新技术外， 

建立网络行为监控机制 ，健全网络法律法 

规 ，已经迫在眉睫。 

4 着力于构建网络伦理规范，加强 

网络道德教育 

(1)构建网络伦理规范，明确网络主体 

的道德责任。网络发展既有积极的一面，也 

有消极的一面。为了及时有效地克服网络中 

的消极影响，维护正常的网络秩序，就必须 

构建相应的网络伦理规范，明确网络主体的 

道德责任，保证网民真正成为网络中的道德 

主体 ，主动担负起维护网络秩序的重任 ，自 

觉地遏制不道德行为的发生。网络道德规范 

的构建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限制性规 

范构建，明确地告诉人们在网络世界中不该 

做什么，不该怎样做 ，目的在于对不道德的 

行为进行约束和否定；二是倡导性规范构 

建 ，明确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 

目的在于引导人们向善的行为动机。 

(2)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整合并充 

分利用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资源。网络道德 

问题的解决不能在既有的基础上进行 ，而应 

该从整合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资源入手 ，通 

过教育和引导使人们 自觉担负起继承和发 

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神圣使命，让中 

华文化在网络时代大放光彩。其实，中国传 

统文化关于道德建设的内容十分丰富，它既 

是我们 今天进行现实社会道德建设的材料 

来源，也是网络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思想宝 

库。例如，中国传统伦理中的 “人格价值”、 

“社会责任”等观念 ，仍然是网络社会人们必 

须遵守的重要的伦理规范。我们应该看到， 

网络伦理作为以网络技术为媒介的调整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应该是一种 “一 

般道德”通过结构性变动而形成的继承与创 

新统一、传统与现代整合的现代伦理形式。 

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需要我们 

做的工作很多。当然 ，我们在对传统道德批 

判继承的同时，还要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外国 

可供借鉴的思想和道德建设的经验。 

(3)弘扬人文精神，给网络注入更多的 

人文色彩、 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网络既是 

一 种技术，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世界的异化 

是网络道德教育不容回避的内容，也是当代 

道德教育的一大难题。抑制符号世界异化问 

题，我们不能只依靠技术，要给网络注入更 

多的人文色彩，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培养 

人文精神，弘扬人文精神，让人文精神在网 

络世界生根 、开花、结果。 

第四，加强网络道德教育，把他律与 自 

律结合起来。在网络道德水平还不是很高的 

情况下，强调他律是必要的。但是，网络道德 

与传统道德不同，它规范人的行为 、调整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 ，主要是通过行为主体以 

“慎独”为特征的道德自律而进行的。网络是 

一 个自由的传播媒体，上网者具有很大的自 

主性，这就给人们的道德自律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也就是说 ，在网络社会中，我们所倡导 

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只有上升到道德习惯和 

道德信念的层次上 ，成为行为主体的 自觉要 

求，才能有效地规范个体的人的网络行为。 

因此，如何培养广大网民的自律意识，应该 

成为网络道德教育的着力点和落脚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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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etwork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bstract：The network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 vital part of the E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We should 

view it from the angle of ‘‘the Theory of three Representatives”
， research and develop network Safety teehnolo- 

gY．Perfect network law system，establish code of network ethics，Strengthen network moral instruction and try to 

construct a healthy，civilized，systematic，safe，energetic，unpolluted “Green”network environ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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