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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似裂岸惊涛，冲击着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使人类进入

了一个崭新的生存与生活空间。但由于网络本身特有的虚拟

性、交互性、非对称性、匿名性、自由性、共享性、开放性、平等

性、变动性以及资源丰富性和时间压缩性等，使由网络犯罪、

网络欺诈、网络色情、网络垃圾导致的网络社会秩序混乱急待

进行综合治理。网络社会的秩序是其高规范化状态的表征。

因为，只有规范被网络受众接受并用以自觉约束自己的网络

行为与活动时，网络社会才能有序运行，反之必呈现为混乱。

因而，制订恰当而行之有效的对策，架构网络社会良性运行与

协调发展的维护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拟对此作些分析。

一、秩序与网络社会秩序的范畴界定

不言而喻，在古汉语中，秩的主要含义是常规的意思。

“秩，常也。君则日使人以常膳致。”“序”通常指次序。“序，第

次其先后大小。”当秩和序结合而构成“秩序”一词时，其含义

亦为次序。“谬玄黄之秩序，古典而不鲜。”可见古代中国先民

是从外观形象方面关注和使用秩序一词，并将其注解为在事

物之间按先后次序组合的有序性。随着秩和序的结合，该词

就逐渐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概括起来，秩序

大体包容以下含义：一是指某种行为规范或规则，如“遵守秩

序”；二是指某种比较稳定的状态，常与混乱无序状态对应，如

“那里秩序井然”；三是在描述复杂的现象时指某种结构或模

型，如“政治秩序”；四是古汉语中的次序含义亦被沿用，并在

描述具体生活现象时广泛使用，如在排队时说“不要扰乱秩

序”等。在英语中，“Order”起源于古希腊“OrdO”。缘于当时哲

学、自然科学的发达，该词的含义亦十分丰富。在古希腊、罗

马的政治理论中，人们已开始使用“秩序”一词，并把秩序分为

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分别用 kOsmOs、taxis 来指称。这为后来

的理论家把秩序分为自生自发秩序和人造秩序提供了理论渊

源。今天的英文中“Order”一词含义更加丰富，甚至含有系统、

结构、模式的意思，不过，“Order”一词的基本含义还是“次序、

顺序”、“有规律的状况”等。显然，英文中的“Order”一词大体

相当于中文中的“秩序”。

网络社会的秩序是网络受众生存的基础，它对于网民生

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保证着网络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反映着网络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追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脚

步。它与现实社会有序性发展一起组合出人类未来亮丽的生

存、生活和生命空间。在一般意义上讲，网络社会秩序有自身

的鲜明特征，具体表现为：

第一，网络社会秩序具有内生性。网络社会有现实社会

的影子，但又因自身鲜明的质的规定性而不同于现实社会。

它的主要特征是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

方式的灵活化、职业结构的两极化与劳动生产的个性化等。

这一崭新的社会形态不仅延伸和扩展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空

间，也对现实社会起着重塑和再造的作用。在网络社会的流

动与地域空间中，人们不仅用一整套技术能动地掌握着这个

新兴起的社会形态，而且建立并发展着彼此之间广泛的、普遍

的信息交换关系。在这种条件下，网络消费者的信息共享活

动本身就具备了交往、交换的秩序性，而这种活动的有序化和

良性运行反过来又促动着网络社会的健康与稳定发展。显

然，网络社会的秩序是网络消费活动自身生成的秩序。

第二，网络社会秩序的有机性。这一有机性是网络社会

有机体的一种属性。马克思主义曾认为社会有机体是一个用

以说明社会是各种要素有机联系、相互制约和运动发展着的

整体的范畴。其中，一方面把人类社会理解为活的机体，而不

是缺乏内在联系的机械相加的总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

是，马克思主义把社会有机体的形成和发展看作是人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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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产物，社会有机体不是生物的本能，而是建立在人类实

践活动和交往活动的基础上的。同样道理，网络社会是在人

们网络消费实践和交往活动中形成和不断自我更新的有机

体。表现为：首先，网民与网民之间具有类的共性，这是构成

网络社会的基础性条件（其实网络社会本质上也是由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人机界面之间的关系也只有在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中才能加以理解，因而人机界面的关系隶属于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网民与网民之间的差异也并不能否定他们的

类的共同性。同样，网民的个性也不能否定其类的共性，个性

差异恰恰是相对于具有共性的同类而言的。其次，网民与网

民之间存在着互补的关系，网络社会要素也具有相互补充的

性质。网络社会越是发展，网络社会成员之间的互补性也就

越强，网民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也就越大。再次，网络社会生

活形成网民的共同视界，借助网络媒体网民之间可以进行相

互理解和相互沟通，从而形成精神联系。诚如一般意义上讲

的那样人本身没有本质，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自

己的本质。因此，共同的实践活动和交往活动，既创造着网民

的本质和视界，也创造着网络社会的本质和视界。随着实践

活动的深入和交往范围的扩大，人类的共同视界也越来越大，

人们之间的精神联系也就越来越密切。再说，网络社会本身

是分层面的，其中既有物质性和精神性之分，也有制度、道德、

信仰等的区别。最后，网络社会是各种动机的角力场，但其结

果却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最终形成的是一种整体的

效果。

第三，网络社会秩序的可控性与可预测性。网络社会活

动中存在着可控性和可预测因素，因为在无序状态中，人们便

无法预测其发展变化，难以进行各种活动。人们之所以能够

做出预测，预料事件，并与其网络同胞和睦相处，乃是因为网

络社会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系统或结构的形式或模式；而

网民们正是在这种模式中，以及在与这种模式相符合的情况

下过自己生活的，并通过这种可预测性加强调控。

当然，网络社会中的秩序问题是全方位的，但其中主要问

题表现在规制层面。关于规制层面的问题，众多国家正在通

过加强网络法律法规及其相应技术的建设来解决网络社会的

秩序，以求达到良好状态，但进展程度似乎较缓且维护手段颇

欠火候。

二、网络社会秩序维护的必要性分析

网络社会秩序的维护，是网络社会规制的高效运转的体

现，是网络消费者借助网络社会的规制，运用相关方式或手段

践行网络社会规范的行为过程，其目标是有效地实施网络规

制以建立和确保网络社会秩序的有效与良性运行。因为网络

规制的制定并不完全意味网络社会秩序运行的有效和良性状

态的健康存在，它需要强有力的网络维护。诚如哲人所言：一

切社会进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总是右手扔给人类一

束闪光的金羊毛，左手悄悄拿走一点人类原来拥有的东西。

第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全球化、普及化、平

民化趋势，使得网络社会的各种规制急待建立，导致网络社会

维护“真空”出现，而现实社会的各种规范又难以全部用于网

络社会的维护。同时，由于网络的诸多特征原因，致使网络社

会在发展中呈现出混乱、无序的状态。具体表现在：首先，网

络消费者的个人隐私权受到极大冲击。据美国纽约某调查公

司对 1000 位计算机用户进行的调查资料显示，53%的人相信

其网络信息未经同意而被偷看，5%的人感到其个人隐私被侵

犯；未使用互联网的用户的 47%认为电子邮件会泄露其信息。

其次，网络黄毒的泛滥，致使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两个空间

都受到巨大的冲击。有关资料显示：美国花花公子网站 7 天

内就有 470 万人上网浏览；中国河南“酷美女网际乐园”黄色

网站 50 天内就有 24 万人次的高访问量。再次，高收获低风

险网络无人看管的现实状况、黑客入侵、电脑病毒等导致的网

络犯罪直线上升。如 Eguity funcing 欺诈案金额达 20 亿美元，

Rifkin窃取密码诈骗 1200 万美元，“蠕虫”病毒使美国 损 失

9600 万美元，等等。显然，计算机犯罪无疑将是 21 世纪国际

恐怖主义的主要形式。

第二，网络社会的质的规定性客观上要求并决定了网络

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离不开强有力的规制维护。与现实社会

相比，网络社会有其独特的运行方式和规制。网络消费活动

是在尊重隐私，追求平等，体现自由，保障共享的基础上展开

的。因而，网络社会的运转需要在相应的规范基础上进行。

因为网络社会是一个由具有特殊利益、特殊意志的网络消费

个体构成的，是一个独特的人群集合体。建立网络规范就是

为协调社会的各种关系、形成共同目标与价值、帮助网络消费

者完成网络社会化的需要，为人们提供活动的秩序保证，使网

络消费者的利益与要求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得以实现。因此，

在网络社会这样一个巨型矛盾体内，通过规范引导消费者们

将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通过规范提倡、维护合理合

法的信息消费行为，反对、杜绝各种不正当的、色情的、网络暴

力和制造网络垃圾行为，有助于网络社会秩序尽快走向成熟。

第三，网络社会是一种崭新的生存方式，而这种方式在极

大的程度上界定着网络消费者的层次（当然划分层次的标准

也是多样的）。即便网络消费主体能够自觉自愿地依据网络

规制进行活动，但我们若缺乏相应的维护机制，网络社会的秩

序也难以建立和健全。因为人们在进入赛博空间进行信息消

费时，网络公平竞争的后果同样会迫使一部分主体退出市场，

或失败或穷困或潦倒，造成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不稳定的根

源。而那些因多种因素望网兴叹、游离于网络之外的主体也

只有借助网络社会的维护规制才能确保正当权益。此外，人

类的历史已然证明，每一种历史阶段的递嬗演进都是一次次

的秩序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一次次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过程，

但这一次次的过程却又是付出代价的过程，这一秩序代价过

程则是以网络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与效率低下为基石的，而

妥善解决或降低网络社会秩序代价的较好方式就是强化对网

络社会的维护，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手段来消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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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无序现象。

三、网络社会秩序的维护对策

网络社会应当是一个良序社会。它不仅是一个形式性的

规定，更是一个实质性的规定；不仅是一个在网络社会公共生

活交往行为层面具有规范性的社会，也应是一个制度公正、富

有德性精神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因而，网络社会秩序的维护，

既是网络消费者主体的自律性行为，也是网络消费主体在交

互性行为中的他律性行为。既表现为对网络社会规制的遵

从，对遵从规制的激励、保障，也表现为对悖离网络社会规制

的处罚与强制（这同样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具体来讲体现

在：

第一，强化网络消费主体自身的网络秩序维护意识，提升

主体的道德自律能力与水平。任何外在的网络社会的他律性

形式，只有通过网络消费主体的道德自律，才能最终内化在主

体的心中，成为主体自觉自主的行为。这种主体的道德自律

是其认识网络社会规制合理性之后的自我约束、自我立法。

网络消费主体通过“内心法则”的必然性来界定自身活动的范

围与空间，实际上极其有利于网络社会秩序的维护。因为网

络消费主体行为的善恶是非，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自身的

高水平道德自律。只有主体自觉地承担起维护网络社会健康

发展的重大责任时，网络社会才会有序，才会得到可持续性发

展。同时，网络社会环境、规范监督机制的诸多新特点（如网

络无政府主义等），也要求网络消费主体的行为具有较高的道

德自律性。于是，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要求网络消费主

体一方面遵从相应的网络规制，忠实地做网络信息产品消费

的良好顾客；另一方面通过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与能力，自觉

地做一名维护网络社会秩序的志愿者。

第二，建立基准道德。当然，目前我们无力于建设高尚的

道德准则来约束网络消费者（其实网络本身的有关特征也在

目前极大制约着这种建设，同时还依赖全民素质的提高），但

是我们有必要提倡和建立一种基准道德。这种道德对网络社

会而言是维护网络消费主体正常交往的最基本最不可缺少的

道德规范，对主体而言则是做人的最起码的道德品质。这种

超意识形态的基准道德不是一种道德规范体系，也不是一种

道德价值信仰，而是一些由特殊的道德规范及其相应的道德

品质组合而成的，具有价值的中立性和永在性，但它的约束力

最强。它并不排斥网络社会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崇高，而是后

者的生长点。我们必须承认，在网络社会中，由于网络消费者

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特权、身份、价值上的优先性，因而，强化

与整合的网络社会的道德也只能是为其各种网络消费主体都

可以接受、且能有效践行的基准道德。

第三，加大网络社会强制力度，全方位推进网络社会的法

制建设。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规范整合方式。网络社会是一

个消费主体间相互平等包容性、社会结构开放性、价值评价体

系多向性的社会，是一个以一种平等精神协商共处的非排他

性的社会。在这样一个多元社会中，法规是其最基本的规范。

它对网络社会秩序的维护作用表现在：首先，告示与教育网络

消费主体知法、执法、守法、用法；其次，制止各种违法犯罪行

为，加强社会控制；再次，惩罚与制裁网络消费活动中的各种

越轨行为。通过法律规范的整合并运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

维护与治理网络社会的秩序。

第四，以国家为主轴或核心制订、实施相关的维护网络社

会秩序的激励措施与细则。国家借助自身的强制力，以政策

为依据，通过给予那些遵从网络社会规范的网络消费主体物

质或精神奖赏，正确地导引网络消费者学会遵从网络规制，造

就网络社会的先进标兵或模范，占领网络阵地。同时，在激励

过程中切记不可采用纯粹的物质刺激或空洞的精神说教。等

等。

总之，在现实社会的矛盾、网络社会的矛盾以及两者相互

交织的矛盾背景下，加强对网络社会秩序维护问题的研究，不

仅有利于我们分析和把握现实社会发展走向，更有助于我们

探讨与展望人类未来的美好生存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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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Maintenance of the Order in the Net Society

Wu Manyi
（UESTC Chengdu 610054）

Abstract From the category of the order in the net society，the articie anaiyzes the necessity in maintaining the order in such society.
And it aiso puts forward to some reiated measures on how to maintain it .

Key Words Net society； Order；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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