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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网络：基于对人网互动特征的认识 

□谢玉进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  要]  网络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追问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对网络的不同理解会导致不同的网

络行为、催生不同的网络现实。理解网络可以从认识人网互动的特征出发，在人网互动的物质现实性中

确证网络的现实性；在人网互动的信息主导性中理解网络的信息本质；在人网互动的智能创造性中认识

网络的智能创造功能；在人网互动的精神共生性中体悟网络的精神属性。理解网络就要肯定网络的现实

性，理性地认识和对待网络在人类的信息活动、智能创造活动、精神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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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是什么？在纷繁复杂、多样多变、乱象横

生的网络现象面前，人们容易困惑不解、被动适应。

网络的迷雾笼罩着人们，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人们“如何认识网络”、“如何与网络相处”成为了

不得不追问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美国著名的社会学

家曼纽尔·卡斯特说，“因特网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

狱……如果我们想改变我们的现实，我们就必须理

解它。”[1]真正理解网络，是网民理性对待网络的基

础，也是政府依法管理网络、有效建设网络的基础。 

一、网络是现实的而非虚拟的——人网互

动的物质现实性 

网络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抑或是虚拟现实

的，还是物质现实的？类似的争论充斥于人们识网、

用网的过程中。计算机网络作为物质技术实体毫无

疑问是现实的，争议在于人与计算机网络互动生成

的计算机网络世界或网络社会是虚拟的还是现实

的？有不少学者认为，虚拟性是网络的本质属性，

网络社会就是虚拟社会。把网络的本质属性定位为

虚拟性，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

就是人的责任感的丧失。为此，有人提出“让网络

摘下‘虚拟世界’的标签，才能成为每个人都要对

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现实世界”。随着计算机网络对人

们生产生活渗透程度的加深、影响的加大，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感受到计算机网络深刻的现实性，“网

络不是虚拟空间，而是现实社会的一部分”日益成

为人们的共识。 
然而，网络是现实的不能仅靠经验感知，如何

在学理上论证呢？ 
笔者认为网络的现实性可以在人网互动的现实

中得到集中的体现，人网互动的物质现实性就是网

络现实性的充分佐证。所谓物质现实性指的是“人

把自己作为物质的力量并运用物质的手段同现实的

物质对象发生现实的实在性，它既不仅仅存在于认

识者的意识之中，也不依赖于对它的认识而改变。”[2] 
人网互动的物质现实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网互动是感性客观的活动。人网互动

之所以是客观的活动，首先在于构成人网互动的要

素和前提即主体（人）、对象（计算机网络世界）和

数字化信息中介系统（人的身心中介环节、技术中

介环节、信息中介环节）都是可感知的客观存在的。

其次，人网互动的结果不管是作为直接结果的人与

计算机网络世界的变化，还是作为间接结果的现实

社会的变化，都是客观存在的。最后，整个人网互

动的水平、广度、深度和发展过程，都受着客观条

件的制约和客观规律的支配。感性客观的人网互动

实践建构的网络社会自然也是感性客观的，是直观

可把握的，而非抽象虚拟的。 
第二，人网互动是能动的活动。我们知道，社

会越发展，人的实践活动的自觉能动性也就越高；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实践自身的发展中，对实践

者主观因素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要求实践者的主观

状态能适合于实践发展本身的客观需要。不了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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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知识等主观因素的作用，就不能真正理解实践，

特别是不能理解现代化的实践[2]。因而，发展着的

实践要求实践者能动地适应，进而这种实践本身就

成为了能动的活动。人网互动是能动的活动，就体

现为越来越多的人积极投入到人网互动的实践中，

且积极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共同将这种网络时代

的技术实践活动推向发展。中国互联网事业的蓬勃

发展、网民的快速增长且结构日益优化等诸多现实

表明人网互动作为能动的活动，是主体直接现实地

发展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毫无疑问，这

种能动的活动过程是“人把自己作为物质的力量并

运用物质的手段同现实的物质对象发生现实的实在

性”的过程，是饱含物质现实性的过程。网络社会

中的人及其从事的活动是能动的、现实的，因而由

他们的建构的网络社会也是现实的。 
第三，人网互动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人网互

动不是凭空发生的，它是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核心

的现代科技催生的人的实践样态，它存在于一定的

社会条件下，是具体的、社会的存在。人网互动继

承了传统人技互动、人机互动的合理因素，是在网

络时代人类技术实践的新发展，因而它又是历史的

存在。作为具体的、社会的、历史的存在，人网互

动只有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一定的历史空间中

才有存在的意义。所以，人网互动是社会的历史的

活动，是物质现实的存在，由人网互动建构的网络

社会也必然是社会的历史的存在，是物质现实的。 
网络是现实的还是虚拟的？这样的争论还在持

续，但在争论交锋中“网络是现实的”的观点被越

来越多的社会现实所印证，并日益被人们所接受。

理解网络首先要理解的便是网络是现实的，以此来

要求广大网民正视网络社会的规范、承担网络社会

的责任。 

二、网络改变人类的信息活动——人网互

动的信息主导性 

唐朝诗人李中留下了“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

长路倚楼台”的佳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也赋有“不

乞随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的美文，古人所

说的“信息”就是指“音信”、“消息”，与今天人们

对信息的理解并无本质的差别。真正的差别在于信

息存在方式的不同，具体表现为信息活动不同。计

算机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信息活动，使得信息

的生产、传播、存储、接受等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

变化，也使得信息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空前凸显。

未来学家托夫勒说：“计算机网络的建立与普及将

彻底改变人类生存及生活的模式，而控制与掌握网

络的人就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谁掌握了信息、

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计算机网络一

定程度上成为了信息的代名词，成为了人类信息社

会的标签。的确，计算机网络在技术本质上就是信

息处理的系统。计算机网络的信息特质与人的信息

属性决定了人网互动必然以信息沟通的方式进行。 
（一）人类的信息器官与计算机网络的信息技

术的契合[3] 
1．人类的四类信息器官 
人类在认识环境、适应环境与改造环境的过程

中，为了应付日趋复杂的环境变化，需要不断地增

强自己的信息能力，即扩展信息器官的功能，主要

包括感觉器官、神经系统、思维器官和效应器官的

功能。 
（1）感觉器官，包括视觉器官、听觉器官、嗅

觉器官、味觉器官、触觉器官和平衡感觉器官等。 
（2）传导神经网络，又可以分为导入神经网络

和导出神经网络等。 
（3）思维器官，包括记忆系统、联想系统、分

析推理和决策系统等。 
（4）效应器官，包括操作器官（手）、行走器

官（脚）和语言器官（口）等。 
人们同外部世界沟通的过程首先是通过自己的

感觉器官从外部世界获得有关的信息，导入神经网

络把这些信息由感觉器官传送到思维器官；在这里，

对外来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并在此基础上再生出主

体与世界沟通的策略信息；然后，再经由导出神经

网络把策略信息传递给效应器官，后者把策略信息

转化为行动，作用于外部世界，使外部世界的事物

按照策略信息所规定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状态。这

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个基本过程或循

环过程。 
人类的这四类信息器官和它们的信息功能是有

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有机的联系使它们能够执

行一种整体性的高级功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过程所需要的智力功能。 
2．计算机网络系统的信息技术的“四基元” 
计算机网络作为综合的信息处理系统，是人的

信息器官及其功能的延长，它与人类的四类信息器

官相对应形成了信息技术的“四基元”。 
（1）感测技术——感觉器官功能的延长。感测

技术包括传感技术和测量技术，也包括遥感、遥测

技术等。它使人们能更好地从外部世界获得各种有

用的信息，也使计算机网络能够“自然地”、“智能

地”感知用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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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信技术——传导神经网络功能的延长。

它的作用是传递、交换和分配信息，消除或克服空

间上的限制，使人们能更有效地利用信息资源。 
（3）计算机和智能技术——思维器官功能的延

长。计算机技术（包括硬件和软件技术）和人工智

能技术，使人们能更有效地加工和再生信息。 
（4）控制技术——效应器官功能的延长。控制

技术的作用是根据输入的指令（决策信息）对外部

事物的运行状态实施干预，即信息施效。 
现代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已经将信息技术的“四

基元”纳入有机体系当中，使计算机网络对人信息

器官功能的延长和放大实现最大化效果。这也充分

说明了人的信息器官与计算机网络系统的信息技术

的契合性，而这种契合形成了人机之间信息沟通的

基础。 
（二）人通过数字化信息与计算机网络实现沟通 
人的信息器官及其功能与计算机网络系统的信

息技术的契合为人与计算机网络系统信息沟通奠定

了基础。但问题是如何实现信息沟通？计算机网络

存储处理信息的基础是信息的数字化，各种类型的

信息（数值、文字、声音、图像）必须转换成数字

量，即数字编码的形式，才能被计算机网络识别并

进行处理。信息的数字形式也称为信息的编码。图

灵理论的一个基本点是所有的信息可以用符号编

码，包括图灵机本身。为此，要用计算机网络处理

信息，必须完成从外部信息到计算机网络内部信息

的转换，还必须确定信息在计算机网络内部的表示

方式，进而才可以用计算机网络处理。这就意味着

人使用计算机网络，实现与计算机网络的沟通则必

须掌握信息输入的手段、具备信息输入的能力，我

们形象地称之为具备“信息沟通”的能力。这同时

也就意味着数字化的“信息沟通”是人与计算机网

络发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唯一方式，离开了“信

息沟通”则人网互动无从谈起。 
综上，人类的四类信息器官及其功能与计算机

网络系统的信息技术“四基元”及其功能的契合性

为人网互动奠定了技术基础，而数字化的“信息沟

通”作为人与计算机网络真正实现互动的唯一方式

说明了信息对人网互动的决定性意义，这就充分确

证了人网互动的信息主导性。或许正是因为人网互

动这一人类网络时代主要的技术实践方式的信息主

导性，才使得信息的地位和功能得到空前提升。进

而信息作为首要的核心资源，与物质、能量一起成

为了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资源。 
人网互动的信息主导性表明，计算机网络本质

上就是与人类信息机能相适应的信息机器，它的出

现使得人类的信息活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信息

的地位空前凸显，信息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具有决定

性的意义，因而人们需要对信息的价值进行重新的

审视，对信息的安全予以高度的重视。当前，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就是对

信息地位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网络就是信息的

代名词，它并不神秘。 

三、网络引领人类的智能创造——人网互

动的智能创造性 

创造性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特征，人网互动

的实践也具有创造性，所不同的是它具有突出的智

能创造性特点。人的生物智能与计算机网络的人工

智能共同塑造了网络人机系统的智能创造性。这是

计算机网络之所以具有空前强大的功能并从根本上

变革了人类生存方式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说过：“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 

动。”[4]人对自然界、对外部感性世界的依赖与掌握，

不是把其中自在的事物现成地拿过来，而是要通过

创造性活动在适合于人的需要的形式上创造具有满

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对象和对象世界。所以人

作为主体所从事的自主的、能动的活动，本质上是

一种创造性活动。人类的任何创造性活动都是人的

主观能动性的展现，都依赖于人的智能作用的发挥，

因此，可以说任何人类实践活动都具有智能创造的

属性，但不同的是以往的人类的智能创造都是人的

单智能系统的创造，而实践手段往往不具备智能或

智能水平非常有限，这直接导致了人类以往创造性

活动功能的局限性。但在信息网络时代，随着计算

机网络智能水平的不断提升，人网互动实践的智能

创造性日益凸显，并成为人网互动的重要特征。 
郭亚军说，“与传统人机系统不同的是，计算机

的人机系统中的交互形式已成为用户与计算机两个

‘智能系统’之间的通信和对话的基础。”[5]张有为

等在《人机自然交互》一书中提出：“人与计算机的

自然交互是人机科学与工程最年轻的研究领域，是

新一代的人机交互方式，它研究的人与机器的对话，

注重研究非生命机器对于高级生命人类的理解，赋

予机器以智能，使机器成为高级的智能工具。人机

自然交互的实现将使机器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它将实现生命与非生命的直接对话。” 
现代计算机网络的智能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传

统机器，它融合了现代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科学等

领域的诸多先进技术，日益成为真正“以人为中心”

的计算机网络，其理解人、服务人的智能水平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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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提升。因而，计算机网络的智能化使人网互

动成为了两种智能的互动、共振，其创造性则突出

地表现为智能创造性。智能创造是更为复杂的创造，

也是更为高级的创造。童天湘教授指出，“智能社会

是人的智能与机器智能共同创造的。正是智能机器

实现智能的转换与利用而导致智能革命，才奇迹般

地创造出智能社会。”[6]“人的智能与机器智能是彼

此互补、相互促进的。两种智能的互补共进，乃是

创造智能社会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并且是智能社

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智能社会也是人机共

生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既有自然人，也有机器

人；既有智能人，也有智能机。人和机器，既和平

共处，又友好竞争。”[6] 
人机智能共存互补造就智能创造的时代，并不

是天方夜谭，而是当下人类技术实践活动的重要趋

势。温家宝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发表题为《让科技引

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时，提出五个未来中国

着力发展的新兴战略性产业方向，其中第二条为：

要着力突破传感网、物联网关健技术，及早部署后

IP时代相关技术研发，使信息网络产业成为推动产

业升级、迈向信息社会的“发动机”。美国总统奥巴

马将“物联网”和“新能源”列为振兴经济的两大

武器。物联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已然成为打造未来经济的引擎。物联网，在中国也

称传感网，它目标是通过射频识别(RFIO)、红外感

应器等技术实现物物互联，而并非人人互联，以达

到更高的自动化、智能化与信息化水平。这将直接

导致物体的智能化，将在人人对话、人机对话之后

实现人物对话、物物对话，那将是一个人类空前的

智能创造的大时代。物联网建筑于互联网的基础之

上，因而人网互动的智能创造性又势必成为未来大

智能创造时代的基石。 
智能创造性不仅概括了当下人网互动的重要特

征，展现了它区别于传统人机互动的创造性特点，

而且代表着未来人类技术实践发展的方向。 

四、网络变革人类的精神生活——人网互

动的精神共生性 

精神共生性是人网互动的深层意义属性，也是

人类在网络时代人们“内涵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

展现。提及网络，人们就会联想到“共建人类网上

精神家园”式的积极憧憬；同时也会联想到“网络

是人类精神的荒漠”、“网络是精神鸦片”式的消极抵

触。一边是烈焰，一边是海水；一边是天堂，一边是

地狱……计算机网络之于人类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人类近30年来所

积累的科学知识，占有史以来积累的科学知识总量

的90%，而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所积累的科学知识

只占10%。英国技术预测专家詹姆斯·马丁的测算

结果也表明了同样的趋势：人类的知识在19世纪是

每50年增加一倍，20世纪初是每10年增加一倍，70
年代是每5年增加一倍，而近10年大约每3年增加一

倍。可见，知识总量在以爆炸式的速度急剧增长，

尤其是借助计算机网络的力量，知识爆炸更为剧烈，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便是佐证。“知识大爆炸”一定程

度上也意味着“精神的大爆炸”，人类的精神生活获

得了空前富足的资料，人类建筑于高度物质文明成

果之上的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愈来愈完备着其现实

基础。由此观之，人类借助计算机网络的力量所取

得的知识、文明成果已经充分说明计算机网络对于

人类精神生产及精神产品的传播、消费等所实现的

飞跃发展，展现了网络时代特有的精神文明状况。

所以计算机网络是人类精神生产、精神生活的重要

工具，而且已然成为人类须臾不得分离的精神依赖，

在这个意义上人网互动的精神共生性不仅存在而且

显著。 
需要指出的是，计算机网络不仅仅是人类精神

生活的工具，它不是被动地被人使用，而是“主动

地迎合”人的精神生活的需求，它已经成为人类精

神生活赖以存在的精神生态。首先，网民成为直接

的精神生产者。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和普及赋予了越

来越多的人新的身份——网民，网民在网络空间被

赋予自由的信息生产的权利，每个网民都以网络世

界的信息生产者的主人翁姿态出场，从而极大地激

发了网民进行信息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信息生

产创造精神文化，于是网民作为信息生产者直接的

又是精神生产者，塑造了网络精神生产的壮观场景。

其次，计算机网络为网民的精神生产提供了丰富的

平台。网民要在网络中记录自我、描绘生活、创造

作品、发表言论可以轻松地找到诸多平台，博客、

微博、SNS论坛、QQ空间、BBS、创意社区、播客、

微信……这些开放的平台成为了网络精神生态的重

要基础设施，正是依托这些基础设施，网络精神生

产具备了坚实的现实支撑。再次，计算机网络的信

息化、时空超越性、共享性为精神生产提速。迈克

尔·海姆形象地说：“我们依靠电子文本在信息世界

的高速公路上奔驰，而布尔查询逻辑则将我们的精

神生活挂上了高速档。”[7]比尔·盖茨认为：“信息

高速公路将打破国界，并有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

的发展，或至少推动一种文化活动、文化价值观的

共享。”[8]计算机网络的信息化传递、全球化信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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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为人类的精神生态开辟了神奇的交流渠道和沟通

方式，还无疑为人类精神生态提供了全球共享且可

以重复共享的精神生产原料，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数

量和质量的增长提供了条件。显然，以上的对精神

生态核心要素的描述已经能够说明计算机网络对人

类精神生活的特殊意义，这是人类以往的精神生活

所不具有的，是由人网互动塑造的，因而也是人网

互动本身重要的特质。 
总之，计算机网络之于人类的精神生产、精神

生活的特殊意义已经全面展现，计算机网络在人类

精神生活层面与人类共生的格局不仅形成且日益牢

固，人网互动的精神共生性必将愈来愈深刻。 
综上所述，物质现实性特征揭示了人网互动的

本体论属性，它是物质的、现实的，而非“虚拟的”，

用“虚拟性”替代和消解其物质现实性，是偏离本

体的、值得商榷的。信息主导性特征揭示了人的信

息器官及其功能与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耦合，反

映了人的信息需要与计算机网络满足信息需要方式

的高度互动，展现了人网互动在信息社会的信息化

特色。智能创造性特征则揭示了基于人的智能和计

算机网络的智能之间的互动共振效应而形成的人类

新的创造机制——双重智能（甚至多重智能）共振

机制，这催生了信息社会条件下人类越来越突出的

新的创造方式即智能化创造方式。精神共生性特征

揭示了人网互动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独特而深刻的

价值，精神共生是传统人机互动所难以实现的，同

时又是人网互动所日益彰显的，它预示着人类精神

生活的巨大变革，反映了人类与技术融合的深化，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人网互动这种新的技术实践

活动的终极意义。四个基本特征之间内含着“物质”

→“信息”→“创造”→“价值”的逻辑展开，它

们是相互联系的人网互动本质的展现。从这些特征

出发，我们可以深化对网络的理性认识，在人网互

动的物质现实性中确证网络的现实性；在人网互动

的信息主导性中理解网络的信息本质；在人网互动

的智能创造性中认识网络的智能创造功能；在人网

互动的精神共生性中体悟网络的精神属性。理解网

络就要肯定网络的现实性，理性地认识和对待网络

在人类的信息活动、智能创造活动、精神活动中的

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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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at is network? It is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that needs to be talked.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network will lead to different network behaviors and different network realities. 
Understanding network can proceed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network interaction, to prove the reality of 
the network,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to recognize the intelligent creation function of 
network, and to feel the spiritual attributes of the network. Understanding network needs to confirm the realistic of 
network, and understand the status and role of network in human’s information activities, intelligent creative 
activities, and Ment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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