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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网络空间下爱国主义的逻辑结构

□王丽鸽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1731]

[摘　要]    【目的/意义】 历史条件和生存环境的变迁，不断赋予爱国主义新的时代内涵。深入分

析和考究爱国主义逻辑在网络空间内的演进路径，不仅是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的题中之义，更是

立足社会实践，进行理论创新的应然之举。 【设计/方法】 通过对网络空间爱国主义的场域逻辑、运

演逻辑和价值逻辑的比较分析，以明晰其发展境遇、生成理路和意义秩序。 【结论/发现】 虚拟生存

场域的空间边界，规约着网络社会人的生存发展向度，进而也影响并重塑着爱国主义逻辑的空间表达

和研究路径。网络空间的爱国主义逻辑必须遵循技术的程序性思维和符号化表达，涵盖线上和线下两

大话语体系，融合传统与现代两种传播模式，兼顾精神驱动和行为选择两个方面，回应意义指向和意

义建构两项维度，全面推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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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Patriotism in Cybe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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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changes  in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living  environment  have
continuously given patriotism a new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study of the evolution path
of patriotism logic in cyberspace is not only the meaning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patriotism tradition,
but also the necessary act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social practice. 【Design/Methodology】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field  logic,  performance  logic  and  value  logic  of  patriotism  in  cyberspace,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formation  and  meaning  order  of  patriotism  are  clarified. 【Findings/Conclusion】 The
spatial  boundary  of  the  virtual  survival  field  regulates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people  in  the
network society, and it  also affects and reshapes the spatial expression and research path of patriotism logic. The
patriotic logic of cyberspace must follow the procedural thinking and symbolic expression of technology, covering
both the online and offline discourse systems,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ommunication modes, taking into
account both spiritual drive and behavioral choices. It should respond to the two dimensions of meaning orientation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patrio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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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实践一次次跨越物质生

产、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发展症结，突破的

是人类自我生存发展的困境，凝结的是人类文明进

步的精华。中华民族承载着光荣而悠久的爱国主义

传统，爱国主义作为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同一面旗帜，飘扬在历史进步的舞台上，挥舞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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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的浪潮中。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团结中国人

民奋勇前进的内生力量，是引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日益进取的精神内核。“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

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

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历史条

件和生存环境的变迁，不断赋予爱国主义以新的时

代内涵。在网络信息化的当代，伴随网络信息技术

的发展和虚拟技术的迅猛渗透，一个全新而又与世

界紧密相连的虚拟生存场域脱出于世。网络正在以

一种不可阻挡的全球性力量，影响并改变着我们的

生存方式和生活时代。“人是天然的社会动物”，

始终存活于解决问题和迎接新问题的过程之中。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

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

导”[2]。为此，深入分析和考究爱国主义逻辑在网

络空间内的演进路径，不仅是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

传统的题中之义，更是立足社会实践，进行理论创

新的应然之举。

一、场域逻辑：网络空间爱国主义的发

展境遇

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及推广，人类社会的

生存发展空间进行着革命性的拓展。信息技术的发

展不仅推进了人类生存样态的变迁，而且构建了一

个与现实物理空间并存的虚拟生存空间。从发生学

角度出发，社会网络空间的构建与人类虚拟生存场

域的形成具有同构性，因而，网络空间的构建维度

与网络社会的生存逻辑相互规约。换言之，虚拟生

存场域的空间边界，规约着网络社会人的生存发展

向度，进而也影响并重塑着爱国主义逻辑的空间

表达。

（一）时代变迁：爱国主义逻辑的当代语境

曼纽尔•卡斯特指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

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

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

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

过程中的操作与结果”[3]。考查传统的爱国主义逻

辑，从爱国情怀到爱国行为的转化，从爱国意志到

爱国实践的落成，皆统一于实然的物理世界。然

而，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既为爱国主义的时代化

提供了技术支撑和信息平台，同时也对爱国主义的

宣传培育发起挑战。网络社会人的空间性生存，淡

化着国家与社会在互联网公共空间的互动边界，以

虚拟化、符号化的方式重组着组织化的利益集团，

进行着自由性、开放性的兴趣聚合。网络技术愈是

进步，触及人类生活的范围愈是广泛，人类便愈加

警醒网络的存在意义；网络社会愈是成熟，影响人

类生活的程度愈是深入，人类便愈加思索自身的生

存逻辑。

新的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逻辑同样无法规避

信息时代的虚拟性存在。一方面，继承和发扬爱国

主义传统必须与时俱进，充分借助信息技术的传播

优势，发挥爱国主义精神的凝聚动员作用。另一方

面，要求我们时刻警醒网络空间多元价值的离散风

险，积极占领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网络阵地。为

此，基于互联技术而展开的爱国主义逻辑考究必须

扭转一个局面：我们所进行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创

新，不能将着力点仅停留于国家、社会和个人如何

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更要注重探索如何让互联网

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生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研究和爱国主义精神阐

释，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体、增强教育

效果”“运用艺术形式和新媒体，以理服人、以文

化人、以情感人，生动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唱响爱

国主义主旋律，让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

定信念和精神依靠”[4]。事实表明，网络信息技术

为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条件，为我们立足

民族、面向世界搭建了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

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奋斗之中”[5]。网络信息社会既是我们探讨如何为

爱国主义传统注入时代元素的话语空间，也是新时

期爱国主义与时俱进，保持民族特色，融入世界的

实践场域。

（二）空间转换：爱国主义逻辑的技术依托

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是人类科技史上的

一次伟大变革，它将人类的文明推向了一个崭新的

阶段。技术是人借以实现超越的条件，极大地扩展

了人类的生存场域。技术化的生存方式在现实世界

与虚拟世界之间实现了结合和转换，为人类开创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化网络生存时代，而这一时代

的到来赋予了现代性以新的意蕴。技术的助推力逐

步染指着人类历史的根基，与其将技术的革命意义

表述为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空间的拓展，不如将其

理解为技术原本就是人类存在方式的现实展示。网

络空间的爱国主义逻辑依托于技术的程序化运行而

存在，也因其技术性存在而与网络生态的发展景观

紧密相连。广泛多样的信息网络移动终端极大地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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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信息传播的广度，高效先进的社会化媒体迅猛

地提升着信息传播的速度，既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养

成提供丰富的信息素材，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创建

崭新的培育媒介，也为爱国主义意志的行为选择给

予高效的技术支撑。

新媒体时代的强势推进，携传统媒体时代传播

效果之积威和传播内容之多元，实现传播形式转型

的同时，却也增加了舆论传播的复杂。透过网络信

息技术的演进过程，从局域网到广域网的跨越，搭

建了一个自由、开放、平等、互动和共享的技术平

台，存储了海量的信息数据，承载了更为复杂的人

类社会交往。面对复杂的网络空间生态，积极实现

爱国主义逻辑的空间转换，不仅源于网络信息技术

发起的现代邀请，更是预防网络空间因价值多元而

引发信仰危机的必然选择。如何将爱国主义教育贯

穿于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如何把爱国主义教育与精

神文明建设相统一，如何让爱国主义教育与社会实

践相协调，这是时代发起的追问。然而，理论的价

值在于贴近现实、解释现实，当人类的生存空间已

经依托技术而横亘于虚拟与实在两大物理空间，当

人类的现实生活已经自由流转于虚拟与现实两个生

活世界，此时的理论创新也应然地做出发展性的转

变。因而，网络空间的爱国主义逻辑必须做出技术

性调整，积极地改变传统逻辑，遵循技术的程序性

思维和符号化表达，涵盖线上和线下两大话语体

系，融合传统与现代两种传播模式，以全方位地彰

显中国精神。

二、运演逻辑：网络空间爱国主义的生

成理路

近年来，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

传播技术飞跃发展，它使人类的生存实践获得了开

拓性的进展，不仅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极大地淡化了虚拟世界和

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网络信息技术不仅引发了人

类传统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方式的变革，改变了人类

的生存基础、思维模式以及话语方式，而且积极对

接着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具体要求，以技术变革为

进路，坚持知国之理、爱国之情、报国之行相贯

通，从精神驱动和行为选择两方面，规约着新时期

的爱国主义逻辑。

（一）精神驱动：爱国主义的情怀表达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不断地变革着自己的生

存图景，网络空间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不仅延伸

了人的社会关系，而且彻底激活了人的主体性。爱

国主义在网络空间的情怀表达，虽要依照程序化的

技术运作规律和符号化的信息交换模式，但这一过

程并不是抽象被动的字码输入，而时刻与鲜活的生

命个体相结合。人的技术性自由布展，恰是主体间

性的实然存在，爱国者的情怀表达时刻遵循着自

知、自觉和自信的内生逻辑。

首先，加强网络空间爱国主义情怀的感性自

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

精神”[6]。这一论断不仅从理论层面呼应了韦伯著

名的社会学假设：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

着一种支撑这一事业、并维系这一事业成败的无形

的时代精神，而且从实践层面论证着中国精神是践

行中国梦的强大动力。网络空间爱国情怀的技术性

生成，将伴随信息平台多元价值的碰撞和多样文化

的冲突，根据布鲁斯•宾伯的观点，信息技术比其

他媒体提供的信息要多得多，而且通常价格相对低

廉，这些信息事实上有无限多个相互竞争的来源。

正所谓“知之甚深，爱之愈切”，只有全面深入地

接收庞杂繁多的信息流，才能客观而准确地获取第

一手感性信息资源，进而科学地分析信息符号背后

的利益归属，形成心理认知和价值判断，为爱国认

识的飞跃创造条件。

其次，增进网络空间爱国主义情怀的知性自

觉。实践表明，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影响

并建构着人类不同的生存状态。回归现代社会，立

足于网络空间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方式，网络信息技

术正在悄然而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规约

着社会的运行机制和个人的存在方式。值得重视的

原因在于，这种改变早已涉及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

值选择，自然也改变并重构着爱国主义情怀的生成

路径。“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

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

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7 ]。确

然，爱国主义是中华文明的传统，中国数千年的历

史传承，有着稳定的文化模式和民族品格，如同血

脉和基因自在自发地流动在个体的生存和社会的运

行之中。但是，伴随技术和社会的变迁，网络信息

社会的自由开放和虚拟隐蔽，拓展着人类的生存空

间，也离散着社会群体的心理认同，挑战并威胁着

爱国主义的时代意义。因而，面对网络信息技术对

人类生存方式的空间性变革，必须保持清晰的认识

和高度的自觉，这是技术时代心理认知和情感表达

的预设前提，更是虚拟实践对理论创新的呼唤。

再次，提升网络空间爱国主义情怀的理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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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在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矛盾的复杂性

和问题的特殊性时刻威胁着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也挑战着中国人民爱国、爱

党和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国

民自信心不足？实践证实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

信息缺位。信息缺位并不代表信息空白，而是指信

息资源的数量和人们认识世界的程度，旨在对比纸

媒时代的文字解读和网媒时代的立体呈现。一方

面，信息缺位会带来民众的茫然和恐慌，进而对外

在世界产生畏惧和逃离，滋生着自我认同的危机。

另一方面，信息缺位使得民众对外在世界莫名向

往，缺乏理性比较的信息资源，进而导致自我否定

和盲目崇拜。然而，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空

间以信息的流转实现着世界范围内的互联、互通和

互动。民众借由网络获取丰富的信息资源，对世界

展开全新的解读。通过比较获取的民族认同和文化

自信，将是网络空间凝聚爱国力量的情感源泉。

（二）行为选择：爱国主义的角色期待

“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

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

展繁荣而不懈奋斗”[8]。然而，生存境域的变迁，

不仅引发了生存方式的转变，由此也滋生着价值原

则的碰撞，使得网络空间不同的行为主体产生了不

同的行为趋向。为此，网络空间的爱国主义逻辑也

对社会个体形成了明确的角色需要，要求其果敢而

理性地进行角色担当。

首先，网络空间爱国主义的行为趋向。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坚持立足民

族又面向世界。在践行爱国主义精神的行为选择过

程中，同样要坚持中国情怀与世界眼光的紧密结

合，这将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彰显中

国气派的应然之举。理论的创新基于实践的发展和

需求，人类社会实践的深入和生存境遇的变迁，始

终呼唤着爱国主义作出积极的时代回应。从网络空

间个人行为选择的角度出发，日益呈现以下趋势。

其一，实时性是网络空间爱国行为的显著特征。网

络空间是信息的集散平台，架构于虚拟与现实两大

生活世界，涵盖了线上和线下两种话语体系，融合

着传统与现代两种传播模式，不同的利益体和发声

体共同“透析”着社会问题，爱国者将及时、便捷

地获取话题信息，并快速、高效地展开爱国行动。

其二，开放性是网络空间爱国行为的时代特性。当

今的社会具有极强的开放性，爱国行为的选择也不

仅仅局限于回国奉献一种途径，走向世界的舞台，

为国争光同样是传递中国声音，彰显中国气派。安

东尼•唐斯认为，“大多数不确定性都可以通过信

息的获取来消除” [9 ]。网络空间信息的共享和流

通，极大地增进了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包容，人

们会更加支持和鼓励中国人民走向世界，在人类文

明的进程中保有中国作为。

其次，网络空间爱国主义的角色担当。角色担

当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争做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者。

人类超越现实获取了全新的生存场域，虚拟性生存

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崭新范式，展现着人类的本

质力量，但在网络空间最终确认其“身份”的路径

仍要溯其精神文化意义。爱国主义精神的网络化传

承，不仅是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的现代性选择，更

是培育和塑造网络空间精神文化意义的关键环节。

与此同时，“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主义’，具有一

定抽象性，是对社会生活中千千万万爱国现象的高

度概括，具有自身的理论完整性和学理支撑。但爱

国主义不是抽象的，它必然要落实到每个具体的人

身上，体现在每个爱国者的认知、情感和意志行为

中”[10]。因而，角色担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争做

爱国主义行为的践行者。人类借由网络信息技术延

伸了人的生存领域，使人虚拟化为数字化的符号体

而“活动”于自己的制造物中。网络空间爱国主义

情感外化为意志行为的过程将更为生动，依托信息

技术而展开的爱国实践其组织规模、参与程度、活

动效果都是极为乐观的。爱国者将其凝结了爱国情

感的思维构想外化为直观可视的超文本景观，流转

于虚拟的网络时空之中。这种将精神和情感进行符

号化的输出过程原本就是爱国行为的一种形式，再

经由网络空间的信息共享，人们所进行的选择性接

受和主动性传播也演变为爱国行为的践行方式。

三、价值逻辑：网络空间爱国主义的意

义秩序

21世纪以来，中国的欣然崛起不仅意味着中华

文明的复兴，而且表征着中华文化的繁荣。我们无

可否认，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方

向，但推动历史车轮前行的物质力量仍源于科技的

进步。技术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地变迁，不仅以强

劲的力量挑战着人们既定的生存方式，同时也规约

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模式。人类生存境域的技术性变

迁，以符号化、程序化的作用方式重构着人类的精

神文化内涵，网络空间的虚拟实践不断推演着爱国

主义的意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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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义指向：爱国主义的向度规引

网络信息技术对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环境进行着

程序化和虚拟化的建构，面对这场伟大的空间性生

存变革，我们要切实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

向未来，将文化自信的精神品格，转化为更基本、

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动力源泉。

其一，打造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融合。网络信息

技术为中国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提供了科技支持，为

中国的民族复兴提供了智力保障。美国著名的社会

学家希尔斯认为，“传统是围绕人类的活动领域而

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

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

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11]。网络空

间对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必然伴随着传统

文化的现代性改造，也必然伴随着网络社会主体的

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的现代性培育。超越传统与现

代的二元对立，走出西方式现代化异化和人的异化

困境，反本开新，这不仅是技术赋予时代的历史机

遇，更是网络空间给予爱国主义逻辑的融合性表

达，即坚持传统性的“本来特质”、现代性的“外

来资源”与发展性的“未来方向”紧密融合，以实

现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二，坚持内发性与组织性的结合。“在中

国，互联网似乎扮演了这两种功能：它既是媒体的

一种新形式，又是社团的一种新形式”[12]。组织化

的利益集团能够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重申各自的价值

主张，并通过对互联网的程序化设计来建立自身的

合法性。为此，爱国主义的技术性表达（或者说社

会主体在网络空间践行爱国主义的行为方式），这

种以技术的程序化逻辑为链条的爱国主义存在方

式，必须坚持将网络社会主体的内发爱国情感与技

术组织方式相结合，换言之，既要重视民族精神对

中华民族的内发性聚合，也要回应网络社会对现实

世界发起的组织性邀约，这是网络空间爱国主义逻

辑的基本原则。

其三，追求开放性与民族性的嵌合。西蒙指

出，“时代创新对人们的信仰造成的影响已成为

一个时代的重大特征，在早期的较为有限经验基础

上形成的一些旧信条的改变是进行制度变革的前

提”[13]。中华民族正践行着崭新的社会实践，既面

临着西方文化的价值冲击，又无法规避现代性不足

的发展症结；既要抵制文化霸权主义的威胁，又要

警惕文化相对主义的风险。实践表明，信息技术的

发展为历史变革和社会实践提供了条件，提供了多

样化的发展样态和选择机遇，要求人们“要努力适

应一个更加相互关联的、高度不确定的世界”[14]。

为此，网络空间的爱国主义逻辑就是要打通异质文

明间的壁垒，探索一条有效把握开放性与民族性相

结合的现代文明创新之路，以确证在多元文化竞争

与包容的网络空间内，实现自身民族的生存与发

展、实现多元文明的相济融合。

（二）意义建构：爱国主义的愿景设计

意义秩序的建构按其本质来说是对现实关切与

理想追求的实践统一，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和理想

性。建构意义秩序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将实践活动的

目标指向尚未存在的应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为

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

间”[15]。对网络空间的爱国主义进行意义建构，旨

在解蔽虚拟实践的本质景观，超越事实价值、建构

合法的爱国主义逻辑。

其一，营造网络良好生态的时代要求。众所周

知，网络建立的起因源于信息的共享及精神的交

流，甚至可以先验地认为网络空间原本就是信息的

聚集地和精神的共同体。为了积极回应实践发起的

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

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

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

化，不符合人民利益”[16]。实践证明，现代技术的

崛起幻化出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同时现代人的技术

体验和空间体验形式，也引发了人与自然、技术与

人文之间关系的空前紧张。人的自主性生存、多样

化选择程度的加深与自我身份的迷失、社会归属的

削弱相伴而生，滋生着现代生存的深层焦虑。为

此，建构爱国主义逻辑的空间程序，积极地遏制网

络精神雾霾，不仅是营造网络良好生态的时代要

求，更是增强网络社会人心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

的必然选择。

其二，创建网络精神文明的现实呼唤。虚拟时

代的到来，带来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又一次真正文

化意义上的精神跃迁。网络信息时代，人文理性和

技术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

显，科技异化的漩涡加剧了人文诉求的断裂，褪去

了价值理性的关怀。网络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人类

摆脱生存困境的又一次探索，这一伟大实践是延续

人类文明的自觉尝试。历史地看，人类文明的发展

史呈现一个递进式的推进过程，它既彰显了人的本

质力量、拓展了生存的时空界域，也滋生着诸多矛

盾和张力，使社会发展存在多种可能和选择。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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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理论真谛再一次经受住

了实践的考验。网络虚拟实践的过程中，人民以网

络信息技术为媒介创造着历史，担当着文化的生产

者和创造者。网络空间的爱国主义精神再一次鼓舞

人民超越现实、建构自我，爱国主义的空间逻辑规

约着网络精神文明的内部平衡与整体和谐。

其三，推进网络强国战略的实践观照。数十年

的时间，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快速迈入了信息化

时代，伴随网络空间的拓展与巩固，紧抓国家发展

和治理转型的契机，积极化解生存困惑，规避发展

风险。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网信事业的发

展进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施网络强

国战略”。加大网信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网络强国

战略的根本路径，然而，科技化的工具不能解决生

存的意义问题，强国战略离不开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等领域全面发展的坚实基础。面对复杂多

元的网络生态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必须正视

技术变迁带来的社会转型，爱国主义的精神养成必

须遵循网络社会的文化边界，既要自觉于民族精神

的优良传统，也要积极果敢地汲取世界文明之精

华。同时，树立严密安全的防御意识、感知网络安

全态势，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 [ 1 7 ]。

在网络虚拟实践的过程中，以爱国主义为信仰的律

令，积极倡导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强调: 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N]. 人民日报, 2016-05-18(1).
[2] 习近平. 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强调: 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N]. 人民日报, 2016-05-18(1).
[3]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 译. 北

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4] 习近平.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 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国梦提供

精神支柱[N]. 人民日报, 2015-12-31(1).
[5] 习近平.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座谈会强调: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 人民日报,
2019-03-19(1).

[6] 习近平.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 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国梦提供

精神支柱[N]. 人民日报, 2015-12-31(1).
[7] 习近平.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8-05-03(1).
[8] 习近平.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 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国梦提供

精神支柱[N]. 人民日报, 2015-12-31(1).
[9] ANTHONY D.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M].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7.
[10] 刘建军. 主题•本质•特征: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爱

国主义的重要论述[N]. 光明日报, 2016-05-19(1).
[11] 爱德华•希尔斯. 论传统[M]. 傅锂, 译. 上海: 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9.
[12] 郑永年. 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M].

邱道隆,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13] 西蒙•库兹涅茨. 现代经济增长[M]. 戴睿, 译.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14] 保罗•霍普. 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M]. 沈毅,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15] 习近平. 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

谈会强调: 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让互联网更好造福

国家和人民[N]. 人民日报, 2016-04-20(1).
[16] 习近平. 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

谈会强调: 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让互联网更好造福

国家和人民[N]. 人民日报, 2016-04-20(1).
[17] 习近平. 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

谈会强调: 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让互联网更好造福

国家和人民[N]. 人民日报, 2016-04-20(1).

编　辑　肖忠琴

· 106 ·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第 22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