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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网络生态的基本特征

□陈宗章

[南京邮电大学　南京　210023]

[摘　要]    网络生态指向网络空间构成要素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状态，以及各要素之间及其与网络

空间乃至整个社会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网络生态体现了虚拟性与实在性的有机统一，是一种“虚拟

的实在”；网络空间中人的交往关系的重构，体现出网络生态扁平化的结构性特征；网络生态系统是

一个不断生长的结构形态，具有明显的技术属性，体现为技术与人、技术与资本、技术与意识形态的

关系等诸多方面；但社会属性才是网络生态的本质属性，网络生态系统的生产与再生产在本质上即是

人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总体而言，网络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只有在多方面采取有力

措施，才能真正“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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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twork Ecology

CHEN Zong-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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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twork ecology points to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lements of cyberspace，and
the interrelation of different elements，and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elements and cyberspace. As a kind
of “virtual  reality”，the  network  ecology  embodies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virtuality  and  reality.  The
reconstruction of  human relations in  cyberspace reflects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attening of  network
ecology. The network ecosystem is a growing structure with obvious technical attributes,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  technology  and  capital,  technology  and  ideology  and  other  aspects.
Social  attribute  i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network  ecology.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network
ecosystem  is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human  social  relations  in  essence.  On  the  whole,  the  network
ecosystem is a complex system. We can “clean up cyberspace” only if we take measures in many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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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空间新形态的形成，

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习

惯。作为一种渗透性要素，它同样深刻影响着社会

各个领域的发展，成为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不可忽

视的一个变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在其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中显示：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手机网民规模则

达到7.88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

98.3%。经济社会诸多领域和行业与互联网融合程

度不断加深，互联网服务呈现智慧化和精细化特点[1]。

与此同时，这种深刻变化也不断加剧着社会风险，

在价值观层面上，同样带来某种程度的危机。基于

此，深入探讨网络生态的有关问题，准确理解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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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其基本特征，对于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促进人自

身的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网络生态的“虚拟–实在”性

生态本是一个生物学概念，主要指的是生物物

种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以及不同物种之间及其

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伴随生态学的发展，

其研究方法不断被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进而成为

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由此，

我们可以把网络生态理解为网络空间构成要素自身

的存在和发展状态，以及各要素之间及其与网络空

间乃至整个社会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总体来说，

网络生态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互联网技术及相关软

硬件设备、人及其实践、网络信息以及网络空间环

境四个关键要素。互联网技术及相关软硬件设备是

网络生态形成和发展的物质性基础；人是主体，是

网络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是网络生态

的建构者；网络信息是人的网络交往实践的媒介，

是价值与意义的承载者；网络空间环境则主要指向

整个网络空间自身，既包括了由技术、资源、基础

设施等构成的物理环境，也包括了由人的活动、各

类规章制度、网络协议等构成的社会环境。这些要

素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一种系统性的关系结构。

那么，这种关系结构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呢？

首先，网络空间是一个虚拟性空间。在技术维度

上，网络空间建立在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之上，

是由“比特”构成的电子化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

仿真模拟；在主体维度上，网络主体的符号化形

式，解构了人自身的先在性身份表征，成为一种虚

拟的存在形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亦成为一种

技术性、符号化的互动；在内容维度上，网络空间

中高速流动的信息成为意义与价值的承载体，它们

凭借虚拟化、数字化的网络平台广泛传播，构筑出

内容丰富的网络世界。人们借助技术化手段，经由

不同的界面进入网络空间进而展开丰富的交往实

践，一个虚拟的世界便形成了。由此，网络生态所

内涵的关系结构首先体现为一种虚拟性。当然，这

里的“虚拟”绝不代表所谓的虚空和空无，作为客

观实在的虚拟形式，它建构网络生态的方式，不仅

蕴含了网络空间中各个要素存在的真实性和发展的

潜在可能性，同时也蕴含了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

实际路径。尼葛洛庞帝指出：“假如我们把组成

‘虚拟现实’一词的‘虚拟’和‘现实’两个部分

看成‘相等的两半’（equal halves），那么把‘虚

拟现实’当成一个重复修饰的概念似乎更有道

理。” [2]换言之，虚拟即可以被理解为现实存在的

一部分。作为主体的人及其交往实践是真实的，流

动的信息所承载的价值与意义也是真实的。而作为

技术形式的“虚拟”也一直是围绕着真实的问题展

开的，揭示了真实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进而给人带

来真实的体验。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甚至经由现实的

途径从线上转移到线下，从虚拟空间转向现实的社

会空间，从而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总之，

我们并不能因为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而把网络生态理

解为一个“非现实的存在”，把它理解为一个依赖

人的想象力来感知和把握的抽象形式[3]。网络生态

在总体上体现了虚拟性与实在性的有机统一，是一

种“虚拟的实在”。

二、网络生态的扁平化结构

在生态学意义上，生态系统的丰富和平衡源于

构成生态系统的物种的多样性及其适当的数量关

系。生态系统越是复杂，越是能够增强生态系统的

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生态系统中的某一种群在时

空维度上所据有的位置及其与其他种群之间的关

系，即体现为自身的生态位问题[4]。自然生态中各

类物种的生态位整体上体现为一种垂直性关系结

构，即所谓的生物链。社会生态中各要素的生态

位，基于社会的等级性、组织化和科层化等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明显的纵向性、垂直性特

征。而在网络空间中，这种垂直性特征被解构了。

事实上，正是基于人自身及其相互间的交往互

动，建构起了整个社会生态。而网络空间的虚拟

性、开放性、跨时空性等特征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交

往互动的空间条件。一方面，“现实的人”的先在

身份被解构，他们完全可以隐匿自身的社会角色、

职业、地位乃至性别，以一个虚拟的符号在网络空

间中存在并展开实践活动；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

开放性又赋予了人们自我表达和选择的自由性，他

们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

受者，而是成为信息的积极发布者和传播者。由

此，网络空间中人的交往实践活动就突破了以往的

种种物理性、社会性障碍，从而体现为某种平等性

的交往关系结构。许多人把这种交往关系结构理解

为“无中心性”，正如卡斯特所指出：“网络是没

有中心的，其包含的仅仅是节点。每个节点对于网

络来说具有不同的关联性。”[5]显然，这种关联性

会在“无中心”式的交往互动中得到新的意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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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这里的“无中心性”并不是说网络互动没有

“中心”，而是强调一种新的互动方式的呈现。例

如，在网络交往互动中会产生意见领袖或网络大V，

他们具有强大的“吸粉”能力，在网络议题设置、

网络舆论引导等方面，体现出明显的“中心性”特

征，从而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更广泛的影响力。然

而，这里的“中心性”已完全有别于传统的垂直性

交互特点。尽管这个过程中存在网络资源和社会资

本占有、信息技术使用等方面的不对等性，但它在

较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现实社会中垂直性的权力位

阶，科层化、组织化特性在网络空间中被弱化，从

而把交往互动建立在交往主体平等的交往机会和交

往权利之上。再以知名的网络平台“知乎”为例，

网民通过简单的注册就可以使用这一问答式平台，

并通过“问题–答案”的交往互动模式，实现共享

知识、分享经验的目的。网民正是通过添加关注、

发表评论乃至发送私信等方式，在一“问”一

“答”之间建立起一种交互性的社交关系。也正是

在这种问答式的互动过程之中，那些专业化、合理

化的答案，因为得到网民的普遍性认可进而获得一

种话语权力。由此，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网不断被

建构起来。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其实质

即是网络空间中人的交往关系的重构，体现出网络

生态扁平化的结构性特征。在这样一种结构中，人们

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建构出新的网络生态。

三、网络生态的技术属性

网络生态的发展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基础

之上。具体而言，数字化技术、信息技术等是建构

并影响网络生态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它们不断改善

和优化计算机的硬件、软件系统，增强人们认识世

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并深刻改变着人与人的交往

互动方式，推动着人们的网络生产与生活实践的发

展。正是大数据、云计算、5G技术等新技术的开

发和应用，使得信息的生产、存储、传播和利用获

得更快的速度、更大的容量、更好的效果，人们获

得更加先进、更加多元化、便捷化的上网体验和更

加优质的网络资源。当前，“互联网+”行动计划

的推进，使得互联网技术不断嵌入到社会生产、教

育、医疗等各个领域，在改变传统产业、创新新兴

产业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深刻

变革。当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到某个领域之后，

就会引起某个领域生态系统的变化，并在这个过程

中不断改变着网络空间自身的生态结构。这个过程

充分体现了网络生态自身发展的嵌入性、延伸性和

动态性，即网络生态系统本身即是一个不断生长的

结构形态。可以说，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成为

推动网络生态变迁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然而，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考察网络生态的

技术属性，需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我们可以

从三个方面进一步解读网络生态的这一基本特征。

（1）技术与人的关系。技术的发展根本上是为人

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但在利用技术的过程中，稍

有不慎就会产生二者关系的颠倒乃至异化。即在人

们通过互联网技术提升获得感的同时，一旦过度依

赖互联网，沉溺于虚拟的技术世界而丧失主体性，

就会带来人格分裂、社交抗拒、人情冷漠等现象，

人就会沦为技术的奴隶。一些黑科技的发明和应

用，更是增强了别有用心的人破坏世界的能力，使

得网络社会真正成为一个高风险社会。（2）技术

与资本的关系。网络世界中技术发展背后的资本逻

辑日益凸显。资本具有趋利性，一方面，它会影响

技术的应用走向；另一方面，它又会借助技术扩大

自己的活动空间。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资本会不

断向媒体渗透，甚至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实现操控

网络舆论的目的。在技术与资本的双重驱动之下，

网络生态处于动态性的变化发展之中。（3）技术

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网络生活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技术在人们的交往互动过

程中充当着重要的工具性角色。而在这一工具的应

用过程中，渗透着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

意志等要素，从而体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与

此同时，互联网技术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也成

为关键性要素，成为展开意识形态斗争的有力武

器。可以说，互联网技术在实践形态上发挥着重要

的意识形态功能，其理论形态也成为现代意识形态

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深刻把握网络生态的

技术属性，对于理解和建构良性的网络空间生态具

有重要意义。

四、网络生态的社会性本质

网络生态系统具有明显的技术属性，但社会属

性才是其本质属性。如前所述，互联网技术是建构

网络空间生态的物质性基础，但技术本身却是人的

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反映了人的现实发展的需

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告诉我们，为了满足

基本的生存需要，“现实的人”首先要从事物质资

料生产活动，并在生产活动中产生一定的劳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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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交往实践，并在交往实践中进一步形成一定的交

往关系和交往方式（即生产方式），也正是不同的

交往关系和交往方式形塑了不同的社会空间形态。

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来理解人的全部

历史活动和过程，我们就会意识到，互联网技术的

出现和应用正是人们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认识和改

造客观世界的结果，网络空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

就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因此，尽管网络空

间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和运行规律，但它归根结底

是社会空间的一部分，是现实社会空间在新技术条

件下的延伸和拓展。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整个网络空间生

态系统中，人始终处于核心位置。正是人与技术、

人与信息、人与空间环境、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

系，才构成了整个网络生态系统。其中人与人的交

往互动是建构网络生态的最关键要素。一方面，人

是网络生态系统的建构者。不仅现实的社会关系会

以镜像的方式反映到网络空间之中，同时在人的网

络交往互动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结

构。正是人基于不同的兴趣爱好、行为目的、利益

诉求的交往实践活动，以及在交往互动过程中对网

络资源的分配、协调、整合，才促使网络空间不断

产生分化，促使网络生态得到动态性发展；另一方

面，人又受到网络空间生态的深刻影响。流动的信

息所承载的是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具体的

价值和意义。在信息交流和碰撞过程中就会形成不

同的意义域，进而对人产生一定的价值聚合或排斥

作用。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人，显然要受到一定的

网络生态的影响。在价值观意义上，它不仅可以把

人区分为不同的网络群体，还可以改变人的价值观

念和行为方式，发挥出积极的价值引导功能。网络

空间的流动性促使网络生态始终处于变动过程之

中，它的变动也不停地调整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

系，从而体现出对人的重要的塑造功能。显然，一

个健康有序的网络生态，有利于促进人自身的成长

和进步，反之会产生消极作用。马克思强调，主体

的实践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生命活动”，在根本

上是一种社会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6 ]。可以

说，正是基于人及其实践活动，网络生态系统才得

以建构。网络生态系统的生产与再生产在本质上即是

人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是其社会性本质。

五、网络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复杂性是任何生态系统具有的基本特征，但网

络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首先，网络空间中信息的生产、传播、消费和

利用，都是通过不同的网络主体进行的。网络主体

大致包括党和政府、互联网企业、网络媒体以及网

民四个主要类型。党和政府作为领导和管理主体，

行使公共权力，负责提供、管理和协调网络公共资

源，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党和政府既要积极维护我

国网络主权，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网络

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又要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政

策、完善相关制度机制等展开网络空间治理，维护

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互联网企业则在创新互联网技

术、生产网络公共产品、发展互联网产业等方面，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在维护网络安全等方

面也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网络媒体作为生

产、传播信息的重要载体，在传播资讯、传承文

化、服务大众和引导舆论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

用；而网民则是网络空间中的公众主体，既是网络

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也是网络信息的消费者和

利用者，是网络生活的活动主体。不同的网络主体

具有不同的立场和利益诉求，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他

们相互影响、彼此交互，共同建构着网络生态系统。

其次，多元化的网络主体之间的交往实践是通

过网络信息作为媒介的，流动的信息和信息的流动

是网络生态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样态。承载着不同价

值与意义的网络信息相互交流、碰撞乃至冲突，从

而呈现出价值多元的结构特点。在网络空间中，坚

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地位是实现网络生

态在价值形态上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但多元价值

共生共在又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在多元化的价

值结构和关系中，各类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

主义价值观念（包括自由主义、虚无主义、普世价

值论等错误思潮）借助网络平台广泛传播，对广大

网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在意识形态意义

上，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指导与多元价值观念的共

存之间，就构成一个现实的矛盾。如何处理好

“一”与“多”之间的矛盾关系，直接影响网络生

态发展的价值走向。在现实性上，一些网络主体意

识不到该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在资本、欲望逻

辑的驱使之下，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干扰和渗透之

下，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混淆了马克思

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原则性界限，给网络生

态建设带来危害。

最后，网络生态系统是动态发展的，在这个过

程中充斥着各种力量的博弈。在鱼龙混杂、泥沙俱

下的格局之下，既有正能量传递真善美，又有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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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彰显假恶丑。既有理性的思考与判断，也有非理

性的谩骂与攻击。在奏响主旋律的同时，我们不得

不面对各种杂音的干扰。有人粗鄙地解读着“网络

自由”，毫无顾忌地放纵着本能、宣泄着情绪，以

反主流、反传统的姿态，试图摆脱显性制度的规

约。而个性化、娱乐化的叙事方式更是有意蚕食着

普遍意义的价值标准；别有用心的人则把社会热点

事件作为发酵源，不断搅动着纷繁复杂的网络舆论

场，刻意制造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的对立；更有人

无视法律和道德的存在，制造虚假信息、传播网络

谣言、实施网络暴力甚至走向网络犯罪的深渊，给

网络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危害。一旦话语被毫

无节制地滥用，思想被随意地处置，意义被无原则

的拼贴，在这场符号化的狂欢背后，便是隐含着深

刻的网络生态危机。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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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们只有充分认识

到网络生态系统的这一复杂性，才能采取有力措

施，真正“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六、结语

综上，全面把握网络生态的基本特征，对于探

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空间治理、网络文化建

设以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等问题，对于积极引导和

规范网络空间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的发展等，

均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和前提性意义。网络生态的

“虚拟–实在”性，是对网络空间自在的虚拟性与

实在性的直接体现，网络生态的扁平化结构也使得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呈现出新的内涵和特征，这

都需要我们深刻把握网络空间中“现实的人”以及

人的关系性存在的基本样态和发展趋势。网络生态

的技术属性是其最基本的表现特征，它不仅作为一

种外部动力不断推动着网络空间的发展，并作为一

种渗透性要素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心理和行

为，从而使得网络空间条件下人的交往实践活动体

现出明显的技术化特点。网络生态的社会性本质则

在“是其所是”的层面上体现着网络生态的内在规

定性。换言之，网络生态的形成和发展，根本上体

现了人的关系性本质，这是正确理解和把握网络生

态其他特征的核心与关键。整体来说，网络生态系

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无论是网络生态系统的构

成、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还是在问题层面上对网络

空间生态的认知和治理等，都呈现出高度的复杂

性。这要求我们全面把握网络生态的基本特征，善

于采用综合手段，建设长治久安的网络生态治理体

系[8]，从而打造良性的网络生态和健康的网络空间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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