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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与主阵地。为应对网络意识形态外在威胁、营造风

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增强网络舆论正面引导，需要进行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打好网络意识形态主动仗，有助于捍卫国

家总体安全、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保障人民群众信息自由，因此要坚持党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的领导权、打造

专业人才队伍、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关  键  词  ：   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斗争；网络强国

The realistic logic, value orientation and practice approach  
of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struggle in the new era

Wang Linxin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Abstract   : 	 	At	pres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the	forefront	and	

main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struggle.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external	 threat	of	 network	 ideology,	

create	a	 clean	and	positive	 network	 space,	 and	enhance	 the	 positive	guidanc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network	 ideology	struggle.	A	good	cyber	 ideological	 initiative	 is	

conducive	to	safeguarding	the	overall	security	of	the	country,	developing	a	healthy	cyber	culture,	and	

protecting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	Therefore,	we	must	uphol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struggle,	build	a	 team	of	professionals,	advance	key	cor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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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是党重点关注的领域，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逐步迈入了信息化时

代，互联网日益成为各类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主阵地。我国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发展，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始终正确处理开放与独立、

监管与服务的关系，推动互联网发展取得一系列瞩目成就。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呈现隐蔽性与复杂性的特点，如何打赢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是我们亟待思考的问题。

一、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逻辑

（一）应对网络意识形态外在威胁的需要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受社会存在的制约又对社会

存在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历史上许多与其相关的反面案例也警示

我们忽略意识形态工作会有怎样的不良后果。当前我们正行走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面临着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存在着严

峻的挑战，可谓是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网络空间里有不

和谐的杂音，普世价值观、极端个人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

不良社会思潮通过网络对中国进行大肆渗透，使得凝聚社会总体

共识工作的难度上升。[1]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凭借手中的

“数字霸权”持续不断对他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进行诋毁、攻

击，利用网络空间的隐蔽性与传播的迅速性，策划多场网络空间

的“颜色革命”，将自己的政治模式包装成“普世价值”对他国

进行渗透，通过操纵网络舆论，破坏网络空间的秩序。在网络这

一意识形态斗争主战场上，西方国家仍然垄断网络空间的霸权的

情形未变，敌对势力妄图钻网络的空子来颠覆中国的政治阴谋未

变，我国网络技术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的态势未变，进行网络意识

形态斗争仍然十分紧迫，我们应当树立高度的政治清醒。因此，

必须抢占网络空间制高点，打好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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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的需要

网络空间是全体人民共同的精神栖息地，打造风清气正、生

态良好的网络空间，符合人民利益。网络是当前人们传播信息、

获取信息、表达观点的重要途径，但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存在着

道德失序严重扰乱网络社会正常秩序的现象、各类网络谣言使得

信息传递呈现“后真相”特征。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谣言煽动

民众情绪，误导公众舆论，进而引发群体事件，对社会秩序和公

共安全构成严重挑战，不仅严重破坏了网络空间的和谐与文明，

让原本应该充满理性交流和知识分享的平台变得乌烟瘴气，充斥

着负面能量，长此以往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

冲突，从线上延伸至线下，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例如，关于

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等方面的谣言，如果得不到及时澄清，就

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恐慌和混乱，关于个人私生活、健康状况等

方面的谣言可能给受害者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和困扰。因此，需

要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加大网络

谣言治理力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的网络行为，提

高民众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辨析素养，自觉抵制不良意识形态的 

侵袭。[2]

（三）增强网络舆论正面引导的需要

网络舆论引导是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关键环节，增强网络舆

论正面引导需要进行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CNNIC）发布的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10.9967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人人都有麦克风”，网络空间为

每个人的“发声”提供平台，人们在网络空间里的舆论仿佛有了

“无限的”自由，面对这种自由，一些缺乏信息分析和辨别能力

的网民易受各类不实谣言的影响，会无意间成为网络谣言的“二

传手”，将不良影响扩大化。首先，在涉及个人生活以及社会公

共热点问题上，网络空间以其传播信息速度快，传播途径广的特

点，确实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展示自己的途径，也为国家有关单位

和部门提供了发布通知、解惑答疑、疏导情绪的渠道；其次，网

络空间也存在着诸如传播不实信息、煽动民众情绪等的错误舆论

导向，真假难辨的网络谣言给社会发展、百姓个人生活带来了不

同程度的影响，对社会发展而言，谣言的传播可能引发社会恐慌

和不稳定情绪，导致公众对政府和机构的信任度下降；最后，一

些网络“大 V”、网络红人以获取流量为导向，为获取更多的经

济利益，散布带有偏见的言论，煽动网民对立，严重扰乱网络生

态秩序。面对种种网络舆论乱象，需要增强网络舆论正面引导，

净化网络空间。

二、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价值指向

（一）有助于捍卫国家总体安全

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是一个历史性过程，它会随着技术进

步、社会生产方式发展而变化，对于国家稳定繁荣发展有着深刻

影响，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国家的很多

领域来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

安全。[3] 针对反动势力利用网络进行的图谋不轨行径以及网络犯

罪，进行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网络空

间中的信息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庞杂，极有可能会被别有居心的

人利用制造错误舆论，误导人民群众，坚持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不

放松能够引导人民群众坚持真理，批驳谬误，牢牢掌握网络舆论

主战场上的主导权和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领导权。网络空间话语权

绝对不是一句空话，需要我们加强对于网络阵地的建设与监管，

弘扬主旋律，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二）有助于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经济的繁荣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文化的蓬勃兴起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推动网络文化繁荣发展，需要进行网

络意识形态斗争。网络是科学技术的一种象征，也为文化发展提

供了重要的场所。[4] 依托网络信息技术，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在网络空间蓬勃开展，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不断涌现，多元

的文化观念也在网络空间逐渐形成并相互碰撞，例如“饭圈文

化”，网络空间里人们的互动、投票打榜、热搜热评等实践行为

都成为了饭圈文化的推动力。但网络作为一个开放多元的互动平

台，其本身并不具备对文化的“甄别”功能，因此需要我们人为

地进行选择，保留有利于人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文

化，淘汰荼毒人民精神世界、对社会发展起反作用的文化。步入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

为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当使

互联网成为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平台，大力弘扬主旋

律，发展利国利民的网络文化，需要不断努力、不断创新，借助

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之力，全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文化建

设的崭新局面。[5] 在这一进程中，需牢牢坚守中华民族优秀文明

成果，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以及文化自信，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为

坚实根基，积极推动网络文化呈现出蓬勃发展、繁荣昌盛之态，

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文化实现大步跨越、深度发展、全面 

繁荣。

（三）有助于保障人民群众信息自由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告别通讯时车马很慢，书信

很远的时代，网络为人民的言论广开渠道，为获取信息提供了多

种途径，极大地便利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降低了信息传递的

成本，提高了人们发表言论获取信息的自由度，但这种自由需要

有效保障，网络空间中出现的成员之间因彼此想法有分歧而出现

激烈争吵以及散布不实信息、煽动群众情绪、人身攻击等不良现

象都会影响人们言论自由的权利。除此之外，当前的网络世界处

于“信息爆炸”的状态，网民们很容易获得海量信息，但往往难

以辨别自己获取信息是否具有真理性，许多社交媒体以流量为根

本导向，传播出去的信息并不全面，本应开放多元的网络空间却

时常出现“信息茧房”。[6]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离不开丰富的精

神世界，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能够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让网

络更多更好地传播优秀的、激发人积极向上的文化，从而丰富人

们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十四

亿多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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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践进路

（一）坚持党在网络意识形态斗争领域的领导权

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采

用科学的方法，持续加大对主流媒体宣传工作的投入力度，创新

宣传方式方法，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确保主流意

识形态在网络空间占主导地位，其次应当提高思想认识，树立责

任意识，提升网络媒介素养，学习并掌握网络舆情传播的规律，

提高自身在网络意识形态斗争领域工作的主动性，以便更好地应

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各类问题，这不仅是顺应时代发展的

必然要求，更是履行自身职责的必备能力。[7]

（二）打造专业领域人才队伍

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是一项大工程，网络问题复杂多样，涉及

面广，想要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离不开人才，这就决定了我们

需要积极组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的专业队伍。我国互联网技

术起步较晚，成熟的互联网技术人才培养工作也起步较晚，网络

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关键领域，需要有一支素质卓越、对党忠

诚、英勇善战、堪当重任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专业队伍，与敌对

势力展开有效斗争，捍卫我国网络主权，确保国家网络空间的安

全与稳定。[8] 专业队伍应该具备以下四方面素质和能力，一要有坚

定的政治立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专业队伍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

头脑，坚守政治立场，坚决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核心安全。二

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专业队伍应该具备扎实

的政治理论、网络技术和法律知识，能够准确把握网络意识形态

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有效应对各种挑战。三要有敏锐的洞察力，

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应及时发现和识别网络意识形态领域

的问题和风险。四要有高效的应对能力，在发现问题的同时能够

迅速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措施，及时化解风险，维护国家的网

络主权和利益。

（三）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当前国家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以科技实力为核心的综合竞

争。[9] 核心信息技术是网络意识形态的重中之重，互联网核心技术

是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制胜法宝，面对信息化的飞速发展，

只有在技术层面上夺取制高点，才能在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中占得

先机。关键核心技术不仅深刻影响着国家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还关乎国家的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一是要紧紧扣住关键核心技

术自主创新这一重要领域，加快实现网络前沿技术突破创新，推

进国产技术创新，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体系，并不

断推动技术成果实践性转化。二是要借助技术手段建立网络意识

形态风险化解机制。利用大数据技术在信息甄别、排查不良信

息、科学预判网络舆情，坚持问题导向，对出现的各类风险进行

分类分级，有针对性地采取处置措施。

（四）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互联网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征，互联网将整个世界变成了

“地球村”，互联网的高度全球化使得信息传播更加迅速和广泛，

为各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网络安全领域没有

一部分国家的安全重要而另一部分国家的网络安全不重要的双重

标准，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并非只有斗争的一面，我们应运用马克

思主义哲学对立统一的智慧看待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每个

国家都有权自主决定其信息政策、管理本国的信息资源，并保护

其信息基础设施不受外部干扰和破坏，每一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

主权权益都不应受到侵犯。需要看到维护本国安全与国家之间的

合作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封闭只会阻碍发展，坚持开放合作才能

带来共同进步。[10] 网络空间是人类共享的活动领域，网络空间的

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来掌握，以开放合作的态度与其他国

家进行交流，共同提升网络空间治理水平。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视野看待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出现的种种问题，看到斗争背后

依然存在着交流合作的可能性，努力与友好国家携手搭建网络空

间的防护罩，展现中国担当，也为实现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共同安

全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进行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是时代之需，我们应当敢于斗争并善

于斗争，以斗争姿态迎挑战，以斗争姿态护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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