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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文化理论的角度探讨在信息网络时代的社会大文化背景下所存在的这一亚文化现象，它不同于
以往那些仅从技术方面对网络的出现所引发的一系列伦理文化问题的分析与阐述，而从宏观上将网络
纳入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来思考。

　　本书共十二章，包括：导论；网络冲击波：传统文明面临新挑战；网络生活：网络的价值探析；
互联网对隐私保护的影响与对策；网络立法的道德基础；网络垄断与知识产权保护的道德分析；网络
时代的公共安全；网络时代的管理；网络道德评价的原则；网络伦理文化的发展现状与展望；首都网
络经济的发展及影响；首都社会网络化的发展状况。

　　本书适合政府职能部门、计算机类师生、相关理论研究者及对网络感兴趣的人群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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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探寻网络世界的"良知"    信息网络正在迅速地将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组织相互连接起来，互联网对
我们职业的和个人生活的影响日渐增强。
通信的便利以及时间和空间的压缩是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好处。
技术的发展常常比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快得多。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在带给人们众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问题。
因此，研究和探讨网络发展所带来的伦理、文化现象，已经成为国内外各界人士普遍关注的前沿性话
题。
    信息技术系统的基本目标是高效率地将大量数据变成信息和有用的知识。
由于有了网络技术，个人和组织能够简单而又经济地交换大量的信息。
全球互联网使企业的经营方式、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变革成为可能。
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经济"已经显 现出倦容，人们对于未来经济模式的选择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统一
性，提出了诸如"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新经济"等一系列变革的模式，其共同点是"基本生产资源重
心的转移，即从传统的物质资源转向无形的智力资源"。
究竟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时代在等待着我 们，今天还不甚明晰，但我们大多数人已经感受到的是，在经
济转型期，"网络"已经与我们息息相关。
网络改变了我们传统的商业经营、对外贸易、人际交往、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的运作模式，甚至对我
们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网络文化的勃 兴就是一个明证。
面对网络，从前的道德构架和道德规范是否依然P1可以发挥作用?网络本身的发展是否也面临着伦理文
化准则的挑战?这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网络伦理文化问题的缘起    现代社会日渐走向信息化、网络化。
数字化信息似乎无孔不入。
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态，因此，有人用"数字化生存"来形容 这一变化趋势。
直观地看，数字网络空间展现的纯粹是数字信息之间的关系，但实质上，它所遮蔽的无疑是数字信息
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数字化生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更蕴涵着复杂的伦理文化问题。
人们不仅需要以高度发展的信息技术维系数字化生存，而且必须为数字化生存构建合理的伦理文化空
间，否则，社会就会陷入新的、特殊的无序之中，数字化生存就会发生危机。
    由于处在数字化生存状态之中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越来越明显地依赖于信息这一中介，所以构建
数字化生存空间，需要建立一种崭新的信息网络伦理文化。
如果缺乏积极的伦理文化准则，那么，大多数个体就会在面对多种行为选择时茫然不知所措；只有借
助于伦理文化准则提供的行为指导，网络主体才能比较容易地做出何种行为正确、何种行为错误的道
德判断。
个体在反复践行外在的伦理文化要求的过程中，会逐渐将其内化为自身自觉的道德意识；网络主体一
旦将基本的伦理准则化为自身自觉的道德意识，他就可能推 而广之，即使在没有现成的具体准则指导
的行为选择中，也能够根据那些已经熟知的基本伦理准则，推断出何种行为合理、何种行为 不合理。
    网络拓宽了人类交往的领域，为社会发展和个体自我满足、自我认识、自我完善提供了必要的和普
遍的条件。
网络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交往方式，拓宽了交往的空间，赋予了人类交往以全新的内涵，深刻改变了人
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
网络化的交往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时空限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愿意，网络可以将全P2球不同角落的每一个人都"网"在其中。
世界有望真正成为"地球村"。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内部的事务都将受到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
这将完全改变传统意义的基于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主体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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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之网络交往中主体的无标识状态的特征，它势必使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受到挑战，不同
伦理 道德和价值观念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增大。
    传统道德观念、规范和责任的建立基于一些基本的前提条件。
 首先，道德交往过程受制于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等 因素，道德交往的范围与地位、
职业、利益相关。
因此，马克思指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
其次，道德规范和道德评价标准相对稳定。
 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性、时代性。
超文化的价 值观是不存在的。
伦理道德具有相对性，道德行为只能依据恰当的文化标准来做出判断。
    网络道德是在虚拟空间交往的过程中出现的，它超越了物理空 间的限制，不仅仅是同一文化背景下
的人与人之间的善恶评价关系。
在网络中发生着直接和间接交往关系的是大量陌生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
的人，这是传统伦理标准所无法囊括的。
    网络道德交往的新特点，对既有的伦理学框架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网络化交往改变了传统的道德行为和道德活动方式，有利于形成新的道德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
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交往的主要形式是面对面的直接交往，道德活动范围受制于物理空间。
网络化的交往是虚拟的交往，社会成员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就任何 内容和自己所关心的对象
进行实时互动交流。
它使道德活动的范围大幅度拓宽，引发了社会价值观念和人的道德互动方式的更新。
网络化交往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使
个体可以了解到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评价，拓宽了个体的社会认同范围和程度；
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网络上的交汇、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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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从文化理论的角度的控讨了网络价值、网络时代的隐私保护、网络立法、网络垄断与知识产
权保护、网络时代的管理、网络伦理文化的发展现状与展望等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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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统社会的人们固守在自己的部落、家庭中，几乎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如今，我
们将地球比作“地球村”。
是什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
当您在尽情享受网络的快捷方便时，是不是还有一些顾虑？
其实无论网络有多发达、多复杂，网络关系本质依旧是人与人的关系，让我们来关注——网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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