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此民众对民生改善的期待也很高。“十二五”已开局，可

以预计民生问题的解决也是改革的关键。高度关注民生问

题，预防社会危机，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工作，是社保经办机

构责无旁贷的责任。我国已慢慢进入法制社会，法律观念

已日益深入人心，依法办事逐渐成为准则。参保人的维权

意识也将逐步提高。所以社保经办机构更应该严格规范

社保各项业务的办理，完善各类相关的社会保险法律法

规，使社保经办工作揭开新的一页，为构建和谐社会，解决

民生问题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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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时代，网络社区逐渐兴起，社会互动在网络社区呈现出新的特点。研究发现，网络社区的社

会互动呈现出对传统社会互动形式的继承和发展的特点，对个人和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最后，本文还对如何正确引导网络舆论与集体行为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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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区的社会互动研究

现如今，社区研究面临的一大新的挑战是社区的地域

性特征不再显著，社区开始打破原有的地域边界呈现出多

种多样的形式。伴随着家庭电脑普及率的提高和互联网网络

的迅猛发展，传统社区和人际沟通的地理边界、形式和性质

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网络社区应运而生。那么，网络社区社

会互动的产生过程是怎样的？与传统的社会互动相比，网

络社区的社会互动具有怎样的特征？网络社区社会互动的

新特征可以发挥哪些功能？这些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一、信息时代的发展与网络社会互动出现

信息时代是指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末，计算机的出现

和逐步普及，把信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逐步提高到一种绝

对重要的地位。信息量、信息传播的速度、信息处理的速度

以及应用信息的程度等都以极快的速度在增长，这些都是

信息时代的特征。区别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和

蒸汽时代，信息时代虽然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发明与进步为

标志，但真正的载体却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后。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面对面的社会互动方

式，将社会互动传统的人际距离进行空间上的延伸：人们

在互联网这块虚拟的区域上可以自由地获取、发布信息，

并与其他的网民之间产生了一种通过数字来实现的虚拟

的“面对面”的互动。与传统的社会互动一样，这种新的互

动方式仍然是以信息传递为基础的，具体表现在如资源的

发布、获取和评价等方面。互联网从表面上扩大了人际交

往的空间距离，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并没有因此

而减弱；相反，因为信息的获得相当大程度上源于网络社

区成员之间的相互配合，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变得更

加紧密。

值得说明的是，网络社区和传统社区一样，也存在个

体和群体：每一个参与网络社会互动的网民都是社区的个

体，也是网络社会互动的基本单位；网络群体的出现是建

立在一定的信息交流基础之上的，即在信息互动的过程之

中，具有相同的兴趣、爱好的网民开始自发地靠拢在一起，

与此同时，部分网民建立的一些网络区域 （例如 BBS、
Usenet、QQ 群、Google 新闻组等） 成为了这些网民小规模

进行信息交流的场所。通常，这些网络群体是建立在趣缘

的基础之上，都有一定的结构和规范，群体成员之间相互

依赖、相互影响，逐渐形成共同的行为模式和一致的群体

意识。
二、网络社区的社会互动

（一）网络社区社会互动的形式

网络社会互动的形式包括传统的社会互动形式和一

些新出现的社会互动形式，这些网络互动形式受个人因素

和社会因素两方面的影响。网络社会互动和传统的社会互

动存在很大的相同之处，因为传统的社会互动形式是其重

要组成部分，此处不加以展开说明。我们在本部分主要探

讨网络社会互动对传统社会互动形式的新的演绎和新出

现的互动形式。
根据互动的性质来划分，传统社会互动的形式主要包

括交换、合作与互助、竞争、冲突和强制，应用的网络社会

互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交换。网络是信息交流和发布的重要平台，信息交

换是其重要环节，网路信息时代网络在人们进行信息交换

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信息的发布者将自己掌握的且

认为对他人有价值的资源发布在网络上，需要该种资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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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可以通过下载工具进行下载。目前，网络信息发布已

经不仅仅是原来的为少数人掌握，随着近年来博客（即网

络日志）、播客、网络硬盘等新兴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发

布倾向于渠道多样化和人群大众化。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互

动的交换，网络社会互动大多数完全是信息发布者自愿

的，交换双方一般并不会因为交换而发生资源减少的现

象，也不一定要求交换双方交换的资源对等。
2.合作与互助。网络成员有时也会进行相互配合以达

到共同目标的社会互动，叫做网络合作与互助，这包括广

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上说，网络的存在是以一定的网

民之间的相互合作为基础的，依赖网民和网络群体之间的

相互合作和帮助；狭义上，合作是指网民们对某项具体的

事件采取联合行动，互助是指网民无偿地提供信息资源以

帮助其他网民。网络合作的基础是网民之间共同的目标和

利益，离开了这个基础网路合作就很难发生。近些年来，网

络上发生的很多群体性事件（例如“华南虎”事件、人肉搜

索）是网络合作的重要体现，这在后文中还将进一步提到。
3.竞争。一般而言，网民之间很少存在直接的竞争，因

为他们对网络资源的占有机会都是平等的，这是网络互动

区别于传统社会互动的一个标志。但是，近年来随着网上

宣传、购物的兴起，许多的企事业单位开始在网上进行竞

争；不同的网站之间为了赢得广告商的投资赞助，也利用

各种策略与同类网站进行不同程度的竞争（例如百度、谷
歌两大搜索引擎网站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市场争夺）。虽然

这种竞争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总体上来讲有利于优化

网络结构。
4.冲突。传统社会互动中的冲突是指互动双方为了某

种利益或价值观念而产生的相互排斥、伤害、剥夺甚至毁

灭的互动方式。网络冲突相对于传统冲突虽然没有其激

烈，但是仍然可能产生一些较为严重的后果。例如，网络论

坛上网民们针对一个问题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经过讨论

后很可能会演变为冲突，会造成网民之间相互谩骂、攻击。
5.强制。强制是指互动的一方要求另一方完全按照自

己的意愿行动的互动方式。强制是在网络社会互动中表现

最不明显的一种互动形式，因为强制要求互动双方力量明

显不对等，一般而言，网民们在网络上的地位不存在明显

的差异性，所谓的结构更多的是倾向于横向结构，因此无

法形成强制所需要的压制力。
6.其他形式。笔者认为，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

断发展、进步，出现了一些新的网民之间的互动形式，这些

互动形式不能够完全利用原有的形式分类来解释。例如网

络监督评价，对网络信息进行监督和评价，制造舆论压力

或动力，促使一些信息发生转变或延伸。
（二）网络社区社会互动的功能

上个世纪末，布隆伯格就在《信息就是信息》一书写

到：“电子通讯技术的进步能更好地把经济建设和政权更

替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不断地改善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从今天来看，这一观点得到了一定现实的应验：信息时代网络

社会互动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分析网络社会互动对个人的影响时，我们不妨从其

本身的新特征入手。首先，网络社会互动延伸的人际关系

允许网络社会成员进行更广泛的社会交往，从而获得更加

丰富的社会、信息资源；其次，网络社会互动的增加在一定

程度上也增加了社会互动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互动更加充

分、优化；再次，网络社会互动的匿名性允许网络成员更加

自由地发表言论，从而有利于成员更好地认识、开发自己。
当然，网络社会互动也对个人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例

如长期的无感情的互动和现实中互动次数的减少可能会

导致个人情感淡化，匿名的互动性质可能会导致成员社会

责任感的降低。
网络社会互动同样也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托

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对网络信息对“世

界平坦化”的论述相当精辟：以互联网为基础获取信息可

以“跨越国际和文化差异形成全球社区”，“这也是另一种

至关重要的使世界变平的力量”。除此之外，例如网络社会

互动的监督作用还有助于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可以减少

社会运行的经济、人力成本，多种多样的信息传递方式促

进了文化多元化发展，整体上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率。然

而，网络社会因为是新兴社区从而在技术、制度等很多方

面存在缺陷，不能对一些有悖于道德、法律的一些不良行

为进行约束，还不能真正做到与现实互动并驾齐驱。
三、对网络舆论和网络集体行为的思考

近年来，一些基于网络而形成的集体行为事件让人们

看到了网络舆论的力量，其实这正是网络社区社会互动的

一种重要形式。从“孙志刚事件”、“华南虎事件”到“杭州富

家子弟飙车事件”，这些事件无一例外都是首先在网络传

播，而网络舆论给了这些事件不断扩大影响的最初和持续

动力。很多难以实现的变迁在网络舆论的推动下最终得以

实现，网络舆论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

突出。通过互联网，公众可以及时了解社会事件的细节，进

而对事件的发展过程和解决方式进行监督。主动权的提升

直接导致公众参与热情的提高，他们积极推动事件发展，

可能影响政府的决策，乃至影响法律系统的运行。笔者认

为，对待网络舆论与网络集体行为要保持理性的态度，可

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引导、影响和控制：

第一，进一步规范网络法律法规，完善互联网监督体

系。一方面，对网络社区具有正确价值导向的舆论要加以

宣传和推广，另一方面，对那些恶意散布虚假、负面以及错

误价值导向的舆论要予以监管，确保网络社区良性社会互

动的进行；

第二，增加网络社区社会互动的成本，进而减少盲目

的网络舆论。网络社会舆论之所以具有盲目性，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社会互动具有匿名性等特征，互动的风险成本较

低。因此，增加网络上社会互动的资本可以有效引导网络

舆论向良性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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