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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得到了发展,也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

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思潮,对我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作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反映,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影响是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在今天,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必要对其影响进行研究,以期推动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理

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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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China's Nationalism in the virtual cyberspace has been 

developed, but also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all aspects. Since the 1990s, 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as a 

new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political life. As the refle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yberspac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is the interweaving of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Today, 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stil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its influen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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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

及,网络越来越成为各种社会思潮传播

和表达的载体,而网络民族主义作为其

中的一种思潮也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

注。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思潮,在其发展

的过程中,具有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影

响。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在网络民族主义

传播的过程中,极容易出现极端化的言

论和行为。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网络民族

主义的影响进行研究,明确中国网络民

族主义的内涵和动因,以期理性建构中

国网络民族主义。 

1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和

动因 

展油田内部档案业务项目化服务。加大

油田内部富余人才资源挖掘力度,加快

档案业务骨干培养选拔进程,以业务骨

干为核心,以项目化管理为手段,招聘内

部人员,通过筛选培训后,组建档案业务

项目组,开展档案整理加工服务,有效解

决档案基础操作人手不足和业务外包管

控不到位的矛盾。 

4 总结 

油田档案管理作为油田管理的基础

工作和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在油田勘探

开发、科研生产、基础建设、经营管理

等诸多领域发挥着参考凭证作用,是维

护油田经济利益、合法权益,记录油田发

展历程的重要保障。[3,4]在新时期,面对

新的问题和挑战,档案工作者要迅速转

变观念,主动适应新的体制机制,肩负使

命、勇于担当、创新求变、积极作为,

进一步提升档案管理水平,为油田生产

经营、改革发展各项事业的开展提供强

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1]李梅,张小峰.企业档案外包服务

风险分析[J].中国档案,2014,(11):38-39. 

[2]刘俊.企业档案外包服务及其安

全风险防范的实践与探讨[J].数字与缩

微影像,2015,(1):41-44. 

[3]华婧婧.机关档案集中管理新实

践[J].档案与建设,2014,(2):76-77. 

[4]苗红芳.加强油田开发企业档

案管理提高档案管理水平[J].新西

部,2012,(18):77. 

作者简介： 

姚文鸿(1984--),男,汉族,江苏泰兴

人,大学本科,江苏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

档案馆,研究方向：档案管理。 



教育研究 
第 4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72 

Education Research 

1.1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 

2003年,《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慕

瑾在该报发表“网络民族主义掀开中国

民族主义新篇章”一文,开了国内学界关

注网络民族主义问题的先河。[1]在这之

后,网络民族主义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关

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以罗迪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

“网络民族主义”正是“网络+民族主义”

的有机结合,借助网络这种新兴媒介,并

通过网络表现出来的对网络和现实世界

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思潮,

是民族主义思潮在网络时代的 新表

现。[2]以王军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网络

民族主义是互联网上中国人隐性和显性

表达民族主义情绪和思想,传播和制造

民族主义情绪和言论,基于民族主义心

态而破坏和攻击他国网站等行为。[3]学

者卜建华认为,所谓网络民族主义是民

族主义在互联网中的延伸与发展,是网

络时代的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它源于民

族主义与全球化冲突,其实质是民族或

国家之间利益关系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相

互影响和冲突,[4]学者对网络民族主义

的理解不同,但他们都认为,网络民族主

义是网络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体,是民族

主义在互联网时代新的表达。 

1.2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动因 

学者陈辉认为,国内网络民族主义

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一些伤害到中华民族

民族感情的国际事件,除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与传统民族主义的继续发展外,国

内网络民族主义的出现还受到中国综合

国力提升、国际环境变化、普通大众的

政治参与性提高等深层原因影响。[5]这

说明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有着特殊

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学者谷士刚认为,

网络民族主义兴起具有更深层的历史与

文化动因,其中,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经

历是中国当代网络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

背景。中国崛起过程中与外部世界发生

的一系列碰撞是网络民族主义高涨的诱

因。[6]此外,其产生的动因也与中国长期

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关。一些损害中华民

族利益和尊严的事件发生时,中国人民

的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他们通过微

信、抖音短视频以及政府官方网站等,

表达自己的不满。 

2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影响 

2.1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积极影响 

2.1.1有利于激发民族精神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具有激发民族精

神的作用,其蕴含着中国人民的民族意

识。当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国家尊严遭受

损害时,这种意识就会被激发出来。在中

国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制造中国

威胁论的事件和炮制中国的少数民族政

策迫害人权的事件。这些损害国家形象

和迫害民族团结事件的发生,极大地激

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中国网络民

族主义蕴含着爱国主义的情感,极大地

增强了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国家认同感,

可以说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激发和凝聚了

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 

2.1.2有利于增强政府与民众之间

的交流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在社会转型的加

剧时期,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流提供

平台。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民众的民主

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增强,网络成

为民众政治参与、表达和交往的载体。在

以往政治参与的过程中,政府与民众之

间的交流存在地域的限制,民众缺乏表

达民意的平台。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借助

网络这一载体,为民众表达民意提供了

平台,促进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流。当

一些损害国家的重大事件发生时,政府

需要在理性网络民族主义的指引下,及

时通过网路平台与民众进行交流。这有

利于增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

交流。 

2.1.3有利于推动中国外交的发展 

在网络信息时代,民众对外交事件

的政治参与所形成的网络舆论,特别是

网络民族主义舆论,已经成为中国政府

制定对外政策的参考基础,也成为外国

政府考虑对华政策的巨大参照物。[7]这

说明中国网络民族主义舆论在外交活动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网络民族主

义的参与人群,主要是一些关心政治,充

满激情与正义的人群。他们比较关注国

家的形象和民族的尊严,当中国的民族

利益和尊严遭受到蔑视和伤害时,民众

的民族意识就会被极大地激发出来。这

能够让外国政府看到中国民众极大的民

族精神,在制定对华政策时,认真倾听中

国民众合理的呼声,在此过程中,助推中

国外交的发展。 

2.2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 

极端网络民族主义带有极端化、暴

力性和煽动性的特点,极容易破坏我国

和平发展的良好国际形象。在一些敏感

的政治事件当中,非理性的网络民族主

义逐渐抬头。非理性的网络民族主义者

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鼓动民众参

与不合法的集体示威游行活动,严重损

害中国的国家形象。一些非理性的事件、

行为和言论,也极大地破坏了中国良好

的国际形象,加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

矛盾与冲突,不利于讲好中国故事和传

播中国声音。 

极端网络民族主义影响了社会的安

定。极端网络民族主义者随意和过分地

夸大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

在网上随意发泄民族主义情绪,发表不

正当的言论和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

绪。他们在网络上空喊口号,而缺乏实际

行动。他们不积极地去捍卫国家的主权

和利益,反而制造和传播不合法的民族

主义情绪、事件和言论,造成社会骚乱,

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安定。 

3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引导

策略 

3.1净化网络环境,做好网上引导

工作 

政府需要做好网络空间的立法工作,

不断完善网络监管体制和管理法规。对

那些恶意操控网络舆论的民众,加大处

罚力度,使他们对法律保持敬畏之心。政

府也需要在社会上加大普法力度,使民

众知悉政府制定的网络管理法规。网络

平台需要加强技术防控,对平台上出现

和传播的信息进行长期监督和筛查,防

止极端网络民族主义言论的出现和传

播。做好网上引导工作,可以发挥青年意

见领袖的舆论引导作用,以此来引导中

国民众的思想和行为朝着理性的方向发

展。同时,网络平台需要提高筛选、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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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合信息的能力,营造良好的网络社

交环境。 

3.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

络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

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

价值观。[8]这就需要在中国网络民族主

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引领。在中

国网络民族主义的萌芽时期,加强民众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可以在

全社会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也可以通过

微信、抖音短视频以及移动客户端等推

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传播。在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爆发时期,可以通

过政府官方网站和主流媒体对一些突发

事件进行正确解读,也可以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网民的日常生活中,

以此来引领中国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在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消退时期,引导民

众进行反思,并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来武装民众的头脑。 

3.3增强网民的网络媒介素养 

网民需要自觉学习网络媒介的相关

知识,提高网络媒介运用的能力。网络平

台可以开设一些与增强网络媒介素养相

关的栏目,也可以将网络媒介素养相关

的课程,定期在平台上播放。网民可通过

这些网络平台进行学习,不断培养自己

的网络认知素养。 

当一些突发事件发生时,网民需要

保持头脑清醒,紧跟官方主流媒体的报

道,不人云亦云。网络信息良莠不齐,网

民需要提高鉴别和筛选信息的能力。主

流媒体可以在网络上加强网络法律法规

的宣传,以此来增强网民的网络法律意

识。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加强监管,建立

危机预警机制,警惕极端网络民族主义

言论的传播。在这些外在压力的刺激之

下,促使网民自觉规范自己在网络空间

的行为。 

4 结语 

网络民族主义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

网络上的反映,推动着民族主义的发展,

对其积极的影响应该给予肯定,对其消

极的影响应该加强引导。在新时代的背

景下,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理性建构需

要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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