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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扩大开放和加速参与世界经济分工、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国意识

形态方面的较量在网络空间越来越激烈。网络空间里的思想文化斗争、社会热点实践争

论、网络软硬件安全比拼等越来越频繁和重要，这一切的背后是各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

阵地的争夺。深刻了解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运作规律，推动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不断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

同思想基础是我们必须肩负起的时代重任。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多次论述，形成了习近平关于网络

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为充分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为广大人民群众文

明参与网络生活提供了指南。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理论与实践结合法三种方法

相配合有助于科学阐述和全面把握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从基本概念

理论基础时代背景、内容体系、理论特色、时代价值四个部分出发鲜明体现了习近平关

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一个逻辑严密、科学完善的思想体系。习近平关于网

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基本概念包括网络安全、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网络意

识形态工作。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

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意识形态相关论述。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内容体系包括总体部署、基本方针、网络意识

形态工作的实践路径。总体部署包括战略地位和战略目标。基本方针包括坚持党性和人

民性相统一、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和与社会意识多样化相统一、坚持围绕中心和服务大

局相统一、坚持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相统一。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

理论特色包括政治性、创新性、现实性。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时代

价值包括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两部分。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思

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理论、丰富和完善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等观点是习

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打好网

络意识形态攻坚战、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

论述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习近平 意识形态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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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hina's expanded opening up and accelerated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ic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among various countrie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ierce in the cyberspace.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struggles in cyberspace, hot social practice debates, and network hardware and

software security competition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and

important. Behind all these is the competition for ideological positions of

various countries in cyberspace. It is the important task of The Times that we

must shoulder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ideology of cyberspace, consolidate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in the Internet of China, and consolidate the common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united struggle of the whole Party an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

Jinping has made many discussions on network ideological work, forming an

important discourse on network ideological work, pointing out the direction for

fully doing network ideological work, and providing guidelines for th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online life in a civilized way.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search,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s helpful to scientifically elaborate and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important

discourse of Xi Jinping on the work of network ideology. From the four par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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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concept theory, the era background, content system,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value of The Times, it clearly reflects that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network ideology work is a logical, scientific and perfect

ideological system. The basic concept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ussion on

network ideological work include network security, ideology, network ideology

and network ideological work.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network ideological work includes Marxism and the collective

ideology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ntent system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network

ideology includes the overall deployment, basic policy and the practical path of

network ideology work. Overall deployment includes strategic position and

strategic objectives. The basic policy includes the unity of party spirit and

people's character, the unified guiding ideology and the diversity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the unity of centering on the central task and serv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the unity of positive publicity and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The theoretical feature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treatise on network ideological

work include political nature, innovation and reality. The era value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ussion on network ideological work includes two parts: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value. It is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ussion on the ideological thought of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the

ideological theory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views on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Consolidating the ruling position of the Commu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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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of China, fighting the battle of network ideology,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n cyberspace are the practical

value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the work of network ideology.

Key words: Xi Jinping；Ideology；Network ideolog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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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选题背景

“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①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瞬息万变，大国关系错综复杂，国际秩序面临

深度调整。从国内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不断

加快，并深度融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机遇伴随挑战，互联网在服务大众学习工作和

生活娱乐的同时，也越发成为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西方

宪政等各种不良社会思潮斗争、汇集、交锋的阵地。

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需要我们直面新问题、新变化、新情况，全面了解网络意识

形态运行规律，习近平深刻把握网络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对网络意识形态工

作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和系统解决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价值立场、重要

地位、实践路径等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积极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不断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走向新局面。

1.1.2研究意义

从理论意义来看，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中居于十分重要的

位置，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化了以网络为抓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攻坚战的新途径认识。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从网络方面完

善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精神层面加深了我们对主要矛

盾中解决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理论认知，构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网络方面的重要

内容，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当今世界问题的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实践价值来看，研究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有效应对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互联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腐蚀和破坏活动增强了信心。研究习近

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是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平安中

国、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内在协调的重大理论策略。先进理论有效指引党的工作：习近平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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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为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领导作用，有效应对网络意识形

态领域的各种危机，确保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提供了指路明灯。执

政党的执政根基是否牢固与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人心向背密切相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巨大成效促进全国人民自觉维护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

领导核心地位。

1.2 研究现状

1.2.1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面普及，网络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力正与日俱增，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进行系统研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习近平围绕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在国际国内的多个场合作了一系列的讲话，在国际国内的多个报刊发

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形成了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以习近平关于网

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为研究内容，国内学术界分别从国际背景、国内背景、内容体

系、理论特征、重要价值等多个方面展开了梳理和研究。

1.2.1.1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产生的国际背景

理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国际背景是深刻学习和领悟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

态工作重要论述的认知前提，专家学者从新冠肺炎疫情、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方式、

西方国家网络技术优势、西方国家对外意识形态渗透体系等视角对国际背景进行了分析。

第一，“新冠肺炎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防控系数、传播能

力、破坏强度方面都极强的一次公共卫生事件，李坦楼指出，重大突发疫情对我国经济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反映在文化层面上，必然会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造成一定

的消极影响，此时，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更为迫切。①

第二，“渗透体系说”。西方国家通过某种较为温和、隐匿、奇特的方式对我国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表层、中层、深层等多维的渗透和腐蚀，分别对我国经济、心理、

制度等目标进行有针对性的破坏，何茜认为。②全球互联网信息传播具有分众、开放、

虚拟等属性，田海舰认为，互联网国际安全形势风云变幻，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相互融

合，美国等西方国家依仗芯片、服务器等硬件方面的优势，建立了一个从个人、民众、

①李坦楼.重大疫情背景下抓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考[J].党政论坛,2021(03):45-48.

②何茜.西方文化渗透下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展态势与对策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8(03):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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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到政府、党派、智库的意识形态传播较量体系，对我国普通民众进行包括精神产品、

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理想信念等在内的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有关的社会心理进行

腐蚀。①

第三，“技术操控说”。美国凭借着互联网服务器的绝对技术优势操控着全球的网

络安全发展趋势，邢云文指出，频繁对我国高校、电信、航空、政府等重要机构的网站

进行攻击，将反动思想观念强制散播到我国网民的网络生活之中。②

1.2.1.2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产生的国内背景

国内背景是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产生的直接环境，梳理国内背景

的相关研究成果是深刻把握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产生的前提。专家学者从中国

梦、民众思想变化、青年具体参与网络生活特点、网络算法与人工智能新型网络技术等

角度对国内背景展开分析研究。

第一，“中国梦说”。网络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净化作用、整合作用对中国梦的

实现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和制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如期实现的重要变量，郑秋伟指

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在动员和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十

分关键。③

第二，“社会转型说”。新时代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

展由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效益三重转变的关键时期，田海舰指出，我国民众的思想观念

随着社会背景变化由单一、一维、平面向多样、多维、立体等方向发生急剧转变。④我

国使用微信、微博、抖音等 APP 的人数到 2022 年年初已达 10.32 亿，李艳艳指出，我

国网民人数以极快速度增加。⑤

第三，“偶然爆发说”。代际效应、蝴蝶效应、虹吸效应是新时代我国青年积极参

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鲜明特点，陈坤认为，偶然性和爆发性的话语生成、单一

性和依赖性的话语认知、衍生性和传导性的话语效果构成了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国

内青年背景。⑥

第四，“信息‘茧房’说”。作为新型信息资源配置方式的网络算法致力于给网络

①田海舰.习近平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7(10):18-22.

②邢云文,肖扬.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J].思想教育研究,2018(03):114-117.

③郑秋伟.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的重要来源[J].学理论,2017(11):15-16+21．

④田海舰习近平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7(10):18-22.

⑤李艳艳.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逻辑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05):46-55.

⑥陈坤,刘雨.基于青年网民话语特点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J].理论探讨,2022(04):1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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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投喂”，导致了信息“茧房”，即个人所获信息的单一化，蒋

蕊韩指出，算法、技术、代码缺乏对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的价值筛选，算法黑箱、人工

智能推送等新型互联网技术正不断消解、排挤我国主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传

播力。一些网民利用互联网的匿名性、隐蔽性肆意放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个

性、多元，从事网络秩序破坏，资本渗透、资本裹挟下的意见领袖、网络大 V操纵舆论，

煽动敌对情绪，干扰正能量的传递。①

第五，“网络技术特性说”。人工智能、大数据、5G、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使得我国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环境出现许多新特征，张磊说道，专业队伍不精、舆情泛化、

治理机制不成熟不完善是当前我国利用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所面

临的几个挑战。②

1.2.1.3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内容体系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体系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习近平关于网络意

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主干，对国内相关理论成果进行梳理是展开更深层次研究的基础。

国内学者站在大宣传格局、技术创新和价值导向、网络宣传的实际效果等角度展开论述。

第一，“大宣传说”。刘颖科学地阐明了意识形态极端重要的工作地位、为经济建

设中心任务服务的本质原则、人民性和党性相结合的根本属性、两个“巩固”的重大战

略任务、大宣传的先进理念、掌握话语权的主体责任六个方面。③完善意识形态大宣传

格局、占领舆论斗争主阵地是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张

翠萍指出。④

第二，“同频共振说”。形势迫在眉睫、牵住“牛鼻子”、系统施策的技术创新—

—发展互联网核心技术；网络生活和现实目标相协调、双阵地同向发力、双场域共振同

频的主要任务——画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最大“同心圆”；互利共赢、意识博弈、五点

倡议、四项原则的网络空间建设方案的价值导向——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成了习近平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内容体系，潘瑾菁在文中写道。⑤

第三，“网络算法说”。孙炳炎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标准价值导向，并将

①蒋蕊韩.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困境审思和实践理路[J].南方论刊,2022(07):103-106.

②张磊,王建新.化智为治:人工智能驱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进路[J].思想教育研究,2022(06):88-94.

③刘颖.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思想的重要论述及价值意蕴[J].决策探索(下),2019(05):14-15.

④张翠萍.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重要论述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2(06):38-43.

⑤潘瑾菁.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4(03):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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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融入到网络文学、网络音乐、微博、微信、短视频等网络文化载体中；把传播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时代化、民族化的先进思想成果和优秀理论体系作为坚持党性的新途径；

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贯彻到宣传规律之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手段机制，利用

网络算法推进个性化、差异化传播，提高宣传工作的实际效果三个方面做优做大网上正

面宣传作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主要内容。①

第四，“范式创新说”。张翼、崔华华把政府、网络平台、专业人士、社会团体等

多方作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核心主体力量；思想挖掘、工作机制转变、范式创新作为

重要抓手以彰显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感召力、引领力、凝聚力进而推进治理话语构

建；疏堵结合、立破并举、刚柔并济的方法创新以提升网络治理的方法效果；压实工作

责任制、完善法治网格以夯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制度根基四方面作为习近平新时代网络

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关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内容。②

第五，“逻辑三段论说”。张雪把原因、路径和承担者作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思

想的主要内容，原因——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工作的构成——网络意

识形态治理的逻辑出发点；承担者——党是领导者，个体、企业、政府是主要参与者，

国际社会成员是关键合作者——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逻辑中介；路径——内容全面性，

治理方式多元化，技术支撑自主化——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逻辑归属三个方面作为一个

整体。③

第六，“信息化程度说”。崔伟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网络建设思想、有效应对外部

敌对势力的颠覆诋毁和内部不法分子的欺诈造谣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完善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和组建高素质的网络人才队伍以提高我国信息化程度三个部分构成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系列讲话的思想内涵。④

第七，“国际网络空间合作说”。张俊指出交流互鉴与争论对抗、网络传播格局日

益融合、时度效的舆论斗争新形态科学阐明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与规律；大宣传、

全媒体理念、“两个舆论场”、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统一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方针和

①孙炳炎.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意义、主要内容和基本策略——学习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

[J].社会主义研究,2019(02):1-7.

②张翼,崔华华.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体系现代化论析——学习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J].社会

主义研究,2021(03):72-78.

③张雪.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思想基本内容探析——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视角[J].昭通学院学报,2018,40(03):1-

5.

④王承哲.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思想研究[J].中原文化研究,2017,5(0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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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三个地带划分、机动灵活与出奇制胜的斗争策略、抓重点、服务与引导相结合、

网上网下相互动的舆论斗争具体方法是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策略与方法；相互信

任的网络空间合作的基本原则、为人类文明和福祉服务的国际互联网建设宗旨、信息经

济协调发展与安全保障可靠的网络强国建设目标构成了国际网络空间合作的目标与原

则，这几个方面共同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思想的内容体系。①

1.2.1.4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这些理论特色是理解

和把握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重要抓手。国内学者主要论述政治性人

民性法治性。

第一，“政治性非传统性说”。何茜从政治性——网络意识形态以一种特殊的虚拟

式的意识存在方式能够对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制度等在内的物质性的存在形式产生特殊

的反作用，维护我国主流政治立场免受西方错误思潮侵蚀是发挥网络意识形态效能的价

值导向、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相较于传统意识形态安全出现了观念交替造成的观念否定、

贫富差距造成的意识形态抵制、网络语言暴力对个人精神造成的冲击等、来源上的非传

统性——境外宗教极端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都包括在内三个

方面展开论述。②

第二，“人民性法治性说”。强烈的意识形态归属意识、以亿万网民的愿望为目标、

科学把握度时效、创新网络基础技术、加强依法治网是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思想的理论特点，潘瑾菁写道。③

第三，“政治性人民性”。吴赞儿、马建青指出网络意识形态与政权稳定、政治安

全、文化繁荣的密切关系体现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是精神利益、价值评

价、价值创造的主体展现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人民性；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把握世情

国情党情新变化，增强对现实生活真实需要的把握体现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现实性，

这三个属性共同构成了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显著特征。④

第四，“技术性灌输性说”。电子产品硬件设备与软件支持所体现的技术性、意识

形态领导权所体现的阶级性、虚拟个体与现实个体，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有机融合所

①张俊,蒋丽,李保国.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思想论析[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35(03):42-46.

②何茜.西方文化渗透下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展态势与对策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8(03):55-63.

③潘瑾菁.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4(03):37-41.

④吴赞儿,马建青.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研究述评[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0,21(03):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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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的现实性与虚拟性相统一、传播先进意识形态理论的灌输性、服务平台与环境创设

潜移默化的渗透性是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重要论述的鲜明理论特征，米华全

指出。①

第五，“人民性政治性法治性说”。方卉指出人民取向的价值根基、人民力量的前

进动力、人民利益的价值归宿所体现的人民性；认识论层面的安全地位、方法论层面的

领导原则所展现的政治性；推进网络立法、倡导网络空间守法和严格网络空间执法所体

现的法治性相协调共同构成了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重要论述的理论特点。②

第六，“人民性创新性系统性说”。“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

③的人民性；话语体系构建、传播平台拓展、制度机制完善所体现的方法路径上的创新

性；战略地位、组织领导、基本方针、实践路径所展现的战略部署上的系统性共同组成

了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鲜明理论特色，吴宜临说道。④

第七，“历史性时代性说”。任永乐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原则性；繁荣社

会多元文化的灵活性；充分把握和积极汲取我党意识形态建设一切得失成败经验教训的

历史性；当今世界国际互联网意识形态话语权激烈争夺复杂竞争的时代性；不同社会制

度长期并存，积极吸收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先进文化和社会思想的同一性；敢抓敢管、敢

于亮剑的斗争性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观的基本特征。⑤

第八，“开放性包容性说”。王天奇从系统性与辩证性相统一、开放性与包容性相

统一展开其论述。⑥

1.2.1.5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重要价值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具有丰富的价值，国内学者认为推进我国

网络空间良性发展，完善国际互联网协调机制以及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等是习近平关于网

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主要价值。

第一，“理论价值说”。张翠萍指出理论层面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的具体应用和现实反映，实践层面上增强文化软实力、形成“品牌效应”

和抵御美欧互联网途径意识形态腐蚀和渗透共同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

①米华全.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内涵特征及机制构建[J].理论导刊,2022(02):64-69.

②方卉.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研究[D].合肥工业大学,2021.

③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新湘评论,2019(09):4-6.

④吴宜临.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D].中共山东省委党校,2021.

⑤任永乐.习近平意识形态观研究[D].郑州大学,2021.

⑥王天奇.习近平关于网络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D].武汉大学,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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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观的理论价值。①

第二，“理论实践价值说”。陈丽斌从为推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思维方法、理

论指导；为净化网络生态环境明确方向、提供向上向善力量；为解决世界互联网发展和

安全困境提供了全新选择，促进国际网络空间良性发展、完善国际互联网协调机制，促

进网络空间公平正义等角度论述现实意义和理论启示。②任永乐指出“升华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观的理论价值；“巩固中国共产党

执政地位的思想武器、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实践策略、汇聚中国人民共筑中国梦的精神

力量”是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观的实践价值。③

第三，“实践价值说”。岳鹏认为发扬真理、修正谬误，牢牢把握网络舆论主战场

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促进“互联网+思想政治理论课”落实落细和增速提效；推进科学

网络安全观深入人心是其时代价值。④赵淋指出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优化

了我国互联网治理领导机制、加快了网络法治化进程、完善了以专家访谈、讲座、竞赛

为主要载体展开的互联网安全宣传教育⑤

1.2.1.6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从总体上看，国内对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比较全面，涉及国内背景、

国际背景、内容体系、理论特征、时代价值等，这为我们深入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提

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缺点。

第一，在关于国际背景方面，现有研究强调新冠肺炎、西方对我国进行的信息技术

渗透等，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际背景中有利的因素，比如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关于国内背景方面，偶然爆发说、信息茧房说等主要表达网络技术特征中

不利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方面，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网络技术特征中有利于开展意识形

态工作的方面，比如，网络技术中发达的信息传播技术有利于先进思想的传播。

第三，在理论特征方面，现有研究集中于政治性、法治性、人民性，因而缺少对创

新性和现实性的研究。

①张翠萍.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重要论述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2(06):38-43.

②陈丽斌.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解析及现实意义[J].邢台学院学报,2020,35(04):28-33.

③任永乐.习近平意识形态观研究[D].郑州大学,2021.

④岳鹏.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系列论述的核心要义及时代价值[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22):4-8.

⑤赵淋.习近平新时代网络安全观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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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内容体系方面，对一些问题的论述不够细腻，比如对红色地带灰色地带黑

色地带三个地带的论述比较抽象。本文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运

用于分析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中的各种关系，以使复杂抽象的网络意

识形态工作关系具体生动地展现出来。

第五，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二十大以前，对二十大以后的资料缺少研究。本文对二

十大报告等最新资料进行了认真分析，如本文就对二十大报告中的政治判断力、政治执

行力、政治领悟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地辩证分析。

1.2.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没有专门研究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学术成果。国外专家学

者从定义、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互联网给意识形态带来的变革、互联网在不同意识形态

竞争中的作用展开学术研究。

第一，意识形态的定义。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个体和人类群体基

于自己的价值判断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认知方

式。①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生产内容的方向、质量、方式受到一个社会

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和摆布，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工业”。弗

雷德里克·詹姆逊指出“意识形态的表征更应该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图绘幻想或叙事，个

人主体凭借它来发明与集体系统之间的一种‘亲身经历过的’关系”。②阿尔都塞从意

识形态与科学相区别的角度来阐明意识形态，指出科学是一种纯客观的认识，反映自然

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与阶级利益无关，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关系，不反映现实社会

的发展进程，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代表相对应的阶级的利益。

第二，赞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弗朗西斯·福山指出西方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

是人类社会最完善和最终极的一种社会制度，西方“新自由主义”则是人类意识形态中

最科学和最先进的。

第三，批判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丹尼尔·贝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意识形态已经

被非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所代替和置换。

第四，互联网给意识形态带来的变革。Anu A. Harju and Ella Lillqvist探讨了自媒体

用户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下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结合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片面

①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Wishart1971,p.328.

②Fredric Jameson,“Imaginary and Symbolic in Lacan”,Yale French Studies,no.55/56,1977,p.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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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解，强调了意识形态过程的认知性和通俗性，以及企业社交媒体在意识形态特定语

境中所扮演的角色。①约翰·B.汤普森指出现代文化包括文化权利、象征意义两部分，

文化权利表明文化与社会大众密切相关，象征意义表明文化的潜在意识形态属性，互联

网给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广泛流通带来了新的范畴和复杂性。②曼纽尔·卡斯特认为互

联网技术加速整个人类历史转变成世界历史。③

第五，互联网在不同意识形态竞争中的作用。安德鲁·查德威克明确指出，网络是

美欧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腐蚀的最佳工具和最优手段。④马尔库塞认为随着

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科学技术

正日益成为进行意识形态传播的强有力工具。阿尔温·托夫勒强调，“未来社会将由掌

握网络信息控制权、发布权的人掌控。”⑤Moyer Michael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互联网

市场上的竞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所对应的不同意识形态

的竞争。⑥

国外的研究集中于网络在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但对于如

何利用网络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缺少论述；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研

究，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缺少论述。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1.3.1研究思路

首先，研究其理论渊源；其次，搜集整理相关资料，结合我国网络治理实践，抽象

出对应逻辑结构；再次，对实践路径、具体策略、建设目标等方面进行详细的阐述；最

后，探索其理论特色和时代价值。必须指出的是，逻辑结构是研究重点，是学习和把握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抓手。

第一章作为绪论，为开展研究提供基本背景知识。选题背景从世界大变革大调整和

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展开，继而分析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搜集

①Anu A.Harju and Ella Lillqvist. Manipulating Meaning: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Online

Sociality[J]. Open Cultural Studies,2018,2(1):249-261.

②(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高铦等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12,p356.

③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6．

④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M].任孟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35．

⑤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吴迎春,傅凌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65.

⑥Moyer Michael.Internet ideology war[J].Scientific American,2010,302(4):14-16.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11

整理国内外研究成果，介绍研究方法。

第二章研究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和时代背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观念上

层建筑必有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研究时代背景就是把握相对应经济发展情况。

以基本概念的精准辨析助力表述准确。

第三章研究内容体系。从总体部署、基本方针、工作责任制、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个

组成部分来把握，为下文分析其理论特色和时代价值奠定基础。

第四章研究理论特色。从政治性、创新性、现实性三个方面来论述。当然其理论特

色绝不仅仅只有这三个，从多个理论特色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性创新性现实性，可

以使本文逻辑简明清晰。

第五章分析时代价值。从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两方面来分析。理论价值立足于理论

来源，着眼于丰富和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价值包括推动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指南、打好网络意识形态攻坚战的强大思想武器、巩固中国

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先进实践策略。

1.3.2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研究法。结合《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怎么办》等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以及《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中意识形态的相关内容，追溯理论线索，科学解决继承与发

展关系。2012年到 2023年之间，习近平在国内多个期刊和国际多个场合发表和开展了

四十多次有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论文、贺信、座谈会、讲话，这是开展研究最宝贵的

资料，在整理和分析基础上全面把握理论体系及内在联系，以解决“习近平关于网络意

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基本观点是什么，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问题。

第二，跨学科研究法。课题研究不仅大量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基本内容，而

且与人类学、信息工程学、新闻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紧密

结合。西方国家在互联网技术方面的优势涉及信息工程学，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涉及新闻

传播学，巩固红色地带涉及心理学。

第三，理论与实践结合法。联系国内国际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背景分析习近平

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产生的现实条件，以深刻把握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

工作重要论述产生的必然性；结合国内外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

挑战、新问题，利用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分析和解读提出把握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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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应对新情况、化解新挑战、解决新问题的路径、方案、途径，并在此过程中理解和

体悟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特征和时代价值 ；基于网络意识形态变化斗

争的趋势和互联网技术更新换代的规律展望未来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场景，提出极

富预见性、前瞻性、战略性、预判性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要求和长远规划。

1.3.3研究创新点

第一，研究材料具有创新性。收集的原始资料从时间上更新到 2023年。这体现了

研究材料的时代性、展现了研究素材的新鲜度。高度关注和紧密联系习近平关于网络意

识形态工作最新论述和最新研究成果，展现了关注现实的强烈现实性和服务实际的责任

感。除此之外，本文较为深入地研究了刘少奇同志的意识形态观点，这是此类研究中较

少见的。

第二，本文对系统内不同要素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具有创新性。如 3.3.4巩固红色

地带，引导灰色地带，打击黑色地带，就展现了黑色地带、红色地带、灰色地带之间极

为复杂的辩证关系，相较于笔者阅读的其它学位论文，本文论述较为细腻全面，较为通

俗的展现了思想舆论领域内部复杂的演变过程。

第三，理论特色具有创新性。学术界关于人民性、法治性、政治性的研究较多，但

本文提出的创新性、现实性，学术界对此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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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

基本概念是描述、解释、改变、预测一事物或现象的基本逻辑工具，了解习近平关

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基本概念并领悟其精髓是开展研究的基本前提，应全面

搜集资料，结合基本概念产生的具体背景和微观环境理解其具体内涵和使用条件，任何

时代都有其特殊性，即时代特征，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新时代我们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

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迎接着新的挑战机遇。

2.1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基本概念

网络安全是网络运行状态的一种，是一种正常的良好的状态，意识形态是由占社会

统治地位的阶级塑造的为维护本阶级利益的一种系统的知识体系，网络意识形态是意识

形态与信息时代相结合所产生的一种“新型”意识形态，但其本质属性阶级性并未发生

改变。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政府、网民、新兴媒体等相关方采取各种策略和措施的

一种劳动状态、过程和结果。网络安全等概念相互联系，构成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

工作重要论述的概念基础。

2.1.1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就是通过网络技术自主创新，在网络运行、网络数据、网络信息等方面及

时发现各种漏洞和风险，并做好网络预警和漏洞修补，最终达到由技术优势到安全优势

的现实效果。网络工作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目的就是促进网络安全，网络安全是做好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提。影响网络安全的因素包括自然和社会两方面，洪水、台

风等因素属于自然因素，可以通过加强对天气的预测以及提升户外网络通信设备抗风险

能力来解决，电子谍报、黑客行为和网络协议缺陷等因素属于社会方面，可以通过提升

网络用户网络使用安全意识、强化网络软件更新换代、完善补充网络协议等方法来解决。

从网络安全与网络空间安全相区别的角度来看，网络安全主要用来描述一国内部的

情况，网络空间安全侧重于形容一国之外的安全状况；网络安全主要用来描述相对和平

时代网络使用情况，网络空间安全则侧重于描述国与国处于战争或接近战争状态时网络

运行情况。从综合国力的角度来看，经济、科技、军事属于硬实力，文化、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文化自信则属于软实力，软实力为硬实力提供价值指引，通过塑

造国民精神追求、激发国民民族自豪感、调动国民投入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极大地加

快和促进硬实力的发展，硬实力的巩固和提升为软实力提供丰裕的物质资源，提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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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既要以硬实力发展为网络安全提供硬件设备和物质资源，又要通过提升网络文化

发展水平为硬实力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适宜的心理环境。

2.1.2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本研究的核心概念。19世纪法国学者德斯图特·德·特拉西认为各类科

学知识的观念基础就是观念学，而观念学就是研究意识形态的，这一表述富有哲学气息，

这与当时西欧流行的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流派有关。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做了新的定义，

认为其是由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力、人口等因素构成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并能对社会

存在产生能动反作用，其也被称作观念上层建筑。德国社会当时所流行的黑格尔哲学、

各种“真正的社会主义”、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是意志形态的一种具体

的特殊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是组成部分，因而那种将德国社会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哲学思

想与观念上层建筑并称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意识形态的说法是极为不妥的。意识形

态是系统的、自觉的思想观念，这一点使其与零散的、自发的社会心理相区别，意识形

态既反映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一般事实和普遍情况，又反映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趋势，

即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及其改革。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自己对意识形态的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认为意识形

态是商品物化在人类社会思想领域的一种表现，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式的意识形态，经

济领域的物化必然导致社会思想领域的物化。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属于文化范畴，掌握

文化领导权对于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至关重要，因而无产阶级必须加强对意识形态的

领导，用先进理论武装人民群众。陈锡喜认为意识形态是由各种价值观念、思想样态、

社会观念构成的理论体系。总之，意识形态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由各种科学知识构成

的指导革命和改革的理论体系。

2.1.3 网络意识形态

网络意识形态与现实意识形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明晰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外

延是进一步分析网络意识形态的前提。张宽裕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虚拟网络社会”的

反映，是网民看待和把握网络社会的有机思想体系，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网民阶层的现实

利益，是判断网民现实言语行为的思想线索，通过对网民网络言行的指引反作用于现实

社会。①网络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以各种电子产品作为信息载体，以维护某一群体或某一

阶层特殊利益等特定立场为根本目的，以各种网络平台和渠道宣传特有思想理论主张，

①张宽裕,丁振国.论网络意识形态及其特征[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上半月),2008(02):37-38.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15

争夺网络舆论阵地的观念世界和意识世界革命。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的

生存和生活空间逐步从“物理”向“虚拟”转变，这是网络意识形态诞生、发展、变革

的技术前提。意识形态有现实和网络两种存在方式，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网络”这一

定语，通过网络，人类社会联系衍生出自我交往、人机交往、人际交往，网络作为一种

实践中介，大大地延伸了人的大脑、延长了人的双手，激发主体自我思考、自我反思、

自我检查，逐渐形成了以主体主观能动性高度发挥为特点的自我交往，自我交往催生个

体对外界客体－网络的关注、思考，从而产生人机交往，各种网络终端相互连接在一起，

自然形成了以网络为媒介的人际交往。张磊、王建新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一种新型意识

形态，不是现实社会意识形态简单的翻版和再版，也不是网络个体自发产生的以互联网

为中介的全新意识形态，而是网民、社团、政府、企业、国家等个体或群体为实现一定

目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媒介，在网络空间创造、加工、表达、传递以价值观为核心的

思想交流活动的总和，这一表述侧重于社会层面，侧重于网民的道德自律。①李怀杰、

吴满意、夏虎指出网络意识形态是党政各级主管部门依据网络平台多元性、及时性、虚

拟性文化创作、价值教育、观念传播、舆论引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总称。②这一表述

侧重于政治层面，侧重于规范网络意识形态。

综上所述，网络意识形态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网民、社团、政府、企业、国家

等个体或群体的思想交流活动为实然状态，以党政各级主管部门通过网络文化创作、价

值教育、观念传播、舆论引导提升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号召力感染力为应

然状态的新型意识形态。

2.1.4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网络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念、意识样态、看法观点、理论体系，有些代表着广大

人民群众的利益，有些则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些与马克思主义相符合，有

些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为了社会和谐稳定、国家繁荣富强，必须引

导各种看法观点走向或者靠近马克思主义，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就是引导各种网络思想观

点朝马克思主义看齐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只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内

容的一部分，侧重于重大网络风险预防，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则侧重于从日常从细节从基

本体制机制出发化解和应对网络思想舆论风险，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水平。工作指需

①张磊,王建新.化智为治:人工智能驱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进路[J].思想教育研究,2022(06):88-94.

②李怀杰,吴满意,夏虎.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探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6(05):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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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成的业务或正在执行的任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由此可以理解成完成巩固马克思主

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任务。

候东晓、汪峰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与网络密切相关，因网络而产生、繁盛、复杂。

①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包括领域、主客体、内容、目标这四个方面。第一，领域。网络空

间是主要场所，也是现实与网络深度融合的产物，因此，一般意识形态工作领域在网络

空间都能找到与其相对应的存在。一般意识形态工作领域可以划分为文艺、思想政治教

育、新闻舆论等。第二，主客体。主体是发起者和引领者，客体是实践活动的接受者和

被动者。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看，党政机关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普通网民是网络

意识形态工作的客体。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角度来看，广大网民是主体，党

政机关是客体，主客体是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第三，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这

包括对敌对势力展开有力斗争、防范敌对分子的网络攻击和渗透、规范多元网络思潮、

打击有害思潮、构建对外宣传体系、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第四，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

目标。总目标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2.2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论述的思想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中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来研究和阐述社

会意识形态，他们论述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客观性、阶级性。列宁从先进意识形态提升

群众觉悟，先进理论为群众掌握于夺取革命胜利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作用等角度

论述加强意识形态研究教育宣传。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高度关注信息化在加强意识

形态工作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思想理论

和意识形态工作，将先进理论研究学习宣传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政权稳定、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世界历史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紧密联系，有机

结合，这为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展开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迪。

2.2.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没有网络，不存在直接论述，但相关论述却有理论价值和

借鉴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取得长久胜利，稳固的无产阶级

政权没有建立起来，巴黎公社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无产阶级政权也只存在了短

短两个月的时间，因而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夺取社会主义社会革命胜利所

需要的思想准备以及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巩固革命政权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

①侯东晓,汪峰,朱赟洁.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建设路径研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2,41(09):12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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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①社会存在特别是

物质生产力决定社会意识形态，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能动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识意

识形态最初是通过批判德国意识形态中的虚幻概念来实现的，如“类”“自我意识”“神

话”，并运用异化逻辑批判了宗教、法律、政治等具体意识形态。这些虚幻概念并不能

真正地解决现实问题，恰恰相反，现实问题的解决需要抛弃这些“唯心的”概念。后来，

又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根本矛盾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科学性，无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领域生产和分配的根本对立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发展先进理论，推

动思想工作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夺取政权以变革经济基础，这有力地表明了社会意识

对社会存在的能动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代表着人类社

会的发展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些社会思潮和思想样态背离无产阶级

的阶级利益，加强网络文化、舆情、热点的立场审查判断，是防范国内外敌对势力腐蚀

的举措。网络是“技术空间”，不同于“生活空间”。“生活空间”的意识形态由现实

生活决定，“技术空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以虚拟方式展现的“现实”意识形态。

“要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有效性，就需要从“技术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双重维度对网

络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透视。”②

2.2.2列宁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列宁深入地研究了意识形态，形成了众多的新观点。其一，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

性”。“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③无产阶级唯有通过共产党员先进革命理论

思想策略的灌输，从“自发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有

保障。同样的，新阶段建设网络强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需要理论指引。其

二，强调意识形态的“时代性”。科学的意识形态是客观真理，与客观实际情况相符合，

客观实际情况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断变化的，因而先进意识形态必须吸收新鲜经验，从而

能够始终站在“制高点”。其三，强调意识形态的“明确性”。列宁认为任何阶级的意

识形态都是“自私的”，都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看似模糊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也是具有

阶级属性的。他明确指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表述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在批判经验唯物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

②闫方洁,王凯全.“双重空间”视角下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多重维度[J].思想理论教育,2022(07):18-24.

③列宁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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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流派马赫主义时，列宁指出，经验主义总是试图模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

区别，试图建立一种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新型哲学”，实际上，以各种感觉元

素解释世界本源和物质本质仍旧是一种唯心主义，这种哲学想要误导人民群众，使人民

群众堕入唯心主义的深渊，其实际上可以说或者是向资产阶级的妥协或者就是代表资产

阶级的利益。列宁指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和对立不可调和，就像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利益根本对立不可调和一样，只能通过彻底地坚持唯物主义和

批判唯心主义才能解决哲学上的对立，只能通过在人身上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

革命和在经济上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化才能真正消灭资产阶级。

2.2.3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深刻地论述了意识形态工作，形成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丰

富认识。这与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有着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上的紧

密联系，学习和思考这部分内容，能够加深对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形

成和发展过程的理解。

2.2.3.1 毛泽东思想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

邪路上去。”①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对

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尽早突破“卡脖子”技术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西方敌对

势力无时无刻不在试图破坏和侵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从网络入手，营造舆论，

扰乱人心，为其破坏活动摇旗呐喊声威助势，具有广泛认同的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我党

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代表了历史

前进方向，新时代应强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研究，并大力宣传，以巩固我党的执政基础，

增强人民群众战胜各种困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和勇气。

毛泽东指出应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和宣传工人、农民及其他群众。

②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这是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政治

情况确定的，这表明意识形态总是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毛

泽东指出要科学区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宣传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这两种不同的宣传

内容。③这表明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就不能以理论代替实践，也不能以实践代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03.

②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704.

③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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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理论。这与刘少奇所说的要把中心工作与宣传工作相协调包含相同的道理。毛泽东指

出要把训练干部和进行学术研究同整个国民文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学

习宣传科学区分开来。①这实际上指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宣传不能相互代替，

这也是意识形态提高和普及的辩证关系，这也表明了党员干部学习理论知识的必要性，

普通大众与党员干部具有不同的知识储备，具有不同的工作任务，因而两者的理论学习

要突出各自的特点。

毛泽东指出宣传工作应当尖锐、生动、鲜明。②宣传工作一定要旗帜鲜明，不能含

糊其辞，这样才能便于群众理解、掌握。毛泽东指出宣传工作要坚持群众路线。③既要

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又要善于向群众学习，通过走群众路线使群众团结起来为

自己的利益奋斗。

在马列主义学习方面，刘少奇指出马列主义学习对一切共产党员和人民都极为重要。

党员不仅要学习，也要主动承担理论宣传重任。刘少奇指出要用辩证唯物论来解释迷信

问题，用历史唯物论解释命运问题，用报纸、刊物做这方面工作。④这实际上指出了唯

物主义世界观在我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上的先进性、科学性，指出了利用

各种媒体宣传唯物主义的重要性。当下的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用网络来宣传唯物主义

成为必然历史趋势。

在宣传工作方面，刘少奇提出了许多十分重要的观点。要建立专门的宣传机构，宣

传国内外大事、党的政策、错误思想的批驳，向群众宣传就是推进民主，宣传内容和方

法要根据当地情况决定，要经过党委讨论或党委书记同意。这实际上是坚持党管宣传的

具体有力措施。⑤刘少奇还指出群众提出意见和问题越多，宣传工作就越要加强。这实

际上表明了宣传工作要与群众思想文化水平相适应。刘少奇指出宣传工作要与中心工作

相互协调，宣传工作为中心工作展开提供群众支持，中心工作给群众带来实际利益；时

事政策宣传要与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宣传相协调，基本理论宣传见效慢，但影响深远；基

本理论宣传要辩证联系实际工作。刘少奇指出马列主义的学习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

重要原因，马列主义成为了中国劳动人民进行斗争的战斗武器，人民国家的建立大大改

①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706.

②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1322.

③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1318.

④刘少奇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0.

⑤刘少奇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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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了马列主义的宣传环境。刘少奇指出一切共产党员要向人民宣传马列主义，每个共产

党员要学习马列主义，要加强宣传机构人力、物力，要运用各种宣传工具进行宣传，党

的宣传机构要作为一个宣传领导机关发动和指导宣传工作。①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新时代

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2.2.3.2 邓小平理论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邓小平认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②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处在网络时代，消费主义、泛娱乐化思潮、新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消解主流意

识形态的严肃性、政治性，需要审视新情况，应对新问题，使四项基本原则在网络空间

的宣传落到实处。

邓小平指出要以思想工作提高我军士兵作战积极性。③意识形态工作对提高我军作

战士气，掌控战场主动权具有极强的激活作用。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文艺工作，邓

小平指出应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根本指导，通过文章、演讲等多种方式提升人民

群众对实事求是的理解水平以及在现实生活中运用实事求是分析解决问题的水平。④毛

泽东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工作学习中必

然会遇到大量不同种类的问题、困难，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通过文化工作引导人民

群众在实践中提升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同感，提升运用辩证思维解决问题的能

力彰显意识形态工作对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巨大能动作用。意识形态工作会对经济活动

产生能动的反作用，意识形态工作做得好，经济发展就能获得适宜的宏观环境，意识形

态工作不适宜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必然面临巨大阻碍。

邓小平指出“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⑤思想战线就是通过意识形态

工作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方向不断努力。党对思想战

线的领导是确保意识形态工作持续推进的根本保障。要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必须具

备两个条件，一是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团结，确保全党同志都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二

是各方都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坚决听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以人民群众巨大凝聚力提

升党的政策实际效果。邓小平指出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紧密结合现实政治。⑥现实情况总

①刘少奇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5.

②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78.

③邓小平文选,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

④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0.

⑤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5.

⑥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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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体的、变化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在现实的生动的环境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又必须根据实际的具体的情况及时调整工作的方式方法，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处理好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

2.2.3.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江泽民指出“要主动出击，增强我们在网上的正面宣传和影响力。”①以江泽民为

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我国接入国际互联网后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

进行思想渗透、图谋“和平演变”的新形势，指出全党要深刻把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

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积极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提高网络斗争本领，提升网络舆论

工作能力。

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性、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措施、

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进行了科学论述。江泽民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②江泽民指出“开展社会主义道德教育，

结合先进性和广泛性，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和科学，积极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落实文化政策，开展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发

挥知识分子传播先进思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推进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内容。”③

江泽民对宣传战线和网络信息技术进行了论述。宣传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江泽民提出“宣传战线要用科学理论武装人民群众，用正确舆论激励人民和服

务大局，用高尚精神塑造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风貌，以优秀的精神作品团结鼓舞人民。”

④江泽民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网络提供了意识形态工作的现代化手段，拓展

了意识形态工作的空间和渠道，要主动出击，学习网络知识，把握网络斗争规律，预测

网络舆论新动向。”⑤

江泽民创造性地探索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他指出“一是要及时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产生的新经验和新认识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升华，用先进理论有力

①江泽民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4．

②江泽民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

③江泽民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4,35．

④江泽民文选,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97．

⑤江泽民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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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二是积极学习和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善于

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作斗争，坚定干部群众正确的理想信念。”①

2.2.3.4 科学发展观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胡锦涛强调“必须重视和加强网络宣传思想工作，主动掌握网络舆论引导话语权，

充分发挥互联网传播主流思想文化的阵地作用。”②这说明我党此时已经高度重视通过

掌握网络话语权来增强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引领力号召力。

胡锦涛对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复兴中华文化、文化强国建设和奥运精神进行了

论述。胡锦涛指出“把意识形态建设与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相结合，以提高全民族思

想道德素质为重点，有针对性进行工作以使任务具体化落实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③在

加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领导方面，胡锦涛指出“将其列入议事日程，抓好各级领导队伍

和基层组织建设，着力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宣传思想文化教育队伍，搞好党风，坚持从严

治党。”④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中华文化传统教育和弘扬，推动文化内容

形式、体制机制创新，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复兴。”⑤胡锦涛在十八大上说“要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以贴近群众、生活、实际的原则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培

育积极向上、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人生态度，引导群众在网络社会中自我教育、自我表

现，自我提升，以文化产业规模化专业化提升文化整体竞争力和国际传播能力，坚定文

化自信、文化自觉等举措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⑥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欢

迎宴会上说“应通过奥运会弘扬团结、和平、友谊的奥林匹克精神。”⑦这表明了体育

与人的精神、思想的联系。

胡锦涛对网络信息技术和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科学论述。胡锦涛指出“高效管理互

联网是推进国家文化信息安全的重要抓手，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条件；

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必须主动占领网上思想舆论阵地，营造共建共享和文明健康

的网络环境，坚持有效管理、依法管理、科学管理。”⑧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①江泽民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7．

②胡锦涛.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03-12-08(01)．

③胡锦涛文选,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24.

④胡锦涛文选,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27.

⑤胡锦涛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39.

⑥胡锦涛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37.

⑦胡锦涛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7.

⑧胡锦涛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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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指出“要通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强化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证人民基本

文化权益，以深化改革激发文化发展活力，以良好对外宣传提升国家形象开创宣传思想

工作新局面。”①

在网络化与党的建设方面，胡锦涛指出“要探索和运用网络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

制度化、规范化，用党建网站提升党员党性，建立信息库加强党员监督水平，利用远程

教育网络一体化建设便捷党员教育，利用反腐败网络举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利用网络

信息收集分析机制提高党员引导管理能力，利用网络继承创新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思

想政治教育和党的文化建设经验。”②

2.3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

每一时代都有其特定的生产力以及相应的经济制度，进而要求相对应的意识形态适

应于和服务于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根据时代特征和实践环境确定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和

宣传策略，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表现和理论自觉。

时代背景不断发展变化，意识形态工作形势和问题挑战也不断改变，意识形态工作价值

理念、渠道传播、参与主体、展开形式也要持续相应调整。“网络意识形态运动发展依

然受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并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现实世界。”③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提出和完善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5G、大

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型现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网络越来越成为意识

形态工作的主阵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科技优势，长期对我国思想文化和价值

观念进行数字化渗透，煽动扩散网络负面舆情，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中心由大西洋两岸

向太平洋两岸转移为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宝贵机遇。我国经济转型调整，

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在促进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社会阶层和利益关系也走向复杂与多

元，社会治理机制有效性及时性不足，网络工作专门人才队伍、网络治理理念、网络预

警纠错机制与现实需要尚存在较多不相适应之处，与此同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全局为解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域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光明前景。

①胡锦涛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0.

②胡锦涛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53,254.

③郝保权.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新趋势[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01):127-13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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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国家虽然在信息技术上占据主导地位，但

这种主导地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西方国家利用信息技术霸权地位妄图通过“思想文化入侵和渗透”，发动“和平演

变”“扳倒中国”从“X－关键得分”到西北工业大学近期频繁遭受美国国家安全局网

络攻击，西方反华势力运用挖掘后门、网络监听、漏洞潜入展开意识形态斗争的规模达

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以信息自由流动和网络技术交流互动为掩盖，对我国输送具有信

仰、价值、理想、立场等具有政治属性的图片、文本、数据、音视频，进行以显性方式

表现的隐形意识形态侵袭，扩散有害信息，散播网络病毒，进行污名话语攻击，污染网

络生态。通过数据流量，拉拢、洗脑“意见领袖”，把西方价值理念、“普世价值”与

社会热点事件，特别是负面舆情相融合，捏造、虚构、伪造具有欺骗性和迷惑性的政治

谎言和新闻事件，扰乱社会稳定和经济秩序。西方国家在网络文学、影视音乐、网络广

告中“夹带私货”，利用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诋毁和批判社会主

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压缩马克思主义网络话语空间，冲击和动摇我国正常发展环境和

现有制度体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西方大国利用其网络话语优势抹黑我国形象。美国政府

在病毒源头不明的情况下编造武汉是病毒源头的谣言，污蔑武汉封城是侵犯自由和人权，

利用被收买的专家机构编造像模像样的“新闻”，再通过极度偏见的西方媒体散播疫情

谣言，使国际舆论场中的荒谬论调不时出现，给国际社会疫情防控制造摩擦和中国疫情

防控制造不必要的负面舆情。疫情期间出现的诸多社会热点大都是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

捕风捉影地对疫情中发生事件的片段、局部、部分进行虚构拼接而形成的“真实事件”

引发的，这种符合网民心理特点、性格特征、传统文化的具有个性化的虚假新闻报道与

国内部分道德素养低下的网络意见领袖刻意迎合西方话语权密切相关。在《华尔街日报》

上，美国一些敌视中国快速发展的专家学者发表了《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的虚

假文章，借此污蔑中国在疫情防控上取得的重大成就。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有“长”的特点，即持续时间很长，又有“大”的特点，即发

生的变化特别巨大。变化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不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部分，比如，

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以及上文所提到的西方国家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对我国展开的意

识形态斗争。第二部分是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部分，如世界经济中心由大西洋两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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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两岸转移，G20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这为我们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和政治环境。对于大变

局中不利的部分，我们要高度警惕，及时研判，制定相应对策，对于大变局中的有利部

分，我们要顺势而为，充分利用其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

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2.3.2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光明前景……

网络的平等性、开放性、及时性。微博、微信、短视频的出现，使任何社会个体在

任何时候可以生产各类“新闻”，普通网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与传统报刊电视一样具

有信息传播、发布的“新型媒体。”新闻生产的主导权逐步从顶层设计的“国家政治力

量主体”向价值观念多元、信息专业素养不足的“大众力量”转移。在增加信息生产速

度、规模、种类的同时，使恶意信息和不良情绪的传播和发酵具有了新的场所和空间，

削弱了信息生产和新闻传播的批判性、严肃性、反思性，使网络空间“天蓝气清”面临

新的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性因子。

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激发了公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公众从书籍报纸、

电报电话时代的信息消费者，转化为虚拟世界的信息生产者和信息发布者，这种多对多

的信息连接模式，使得官方媒体、党政机关与公众在舆论格局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一定程

度的逆转，官方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号召力由强到弱，普通大众的舆论话语权由弱到强。

多中心网状传播信息结构在极大提高公众参与热情和议题讨论活跃度的同时，一些内涵

单一、盲目跟风、享乐主义、低俗恶俗、个人主义的网络信息沉渣泛起，给部分无辜人

士带来不必要的精神压力和心理损伤。

意识形态的存在和运行方式相较传统时代发生重大变化。微信用户可以关注感兴趣

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微博用户可以关注自己好奇的明星和“网络大 V”，并发表评论、

点赞收藏转发，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也是如此。在这消除“时空差距”的网络空间，

一些唯利是图，爱慕虚荣的网络账号忽视新闻真实性，炒作消极情绪，解构重组现实价

值，利用消遣心理和从众心理，扩大流量和吸引公众。网络碎片化、即时化的言语代替

了系统性、科学性的理论知识，使人在不知不觉中被低俗、欲望伪装成的糖衣炮弹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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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追寻信仰理想和科学真理。这些都表明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直接技术挑战，网络意识

形态内外环境存在各种不良思潮和消极观念挤压腐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崇高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把

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

是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建成高度

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上文提到了网络信息生产传播技术新特征提升网络治理难度，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为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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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内容体系

主要内容居于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核心地位，包括战略地位、战

略目标、基本方针、实践路径这四个紧密联系的部分。战略地位回答了“为什么要开展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基本方针回答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着重处理的几对矛盾的辩

证关系”，实践路径回答了“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措施”。

3.1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体部署

总体部署包括战略地位和战略目标两部分。从战略地位来说，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事

关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事关经济社会运行和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从战略目标来说，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指导地位，要

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精神。

3.1.1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地位

习近平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①网络黑客攻击政府和企业网站，

窃取机密，使正常的金融交易和商业活动受到干扰，难以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给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轻则损失个人信息、财产，给工作生活和开展商业活

动带来不便，重则使人心理受到打击，精神崩溃，心灰意冷，丧失对生活和人生的希望

信心；个人信息网上交易侵犯公民隐私权，为网络暴力提供可乘之机，使社会幸福感、

安全感、获得感大幅降低，为各种违法乱纪行为提供温床；网络有害信息误导公众，可

能引发公众盲目消费、跟风从众、做出非理性行为。建设网络强国，推进网络意识形态

工作，可以有效突破网络核心技术，完善网络工作产业体系，打击国内外网络黑客，减

少电信网络诈骗案发数量，保护个人隐私，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1.2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目标

“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

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②当下，新媒体加速融合，网络空间和网络渠道顺势

成为党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完善宣传工作，明确宣传工

作目标。

首先，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意识形态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06.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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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决定和塑造的社会结构中的思想上层建筑，关乎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发展节奏和发

展道路。先进意识形态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对于少走弯路，加快发展，甚至实现弯

道超车具有思想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辟出中国革命道路，推

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为以后

发展奠定制度基础；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大大加快了中国的发展速度；进入新时

代，又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迈进。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历史选择的，

是人民选择的、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就是巩固意识形态安全，巩固国家安全。新时

代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要在网络空间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用党的理论创新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其次，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实现民族复兴，离不开共同认可

遵循的理论思想。这种共同认可的理论思想为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向心力和凝

聚力。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推动网络强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民族复兴和国

家富强，必须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我国的共同思想基础扎根于广大

人民创造历史的宏伟实践中，贯穿于中华民族追求人生价值和美好理想的全过程。这一

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的主要内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共同思想作为

凝心聚力、统一信念的战略工具，在党的坚强有力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克服

各种艰难险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效力，必将实现中国梦。

最后，营造绿色网络生态。“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符合人民利益。”①人民群众在

网络空间的言论自由必须得到有效保障，每位网民言行都需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坚

决遏制打击利用暴力恐怖信息危害国家政权稳定和民族团结进步、利用色情低俗内容谋

取利益造谣生事等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着力构建富有正能量，符合

主旋律的良好网络生态，用正面案例和充实内容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为广大网友

提供舒适自由轻松欢快的网络生活体验。习近平高瞻远瞩，指出不良网络信息所裹挟的

负面效应：网络不良信息以一言一行的细微举动腐蚀社会成员自主意识，渗透污染网民

精神家园。新时代要用积极向上，富有历史底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先进文明成

果滋养网络空间。

3.2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方针

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相统一、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意识多

①李超民,周丽楠.网络民粹主义的理性审视、传播过程与积极防范[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1,37(05):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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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化相统一、围绕中心和服务大局相统一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方针。党性和人民

性相统一从党和人民的关系出发阐述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从媒体和

网民之间的关系出发阐述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围绕中心和服务大局从社会发展的局部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之间的关系出发阐述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3.2.1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①党性代表着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

坚持党性就要认真学习领会党的重大会议精神和重要决策部署，自觉宣传和执行党的重

大决策部署。人民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坚持人民性就是要充分依靠和精心服务人民群

众，宣传报道人民群众感人事迹和奋斗故事，激发人民群众伟大创造精神，教育引导群

众提高网络文化素养和增强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党的奋斗方向

和努力目标就是人民所愿所想，党的先进理论就是人民实现自身利益的强大武器，党的

路线方针就是人民群众获得幸福感的康庄大道。党通过维护人民利益巩固自身执政地位，

党的执政地位越巩固，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现就越有保障。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是加

强党的领导的前提，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获得群众支持的条件，两者密不可分，互为前

提条件。党和人民的良性互动和高度团结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根本性条件。

3.2.2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意识多样化相统一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的、人民的、实践的、开放的理论。揭示了社会运动规律，代表着人类前进方向，指引

人民改造世界，实现自身解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

连。经济转型升级和全面深化改革必然影响和反映于人民思想观念，这就会产生社会意

识形态多样化。社会意识形态多样化体现了社会个体自主性、选择性、灵活性。人类文

明不断进步和社会不断发展必然促进人民思想活跃，社会生产力提升和生产方式变革以

及科学技术进步不断激发人民创造热情、探索精神和活泼个性，进而促进社会精神财富

充实丰富、社会文化繁荣、社会意识多元。

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补充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必

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学术性可以有效引领多元社会意识的

价值取向，规范多元社会意识的社会功能，提升多元社会意识的理论品质，化解腐朽落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4.

②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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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多元社会意识，激发多元社会意识的生机活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促进马

克思主义与多元社会意识的良性互动，在提高社会法治性的同时逐步营造一种自由活泼，

个性绽放的社会主义社会网络文化繁荣发展新局面。

3.2.3坚持围绕中心和服务大局相统一

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①中心

指经济建设，大局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网络宣传工作围绕

中心，围绕社会经济发展，这符合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反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是其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的创造性运用。围绕中心就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网络广告、网络文艺、网络

学术要深入研究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实际情况，使各项工作更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实际需

要，减少各项环节与经济发展需要脱节或不相适应的情况。意识形态反作用的发挥与经

济的决定作用密不可分，网络宣传工作发挥能动作用需符合实际情况，以符合实际情况

基础上的创新宣传有效推进网络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服务大局就要站在战略制高点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网络意识形态

各项工作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协调。促进围绕中心与服

务大局相统一，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物质条件和生产动力，以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和带动经济建设。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要以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推进社会

主义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也要注重通过把握大局符合国情的网络宣传提升网络意识形

态工作的水平和服务国家总体战略规划的能力。

3.2.4坚持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相统一

习近平指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②坚持正面宣传就是要大力宣传有

利于团结稳定鼓劲的“正能量”内容，传播正能量，弘扬正能量，利用宣传为民族团结

服务，为社会稳定服务，为激发和增强人民群众参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热情和

豪情助力。新媒体工作者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把“四个意识”融入新时代伟大

成就之中进行宣讲。习近平指出党的新闻工作者要善于澄清谬误，辨明是非，发挥舆论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

②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习近平总书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辅助材料[M].北京:学习出版社,2

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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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职能，对于不同舆情要采取不同策略，对正面舆论要鼓励支持，对负面舆论，立场

正确，但能力不足，缺乏对事实真相了解的，要耐心说服，及时答疑解惑；对于恶意挑

衅、故意污蔑，进行不法活动的丑恶现象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舆论监督净化宣

传生态，增强“正面空间”，坚持正面宣传，扩大舆论监督合力，提升舆论监督效力。

3.3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路径

推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实践路径，离不开符合中国国情的网

络意识形态工作体制机制。党的领导、发展网络自主核心技术、发展中国化时代化马克

思主义、科学区分和调控黑色红色灰色地带共同构成了推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体

制机制。

3.3.1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习近平指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①工作领导制度

塑造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方式，党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位于主导地位，具有主导效能。

必须压实党在网络意识形态组织建设、内容体系、理论供给、价值取向等方面的领导责

任和政治责任。提升党在新媒体、网络宣传、网络意识形态阵地中的主导性地位和主导

型力量，增强公众对党管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和政治认同。各级党委要学会互联网逻辑，

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细化各部门职责义务，提高工作能力和专业化水平，发挥舆

情把控和引导职能。

3.3.2提升信息技术水平，夯实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技术支撑

习近平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②信息技术是信息资源分

配、信息治理效率、信息把控效能的直接决定性因素，信息获取、过滤和传递的数字化

特征凸显了技术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基础性地位，核心网络技术能否自主创新决定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能否落到实处。从信息技术入手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成效，需要做

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创建网络意识形态信息收集系统。利用具有信息收集分析能力

的大数据对民意表达和民意倾向内容特点和变化趋势精细搜集、精准分析、系统判断。

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利用大数据的资源整合功能捕捉真实舆情和确切民意，制定针对性

方针政策，及时引导舆情走向和防范化解舆情风险。其二，加大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网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2.

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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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舆情监测预警机制、网络防火墙、不良信息识别过滤系统都属于重要信息技术，是网

络技术创新的重要领域和方向。加快网络核心技术开发利用需从政策激励保障、增大资

金投入、人才培育引进的技术外延到计算机基础理论开发、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突破、重

大技术市场调研投放的技术内涵的全过程发力，真正建立完整技术创新链条和成熟技术

创新体系。其三，构建全方位技术监管体系。生活空间与技术空间相互交错，模糊言行

法律道德属性界限，欺骗公众监督效力，隐匿不良意识形态动向。技术监管要着力从网

民提升自律意识、强化网络平台实名认证和授权认证等方面保护网民隐私。

3.3.3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大众化。”①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理想信念之魂，是网络意识形态工

作的根本遵循，推动其中国化时代化符合时代要求、现实境遇和人民需求。第一，推动

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统一。中国进入新时代，社会经济体制机制和

政治制度得到完善发展，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美丽中国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公民法制

意识得到明显提高。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完善马克思主义文本现实性，增强

马克思主义现实解释力，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内在张力，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引领

中国。第二，用马克思主义把握世界大势。当今世界仍处于马克思所指明的社会变革之

中，新冠肺炎疫情、地区冲突、气候变暖、俄乌冲突等标志着全球不稳定因素的急剧增

加和世情的深刻变化。利用马克思主义应对全球性挑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推

进其时代化必须立足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实际情况，深刻洞察人类历史前进趋势，认清

时代发展规律具体体现形式，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在

世界的传播和发展。第三，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促使马克思主

义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条件，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性因素。与

人民群众相结合，使其为人民群众所熟知掌握，理论武器方能发挥其威力，推动社会实

现变革和人类历史进步。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搞

清悟透基本原理，做到透彻把握和熟练使用，将基本原理以恰当方式向人民群众宣传。

广大意识形态工作者要善于引导群众，根据人民认知水平和思维方式制定理论教育宣传

策略，提升群众理论认同感，让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人民工作生活的好帮手，解决实际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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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有力工具。

3.3.4巩固红色地带，引导灰色地带，打击黑色地带

习近平指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①红色地带

代表着网络意识形态的“咽喉要道”，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成败得失的关键。主要有网

络新闻舆论领域中的官方网站、官方媒体，官方网络学术，网络文艺领域中的官方管理

机构以及一些宣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网络社群，他们

有一个共同的鲜明底色：各项活动和宣传内容符合马克思主义。红色地带代表着社会发

展的主流，有着对网络各种思想样态的科学理解和精准认识，应在坚持和巩固的基础上

大大提升红色地带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加强对党的理论方针研究，拓展研究领域，拓宽

研究视野，使其在推动党的理论制度创新方面大有作为。

黑色地带是带有负能量的地方，对社会和谐稳定和党的团结具有破坏和销蚀作用。

它主要是境内外敌对分子制造出来利用网络舆论来谋求不当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的，历

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民粹主义以及恶意散布网络谣言即是其主要表现

形式，要主动出击，敢于亮剑，破坏其生存土壤和传播渠道。网络意识形态领域许多突

发事件都是在此地带产生和发酵，一些敌对势力利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评价我国社

会制度和发展成效，批判我国发展道路不符合西方标准。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

信念，旗帜鲜明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和良好作风，使黑色地带暴露于阳光之下，无所遁形。

灰色地带是介于红色地带和黑色地带之间的一个过渡地带。红色地带放松领导和监

管，就会转变为灰色地带，黑色地带得到科学治理和有效引导，也能转化为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明确反对，但也没有清晰的

判断和理性的认识，对其信仰不坚定不牢固，处于这一地带的人群缺少知识和理论修养，

但立场没有明显错误。对此，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

传，使他们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先进的思维方法、牢固的政治信仰，从而实现灰色地

带向红色地带的转化。

三种地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红色地带是灰色地带转变方向的旗帜，是压缩和消

灭黑色地带的主导力量，灰色地带是红色地带扩展地盘的去处，是黑色地带着力拉拢的

对象，黑色地带是威胁红色地带的邪恶敌人，是灰色地带退化的去处。科学理解三者变

化，熟悉三者运动规律，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推动黑色地带逐步压缩、灰色地带向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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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转变、巩固红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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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战略思维，展现众多理

论特色，其中，政治性、创新性、现实性是其最鲜明的三个理论特色。

4.1 政治性

政治性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属性，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继承和发

展了这一属性。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政治性的根本，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是我党获得人民衷心拥护的重要法宝。

4.1.1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中国

共产党对历史进步的强大推动作用离不开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离不开全

党同志对党中央权威的高度维护。习近平指出“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

则。”①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形势复杂严峻，涉及各方利益，牵扯多个领域，更加离不开

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全面完善党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制度机制，全党同志

增强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贯彻落实“四个意识”。贯彻大局意识以统筹红色地带、灰色

地带、黑色地带，贯彻核心意识以坚决执行党中央制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政治

意识以坚决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看齐意识以调整、纠正、校准自己的言行举止以

符合党中央的要求。

政治判断力是党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成败得失的关键。政治判断力事关能否快速准

确认出网络模糊言论信息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否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找出

各种舆论热点背后的政治意图和政治立场。是否具有政治判断力是能否在网络意识形态

的具体实际工作中坚持和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基本功。

政治领悟力是党领导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彻底做好的基本前提。政治领悟力要求党员

不仅认真阅读党的文献资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要求对其有所“悟”，对各种原

理、政策包含的精华融会贯通，从原有知识经验体系中形成自己的独有的创新认知体系，

以做到举一反三，灵活熟练地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

治领悟力重点在于“悟”，悟就是自己感悟、思考、反思、就是找自己的不足，就是找

自己在政策执行和日常工作中的不足，就是反复回忆自己的所作所为，离开静下心来的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3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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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仔细思考，就不会对自己有新的认知，就不会有新的收获，也就不是悟。

政治执行力是党员政治素养水平最直接最重要的体现形式。政治执行力要求党员坚

决执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将其贯彻到底，不打一丝折扣。政治执行力是党的网络意

识形态工作巩固推进的根本所在。世界本就在不断变化，各领域的政策也在不断更新，

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相较其它领域变化更加迅速，规律更加复杂，这就要求网络意识形态

工作的理论指导与时俱进的速度更快。党的一系列指导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快速形成和不断更新，这凸显了政治执行力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是否具有政治执行力的最根本标准在于党的政策是否落到实处，这要求党员了

解自己所负责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局部的具体情况，有克服各种困难执行政策的勇气和

信心，有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具体情况灵活科学执行政策的强大工作能力。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科学把握和熟练

应用三者关系，有效维护党中央权威，有效发挥党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政治领悟力是提升政治判断力的原生土壤，要以强大领悟能力

科学理解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科学迅速地做出政治判断。政治领悟力是政治执行力的基

础。政治判断力是政治领悟力的直接表现，是政治执行力的直接前提。政治执行力是政

治领悟力和政治判断力由理论向实践转变，生成实际效果的根本途径，是政治领悟力和

政治判断力的外在表现。党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必须不断提升政治领悟力，以政治领

悟力带动和优化政治判断力，以极高的政治觉悟和科学的政治判断强化政治执行力。

4.1.2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指出“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①人心向背是我

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科学答案，网信事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坚

持和运用这一科学答案。网信军民融合是贯彻这一思想的良好途径，既能以低成本利用

军事技术服务于民生领域，又能低成本以民用技术服务于国防和军队建设，要着力推进

网信军民融合激发潜力和更具活力。要充分利用网络推进政务公开，以激发群众参与政

治生活热情，发挥舆论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要科学利用网络推进党务公开，以高效群众

监督推进反腐败斗争取得和巩固压倒性胜利。加快电子政务普及，利用信息化改革行政

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提升行政系统运行效率，便捷群众办理各种手续，以一体化在线

服务平台电子作为政务普及的重要抓手和战略目标。网信事业必须着力解决群众急愁难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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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的事情，以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赢得和巩固群众的信任，群众反映强烈的

问题必须优先考虑，优先谋划，优先解决。

以网信事业推动生产力发展，以经济利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都是新型信息技术，要以新型信息技术为农业、制造业、服务业智能化提质增效，

以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驱动信息技术创新化发展，推动两者深度融合，实现叠加效应。要

以新发展理念指引产业数字化和传统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新发展理念科学协调和处

理了不同群体、人和自然、国内和国外、现在和将来、短期和长期之间的辩证关系，是

促进网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科学指导思想。网信企业要以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以

道德责任彰显担当精神，以社会责任展现新时代中国企业风貌，京东在各地受灾时总是

第一时间捐献和配送物资，从而获得了群众的支持，钟南山院士曾亲自为京东题字。

4.1.3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宣传战线的战略任务

习近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

个战略任务。”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丰富，内涵全面，包括马克思主义、十九大精

神、二十大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梦等。第一，要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迈上新台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就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立足于新时代乡村振兴伟大实践，着眼于美丽

中国建设发展形态变革，以有学理性新理论赋予哲学社会科学新的思想内涵，为凝聚中

国力量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智慧。②第二，把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作为主要任务。举旗帜就是让马克思主义为人民群众弄懂学通和武装思

想，人民群众的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有一个极大的提升。聚民心就是鼓舞全党全国人民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士气，振奋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精神。育新人就是以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滋养人民精神世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滋养人民道德水准，以中

国梦滋养人民思想觉悟。兴文化就是激发人民群众了解创造创新中华文化的热情，增强

我国文化软实力。展形象就是以中国特色故事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以中国特色声音提

升我国文化国际传播力。第三，要广泛开展模范学习活动。英雄往往有着强大的人格魅

力、高尚的情操、高昂的工作热情、乐观生活态度，了解英雄，了解他们的故事，接受

他们伟大精神的熏陶，学习他们克服困难的技巧和提升工作效率的经验，对于全体人民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12.

②孙正聿.当代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原创性[J].中国社会科学,2022(03):23-36+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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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青少年树立远大目标和坚定理想信念具有重要作用。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以讴歌英

雄为文艺创作的重要内容和提升文艺创作质量的生命线，以讴歌英雄的文艺精品引领社

会风尚，陶冶人民情操，以优质网络文艺作品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优化净化网络生态。

要坚持党对宣传思想工作全面领导，提升宣传思想队伍政治素养和求实创新水平。

宣传思想干部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提高自身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本领和素养，把党中央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以夺取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巨大成效。

4.2 创新性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①推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行

稳致远，必须大力发扬创新精神，提升创新本领，厚植创新沃土。创新媒体融合发展，

创新中华文化，创新国际传播工作，以创新为推动工作的第一动力，全面推动意识形态

工作提质升级。

4.2.1推动媒体融合创新发展

习近平指出“要全面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②微信、微博、各种新闻客户端逐步成为人民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全媒体建设越来越

事关精神力量和社会舆论能否朝着合理方向发展。“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③

社会舆论事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现代社会网络媒体在社会舆论形成塑造过程中发挥

的作用越来越大，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事关国家安全，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能否实现。

要全面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媒体融合要以导向为魂，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就是媒体融合的科学导向，要以移动为先，以服务手机、平板、电子手表等移动终端

设备为优先对象。主流媒体是媒体融合发展的核心力量，推动主流媒体扩大影响力，提

升竞争力是推动媒体融合发挥整体优势的重要抓手。主流媒体要以主流价值牢牢占据舆

论制高点，以智能化发展提高引导舆论能力。法治是治国之重器，媒体融合发展必须遵

守法律法规，以法治为自身长远发展保驾护航，监管部门要充分发挥监管作用，及时发

现和消除不良新闻社会舆论风险，以网络媒体法律法规日益完善使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要统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以传统媒体规范性消解新兴媒体碎片化阅读所带来的定势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9.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17,318.

③《吕氏春秋》,战国时期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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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以新兴媒体的便捷性降低信息传播成本，提升信息传播速度，推动两者优势

互补，相得益彰。媒体融合要以内容为王，以正能量新闻增强人民正义感，以优美主旋

律唱响社会和谐之歌。

要从人才、资金、政策等方面着力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方向发展。任何事物都是一

个系统，都由多种要素组成，各种要素之间相互协调，事物便可获得较快发展，各要素

相互对立，事物发展便会停滞甚至倒退。各级宣传管理部门要及时调查研究媒体发展新

情况，仔细查找媒体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及时反思既有政策执行效果，综合多方信

息完善已有政策和制定新政策。一定量的资金总是代表一定量的劳动力，适量资金流入

媒体融合领域可以有效激活新媒体工作者创作活力，更新媒体融合硬件设备，财政相关

部门要科学判断各具体单位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所需资金，确保相关资金得到科学合理使

用，真正有效发挥其激活作用。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媒体领域的人才是现代媒体获得

快速发展的主力军，当下我国正在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各类媒体要

充分利用国家发展战略带来的宝贵时机，吸引和培育媒体融合创新发展的能手和奇才，

以关键领域人才引进创新媒体融合新增长点，带动媒体融合整个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4.2.2着力推动中华文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 5000

多年的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①网络是中华文化创新的重要场所、传播的重要

渠道、扩大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推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前进，必须在网络领域大力

推进中华文化创新。

从历史性来看，中华文化总是借鉴和吸收前人留下的积极成果，并结合时代情况和

具体问题进行升华创新，从共时性来看，每一种文化样态的出现都吸收其它民族、其它

国家的优秀内容。文化发展的守正创新既是文化发展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又是解决文

化古今衔接转化的“捷径”。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无法割舍的

精神家园和生命延续的坚实基地，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科学处理优秀传

统文化与时代的关系、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着力推动中华文化创新性发展：第一，

对外来文化批判吸收。对外来文化不能全盘否定，清末闭关锁国是对外来文化的全面批

判，这是一种文化自大，不是文化自信，会损害中华文化的发展，对外来文化也不能全

盘吸收，近代以来的一段时间里，部分国人极度推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极力鼓吹全盘

①习近平会见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外方代表[N].人民日报.201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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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化，这是一种文化自卑，也不是文化自信，同样会损害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外来文

化鱼龙混杂，自有其可以为我们借鉴和效仿的，也有不适合我们和对我们有害的，对此，

应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我国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外来文化的具体内容对具体的

文化问题做具体的判断和处理。第二，对自身文化保持理性。中华文化在 5000多年的

历史长河中，孕育和创造了无数的文化典籍，留下了数不尽的文化遗产……新时代的我

们，在法治建设、生态建设、经济建设、深化改革等方面都遇到很多困难，可以有选择

地从中华文化中寻找合适的内容予以解决，选择的合适，困难就能得到较好的解决，选

择的不合适，困难就难以解决甚至延误困难的解决。由此可见，中华文化能否获得强有

力的创新性发展，不仅取决于中华文化的过去，更取决于新时代的我们如何对待中华文

化，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根据我们遇到的具体的发展难题选择合适的文化内容。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精华，也有糟粕，但精华与糟粕不仅与文化本身的区

直善恶有关，更与我们如何使用有关，同样的文化内容，用的合适，就是精华，反之，

就是糟粕，应在充分了解中华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对其的运用能力。

“文化的不断与时俱进和变革创新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动力所在。”①总

之，推动中华文化创新性发展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工

作的重要途径。在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遇到的问题时，以对国外文化的辩证分析、中华

文化的理性分析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水平。

4.2.3创新国际传播工作，展现立体中国

习近平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

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②国际传播工作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关我国外部舆论环境，事关我国国际话语权。新时代，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必须完善国际传播工作，创新国际传播工作。

着力推动国际传播工作创新，必须总结我党对外传播工作经验，准确把握对外传播

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紧密结合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历史使命，牢牢立足

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水平，提出具有前瞻性、系统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一，

创新人文活动交流形式。利用线上国际会议论坛阐述我国发展观文明观，利用外国主流

媒体阐述我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发挥高层次专家作用阐述我国人权观和生态

①吴增礼,马振伟.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要求、意涵与推进指向[J].文化软实力,2022,7(01):41-51.

②习近平.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N].人民日报,2021-06-02（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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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其二，要广泛宣传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有能

力也有实力为推动世界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做出贡献，同各国一道解决人类和平与发展难

题。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落”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众多国家的响应，被写入

联合国文件，展现了中国智慧和中国主张的影响力，表明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积

极承担国际义务。其三，构建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要加强顶层设计，创新内

宣外宣体制机制，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工作体系。以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提

升中国话语说服力，以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价值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力。其四，增强对中

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当前，国外一些政党，一些团体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缺少了解而产

生了很多偏见和误会。要通过制作精美的宣传片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宣

传建党精神、红旗渠精神、延安精神，要宣传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革命道路、敢为人先

的伟大创造创新精神。

各级党委要加强组织领导，使各方行动相互协调。党校加强领导干部对外传播经验

技巧培训，高校大力培养国际传播工作人才，各类媒体要把对外宣传作为重要工作任务，

要发挥智库对外传播工作的研究职能，要充分发挥工青妇联系广泛的优势。各方在党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团结奋斗，向世界展示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增强中国形象亲和力和

中华文化感召力。

4.3 现实性

现实性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的实际的细微的情况作出决策，推进工作；现

实性就是把握事物全局和发展趋势，有前瞻性有预判性地调查研究工作；现实性就是以

极大的信心、高昂的斗志、乐观的心态、快乐的心情、强大的勇气去奋斗、去努力、去

创造条件、去发现困难中的有利因素、去挖掘自己的潜能、去利用逆境中的“顺境”，

而不是抱怨、等待、犹豫。主动精神越强，抱怨就越少，奋斗就越多。实事求是离不开

主动精神，没有主动精神的实事求是，就是对客观环境的被动了解和被动接受，工作就

会停滞不前或是缓慢推进，就不会探究“事实”，更不会了解事实中的“是”。主动精

神离不开实事求是，没有实事求是的主动精神，就是一种盲目的自信，鲁莽的行动，就

会使工作处处碰壁。

4.3.1世界观层面：以实事求是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形势

实事求是就是从具体的特殊的实际的情况出发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利用发展

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利用问题克服的过程经验丰富创新理论。习近平提出“我们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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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①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基本国情、历史

命运、文化传统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决定了我们解决自身任何问题都要采用适合自己特

点的方式方法，对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我国网络使用人数、网络信息技术发展水平、

网民网络素养与其他国家相比都有很大区别，对于国外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经验必须科学

扬弃、具体分析之后方可为我所用。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根据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

各方面历史发展轨迹、发展现状进行“量身定制”。

网络宣传工作，特别是对外宣传工作，新表述新概念既要考虑对外宣传目标的文化

传统、风俗习惯、文字语言，更要考虑我国独特的制度优势、文化中的“中国特色”、

独特的发展道路，切不可为了刻意迎合而丢掉自身的“特色”，唯如此中国声音才动听

悦耳，中国故事才引人入胜，中国价值才能广泛认可。影视作品、文学作品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中国人民的工作生活方式发展明显改变，思维习惯和知识背景得到转换，精神文

化需求内涵和特点与以前大不相同。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必须结合我国人民精神发展现

状和短板，特别是文化自信方面，直面文化发展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发挥文化创新价

值。

习近平指出“要认清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充分认识做好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②“形势”就是我们应该调查研究的对象，就是我

们做好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形势”不仅重要，而且十分难得，许多工

作没有做好，往往就是不了解形势，形势在很多人眼中很容易完成，在实际工作中却往

往做不好，许多工作人员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了形势，因而在寻找工作做不好的原因时，

往往去其它地方找，殊不知他们对形势的了解相对于解决问题和做好工作还有很大的距

离。“形势”的复杂性在于其随时间和空间不断变化、真形势与假形势相互交融。现实

中，形势已经变化，而我们的工作却按照以前的形势的去做；形势没有变化，而我们的

工作却按照自己假想的变化去做；形势向这边变化，而我们的工作却按照向那边变化的

形势去做；形势向那边变化，而我们的工作却按照向这边变化的形势去做，这些时候，

我们的工作就不可能不受阻甚至出错。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是工作，了解网络意识形态工

作形势是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提，了解形势就是了解实际情况，就是一切从实际

①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J].党的文献,2014(01):3-10.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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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就是坚持实事求是。

了解形势为认清任务提供依据，形势是调查后获得的，任务是分析后获得的，分析

在调查之后，有了材料才能分析，调查是获取材料的途径，科学的分析是制定出合适任

务的必然途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重要

性和紧迫性是调查研究和弄清形式任务后的必然结果，研究过一事物和一矛盾后，自然

清楚其对其他事物的价值——重要性，自然清楚做这件事的时机——紧迫性。因势而谋

就是根据“形势”制定完成任务的具体计划和具体方案，因形势不断变化，因而要不断

地调查，不断地获取最新信息。用错误的形势去“谋”必然出错。应势而动就是根据形

势执行命令和计划，因形势不断变化，命令和计划就需要不断变化，用错误的形势去“动”

必然出错。顺势而为与应势而动相同。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都强调了“势”

的第一性、决定性。第一性表明“势”相较于我们行动的先在性，我们做任何事，关于

这件事的“事”就已经出现了。决定性展现了“势”的不可违背性、强制性，“势”对

于我们何时做事，如何做事具有决定作用。我们做任何事，基本按照“势”去做就不会

犯大错误，完全按照“势”去做就完全不会犯错误，不按照“势”去做，就会犯错误，

甚至犯大错误。

总之，“势”决定形势、任务、重要性、紧迫性、谋、动、为。“势”就是规律性

作用的具体情况和具体环境。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就要坚持调查“势”、研究“势”，

利用“势”坚持实事求是，围绕“势”展开各项工作。

4.3.2认识论层面：以战略思维透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全局

战略思维是从长远视野、大局视野观察“事实”的一种现实性的思维方法，推进网

络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以战略思维强化对“势”的把握，以战略思维坚持实事求是。

习近平指出“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①“势”

包括小势、大势，小势指细小的实际、事实、局部的具体的情况，大势指全局、长远的

事实、实际、情况。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中的势既可能是小势，也可能是小

势，究竟是小势还是大势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多的时候既应该考虑小势，也要考虑

大势，综合小势大势而“谋”“动”“为”。找准工作切入点是小势和大势之间的桥梁

和纽带，要通过切入点从小势中总结出大势，从大势中推测和判断小势，以小势找出工

作的切入点，以大势预判和谋划整个工作。战略思维就是观大势，谋长远，调查研究大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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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思维方法。战略思维可以有效弥补从小势出发追求实事求是而产生的缺乏预见性的

弊端。

习近平指出汇聚党委政府、社会团体、平台、网民等各方力量推进互联网内容建设

是塑造和净化网络空间的必然要求。从社会各方力量的协同配合入手，强化各方团结协

作能力，汇聚各方共识，体现了一种大局观、整体观。习近平指出网络已经融入国际经

济、政治格局、社会建设、军事国防等方方面面，必须从线上线下安全发展的全局出发，

统筹实施推进，协调谋划部署。

对微观环境的仔细观察是形成战略思维的基本前提，时度效是观察和分析微观环境

的一种方法。习近平指出“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①“时”就是做事情的时机，就是做一件事最佳的时候。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必须在恰当

的时候发力，做到“箭无虚发”，针对可以提前预防的负面舆论，就要提前出击，对于

事后可以补救的热点事件，就要及时“查漏补缺”。“度”就是做事情的程度，战略目

标高低的程度。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很多事情尚不具备条件，意识形态

工作要根据网民思维水平，制定网络工作前进的速度、程度，切不可急躁冒进，在客观

现实不具备一定条件时强行做。“效”指效果、结果、成效。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须关注

结果，根据结果对比预期找不足、找短板，使意识形态工作通过及时的反馈调节得到高

效有力的完善。

4.3.3实践观层面：以主动精神推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现实性不仅表现在对客观情况的认识、研究，也表现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用强

大的精神力量去改变现实，使原有不适宜人类生存生活学习工作的情况得到改善。发挥

主观能动性，用强大精神力量认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规律，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面对相同工作，不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发挥主观能动性有着极大区别，不发挥主观能

动性，了解很少的或不准确的实际情况，工作推进就缓慢。同样的情况下，是否发挥主

观能动性主要改变工作者的心理因素，使工作者以冷静沉稳积极向上还是以冲动急躁悲

伤抱怨的心态面对各种困难和任务。心态对人的工作效率有极大的影响，同样的困难，

积极心态的人看到的是其中蕴藏的机遇、优点、好处，必然快乐地继续努力、继续奋斗，

消极的人看到的是绝望、失落、危机、缺陷，必然满腹牢骚、踌躇不前。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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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①马克思说过人类与动物

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动物只能被动地接受环境施加的种种力量，只

懂得按照它所在的物种的那种尺度去改变环境，而人类却懂得按照任何一种尺度去改变

环境；实践不同于其它哲学概念的最重要一点就在于实践中有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旧唯物主义不懂得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唯心主义又抽象地发

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系列论述鲜明地向我们表明了主观能动性在人类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中的巨大作用。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离不开主观能动性，离不开强大的精

神力量，离不开自信、勇气。第一，“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有批判精神。”②批判

精神就是一种历史主动精神，使工作者有自信、有勇气抛弃各种不适宜不合理的观点方

法，有勇气吸收借鉴各家所长，有勇气创造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idea”，以创造和完

善中国学术体系的学术自信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第二，坚定文化自信，使中国文艺

朝气蓬勃迈向未来。网络是推进和展现中华文化的平台。扩大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的影响

力，离不开网络，离不开中华文化，离不开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坚定文化自

信，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文化自卑不会去了解中华文化、

抛弃文化中的精华、否定历史、自暴自弃、浑浑噩噩、不思进取，中华文化在网络的影

响力就会急剧下降，红色地带就会失守。第三，增强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既是指路明灯，

也是前进的强大动力。理想信念激励我们逆境时充满斗志，不轻言放弃，克服困难，激

励我们顺境时谦虚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

想信念使我们传递正能量，高扬主旋律，网络空间正气飘扬。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23.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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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唯物

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结

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光辉，因而具有理论上的丰富哲学价值，并以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突

破口，推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发展。习近平关于网络

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站在哲学的高度为我们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打好意识形态攻坚

战以及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指南。

5.1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根据时代变化和当前国际局势系统回答

了在新时代如何以科学高效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坚持

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思想，根据信息化的新条件和意识形态创作传

播的新环境展现了经典作家思想的永恒魅力和广阔应用空间。它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强军思想、外交思想紧密联系、有机

统一。

5.1.1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思想

习近平高瞻远瞩，从多个方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思想。

深入分析这一论述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意识形态思想的联系可以极大地增进我们对

这一论述的认识。

习近平提出的“发展和安全是网信工作的两翼”既坚持了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

决定性力量的论断，又坚持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劳动者权益深刻影响生产力提升和

人类社会文明程度，因而丰富了人口因素在社会存在中的作用原理。习近平提出的“因

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为”的论断坚持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通过“谋”“动”

“为”把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融入其中，从而丰富了这一原理。习近平提出的网信事

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原理的运用、坚持

和发展。

网信工作要使群众有实实在在的收获，体会到信息化对工作学习生活带来的极大便

利；网信工作要使人民群众感受到巨大的幸福，享受到科技进步给人内心带来的喜悦；

网信工作要使人民群众有更大的安全感，体会到清新网络空间对自己精神、心理、财产、

生命带来的滋养、尊重、呵护。以网信工作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利益激发人民群众创造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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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主动精神，以激励亿万人民群众投身网信事业，推动社会信息化变革。习近平提出

的“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论断坚持了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

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既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又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广泛代表性，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基本原则。习近平指出的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论断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理论体系

的坚持。

习近平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这一论断坚持了物质生产

在人类社会发展和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习近平提出的“利用

党校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增加全党的党性”这一论断坚持和发展了列宁提出的意识形态灌

输性的理论。习近平提出的“两个巩固”坚持了和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思想政治工作

事关政权稳定”。

5.1.2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理论

习近平提出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既强调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又协调了经

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对邓小平理论中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坚持和

发展。习近平指出“把精神文明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是对邓小平理论中“两手抓，两

手都要硬”的坚持和发展。

习近平提出宣传工作的出发点是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和丰富最广大

人民的精神世界，以普通大众中涌现出来的感人故事和日常生活中展现的先进典型为宣

传报道的引领，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精神境界，这既是宣传工作

应该体现的人民性，也是宣传工作应该体现的政治方向。①这一论述是对江泽民同志指

出的用高尚精神塑造广大群众良好精神风貌的坚持和发展。用先进典型带动宣传工作，

更易使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先进典型身上所体现的高尚品德和崇高精神，先进典型

就是群众身边的普通人，代表着平凡中的伟大，其故事的生动形象对群众的思想和精神

风貌具有极大的优化作用，这一论述是对江泽民同志指出的用优秀作品团结鼓舞人心的

坚持和发展。普通大众的感人事迹所制作的电视节目和新闻报道等优秀文艺作品具有极

大的艺术价值，人民群众在欣赏这些优秀作品的同时，不断被感人事迹中的各种细节所

牵引而陷入对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思考之中，进而由思考转入对自己言行的改

变和重塑之中，潜移默化之中形成对家庭团结和谐、社会团结和谐的不懈追求。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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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的以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是对科学发展观中

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旋律营造共建共享和文明健康网络环境的观点的继承和发展。积

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包括人类先进文明成果、主旋律高昂的正面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属于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是网络内容建设

的主体，是塑造网络空间生态质量的重要动力。舆论阵地是网络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向网络文化必须占领网络舆论阵地，舆论阵地既要靠党的科学引导，也离不开广大群

众的积极参与，广大群众通过创造和宣传向善向上的网络文化既滋养社会、滋养人心，

也实现了自己参与网络生活的价值，提升了自己的网络素养，局部塑造了自己可以享受

的良好网络空间。广大人民群众以健康网络文化共建健康网络环境，以共享健康网络环

境提升网络生活质量和塑造网络生活新气象。

5.1.3丰富和发展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等观点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通过系统阐述新时代如何应对西方敌对

势力网络文化渗透和如何塑造积极健康网络文化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

途径丰富和完善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等观点。

这一论述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他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又相互区

别，从而共同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指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体系，分

析两者之间辩证关系是从大局出发，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新思想的重要突破点。

这一重要论述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网络、科技、文化、社会、

人工智能等领域，这些领域要么就是网络本身，要么与网络密切相关，这一论述着力以

网络安全推进国家总体安全。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加快推进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动力，从网络意识形态角度坚持和丰富了习近平强军思想。网

信领域核心竞争力是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信息化安全是我军打赢

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重要条件。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从政治性的高度、从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全局

的大视野系统回答了如何保障和推进网络安全。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

述是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的重要思想指南，从网络舆论角度系统回答了如

何以先进网络文化构建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并以良好网络生态坚持“一国两制”和推

进祖国统一。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必须依法管网治网，对于违背祖国团结统一、公开利

用网络空间宣扬分裂主义的不良言行，必须紧紧依靠这一重要论述，果断采取关闭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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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措施，确保网络舆论成为推进祖国统一的一股强大力量。

这一论述是在网络领域展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指南，从网络意识形态角度坚

持和丰富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战略自信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文化自信为

战略自信提供广阔舞台。这一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创新性，以媒体融合创新发展为中华

优秀文化创新提供传播平台，以创新国际传播工作展示中华文化自身独特魅力，以创新

性着力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发展，以信息化平台融合中华文化助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5.2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为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理

论指导，是营造清朗网络的强大思想武器，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变革国际网络

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智慧。

5.2.1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先进实践策略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关系人心向背，人心向背事关我党前途命运，习近平关于网络意

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是指导我党利用网络形成社会共识，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指南。习

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吸收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经验，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考意识形态工作规律，为我党做好意识形

态工作、观察世界、走向未来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和文化事业全面领导，巩固党的团结统一。”①习近平关于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着眼网络现实情况，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

为着力点，既指明如何利用网络坚持和加强党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又表明以

科学高效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党的建设质量。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

提出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党管网络、党管意识形态，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

命感和担当精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精细化、具体化、实时化、

高效化的重要体制保障，要以体制保障助推意识形态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深深根植于网络空间。网络热点能否得到及时妥善解决，事

关中国共产党的公信力，事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力。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

工作重要论述自始至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对于保持我党的先进性、纯洁

性，在网络空间贯彻群众路线，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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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打好网络意识形态攻坚战的强大思想武器

新时代管网治网形势严峻，保障网络空间风清气正俨然成了一场必须打赢的攻坚战。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加强网络反渗透。”①以居安思危的前瞻性指导各项工作是我

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广大干部必须保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警惕性，勇担领导重任，

及时发现隐藏在网络各个角落之中的隐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

理论修养、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制度保障、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的等举措抓牢网络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以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提升新闻舆论工作水平、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塑造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价值追求、以动态开放理念看待网络安全等举措掌握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以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彰显中国语言表达特色、以先进传

播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以展现新时代新风貌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宝贵素材优化网络文艺

创作生产等举措把控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以抓牢领导权、掌握管理权、把控话语

权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以党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提升党领导管网治网

水平。

习近平提出“四个没有根本改变”②，深化了我们对网络意识形态攻坚战的战场环

境和敌我实际情况的认识。第一个没有根本改变：美国推行网络空间霸权。充分发挥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制度优势突破核心技术，以各个技术单位强强联合推进核心技

术成果转化，以技术优势逐步打破美国网络霸权。第二个没有根本改变：敌强我弱的总

体态势。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打好网络意识形态攻坚战，人才资源依然是第一资源。

以合理薪酬制度和人事制度提升网络人才吸引力，以专业老师和先进教材提升优秀网信

人才培养能力，以创新思维大胆使用人才、提拔人才、安排人才。以人才资源的极大丰

富逐步改变乃至逆转敌强我弱的态势。第三个没有改变：西方敌对势力推翻我国政权的

目的并未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思想体系在国际网络

空间相互交织斗争，西方敌对势力总是企图以自己的“普世价值”造成我国国民思想上

的分裂，进而制造现实社会中的分裂和混乱，广大网民必须加强自身理论修养，练就一

双“慧眼”，自觉抵制西方敌对势力不良文化思想渗透和干扰。第四个没有根本改变：

信息技术受制于人。必须营造有利于创新创造创业的技术成长环境，一种新技术新业态

新发明的出现必然伴随大量失败、困难、问题，大量失误、错误、问题、困境的反思、

①李艳艳.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逻辑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05):46-55.

②李艳艳.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逻辑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05):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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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解决之中必然伴随强大创新成果的出现，失败与创新就像一对双胞胎，总是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相生相伴。要从资金支持上、精神鼓励上、文化塑造上形成宽容创新

失败、共担创业失败代价、化解创新失败成本的完善体制机制和和谐氛围。

5.2.3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指南

最近几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的衰退，俄乌冲突和单边主义也都在一定

程度上加剧了全球的动荡和不稳定，这些现实问题必然反映到网络空间，加剧网络空间

的全球治理难度，提出变革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新要求。习近平在第二次世界互联网

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各国应该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①现有全球互联网治理

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应以先进理念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

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定不移维护自身网络主权，同时，每

个国家都有自主选择互联网运行模式和互联网发展道路的自由和权利，每个国家都必须

尊重其他国家的网络发展模式，对于美国推行的随意干涉他国网络发展方式的网络霸权

主义，我们要坚决反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认同构建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秩序，

国际新秩序有利于维护各国包括网络主权在内的国家主权，但对于如何追求和实现这种

国际新秩序有不同的看法。第一，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必须体现

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利益和意志，这就要求过程和结果必须民主与透明，共商以收集各国

不同的网络实际使用情况、网络发展道路诉求、网络利益分配意志。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构建涉及每个国家的复杂情况和切身利益，面临来自安全、技术、战略等多方面的挑

战和风险，每个国家都应积极参与其中，以推动完工这项庞大的工程。共商共建必然要

求共享，共商共建却不能共享，建成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必然不是命运共同体，必然

是为少数强国牟利的政治工具，必然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唾弃。共享展现公正、合理、平

等，共享是赢得更多国家认可并激发各国参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原则。要

以科学体制制度设计使各国共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政治文化

效益。第二，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时代，网络空间是国家之间相互联系

的纽带和桥梁。”②超级大国凭借其网络信息技术垄断优势强行构建不合理的网络空间

秩序，打破数字鸿沟和技术垄断，各国有必要加强新兴网络技术投入和研发。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是各国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的共同体，互联网技术设施落后必然阻碍各国通

①李艳艳.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逻辑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05):46-55.

②费艳颖,汪杨梦笛.习近平关于网络空间治理重要论述:生成语境、科学思维及时代价值[J].思想教育研究,2022(09):1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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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网络平台交流互鉴、合作共赢。要以先进和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打破各国网络交流沟

通障碍和壁垒。第三，以数字经济为着力点拉动各国经济走向繁荣。经济为解决各国遇

到的发展问题提供物质基础，每个国家都致力于推动本国经济高速增长，并以此改善民

生和提升国际影响力。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契机助推各国信息技术创新发展，

以网络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拉动本国数字经济发展，以数字经济发展突破助推本国实体经

济提质升级。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给各国经济带来的巨大促进作用能够大大地调动

和激发各国参与的信心和热情，要以实际物质利益提升各国参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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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事关我党执政地位和社会和谐稳定，科学有效推进网络意识形态

工作必须以先进理论为指引。习近平根据时代特点和我国具体情况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进行了多次论述，形成了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做好网络意识形

态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网络发展实际情况、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具体环境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意识形态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路径包括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提升信息技术水平，夯实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技术支撑；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巩固红色地带，引导灰色地带，打击黑色地带四个组成部分。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宣

传战线的战略任务体现了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政治性。推动媒体融

合创新发展、着力推动中华文化创新性发展、创新国际传播工作，展现立体中国体现了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创新性。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意识形态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相关论述、丰富和完善了总体国家安

全观等观点是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价值。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先

进实践策略、打好网络意识形态攻坚战的强大思想武器、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的实践指南是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

先进理论从时代中产生，又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紧密结合时代实际情况不断发展，

紧跟时代需要不断完善。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紧密结合信息技术发展

和网络舆论特点而产生形成，必将紧跟网络技术飞速发展变革和社会思潮不断变迁而持

续丰富和突破。研究时间的限制、资料的有限性、个人辩证思维能力的发展水平一定程

度上塑造了笔者对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研究的局限性，学无止境，以

后有时间要继续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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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20年 9月 4日下午我到了兰州，道路上奔行的公交车和小汽车带给我温暖自信的

感觉。我进入了学校大门，既充满期待，又有些忧愁。三年已过，感慨万千，既有遇到

挫折时的焦虑，也有遇到成功时的喜悦。现在，自己成长了一大截，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在于学校众多老师和同学的帮助。

我的导师张梦涛在这三年的时间里给予了我许多关心和帮助。张老师对我最大的帮

助在于让我不断反思自己。张老师总是恰到好处的指出我的缺点，比如，如何在与老师

的交流中展现正确的交往礼仪，如何正确地评价别人，如何正确地处理与舍友的关系，

如何正确地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张老师对我的毕业论文选题给予了耐心的指导，他

指出客观性是选题时必须注意的，选题时一定要避免太过主观。在论文写作方面，张老

师对我的论文章节结构、格式、引用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使我的

论文的质量得到了极大地提升。

学校的各位领导和各位老师也对我的成长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各位领导对日常

的教学工作进行科学的安排和监督，这保证了学校各项活动的正常展开，我们马克思主

义学院的领导多次走入宿舍楼，查看大家的日常生活，并提出了诸多宝贵的建议。各位

老师在课堂上总是耐心细致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时解答大家遇到的疑惑，科学地

安排作业，有许多老师还对我们的作业进行了仔细地点评。

陈张林老师给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土壤和成长环境。陈老师负责的读书会这

个平台给我展示自己的思考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正是利用这个平台，我的学术素养和交

往能力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我经常耐心准备读书会上的发言材料，通过读书会上的交流，

我结识了许多新朋友。

我还要感谢我的舍友朱翔宇，他经常在我遇到困难时给予我耐心细致的帮助，解决

了许多生活上和学习的困难和问题。

我还要感谢我的师兄张瑞祥，我经常向他询问各种问题，他总是及时回复、及时释

疑解惑、及时帮助我弄清来龙去脉。

其他同学也给我提供了许多学习和生活上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自己有时间也要多与老师和同学联系，亲自向他们表示感谢！


	Candidate : Chang Zixin
	Supervisor: Zhang Mengtao
	Abstract
	1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选题背景
	1.1.2研究意义

	1.2研究现状
	1.2.1国内研究现状
	1.2.1.1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产生的国际背景
	1.2.1.2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产生的国内背景
	1.2.1.3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内容体系
	1.2.1.4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
	1.2.1.5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重要价值
	1.2.1.6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1.2.2国外研究现状

	1.3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1.3.1研究思路
	1.3.2研究方法
	1.3.3研究创新点


	2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
	2.1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基本概念
	2.1.1网络安全
	2.1.2意识形态
	2.1.3 网络意识形态
	2.1.4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2.2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论述的思想渊源
	2.2.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2.2.2列宁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2.2.3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2.2.3.1毛泽东思想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2.2.3.2邓小平理论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2.2.3.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2.2.3.4科学发展观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2.3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
	2.3.1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3.2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3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内容体系
	3.1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体部署
	3.1.1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地位
	3.1.2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目标

	3.2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方针
	3.2.1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3.2.2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意识多样化相统一
	3.2.3坚持围绕中心和服务大局相统一
	3.2.4坚持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相统一

	3.3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路径
	3.3.1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3.3.2提升信息技术水平，夯实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技术支撑
	3.3.3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3.3.4巩固红色地带，引导灰色地带，打击黑色地带


	4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
	4.1政治性
	4.1.1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4.1.2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4.1.3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宣传战线的战略任务

	4.2创新性
	4.2.1推动媒体融合创新发展
	4.2.2着力推动中华文化创新性发展
	4.2.3创新国际传播工作，展现立体中国

	4.3现实性
	4.3.1世界观层面：以实事求是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形势
	4.3.2认识论层面：以战略思维透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全局
	4.3.3实践观层面：以主动精神推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5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5.1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 
	5.1.1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思想
	5.1.2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理论
	5.1.3丰富和发展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等观点

	5.2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 
	5.2.1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先进实践策略
	5.2.2打好网络意识形态攻坚战的强大思想武器
	5.2.3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指南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