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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三维逻辑理路 

任俐[1] 

（齐齐哈尔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齐齐哈尔  161006） 

摘  要：互联网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主旋律，是新时代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最大风险变量。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与以往的意识形态工作相比，其特点更具有复杂性、严峻性、艰巨性。因此正确处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就必须从多维逻辑出发，

整体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打赢网络空间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要求社会各阶层在面对激荡起伏的社会思潮中要坚守阵地、保持

定力、提高政治敏感性与政治鉴别力。形成内外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主导权以及话语权。以此确保党

的长期执政、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社会的安定有序，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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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底层逻辑 

（一）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背景 

第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一步深化演变。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时期，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南北对峙、

东升西降是时代继续向前发展的根本趋势。新一轮科技革命、

产业革命全面袭来，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技术兴起并广泛

应用于各个领域，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逐渐崛起，进而推

动南北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然而目前西方统治下文化层面的意

识形态影响仍然深远，而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居于网络，

因此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迫在眉睫，以此筑牢“主

营地”，唱响“主旋律”。 

第二，西方一些国家以文化产品为“外衣”对他国进行意

识形态工作的传播与蔓延。西方国家为了实现文化霸权，在互

联网的助力作用下进一步推行西方价值观。[1]由于网络主体的多

元性、网络空间的开放性、网络信息的多元性导致了网络空间

各种不良思潮乘隙而入。如在美国电影中极力鼓吹“个人主义”、

塑造极端“英雄神话”，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国民的价值观念和价

值取向。影响着其他国家的民族认同及民族想象。[1]由于西方意

识形态的渗透导致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而青

少年又是互联网大背景下的主要群体，很容易遭受不良文化的

影响。一旦青少年的价值取向陷入崎岖，将对整个社会的社会

风尚造成深远的冲击。 

（二）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演进 

第一，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逐步形成与发展。马克思并未对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进行论述，意识形态这一内涵蕴含在马克思

不断的实践之中，并随着马克思的不断实践而予以发展。在《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深刻地批判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的特

征，这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奠定了基础；在《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此处已初步表现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

立性原则。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初步论述意识形态

的相关问题并初步形成了意识形态的看法；在《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中》，指出社会意识是来源于社会生活实践的；而在《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较为系统的阐述了意识形态的相关

内容与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形成。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有了更深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丰富了意识形态内涵。新中

国成立后，毛泽东初步明确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邓小平

完成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拨乱反正”；江泽民强调大力加强对意

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问题；胡锦涛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要“毫不动摇地

予以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作出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

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重要论断。互联网作为意识形态工作

的主阵地、主旋律，则更不能忽视其重要性。互联网是新时代

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最大风险变量。我们必须要以科学

的态度正确对待这个最大变量，使之转化为促进国家发展、社

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最强有劲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我们要深刻认识舆论引导的重要性、主动加强引导。现在，

互联网等新媒体快速发展，如果我们不主动宣传、正确引导，

别人就可能先声夺人，抢占话语权”。[2]进而促进网络空间正能

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二、新时代网络意识工作的价值逻辑 

第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为国家政治安全提供夯实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在互联网

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的赢，直接关系国家政治安

全。”[3]在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做不好，势必会阻碍我国

的政治体制及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只有全力促进网络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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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工作健康持续发展，才能维护好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保障

好国家的政治安全。 

第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为社会稳定提供重要支撑。在互

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会影响人民的价值

取向，对人民的现实生活也会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虚假、伪

造的信息传播对社会将产生恶劣、深远的影响。只有做好思想

政治工作，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只有做好网络意识形态

工作，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 

三、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逻辑 

第一，从顶层设计出发，形成综合治网格局。互联网的开

放性使得群众可以发表自己的想法，各种思想的碰撞在丰富人

民观念、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为社会带来了挑战。仅仅依靠政府

或各级党委已不足以应对严峻的现状。这就需要党、政府发挥

主导作用，严格监管、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朝着正确的轨道

运行；同时也需要加强各级党员干部的自身政治建设，摒弃“不

敢作为、不会作为”的思想，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深入理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最大公约

数”落实于行；形成社会“最大同心圆”。 

第二，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就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管理互联网，归根到底

也是为了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党性与

人民性的相统一就是说明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来看，体现党的

主张与人民的心声是一致的。这就说明，在党管理互联网的过

程中，首先就是要准确的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及策略，党要始

终保持正确方向，始终站稳正确的政治立场；其次要充分汲取

民意；及时纠正群众错误、解决群众问题、采纳群众合理建议。

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深刻把握党的先进的长期执政

地位。 

第三，坚持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指出开展舆论工作要将政治方向摆首位，牢牢坚持以正确的

舆论为导向，以正面宣传为主。[4]这充分的说明了坚持正面宣传

与舆论斗争在新时代发挥的重要作用。正确处理二者相统一的

问题，就是坚持“三个正确”。首先，就是正确认识不断壮大巩

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的重要性；其次，就是正确认

识到斗争的必然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以及解决其

他一切问题不能仅仅的依靠斗争；最后，就是正确把握好“时、

度、效”三者的关系。所谓“时”就是时间节点，只有把握时

机，才能抢占先机。所谓“度”就是角度、量度和尺度。角度

就是要站稳立场，明确角度从而定位准确。量度就是要求主流

媒体进行全范围、多平台全面客观的发布信息。尺度就是要把

握分寸，当社会群众由于一些热点话题产生激进心理或想法时，

主流媒体不应过度介入，而应适当转移话题，淡化处理。所谓

“效”就是效果要发挥好。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求主流媒

体积极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从而达到肃清网络空间的效果、

引导正向积极的思想传播。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二者的关系是

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可以说这就如硬币两面性不可分割，

不能离开一方谈另一方。 

第四，广大网民也应加强自身的政治建设。在党委、政府、

主流媒体等采取一些列管控举措下，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

面呈现良好趋势，但仍会出现一些“漏网之鱼”，抵制这类不良

信息和各种谣言，主要方面就是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免疫

力”。正确认识到网民是网络舆论的主体这一定位。首先，网民

应不断提升自身的辨别是非的能力，做到“勿听、勿言、多思”。

坚定守住网络这“最后一道防线”。其次，要进行积极的引导网

络舆论方向，应增强责任意识，树立担当精神。主动传播网络

正能量思想。最后，群众应增强自身的科学文化素养，自觉摒

除落后愚昧思想，相信马克思主义，做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唯

物者。在网络战场上，网民要发挥好“民间狙击手”的作用，

对于扰乱社会秩序的杂音、噪音进行积极斗争；对于一些社会

不良思想要进行积极斗争。[5]在面对敌对势力别有用心的政治煽

动、抹黑诋毁、栽赃陷害等，我们要坚定不移的与其进行战斗，

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这场斗争，掌握社会主义网络意识形态

的主动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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