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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互联网给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

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加强互联

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

清朗的网络空间”。当前，要深刻认识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特点，尤其是新

技术创新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人类行为方

式改变以及社会互动模式转型。只有牢牢把

握这些，才能抓住社会发展的趋势。

一、技术创新挑战社会组织的发展

（一）互联网发展对社会的影响越来

越广泛

社会媒体化和媒体社会化是当代社会发

展基本特点之一。社会成员之间产生的信息

及其信息网络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脉络。借

助于网络，社会成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拥

有对问题解决的参与热情和治理能力，政府

有责任视这些信息和网络为国家财富和社会

财富，并因势利导，充分动员，合理使用。

“互联网是一种内在的主动参与媒体（而不是

像电视那样的被动参与媒体），它能为很多人

提供社交化体验。交互性娱乐本身就是一个

矛盾修饰的表达，人们在网络活动中获得的

价值正是源自于积极的沟通、交流和组成人

际关系圈子等行为” 。

社会媒体正在跨越式发展并不断突破现

有的界限。据估计，截至2016年底，全世界

范围内将有21.3亿社会媒体用户，占2016年全

球人口的近30%。社会媒体正在成为组织与自

己的雇员、客户、合作伙伴以及其他利益相

关者沟通的最新方式。政府网络客户端、企

业和单位的微信、群体之间的“朋友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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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代传统的文件传输方式，改变传统的信

息传播渠道，也同时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乃至社会结构。

同时，社交媒体也正在取代传统媒体资

源。技术、科学、知识的进步必然导致现代

化进程加速。眼下，使用互联网的人口几乎

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看不到这一点就难以

理解这个世界和它发生的变迁，看不到变革

的方向，乃至那些颠覆性事件。我国的互联

网用户已经超过了50%，必须研究这个50%以

上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以及它对社会组织

的影响。

2017年春节，国人在除夕夜发放了142

亿个红包，抢红包成了春节的一个重要活动，

比上年增长了76%。技术和文化进步也会带来

社会组织自身的革命，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

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二）“在线”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

互动方式

“在线”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关系和社会结

构的重要特征。互联网塑造了网上的在线行

动。在线互动成为当代信息化的基本特征之

一。“我们原本处于一个离线的世界，在本质

上，装置是离线的，物件是离线的，人也是

离线的。传统的计算技术把物理的离线世界

变成了数字化的离线世界。互联网技术把离

线变成了在线，而后者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

化说不定会超过人类第一次使用火。”

大数据不是建设一个更大的硬盘和服务

器系统，而是把现有的数据平台互联起来，

形成一个在线的巨型数据系统和运算体系。

这其中涉及到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建立各个

部门、地区、行业、单位之间的信息共享机

制，以及信息安全制度。把千千万万个社会

组织在线媒合起来，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服务

能力。当然，这需要建设和发展组织各类社

会力量的平台。

二、新的组织方式在发展中生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

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

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新的技术发展、技术的深度融合催

生新的组织方式。 

（一）人们通过虚拟现实实现了各种

分享

互联网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意义，

年轻一代更喜欢虚拟现实。研究发现，城乡

网民中各个年龄段的网民使用互联网主要分

布在10至49岁的人群之间，尤其是10-19岁、

20-29岁和30-39岁这几个年龄段。在互联网

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现实世界有

虚拟感，对虚拟世界有现实感。两个在网上

聊天聊得很好的人，见了面反而无话可说，

反之亦然。

人们通过虚拟现实实现了各种分享——

信 息 、 服 务 乃 至 物 品 ， 虚 拟 现 实 将 成 为 人

们社会交往的最主要的形式之一。“作为一

款炫酷的娱乐设备进入人们视野后，虚拟现

实将大大改革世界交互的方式，它对人类的

多种体验所带来的影响怎么夸张都不为过。

为什么？因为虚拟现实在接下来的几年将成

为‘现实生活’的补充，但随着大量的资本

和注意力倾入这个产业，与之相关的技术也

将发展 。”据有关统计，到2016年底，全球

有47%的人口接进互联网，到2018年全球互

联网普及率将达到51%。2016年，我国网民

已经突破7亿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智

能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面对的社会人群及

其交往方式将会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网民

接入互联网的主要场所是在家里，2014年12

月和2015年6月，这一数字占比分别是90.7%

和90.4%；其次是在单位，分别是31.1%和

33.7%；再次是公共场所，分别是18.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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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8%。网民们接进Wi-Fi的情况也大致如

此。这说明，大部分网民是利用闲暇时间使

用互联网的，可能更多是用于社交活动，互

联网的社交媒体性质和作用也由此窥见一斑。

（二）“朋友圈”成为一种非正式的

社会组织

由于社交媒体的发展，社会和经济之间

的交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微信的发

展已经超出社交应用，进入平台级入口，成

为新媒体中的佼佼者。微信成为人们了解时

事，掌握新知识、新思想和学术动态的重要

渠道，2016年微信公众平台文章每天阅读超

过30亿人次，25%的微信用户每天打开30次，

55.2%每天打开10次。我国媒体经历了初期的

天涯社区到方兴未艾的移动社交应用的发展，

短短10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互联网传媒和由其

组成的“朋友圈”，加速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的预期一致性。不过，“社交媒体属于短形式

的介质，其共振信息被放大许多倍。最好的

时候，它可关注信息，并向人们展示不同的

观点。而在最糟糕的时候，它会过度简化重

要主题，并将我们推向极端” 。对于社交

媒体的正面作用要肯定，但其负面影响也要

考虑，如对自媒体中的假事实和谣言的管控，

必须建立起监督机制和追责机制，及早加以

规范，这种规范来自国家的法律法规，也来

自全体人民的自律。

（三）新生代典型的社会特征影响其

行为

新生代是数字原居民，专心与社交媒体

打交道，是社交媒体的爱好者。只有通过在

线数据对这类人的群体特征进行分析，才能

详细把握他们的特点。当前，这会涉及个人

隐私等有关法律问题，必须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我们可以连续监测整个社会组织—小群

体、公司和整个社区。方法很简单：通过收

集手机、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和信用卡交易记

录等数字痕迹来进行检测 。”借助于虚拟现

实技术，信息跟踪会成为未来的重要趋势。

公司、政府、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用户服务的

大数据对用户进行信息跟踪。一个硬币有两

面：一方面带来了个人隐私问题，另一方面

也带来了服务的便利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互联网

和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过程中，居民对公共

服务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凸显和越来越迫切，

这已经成为“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

分。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将难以为继，

必须借助数字技术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个性化

的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所以，社会组织创新

意味着使用数字技术来提升服务效率，通过

数字和网络把个性化服务需求计算出来，借

助于网络化和数字化来生产多种多样的产品，

产生全新的服务体验。

 

三、创新社会组织服务方式

（一）开发丰富体验色彩的服务项目

社会服务如何适应新生代对于“体验”

的要求是一个关键问题。经济社会越来越朝

着“体验“方向升级，“随着世界越来越融入

体验经济时代，原来可以通过非经济活动获

得的很多体验将会逐渐出现在商业领域中，

这就必然带来巨大的改变。换句话说，以前

我们可以免费获得的东西，现在要付费才能

体验到了” 。在这里，经济与社会的界限变

得越来越模糊。例如，家庭内部是人类精神

的“避风港”，但是家庭也会出现成员关系紧

张等问题。历史上，家族和社区会对家庭关

系有调解作用，在当代社会中出现了精神导

师，诸如社工师等，正如有人所说的是“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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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的个人培训师”，他们可以对家庭关系进行

调解，这些“灵魂的个人培训师”可以通过

社会组织进行，也可以通过企业提供，关键

是视服务对象而定。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群团

组织改革，试图发挥类似妇联等组织在家庭

结构调节中的作用，甚至“共青团+社工+志

愿者”正在成为一种工作模式。未来，商业

化的“灵魂的个人培训师”也许会与群团、

社 区 和 社 区 社 会 组 织 一 道 在 一 个 领 域 中 工

作。“体验“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在人

们的生活中。在组织方式和治理模式上，如

何通过这类服务和服务组织来实现对社会的

治理，需要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

（二）承担起消除数字鸿沟的历史重任

随着互联网普及，社交移动媒体在世界

范围内快速扩张。从全球来看，我国属于互

联网后发国家，我国的互联网应用却是走在

前列的，后发优势在互联网领域得到了很好

的体现。我国有条件在新经济业态、政府改

革创新、社会组织服务方式创新等方面发挥

自己的后发优势，从而全方位、大力度地推

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当然，

这也需要政府和全体人民有深刻的认识。消

除数字鸿沟是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社

会上有一部分人，尤其是老年人，不能适应

数字技术的发展，被甩到了数字群体之外。

社会上正在形成巨大的数字鸿沟，需要社会

组织和志愿者参与到这个领域中来，消除数

字鸿沟，推动社会协调发展。

就像20世纪60年代，电视成为公众交流

的主要媒介，21世纪移动社交媒体正在承担

起同样的角色。在网络支付等问题上开展数

字鸿沟填平运动，应当像20世纪50年代开展

的扫盲运动一样，成为一场社会运动。

（三）中国社会组织应领跑世界

就经济社会发展和互联网应用来说，我

国社会组织正处于全新的发展阶段，已具备

了领跑世界的能力。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

是互联网应用发展较快的国家，根据《2016

年我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

居民在线通信人数达到60626万人，网民使

用率达到90.8%；其他在线交流的形式包括

“网络新闻”“搜索引擎”“网络音乐”“博客

/个人空间”“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网络

购物”“网络支付”等网民的使用率都超过

50%。另一方面，“论坛BBS”“电子邮件”和

“微博客”网民则呈下降趋势，说明“离线”

的人在减少，“在线”的人在增加，“在线”

成为未来互联网发展的趋势。当然，“在线”

互动程度和水平取决于人们对各类交流方式

使用的熟练程度。在互联网应用上，我国涌

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诸如阿里巴巴、腾讯、

百度等，我国也有条件推动产生一批世界级

社会组织，在传播我国文化、价值观方面发

挥独特作用。

总之，要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的那样，“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

手段开展工作”。以此为方向，中国的社会组

织服务一定可以实现跨越式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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