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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网络道德问题已经受到了

全社会的关注和思考，成为理论界研究的前言性问题。网络

的优势是可以肯定的，它为增进我们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

合作，吸收和借鉴优秀的文化成果，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各种各样的网络道德问

题接踵而来，例如网络交往带来的人际关系冷漠、情感疏

远、人格的扭曲及人类退化危机等，网络的飞速发展也给传

统的道德、法律观念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我国的精神文明

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了阻力。因此，加强网络道德建设

势在必行。
一、加强网络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网络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调节规

范体系，用来处理调节网络社会关系和秩序的准则，以提高

人们的精神境界的动力和源泉。在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积极主动地运用现代科

技手段，使大学生能够通过现代信息传播渠道接受积极健

康的文化”。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要引导网

络机构和广大网民增强网络道德意识，共同建设网络文

明”。
（一）网络社会的形成是网络道德建设的现实基础

目前已有 180 多个国家超过 7 亿人在使用因特网，大

约每 9 个月就翻一番。它涉及教育、科研、经济、政治、军事

等各个领域，向各行业、向社会公众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它

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又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在网络社

会人们的交往方式、活动方式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相对

于现实时空交往方式的固定和狭窄，网络在一定的程度上扩

大了人们的视野和空间，向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

崭新的生活方式，在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着巨

大的变化。在网络社会中，它并不是与现实社会生活相对立，

而是现实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它是虚拟的，同时

也是现实的，它是技术的产物，同时又超越了纯粹技术的界

限，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所以，网络社会的出现构

成了网络道德建设的现实基础。
（二）网络道德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网络的发展越来越体现了他的社会性，使得我们必须以

整个社会的背景看待网络的发展。网络的发展也迫切需要

道德的支持，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构建和谐社会

的浪潮中，道德建设是必须的，而网络道德的建设也同等重

要，特别是当前的道德失范与滑坡的现象，与构建和谐社会

的目标不相适应。为了建构一个有序、健康的“虚拟社会”，
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已经刻不容缓。网络道德的建设对未来

信息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网络道德的建设能够对虚

拟社会产生重要的反作用，将激励网络主体不断地进取，从

而实现个人潜能的发挥和素质的提高，为虚拟社会的稳定提

供保障。
（三）网络道德建设是规范网络行为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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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网络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众多的负面效益。网络

的虚拟性的特点使网络具有了巨大的诱惑性。人们一味的

沉浸于这种虚拟的社会，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道德情感及社会

责任的问题，一方面制约了网络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妨

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目前网络立法还不是很健全，相应的

规范还不能发挥作用，某些规范还不能满足网络的飞速发展

与之产生的新的网络问题，这些使得网络道德建设尤其必要

与紧迫。网络道德建设在我国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一

定的规模的国际性影响的专业研究中心还没有确立，这与当

前网络的飞速发展不相适应，这种局面有待改善。因此，网

络道德的建设问题既是摆在我们后面前需要研究的新课题，

也是学术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二、网络道德建设的具体实践途径

（一）加强网络道德规范体系建设

构建网络道德的规范体系，是构建一个合理有序的网络

社会系统的要求，也是网络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当前，我

国的网络道德规范的体系建设还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面临

的问题还十分的艰巨与复杂。在网络道德建设的规范体系

的不断完善中，我们在制定具体的规范体系时，也要注意到

两个问题，一是网络道德的层次性，针对不同的思想道德主

体，应该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二是要注意网络道德规范要不

断的推陈出新，把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伦理

学作为网络道德建设规范体系的指导思想。
（二）加强网络道德主体的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

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是社会道德活动现象的两种重要

形式。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铸造人们的道德人格，实现理

想的道德境界，是其主要的内涵。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在社

会中的这种重要作用，不仅存在于现实社会，而且也存在于

虚拟的网络社会。网络道德与现实道德有着根本性质的不

同，其道德的教育方法也需要改造和创新。根据网络社会的

特点及道德建设的现状，采取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
道德教育作为认识、改造人自身的一种社会活动，不仅

需要教育者有强烈的责任感、热情、锲而不舍的精神和细致

的工作态度，还需要科学的方法。在网络社会，也要吸取现

实社会的一切有益的道德教育方法，充实自己的道德教育理

论，如立体、多面、交互式的网络道德教育方法，个人示范与

内范诱导的方法，具体对象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

方法。
网络社会提高个人的道德素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除了道德教育重要的、外部的途径外，道德修养也是一条重

要的、内在的途径。在网络社会的道德修养与实践相联系的

根本前提下，我们可以不断地发现和总结具体的道德修养的

方法，也可以继承和发扬古人的修养方法，如“慎独”的方法，

“省察克治”的方法等，不断提高网络主体的道德修养。
（三）加强网络管理

加强网络管理是网络道德建设的重要的外部条件，网络

管理与网络的道德规范、道德教育、道德修养一样，在网络道

德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要加强对网络的管理。
一是要加强舆论引导监督。舆论监督是人类社会调解

社会关系、约束人的行为的一种重要手段。它既存在于法律

系统之中，有存在于道德系统之外。在道德系统中，舆论监

督是道德外在强制性最主要的方式。近年来，由于人民对网

络的认识存在一些错误的看法，有些甚至是犯罪的行为而去

进行舆论报道，从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导致人们的网络不

文明的行为。如对“黑客”的报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一

些人的眼中，黑客是一些充满神奇与神秘的人物，他们利用

所掌握的技术编辑病毒程序，肆意的攻击网站、盗取商业机

密，由于一些不负责任的报导，突出说明黑客的掌握的高深

技术而忽略他给他人与社会造成的危害。产生了有的人攻击

它、窥视它，而有的人却羡慕它，对他充满向往甚至是追求。
因此，舆论报导应及时的传播网络道德规范，批评不道德的

网络行为，增强对人们网络道德行为的正确引导。再有尽管

道德的强制不如法制具有明显的强制性，但是当外在的强制

性一旦被接受，就会形成道德观念、道德习惯。所以也要充分

的发挥道德在舆论监督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加强技术调解控制。网络社会是建立在计算机通讯

技术的基础上的，通过技术上的发展来保护网络的安全，防

止不道德的网络行为，并对网络主体的行为加以监督与制

约。目前网络安全与管理技术手段很多，而且还在迅速的发

展，如防火墙技术，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防止对内部网络的

直接攻击，安全性较高。它还可以对每一层的数据包进行检

测和监控。此外，加密技术的使用也使得一些网络失范行为

得以控制。现代的电脑加密技术就是适应网络安全的需要应

运而生的，它为一般的电子商务活动提供了安全保障,如在

网络中进行文件传输、电子邮件往来和进行合同文本的签署

等。网络管理不安全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技术上我们可以采

用理论上并非安全有效的管理秩序保护我们的网络，然而，

技术本身是无法辨别是非的，如果没有人的因素放在首位加

以考虑，那么，在精良的技术也无法防范网络中的技术薄弱

的环节。
三、是法制约束制裁

加强网络道德要不断加强和完善计算机网络方面的立

法。目前许多国家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制定了有关的计算机犯

罪方面的法律、法规。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国会通过了《联

邦禁止利用电子计算机犯罪法》，1996 年通过了《通信法》。
近年来我国的网络的迅猛发展，社会网络化程度不断提高，

加大了网络立法的步伐。如利用相关法律条款来规范网络。
在新《刑法》、《民法》、《国家安全法》等现行成文法中都形成

了一些与网络相关的法律条文，同时也制定专门的网络法

规，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管理暂

行规定》、《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方法》等网络法规，进而在一

定程度上维护了正常的网络秩序，推动了网络道德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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