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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路径探索

夏 玉 汉
(西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发挥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效能是建设网络强国,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
话语权的关键。 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受到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技术风险、话语风险及

传播实践中知行断裂等现实挑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发挥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的理论创新、对网络非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揭露与批判、网络技术意识形态化与意识形态

传播网络化的深刻影响。 应对这些挑战应当在强化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推动意识形态话语创

新、创新网络传播技术和增强网络意识形态真实感等方面优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路径,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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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习近平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

以得到保障。冶 [1]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网络安全不

仅仅是网络技术上的安全,更是网络场域中以思想

文化和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安全。 在经济全

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
与传统意识形态工作相比,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面临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技术、社会错误思潮的网

络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网络传播的功能消解等挑战,应对好这些挑战是净

化网络空间、实现网络空间领域“两个巩固冶淤的必

然要求和重要任务。 党的十九大做出“牢牢掌握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冶的部署,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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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冶 [2]。 新时代,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要从

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结构与功能、实然和

应然的逻辑出发,探究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

的现实挑战、影响因素和优化路径,不断巩固党对网

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一、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现实挑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957—1958 年手

稿)》中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

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冶 [3] 毛泽东也

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
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无论革命也好,反革

命也好。冶 [4] 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

地位的合法性和执政基础的安全性,关系到民族复

兴和人民幸福的政治安全保障,因而习近平一再强

调做好意识形态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所谓网络意

识形态安全是指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

义不会在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网络化趋势下而逐渐

弱化或者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5],主要包括网络空

间领域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与合理性认同、国家机器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控、主
流意识形态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良性互动。 新时代,
网络意识形态面临信息时代条件的变化和网络传播

场域的转换,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面临着“去意识形态化冶“非意识形态化冶“意识形态

多元化冶和各种社会错误思潮充斥着网络传播空间

的复杂局面,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要提高用

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

展的最大增量冶 [6]。 就当前而言,发挥网络意识形



态安全效能存在着网络技术意识形态化导致的网络

意识形态传播的技术风险、意识形态话语冲击下的

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风险以及意识形态认知主

体和实践主体知行断裂导致的负面效应。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技术风险

网络意识形态不仅仅意味着意识形态传播手段

和传播场域的转换,而且是网络技术意识形态化凸

显出网络技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形成意识形

态传播的网络化发展趋势。 在这一发展趋势中,意
识形态的安全效能不仅仅取决于意识形态自身,而
且还取决于网络技术意识形态化的程度与趋向。 有

学者认为,当前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研究存在单纯的

技术化倾向,忽略了网络技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

性,忽视了对网络技术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层

面进行深入探讨,因而也就不能一窥网络意识形态

传播的“全貌冶。[7] 就此而言,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

全效能必须从网络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意识形态

传播网络化趋向进行双向考察,从而规避意识形态

安全的技术风险。 从技术意识形态化的历史逻辑来

看,它产生于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在大众文化的推

动下工业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技术理性、
制度理性与意识形态相融合。 正如哈贝马斯指出

的:“技术与科学作为新的合法性形式,它已经丧失

了意识形态的旧形态,已经成为一种以科学为偶像

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冶 [8] 他的

技术与意识形态思想为技术民主主义等资本主义意

识形态思想开拓了市场,而新兴的网络技术则把技

术意识形态化推向新的阶段,因而含有资本主义意

识形态的技术攻击风险也随之增加。 从技术意识形

态化的现实状况来看,既是传播主体也是传播客体

的传播源在网络环境下的传播具有快速“聚合冶与

“爆炸冶等突发效应,因而存在信息传播负面效应扩

大化的风险。 日前,美国出现的“普京干预大选冶、
特朗普“推特治国冶、Facebook 用户数据泄露等事件

无不从某种程度上彰显着网络意识形态蕴含的技术

风险。
(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话语风险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仅仅关涉到技术风险的问

题,也关系到话语风险的问题,网络意识形态的权威

话语被解构,理论和舆论整合的力量被消解,网络意

识形态安全的话语风险也随之增加。 就我国而言,
所谓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话语风险是指在资本主义

网络技术意识形态输出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冲击下,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受到威胁,
网络意识形态巩固和团结人民群众共同的思想基础

的功能存在被削弱的风险,从而挑战党对网络意识

形态的话语领导权。 具体来讲,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的话语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学术

话语探讨为形式,在网络领域渗透“非马克思主义冶
的意识形态,消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权威性;其
二,以“公知冶“网络大 V冶等面貌出现,企图引领网

络舆论,实现“去意识形态化冶和“非意识形态化冶,
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寻找生存空间;其三,以传播自

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活话语为形式,传播网络负能

量,企图消解人民群众对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奋

斗和追求的精神动力。 就其特征而言,它常常用抽

象的“普世价值冶、缺乏具体实际的“实证数据冶、富
含意识形态的网络流行语等形式解构和削减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和说服力。[9] 而少数党员

干部针对这些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挑战,不当维护

意识形态话语的“战士冶,而甘当“开明绅士冶,在网

络意识形态话语风险应对上因怕被围攻、被“人肉冶
而“不敢说、不会说、不想说冶,从而助长了非马克思

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者的气焰。 因而,网络意识

形态的话语风险本质上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
在理论上和舆论上掌控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化解

风险的必然要求。
(三)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中的知行断裂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场域和空间的转换,
使得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发生了主体人格虚拟化的

转向,这使得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知与行存在某种

程度上的断裂。 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话语再漂

亮也不一定管用,还要看是否真实,一方面看是否符

合实际,一方面看倡导者是否言行一致地遵循。冶 [10]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话语是否符合实际与话语主体

是否言行一致决定了意识形态话语安全效能的发

挥,但网络信息传播的特性为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知

行断裂留下了空间。 一方面,传播主体的虚拟化、权
责分裂使得意识形态话语的公信力和说服力下降,
主要表现在某些领导干部不注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工作,轻视、蔑视,甚至忽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
出现“会议上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冶的现

象。 另一方面,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主体权责不明,治
理难度大,导致极少数干部在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

上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使得网络意识形态宣传公信

力下降,效果不佳。 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主体虚拟化

使得意识形态主体责任空泛化,错误思想和观点易

于传播,网络谣言、网络不良舆论的治理难度加大。
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知行断裂使得网络意识形态的

信度和效度降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也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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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二、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影响因素

网络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着技术风险、话语风险

和意识形态实践中知行断裂等挑战,只有深究发挥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影响因素,才能对症下药,
精准施策,提出有针对性的、适应新时代网络信息社

会化发展需求的意识形态治理策略。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

论创新

正所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

动冶 [11],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是理论宣传和舆论引

导,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在于理论的科学性

和真理性。 在网络领域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

指导地位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创新是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

权、话语权,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基本要

素。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2] 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不

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

创新,推动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发展。 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

讲话、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全国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系列讲话增强

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不断得到巩固。
网络信息时代,尽管意识形态传播由报纸、广

播、电视等传统传播场域向互联网信息现代传播方

式和传播场域变换,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深度

和广度仍然深刻影响着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网络

舆论的导向。 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来看,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创新仍然诠释

着网络社会实践,许多网络发展问题仍然离不开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指导。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

新的价值规范来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传

播引导和规范着网络交往生活实践,为网络社会行

为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导向。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的实践效应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网络发展理念推

动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网络强国实践,为
构建网络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指导。 由此,发挥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不仅仅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

简单地“置放冶在网络领域,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创新解决网络领域的新

问题,以彻底的理论创新推动网络强国的新实践。
新时代,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就是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实施网络

强国战略,塑造绿色、安全的网络空间,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对网络领域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对网络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揭露和

批判

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和斗争中诞生的,也是在

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中不断发展的,对各种非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危害进行批判和揭露

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关乎着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马克思所著的《 <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无

不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

阐述无产阶级思想的。 然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对

马克思主义的污蔑、误读和滥用模糊了人们对马克

思主义真理性和科学性的认知,无产阶级要在批判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展现“批判的武器冶
的力量,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掌握群众。 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批判“左冶的和“右冶的错误

思想中不断调整思想路线,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增强

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战斗力,为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

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批判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中起着“粘合剂冶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凝聚人

心、增进力量。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
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本主义的“和平演

变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腐蚀的过程中坚守“四项

基本原则冶,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由此可见,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等社会错误思潮的过程中进行的。 网络信息化社会

也必然要运用批判的力量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互联网时代,资本主义把意识形态渗透转移到

网络领域,对网络领域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本

质揭露和现实批判成为社会信息化过程中发挥网络

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必然要求。 首先,批判以“普
世价值冶为“卖点冶的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网络传

播,揭露其侵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质。 所谓

“普世价值冶不过是资本主义抽象人性论的化身,企
图把人的社会性从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剥离,背离了

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现实的、个人的出发点。 其

次,批判以“新自由主义冶为噱头的西方意识形态话

语的网络传播,揭露其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实质

及其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宣扬个人主义的危

害。 新自由主义看似是要求完全的市场经济,实质

上是实行“双重标准冶。 如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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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打着“公平贸易冶的幌子,挥着关税大棒,违反世

界贸易规则,实质是实行“美国优先冶的霸权主义政

策,针对这些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攻势,必须坚决给

予揭露和批判。 最后,批判以“流行文化冶吸引眼球

的网络数字文化产业输出,揭露其文化和意识形态

渗透的实质。 “流行文化冶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是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商品化的输出,另一方面是解

构和虚无其他民族文化,进行意识形态特别是历史

虚无主义的渗透和传播。 总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
要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网络

文化和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地检视和深入地分析,提
升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防护能力。

(三)网络技术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传播网

络化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发挥还取决于网络技

术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传播网络化的双重变奏,
这二者是网络技术的价值蕴含与价值负荷的彰显和

网络技术传播的内容与方式的认同相互影响的结

果。 就网络技术作为参与生产和生活的要素来讲,
技术本身就反映着作为主体的人改变物质世界的方

式,反过来讲,网络技术的发展则是主体的科学知

识、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技术沉淀。 尼尔·波兹

曼指出:“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

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仍然认为技术始终

是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实在是太愚蠢了。冶 [12]网络技

术的开发者、使用者、维护者的价值观念都为网络技

术意识形态化提供了可能,网络技术的大众化则直

接关系到网络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生成。 尽管西方学

者对网络技术意识形态化有清晰的认识,但美国政

府却不遗余力地推销网络技术和网络文化产品,以
隐蔽的方式进行网络意识形态渗透。 西方国家以网

络视频、音乐、图片、新闻等形式,试图描绘“天国冶
般的西方民主世界,同时曲解、诋毁、污蔑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这对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

威胁。
网络技术是意识形态传播的载体,发挥网络意

识形态安全效能除了对网络技术的价值承载效用加

以关注外,还需要对意识形态传播网络化进行考察。
选择什么样的传播工具和传播方式直接关系到网络

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发挥,意识形态传播网络化趋

势要求我们科学地分析网络技术传播的特点和受众

的特点,在二者的契合点上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的最大效能。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

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
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

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冶 [13]网络意识形态安

全效能的发挥就要分析传播载体的特点是否适应传

播对象、符合传播对象的需求,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

矢,精准施策。 据《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统计,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互联网普及

率达 61郾 2% ,手机网民规模达 8郾 47 亿,手机网民占

比 达 99郾 1% , 其 中 初 中 以 上 学 生 群 体 占 比

38郾 1% 。[14]在万物互联的时代,网民的性别、年龄、
身份、阶层、职业及网络工具的使用等都是影响网络

意识形态传播的因素。 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

要科学分析传播对象的特点、关注问题和利益需求,
选择合适的传播方式,进行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和

教育。
(四)党员干部的网络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发挥最终取决于维护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只有把网络意识形态安

全知识转化为行动,才能把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工

作落到实处。 就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而言,主要涉及

党内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和公共社会领域的主流意识

形态建设以及网上和网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整合,而
它们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因而,发挥网

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要注重党员干部的网络意识形

态宣传能力的培养,在党内党外和线上线下形成

“上行下效冶的效果,以榜样的力量、事实和行动的

力量感染群众,团结群众。 邓小平强调:“政治干部

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要在言论和事

实上来表现。冶 [15]意识形态网络传播与传统传播渠

道不同,网络传播渠道信息承载量大,传播速度快,
反馈效应突出,在这样一个“后真相冶的传播场域里

意识形态传播效应存在边缘化或过度化的倾向,因
而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时、度、效对发挥网络意

识形态安全效能具有重要影响。 这对党员干部的网

络信息素养、传播媒介素养和网络意识形态敏感度

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党员干部要在网络领域内“谨
言慎行冶,要传递网络正能量,起好党员干部的带头

作用,用好网络为民服务新工具。 当前,存在着网络

意识形态解释力、说服力、凝聚力、引领力降低,网络

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增加现象,要针对网络意识形态

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知行分裂的问题,加强党员干部

意识形态践行能力建设,引导和激励党员干部知行

统一、主动担责,按照“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

责冶的要求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三、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路径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积极应对网络领域意识形态安全的各种挑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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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积累了丰富经

验。 应对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现实挑战,
应当在科学分析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精准施策,优
化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路径,为实施网络

强国战略提供思想支撑和精神动力。
(一)强化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掌握网络意识

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在网络领域强化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主动掌

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是把好网络

意识形态安全“方向盘冶的根本原则和基本要求。
习近平指出:“互联网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

地。 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这部

分人我们不去团结,人家就会去拉拢。冶 [16] 因而,网
络意识形态工作要强化党管意识形态原则,团结新

媒体从业人员、网络“意见领袖冶等在内的网络人

士,让他们为党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搭台冶 “唱

戏冶,更好地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 强化党

管意识形态工作,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

权、话语权要站在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高度,坚持网

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方法分析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潜在

风险,解决广大网民的思想困惑,回应广大网民面临

的现实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

主要矛盾的转化和社会问题的新变化必将引起人们

思想观念的新变化,高房价、上学难、就医难等社会

现实问题和矛盾难免引起负面情绪和舆论,并蔓延

到网络领域。 但网络不是泄愤之域,更非法外之地,
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掌握网络意识形态

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就要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治

理,疏导网民的不满情绪,回应网民诉求,加强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增强网络违法犯罪治理力度,从而巩

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二)推动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增强网络意识形

态的说服力、凝聚力、亲和力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是一个凝聚共识、共画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同心圆冶的工作,
要推动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增强网络意识形态的说

服力、凝聚力、亲和力,聚力核心价值认同和政治认

同,塑造美好的网络精神家园。 理论和舆论是发挥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两大基石,理论的创新和

舆论的引导都要靠话语的力量,话语的解释力、说服

力、凝聚力是感染群众、团结群众和掌握群众的重要

因素。 因而,发挥意识形态安全效能要在意识形态

话语创新上下功夫:其一,要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议题

设置、范式建构、语源借鉴、传播方式上不断创新,增
强理论话语对新时代社会发展的诠释力,从而增强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说服力。 其二,要不断加强网

络舆论引导,在网络舆论主题的管控、网络舆论矛盾

的调解和网络舆论监督机制的创新上发挥网络舆论

正能量,形成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以明确的目标、
坚定的方向和原则因势利导、凝聚人心。 其三,加强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转换机制的创新,把学术话语、文
本话语、专业术语向生活话语、日常话语、普通话语

转换,科学分析话语宣传对象,选择合理的话语传播

方式,增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合理性、融通性和适

应性,增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同时针对网络话语,要深入“草野冶,倾听“草根冶的
心声和期盼,重视网民的建言献策,积极回应网民的

关切,释疑解惑,增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反馈功

能,打造好与人民群众交流沟通、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新平台、新途径和新渠道,发挥好网络为民和网络育

人的功能。[17]

(三)创新网络传播技术,化解和管控网络意识

形态安全效能的技术风险

网络传播技术是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

“船冶或“桥冶,没有网络技术的载体支撑,也就没有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因而创新网络传播技术、化解和

管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技术风险是发挥网络

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必然要求。 在当前社会信息化

高速发展的时代境遇下,核心技术越来越成为发挥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关键性因素,对网络意识

形态管控、调试、监督等技术的创新和技术价值的发

掘与运用是解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重要途

径。 一方面,要增强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布局和创新,
推动视频、文字、图片等网络媒体传输技术创新,增
强网络信息编码、解码和信息安全的开发力度,形成

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教育、管控和监督的一体化格

局。 另一方面,要不断挖掘网络技术的价值负荷,彰
显网络技术的价值蕴含,提升网络技术内在的意识

形态功能,为科技强国战略提供文化价值支撑。 例

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罗列的“天宫、蛟龙、天眼、悟
空、墨子、大飞机冶等科技创新成果不仅为巩固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也增强了

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发展成果的认同感和荣

誉感。 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要从网络技术的

创新和网络技术风险的化解中提升用网治网能力,
增强网络意识形态认同和网络文化自信。

(四)增强网络意识形态真实感,践行网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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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传播知行合一精神

所谓增强网络意识形态的真实感无非是要让网

络意识形态“看得见,听得进,摸得着冶,使网络意识

形态的传播和践行充满真情实感,要求倡导者和传

播者言行一致,知行统一。 其目的在于把马克思主

义的抽象理论和具象表达结合起来,把网上意识形

态宣传和网下意识形态实践结合起来,从而汇聚起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强大力量,提升网络意识形态

的安全效能。 习近平在谈到青年如何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时指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 于

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

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冶 [18]

他还多次引用王阳明的知行观阐述他的知行智慧,
强调“于实处用力冶的实干精神和“从知行合一上下

功夫冶的知行合一精神。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

发挥要破除知行断裂、知行相分的错误倾向,坚决反

对党内党外、网上网下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人冶,
要在践行知行合一的精神中达到对网络意识形态科

学性、真理性和时代性的自我体认和实践确证。 首

先,要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意
识形态责任制教育和党纪党规教育,增强“四个意

识冶和“四个自信冶,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保持党员的先进性,树立党的

良好形象,以此形成正向的网络舆论传播效应和榜

样带动效应。 其次,要对网络领域知行不一、言行不

一的负面信息和现象及时处理,健全网络意识形态

的预警机制、应急机制和管控机制,避免负面信息和

舆论扩大化,危害党的形象和党的网络意识形态建

设。 最后,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要落实到党

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要促进党员干部和人

民群众在网络意识形态的知行转化中增进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认同,巩固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

共同思想基础。
总之,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要立足于网

络强国战略,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审视网络意识形态

安全建设,整体布局,精准施策,不断增强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在网络领域的理论说服力和舆论引导力,
发挥网络空间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增量冶作用。 网络意识形态

安全效能指向的是网络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涉及到意识形态理论创新、话语传播、技术创新、践
行能力等诸多要素,以问题为导向、有效发挥各种要

素的机能是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力的核心

要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冶 [19] 这为

发挥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各种因素的作

用、协同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有
利于增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新

时代,面对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际国内环境的

变化,发挥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要重在提高网

络文化的供给和服务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

求,同时针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要加强网络意识形

态传播阵地建设和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

国精神、彰显中国价值。

注释

淤 “两个巩固冶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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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
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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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Way to Play the Security Effect of Network Ideology in the New Era

XIA Yuhan

(School of Marxism, Xi謖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謖an, Shaanxi 710054, China)

Abstract:Bringing into play the security effectiveness of network ideology is the key to mastering the power of network ideology
leadership and the right to speak and building a network power. At present, the security effectiveness of network ideology is challenged
by the technical risks of network ideology, the risk of discourse and the flaws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communication practice. The
security effectiveness of network ideology is influenced by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The essence of Marxism reveals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criticism of reality and the ideology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the network of ideology. Responding to these
challenges should optimize the path of social ideology security effectiveness in strengthening the principles of party ideology, promoting
ideological discourse innovation, innovating network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enhancing the ideology of network ideology, and
consolidating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network ideology field.
Key words:network ideology; security efficiency;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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