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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兰欣：现代网络技术的伦理道德探析

    [摘要]网络为人类社会活动提供了广阔的时空，在当代网络技术前沿和社会需要的结合点上，网络技术以其巨大的

力量影响和变革着现代社会，但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给伦理道德带来了许多冲突。因此加强网络伦理建构，增强全

社会的网络文明意识，培养网络主体人文精神，推动网络文化建设，净化网络环境，创建和谐的网络空间尤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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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伦理道德变革的原动力，并把世界历史带放了一个

大调整大转折时期。当人类实实在在地享受到网络技术带来的极大便利的同时，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也备受人们的关

注。  
    
  一、现代网络技术的道德冲突  
    
  “面对迅速延伸的信息高速公路和铺天盖地的因特网，我们有一种被一网打尽的感觉，整个世界无处不网，无时

不网，无人不网。”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新的信息网络革命，在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与伦理道德产生了

一系列冲突。  
    
  1．网络空间的特殊性与现存道德环境的冲突  
  网络空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人类生活环境，使原有道德经验与价值观念受到挑战。网络技术所带来的隐蔽性、无

约束性、扩大性和虚拟性，易引发人格的分裂，导致交往出现的情感淡漠、伦理道德的信任危机、道德行为失衡等伦

理道德问题。这是由于在使用网络时终日与媒体画面打交道，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被人对网络的依赖关系所取代，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成了人与机器之间的交往。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功利化、经济化、冷漠化、商品化，并逐渐丧失

最起码的道德良知与社会关切。马尔科维奇说：技术的文明进步创造各种方法来克服人与人之间地区的和时间的距

离，也创造了强大的分离因素，其后果就是使人与人之间过分隔离，互不理解和偏执，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越来越

弱。特别是网络空间的虚拟和开放性所导致的道德信任危机，使现实世界丧失了真实感，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

任，给道德的诚信原则以巨大的冲击。一旦网络个体回到现实生活中，就会对现实也保持着一种警惕，认为现实世界

也是虚幻的、不真实的。网民如果在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转变不及时的话，就会加剧现实社会人际关系交往上的信任

危机。  
  由此可见，网络传播自身体现的技术理性、工具价值，在不时地动摇着人们原有的人文理性、目标价值，从而导

致人们成为“科技拜物教”的信徒，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不能自拔，逃避现实生活，漠视正常的情感关系和社会关系，

对社会缺乏责任感和参与感。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奔驰着的西方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润物细无声”般地影响和改变

了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从而造成人们价值标准的紊乱和精神上的困惑。  
  2．网络交往与人的特殊道德习性和伦理心理机制的冲突  
  网络空间交往为不道德的入网者进行种种不．道德的行为开了绿灯，导致了网络道德意识弱化及道德行为的失

衡。个人隐私权的侵犯，知识产权的纷争，网络黑客与网络偷窃等都是对其最好的说明。其原因是因为在网络空间里

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创造自己喜欢的角色，塑造虚拟理想的自我，并在网上寻求自我表现，并且相互交往的

对象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仿佛带上了人格面具。有一种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心理放纵感，这就容易造成个人责任意

识和道德观念下降，丧失理想信念，导致其精神萎靡，自由散漫，我行我素，价值观念扭曲，唯利是图，不利于人际



关系的稳定。这时，网络就成为了一片似乎可以让人们为所欲为的自由的乐土。另一方面，网络交往具有平等性的心

态，在网上交往主体的平等性得到了强化，交往行为的道德性则有所削弱，伦理道德对“网友”的约束性小，这既强

化了“网友”交往关系的平等性，也使交往的关系具有了较大的易变性和复杂性。  
    
  3．网络社会道德的不确定性与传统伦理作用的冲突  
  在网络社会中没有形成统一的道德标准，网络个体所持有的观点不同易造成道德相对主义的盛行，带来人的认知

倦怠、伦理判断力弱化。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只要符合自己的信仰即可，不考虑是否破坏传统道德的问题。个体在全

球性的网络群体中显得微不足道，沧海一粟的渺小感觉让人们觉得自己的行为也就不受什么限制，具有更多的随机性

和不确定性。所受到的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也就更少一些，造成传统伦理道德防线极易崩溃，并失去其原有的作用。同

时，这也助长了无政府主义风气，削弱了国家对精神领域的控制。传统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受到了来自于网络的道德

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冲击和挑战。众所周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对自由不加限制必将导致不自由。然而，

在互联网上，由于没有统一的管制与约束机制，无政府主义便在网上逞尽随意攻击、谩骂政府、大搞人身攻击之能

事。由于信息交流之间缺少监管和引导，只要某种思潮的流行一旦形成，必然带有一定的喷性，使得后来者不经意间

被裹挟于其中。因此，在独立思考和创造力普遍缺失的今天，人们很容易把既有的一切当成必然。于是，人们头脑中

的那块至关重要的精神领地便轻易地被占领，与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进一步说，网络创造的全新广大空间，造成了多种观念相互激荡、多种思潮相互影响、多种文化相互融合，使主

流伦理观念淹没于散沙个人祈求之中，导致人的道德选择的迷惘。使个体的行为与其后果的载体之间的距离超过了道

德发挥作用的范围，由此导致了在网络空间中存在着传统伦理学不能直接回答的一系列道德新课题，加上新的网络伦

理规则没有及时制定出来，对许多网络行为无法直接用对与错来回答。因此，在如何选择和选择什么道德时存在着一

个道德约束的真空地带。  
  汤因比提出：“技术每提高一步，力量就增大一分。这种力量可以用于善恶两个方面。”人类正是在“知识就是

力量”伟大口号鼓舞下从愚昧走向文明、走向现代的。但人类也正是在科学万能论的迷梦中悄悄执行了自己精神的

“安乐死”。  
    
  二、扬弃网络技术负面道德效应的途径  
    
  “网络已成为了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或第一生存环境，但从上述的分析可知随着网络日益广泛的应用在给人们带

来巨大便利同时也伴生着一系列的网络伦理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塑造一个安全的数字化环境。”笔者认为

网络伦理的建设重点不是在具体的法律、规则的制定方面，而是应立足于网络行为主体的精神文明建设上来解决。通

过开展人文教育、培育网络文明、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为人们的网络交往提供正确的导向，构建一个和谐的网络社

会。  

     1．推进网络技术的发展，培育网络文明。树立履行网络信任责任的伦理道德观念 
  现代技术的发展对网络文明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其中的关键点在于人，在于人对网络这个工具的使用。要求网

络主体要文明用语、文明操作、文明创造，能够通过对网络技术的应用来反思、改造、完善和发展自身，充分考虑网

络安全问题，培育一个具有诚信、公正、平等的网络文明作风的和谐网络空间。网络文明要求在网上建立互相尊重的

道德理念，抑制相反行为衍生，树立优化和安全的网络文明意识。一个重要的硬件是网络技术不断更新，可以利用设

置保护内部信息的“防火墙”等技术，增强技术辨污、排污、清污的能力，控制不良信息如色情、暴力病毒等对社会

发展有不良影响的精神垃圾。另一个重要的软件要素是：一个人的网上行为必须受到限制，要有意识地规范自己的行

为，提高自身的网络文明意识水平，尊重他人权利和自由，包括尊重他人的隐私权、著作权、名誉权等等，积极履行

维护网络信用的责任。在互联网上营造一个充满活力而又没有污染的文明网络环境，使网络真正成为人们学习、交

流、休闲、娱乐的文明空间。  
    
  2．通过人文教育。树立网络主体人文精神意识，实现网络主体自律性  
  人们在网络世界中的现实的生命生存是通过自觉的技术活动才获得现实的完满性的，它需要生命意识对技术意识

的渗透。这就要求通过人文教育树立网络主体的人文精神意识。把对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教育提升到人的精神境界

教育，并通过关怀个人发展、人类进步与命运的教育，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文化品格和思想境界，使其成为胸襟

广阔、精神和谐、趣味高尚、人格健全的人，使人文精神贯穿于整个网络技术发展的始终．成为网络社会所不可缺失

的精神支柱。  
  马克思曾经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对个人的道德自觉要求可以说是信息时代的伦理发展必然趋

势。人文精神包含的自律性要求每一个网络主体都要自觉地内化道德规范，关注人类的精神家园，注重人类的心灵塑

造，要做到“慎独”与“慎微”。“慎独”就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自律的最好表现形式，教育我们不要在网上



为所欲为，应该在有人和无人的情况下都表现出自己的高尚情操。“慎微”则强调“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之”。要自重自律，不在网上恶作剧，不乱放电子炸弹，网上聊天要文明用语，形成干净、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

使技术的发展始终不丧失其最终和唯一的目的——以人为本。  
    
  3．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加强网络文化建设。构筑有中国特色的网络伦理体系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21世纪，每时每刻都瞬息万变，网络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与变化，我们应坚持与时俱进的

原则，加强与世界各国在网络技术上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借鉴国外已经成功的经验，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规范网络

伦理这一新兴的社会现象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提供有力的保证。这就要求加强网络信息交流中的网

络伦理约束，强化网络规范的国际合作，有效消除信息交流中的不平等性，反对信息垄断和信息霸权。因此，“要把

网络道德教育的内容与中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道德教育思想体系。同时，要加强构筑有中

国特色的伦理文化建设，抵御西方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一定要从三个代表，特别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高度

来重视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用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文化去占领网络阵地，进而引导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为我所用，完善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伦理体系，大力提高公众对网络伦理的认同感，推动我国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正确掌握和驾驭网络，引导其健康发展，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网络伦理。  
  网络伦理的建设必然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进步，必然随着网络主体素质的提高而日益完善与发展。我们必须把握

住人们对网络伦理日益关注的契机，加强网络伦理建设，在一个充满道德伦理秩序的网络社会中，分享网络给我们带

来的便捷和好处。  
    
  [责任编辑：白 云]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7年第7期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阅读原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与传真：0086-10-85195511 

电子信箱：cassethics@yaho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