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
2020 年 11 月第 2卷第 4期

文章引用：马超．社会稳定视域下虚拟社会管理对策研究［J］．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2020，2（4）：

154-160．

https://doi.org/10.35534/tpsw.0204019c

Research on the Virtual Social Management Strategy 
in the view of Social Stability

Ma Chao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a new social form virtual society 

emerges as the times require. How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virtual society and its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tability 

is an important topic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makes some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the management of virtual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new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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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虚拟社会应运而生，如

何深刻认识虚拟社会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社会稳定构建的影响，是新形

势下的一个重要课题。据此就新时期社会稳定视域下的虚拟社会管理问题作些

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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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虚拟社会已成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网络成为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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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绪的宣泄口，现实社会中一些看似小的矛盾问题被网络聚焦放大后极易在

虚拟社会中形成舆论热点事件，进而演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事件。因此，

深刻认识虚拟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社会稳定构建的影响，是新形势下一

个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

１  目前虚拟社会中存在的主要影响社会稳定的
因素

虚拟社会是指网民经由网络平台，实施各种社会行为、进行各种社会交往、

开展各种社会活动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形态。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数据

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7.31 亿，网络已深入到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日益成为聚合民意的“舆论场”，成为关系社会稳定的“新

战场”。因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虚拟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对社会稳定的

影响不容忽视，其主要表现为几点。

1.1  网络信息环境堪忧，严重危害社会稳定

网络时代，虚拟社会带给人们巨大的信息量。虽然，我们国家在 2000 年就

正式颁布实施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该办法也曾明确规定：互联网

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散布淫秽色情等信息。但不少

网站特别是一些私人网站为了谋取经济利益，铤而走险，散布一些低俗、劣质

的不良信息，将黄色信息和垃圾信息掺杂其中，严重污染信息环境。据报道，

目前中国建立的网站多达 400 多万个，网络上信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一些

淫秽色情网站，利用视频聊天室组织淫秽色情表演，提供境外淫秽色情网站链

接，甚至还可以提供黄色光碟。网络充满色情以至犯罪，污染了网络信息环境，

加强对其管理是我们执法部门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1.2  网络犯罪日益猖獗，严重危害社会稳定

网络犯罪是由传统犯罪与网络技术结合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犯罪形态。传统

犯罪往往局限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针对特定的某一对象或者某一范围内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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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多数人犯罪。而网络犯罪利用计算机通过互联网进行破坏活动，其后果往

往可能造成网络上成千上万台计算机瘫痪，造成全世界的网络受到破坏。尤其

是一些涉及经济利益性的网络犯罪，其非法获利或在客观上造成的损害通常更

大。因此，网络犯罪将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当前，网络犯罪日趋严重，大致呈

现现出如以下特点：一是犯罪人员的高智能性。网络是现代社会高科技快速发

展的产物，是人类智力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充分体现。网络犯罪是以网络为载

体，具有高度智能性的特点。二是犯罪分子手段的隐秘性。在互联网构成的虚

拟空间中，网民的身份被虚拟化，所有人都可以戴着面具上网，很难辨别真伪。

三是犯罪本身的神秘性。网络犯罪和传统的犯罪不同，在虚拟社会中网络犯罪

被披上了一层文明的面纱，人们往往会将其视为与一般的、真实的犯罪不同，

因而使网络犯罪日益猖獗，严重地危害社会稳定。

1.3  网络群体事件聚焦放大，严重危害社会稳定

目前，网络群体事件大多起发源于有影响力的网络平台，如一些全国性的

访问或在线人数密集的网络社区、贴吧、论坛以及博客等等。网络群体事件，

是指较多网民通过互联网参与某件事的讨论并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事件；或指

网民群体在一定社会背景下，为了其共同的利益目标，利用互联网组织串联、

相互呼应，将有可能或已经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网络

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如果不对这些网络群体事件加以正确处置，势必引发现实

社会中的重大群体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危害。

1.4  网络谣言引发恐慌心理，严重危害社会稳定

近几年来，网络的飞速发展给大众信息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捷，但与此同时，

也使得谣言插上了飞翔的翅膀。随着ＱＱ、微博、微信等一系列新兴媒体的出现，

网络谣言的扩散也呈雨后春笋之势，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网络谣言打破了时间、

空间、环境的局限，不仅限于特定人群、特定时空、特定范围传播，并且其影

响范围和传播速度也呈几何级数增长，后果极其严重，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势必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在网络谣言中，既有小到给受害人造成极大的



·158·
社会稳定视域下虚拟社会管理对策研究 2020 年 11 月

第 2 卷第 4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sw.0204019c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sw

精神困扰的败坏个人名誉谣言；也有大到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现实或潜在的

威胁、影响社会稳定，甚至损害国家形象的谣言；既有针对公民个人的诽谤，

也有针对公共事件的捏造。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势必带来

更多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

２  社会稳定视域下的虚拟社会管理对策思考

我国转型期间积累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冲突已成为维稳工作的焦点，现阶段，

我们采取的维稳手段大多被称为“中国式维稳”，这种维稳由于本身体制的缺

陷，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冲突，致使维稳工作的开展颇受质疑。目前，法治

中国建设已提升到国家层面上来，我们的任何工作，上到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

下到社会的具体治理以及各级政府运作，都必须正面回应关乎法治国家和治理

体系建设的社会稳定问题。有鉴于此，在社会稳定视域下的虚拟社会管理对策

就必须进行自我修正以适应社会发展所要求的制度转型。

2.1  在思维定式上，要实现从“政法维稳”向“文化和谐”

转变

尽管带有中国特色的“政法维稳”具有其存在合理性，它是应对转型期

社会矛盾多发的政治实践选择，但越来越多发的群体性事件使本应具有正面

内涵的“政法维稳”与“压制公民利益诉求”“暴力镇压”“粗暴简单”等

负面政治因素相关联，甚至划上等号，呈现出敏感且负面的形象。“政法维稳”

遭遇到了手段与目标渐趋背离的尴尬困局，“维稳”造就了“越维稳越不稳”

的怪圈。长此以往，可能会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泛滥，因此，对虚拟社会

的管理必须走出这种怪圈，做到从“政法维稳”向“文化和谐”转变。一是

要利用新媒体平台，以文化维稳促社会和谐。如去年某县委政法委依托政务

微博平台释疑解惑，迅速化解了乡村一起因房屋装修纠纷可能引发的涉稳事

件，受到了广大网民的理解和支持，切实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二是要学习

和运用网络语言。网络是网民情绪的宣泄口，要注重与网民沟通，给网民必

要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贴近网民，融入网民。努力创建健康良好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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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既为网民提供一个情绪发泄的通道，又创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三是要发挥网络充当社会减压阀的作用。虽然网络是网民情绪的宣泄通道，

但只要政府能把网络意见或者说把民众的不满凝结在某个断裂带上，通过测

量这种意见和不满，较为准确地把握社会温度，及时正确去疏导公众情绪，

网络也可以充当社会减压阀，一定程度上来讲，不是扩大而是减少危机事件

的发生。

2.2  在工作方式上，要实现从“被动维稳”向“主动创稳”

转变

以往现实社会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被动维稳，就

是等事情发生了、问题出现了，再去想办法弥补解决。但这样往往需要付出很

大的代价，有时还事倍功半。其实，绝大多数矛盾的爆发，都有其深层次的根源。

如果在虚拟社会的管理中我们能从源头开始预防问题，在网上矛盾积聚的过程

中，做到主动一点，早一点采取有效的方法和积极的疏导措施，网络事件就不

会进一步恶化，这才是创造和谐稳定的关键。

一是在思想观念上，从被动维稳向主动创稳转变。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经

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要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

性、主动性，把治理的重心放在源头，多做“保健医生”，少做“外科医生”。

二是在重点环节上，以“静态维稳”向“动态创稳”转变。从注重“事后

控制”向注重“源头治理”的转变。要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提高网上引导水平，

讲求引导艺术。及时发现并化解危机的苗头，不要等危机事件发生了才去维稳，

而是要通过网络平台来发现哪些事情有可能引发危机，及时把它化解掉。

三是在手段方式上，要从刚性维稳向韧性创稳转变。注重“管控打压”向“服

务管理”为主转变。要改变单靠管、控、压、罚进行刚性维稳的方式，牢固树

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要加快网络文化建设，练就一支融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服

务一体的网络文化管理队伍、舆论引导队伍、技术研发队伍，创造出良好的维

稳软环境和硬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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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机制构建上，要实现从“危机处置”向“日常沟通”

转变

中央提出的社会管理创新，要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突出问题”为突破口，

虚拟社会中的网络舆论就是检测和判断这些“突出问题”最新鲜、最丰富的信

息源，我们可以借助互联网唤醒和激活我们的管理机制。大家知道，危机管理

中的最高境界是让危机不发生。因而，我们对虚拟社会中的管理也要转变思想

观念，改变管理方式，要实现从“危机处置”向“日常沟通”转变。一是要注

重网络舆论引导策略。深入研究受众的心理和需求，注重对网络受众心态和舆

情的研究。立足于“疏”和“导”，力求通过疏导，化干戈为玉帛，将危机化

解在萌芽状态。二是要注重网络舆论引导艺术。网络舆论引导的引导是要靠人

与人之间的沟通来完成的。沟通作为人和人之间从事信息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

在现实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几乎每一个社会人都离不开它。在虚拟社会管

理中，不仅要使信息公开成为常态，更要学会主动研判网络舆情。善于通过Ｑ

Ｑ、论坛、贴吧、聊天室、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式与网民交流，引导大众思

想和社会舆论。三是要建立日常沟通机制。做到有问题早发现、有情况早处理，

及时加强与网络舆情管理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建立网络舆情应急预案，积极参

与网络讨论，正确把握舆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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