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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简介：
网络文化建设与网络文化管理同等重要，网络技术创新与网络文化创新同等重要，网络文化传播与网
络文化引导同等重要，网络文化的建设与管理对于繁荣发展首都文化具有重大的理论重要和实践重要
性和迫切性。
利用首都网络技术和网络文化的优势，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管理，推进北京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当前
和今后首都文化建设管理中的重大而迫切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2011年，是国家文化发展和首都文化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一年，也是首都网络文化建设与发展中具有
重要特殊意义的一年。
进一步加强首都网络文化建设、发展和管理，是发挥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建设中国特色主义
先进文化之都的重要内容和任务。

第一部分“总论”，论述加强首都网络文化建设管理发挥文化中心示范作用的战略意义；概述2011年
北京网络文化建设的主要动态和主要成就；特别提出要加强中国“网都”建设，推动首都文化发展繁
荣的战略思考，网络文化创新与文化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深度融合推动首都网络文化繁荣发展，把首
都建设成为全国网络技术创新应用中心、全国网络信息传播中心、中国网络舆论形成中心、全国网络
内容监管中心、全国网络信息服务中心，全方位推进首都互网络的建设、发展和管理，更好地发挥首
都网络文化建设的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发挥首都文化中心的表率引领作用、辐射带动作用、桥梁
纽带作用、荟萃聚集作用。

第二部分“首都网络文化政策与建设管理”，以首都网络文化的政策、管理、引导为基本内容，总结
和分析网络文化管理的政策、法规与制度性建设，研究首都网络文化建设的战略和路径问题，就首都
网络文化政策、管理提出相关的问题和对策建议。

第三部分“首都网络新空间与网络文化形态透析”，剖析在网络技术与网络应用发展基础上的网络文
化媒介与文化形态，凸显移动互联网、手机网络媒体、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等网络文化形态的社会文
化意义，反映和透析网络文化空间中的新领域、新动态与新现象，以求理性化的审视态度与应对方式
。

第四部分“首都网络年度新热点与文化问题聚焦”，聚焦2011年度以来网络文化中的热点现象和重要
问题，对首都的网络热点事件生成、微博传播与管理等现象及发展态势，进行动态追踪与分析考察，
以求加强对它们的重视和管理，更好地服务于首都文化建设的现实。

第五部分“首都网站年度新动态与典型案例分析”，总览2011年度首都相关网站的网络文化新动态、
新事件与新个案，对首都的网络信息环境、重要网站与网络媒体、网络文化活动与事件等，进行动态
追踪和个案呈现。

第六部分“CNNIC数据”，通过《2011年北京市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对年度北京市互联网络的
基础设施与资源、网民受众情况、网络发展形态、网络应用状况等方面进行统计调研与考察。

第七部分“附录”，对2011年首都的网络文化发展纪事进行记录和整理，是首都网络文化的年度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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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国家的政治逻辑国家的认证是国家基础能力的表现，国家能够掌握的公民基础信息越多
，也就越有能力做出一些重要决策，提供基本服务，例如医疗、金融、税收、治安和社会保障。
就互联网领域的认证而言，国家的认证能够把握互联网使用的状况，搜集基础数据，并为突发应急事
件和公共安全提供数据支持，也可以及时定位责任人，进行事后处理。
实际上，不同领域实名制要实现的目标以及实施的机制是不同的。
在以表达性信息服务为主的领域，国家要平衡表达自由和信息安全；在电子商务领域，国家要促进信
用建设和交易繁荣安全；在网络游戏和网吧领域，国家要保护未成年人防止沉迷。
这些措施都不能单独奏效，而是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加以辅助。
在这些措施没能完备之前，实名制的主要功能还是在于事后追踪定位。
对于用户而言，这些信息属于隐私的核心内容，这些信息并不属于任一专门领域，而是属于诸多领域
之上的可识别个人的基础数据。
这些信息隶属于“户口”、“身份证”、“个人学习工作档案”，甚至包括“生物信息”。
在这些基础数据之下，国家可以按照其职能依次收集其他专门领域的信息，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区隔，
分别属于不同系统也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进行收集，不能整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更加完整的综合信息档案
。
由于目前国家肩负着社会保障、医疗、金融、电信等重要领域的服务，这些专门领域也强调对公民身
份的认证，而且是涉及国家社会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身份，只有这些身份信息才会由国家专门进行认证
，它们代表了享有这些权利、履行相应义务的资格。
因此，国家的网络实名制认证视网民为“公民”，它只关心网民是否有资格使用某种网络服务，是否
从事了合法活动，并不关心用户通过这类网络服务留下多少私人痕迹和信息，也并不关心公民在无数
领域中的不同身份。
如果把国家零散的实名制意图放在互联网“内容层一代码层一物理层”这个路线图中观察，就会发现
一条清晰的脉络。
在内容层，国家针对主要的网络服务商力图推行，但成效不大，要以补贴的形式换取服务商的支持。
在代码层，还没有通过实名认证来约束编写代码或改变操作系统的措施，但通过网站域名的实名制注
册和登记备案，基本上掌握了全国网站的信息。
在物理层，个人电脑的宽带接人由实名制注册登记，网吧作为大规模终端要求对用户进行认证，但是
非经营性的无线网络还没有被强制要求。
作为移动互联网终端的手机实名制正在推进，而且可以实现把三个层面整合在一起的目标，这样就可
以通过一个层面的认证来间接对用户另一个层面的活动进行认证。
这样的目标在个人电脑时代的互联网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就国家而言，实名制恰好是分散架构年代才需要进行的工作，而且针对的是三个不能整合的层面
，这样才有助于确保用户在不同层面上的隐私、表达和创新活动不受干扰侵犯。
目前这样的未来正在不断受到侵蚀。
一个主要原因是互联网安全问题，2010年“3Q大战”的背景之一就是猖獗的木马盗号行为。
尽管腾讯和奇虎的目的是想成为互联网的“一站式”入口，但真实的安全问题首先必须得到解决。
在Windows系统上，普通用户拥有很大自主权进行设计和创造，但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因为他时刻
面临着来自新木马和病毒的风险，这些风险也是从未经认证的使用者手中产生的，并借助互联网的原
初架构得以广泛传播。
如果网络服务商凭借庞大的用户群提供一站式服务，取代操作系统，并对其平台上的服务进行审查，
将极大改变开放的架构，削减互联网上的创新和表达，但会得到大多数用户的拥护。
如果一站式平台服务拥有自己的定制手机，并同电信运营商合作，对用户进行认证，就像QQ手机已
经做到的那样，那么将出现最为完美的实名制。
然而国家没有动力促成这样的网络不同层面的整合，而是维持前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相对区隔状态，不
同的政府机关只有动力推进自己领域的管理行为，即使这种整合能够给实名认证带来更多便利。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首都网络文化发展报告>>

这就是为什么当互联网将不同媒介形式的信息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国家仍然要按照不同的主管机关进
行分类管理。
只要政治目标能够在协调合作下实现，对国家而言，这样的认证就是有效的。
但是对于商业力量而言，这样的认证反而不够有效率，无法实现商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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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首都网络文化发展报告（2011-2012）》是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联合推出的
第三部年度网络文化发展报告。
本报告是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以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北京市委十届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发挥文化
中心示范作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的意见》的背景下编纂的。
首都网络文化的建设、发展和管理是首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内容，首都的网络文化建设管
理同样要发挥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
本报告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分析和研究2011年度的首都网络文化建设、发展和管理的新成就、新趋势、
新特点、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更好地推动首都网络文化和网络文明建设。
与往年的《首都网络文化发展报告》相比，本报告在宏观上更具有首都文化发展繁荣的战略视野，在
微观上对本年度网络文化建设管理的分析更为深入细致，尤其是围绕本年度的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做
了比较深入、比较到位的分析。
本报告的顺利完成，得益于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相关部门领导以及编委会
的关心和支持，感谢本报告的新老作者的大力支持。
本报告的两位副主编徐翔博士和许苗苗博士尤其是徐翔博士做了大量工作。
《首都网络文化发展报告（2011-2012）》仍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人民出版社领导的支持和责任
编辑毕于慧女士认真负责的工作。
主编201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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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首都网络文化发展报告(2011-2012)》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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