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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新兴研究领域，网络伦理学研究广受关注。
《网络伦理学研究》通过全面分析网络技术、网络社会、人、现实社会、社会伦理等要素之间的关系
，阐发了作者对网络伦理的哲学思考，梳理了网络空间存在的技术实践主体的失范现象，探索了解决
相关难题的方法，有助于广大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网络时代伦理关系，促进网络技术健康发展。

《网络伦理学研究》可供从事科学技术哲学、工程伦理学、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网络媒体工作者
、行业管理者，以及高校师生和公众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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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吉鑫
男，教授，2007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1988年9月以来，在沈阳工程学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技术哲学、网络技术伦理、思想政治教育等。
兼任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
已出版学术专著多部，主编丛书一套，在《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社会科学辑刊》，《科技管理研
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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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伴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也越来越尖锐，现代生物技
术给人类带来的变化不仅表现为物质产品的丰富，而且表现为思想观念及生活方式的改变。
网络技术与生物技术一样，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与人类的行为选择密切相连，它不仅对人
类的交往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将改变社会的结构并挑战国家之间的关系。
对网络技术及网络伦理进行深入研究，建构有效的伦理规约和社会协同体系势在必行。
本研究的选择即建立在这样的基点之上。
　　第一节建构网络伦理学的意义　　自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以来，相关技术迅猛发展，
如今已经发展到有亿台计算数机和几十亿用户连接与使用的全球互联网。
互联网的使用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促进了政府管理事务的公开化和办事的透明度，与此
同时，也提高了不同国度、地区及单位之间的资源共享程度和效率。
但是，互联网造成的“虚拟”环境也带来许多新　　的伦理道德问题，技术实践主体时刻面对着行为
选择与伦理规范的冲突，网络技术的应用对实践技术的主体也同样提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要求。
在网络这样一种特殊的交往活动中，如何防止把个人隐私作为牟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已经构成网络时代
的首要伦理冲突；网络“黑客”的出现已经将个体的道德觉悟和道德水平提升到空前的高度来认识；
在网络行为中，个体如何处理好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资源共享间的关系都成为当代技术伦理和网络伦
理研究的重中之重。
深入探索网络道德建设，建构网络伦理的原则和规范，对确保网络技术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意义　　网络（network），是指由电子计算机、远程通信等技术连接世界各个国家、部
门及个人的高速信息交互系统。
国际互联网（internet）是信息高速公路的雏形。
今天的网络能够以多种方式加速和提高人们之间的交往能力和交往水平，并为现代人在行为、思维及
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注入新的内容和形式，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研究网络伦理建设，有效地解决网络伦理难题，从理论上讲具有如下意义。
　　首先，网络伦理研究开辟了伦理学研究的新视域。
网络伦理研究是随着互联网的产生而产生的。
在计算机应用于实际生活之初是不存在道德问题的，计算机不过是人们在实践中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
和工具而已。
然而，伴随实践的深入，人们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唤起实践主体的道
德责任感。
1992年，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　　（CEI）制定了“计算机伦理十戒”①。
这十戒成为最早的计算机伦理道德和职业行为规则。
此后，随着互联网的开通，浏览网页、使用服务器、共享信息资源、进行交往沟通等网络行为成为人
们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网络中不断产生的伦理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伦理学家的关注
。
人们克服了以往的崇尚技术的工具理性倾向，在正确客观认识网络技术积极作用的同时，对网络技术
的开发及应用给予以人为本的道德关怀，把伦理意识和道德的目的性、前瞻性，技术主体的自觉性及
行为选择的科学性注入现代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之中，使伦理道德由传统的“物理空间”转向“电子空
间”，即“虚拟”环境，这就在客观上规定了伦理学研究的创新所在。
可以说，网络伦理研究既研究网络技术伦理问题，也研究网络生态环境伦理问题，同时还研究网络技
术引发的社会相关伦理问题与网络技术的关系。
可见，网络伦理研究是现代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理论上的新的生长点。
它不是现实道德的简单延伸，而是具有特殊实在意义的、对在新的环境中表现出的“新关系”的探索
和建构。
　　其次，网络伦理研究激活了网络技术主体的价值理念和伦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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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技术特别强调技术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和主动性。
由于网络技术的“双刃剑”作用，许多人在思想上重新反思技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问题，反思技
术的自主性与技术的建构性之间的联系。
人们平等意识的增强、自主精神的唤醒、民主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都在客观上为网络伦理研究提供了
现实基础，为进一步挖掘网络伦理内涵、形成网络伦理研究的完整体系打下根基。
　　最后，网络伦理研究建构了网络伦理规约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协同体系。
通过网络伦理研究，本书以现代伦理学理论和技术哲学基本观点为根本，揭示网络伦理的本质，分析
网络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建构网络伦理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为现代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
的内容。
　　与此同时，网络伦理研究也从外在角度建构了制度协同、法律协同和管理协同的“三位一体”的
社会协同体系。
　　二、实践意义　　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有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到理论的升华过程，网络伦
理研究也不例外。
作为研究问题的两个思考维度，网络伦理研究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价值。
　　第一，网络伦理研究在观念层次上分析了道德个人主义盛行的原因，建构了有针对性地解决网络
伦理难题的规范。
网络生态环境即“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
在这个社会中，许多道德观念都渗透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相对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电子
空间”中得到空前的培植，网络伦理难题不断涌现，不时挑战社会规范。
通过本书研究，可以在实践上有效地梳理网络空间存在的技术实践主体的失范现象，有的放矢地找到
解决难题的有效方法。
　　第二，网络伦理研究在行为层面上有利于在青少年中开展广泛的网络道德教育。
网络道德教育是建立在“网络社会”基础上的新型道德体系。
研究网络技术实践主体本身的道德需要能有效地规范技术主体的实践行为，而通过技术实践主体行为
研究确立的道德理论，又可以对网络中所有的人产生作用和影响。
在青少年中开展网络教育可以减少网络伦理难题的发生，防患于未然，从而提高网络空间的净化度。
　　第三，网络伦理研究在人格层面上能有效地消除网络技术主体道德人格的双重性。
网络道德多元化的特点常常使实践主体处于相互矛盾的道德选择之中，长时间沉溺于网络的实践主体
往往在“电子空间”尽情冲浪的时候性格开朗、豁达，而在现实生活中则表现出萎靡和脆弱，道德人
格的双重性表现得极为鲜明。
加强网络伦理研究，对培养网络技术主体健康的心理人格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二节网络技术概述　　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已经全方位地渗入人类的生存状
态和交往状态之中，并对人类的生存观念、交往方式及权力意识产生深刻冲击和影响。
消解“前网络时代”存在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主客二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结构，使这两者处于
一种演变的、全新的关系之中是互联网给人类提出的现实伦理挑战。
①在这种全新关系建立的过程中，网络技术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正如阿尔温·托夫勒所指出的：人类面临一次巨大的飞跃，即面临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巨变和前所
未有的重构。
虽然我们还没有清楚地认识这一点，但一个非凡的新的文明正在从我们手中诞生。
这就是第三次浪潮的意义。
②作为预言家，阿尔温？
托夫勒在30多年以前就预见到世界未来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变化更是空前巨大。
它不仅改变着人类的思想观念及生活方式，而且使人们的生存和交往空间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网络技术应用创建的网络生态环境，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正如加拿大著名传媒学家麦克卢汉所说：“任何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
”③而这种新的人类环境在今天的突出表现是人类在“物理空间”遨游的同时也进入了“电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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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概念界定　　1.网络技术与网络　　网络技术是以计算机信息科学为基础，以计算机为
载体，最大限度地提供信息服务的新兴先进技术。
网络技术是计算机技术应用的具体形式，也是计算机技术的新的发展阶段。
　　网络，是指由电子计算机、远程通信等技术连接世界各个国家、部门及个人的高速信息交互系统
。
网络是人与人之间具有的在新技术条件下的互动模式。
网络是以网络技术为技术条件基础构成的人们交流和交往的新的生态环境和空间。
网络的健康有序发展不仅依托于网络技术的支持，而且与人们的行为选择息息相关。
　　2.网络伦理与网络技术伦理　　一直以来，人们对“伦理”和“道德”在认识上存在不同的观点
。
多数人赞同的观点认为，二者“有微殊”，但“无迥异”。
本书在使用上对二者做出必要的限定，即道德是人们调节各种道德关系的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伦理则
是人们对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进行的系统化的哲学思考。
在一般的意义上，“伦理”与“道德”通用，而在关于学理研究中，多使用“伦理”一词。
道德一般指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员的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要求，而伦理的主旨在于强调行为主体在处理
各种伦理关系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对承担这种责任做出的理论上的系统化的哲学思考。
因此，网络道德是指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所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规范的总和。
网络伦理则是指人们在网络生态环境中处理各种关系的原则及规范的系统化的哲学思考。
　　网络技术伦理是网络伦理的一个层面，网络伦理应该既包括网络技术伦理，又包括网络生态环境
伦理。
网络技术伦理主要指网络基础技术研发、管理及应用的实践主体，在计算机、网络及信息技术处理过
程中处理技术主体与技术服务对象关系、技术主体与社会关系及技术主体之间关系的原则、规范的系
统化的哲学思考。
网络生态环境伦理则是指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彼此处理人与人及人与网络环境关系的原则和规范的系统
化的哲学思考。
对于网络技术伦理研究，我们把它的技术主体限定在技术专家及技术管理者，而网络生态环境伦理的
主体，我们认为包括所有在网络空间中使用、利用网络及管理网络的个体和组织。
当然，网络技术专家、管理者以及在网络生态环境中.游的个体和组织，都是网络伦理研究的主体。
因此，在网络伦理研究中，涉及的内容及视域不仅在于网络道德原则和规范的确立，更重要的是应该
立足于在学理上阐明网络伦理问题存在的现状并分析其深刻的认识根源，阐明网络伦理道德原则确立
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创建网络技术健康发展的社会协同体系等一系列具体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和学
术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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