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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计算机网络技术出现以来，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互联网已经发展成巨大的规模并正在以一种前
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深深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模式，并且这种趋势还在日新月异地继续发展着
。
从政府到企业，从社区到学校，从工作到娱乐，互联网及由其带来的新的社会变革已经渗透到我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
举例来说，电子政务系统已经成为很多政府部门工作的必备平台，也成为政府为百姓服务的重要渠道
；电子商务系统不仅为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而且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消费方式和消费理念；国际互
联网（Internet）的先进便捷、廉价的通信方式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尽知天下大事，广交海外知己；网上
论坛、博客、音像图文资源，为广大网民打开了一片自主娱乐的新天地，也为普通人争取了一定的话
语权⋯⋯人类这种新型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模式集合构成了网络社会。
　　网络社会是在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产生的新的社会形态，是一个由
网络社会资源、网络社会人类群体和相关社会环境组成并相互作用，以达到动态平衡为趋势的巨大复
杂的系统。
它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传统社会在新的信息时代的进化。
它既保留了传统社会的一部分因素，又体现出完全不同的新特征。
　　在20世纪最后的一二十年间，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以及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是网络社
会形成的催化剂，也是推动网络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便利和娱乐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价值观念，直至改变整个社会面貌。
　　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科学技术也往往是一把双刃剑。
网络带给我们利益的同时，也蕴藏着危害。
例如，由于信息技术的滥用而造成对人们隐私权的侵犯，由于制度的不健全而出现的网络交易诈骗，
以及形形色色的网络犯罪等。
这些不和谐现象的出现，有的是因为技术能力的欠缺，但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方面。
例如，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文化教育的落后、政策的不适应，等等。
如同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一样，网络社会也有其自身的发生、存在和发展规律，有各种主流的、
积极的因素和规则，也有负面的、消极的表现和原因。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互联网，以及网络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因噎废食地否定互联网的重要价值和意
义，这也不符合网络社会的自然规律。
网络社会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存在各种问题也是社会发展中
的一种必然现象。
　　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网络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并且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生产和生活。
　　网络社会如何健康发展需要我们从整个社会的宏观角度去探究。
网络社会是以互联网和通信技术为基础形成的社会形态，其结构是高度动态的和开放的，同时也是一
个分层次的、以网络群体为主体的、按照一定结构组成的系统。
　　网络社会的结构可以简单地看成是由外围的环境和内部的资源及群体组成的。
在网络社会中，最外围的是网络社会的环境，它像空气一样常常被忽视但是又时时刻刻密切影响着网
络社会中的群体和资源。
资源包括信息技术、信息内容和网络服务三个方面，它们是网络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群体是网络社会中唯一的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主体，由个体、种群和群落组成，是网络社会中最活
跃的因素。
其中，个体一般指网络社会中有独立身份的网民和团体；种群指一定环境中的同种个体的集合；群落
指的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由不同的种群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集合体。
网络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任何一个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缺少网络社会群体，网络社会就不称其为社会；如果没有各种资源，网络社会就
没有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周围环境的支撑，网络社会也就不过只是幻想家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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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是包含群体、资源和环境等各方面内容的一个整体。
资源与资源之间，环境与资源之间，主体与资源之间和环境与主体之间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网络社会运行的独特机制和规律。
　　本书的目的就是独辟蹊径地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这种机制和规律。
本书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引入到对网络社会的研究中来，将网络社会看做一个典型的生态系统，在学
术界首次系统地提出网络社会生态系统的概念并尝试对其运行机理进行揭示和研究。
　　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形成于对自然界各种生态现象的研究。
事实上，生态学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逐渐形成了新的交叉学科研究领
域。
例如，将生态理论引入企业管理后形成的企业生态学；将生态理论引入组织行为学后形成的组织生态
学；将生态理论引入商务研究后出现的商务生态系统的概念，等等。
这些交叉学科的创新对人类科学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网络社会生态系统是个非常庞大且复杂的系统。
随着研究的对象、层次和范围的变化，网络社会生态系统的具体所指也在变化，一般有如下两层含义
：①指整个网络社会大生态系统，着眼于社会宏观层面，研究社会结构、社会要素组成及相互作用、
社会演化机制等；②指网络社会下的某一具体层面的生态系统，如以电子商务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电子
商务生态系统，以信息流为研究对象的信息生态系统等。
　　在全球范围可见的文献中，虽然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网络生态的概念并逐渐意识到这个
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但到目前为止，从生态系统角度对网络社会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依然非常少
，且主要集中在第二个层次的某些具体问题，如对网络产业生态链的研究等。
　　本书运用生态学的理论知识，并结合社会学、数学、运筹学、系统论和环境科学，以及计算机科
学来分析网络社会的生态学属性和本质性规律，旨在通过各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理论的有机结合，形成
一套系统、完整的分析网络社会较为有效的理论和方法。
　　本书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生态系统进行有机的结合，构建了完整的网络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框
架；并深入研究网络社会各组成因素的生态学结构、生态学属性、运行机制，借助数学和系统科学的
知识构建理论模型，提出生态预测模型；最后，进行网络社会理论模型在实践中应用的研究。
具体来说，本书共分为4篇12章。
第1篇介绍了网络社会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以及其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和问题。
第2篇构建了网络社会生态学的构架。
第3篇深入地探讨了网络社会生态系统的机制与模型。
第4篇就网络社会里的一些现象和问题用网络社会生态学的知识进行分析和研究。
　　本书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读者更深一步研究起到引导作用。
本书可以为网络社会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决策者们提供新启示、新方法和新思路，以推进网
络社会生态研究方面的学术发展，确保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社会的健康、和谐和有序的发展。
本书还面向包括网民、企业在内的网络社会参与者，使其更加理性的认识网络社会，从而高效地利用
网络资源并从中获取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本书由北京交通大学张真继和张润彤等著。
张真继和张润彤负责全书的规划设计、科研指导和统编定稿；常丹、夏木美、高萌泽和李杨参与撰写
了第1、2、3、10章，刘红璐、田志虹和支柱参与撰写了第4、5、6、9章，朱晓敏、左家伟和关晓兰参
与撰写了第7、8、11、12章。
应该强调的是，上述老师和同学参与了全书构架及每个研究主题的讨论，每一章节都表现出了这个团
队的智慧。
本著作受北京交通大学校科技基金资助（合同编号：2007XM013）。
同时，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工作得到了电子工业出版社编辑的有力配合，还得到了互联网技术及相关领
域一些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与鼓励，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引用了相关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和参考文献，正是广大学者和从业者的努力工作和大胆探索
才有了本成果的产生，在此谨向被参考的文献著作者等表示真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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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社会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理论、技术和应用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得以逐渐
成熟与完善的，加之这是一个由信息技术、社会学、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等众多学科高度交叉而形成的
全新的科学领域，许多未知领域尚待进一步开发与探索。
在此竭诚希望广大读者对此书不吝提出宝贵意见，以期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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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生态学的理论知识，结合社会学、数学、运筹学、系统论和环境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
来分析网络社会的生态学属性和本质性规律，旨在通过各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理论的有机结合，形成一
套系统、完整的分析网络社会较为有效的理论和方法。
　　本书系统地提出并研究了网络社会生态系统的概念和理论，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生态系统进
行有机的结合，构建了完整的网络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深入研究了网络社会各组成因素的生态学
结构、生态学属性、运行机制，并借助数学和系统科学的知识构建理论模型，提出生态预测模型并研
究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本书可以为网络社会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决策者们提供新启示、新方法和新思路，以推
进网络社会生态研究方面的学术发展，并确保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社会的健康、和谐及有序的发展。
本书还面向包括网民、企业在内的网络社会参与者，使其更加理性地认识网络社会，从而高效地利用
网络资源并从中获取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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