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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互联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网络社会不仅可能，而且已经显示了其巨大的社会性张力，冲击着现
实社会的发展进程并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秩序。
本书的再版，使著者能够进一步深入思考并利用最近的研究成果，继续致力于网络社会的研究。
如果说《网络社会学》第一版属于拉开帷幕阶段，第二版则已经进入实质性的探究阶段。
因此，第二版的指导原则比第一版有所改变。
第一版是从行为、互动、结构和文化四个层面考察网络社会，这是出于对网络社会初级探索时的考虑
，借鉴了传统社会学研究的思维范式；而目前阶段，考虑到网络社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网络社
会研究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深度并有了比较成型的研究成果，第二版的原则是从行为、互动、结构和社
会网四个层面考察网络社会，这样就更加靠近网络社会本身的实际情况。
这两个版本的共性是：上网者行为一网络互动一网络互动模式一网络互动模式体系。
在整体格局上，第二版与第一版相比没有大的改变，只是在内容上有所增减。
具体来说，第一版中的第一章“社会研究的新视界”删掉了，因为网络社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
；第十一章“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也删掉了，因为每一章都已经暗喻了网络对现实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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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上网者身份、网上互动、网络社会结构的层面检视网络社会及其运作，据此阐述网络社会原理
，架构网络社会学研究领域。
本书力求反映网络社会学发展的最新趋势，并系统地讨论和介绍了网络社会的诸项主题。
其中的主要内容有：网络社会构成、网民、网上社会行为与互动、网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上群体
、网上组织、网络社区、Web2.0、博客，网络公共领域、互联网上的社会网络分析、网络社会秩序和
网络社会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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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欢，社会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
从事社会学、公共关系学和管理学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要代表作有《关于日本残留孤儿的研究》。
目前的学术兴趣集中于公共关系、中日文化比较、网络社区、网上公共关系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社会学>>

书籍目录

绪论  可能的网络社会第一章  网络社会  第一节  网络社会的概念  第二节  网络社会“空间”构成  第三
节  网络社会性软件第二章  网民  第一节  网民概说  第二节  网民的分类  第三节  网民特征——以中国的
网民为例第三章  网上身份  第一节  网上身份  第二节  网上自我认同  第三节  认同兼容第四章  网上社会
行为  第一节  社会行为  第二节  网上社会行为  第三节  网上社会行为的模式第五章  网上人与人的关系  
第一节  网上人际关系概述  第二节  网上人际关系的性质和特点  第三节  网上人际关系模式第六章  网
上社会群体  第一节  网上群体的含义  第二节  网上群体分类  第三节  网上群体分析第七章  网上社会组
织  第一节  网上组织及其结构  第二节  网上组织分类  第三节  网上非营利组织  第四节  网上营利组织第
八章  网络社区  第一节  网络社区及构成  第二节  高校BBS  第三节  网上交友社区第九章  Web 2.0的网络
社区  第一节  Web 2.0的含义与特质  第二节  Web 2.0的网络社区应用第十章  博客  第一节  博客的兴起
与发展  第二节  博客的含义与特质  第三节  博客的交往活动与应用分析  第四节  博客功能分析第十一
章  网络公共领域  第一节  网络公共领域  第二节  网络公共领域的特质  第三节  网络公共领域的构成  第
四节  网络公共领域的过程  第五节  网络社会实践公共领域的功能与限制  第六节  网络公共领域影响公
共决策的路径第十二章  网络社会的社会网分析  第一节  网络社会网的基础  第二节  互联网上的社会网
构成和特征  第三节  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取向  第四节  一个互联网的社会网分析案例第十三章  网络社
会秩序  第一节  网络心理契约  第二节  网络社会规范  第三节  网络社会控制第十四章  网络社会问题  第
一节  网络与青少年社会化  第二节  网络社会问题  第三节  信息压力  第四节  网络成瘾第十五章  网络社
会变迁  第一节  网络社会的发展阶段  第二节  Web 1.0阶段与Web 2.0阶段  第三节  未来网络社会参考文
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社会学>>

章节摘录

插图：如果以上表述是社会可能的形式方面，那么，在内容方面，就是自我与经验生成的意识含义。
齐美尔解释“社会的要素”——人（或者说人的心灵）所包含的特性时，认为我们能够将人分为“自
我”与“内容”两个部分。
所谓“自我”（对齐美尔而言），是一切想象的前提，它具有无条件性和不可动摇性；而“内容”却
具有可疑性、可更正性，并且表现为心灵的绝对的和最后的力量的产物。
因而在齐美尔的理解中，“自我”是个人的独特性，是“非社会的”一面；而“内容”则包含了普遍
性的特色，是“社会的”一面，它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却在主观与客观之间互相修正。
然而，同时存在于人的心灵中的“自我”与“内容”（或说“非社会”与“社会”）便使得我们能够
“想象”其他人，因为个体能够将自己与他人分开。
想象他人的方式是将自我的无条件性转移到其他人的心灵中，而另一个人的心灵具有那种同其内容相
比我们的自我所拥有的最大限度的现实，由于那种最大限度的现实，我们才能想象他人。
以上是齐美尔有关社会如何可能的解释，让我们认识到，社会的可能是我们可以想象他人，他人也可
以想象我们，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对对方意识内容的可“知晓”性，就是社会可能性的标志。
“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在于解释这些互动过程如何能产生统一和谐的秩序共同体。
从形式上看，可能的社会是由于可能的人之间信息交流的交集融合而成，并相互感知而使行为发生变
化，进而构造社会综合体。
所以，社会是一个过程，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构成了现实
的社会。
在这里，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
当人们之间的交往达到足够的频率和密度，以至于能够相互影响并组成较为固定的群体时，社会便产
生和存在了。
从内容上看，由于人与人之间在交往过程中能领略对方的意识内容（通过语言和其他非语言符号），
因而使社会有了一体化的结构。
也就是说，因为人与人之间有相似或相同的意识内容，通过符号交流后，彼此能够领悟，所以渐渐形
成“普遍性”，即更多的人知晓、领悟，于是社会便形成、构建起来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社会学>>

编辑推荐

《网络社会学(第2版)》：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部高
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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