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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虚拟共同体是随着信息化时代化发展应运而生的共同体形式。马克思共同体理论详细说明了实现共

同体需要的两大条件——“共同空间”和“共同性”。网络虚拟共同体中稳固的共同空间依赖于现实的

各种可操作的工具，而其表现出来的同质化体现了共同性。通过解释网络虚拟共同体的“共同空间”的

虚拟性，剖析出网络虚拟共同体在网络空间中形成的一部分价值错位，从而影响网络空间生态和社会秩

序。因此，应从法律、价值观、主客体间共治方面对网络虚拟共同体进行规制和管理，为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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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twork virtual community is a form of community that 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Marx’s theory of community details the two major conditions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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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chieve community—“common space” and “commonality”. The solid common space in the net-
work virtual community depends on various operational tools in reality, and the homogeneity of 
the communities in the network virtual community reflects the commonality. By explaining the 
virtuality of the “common space” of the network virtual community, it is analyzed that part of the 
value dislocation formed by the network virtual community in cyberspace, which affects the eco-
logical and social order of cyberspace. Therefore, the regul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network 
virtual community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law, values, and co-governance be-
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so as to serv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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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已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的发展大大改

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构筑了数字化信息空间——网络。计算机使用者可以在遵守法

律法规的基础上同时获取或发布数字化信息。无论是社交还是娱乐，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各种网络信息

平台。与人们的现实日常生活不同，网络空间是虚拟的，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数据可以脱离现实的人而独

立存在。空间的虚拟导致人们的交往方式出现了新的形态。交往方式变为不在场的、非现实的，人们交

往需要借助网络中介，网络的数字化处理过程不经过人的感官直接加工处理，人们的信息传递也需要数

字化处理。 
2015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强调，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1], 

p. 133)。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充沛的数字化动力，构筑坚实安

全屏障。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需要用理论阐释网络空间中的共同体形式。已有学者指明了网络空间

中的“虚拟共同体”的出场逻辑，但其为基于生成论视角的参与网络活动的个体出发，指明虚拟共同体

满足了个体基于情感共鸣和意义分享的价值需求[2]，未指明其怎样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形式

对人类命运的价值指向。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中蕴涵了数字化共同体如何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以及怎样

休戚相关的理论性依据，进而阐明实现建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及价值。 

2. 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中“共同体”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认为，“共同体(Gemein-schaft)是由个体有机结合形成的集合体、联合体。”共同体关涉其所

有成员的共同生存状态和生存条件。因此，在马克思的观点中，共同空间和共同性是共同体成立的基本

条件。 
有持久、稳定的共同空间是共同体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马克思论证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亚细

亚的共同体、古典古代的共同体、日耳曼的共同体)的不自足性。在《1857~1858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部分，马克思提出这三种前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是不同于市民社会

的，因为在这三种共同体中，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并没有相分离，这构成前资本主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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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共同体形式的总体特征。马克思在论证前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过程中，特别论述了日耳曼的独特之

处。与亚细亚式的所有制将土地当作共同体的基础以及与古希腊罗马的所有制将城市当作共同体的空间

相比，日耳曼的公社表现为“一种联合而不是联合体，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一种统一，而

不是表现为统一体”([1], pp. 131-132)。日耳曼公社的主要特征为家庭住宅以地缘作为联系纽带，建立在

山区森林中，日耳曼公社的共同空间的孤立性质决定其难以长久存在，原因为日耳曼公社只能结盟的方

式，通过涉及战争、宗教等重大事件的临时集会维持运作，因此，日耳曼公社不是统一体，不能称为联

合体意义上的共同体，可以看出，共同体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有一个稳固长久的共同空间。 
 共同性也是共同体成立的基本条件之一。它既标明共同体内部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抽象属性，还用

来区分具体共同体类型的差异。从共同性这个一般范畴出发，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赋予共同体以特

殊规定——“虚幻的(scheinbare)”和“真正的(wirkliche)”。首先，虚幻的共同体指的是虚假的共同性，

它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一种人为制造的、片面的、表面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是由剥削阶级强加

于被剥削阶级的，目的是维护剥削制度的稳定。在这种虚幻的共同体中，个体之间的联系是被市场和货

币关系所统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利益关系而非真正的人类关系，因此它是不真实的，没有实质意

义的。虚幻的共同体的“虚幻”之处就体现在其虽具有稳定的空间(如国家)，但不满足共同体得以成立的

另一个条件——共同性。而真正的共同体则是指真实的共同性。它是指实现人类的真正需要和利益的共

同性，是建立在人类需要和共同目标基础上的。在真正的共同体里，个体之间的联系是基于彼此的互助、

合作和信任，是建立在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真正的共同体不仅关注个体的利益，更关注整个社会

的利益，它是社会生活的基石。马克思赋予共同体以特殊规定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虚幻的

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之间的差异。他认为这种差异不仅是表面上的，更是深层次的，体现了资本主义

社会的矛盾和剥削的实质。马克思将理想的共同体称为“自由人联合体”，在这种理想的共同体中，所

有个体都可以自由地实践，自由地进行有目的的活动。 
 具备稳固的共同空间和普遍的共同性有助于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稳固的共同空间提供了接触和互

动的平台，而普遍的共同性则使共同体成员们有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激发了他们主动参与和贡献的热

情。共同空间和共同性相辅相成，共同空间为共同性的形成提供了土壤，而共同性则在共同空间中得以

实践和体现。总之，稳固的共同空间和普遍的共同性是共同体成立的两个重要条件，它们为共同体的形

成和维系提供了基础和动力，而共同性作为真正的共同体中的价值追求更是关涉人类发展中个体自由的

全面实现。 

3. 网络虚拟共同体的共同空间 

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共同体的成立条件之一就是有稳固的共同空间。网络虚拟共同体处在网络

空间中，毋庸置疑，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virtual)，网络空间就是数字化时代虚拟世界最贴切的表达。虚

拟性打破了“现实”和“观念”的二元对立。在马克思哲学的唯物观中，现实是物质世界，是在人的头

脑构想之外的客观存在，而与现实世界对立的是人的观念世界。在数字化时代，与“现实”对立的不是

“观念”，而是“虚拟”。虚拟是指物体、概念或现象在形式上存在，但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实际的物

质与之对应。 在数字化时代，虚拟性主要通过数字化方式呈现出来。随着数字时代化的到来，在网络空

间中，人们可以创造和经历虚拟的世界，这个世界并非是物质的、客观存在的，而是基于计算机技术和

人类创意的产物。网络的内容、交互等都是通过计算机和服务器之间进行，而不是真实的物理世界中直

接产生。人们在网络空间中获得的信息和观念，会对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和思考产生影响。网络上

的虚拟社交关系和虚拟经济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现实世界中的人际关系和经济秩序。但是运作

的本质是在虚拟的环境中完成的。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6171


崔墨晴 
 

 

DOI: 10.12677/acpp.2024.136171 1143 哲学进展 
 

网络空间作为一种虚拟空间，其稳固性不在于虚拟领域，而在于现实世界的真实的可以正常运转的

数字化设备和技术基础设施。网络空间的稳固性取决于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硬件设备，例如服务器、路由

器、光缆等。同时，网络空间的稳固性也依赖于现实世界中的软件系统和网络协议。只有这些设备和技

术的稳定运行，才能保证网络空间的正常运转。在信息交往过程中不仅离不开各式各样的数字化程序，

也离不开计算机、智能手机等数字化设备。数字化设备已然成为当今时代人类在虚拟空间中不可或缺的

信息传递中介。 
网络空间在为网络虚拟共同体带来稳固性的同时，使这种稳固性能在全人类范围内实现。如褔柯所

说：“我们处于同时的时代，处于并列的时代，邻近和遥远的时代，并肩的时代，被传播的时代。我们

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相信，世界更多地使人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

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3]由于网络空间中网络的虚拟性和无界

性，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加入到虚拟共同体中。这意味着，无论人们身处何地，只要能够连上网

络，就有可能成为网络虚拟共同体的成员，并与其他成员进行交流和互动。网络虚拟共同体的成员可以

有不同的背景、文化和国籍，可以在网络空间中通过共同的兴趣和目标建立联系。网络虚拟共同体的形

成并不受限于现实世界中的地理、时空和身份的局限，而是通过虚拟的交流和互动来实现。网络空间能

够将整个世界囊括进来，进而组成涉及整个人类的共同体。 

4. 网络虚拟共同体带来的价值错位 

4.1. 虚实不分虚拟共同体 

如今，电子智能设备已逐渐转变为人们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在这个以互联

网为基础的数字化虚拟世界中，各种信息充斥在我们周围，并对现实产生巨大影响。这种由计算机和互

联网主导的虚拟化社会，造成了存在与虚无、真实与虚假的共同在场，容易导致人们迷失自我。首先，

在虚拟社交网络和虚拟身份的建构中，人们可以选择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表达自己的另一面。这种追

求虚拟身份的行为可能让人逐渐远离真实自我，陷入如何在虚拟世界中表现和迎合他人的困境，进而失

去自我认同和自由。其次，虚拟社会使得人们容易与现实世界脱节。在虚拟社会中，人们可以通过虚拟

身份与他人交流、参与各种活动，甚至可以创造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自我。这种脱节可能导

致人们无法准确理解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和问题，无法有效应对现实生活中的挑战。最后，虚拟社会中

存在真实与虚假的共同在场。虚拟社会中的信息流通速度快、内容丰富，但也存在大量谣言、虚假信息

和信息失真的问题。人们很容易被虚假信息欺骗，无法分辨真伪，进而产生误解和错误判断，有消解现

有道德规范和道德秩序的风险。互联网技术所造就的虚拟空间下的交往方式不但使人消解共同目标的互

动交流，而且使人过度沉迷其中造成现实公共世界在不断受到现代信息技术冲击下的衰落。例如：由杭

州万匠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模拟经营类游戏“当代人生”，玩家可以体验多职业的游戏人生，

经历小初高等一系列的学生时代以及工作时代，还能自由组建网络上的虚拟家庭，网络虚拟家庭共同体

满足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在现实中无法满足的情感需要或其他需求，形成价值错位，易造成价值观扭曲以

及道德规范的消解。 

4.2. 感性偏执虚拟共同体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而开创的网络空间虚拟共同体将传统的追星观念从“我想粉谁”变成了偶像

崇拜式的群体虚拟共同体。在这种虚拟共同体中，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围绕某个“明星”的标签聚集在

一起，通过互相宣传、追随、崇拜等方式，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群体联系和共同体认同。成员们在共同的信

念、价值观念、情感上形成了一种团结一致的认同感，当这种共同体遇到不同于自身价值观以及行为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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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虚拟共同体时，这种共同体会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攻击性。这种娱乐至上的偶像崇拜式的网络虚拟共

同体以偶像崇拜为感情支柱，当偶像遭遇诋毁谩骂以及网络发酵的负面新闻时，此种共同体会团结起来与

传播负面消息的网民、机构以及其他虚拟共同体进行斗争，以达到为偶像澄清的目的，因此，可能会在网

络空间中引发激烈的矛盾冲突。这种对“明星”的盲目崇拜可能导致对真实世界的现实失衡，使得个体在

追求虚拟世界中的理想时忽略了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同时，该共同体可能会形成闭塞的思维圈，导致成员

闭目塞听、排斥其他观点，降低了个体对多元化文化的接纳和包容性。此外，过度沉迷追逐明星体现了当

代青少年对娱乐圈明星的过度沉迷，对真正对国家有贡献的消防员、解放军、运动员等的关注薄弱。再者，

大数据算法根据网民的喜好当成信息推荐的准则，娱乐至上的网络空间氛围、纷繁复杂的数据信息使得各

种价值观混杂，容易与主流价值观产生冲突，从而瓦解主流价值观在网络空间的主体地位。 

4.3. 网络暴力虚拟共同体 

虚拟共同体中的网络暴力现象较为常见，特别是当某些成员对其他成员或者外部人士进行攻击、辱

骂等行为时，可能导致共同体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由于网络空间具有匿名性，网络环境下，个体

对自身身份和言论的披露程度较低，这可能导致成员在匿名的情况下更容易发表攻击性言论，从而引发

网络暴力现象。同时，在虚拟共同体中，群体行为受到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潜在力量，当某些成员发表

攻击性言论时，容易引发其他成员的跟风效应，进一步加剧网络暴力的扩散和升级。虚拟共同体成员在

集体行动中逐渐形成的“集体无罪”意识，即认为在群体行为中个体可以摆脱责任，这种意识会导致成

员对法律、法规和道德的敬畏心缺乏，从而在网络活动中更肆无忌惮地从事侵害名誉、诽谤、诬告等行

为。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开放性和虚拟化等特点使得网络空间缺乏强有力的监管，即使虚拟共同体有管

理者及规章制度，但是对于监管成员言论行为存在一定困难，导致虚拟共同体及其成员必然对现实的法

律、法规与道德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相较于传统犯罪集团，网络暴力虚拟共同体存在着显著特点：第

一，技术手段复杂。网络暴力虚拟共同体可能利用各种技术手段进行网络攻击、数据泄露等行为，比如

黑客攻击、网络钓鱼等手段，这些技术手段使得网络暴力更加隐蔽和具有破坏性。第二，组织松散、边

界模糊：网络暴力虚拟共同体的成员可能分布在世界各地，没有地域界限，成员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互

联网实现，这种虚拟性使得对于虚拟共同体的监管和管控更加困难。第三，信息传播速度快。在网络暴

力虚拟共同体中，信息传播的速度非常快，足不出户，一台电脑就可以将一个不负责任的言论或虚假信

息在短时间内传播到大量人群。总的来说，网络虚拟共同体相较于传统犯罪集团有着更强的可操作性、

隐蔽性，网络暴力虚拟共同体的管理和打击相对传统犯罪集团来说更为复杂和困难，即使近期出现网警

等多种打击网络暴力虚拟共同体职业，法律也较难对其进行监管。 

5. 规制网络虚拟共同体的可行性路径 

虚拟共同体在网络空间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对现实世界具有重大影响。或起积极的辐射作

用，或产生消极的负面效应。这就需要对网络虚拟共同体组织和行为进行有效规制。 

5.1. 法律保障：“软硬兼施” 

一是要加强“硬法”对网络虚拟共同体的治理效能。“硬法”是指由国家立法机构专门制定的法律

法规。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开放性等特征，但并不意味着网络空间是法外之地。针对网络空间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如《网络安全法》等，为网络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

同时《刑法》及其“修正案”也界定了一系列网络犯罪的刑事责任，为惩治和预防网络犯罪提供了法律

依据。但一方面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根本上是“问题倒逼式”，没有从源头上明确网络暴力虚拟共同体

的定义、行为界定以及相关责任追究机制，明确网络暴力行为的认定标准和相应的法律责任，应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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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行为的根本认定标准及严格界定行为完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因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开放性、

流动性等特点，我国立法机关应时刻注意网络安全发展动态，时刻创新网络监督工具，精准打击网络犯

罪行为。同时，还应推动国际合作。面对跨境网络暴力虚拟共同体的挑战，促进国际合作和信息共享，

加强对网络犯罪行为的跨境打击力度，维护网络秩序和社会稳定。 
二是要重视“软法”对网络虚拟共同体的治理效能。“软法”指的是非强制性的一般规范、准则或

行为规范，它通过引导、规范和引导行为，起到规范和引导作用。如网络空间行为准则、倡议、公约等。

首先，要加强自律机制建设。虚拟共同体自身可以建立自律机制，如成立网络社区委员会、设立网络道

德监督组织等，监督并管理共同体成员的言论和行为，及时制止不当行为。其次，目前虚拟共同体在网

络空间聚集和活动一般是在各大社交平台，如今各大社交平台也制定了各项规范，如《微信公众平台运

营规范》《抖音网络社区自律公约》等，“软法”弥补了“硬法”滞后的缺陷，能够通过网络信息安全

现状实时更新补充规范，有效遏制网络犯罪现象的发生，确保各类虚拟共同体在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下得

到健康运行和发展。 
通过重视“软法”在虚拟共同体治理中的效能，可以更好地引导和规范共同体成员的言行举止，促

进网络环境的健康和谐发展。同时，“软法”与“硬法”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完善的治理体系，为网络

虚拟共同体的规范化和发展提供持续支持。 

5.2. 价值导向：塑造网络虚拟共同体良好生态 

一要提倡网络文明。倡导网络文明的理念，提倡网络友好、尊重他人、理性交流等行为准则，营造

积极向上的网络氛围。各大社交平台应发挥导向作用，在平台内设定文明用语，如“抖音”平台在评论

区默认文字为“善语结善缘，恶语伤人心。”以此警戒网络暴力行为的发生。 
二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在网络空间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为虚拟个体或

群体之间的和谐、有序交往提供基本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空间的在场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具有激励人民奋斗、团结一心的价值

导向，在网络空间中的存在能够带动和塑造积极的网络文化氛围，引领广大网民形成正确的文化认同和

行为规范。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爱国、集体主义、诚信、友善等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

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和弘扬有助于净化网络环境、传播正能量、促进社会和谐。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在场性，能够引导网民传播正面信息、倡导正义正道，构建积极的网络社会氛围。 
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财富，通过在网络空间中传播和弘扬，有

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国民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社会和谐做出贡献。 
通过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空间的在场性，可以促进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建设积极、和

谐、文明的网络文化环境。要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空间的强大在场性，既能够持续地塑造

具有爱国主义情操与友善价值观的虚拟共同体，又能够有效地削弱具有意识形态颠覆性质的虚拟共同体

的活动空间。 
三要推广正能量内容，积极传播正能量的信息和内容，鼓励分享正面的人生故事、社会新闻、励志

言论等，激励共同体成员传播正能量，净化网络空间，潜移默化中打牢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空间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完善结合

起来。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其他网络空间多元价值体系的引领者。 
四要加强道德与理性思维的教育。理解“现实中的个人”与“虚拟化的个体”之间的关系。网络虚

拟共同体就是由参与网络生活的现实中的个体组成的。虽然这样的个体具有符号化、隐匿性等特征，但

每个虚拟个体背后都一个个对应着现实中的个人。认识到网络虚拟共同体导致的价值错位与现实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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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缺乏理性思考密切相关。 
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开展道德教育活动、举办网络道德讲座等形式，加强网络道德教育，提高共

同体成员的网络伦理素养和道德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现实的个人的文化教育即理性思维的教育。特

别是系统的信息伦理与法制教育，使个体能够加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养成良好的判断力和行动力，对个

体起正向引导作用。 

5.3. 主客体间共治：打造虚拟共同体的协同治理体系 

一是打造网络空间管理协同体系。一些人看来，网络空间管理主体指的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

主体，而客体则是网络空间中的用户、内容、平台等对象。其本质是主体对客体的“不正常”行为(破坏

网络环境或网络秩序的行为)的管制和矫正。在传统的治理模式下，政府通常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对网络

空间中的各种客体进行管理和控制。然而，在现代网络社会中，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普及，网络治

理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和多元化，传统的中央集权式治理模式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在这种思维之下，民

众被孤立于网络空间的治理之外[4]，这种网络空间管理的“主–客”分离的模式，一方面，无法听取网

络大众的反馈和意愿，对虚拟共同体行为进行强制管制，价值观理念强行进行灌输，容易使共同体成员

产生对主流价值观的逆反心理，与网络空间的自由属性完全违背，另一方面，民众分离于网络空间的治

理之外，容易使网络大众对网络治理组织及监管机构产生抵触情绪，而且还消解了网民对于政府相关部

门网络执法行为的监督意识，助长了政府相关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网络公共空间

面临的问题不是管制和放任的两难选择，而是如何实现协同共治。”这就要求政府及相关组织不应采取

垂直管制的方法，居高临下进行管控，与网民站在对立角度或置于网民之上。而应协同共治，实时听取

网络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尊重客体的合法权益和自主意愿。要以网民的身份主动参与到网络活动之中，

了解社情民意并与大众形成共情感、共命运的“共同体”。主体与客体之间实现相互协作，各方均需承

担相应责任，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秩序和稳定。主体在管理中应当倾听客体的声音，积极采纳建议和反

馈意见，构建良好的网络空间秩序。 
二是构建网络执法主体的协同治理体系。一方面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安全管理也出

现由政府、网络服务商、社会机构、网民共同参与治理的多元化治理格局。当出现网络事件需要加以管

制时，容易出现各主体同时治理，执法主体过多造成治理混乱即各自为政、权责不清的现象。另一方面，

由于各执法主体分管部门不明确易造成懒政怠政风险。因此，首先，应强化职能交叉和互补：政府、网

络服务商、网络和社会机构应当根据各自的优势和职责开展相关工作，相互协作，形成互补合力，共同

推动网络空间治理工作。其次，各方应当加强信息的共享和交流，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便于对网络空间

的问题进行及时监测和处理。最后，必须建立独立第三方的评估机构，对网络空间的治理情况进行评估

和监督，向公众和决策者提供客观的评价和建议。 
政府、网络服务商、网络和社会机构有效形成协同共治、职能交叉、互补的合力，共同推动网络空

间的健康有序发展，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和稳定。这样的多元化治理格局可以更好地适应互联网快速发

展的特点，精准打击虚拟共同体的网络犯罪行为，提高网络治理的效率和质量，有效规制网络虚拟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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