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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网络文化生态建设的现状： 

基于苏南苏中苏北三地的调查 

苏丽琴 胡林凤 苏喆 王洁浩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与互联网的关系日益密切，由此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

网络文化。江苏是我国的科技和文化大省，网络文化生态建设起步较早，有一定的发展优势；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制

约因素，如苏南苏中苏北三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带来的网民理念、行动与素质的差异等现实问题。如何因地制

宜、推进和谐共生的江苏网络文化生态建设是摆在江苏人面前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为此开展“江苏省网络文化

生态建设之现状”的调查。 

一、江苏网络文化生态建设的战略依托 

1.网络强国战略要求网络文化空间风清气正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27日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大会上发出网络强国号召，指出建设网络强国要有丰

富全面的信息服务、繁荣发展的网络文化、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要有清朗的网络空间。 

2016年4月19日，习总书记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

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为

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2.网络强省建设呼唤江苏网络文化生态和谐健康 

作为科教文化大省的江苏已率先顺应网络强国大势，积极推进网络强省建设。2016年3月30日发布的江苏省“十三五”规划

中的“建设智慧江苏”章节中提到了网络强省战略：“实施网络强省战略，推进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建设网络

泛在普惠、技术创新活跃、服务丰富全面、资源开放共享、安全保障有力的信息网络体系”。在此战略目标下，本文提出江苏

省要因地制宜通过“三地协同”与“四轮驱动”路径，即“苏南苏中苏北三地要因地制宜、协同发展”“要让政府、企业、教

育、网民四大层面像四个轮子一样和谐有机地转动起来，扎实推进网络强省”。 

3.“江苏省网络文化生态建设之现状”调查的意义 

此次问卷通过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问卷星”发布，面向江苏全省网民展开调查，并对搜集来的一手资料按照苏南苏

中苏北三地予以分别统计。问卷共设14个问题，主要围绕“您上网的目的及上网时关注的网络热点”，“您在上网时遇到不良

网络信息时的态度”，“您所在城市提供的网络文化服务能满足您的哪些需求”，“目前您所在地的网络文化生态建设方面取

得的成就有哪些”，“目前您所在城市的网络文化建设存在哪些问题及其成因”，“您对所在城市的网络文化生态前景持怎样

的态度？”等问题展开。此次问卷调查的目的旨在更切实地了解江苏三地网络文化生态发展进程中的差异化与深层次内容，以

期为更好地营造和谐共生的网络文化生态环境做出应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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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苏网络文化生态建设的环境依托 

网络文化生态是以互联网络为载体和媒介，以文化滋养和信息传播为核心，不断满足社会主体价值诉求和精神诉求的一种

圆融状态，是文化共融共生、和谐发展的体现。网络文化生态涉及与现实社会自然文化相对应的网络文化，以及社会主体在网

络环境中对文化信息的消费习惯和行为方式。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出网络文化生态呈现出人本性、多样性、平衡性、开放

性等特征。其中，人本性是网络文化生态的目标。互联网络主体是网络文化生态最为根本的构成要素，形成良好的网络文化生

态是实现人自由而健康发展的关键。 

1.从网络环境来看 

截至2017年底，江苏省光缆线路长度达324.8万公里，宽带接入端口数达6531.7万个，均居全国第一；4G基站数超过22.9万

个，居全国第二；4G网络实现了全省所有市、县、乡和行政村的全覆盖。截至2017年底，江苏互联网普及率为61.1%，同比增长

4.5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3个百分点。随着“宽带江苏”“无线江苏”“智慧江苏”“两化融合”的建设步伐加快，

全省信息化支撑能力持续增强。 

到“十三五”末，江苏省信息化发展水平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在网络强省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体现在网络信息技术产

业支撑能力显著增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网络空间治理成效显著、网络空间正能量进一步汇聚增强等。

预计到2025年，江苏要率先实现国内领先、有国际影响力的“网络强省”、“数据强省”等目标。 

2.从网民人数看 

近年来，江苏网民人数持续增长，从2010年的3306万人，连年增加，到2017年12月底达4903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也由2010

年的42.8%一路上升至2017年的61.1%。从苏南、苏中、苏北三地互联网的普及情况来看，截至2016年12月底，苏南地区互联网

普及率已达61.7%，苏中、苏北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相当，分别为52.9%和53.1%。从网民规模看，苏南地区网民数量远大于苏中、

苏北地区，三地网民数量分别为2051万、869万、1593万。苏南地区的互联网发展环境整体看好。而苏北地区在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互联网覆盖率、网络普及应用等方面相对落后，消费者接受“互联网+”的概念也不如苏南、苏中那么快。 

3.从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来看 

2017年，江苏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8.7小时，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7小时，也就是人均每天上网时长为4.1小时。其中不

论是全省平均指标还是苏南、苏中、苏北三地分指标，每一年基本都在稳步增长。仅苏北稍有例外，2016年的26.5小时和2017

年的27.0小时均低于2015年的27.3小时；且苏南的指标不仅高于苏中、苏北，也高于全省平均指标。 

4.从参与此次问卷调查的人数看 

参与此次网络调查的江苏网民共计1316人。其中苏南地区人数最多，为738人；其次是苏中地区375人；最少的是苏北地区

仅203人。可以看出，江苏省的网络文化生态发展呈现地区不平衡的特点，苏南地区较苏北、苏中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城市网络

的普及率高，网民的数量也多，参与调查的人数踊跃。 

三、江苏网络文化生态建设之现状分析：基于网络调查问卷 

1.从对网络内容的关注点和对不良信息的处置态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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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网民上网时最主要关注的是休闲娱乐方面的内容，占比全部超过69%，其次是时事政治，财经和军事方面占比最少。伴

随着互联网时代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加快，网民们更需要通过休闲娱乐放松心情、缓解压力，这样更有利于培育良好社会心态，

创新网络社会管理。同时还应该提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崇尚和弘扬“真善美”，让网上多一些阳光，少一

些雾霾，才能更有利于网络文化生态的建设。 

三地网民在对待“不良网络信息的态度”上，也是高度一致地首选了“不予理睬”，占比最高；其次是“坚决反对”；然

后是举报和建议删除；选择“感兴趣并转发”的占比均不足6%。可见，在遇到不良的网络信息时，江苏网民们采取了一致抵制

的正能量行动。但大部分人对不良信息采取的不予理睬的态度，显得有些消极，有待改变。 

2.从对所在城市网络文化业务的满意度和成效认可度来看从网络文化业务的满意度调查结果看，三地网民均对“网络新闻

报道”最为满意，苏南苏北的网民对六类网络文化业务给出的满意度高度一致，顺次为：网络新闻报道、移动搜索、行业资讯、

网络教育、网游和视频分享；苏中网民的选择稍有差异。 

江苏三地在网络文化生态建设方面收效显著：网络正能量文化传播首当其冲，网络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网络

技术不断加强。然而，数据显示网络低俗文化的传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抑制。网络低俗文化是网络一大“毒瘤”，还网络一片

“净土”刻不容缓。 

3.从对网络安全现状的信心和对网络文化生态发展的信心来看从表2中可看出，三地网民对所在地的网络安全现状还是相当

乐观的，回答“非常乐观”与“还算乐观”的网民人数占比分别为：苏南92.7%、苏中90.2%、苏北86.4%，全部超过85%，充分

说明近年来江苏省在网络安全建设与网络文化治理方面的努力和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得到了网民的高度认可。从对网络文化生

态发展的信心与态度的回答上看，“坚决支持并充满信心的”三地指标分别为59.1%、61.1%和59.7%，非常接近；而回答“顺其

自然”的占比超过了预期。可以看出，网民们对网络文化生态发展的信心不是十分乐观，有待提振。 

四、江苏网络文化生态建设的阻碍因素剖析 

为了充分了解江苏省网络文化生态建设中究竟存在哪些阻碍因素，特在问卷中设问“目前您所在城市的网络文化建设是否

存在以下问题？”“您认为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调查结果显示，网民对网络虚假信息、不良信息和网络欺诈的未得到有效遏制和网络低俗文化仍然存在这两项比较重视。

同时网络低俗文化这颗毒瘤也在侵扰着新一代的网民，必须加大力量予以整治。剖析上述问题的形成原因，三地网民一致认为

网络治理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和网络管理力度不够是两大主因，其次是“网民素质低下”与“有别有用心的谣言制造者”。找

到原因就为下一步改进和完善找到了切入点。 

五、完善江苏网络文化生态建设的思路 

鉴于以上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尤其是对江苏网络文化生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的剖析，提出政府、行业和网络主体“三

方联动，齐抓共管”的江苏网络文化生态建设思路。 

1.网络主体层面 

（1）激发网络主体的网络文化创新意识，鼓励创作特色鲜明的网络文化作品；（2）动员全体网民参与网络文化生态文明

建设，营造传统文化产业和网络文化产业和谐共生关系；（3）加强网络文化人才队伍建设；（4）提升网络文化主体的道德自

律、法律观念和文化水平；（5）提升全省网民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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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层面 

（1）继续完善“无线江苏”“宽带江苏”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2）强化政府监督监管职能；（3）推进网络法治建设，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4）加强网络执法队伍建设，维护良好的网络秩序；（5）加大对网络欺诈等网络不良行为的打击力度。 

3.网络行业层面 

（1）完善网络行业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网络膨胀事件的应激反应机制；（2）发挥网络行业的舆论导向功能，强化网络平

台治理力度；（3）加强行业自律，营造良好的网络秩序，形成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4）加强网络安全文化建设，增强人民

大众的网络安全意识；（5）发挥网络文化的主流价值功能，加强对网络文化的把关力度,尤其是重点塑造青少年良好的网络道

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

可以说江苏省的网络空间生态建设还任重道远。但有信心有理由相信在政府、行业、社会主体的三方合力下，江苏省网络文化

生态系统的建设会越来越好。 

（苏丽琴 胡林凤 金陵科技学院；苏喆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王洁浩 南京林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