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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普及对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影响

薄兆梅
(中共信阳市委党校, 河南 信阳 464031)

摘　要: 近几年互联网发展很快, 它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 但由于互联网是新生事物, 许多人对

其负面影响认识不足。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分析, 使人们对互联网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以警醒人们对不良影响采取

积极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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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以因特网为核心的网络互联系统迅速向全

球扩张, 与因特网联网的国家和地区日益增多, 流经

因特网的信息不断增长, 促进了全球范围因特网的进

一步扩大和发展, 因特网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

信息市场。我国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的时间不长, 但是

由于其使用手段便捷, 网络内容丰富, 使这一科技手

段迅速地普及和发展起来。网络的传播正在极大地

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同时也在全面地影响人

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互联网的普及也给我们提

出了新课题, 如何使互联网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据

此, 需要我们加强研究, 以提出应对措施。

1　互联网普及的积极影响

1. 1　互联网的普及将使人们的工作方式更灵活

互联网的普及, 将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网络技

术的发展, 办公出现虚拟化, 公务人员在家里同样可

以完成自己的任务, 特别是在交通堵塞, 自然条件恶

劣的情况下, 虚拟办公的优势更加明显。在美国的一

些州, 公务员在家上班不仅合情合理, 而且已成为合

法的事情。对人员的考核变成任务中心型。只要按时、

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就属合格。这样, 传统的上班观念

已彻底改变。在瑞典最近几年在家上班已普遍被人们

所接受, 并成为一种时尚。人们足不出户便可知天下

事, 而且足不出户便可能办成天下事, 电脑已成为进

入千家万户的普通商品, 因特网已成为人们日常工作

与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城市

人口中进入网络中的人数成倍增加, 在不久的将来,

也会发生这种变化。[ 1 ]

过去人们的生活历程是单项性的, 先是学习, 然

后工作, 退休后亨清福等。但是在这个新时代, 这三件

事有可能完全交织在一起, 人们不断学习新知识, 对

喜爱的工作就多干一些, 同时也及时行乐, 而不是等

到退休后。由于工作和劳动将变得饶有趣味, 工作与

游戏的界限会渐渐趋向模糊。

1. 2　互联网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多姿多采的生活方

式

在互联网上, 人们不再只是被动的消费者和受

众, 人们可以参与自己感兴趣的生产或生活过程, 成

为生产者和创造者; 人们也可以从远程网上选择最优

的教育和医疗服务; 人们还可以通过虚拟社区, 享受

交友、娱乐、购物乐趣。比如, 人们可以将喜爱的信息

随心所欲的发布给他人, 也可以用各种方式下载自己

感兴趣的任何信息, 还可以在方便的时候看某一节

目, 新闻联播还可以在自己设定的时间播放, 网上取

款避免了来回折腾的痛苦。以互联网作舞台的商业活

动, 可超越时空的限制而展开。从买方来说, 人们可以

足不出户, 不受地理距离的制约, 通过互联网从全世

界选购自己所需的商品; 从卖方来说, 在网上开办“虚

拟商店”则可不必大兴土木, 不受营业面积限制地向

顾客展示尽量多的商品。再如, 在网上求职也成了一

种时尚。在我国, 大学生网上求职也比较多。网上求

职方便快捷, 是一种好方法。这些都极大地改变着人

们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互联网带来

的深刻革命不仅创造了全新的经济, 同时也将为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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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人类创造全新的生活方式。

2　互联网的负面效应

互联网已成了大众的热门话题, 谈起互联网人们

在心花怒放的同时又夹杂着谈网色变的无奈。互联网

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事物。一方面人们

享受着由此带来的便利, 另一方面它也给人类社会带

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和潜在危机。

2. 1　网上一代的人格成长与身心健康堪忧

出现了一系列“因特网综合症”。上网的人有大部

分爱好游戏者, 他们乐此不疲。一些对网络“一往情

深”者, 特别是一些青少年, 甚至发展到为了上网而放

弃上学。青少年学习任务比较繁重, 上网肯定要耽误

学习, 孩子的自控能力较差, 一旦嗜网成癖, 恐怕难以

自拔。据调查, 一些人, 尤其是一些青少年, 经常一上

网就是几个小时, 有的人甚至通宵达旦, 以至严重影

响身体健康。据最新研究报告显示, 长期沉湎于网上

者, 由于精神处于极度兴奋中, 容易造成眼痛、脑胀、

记忆力衰退以及心理失衡。特别是在网吧, 由于安放

电脑多, 正负离子失衡, 容易引起使用者神经失调、忧

郁症等。心理学家警告, 青少年上网学习知识值得鼓

励, 但如果过度沉迷其中, 将减少与外界接触的机会,

加之长期与家庭缺乏沟通, 势必导致家庭及社会价值

观的改变乃至日趋淡漠。同时一些网站提供的错误信

息, 如色情网站等, 年轻人通过网络在一起彼此灌输

错误的网络信息, 将严重影响青年的人格成长。另外,

全球性的网络化虽然有利于文化交流, 但是它也会带

来文化冲突。比如, 网上常常有一些光怪陆离乃至大

相径庭的价值观呈现在我们面前, 使我们对外部的看

法模糊不清, 左右摇摆。网络的自由度, 一直是一些年

轻人觉得无拘无束的空间, 因此有人在这里发表种种

议论和情绪, 包括对任何事物的爱恨情仇。网络让这

些年轻人找到了一个宣泄心中不满情绪的空间和场

所, 但是一旦网页上的仇恨情绪蔓延, 很有可能引发

现实生活中的仇杀。1998 年美国就有一个 22 岁的大

学生, 因为一个热门话题的看法不同而被两名青年所

恨, 结果被殴打虐待而死。

2. 2　网络垃圾

在网上有大量信息垃圾。在网络空间中, 信息是

无限泛滥的。网络使人们形成一个没有地域、没有国

界的全球性媒体。在网上, 由于技术的原因, 现在没有

也很难做到进行严格的审查, 也不可能对所发布的信

息进行逐一核实, 人们都在一个绝对自由的环境下接

收和传播信息, 使得有用与无用的、正确与错误的、先

进与落后的信息充斥网络。如今, 知道何时可以忽略

信息, 忽略哪些信息, 似乎比获得信息更加重要。在因

特网上, 输入的信息超过人的正常负荷后, 信息便不

再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反而开始制造压力和混乱,

它扰乱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妨碍了我们深层次的思

考, 形成了对人类的身心在广度、深度以及强度方面

空前的干扰。

在网络交往中人们往往将自己刻意进行包装, 有

时也伴随着谎言, 网上的信息经常充斥着大量不负责

任的假消息。随着电子技术对信息的无限增加, 人类

自己也在因特网这个开放的时空里制造出大量的信

息垃圾。沉沦在这些有用和无用的信息之间, 人类本

身也就变得麻木了, 变得弱智了。

网络垃圾邮件已经成为当前互联网世界的一大

公害, 有许多人尝过垃圾邮件的苦头。如今的互联网

世界, 只要您打开电脑, 您就一定会遭遇铺天盖地的

垃圾邮件的轰炸, 当您无可奈何地打开这些百无一用

的垃圾邮件时, 浪费的是你的时间, 但更为糟糕的是

这些垃圾邮件随时随地会毁掉你的电脑。

2. 3　互联网的隐蔽性, 将导致人们不道德行为和违

法犯罪行为增多

在一人一机的环境下, 人们不必与其他人面对面

地打交道, 从而没有传统社会的熟人圈子去对人的行

为进行约束。同时, 网络技术使人们的身份可以变成

电脑上的一串字符, 任何人都可以随便使用不同的名

字、性别、年龄与人交流而不会被人觉察。据统计, 目

前, 计算机犯罪大约只有 1% 被发现, 而且这 1% 中,

只有 4% 会被检控。有一句话说得好, 在网上, 无人知

道你是一条狗。行为主体的这种相对隐蔽性, 使得网

上的不道德行为日益增多。计算机犯罪增加的速度和

互联网扩展的速度是成正比的。目前网上犯罪主要有

四类:“逆流”、“黄潮”、“黑客”和“蛀虫”。

2. 4　网络是病毒繁衍的天堂

从某种意义上说来, 因特网的发展和计算机病毒

的传播是同时产生的。根据权威资料显示, 有 80% 左

右的网络用户遭受过通过因特网传播的病毒的侵袭

和感染, 而在这中间, 又有约 90% 的用户在病毒传播

过程中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电脑正被病毒侵袭, 他们只

是在后来的使用过程中才发现电脑工作不正常。病毒

在网络上的传播是无孔不入的。你在网上好不容易从

漫长的等待中下载到一个软件时, 某种病毒也许随之

就潜入了内存; 你欣喜地阅读某个电子邮件时, 一种

可怕的病毒也许正肆无忌惮地吞噬着你的文档。[ 2 ]

如果网络病毒没有很好的良方加以制服的话, 那

么网络这个信息的梦想王国在给人们带来欣喜和商

机的同时, 也给人们带来了莫名的恐惧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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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网络也将会改变人们的生活秩序

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 大体是按着昼行

夜息的时间制度按排人们一天中的各种活动的, 但因

特网将打破这种昼行夜息的制度作息化常规, 取而代

之的是“因特网时间”。因特网时间的特点是具有“即

时性”, 24 小时都在工作, 它不受时间从何时开始的

限制, 一个人什么时候工作或浏览都可以从现在开

始, 人们的办公地点和时间无所不在。可以想见, 这种

因特网时间所具有的即时化的特点将大大改变人们

工作、休息的时间节律, 而成为一种新的时间制度。网

络所形成的“即时化”时间制度也会带来新的社会问

题, 它会使人们共同的日常作息制度受到冲击, 并可

能发生以下情况: ①如果邻里之间的作息制度不同,

那么人们将更加缺少社区的人际交往, 也许交往更多

的是“网中人”。毫无疑问, 缺少人际交往的社会使人

们产生孤独感和削弱社区的凝聚力。②时间限制的消

失会对公共秩序造成冲击。人们甚至担心未来是否还

存在共同的作息制度, 而一旦失去共同的作息制度是

否会出现社会秩序受到动摇的情况。

3　正确认识和利用互联网

对待互联网, 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首先, 我们要

看到, 互联网正如蒸汽机和电力的发明, 开创了一个

全新的时代一样, 互联网正在给我们时代带来全新的

变改, 互联网世界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互联网创新

不息, 活力无限。但是, 也应看到, 互联网迄今为止依

然处于起步、发展阶段, 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再所

难免。网络是一把双刃剑, 只有去弊兴利才能充分发

挥其对人类文明的积极作用, 建设文明的网络是一个

系统工程, 需要依靠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3. 1　有意识地培养人们的辨别力, 尤其是青少年, 以

提高他们对网上不良信息的抵抗力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网上占有绝对的

优势, 无时无刻地影响着人们。网上的各种各样的言

论可能导致人们的思想混乱, 道德水准下降。因此, 必

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和价值观, 强化民族意识, 自觉地抵制外来文

化的侵蚀, 筑起反渗透、反颠覆的思想长城。

鉴于网上道德弱化的现象, 必须加大网上道德教

育。要让人们懂得, 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一样, 都需要

有一整套道德规范, 网络才能正常运转, 不能因为网

络的隐蔽性而随心所欲, 忘记了起码的行为规则, 从

而努力做到不抛信息垃圾, 不传播黄色下流的图片,

不在网上有恶作剧的举动, 不乱放电子炸弹, 上网聊

天时语言文明, 自重自律。要通过积极的引导, 培养广

大网民特别是青年网民文明上网, 自觉抵制各种不健

康、不文明内容和行为的侵蚀, 做社会主义新时期的

合格网民, 使网络上不健康的内容最终因为缺少生长

的土壤而自行消灭。

3. 2　提高技术, 预防犯罪, 同时要加强制度建设, 探

寻并建立一套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工作生活新秩序

政府要加强管理, 用强制性的法律措施来维护网

络的安全、健康和文明。同时, 要设立专门的部门研

究、指导网络文明建设, 并提供一定的经费保障。网络

技术要发挥积极的作用, 要在网络接入时, 通过技术

手段对反动的、黄色、封建迷信等内容进行查堵; 要开

发适合我国网络发展需要的安全检查软件, 防止黑客

的攻击和病毒的感染; 编制新的软件, 对网上的不良

信息进行过滤, 净化网上环境。要建立网络的监察机

制。目前我国网上警察有 200 多名, 随着互联网的快

速发展, 必须增加人手, 加大打击力度, 以对付日益猖

狂的网上犯罪。要建立健全有关法规, 使广大网民有

法可依, 走上以法治网的良性发展轨道。

3. 3　网络经营者要加强自律

网吧等网络经营场所是直接面对网络消费者的

最重要环节, 因此要从法律规范、技术排查、内容审

核、文明经营等方面要求网络经营场所遵循应有的网

络规范, 为广大网民提供健康文明的上网场所和网络

环境, 使其成为人们学习、娱乐、交流、休闲的文明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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