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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首都网络文化发展报告(2010-2011)》主要内容简介：在互联网络强势兴起和迅猛发展的今天，网络
文化成为关系到城市文化基础设施与文化技术的建设与应用、文化产业与文化服务的丰富与提升、文
化资源与文化形态的辐射力与影响力等层面的文化软实力问题。2010年，北京的网络文化管理、网络
文化传播、网络文化建设，呈现出新特点、新面貌与新成效，日益凸显出在服务首都文化建设发展、
提升首都文化服务能力与文化传播能力、推动文化形态的发展繁荣、彰显首都文化影响力与辐射力的
作用，并成为服务“三个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
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首都网络文化发展报告(2010-2011)》在李建盛、陈华和马春玲主编，分七个部分进行了论述:
第一部分“总论”，概述2010年北京网络文化建设发展的新成就与主要动态，分析2010年北京网络文
化建设管理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当前首都网络文化建设要注意加强网络与网络文化建设管理的专项规
划制定，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完善舆情监测预警机制和分级分类管理体系，着力打造特色
网络文化项目与重点品牌，推动首都网络文化的健康繁荣发展，努力塑造具有全国和国际影响力的网
络文化中心。
第二部分“首都网络文化政策与建设管理”，以首都网络文化的管理、监督和引导为基本内容，总结
和分析网络文化管理的政策、法规与制度性建设，研究首都网络文化建设的战略和路径问题，就首都
网络文化管理和首都文化建设提出相关的问题和对策建议。
第三部分“网络文化媒介与形态透析”，剖析在网络技术与网络应用发展基础上的网络文化媒介与文
化形态，凸显移动互联网、微博客、网络视频、网络出版等网络文化形态的社会文化意义，反映和透
析网络文化空间中的新领域、新动态与新现象，以求理性化的审视态度与应对方式。
第四部分“首都网络文化问题与现象聚焦”，聚焦2010年度以来网络文化中的热点现象和重要问题，
对首都的网络参政问政、网络低俗文化、网络推手、网络自律、网络舆情监测等问题、现象及发展态
势，进行动态追踪与分析考察，以求加强对它们的重视和管理，更好地服务于首都文化建设的现实。
第五部分“首都网络年度动态与典型案例分析”，总览2010年度首都相关网站的网络文化新动态、新
事件与新个案，对首都的网络信息环境、重要网站与网络媒体、特色网络文化活动与事件等，进行动
态追踪和个案呈现。
第六部分“CNNIC数据”，通过《2010年北京市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对年度北京市互联网络的
基础设施与资源、网民受众情况、网络发展形态、网络应用状况等方面进行统计调研与考察。
第七部分“附录”，对2010年首都的网络文化发展纪事进行记录和整理，是首都网络文化的年度资料
。

Page 2



《首都网络文化发展报告》

书籍目录

总论
　提高网络建设管理，服务首都文化发展
首都网络文化政策与建设管理
　中国特色背景下的北京网络文化生态建设
　媒介融合视域中的首都全媒体发展状况及对策
　“十一五”期间首都网络文化管理与政策热点回顾
　首都网络文化法制建设现状及发展建议
　2010年首都网络舆情及其引导路径
　促进数字包容，建设和谐的网络文化
网络文化媒介与形态透析
　2010年移动互联网文化分析
　微博、公共事件与公共领域
　2010：中国“网络电影元年”
　北京市网络出版产业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欧洲视野下北京博物馆的数字化发展
首都网络文化问题与现象聚焦
　2010年首都网络参政发展报告　
　青少年网络使用中的色情传播问题——以北京和长沙为对象的实证分析
　2010年“网络水军”现象分析与管理对策
　北京网络媒体行业自律发展报告
　网络舆情监测的方法和应用：指标体系与内容甄别
首都网络年度动态与典型案例分析
　2010年北京市三网融合发展综述
　2010年首都主流网络新闻媒体发展动态
　特色网络文化形式的探索与开拓——以2010“网络新民谣创作大赛”为个案
　2010：北京网络春晚与网络文化新构建
　网络分享与著作权保护问题——以2010盛大诉百度为例
　2010年“首都之窗”网络与北京城市建设
　2010年首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态势及问题探析
CNNIC数据
　2010年北京市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
附录
　2010年首都网络文化发展纪事
后记

Page 3



《首都网络文化发展报告》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网络文化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分权性、集群性、参与性等特点，这也是网络文化的
“基因”。网络文化的建设与管理，需要充分认识与尊重网络文化的特性，如果简单地用传统的思维
与模式来对待网络文化，如果非要用某一种固定模式来圈定网络文化的生长，那么，网络原生文化可
能会对与之不适应的管理机制产生激烈的“排异性”，引起网络生态系统的失调。2.用“生态系统”
思维看待网络文化的发展与引导网络文化是一个全新的事物，网络文化在发展中必然会出现良莠不齐
的情况。但是，如果从生态系统、生物进化的角度看，对一时的消极现象不必过分恐慌，网络文化自
身有一定的自我修正、自我净化功能。就像自然界的生物进化一样，网络文化在多元发展的同时，也
会出现优胜劣汰的过程，一些消极的现象会逐渐被人们认清、抛弃。尽管并非在所有时候网络文化都
能完成自我修正，但是，从网络文化的以往发展轨迹来看，它整体是在不断地进步之中的。当然，这
并非表明对网络文化发展的消极问题置之不理，对网络文化进行必要的引导与管理是需要的。但引导
与管理，同样需要把网络文化作为一个生态系统，需要用系统的眼光梳理出现问题的各个环节与要素
，从综合环境上去寻找原因与对策。对网络文化中的“杂草”，简单地“斩草”很难实现“除根”的
效果，只有综合改善网络文化生态环境，乃至社会大环境，才能去除这些“杂草”生长的环境，才能
真正促进网络文化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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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首都网络文化发展报告(2010-2011)》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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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手感很好，去书店看过正版书，这本和正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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