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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明是由人类创造并且独属于人类，从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来看，是人类继蒙昧、野蛮之后

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在古代文明阶段，各古文明在相对隔绝的环境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政治和

社会组织形式。在现代，与全球化时代相伴相生的全球文明已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流形态。中国式现代

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它深深植根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为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的道路和选择。当

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程中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符合

人类发展规律并对世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文明样本和实践路径。网络文明作为数字时代的文明要素，

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加快推进网络文明建设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加

快推进网络文明建设，可以不断丰富和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内涵，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新方案、

贡献新智慧、增添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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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vilization is created by human beings and belongs to human beings alone. From the persp

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human history，it is the third development stage of human beings a

fter ignorance and barbarism. In the stage of ancient civilization，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formed their o

wn unique cultural，political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forms in the relatively isolated environment. In mo

dern times，the global civilization accompanied by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f

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formed b

y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rough long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t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embodies the advanced essenc

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and provides a new path and choice for the proces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At present，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Chinese people have put forw

ard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 mod

ernization. It is a sample and practical path of civilization that conforms to the law of human develop

ment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world development. As an element of civilization in the digital ag

e，network civ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progress of modern social civilization.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civiliz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

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can continuously enrich a

nd improv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and provide new solutions，contr

ibute new wisdom，and add new driver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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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这个古老的概念是伴随人类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而产

生和不断演变的。“文明”在大多数人的意识或语境中很少会

孤立地存在，通常会伴随着其他词汇出现，比如“文明古国”

“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古代文明”“现代文明”“物质

文明”“网络文明”等等，这反映了人们对“文明”概念较为

零散和浅显的认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念
[1]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话语革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和发展，是遵循人类文明演进基本逻辑、

指明世界文明发展科学方向的新型文明体系。 

一、文明在人类历史发展变迁中的生成与演进 
文明是由人类创造并且独属于人类。“文明”在我国的古

代典籍中早有出现，比如《尚书》中的“浚哲文明，温恭允塞”，

《易传》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文”在《说文解字》

中承载着丰富的含义，它既是汉字书写的基本单位，也指代文

明、文化、纹理等多种抽象概念，“明”字在《说文解字》中

的阐述则体现了古人对光明与智慧的追求。 

文明概念自生成后就获得了自身独立的生命。最初的文明

概念具有中性特质，在地理、价值观、信仰、社会结构和政治

体制等多个方面体现着区分。现代文明是一个社会科学概念，

源于人们对现代秩序的需要，表征一种秩序井然的制度。由此，

我们不难看出，文明这一概念在其形成之初即承载着深厚的内

涵，它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词汇，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及其成

果的高度概括。不断演进的文明发展呈现出多样性和发展差异

性两大特征，这是我们理解和处理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我们

应该尊重每一种文明的独特性，推动各种文明的交流互鉴，同

时也要关注到各地区的发展差异，努力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共

同繁荣。 

自人类社会产生后，人类文明一直沿着时间和空间两个维

度发展，呈现现出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
[2]
。在古代文明阶段，

文明大多起源于大河流域及肥沃平原，各自发展出独特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体系。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交流手段的限制，

这些文明在地理上相对隔绝，彼此之间的交流有限，因此各自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发展路径。进入现代之后，伴随人类生产

生活范围不断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冲突战争时有发

生、知识科技持续发展等，人类文明逐步突破了固有的地域限

制，出现了跨边界、跨地域、跨时空的交互甚至碰撞，文明交

流开始出现全球性快速扩张。特别是自18世纪末开始，陆续发

生的三次产业技术革命加速推动人类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地球

这个人类的共同家园变得越来越小，使得全人类逐步成为生存

共同体、生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当今人类文明呈现出并联

式的多元并存状态，与全球化时代相伴相生的全球文明已成为

人类文明的主流形态并彰显文明的普遍性特征。这种普遍性之

中蕴含区域性和特殊性，但文明的多样性使得世界更加多姿多

彩，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背景及内涵意义 

长久以来，文明一度被用于区分优越的自我与野蛮的他

者，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概念，它触及了文明概念在现代社会中

的异化现象，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

日益频繁，但有时也伴随着排斥和诋毁他者的心理机制，这种

机制往往通过强调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来达到凸显自

身的目的，而文明本身则被异化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哈佛

大学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世

界可以根据宗教和种族划分为九个文明，这些文明将为争夺全

球主导权而展开斗争。通过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对文

明具有典型意识形态化倾向的解读，巩固主流思想舆论，却导

致文明间的隔阂和冲突，实质是对文明概念的异化。这种异化

后的文明概念过度强调和渲染不同地域、种族、宗教、文化等

背景下各地方文明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关系，而忽视了它们之间

和谐共存、相互促进的包容性，实质上反映的是西方中心主义

和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西方文明在科技、

民主制度、法律体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这并不

意味着西方文明完美无缺。例如，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贫

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等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和批评。此外，西

方文明在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人类文明的实质是人类生产、生活和其他社会活动的组织

方式
[3]
。人类来自于自然界，但我们的文明和社会结构远远超

出了单纯的适应环境。人类社会的形成基于一套共同遵守的规

则和制度，这些规则和制度构成了社会契约。社会契约为人类

提供了一种相互合作和共存的框架，使得人类能够共同面对外

部挑战和内部矛盾，我们是通过相互协作的方式得以存在与发

展的物种。世界历史的形成与现代性的兴起密切相关，它标志

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互联的阶段。在这个阶段，

人类命运休戚相关，任何个体的存在都与世界历史直接且紧密

地联系着，人类相互交往的途径增多、领域更广、程度更高；

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形成并成为人类文明持续生长的基础，具

有普遍性的全球文明由此产生和发展，成为与全球化时代相匹

配的文明类型。 

全球化时代，科技的飞速发展有效压缩时空、促使全球同

步，世界性和全球化的因素逐步增多。局部性的事件如区域环

境污染、金融危机、军事冲突等问题会传导、扩散和影响到更

大的范围，甚至整个世界。全球文明的概念在当今世界变得愈

发重要，它涉及到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的普遍交往和互

动，其核心在于一系列文明规则、共识或公理，这些原则不仅

有助于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还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

了框架。在当前的世界，人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期，

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开

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文明成果和解决方

案。人类文明新形态践行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全人类

的共同和根本利益
[4]
。从内涵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包含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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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发展两个方面，它是一个全面而深刻的概念，既体现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发展，也展示了全球和平发展的

新道路。这一新形态强调了物质、政治、精神、社会和生态文

明的全面进步，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和文明

互鉴。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对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都有着深

远的历史意义，为中国本身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世界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多样化的现代化路径选择。 

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推进网络文明建设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人类已从

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迈入了数字时代。数字时代的文明处在比

传统工业文明更高的文明阶段，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演进方

向。网络文明与数字时代相伴而生，是数字时代的文明要素、

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当前以互联网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

艾、日新月异，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领

域产生深刻影响，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提升了

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愿望和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曾用“四个

前所未有”深刻阐述了互联网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其中提

到了“互联网发展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带来的变革是前所为未

有的，给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交流交融交锋产生的影响也是前

所未有的”[
5-1]
。目前，我国有 10 亿多网民，互联网与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息息相关，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紧密相连。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

会组织和广大网民共同参与，形成合力。要通过加强网络内容

建设、提高网民素养、完善网络法律法规等措施，我们可以共

同营造一个健康、文明、和谐的网络空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贡献力量；要通过加快推进网络文明建设，不断丰富和完

善人类文明新形态内涵，同时做好宣传展示和交流互鉴工作，

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新方案、贡献新智慧、增添新动能。
 

网络文明作为社会文明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和发展，是伴随

互联网发展而产生的新的文明形态，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

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的贺信中指

出：“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网络

强国的重要领域。”[
6]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指引下，我国积极开展网络文明建设，推

动完善网络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推进互联网内容建设，弘扬新

风正气，深化网络生态治理，网络空间正能量更加充沛，全社

会共建共享网上美好精神家园的氛围日渐浓厚。但也要清醒地

认识到网络文明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依旧严峻复杂，网络谣言、

网络诈骗、网络淫秽色情、网络赌博、网络暴力等行为屡禁不

止；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在网上集聚、交织、扩散和

发酵，同时反向诱导、策动、激化网下问题；特别是敌对势力

利用网络宣扬和鼓吹各种错误思想观点，诋毁和攻击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各类社会风险向网络空间

传导趋势明显
[5-2]

。必须更加重视和加强网络文明建设，通过强

化网络空间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网络赋能精神文明占领

和筑牢网络阵地，建设网上美好精神家园。 

网络文明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基础性工程，需要

统筹兼顾、整体推进。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按

照《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

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持续优化工作目标、细化工作任务、健

全工作体系，促进网络文明建设各领域、各环节有序衔接、协

同联动，不断将网络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
[7]
。网络文明作为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建设工作的具体实践中

需要重点把握三方面内容：一是加强和创新网络内容建设。在

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的基

础上，着重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理、学理、哲理讲清楚、讲深入、

讲透彻，充分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对人类文明的积极贡

献等，积极争取亿万网民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凝聚起向上向

善、团结奋斗正能量。二是促进网络空间国际文化交流互动。

运用现代数字技术搭建开放包容的国际文化交流共享平台，赋

能文化传播新形式，实现数字文化共享共创，增强网络受众对

于不同文化的沉浸式体验，推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碰撞与再创

造，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在网络空间的相互理解与积极借

鉴，取长补短、和谐共生。三是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尊重各国网络治理自主权，推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规范

化，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开展合作，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努力

建设一个更加包容、普惠、有韧性的网络空间，构建公平稳定、

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数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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