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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重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现状、治理问题及提升策略
王洪生 罗佳佳

高校是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的网
络传播前沿阵地、主流思想建设高地。
新时代重庆高校意识形态治理对象为
大学生，由于群体庞大、年龄特殊、思维
活跃和乐于表达，其呈现出诸多鲜明特
点。新时代重庆高校意识形态治理需
立足传播状况、分析主要原因、探求治
理策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网络
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
态”[1]，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
建设和保障成为其中重要一环，需处理
好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高校自主
性与社会规范性的关系、群体全面推进
与个体重点关注的关系、网络诉求与现
实矛盾的关系、个人愿望与公共利益的
多重矛盾。

本文依据2023年重庆市教育委员
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时代重庆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及治理研究”制
定问卷调查，随机选取西南大学、重庆大
学、重庆师范大学和重庆三峡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得出以
下结论。

一、新时代重庆大学生网络意识
形态传播现状

（一）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认知水平较
高，但部分欠缺深度

一方面，新时代重庆市大学生网络
参与度极高、方式多样，52%的同学每
天上网时间为5小时以上，信息来源极
为丰富，官方账号、平台主推、亲友发
布、网络大V等方式较为均衡。其在网
络空间中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明白
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必然和人民选
择，热爱祖国、认同民族文化：61%的大
学生会主动浏览意识形态相关网络内
容，88%的大学生通过网络活动了解到
马克思主义是其指导思想，89%的大学
生在网络生活中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缘
由有所了解，79%的大学生理解网络宣
传中党的指向和政府政策，91%的大学
生对中华民族的发源发展与文明体系
了解。

另一方面，一些重庆市大学生在网
络生活中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度
还停留在表面。其在网络生活中对“中
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中国”等高度概
括、直观的认知对象认知度高，而涉及

“政策的内涵”等需要进一步理解的对象
时认知度则相对较低，对网络生活中脱
离应试教育模式的最新指示动向、具体
政治事件认知较为欠缺，即对宏观抽象
意识形态认知高与微观具体意识形态认
知低并存，主流意识形态认知缺乏广度。

（二）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情感积极向
上，但仍有一定其他情绪

一方面，在网络浏览、网络学习和网
络表达中，新时代重庆市大学生对马克
思主义及其在网络中的体现，如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党和国家的形象、法规制
度的公正执行表现出了情感认同。84%
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有凝聚网络共识的功能，89%的大学
生在中华民族、中国内容网络内容接收
与表达中有强烈的自豪感，85%的大学
生在网络生活中肯定政府绩效与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成果。

另一方面，部分重庆市大学生在其
个人现有认知范围内，对反腐工作仍不
完全满意，心存质疑。40%的大学生在
网络浏览、互动时，对国家在反腐问题上
的做法表示仍可进一步推进。大学生对
意识形态网络形态情感指向对象的态度

也存在较大不同。但在网络生活中提及
中国共产党时，大多数大学生还是会用

“敬爱”“伟大”等词汇来表达情感。
（三）主流意识形态信仰网络表现坚

定，但个别仍不够坚定
一方面，新时代重庆市大学生网络

主流意识形态信仰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在网络信息交互中，94%的大学生能正
确认识党的历史，相信党的执政能力；
88%的大学生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信仰、
共产主义是追求；77%的大学生坚信我
国政府践行服务人民的宗旨；84%的大
学生坚信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定将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虽然有个别大学
生（4%）在一定条件下有其他意愿，但坚
定忠诚于中国共产党的大学生仍占绝对
比例。

新时代重庆大学生意识形态主体
信仰仍然表现坚定，77%的大学生有
明确的政治信仰，坚韧的政治信念。
对党忠诚、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
占比领先，但由于各种因素影响，极个
别重庆市大学生存在理想信念不够坚
定的情况。

（四）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行为正向主
动，但有少数功利成分存在

一方面，79%的大学生通过网络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含及意义内化
于心，也尽力外化于行；93%的大学生在
网络中表达过愿意以自身行动捍卫国家
尊严、维护民族希望；77%的大学生认为
对国家最新政策出台用意的了解，主要
是通过网络，并会自觉配合；90%的大学
生认为通过网络学习对中国共产党执政
成果有更丰富、生动的了解，并会在现实
中靠拢党组织；51%的大学生在网络空
间中仍有强烈主人翁意识，会向有关部
门反映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

另一方面，在长期行为中，41%的大
学生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动机是
追求远大理想，22%的同学为得到政治
荣誉，28%的同学选择增强职业竞争力，
9%的同学是跟从同辈；在短期行为中，
23%的大学生参加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活
动是为提升政治素养，12%的大学生表
示是从众陪同，10%的大学生表示是去
见识一下，而55%的大学生表示是为获
取学分。在网络意识形态线下行为引导
中，大部分同学是出于个人兴趣和现实
需要作出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少
数功利倾向。

二、新时代重庆高校网络意识形
态传播治理的主要问题

（一）新时代重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
治理针对性待提高

当认知困惑积累到某种程度时，个
体的自我意识便会不可遏制地走向分裂
和混乱。在社会现实中，思想的碰撞和
交锋对青年群体尤其是青年大学生产生
的影响最为强烈，具有显著特性的高校
大学生具有不同于其他青年的特殊性，
重庆地区民族成分较丰富、网络热议度
高，网络风险对大学生价值秩序的冲击
和侵蚀将导致部分个体的价值系统出现
不能自洽的矛盾。大学生有诸多特点，
如有一定的间接经验储备，需要针对性
进行意识形态理论教育；具有对网络意
识形态安全自我提高的多种基础等，需
要针对性地以正确的网络意识形态理论
指导实践，实现知行统一。

（二）新时代重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
治理内部关系待清晰

一是高校自主性与社会规范性之
间的矛盾。在社会规范性方面，需要规

范学生网络言论传播，强调遵守网络安
全法律底线，但部分高校在网络治理方
面未能完全把握应有的权力，缺乏适恰
治理模式；二是全面推进与重点聚焦间
的矛盾。高校暂未统筹处理好信息技
术、人文关怀、意识管理等要素，未能完
全根据校本优势、多样学科、专业特点
来聚焦治理重点；三是虚拟世界与现实
生活间的矛盾。高校对虚拟世界与现
实社会的相对独立性与相互交织关系、
学生网络行为的“道德性”高位和“合法
性”低位的探索较少；四是个人诉求与
公共利益间的矛盾。高校需进一步提
升重视大学生在虚拟空间的诉求权利，
寻找矛盾根源，网络机制更新与信息审
核覆盖需提升。

（三）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推动主体待整合

一是高校信息化部门与宣传部
门、群团组织部门与教学管理部门、应
急处置部门与后勤保卫部门职责的网
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配合度不够，专职
教师、行政人员、辅导员以及学生干部
的职责体系可进一步清晰；二是未能
进一步打破层级性，增强协同性，在横
向层面“核心主体”、领导干部引领作
用未能完全发挥，示范作用利用不
多。在纵向层面畅通信息渠道，二级
学院（系）党委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前期
防范、后期应对的相对自主处置权较
小，应急实效性可再提升。

（四）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
防范技术待提升

一是对于学生基本信息、关切问题、
日常生活与专业领域相关问题采集与关
注不够，不利于把握网络意识形态演
化；二是智能技术的数据分析，标准化
数据处理及评估可提升，智慧化运用不
够；三是可以进一步对涉及安全的数据
进行内容区分、等级划分、智能整合，提
前预测舆论演化趋势、及时发布预警讯
息，形成从事件关注到舆情预警的全过
程自动交互。

三、新时代重庆高校网络意识形
态传播治理的提升策略

（一）对象特殊化：新时代高校网络
意识形态治理的大学生群体

一是认知内驱力更强，大学生有一
定的间接经验储备，较系统科学的学习
方法、较抽象的思维能力、较迫切的求知
欲望、较明确的认知目标，需加强进行意
识形态理论教育。二是附属内驱力更
强，大学生在系统规范的学习制度与较
为纯粹的学习环境中，稳定地接受老师
的引导示范，更希望获得他人和社会的
认可，需通过多方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
网络安全观。三是自我提高内驱力更
强，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大
学生不被基本生计酬劳占用主要时间，
具有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自我提高的
多种基础，需进一步提升个人网络政治
素养。四是在大学生基本生产与安全需
求满足后，会具有追求较高心理需求的
倾向，便于实现知行统一，可加强网络言
行规范自觉。

（二）关系清晰化：新时代高校网络
意识形态的内部关系

一是高校自主性与社会规范性。高
校具有一定教育自主权，应着力构建科
学教育体系，积极探索适恰治理模式，在
教育教学源头强化大学生正确的网络意
识形态认知。同时明确意识形态规章制
度、规范学生网络言论传播、明确网络安
全法律底线。二是虚拟世界与现实生

活。高校需深刻理解虚拟世界与现实社
会的相对独立性与相互交织关系，使高
校大学生网络行为的道德性高位和合法
性低位需受现实社会伦理和相关法律法
规制约。三是个人诉求与公共利益。新
时代高校既要积极重视、充分保障大学
生在虚拟空间的诉求权利和隐私保护
等，也要明晰网络个人诉求背后的现实
映照、矛盾根源，实施严格的网络访问控
制、信息采集与分析机制、设定信息发布
审核制度。

（三）主体协同化：新时代高校网络
意识形态治理主体的多方联动

一是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高校
党委应做好进一步明确高校信息化部门
与宣传部门、群团组织部门与教学管理
部门、应急处置部门与后勤保卫部门的
职责，充分发挥专职教师引导、行政人员
管理、辅导员规范以及学生干部示范等
相关人员的职责，形成协调的工作格
局。二是促进多方主体打破层级性，增
强协同性，在权限范围和总体要求下赋
予二级学院（系）党委网络意识形态风险
前期防范、后期应对的相对自主处置
权[2]。三是需紧紧抓住“核心主体”“关
键少数”，明确党员干部职责所在，发挥
领导干部引领作用。

（四）技术智能化：新时代高校网络
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技术驾驭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
范的技术驾驭要做好以下四点：一是重
视智能技术的信息采集算力，跟进学生
关切问题以及日常生活与专业领域相
关问题，全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演化机
理。二是用好智能技术的数据分析，通
过嵌入科学模型、进行标准化数据处理
及评估，促进数据分析智慧化[3]。三是
用好智能技术的数据整合，通过实时舆
情监测、基础数据共享与对象智能推送
等，对涉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数据进
行内容区分、等级划分，并支持相应监
测子平台整合能力智能化。四是用好
智能技术的学习研判，及时关注突发热
点事件、提前预测舆论演化趋势、及时
发布预警讯息。

四、结语

立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现代
化强国建设的主体期、民族复兴的关键
期，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应明
晰现状、分析成因、研究策略，使马克思
主义意识形态在互联网上的形式更加深
入人心，提升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观，助推建成高校意识形态主阵地，更好
融入国家意识形态治理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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