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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２１世纪，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与数字时代的来临高度重合。

数字时代的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性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连接与互动交流的方式，

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社会变迁。数字社会研究需要新的

范式、方法与思路。当前的中国数字社会研究有着天然的优势，包括巨大的人口规

模、各个领域对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丰富的社会生活数据。面对历史机遇，社

会学界应积极投入数字社会研究，并基于经验研究的积累，提炼新概念、促生新思

想、建构新理论，贡献关于数字社会研究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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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涉及人口最多、规模最大。进入２１
世纪，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与数字时代的来临高度重合。也正是因为敏锐抓住
了数字时代的发展脉搏，中国现代化正在成为改变世界发展趋势与格局的力量。如
果说中国的发展在工业化与信息化时代更多是借鉴、学习与追赶，那么，在数字时
代，中国发展已然走在了世界前列。无论是数字技术的研究，还是数字技术的经济
社会应用，都显示出中国取得了重要进展与非凡成就。①

深刻的社会变迁往往伴随着社会科学知识的创新。正如１９世纪中叶社会学在工
业革命的快速发展中产生与发展一样，数字革命也必然昭示着社会学的另一次跳跃
式发展。细致观察与深入研究数字社会，不仅能带来对数字社会新的认识与理解，

产生新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概念；也可以评估与反思数字技术正反面的经济社会影响，

推动其正面积极发展；同时还可以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独特发展道路，探索支撑经济
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基础。伴随数字时代的来临，社会研究应当敏锐捕捉这一深
刻而全面的社会变迁与历史机遇，记录与描述数字革命时期的社会变迁过程，总结
与归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数字时代的发展轨迹，进而推动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可
以看到，关于数字社会的研究，当前已积累了一些实证经验研究的案例，也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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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１年７月２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１－０６／２８／ｃ＿１６２６４６４５０３２２６７００．ｈｔｍ，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１日。



方法上的拓展。但面对根本性的社会变迁，数字社会研究仍明显滞后，亟待学科研
究的重要转向。

一、数字时代的根本性社会变迁

独立的个体不能构成社会，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相互连接与交流互动的基础上才

能形成社会。① 在数字社会里，数字化信息通信技术开启了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的

新纪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与外界相互连接的方式，并由此给社会带来了革命性

变化。如今，人们使用手机读取新闻消息、乘坐公共交通、支付超市账单、开启门
禁、追踪自己的健康数据、使用健康码显示疫情期间的行动轨迹，以及更不可或缺

的，通过社交应用程序与亲朋好友时刻联系。毫无疑问，数字技术已渗透到日常生

活的每个角落，我们早已进入互联网数字时代。②

（一）数字社会中的社会连接

数字社会中的信息呈现与沟通，显示了一系列基本特征。首先，信息的数字化。

模拟信息的呈现与传递是通过物质实体承载的，如印刷在纸张上或是转录在磁带上。

数字技术将信息编码成比特 （二进制数字）的电子信号，让信息能够彻底摆脱物质

实体的 “束缚”，③ 能够几乎无成本自由地以光速传送。其次，数字信息的计算。信

息的数字化意味着信息能够被用作数据，进入计算过程。例如，我们可以将空间信
息数字化，通过数据的收集、计算、优化，输出成交通出行中的导航信息。再次，

数字网络化。数字化信息的传递通过作为节点的相互连接的计算机终端网络完成。

随着基础设施的扩张，无线通信技术几乎可以将数字网络拓展到任何地方，如今已
出现包罗一切的物联网。最后，数字智能化。在数字时代，人们的活动信息作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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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尔直接写到 “我交流，故我在” （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ｔｈｕｓ　Ｉ　ｅｘｉｓｔ）。参见 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Ｕｔｏｐｉａ，Ｄｙｓｔｏｐｉａ，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　Ｍａｒｋ　Ｇｒａｈａｍ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ｕｔｔｏｎ，ｅｄｓ．，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Ｈｏｗ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ｕｒ　Ｌｉｖｅ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

ｐｐ．ｖｉｉ－ｉｘ．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中国互联网使用人数达到９．８９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７０．４％。参
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４７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２０２１年２月３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１－０２／０３／ｃ＿１６１３９２３４２３０７９３１４．ｈｔｍ，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５
日。另据估算，全球互联网使用人数超过５１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６５．６％。参见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ａｔｓ，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２１Ｙｅａｒ－Ｑ１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ｌｄｓｔａｔｓ．ｃｏｍ／ｓｔａｔｓ．ｈｔｍ，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５日。
参见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第３—８页。



据被收集起来，经过整合、计算、优化，重新反馈到现实世界，为未来更为有效的
决策提供信息基础。

由数字技术支撑的数字社会连接也显示出根本性变革。第一，数字技术拓展了

社会连接的边界。理论上，每一个人可以与任何一个人或所有人轻易相连。第二，

数字网络促进了社会连接的信息共享。因为数字信息复制与传递的便捷，人与人之

间可以进行几乎零成本的海量信息交流。第三，数字信息传递提升了社会连接的时

效。数字网络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能够即时完成。第四，数字连接的便利带

来了社会连接对于数字技术的依赖。人们在工作与生活中原有的连接方式转换成了
数字网络的数字连接。

（二）生产组织方式的重组

在２０２１年 《财富》世界５００强利润率榜单上，排在前四位的软银集团、台积公

司、脸书公司和腾讯公司与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有密切关联。① 从一个角度可以说

明，与数字技术相关的优秀公司走在世界经济发展最前列，引领着数字时代的经营

理念与经营模式，其企业运营过程重组了生产组织方式。

首先，数据本身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改变了以往

价值的产生过程。信息的数字化使得几乎所有人类的活动及与其相关的场景都可以

转化成数据，其体量几乎趋于无限。② 给定足够的计算能力，所有收集整理的信息

数据都可以经过计算分析，提取出关于商品生产与消费习惯的数据，成为生产过程
中的重要资源，反馈到生产过程，实施定制化服务型的生产。在更为复杂的市场交

易中，随着数据收集的拓展与计算能力的提升，可以获得更准确匹配商品与消费偏

好的能力；更进一步，大数据驱动的数据收集与分析的自动化、机器学习、人工智
能必将进一步拓展协调市场的能力、提升市场匹配的效率。在这样的远景中，数据

资本将作为一种全新的价值源泉，可以与其他商品和服务一样在市场上交易，并将

成为最具价值的资源。③

其次，数字化信息的网络化传递改变了市场运行的方式。在商品交易过程中，

信息的缺损与不足往往导致市场失灵，出现价格与生产安排的大幅波动，并最终导

致资源浪费和生产效率下降，整体社会的经济收益降低。随着海量数据的即时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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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２０２１ 年 〈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排行榜》，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ｆｏｒｔｕｎｅ５００／ｃ／２０２１－０８／０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９４５７１．ｈｔｍ，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５日。
参见维克多·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
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２３—１２６页；周涛：
《为数据而生：大数据创新实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２０１６年，第７—１６页。
参见维克多·迈尔－舍恩伯格、托马斯·拉姆什： 《数据资本时代》，李晓霞、周涛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８年，第２—１６页。



递，市场交易双方的信息沟通与协调更为便捷，极大地降低市场失灵的可能。一个

广被引用的例子是渔民使用现代通信技术提升市场交易效率。① 在印度西南海岸的

喀拉拉邦的渔业交易中，因为鱼容易变质，一旦渔民不能及时找到买家就只能扔掉。

因此，捕鱼量与价格经常发生大幅波动。随着移动电话的普及，渔民能够直接与潜

在的买主讨论鱼的价格与数量，使得交易更为有效，也降低了浪费 （根据需求来捕

鱼，几乎没有卖不掉的鱼），最终消费者也得到了更低的价格。

再次，数字时代生产组织的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数字技术使得信息收

集、记录与传递变成一个自动、即时的，并可以在内容上无限拓展、空间上无限延

伸的过程，从而极大地消除了信息传递与沟通的壁垒，使得以往促进信息有效传递

的等级结构朝着扁平化趋势发展。② 这一趋势带来了深刻后果，全球化的生产组织

结构从交易成本高昂的 “集中生产、全球分销”转向 “分散生产、就地销售”。与此

同时，平台经济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根本上讲，平台是一种

生成、提取、记录与分析无限增长的数据的基础设施，能够连接参与市场的多个群

体的运营机制，利用网络结构协调数字信息在特定群体间的流动，从而提升效率并

带来效益。③

最后，劳动者的工作角色、内容与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一，数字时代以

数字技术为支撑，形成了新的产业生态与运营方式，造就了新的职业类别与工作岗

位。例如，网店与网络直播只有在数字经济的大潮中才能应运而生。第二，新的生

产组织方式与市场交易方式也淘汰了一些职业与岗位。未来，劳动者也许需要与智

能机器合作才能够完成工作。第三，产生了灵活用工的零工经济工作岗位。④ 这种

工作类别由来已久，但只有在数字时代，特定的工作技能与工作需求信息才能够如

此高效地数字化匹配，零散的个人工作才能够如此契合地嵌入生产活动中。⑤ 第四，

劳动者的时间与空间得到了空前拓展。不在场的远程劳动者可以即时接收工作信

息，完成工作后通过网络迅速反馈工作结果。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流行起来的在家

办公与网上会议就是这样的例子。相应地，劳动者也有了同时兼职多项工作的可

能。第五，劳动过程在空间与时间上的拓展模糊了工作与工作之外的界限。这产

生了一个有趣的反讽，数字技术提升了人们的工作效率与自由，但也让人们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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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维克多·迈尔－舍恩伯格、托马斯·拉姆什：《数据资本时代》，第３６—３８页。
参见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２１世纪简史》，何帆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
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２—１５４页。
参见尼克·斯尔尼塞克： 《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４９—５０页。
参见黛安娜·马尔卡希： 《零工经济：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陈桂芳译，北京：中信
出版集团，２０１７年，“引言”，第９—１９页。
参见邱泽奇：《零工经济：智能时代的工作革命》，《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０年第７期。



了工作之外悠闲自在的生活。第六，从批判的角度看，数字经济带来了大的数据
公司的垄断地位。① 普通用户的消费、评论以及其他行为的留痕数据免费为这些数

据公司获取，并成为他们谋取增值利润的原始数据基础。同时，这一数据生产的过

程也是进行适时数字监控的过程。

（三）生活方式的重塑

如前所述，智能手机通过无线网络成为人们与世界相连的端口，而其间的数字

化信息传递几乎可以涵盖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从细微处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

数字时代日常生活的状态跟工业化时代有了根本变化。

第一，数字时代的个人跟世界便捷相连，可以接触各种信息，更多地了解自身

之外的世界。互联网技术支持的数字媒介成为人们提升自己的学习方式，② 也是人
们日常娱乐创造数字文化的重要场所。在维基百科的初期，几乎所有人都嘲笑过其

谬误连篇。如今，任意一个时刻，全球的某一个角落都有人在修订维基百科的内容。

通过这种 “群体智能”（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ｄｓ）的共同努力，维基百科成为众多网

民获取知识的来源，也成为互联网分享知识、赋权个人的范例。如今的日常娱乐也
日益转向互联网。短视频的制作与浏览也越来越成为互联网文化娱乐的重要方式，

也由此形成了新兴的数字网络文化与网络价值观念。③

第二，数字网络给个人带来了崭新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表达。生物传感器以佩戴

的方式收集个人的血压、血氧含量、脂肪含量、骨密度甚至睡眠状况等数据，主要
用于个人健康监测及大数据分析。除此之外，还有微型设备通过面部扫描、记录个

人空间移动等数据，收集更多个人生物与社会行动的数据。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字

技术将个人与设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数字社会里特有的 “数字化存在”。数字网络
提供了另一个展示自我的空间，许多人在网络上发布文字、照片、视频来记录自己

的行为、经历、感想、情绪，有的还发布时事评论与学术观点。通过这样的自我表

达不仅能展示自我，更是强化自我认知的一种方式，也成为众多年轻人的一种生活

方式。当然，个人数据的网络发布也带来了个人隐私数据保护的难题，同时模糊了
私人信息与公共领域信息之间的界限。

第三，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们相互连接的方式，重塑了人际关系。事实上，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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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技术提升了人们相互连接的能力与多样性，极大地压缩了空间对于人际互动交
流的限制。智能手机为基础的数字化通信强化了亲密关系诸如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
交流。社交媒体也成为人们与他人交流沟通的媒介，扩大了与陌生人拓展社会关系
的可能，也使得线上线下社会关系互为镜像同步推进。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带来线
上线下关系之间的界限模糊，导致亲密关系的幻象，而实际上则是相对疏远的状态。

一个常见的担忧是，通过数字设备连接到丰富多彩的互联网的人们，将大大减少与
周遭他人的交往互动。

第四，数字时代形成群体构成的新模式。数字网络技术带来了两种看似矛盾的
群体构成方式。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可以观察到人们越来越脱离关系紧密的 “共同
体”性的群体，走向个人主义，① 而这一趋势在数字时代变得更为显著。另一方面，

数字网络带来了更多的远程合作，特定成员群体 （例如卡车司机）也组成了线上群
体并开展线下互动，呈现出的是数字网络带来更多的合作。现代社会多元关系共存，

使得个人发展出应对 “场景碎片化”的多重群体身份，群体关系不再紧密。数字时
代的碎片化个人网络显示出 “网络化的个人主义”的群体特征———人们相互连接，

但相互了解并不深入和全面；数字网络规模巨大且成员多元化；在数字意义上，群
体成员构成邻里关系，相互支持。②

第五，数字时代的社会参与显示了巨大变化。数字化信息与数字化网络使得个
人关于公共社会事务的观点能够便利地展示，引发大范围的社会影响。社会关系网
络在互联网上可以延伸到无限，网络上的社会动员往往规模大、范围广。通过社交
媒体的网络动员成本低廉、成效较高，成为动员社会参与的重要方式。数字时代的
社会参与在不同群体间也显示了差异。不同的群体接触数字技术的程度与使用能力
有差异，甚至形成 “数字鸿沟”。这就导致，没有连接到数字网络的群体没有机会表
达自己的意见，也无法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另一个担忧是，处于策略性位置并拥
有垄断性资源的公司与特定组织，可以操控社交媒体，有目标地投放选择性信息或
误导性信息，影响社会公共事务的解决。

二、解构与重构社会的新机制

数字通信技术进步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形成了一系列解构与重构社会
结构的新机制，产生了仍在变化与还未定型的社会运行原则。

审视不同社会类型里的社会连接与纽带，可以发现，农业社会是以初级社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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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为基础，工业社会是以企业组织与社会团体为基础，数字社会则是以直接连接到
数字网络的个人为基本单位。① 数字社会中，网络相连的个人成为生产数据的基本
单位，同时也是传送数字信息和参与社会互动的基本单位。在一定程度上，数字网
络穿透了原有工业社会的一切组织结构形式，直接将个人纳入并使之成为数字网络
的基本节点。② 这无疑将带来原有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甚至瓦解。

在展望数字社会的前景时，卡斯特尔提及 “乌托邦”与 “反乌托邦”两种趋
势。③ 前一种趋势中，个人借助数字网络，可以不受限制地在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
与他人便捷地交流互动并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数字技术提升人们的生活。而在后一
种趋势中，人们的所有活动都形成了数字留痕数据，可以被垄断，成为数据资本主
义获取高额利润的重要资源，也可以被用作监控个人的偏好、观念、行为甚至是未
来计划的数据基础。这些观点与想法显示，数字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既有积极正面效
果，也有消极负面后果；人们对于新生的数字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既有乐观接受的
一面，也有悲观排斥的一面。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理解数字社会的过程中，既需要
描述阐释，也需要批判反思。在数字社会的短暂历史中，解构与重构社会的机制显
示出类似的矛盾对立的特征，并表现为一系列辩证性的悖论，昭示着未来社会变迁
的可能方向，也为人们深刻理解社会提供启发性思路。

第一，数字网络为人们提供了开放自由的信息交流机会，也带来了侵犯个人隐
私的可能。人们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触数字网络中的所有人与所有信息，同时也
几乎可以在线上完成生活与工作的所有任务。人们的活动在网络上产生了留痕数据，

有的是涉及个人隐私的敏感数据。数据的滥用会带来对于个人隐私的粗暴侵犯。网
络 “人肉搜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通过网络空间的数据挖掘，将个人的身份信
息曝光，导致个人在社交媒体与线下实际工作生活中遭受舆论暴力。事实上，网络
欺诈与电信欺诈都是从滥用个人信息数据与侵犯个人隐私开始。

第二，作为数据生产者的个人并不拥有数据，也无从获利，却有可能反受其害。

数字技术让人们享受了更多便利，同时人们在数据网络空间行动的历史记录也产生
了大量数据。但生产数据的个人并不拥有也无力收集这些数据，收集与储存数据的
是网络平台与数据公司。这些数据经过重新整理计算再利用，可以得到一系列分析
结果，为网络平台和数据公司带来几乎取之不竭的收益。作为数据生产者的个人不
仅无法分享收益，还不得不承担个人隐私遭受侵害的风险。

第三，数字信息的海量供给与偏狭的信息摄取共存。在数字网络空间中，几乎
无限的数字信息对应着人们有限的注意力，人们在信息摄取过程中不得不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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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选择过程的某些特有属性，导致人们信息获得的偏狭。面对海量数字网络信息
时，人们往往借助原有知识体系与习惯，选择自己能够理解并能带来愉悦的信息。

这样就形成 “信息茧房”，① 个人无从学习提升、甚至更加固化原有的观念体系。
“回音壁”机制认为，社交媒体往往连接同类群体成员，群体内的网络数字信息传递
与循环，只能强化该群体已有的价值观念。② 平台算法根据用户以往搜索记录提供
搜索结果，这能够让用户更有效地获得所期望的搜索信息。但这种个人化的搜索算
法会导致一种 “过滤气泡”的机制，让用户的搜索结果局限于他所熟悉的信息之中，

而无缘于他所不熟悉的信息。③

第四，数字网络的多元包容与话语极化、网络冲突共存。数字网络的开放并不
仅仅针对数字信息而言，它也针对连接到数字网络的个人。理论上讲，数字网络涵
盖了所有能够接入网络的个人。如果没有人为设限，任何手持数字设备终端的个人，

既可以与接入网络的所有人相连，也可以参加任何网上活动。所以，数字网络是无
限包容的。但也正因为这种包容性，立场相异的参与者带来了网络空间的冲突。在
网络空间的表达中，大多数立场温和的个人愿意保持沉默，而观点极端的个人则更
愿意表明立场，容易引发网络冲突。④

第五，数字连接的便捷并没有带来全面深入的嵌入性个人连接。连接到数字网
络的个人能传送与接收即时信息，这似乎预示着人们可以更紧密、更深入地在数字
网络空间相互连接，也能够获得更多更全面的社会支持。但是，人们线上与线下生
活场景被过于丰富的连接切割成碎片化的状态。一方面，个人能够参与更多的群体，

通过数字网络交流互动也许更为频繁。另一方面，个人的时间与精力被即时到达的
信息随时切割，艰难地应付多重成员身份；成员之间的互动更多地局限于单项维度
的特定事项。在数字网络中，更多的是连接在一起的个人，而非全面嵌入的 “共同
体”似的网络结构。

第六，数字信息的分享属性与数据垄断共存。数据在收集时的直接功用仅仅是
其价值体现的一部分。数据的价值还可以体现在重复使用、与其他数据整合使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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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扩展使用过程中，① 其价值并不随着数据的使用减小或是消失。数据的这种 “非

竞争性”属性可以让多人同时使用而无损其本身价值。因此，数据天生有着分享属

性。但是，当数据成为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时，独占数据就可以带来超额经

济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对利益的追逐扭曲了数据的基本特性。

第七，数据社会里去中心化与集中化趋势共存。当个人接入数字网络之后，其

数字网络可以扩展触及几乎所有人，数字信息的传递能够在网络中以点对点、一对

多、多对一等任意方式进行，从而瓦解原有的层级结构，形成去中心化的趋势。与

此同时，数字社会中产生了海量数据，其收集整理与计算分析的过程必然需要从分

散到集中的过程。由于数据成为数字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网络平台与数据公司收

集到越多的数据，越有可能成为控制数据的中心。

第八，数据社会中平等扁平化与差距扩大化趋势共存。数字社会的结构更为扁

平，人与人之间也更为开放平等。但是，线下世界里的差异带来数字网络中的差异。

首先，可触及的基础设施上的差异带来数字网络连接便利性上的差异。其次，教育

与技术上的差异带来数字技术使用熟练程度的差异。最后，数字社会中的位置不同

带来拥有、使用或者控制数据能力的差异。在数字社会里，数据已经是最重要的生

产与生活资源；接触数据、拥有数据以及使用数据能力的差异，必然将放大现实社

会中的物质与机会的不平等。

第九，数字智能计算与算法黑箱共存。数字计算朝着自动化智能化方向推进，

能够更为高效地帮助使用者选择数字信息。因此，一种旨在评估使用者需求，并经

过数据计算提供个人化数据服务的社会算法应运而生。② 前面提及的 “过滤气泡”

就是这样的社会算法。社会算法在数字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有学者甚至断言算法

社会的来临。③ 算法可以直接控制数字信息的传送过程，谁得到什么样的数字信息

由自动化的算法来决定。在控制数据与信息传递基础上，算法参与分配真实社会中

的机会与权利。虽然，社会算法具有如此严肃的社会后果，但是很少有数字信息用

户了解其深层法则与机制。当算法成为脱离用户与社会的 “怪物”时，就形成了有

着秘密法则的 “黑箱社会”。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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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数字时代中对理性的追逐与自由意志面临潜在危险。数字智能化的目

标是提升数据使用的效率。就此而言，数据时代的算法演进符合韦伯所讲的对于

理性的追逐，其最终也必然让人们陷于 “理性的牢笼”。例如，如果通过大数据与

算法来预测犯罪并标记潜在的罪犯，不论这种预测模型多么完美，其结果必然让

没有做出实质犯罪行为的人受到指责并承担惩罚。社会算法或许的确可以打造更

为高效更为便利的社会，但它往往忽略了社会的建构性，否定了人们自由选择的

权利与能力，也否定了人们行为与责任的对应关系，最终也就否定了人之所以作

为人类的自由意志。①

数字技术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也并不是完全中立。但是，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

后果以及数字技术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影响产生了辩证的对立机制，从正反两个方面

昭示着数字社会的演进趋势，也提醒人们注意未来发展的潜在可能。数字社会快速

变迁的局面既可让人欣喜，也可引人担忧。重要的是，社会研究应该深入挖掘理解

这些辩证机制，在社会演进变迁过程中因势利导，让更能推动社会进步、促成人的

发展的机制发挥更大作用，约束其他消极机制发挥作用的可能。

三、数字社会的社会研究

数字社会根本性的社会变迁，对整个认识与理解社会的知识体系提出了挑战，

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正如经典社会学家面对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展开了深入的诊

断、解释、改良以及批判性研究，产生了众多辉煌而又深刻的社会思想与社会理论，

丰富了对社会的理解，甚至改变了社会的进程。当初吸引他们投入社会研究的根本

性问题，随着数字社会的来临，也需要重新回答。

（一）开展数字社会研究的意义

在数字社会研究与实践中，有一个利用社交媒体数据分析进行抑郁症自杀倾向

干预的案例。撒玛利亚会 （Ｔｈｅ　Ｓａｍａｒｉｔａｎｓ）是英国一家为严重抑郁和可能自杀的

患者提供帮助服务的公益慈善组织。它在２０１４年８月上线了一款应用软件 “撒玛利

亚雷达”（Ｓａｍａｒｉｔａｎ　Ｒａｄａｒ），旨在通过实时收集推特网 （Ｔｗｉｔｔｅｒ）的文本数据，运

用文本分析算法快速计算自杀风险，标记潜在风险对象，并据此结果向风险对象社

交媒体中的朋友群发送警示提醒，以期这些朋友提供必要的社会帮助，防范自杀行

为的发生，拯救生命。这是一项大胆创新的使用数字技术来干预社会行为的社会试

验，有着善意的动机与美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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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实际过程中，“撒玛利亚雷达”很快受到来自社会舆论与学术界的强烈质疑
与批评，很快就被迫下架，并且再未重新上线。有人质疑其使用的数字算法是否能
够真正准确地辨别出具有强烈主观情绪色彩的自杀倾向；有人指出其收集并分析社
交媒体文本、作出标记并通知他人负面分析结果，直接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另一
些人指责其对特定个人歧视性贴上 “有自杀倾向”的耻辱标签，严重影响其公共形
象以及相应的情绪、行为；还有人进一步批判其整个应用软件的设计思想有着根本
缺陷，当人们意识到实时监测进程时，往往会改变社交媒体的使用方式或是隐藏自
己的情绪，这将动摇整个应用软件的算法设计基础。

该案例充分说明，深入社会生活的数字技术应用，需要深入的社会研究作为社
会试验的前提与基础。因此，开展数字社会研究至少有以下三重意义。首先，撒玛
利亚会尝试了使用崭新的研究数据与方法，帮助提升认识和理解自杀研究这一经典
社会学议题。深入研究这些数字社会中崭新的社会事实，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们的
数字生活现状、数字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数
字社会的变迁过程及其动力机制。其次，撒玛利亚会旨在进行社会干预的社会试验
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社会创新。数字技术提供了便捷条件，社会算法可以瞬间自动
完成数据的实时收集、计算与分析，并即时反馈干预措施。开展数字社会研究，能
够将社会研究成果与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干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后，也是鲜被
提及的，撒玛利亚会不成功的社会试验，提供了经验与教训。违反了基本社会原理
的社会试验设计，必然带来负面的社会后果，也注定失败。在这个意义上，应当促
使数字社会研究更积极参与到数字技术的发展中，建设更好的数字社会。

（二）数字社会研究的出发点

如何认知数字社会，决定了开展数字社会研究的出发点。如果我们仅认为数字
社会是数字技术彻底改变的社会生活，就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数字技术固然带来
了根本性的社会变迁，但是数字技术本身产生于社会、应用于社会，也必然受到社
会因素的影响。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数字技术影响社会生活的过程往往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情
境。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背景，导致数字技术的使用过程差异明显。事实上，有研究
表明，不同国家的网民对于网上媒体的信任程度、使用频率、功能应用差异巨大。①

这显示了不同的文化价值传统与数字技术会产生不同的互动过程，形成不同的社会
心理与社会行动，也必然生成不同的数字社会样态。数字技术也因为社会生活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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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社会算法受到人们选择行为的影响。因此，数字技术与数据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在与人的互动中有着特有的社会生命与社会价值；数字社会是数字时代的社会样态，
展现了人、技术以及数据的相互作用；数字社会研究就是要揭示其中的基本机制，
为数字社会的建设提供社会思想与社会理论。这是推动更新学科知识体系的根本动
力，也正是数字社会研究的重要出发点。

（三）数字社会的研究方法与技术

数字时代为社会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意味着需要运用新的研究范式与方法
来研究数字社会。那么，新的研究方法是直接在数字社会研究中生长出来，还是运
用数字化技术改进原有的社会研究方法，使之能够适应数字时代的社会研究任务。

数字技术提供了大数据，成为数字社会研究中最新颖的动力基础。① 社会生活
的大数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数字生活数据，如使用社交媒体产生的数据与传
感器记录的身体状态数据；数字痕迹数据，如手机通信记录下来的通信时长、接入
基站空间位置等数据；数字化的生活数据，如个人发布的健身日志、网上视频素材
以及纸版图书的数据化等；设备记录的行为数据，如通过社会记录仪收集的佩戴者
之间每一分钟的互动数据。与以往的数据相比，除体量巨大外，大数据另有鲜明特
质。首先，这种大数据是一种实时的事后数据，由 “没有人为干预”的数字网络中
人们的 “自然”行为生产。其次，这些数据是全样本数据，对大数据的分析可以跨
越长久以来困扰社会研究的 “整体—个人”“结构—行动”鸿沟。

因此，数据科学家以一种发现 “宝藏”的热情投入大数据分析，开辟了数字社
会研究中成长最快的计算社会科学领域。② 参与其中的除社会科学学者外，还包括
计算机学者、统计学者以及物理学者等。在他们看来，通过分析无所不包、涵盖了
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痕迹数据，可以展示人们相互之间通过数字网络连接的复杂性，
最终揭示人类个体与群体活动的规律。计算社会科学的起始假设是将数字社会当成
一个物理实验室，而人们的社会生活则是 “真实的生活实验”。这种跨学科的概念借
用让人不得不想起孔德使用的 “社会物理学”的术语。③ 如今，计算社会科学在社
会研究中，深入众多诸如社会网络、集体行为、知识传播、文化研究、社会心理与
情感等分支研究领域，产生了富有成效的经验实证研究，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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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开始关注发展关于数字社会的理论。①

计算社会科学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提升了对数字社会的理解。但是，数字
社会的研究显然不应局限于大数据的计算分析，而应当拓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首
先，数字社会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涵盖了人、技术以及数据的互动关系与相互影
响。其次，数字社会研究与数字社会生活本身有互动关系且相互影响。在前面所提
及的 “撒玛利亚雷达”例子中，标识自杀倾向让被标记者感到耻辱，并改变其社交
媒体发言。这种社会测量中的 “自反性”，揭示了受测对象知晓身处被观测的处境
后，可能改变行为模式。② 在另一些情形下，这也被称为 “转换效应”，对于社会情
境的描述能够改变社会情境本身。③ 第三，大数据分析更多是描述状况、发现关联
关系，即使有研究产生了概念与理论，也是遵循从经验出发的归纳研究路径。事实
上，数字社会的研究还包含了阐释、思辨与批判研究等，遵循从概念与理论出发的
演绎研究路径。第四，痕迹数据由数字技术测量并呈现，包含人们在数字网络的行
为以及数字技术本身的双重痕迹。进一步带来的问题是，痕迹数据是真实地测量人
们的行为？还是测量经过数字技术 “过滤”之后的人们的行为？第五，收集痕迹数
据涉及社会研究中的伦理问题。有的痕迹数据收集，个人是不知情或者并不情愿的；

即使个人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知情，但是数据的使用与再使用过程也往往超出了最初
收集数据所指明的用途。

数字化改造已有的社会研究方法是另一个发展方向。④ 例如，民族志研究方法
在社区的界定与选择、访谈对象的获取等方面有着特定的技术。在数字时代，这些
技术往往显得不合时宜。⑤ 而网络民族志 （ｃｙｂｅｒ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则挣脱了传统民族志
在当地的地理范围局限，将观察对象拓展到线上社区，以应对个人关系网络在数字
社会的拓展，并相应地改进资料收集方法。线上调查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ｕｒｖｅｙ）将传统的统
计调查搬到网络上，通过网络分发问卷得到数据。当然，在如何获得概率样本以及
怎样有效控制回答质量等难题上，线上调查至今仍在寻求有效的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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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数字社会的研究方法既有专门针对数字社会研究发展出来的全新技
术，也有对原有社会研究方法的数字化改造与拓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数字社会
研究中，数据收集整理与计算分析的技术成为实证研究中的重要技能。这些技术包
括：高级统计分析方法、自动数据爬取技术、交互数据可视化技术、支撑算法与模
拟的编程技术等。数字社会研究本身具有交叉学科性质，跨学科知识与其他学科的
具体研究技术，成为数字社会研究中的基本要求与门槛。①

（四）推进中国数字社会研究的历史性机遇

数字革命带来的根本性社会变迁，给社会学研究创造了跳跃式发展的历史性机
遇。最近十多年关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研究范式的激烈讨论与踊跃探索，充
分说明了这一点。更为重要的，开展本土数字社会研究有着一系列优势。首先，过
去２０多年，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与数字时代的来临高度重合，形成数字时代根
本性社会变革最为显著的 “社会实验”范本，为数字社会研究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经
验基础。其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数字时代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在各个领域
广泛使用数字技术，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多的数字网络用户，他们在数据社
会中的活动也最稠密。所有这些意味着，中国的经济社会活动必然产生丰富的数据，

成为数据社会研究最重要的基础。

新兴的数字社会研究的确给社会学者带来巨大挑战，有学者早就对此表示担
忧。② 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数字社会研究需要新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与研究思
路，更有可能是数字社会带来的社会变革是全方面和根本性的，需要更深入地理解
与思考。当前的数字社会研究在诸多领域都有了一定累积，包括对数字社会生产过
程与生活消费的描述、对数字技术与社会生活互动机制的整理、对社交媒体使用与
社会心理变动的分析，也包括计算社会科学新方法的运用，以及在数字社会治理、

乡村振兴数字化等领域的现实研究与政策探索。所有这些，都提升了我们对数字社
会的认识与理解，也展现了应用数字技术推动社会建设的实践过程，对拓展学科领
域、推动学科知识积累有重要意义。

面对这样的历史发展机遇，我们应当从学科发展与知识体系更新的角度来推进
数字社会研究。数字社会研究绝不仅仅是探索已有社会学命题在数字技术推动下的
变化，更要认识到这是根本性社会变迁过程，新的社会机制也正在快速浮现。更为
迫切的任务是，要在经验观察与实证研究中，提炼崭新的概念，推动社会思想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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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邱泽奇：《大数据给社会学研究带来了什么挑战？》，钟杨主编：《实证社会科学》
第６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７—３１页。



生与社会理论的建构。只有这样，社会学学科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沿袭外来理论

传统与研究范式的状况，建立真正的本土学科知识体系。

（五）数字社会研究的初步展望

当前，数字社会展现雏形，在进一步开展经验研究的同时，数字社会研究至

少有五个方面的探索工作值得聚焦与推进。一是，从数字社会的社会事实中提炼

新的概念。例如，信息传播的 “信息茧房”、“回音壁”机制、“过滤气泡”、“信息

投喂”等，以及其他诸如 “算法黑箱”“数字鸿沟”等，都是对于特定社会事实与

社会过程的深刻描述与精当归纳，既能够简练概括又能够有效传递观念与思想。

二是，尝试给出整体性社会诊断。例如， “碎片化场景” “扁平社会” “加速社

会”① 等都是对数字社会极富启发性的理解与阐释，既能深化对于数字社会的认

识与理解，又能进一步推动数字社会的理论发展。三是，保持对数字技术发展的

反思立场。数字技术提升了生产效率、改进了生活品质，但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

响与后果。正如经典社会学家对于工业化的反思一样，数字社会研究也应从一边

倒地肯定数字技术带来的进步与发展中，辨识与提出根本性的社会变迁议题。四

是，赋予大数据分析额外的社会学意义。数字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数据

分析，社会学学者作为参与者应当积极投身其中。对学科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是

探索数据分析的社会涵义与社会启示。五是，积极投身到数字社会的建设进程之

中。数字技术给社会学家提供了影响社会大众与决策者、参与社会进程的便利。

数字社会研究的公共价值，不仅仅在于参与社会干预和解决社会问题，也应当成

为数字社会建设进程中的重要力量。

应当特别注意到，数字技术与数据是社会文化产物，构建新的社会样态的过程，

就是其与人们社会活动的互动过程。在整理与分析正在成形的数字社会的结构特征

时，以下不同层面的思考，有助于分析上述互动过程并探索研究思路。首先，在个

人层面，在场与不在场不再是个人能否参与社会活动的先决条件。通过数字网络，

人们可以远程即时出席各种线上会议、发表报告讲话、参与讨论决策。其次，在群

体层面，数字网络带来了更便捷的连接。但数字技术一旦用来限制特定群体接触数

字网络或者相关数字信息，则可能阻断他们与世界的连接，带来更严苛的排斥与隔

离。再次，在联结机制层面，数字网络孕育了各种新兴的社会群体，带来更多的社

会互动与社会身份认同。同时，它也分割了个人的注意力，导致个人参与群体活动

的碎片化以及社会互动的表层化。然后，在社会空间层面，数字网络拓展了人们的

相互交往，形成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与此同时，数字通信技术使得相隔万里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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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７—２８页。



能够即时进行交流，压缩无限延展的时间与空间，形成更为宏大却也更为紧凑的社
会空间。最后，在整体社会层面，真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相互交织、紧密互动，甚至
互为因果。线下的社会活动往往在线上社会媒体中展示出来，而线上的社会舆论压
力也较容易转化成线下的群体行动过程。

结　　论

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革命性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搭建了几乎可
以无限拓展的数字网络。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为数字技术
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进而重组了生产组织方式，重塑了生活方式，重建了社会结
构，再造了社会运转机制。与工业社会相比较，数字社会有完全不同的连接方式、

行为模式、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以及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经济
的高速增长与社会的长期稳定。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同步。

研究数字社会不仅仅能够提升对于社会变迁过程与数字社会运行规律的理解，还可
以帮助解释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提供重要参
考，为支撑经济继续增长与社会保持稳定寻求思路与方案。数字时代的社会研究面
对大数据的研究素材，需要创新研究思路、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与技术。当前开展
数字社会研究，中国有多重优势，不仅数字技术应用走在世界前列，还有世界上最
多的人口，有世界上最密集的人类活动，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数字活动数据。

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召唤伟大的社会思想与社会理论。没有思想与理论，就没
有清晰的学科发展前景和学科话语权；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思想与社会理论，就无
法有效概括、阐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历程与成就。面对数字时代社会变迁的
历史机遇，社会学者应当积极投入数字社会研究，并基于经验研究的积累，提炼新
概念、促生新思想、建构新理论，贡献关于数字社会研究的新知识。

〔责任编辑：李凌静　刘翔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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