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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30 年中国互联网的创新传统

28 年前的 1996 年, 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 “瀛海威时空” 在中关村南大门树立的广告牌上, 写着这一

段豪言壮语——— “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 向北 1500 米———瀛海威时空” 。 站在中国互联网 30 年的

历史节点回望, 这些动人的故事诉说来路, 也折射互联网与中国社会相互嵌入、 密切互动所形成的清晰的

创新图景。
借鉴分析传播创新内在结构的框架, 我们可以从政治领域创新、 社会领域创新、 文化领域创新、 经济

领域创新、 媒介形态创新五个维度瞥见中国互联网创新的 “脉动” 。 例如, 互联网催生了城市留言板、 网络

问政、 网络反腐等政府与民众对话的新渠道、 新途径, 并推动政府部门打造新媒体矩阵, 找寻与民众沟通

的补充性通道; 互联网催生的 “网络化生存” 或 “数字化生产” , 重构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精神世界; 互联网

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工具与关键场域, 而网络文化参与塑造的数字

文明是当代人的重要文化贡献。 此外, 互联网也激发了中国自主知识生产的创新。 不难发现, 互联网创新

构成社会创新的耀眼光束。
总的来看, 中国互联网的创新以技术进步为牵引, 以国家需要和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技术开发者与爱

好者、 企业家、 互联网管理者、 互联网用户等为主体, 是中国社会与互联网互动过程中集中迸发的活力和

能量。 互联网创新在不少时候作为引擎, 推动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塑造着中国人的互联网观念以及时代

精神。 这一过程也改变着互联网, 使其具有了 “中国气质” 。 在创新创造的过程中, 中国互联网一直 “睁眼

看世界” , 也一直是其他国家或地区学习的对象。 其创新创造过程, 本是一个全球沟通和互惠性理解的

过程。
在互联网创新中, 规模巨大的网民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方面, 规模高居世界第一的中国网民构成互

联网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的市场, 创造着互联网发展的社会需求。 另一方面, 网民对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

应用有着诸多自主性的使用, 有时甚至偏离了技术设计者和互联网公司的 “初衷” , 但扩展了互联网创新的

适用场景与功能作用。 这些创新性使用体现了网民的集体智慧。 从某种程度上讲, 互联网创新应当以公众

创新为动力, 而公众创新以变革的姿态开展政治参与和社会交往, 创造资源共享与网络经济的空间, 是一

种分布式的创新, 也是一种渐进式的、 迭代式的创新, 具有极大的韧性与活力。
互联网创新一直同步抵制、 淘汰 “伪创新” 。 受制权力、 商业与技术等因素, 虚假创新也不时干扰实在

的互联网创新, 带来了不可低估的社会危害。 伪创新的存在, 既说明互联网创新的不易, 也表明将创新仅

作为一种 “手段” 使用, 而不是一种合目的性的社会实在, 是危险的。 不过, 随着互联网创新进入改革的

深水区和激烈的竞争环境, 需要持续鼓励互联网创新试错、 容错。 我们所书写的互联网创新史, 不应只是

成功者的辉格史, 而且还应是一部探索者前赴后继、 创新创造的勇气史、 奋斗史与经验史。 我们需要为试

错的、 容错的、 失败的互联网创新提供土壤与掌声。
当创新成为一种传统, 它构成了中国互联网一种可贵的品质, 并具有全球共通性。 站在中国互联网 30

年的历史节点, 如果尝试进行阶段性的概括, 则这种创新的传统可以归纳为: 在关注全球趋势和本土问题

的目光中, 技术进步的潜力和社会需求的动力相互激荡创新潜能, 技术开发者、 市场力量、 管理方以及民

众等联结的互联网 “创新共同体” 形成共享的目标以及实践的方案, 通过鼓励措施、 试错空间、 容错环境

和纠错机制而 “生下” 创新。 创新创造, 是中国互联网的所向, 也是前行的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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