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目：新技术的使用能否突破社会结构的屏障，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根据“给定资

料 2”，谈谈你的看法。（20 分） 

要求：（1）观点明确，有理有据；（2）论述全面，语言简明；（3）不超过 250

字。 

2.新技术有没有可能穿透社会结构的屏障？这是某大学社会学系 G教授关心的问题。

她比较关注社会当中的普通人怎样生活，怎样面对新技术、新媒体，新技术是不是促进社

会转型的决定性力量。 

2014年某研讨会上，G称自己一直比较关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比如新生

代农民工如何使用信息技术。当时她和她的团队曾经对此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新技术可

能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融入社会。 

“按照常识，如果大家是在同一个社会时空中生存，拥有同样的硬件条件或者数据终

端，按道理来说可以平等地获取信息、资源、各种各样的机会。从理论上说，非常有利于

消除城乡之间的社会鸿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公正。”她说。 

但经过实际研究，她发现，现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在新技术的使用中，城乡之

间显现出非常明显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来自《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凡

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的现象，常常被用以描述社会生活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 

事实证明，信息技术的发展，只是在一定程度或者相当程度上填平了——比如普通人

和彻底掌控信息的垄断者之间的某种鸿沟。但从现在看来，新技术能否穿透社会结构的屏

障，还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观察。 

不过，G还是认可了信息技术为农民工带来的一些改变。G大体上从三个方面观察农民

工使用信息技术的情况，包括新媒体和自媒体。 

首先，从他们日常生活的使用情况来看，信息技术确实给他们的生活、交往，特别是

给他们就业求职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作用非常大。超过 2.6亿的农民工“流散”在全国各

地，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缺失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基本生活内容，是靠信息勾连起的

“孤独个体”。他们通过手机、互联网等，获得娱乐、消费，甚至精神的寄托和心理抚慰。

这些人背井离乡，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是分散的，甚至一年见不上一面，基本上是

靠通信来维系家庭和亲属关系。更不用说在他们求职、经营自己的小买卖等工作机会方

面，信息技术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从这个角度来讲，技术对他们生活有很大帮助和改

变。 



第二个方面，从表达的角度来看，一般来说，农民工群体平时没什么表达渠道，在原

来的状态下，他们的声音基本上是不会被外界听到的，但是有了新媒体技术以后，他们不

仅拓展了视野，转变了意识，而且有了表达的渠道，G把这种方式视作一种主体性的表

达。 

第三个方面更为重要，从信息技术和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的集体行动角度来看，你会

发现信息技术真的非常的了不起，比如他们可以即时调用各种所需要的信息、知识以及各

种经验。他们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在没有领头人的情况下，用 QQ群建立维权组织；同时

他们通过信息技术更容易获取外界的声援和帮助。有的农民工说，如果没有自媒体技术，

他们自身的权益就不可能得到外界更多的关注。 

G认为，也不可因此过度夸大信息技术的作用，因为线上和线下一定要结合起来才会

有作用。农民工在互联网上虚拟的团结需要和他们已有的传统人际网络、社会关系产生联

系，需要和他们所在工厂、企业的组织管理机构有直接关联。 

更重要的是，当农民工从互联网这类新技术中获益的同时，那些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资

源的人们却有能力从新技术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从长远来看，两者之间的收益差距实际上

拉大了，而后者所增益的部分，大概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从农民工身上获得的。 

  



参考答案： 

新技术目前还不能突破社会结构的屏障。 

一方面，新技术确实有助于消除城乡和阶层间的不平等，以新技术对农民工的影响为

例：1.为农民工生活交往、就业求职带来便利，获得娱乐消费、精神寄托和心理抚慰，维

系家庭关系；2.使农民工拓展视野，转变意识，获得表达渠道；3.农民工可即时调用所需

信息、知识以及经验，建立维权组织，获取外界帮助。 

但另一方面，新技术也使城乡之间出现马太效应，造成两极分化，拉大收益差距；而

且必须线上线下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所以，新技术能否穿透社会结构屏障在未来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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