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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政府创新社会沟通 政务微博何以有为
’

丁 杨

重庆工商大学 宜传部 重庆

摘 要 ： 创 新社会沟通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 面 。 当前 我 国政府利 用政务微博

这一新型媒介工具促进社会沟 通的成效不佳 ，
究其原 因

，
既有主观意识 问题

，
也有 网 络公共性

受限等 因 素 。 新媒体 时代 政府及公务人 员要借助政务微博实现有效的社会沟通 ，
需要从加强

制 度建设 、提高信息质量 、缩 小
“

数字鸿沟
”

等方面做 出努力和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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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政务微博的兴起 ， 搭建 了
“

民众 问 问题广泛听取公众意见 ’
民众 自 然顾虑重重 政府

政
”

与
“

政府施政
”

的沟通新渠道 然而 实际效果 施政缺乏社会沟通 ， 民众意见表达不畅共同点燃

却不是很理想 如何借助政务微博这
一新型媒介 了群体事件发生 的导火索 。

“

什邡事件
”

带来的

工具促进社会沟 通 是 当前亟待 思考和 回 答 的 启示是 在现代民主社会进程中 ，政府须转变传统

问题 。

“

刚性
”

管理模式 加强
“

柔性
”

管理 增强政府与

一

、 当前政府社会沟通存在 的 主要
社会组

，
及民众的主动对话 、沟通 、协商意识。

二
） 沟通渠道不畅

费孝通先生 曾经指 出 ：

“

政治体系是不可能

邡‘为例 。 年 月 日
， 由 于

的

担心四川省什邡市宏細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
意味着必须有某种方式的从下向上 的平打轨道 。

个完善的体系必须保证这样 的
‘

双轨？
， ⑴

目

什邡市
，

、市政
巧

集 ’并最终
，
变 体

前 ，我国政府上情下达的渠道较发达畅通 ，而与之
件 。 ■生正■起 当■■

相对应的下情上传的渠删显得不那么畅通 。 虽
■入 ’

綱论上民众并不缺乏反映意见 的渠道 ，
比如人

及城市建设发展的 事务享有知情权和决策参 大 、政协輸的发挥 ，还有細勝 、政府 网站 、公
权 。 宏达什邡钼铜项 目 投资金额高达百亿 ， 并称 开信箱 、投诉电话等等 ，

但由于 回复时效性弱 、信
通过国家环保部审批 。 但由 于该项 目 的环境评价 息过滤失真等 因素 在现实生活中 民意表达渠道

报告不公布 ，政府 与企业又没有提前就项 目建设 往往未能实现完全真正顺畅 ， 这对 民众通过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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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表达意见 的积极性无疑是致命打击 。 由此 ， 属于
“

可有可无
”

的
“

鸡助信息
”

。 以 年 月

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的 凸显 ， 民 众在正式渠道诉 日这一天为例 对 上海发布发送的信息进行

求无果的情况下 ，更愿意尝试静坐 、堵路 、罢工 、游 内容归类 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

是生活服务

行等体制外 、成本低 、见效快的意愿表达方式 。 可 类 如畅销书推介 、文体活动宣传 、交通安全提示 、

见 ，政府在社会管理中 ，为了营造和谐 、有序 、稳定 天气预报等 。 二是新 闻报道类 ， 如
“

殷
一

璀 当选

的环境 ， 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是当务之急 。 上海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 ，
杨 雄当选市长

”

。 三是

三
） 沟通诚意不足 文件政策类 （ 与新闻报道界 限模糊 ） ， 如 《上海市

人与人的交往有诚意才长久 政府与 民众的 商品包装物减量若干规定 》今天起正式施行 。 虽

对话沟通 同样需要彼此的诚意 。 目 前 政府在社 然 ，政务微博的管理者在发布上述信息过程 中使

会沟通上诚意不足的表现之
一

是政府信息公开缺 用了大量网络语言 ， 力 图做到亲民 但 由于发布内

乏诚意 。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 主体 天然具有信 容与公众利益相关重要性不足 ，信息不具备独家

息优势 ，在与普通 民众信息不对称的态势下 要实 优势 ，最终还是无法吸引广大博友 。

现有效沟通 ，政府信息公开是前提和基础 。 我国 此外 信息发布 中还存在一个突 出 问题——

于 年施行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 民众起初
“

推送
”

意味比较重 即使因上海
“

两会
”

召开而开

是满怀期待但后来却诟病不断 其 中缺乏诚意恐 设的关于
“

文化上海
”

的
“

微问答
”

系列微博 ， 仍存

怕是主要原因 。 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 在较重的宣传色彩 如 《 微问答 ： 市民文化节 月

治 国情调研组完成的 《关于
“

年政府信息公 启幕》等等类似 的微博没有 征求 民 意 、互动 问答

开工作年度报告
”

的调研报告 》 显示 ，

“

影 响社会 的意味 更多只是单 向的信息推送 ，本质上属于政

稳定
” “

涉及 国家秘密
”

等理由成了政府信息拒绝 府宣传信息 。

公幵的借 口 。 政府社会沟通诚意不足还表现在对 上海发布 内容建设上存在的 问题 ， 同样也

待民众的诉求 、建议 、批评 、曝光等 拖沓 、随意 、推 存在于其他政务微博 。 笔者通过搜索 平安北

托 、搪塞等现象依然大量存在 。
京 、 成都发布 、 南京发布 （新浪十大政务机构

、

一 舰城 丄 人 、⋯文 ⋯从从 山
微博排名第 、 、 位 ）

如 年 月 日 发布的微
、影响政务微博社 沟通功效 的主

博 ，发现同样存在转发量 、被评论量低 的 问题 ，所

胃因 发布内容大致在生活服务 、新闻报道 的框架内 并

微博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媒介 具有开放 没有充分利用政务 微博平 台 ， 实现
“

问 需 于民
”

性 、平等性 、便捷性 、互动性等特征 这些特点从理 “

问政于民
” “

问计于民
”

，社会沟通有名无实 、收

论上分析 ，是有助于政府利用微博促进社会沟通的 。 效甚微 。

但在实际操作层面 ，政府利用政务微博进行
（
二

） 微博平台不等于理想公共领域

社会沟通 的实际成效却没有想象 中那 么好 。 以 网络空间具有公共领域的最根本特性
——

公

《 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 》评选的 十大政务机 共性 因此它属于公共领域 而且是当代 中国公共

构微博排名第
一 的 上海发布为例 。 笔者随机选 领域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

⑴
但 由 于网络空间公

取 年 月 日 、 月 日 ， 年 月 日 共性具有
一定限度 ， 因此 ，它又不是当下 中国理想

这三天进行数据统计 上海发布三天共发原创 的公共领域 ，微博平台作为网络空间 的一部分 也

微博 条 ， 被评论量过百的微博仅 条 对于拥 难逃这一宿命 。

有 多万粉丝的 上海发布来说 ， 这样的被评 信息接收受限

论量是十分微不足道的 ， 深入沟通显然也是不成 微博开辟 了
一个便捷 、 开放 的信息发布接收

立的 。 那么 具体是什么 因素影响 了政务微博的 平台 ，它赋予普通百姓更大的话语权 再加上微博

社会沟通效果呢 ？ 传播
“

核裂变
”

式的效应 导致信息的无限激增及
一

） 政府
“

推送
”

网民乐意
“

接受
”

交叉重复 ，加大 了微博空间 的信息噪音 。 冗余信

还是以 上海发布为例 仔细研读其发布 内 息的大量存在 必然造成有价值信息 的接收强度

容就会发现
一

个
“

顽疾
”

， 那就是发布 的信息大多 衰减 。 目前 ，普通微博用户关注人数少则几十 ，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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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成百上千 ，假设政务微博是其关注对象之
一 一

务微博的髙效有序运转 ，对其影响力 、公信力也造

个时间段内所关注用户发布的信息越多 那么政 成了较大的伤害 。 造成原因主要在于政府部门重

务微博的信息被读取率就会越低 。 微博空间信息 视程度 不够 ， 认 识不到 位 ， 开通 属 于
“

应 景之

接收受限 势必影响政府与民众以及民众与 民众 作
”

， 尚未形成很明确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

之间通过政务微博就公共事务展开对话交流 。 微博作为开放 、便捷的社会化媒介 ， 政府若
“

巧

理性对话受限 用
” “

善用
”

是有助于加强社会沟通 的 这一点应

经验的共享 、理性的商谈是理想的公共领域 该毋庸置疑 。 因此 要充分发挥出政务微博社会

范型的本质 。 但在微博平 台上 ， 大量用户在
“

马 沟通的功效 首先要解决政务微博管理运行的体

甲
”

的掩护下 错把偏激当个性 ， 围绕社会公共事 制机制问题 明确管理机构 、管理职责 、考核指标 、

务所需的理性商谈被大量漫骂 、恶搞所取代 ， 网络 奖惩制度等等 ， 只有建立了科学的制度体系 ，政务

空间成 了
“

狂欢场
” “

暴政地
” “

泄愤所
”

，使得政 微博才可能走上有序发展的快车道。

府与公众难以就公共事务展开理性对话 ，
几乎每 （

二 提离信息质量

一次公共事件的发生 、每一个公共话题的讨论 ， 都 当政务微博作为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渠道时 ，

会伴随网络群氓的骚乱 。
它属于媒介范畴 当把它看作信息发布平台时 它

造成原因主要在于当代中 国公民政治文化发 就属于媒体范畴 。 显然 政务微博只有先做好媒

展滞后 公 民精神 的缺失 。

“

当人们 只从一个角 体的角色 才有可能成为沟通政府与民众的媒介 。

度去看世界 ， 当人们 只允许世界从
一个角度展现 因此 ，要提高政务微博的社会沟通功效 信息

自 己时 ，公共世界就走到了尽头
” 质量是关键 ，这就需要回答政务微博

“

发布重点

存在
“

数字：鸿
、

沟
” 是什么

”

的 问题。 是生活服务信息 ？ 是热点新

数字鸿沟
”

是
“

不 同社会经济水平 的个人 、
闻 ？ 抑或政策文件？ 如果上述内 容是重点 ，那么

家庭 、商业部门和地理区域 在接人信息和通信技 政务微博和政府 网站 、新闻网站的区别在哪 ？ 回

术和利用互联网从事各种活动 的机会上存在的显
答政务微博发布 内容的重点问题 ，其实也是在回

答政务微博的核心价值问题 ， 政务微博是县花
一

微博理论上是开放 自 由的 ， 每个人都有平等
现

，
还是舍我其谁 ，关键就在于解决发布什么 、沟

的使用权和话语权 。 但 由于网络资源分配不均衡
册么的问题 。 笔者认为 ，

政务微博既然 由政府

以及个体在经济 、文化 、社会地位 、关系 网等方面 机构和政府官员 所开 ，那么它就具有政府第
一

手

的差异 造成了媒体接入能力 、信息 判断利用自
信息的资源 ， ■关法律法规以及

力 、舆论影响能力等方麵差异 ，微博空间实际存
风险的原则下 ，加强信息公开是必然选择 ， 只有政

在较明显的
“

数字鸿沟
”

。 当
“

信息弱者
”

无法进
府真心诚意地向社会公开与公众利益联系紧密的

入醜空间或进人后无法有效发挥公共事务的商
信息 ，不断提高信肩、公开质量 ， ±

巧
、想地

“

问

讨能力 ， 那 么眺 公共纖 的公共性就大打折 貯民
” ‘ ‘

问計 民
” ‘ ‘

附于民
”

，
瓶过微博

平台综合 、分析 、研判社情民意 ， 政府与民众的社
°

会沟通才可有效并且长久开展下去 。

三
、借助 政务微博促进社 会沟 通 的

（
三 縮小

“

数字鸿沟
”

对策 目前 ，无论是微博使用群体 还是网 民 的理性
—

完善制度建设 分析能力 以及话语影响力都存在较大的局 限性和

制度是保障
一

切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的前提和 不均衡性 ，这些都束缚了微博空 间作为公共领域

保障 。 目 前 政务微博在开通 、命名 、管理上存在 的构建 。

诸多
“

乱象
”

， 想幵就幵 想关就关 命名方式层 出 根据 互联 网数据 中心发 布的 中

不穷 ，信息发布随意性大
“

僵尸微博
”

仍有存在 ， 国微博蓝皮书显 示 ， 中 国微博用户通过智 能手机

没有发挥出政务微博在加强信息公幵 、 引导社会 进行访问的用户达到 了 ，微博用户正在大

舆论 、促进社会沟通等方面的功能 严重影响了政 规模向移动端迁移 。 此外 根据 《 中 国手机网民



重庆工商大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 卷

上网行为研究报告 年 月 ） 》显示 ，手机网 媒体等多方面的力量 营造关心社会 、理性表达 、

民主体呈现年轻化 、低学历 、偏城镇用户的特征 。 辩证思考的氛围 ， 把个人的一言一行融人社会的

岁青少年用户 占 比达 。 低学历水平 大发展潮流中 。

用户是手机网 民的主体 其中 初中学历手机网 民

占 比 高 中学历手机网 民 占 比 。 城

镇用户在总体手机网 民中 占 比 ， 高 出 乡村 参考文献

手机网 民 个百分点 。
费 孝 通 中 国 冲 士 北 京 ： 中 国 社 会科 学 出 版

因此 要提升政务微博的社会沟通功效 还需

要在扩大微博使用群体 ， 提升公务人员 和网 民 的
琳金林 论网 络 空 间 的政治 沟通 社会科学 ’

■素养等多方面做出努力 。 对于扩大微博使用
络

”

空 间 的政治 沟 通⑴ 社会科学 蕭
群体 笔者认为

一方面需要加大宣传 ，使微博走进
（

平常百姓的心里 ，使政务微博在 民众当 中 的知晓 美 汉娜 阿伦特 竺乾威 等 译 论人的 条件

度 、接受度更高 。 另一方面
，
政府需要主动做文 上海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章 。 笔者所在城市的某
一区县 ， 为了做好 民间舆 汪明峰 互联网使用 与 中 国 城市化

——

“

数字鸿沟
”

的

情信息的收集工作 政府拿出专项资金 ，在全县的 空 间层面 社会学研究

出租车司机中选拔舆情信息员 ， 为 当地政府提供 林正芳 社会管理创新的微博 问政 重庆 邮电 大学

百姓 日 常的所思所想 ，
以便于政府改进工作 。 这 ，

一实践 ，也可以在扩大政务微博参与群体上做出
祝阳

’等 微博的政治影 响研 究⑴ 重 庆邮 电 大学 学报

尝试 。 对于公务人员 和网 民 的媒介素养提升问
中 国微博 用 户 超 亿九成用 智能机访 问 新

题 笔者以为一方面需要依靠系统 、操作性强的法

律法规 规范网络行为 。 另一方面 需要培育公民
’

：

健康理性的政治文化 通过整合政府 、学校 、社区 、

（ 任编校 ： 石 泳
）

：

：

， ，

： ； ； ； ；

① 数据来 源 于 《中 国 手机网 民上 网行为 研究报告 （ 年 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