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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博问政”实践的纵深开展，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几年，国内学者对“微博问政”的内涵、特点
及其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微博问政”存在的问题，探讨了推进“微博问政”良

性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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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关系研究中心、舆
情研究实验室发布《２０１１上半年度中国微博报
告》。据其统计，截至２０１１年７月６日，仅新浪微
博上，政府机构微博数达４９２０个，政府官员微博达
３９４９个。［１］１８另据不完统计，２０１１年，在人民网微
博、腾讯微博和新浪微博上，活跃的党政机构微博

有４００多个，官员微博有２００多个。［２］大量党政机
构和行政官员进驻微博，积极使用微博，促使“微博

问政”不断升温。与此同时，“微博问政”引起了诸

多研究者的关注。不少研究“微博问政”的论文逐

渐见诸于报刊杂志。但总的来说，研究者对“微博

问政”的研究正如“微博问政”的实践一样，还处于

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还颇少。我们以“微博问政”为

题名和关键词，检索 ＣＮＫＩ期刊数据库和学位论文
数据库、维普期刊数据库，只得到相关论文１０９篇。
其中，２０１０年 ８篇，２０１１年 ８８篇，２０１２年 １３篇。
在超星数字图书馆，我们没有检索到研究“微博问

政”的相关专著。因此，我们在这里对“微博问政”

研究作一阶段性总结，以期有利于“微博问政”理论

与实践的进一步拓展。

　　一　“微博问政”的内涵和特征

（一）“微博问政”的内涵

目前，学术界对于“微博问政”内涵的理解不尽

相同。代表性观点有三种：（１）“微博问政”是党政
机构和公务员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手段。如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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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认为，“微博问政”是网络问政的一种表现形式，

即指不按传统的亲临现场方式，而是通过网络工具

微博，运用网络技术进行参政、处理政务等活动。［３］

（２）“微博问政”即公民问政于党政机构和公务员，
其实质是公民政治参与。李少文认为，公众通过微

博向政府表达意见，政府机构及官员及时回应、答

复和处理。这使得公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以及经

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方式更加直接和有效。

微博成为公众参与的平台，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

“微博问政”。［４］１００－１０４（３）“微博问政”是指党政机
构和公务员与公民之间，就公共事务进行的双向交

流与沟通。杨守涛指出，“微博问政”这一以微博为

关键载体、以非面对面的双向信息交流为基本途径

的问政形式，在本质上仍然如电子政务或网络问政

一般，仅是一种技术之于公共目的的应用。［５］９赵癑

和许亮则认为，“微博问政”是一种新兴的网络问政

形式，是指通过微博这种新型的网络工具和虚拟手

段来进行参政、议政、处理政务的活动。［６］４１

通过分析学者对“微博问政”的理解，我们可以

从以下几个角度解析“微博问政”的内涵：（１）“微
博问政”的主体是党政机构、公务员和群众。同时

它们也是“微博问政”的客体。也即是说，主动提出

公共议题的一方为主体，回应者为客体。（２）“微
博问政”的内容是公共事务。如果党政机关、公务

员和群众，在微博上讨论的问题不涉及公共事务，

那么这种行为就非“微博问政”行为。（３）“微博问
政”的渠道是微博平台。它是一种新兴的网络问政

形式。（４）“微博问政”的过程，既是群众参政、议
政的过程，也是党政机构和公务员处理政务的过

程。因为，无论是群众问政于党政机构和公务员的

过程，还是群众回应党政机构和公务员的问计过

程，都是参政议政的过程。同样，无论是党政机构

和公务员问计于民的过程，还是它们回应群众提问

的过程，都属于党政机构和公务员处理政务的过

程。因此，我们认为，“微博问政”是指党政机构、公

务员和群众，借助微博这种新型的网络工具和虚拟

手段，就公共事务开展的参政、议政和处理政务的

活动。

（二）“微博问政”的特征

蒋东旭将“微博问政”的特征概括为：文本的碎

片化、恰当的传播距离、草根性和平民化、公众议程

影响力增强。［７］陈潭认为，“微博问政”具有多样性

和多重性、开放性和互动性、无过滤性和非制度性

等特征。［１］１８王庆指出，除了基于网络信息的即时、

互动、海量等特征外，“微博问政”的独特优势还有

如下三点：表情达意无压力、传播效果无限量、思想

传递零距离。［８］２１－２５万笑影认为，“微博问政”因具

有强节奏、强交流，新技术、新制度，低门槛、低成本

的特征，使得其在网络问政中似有独领风骚之

势。［９］李少文和秦前红则认为，“微博问政”具有如

下特点：无中心化、信息海量化、大众化、匿名化、互

动性强、多媒体色彩，等等。［４］１００－１０４总体而言，上述

论点都描述了“微博问政”的一些基本特征，有助于

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微博问政”的本质特征。

但是，不足之处在于，这些概括似乎没有将“微博”

的特征和“微博问政”的特征区别开来。有些论者

将两者等同视之。另外，这些阐述，似乎也并没有

辨别“微博问政”的特征和网络问政特征之异同。

有些论者对“微博问政”特征的描述，也可以用之于

描述博客问政和 ＱＱ问政等其它网络问政形式的
特征。

　　二　“微博问政”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
影响

　　“微博问政”的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建设有着紧
密联系。“微博问政”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微博问政”

有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

“微博问政”为政府和公务员开辟了征集民意，

问计于民的新通道，有助于其决策科学化、民主

化。［６］４１－４３充分地了解民情，是政府决策科学化、民

主化的前提。“微博问政”能够有力推进党政机构

和公务员全面了解民情。例如，在２０１０年两会期
间，许多代表就纷纷开通微博收集建议和意见。微

博让他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民意、倾听民声。全

国政协委员何水法在新浪网发出第一条两会微博，

三天收到群众建议近万条。［１０］这为科学决策提供

了源头活水。另外，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如房价、

医疗改革和官员财产公示，等等，也是通过微博，才

形成重大议题，引起党政部门重视。正因如此，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指出，我们在行政

决策过程中，要积极采纳“微博问政”过程中群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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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一些好建议。［１１］总之，微博开通了全天候的民

意通道，它对决策领导力、过程、方式、沟通机制、效

果评价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政府和公务员增强决

策和执行合法性的重要方式；［１２］有利于党委、政府

察民情、集民智、解民忧，有助于决策的科学化、合

理化和公开化。［１３］１９５－１９７

“微博问政”有助于党政机关及时向社会发布

公共事务信息，提高处理重大公共事件、紧急突发

事件、群体性事件的绩效。２０１１年的２月２４日晚，
一股恶臭席卷嘉兴市上空，而论坛、微博上关于恶

臭的帖子则大热。嘉兴市环保局局长章剑连夜出

动排查，并同时连续发布数条微博，直播嘉兴市环

保部门调查恶臭过程，及时化解公众的恐慌情

绪，［１３］１９５－１９７这无疑也有助于缓解舆论压力。２００９

年昆明市螺蛳湾批发市场发生群体性事件，云南省

政府立即开设“微博云南”，在微博上与“粉丝”进

行交流，对事件做及时的解说，变被动为主动，网络

上没有即刻形成铺天盖地的舆论风潮，政府通过微

博迅速应对了突发事件。［１３］１９５－１９７同样，党政机关还

可以通过微博宣传介绍各项政策和法规。如，为了

让计生政策宣传更加到位，广东江门环市街道办事

处石冲社区就开通了以“石冲社区计生协会”为名

的微博；［１４］河南省鹤壁市国税局为了宣传税收政

策，解决纳税人难题，２０１１年也开通了网易微博
“鹤壁国税”。

“微博问政”有助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热情，对

我国公共领域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微博问政”

能够有效拉近公务员与群众的距离，激发群众的参

与热情。“微博问政”能够减少信息流通的中间环

节，避免信息失真，消除群众与党政机构和公务员

之间的误解，进而增强官民互相信任，增强群众的

政治参与责任感。［１５］另外，“微博问政”需要领导干

部摒弃陈旧的话语体系，学会用生活化、口语化、个

性化的语言与人民群众进行沟通。这无疑会让民

众感到亲近。［１６］另外，群众通过微博进行问政，对

党政机关和公务员进行监督、批评和检举，是公民

依法行使《宪法》规定的监督权的具体表现。总而

言之，“微博问政”有利于群众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

构建，改善政府治理结构，建立长远有效的公共政

策体系。［６］４３

　　三　我国“微博问政”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一）“微博问政”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微博问题”存在参与主体缺位问题。

（１）从国家机关与公务员角度来看，一些党政机构
和公务员对“微博问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们

仅仅把微博当做一种聚敛人气和制造政绩的工具，

将 “微博问政”作为一种时髦，［１７］开通不久便被废

弃。另外，有些党政机关和公务员的问政能力不

足，面临失语的风险。他们迫于无奈被动接纳“微

博问政”，虽然开通了微博账户，但是“不会使用”

“不太了解”等问题比较突出。［１８］２１－２５（２）从民众角
度来看，不少人对“微博问政”持怀疑观望态度。他

们总觉得“微博问政”是官员作秀的平台，其中充满

炒作、吹捧和包装出来的虚热成分，也充斥着微博

推广商的夸大其词和媒体对新生事物的过度追

捧。［１９］同时，由于互联网在全国各地区发展不平

衡，广大农民和生活在不发达地区的民众还无法通

过微博来表达意见和诉求。［６］４２

其次，“微博问政”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某种情绪

化和偏激化的表达倾向。微博因其表达平台的自

由性、信息发布的简短性，使得公务员和普通民众

表达更为直接，反映的情绪更为外露。这种情绪可

能带有一定的非理性成分。［２０］特别是，在对待一些

较为敏感的公共事务问题上，激烈的言辞会使个人

的偏激行为扩散为非理性的社会情绪。［２１］

再次，“微博问政”中存在信息失真问题。（１）
信息缺失。一方面，在“微博问政”过程中，许多比

较复杂的问题，内容较为丰富，而微博能够发表的

字数有限，很难一次把信息发布完整，这可能会引

起信息缺失。［２２］另一方面，“微博问政”的运作后台

掌握在政府机构手中，一些有关公共事务的负面信

息难以通过审核，进入问政视野。［２３］（２）信息混乱。
有的政务微博账户由多人轮流维护，造成信息混

乱、观点矛盾。［１８］２１－２５另外，有些普通民众随意发表

未经核实和认证的公共事务信息，也容易引起信息

混乱。

最后，“微博问政”制度化建设不足。尽管我国

已出台一系列有关公民参与的法律规定，但是，还

缺乏规范“微博问政”等网络问政方式的专门法律、

法规。各级政府部门也没有专门制定规范“微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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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等网络问政方式的政策、规章和制度。［６］４３我国

网络传播立法建设远远落后于网络传播本身的发

展速度。［２４］

通过分析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不少学者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微博问政”存在的

一些关键问题，有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解

决。不足之处在于，鲜有学者深入分析“微博问政”

的程序问题和我国信息管理体制、机制问题。然

而，这些才是根本性的问题。

（二）“微博问政”的发展对策

与上述“微博问政”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视角

基本一致，当前国内学者提出了如下推进“微博问

政”良性发展策略：

首先，提升“微博问政”主体能力和素养。（１）
从公务员角度来看，一是要转变观念，做好自我角

色定位。［２５］要释疑解惑，当好宣传员；要上传下达，

当好监督员；要总结梳理，当好信息员。［２６］１４二是要

加强网络知识的学习，夯实“微博问政”的知识基

础。三是要勇于实践，提高网络语言艺术，提升网

络素养。［２６］１５（２）从民众角度来看，第一，加强网络
伦理建设，对公民进行网络道德教育，提高其网络

道德责任感，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第二，提

高民众的道德自律意识，强化其主体意识、责任意

识和规范意识。［６］４３第三，提升民众法律意识，减少

非理性的无政府主义行为。

其次，健全“微博问政”体制和机制问题。有论

者提出，需要健全舆情评判机制、言论审核机制、追

踪问责机制和议程设置机制，等等。［８］２５也有论者认

为，健全“微博问政”体制和机制，主要涉及渐进发

展、实名认证、跟踪考核、表达自由四个方面。［５］９还

有论者指出，健全“微博问政”机制，关键是要建立

信息公开机制、群众权益保护机制、激励约束机制、

科学评估考核机制，等等。［２７］

再次，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制和约束“微博

问政”。加强“微博问政”立法，不仅能够将公民的

参与权及其实现细致化，也能有助于控制政府和公

务员的公共权力。［２８］第一，在遵循网络立法适时

性、整体性、针对性和国际性原则的基础上，创制一

部结合网络技术和政治民主的基本法律。内容上

看，既要规范网络秩序，又不能妨碍公民政治参与

的自由。［４２］第二，梳理和理顺现有“微博问政”相关

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第三，学习国外先进经验，

制定规范微博问政的管理条例。［２９］

上述推进“微博问政”良性发展对策，为“微博

问政”实践提供了参考路径。但是，大多数研究者

提出的这些策略，是依据“微博问政”存在的问题所

进行的应然的、宏观的推导，缺乏可操作性。如，公

务员如何转变角色？民众如何提高道德修养？如

何健全“微博问政”的某一机制？等等，具体实行起

来就十分复杂，是很宏大的问题。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微博问政”研究，除了上

述方面的内容，还有不少研究者就两会微博、公安

微博等进行了研究。例如，刘劲青对公安“微博问

政”进行了研究［３０］，朱费伽探讨了两会“微博问政”

问题［３１］。此处囿于篇幅，不再详述。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微博问政”已

深刻地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特别是民主政治生活的

方方面面。诸多研究者也对“微博问政”研究产生

了浓厚兴趣。目前，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微博问

政”的内涵、特征、存在的问题和策略、对民主政治

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其中问题和对策是研究的重点

和难点。这些研究，为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

良好基础。但是，总体而言，当前的研究还处于初

级阶段，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框架。在研究特点

上，许多研究者还热衷于现象的罗列，缺乏理论深

度，更缺乏对于“微博问政”理论和实践的反思性或

哲学式探讨；许多研究者只注意到了从政治学角度

进行研究，缺乏管理学、法学的视角，更缺乏心理学

和生物学视角；相当多的研究者缺乏国际视野，很

少联系国外“微博问政”理论与实践来研究我国的

“微博问政”理论与实践；对“微博问政”在某一特

定领域的应用研究不够，等等。因此，我国“微博问

政”研究至少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一

是在研究对象方面，要进一步厘清“微博问政”的概

念，探讨“微博问政”的特征，以及“微博问政”的运

行机制等问题，使“微博问政”研究向纵深方向迈

进。二是在研究方法和手段方面，要对“微博问政”

进行心理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研究；要积极采用定

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规范研究和实证

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方

法及系统研究的方法；要有效地利用社会科学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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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工具。三是要加强比较研究，特别是要努力研

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微博问政”理论与实践，从中吸

取鲜活经验，为我所用。另外，我们还要加强对“微

博问政”在具体应用领域的研究，如微博在工商部

门、公安部门、财务部门、人事部门等领域应用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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