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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共领域视角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
———政务微博话语权研究系列之七

梁摇 芷摇 铭
(钦州学院 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钦州 535099)

[摘摇 要] 摇 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互联网络技术成熟、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既是民主政

治的产物又是民主政治的推动者,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构一个公共领域,推动着民主政治的发展。 作为新生事物,网络新

闻发言人制度也存在着缺乏理性的参与主体、缺少反馈的单向传播、增加信息传递的失真等诸多不足之处,应从队伍建设、信
息发布、舆论引导、机制完善等多渠道多方面采取措施加以规范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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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09 年 6 月 2 日,安徽临泉县要求各单位确定

专人担任网络发言人。 9 月 18 日,广东省委办公厅

公布了设立全省首批网络发言人的各省直单位。 一

时间,多个省份的政府网络发言人闪亮登场。 网络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通过网上发布新闻、与网民在线

交流等方式,对网友在网络互动平台反映的诉求、质
疑和建议进行收集、整理、办理、回复和公开说明的

一项网络问政制度,是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拓展和

补充。 它旨在信息的收集、传递和反馈上更为便捷

和快速,旨在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高公共决策

的科学性,并由此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1]。 网络新

闻发言人便是这项制度的具体实施者。

一摇 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产生背景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

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 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

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冶 [2] 网络新闻发言人的出现,
既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管理提出的新要求,也是

党和政府自身发展以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生动

体现。
一是经济体制的改革。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篇章。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

度的确立、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的陆续引进,接
受洗礼的传媒业开始了自身体制机制的变革,从事

业化机制走上事业管理、产业经营的现代化道路。
竞争是市场化的孪生儿,在市场化的大众传媒的激

烈竞争下,习惯了一元化党报体系结构的传统媒体

不得不重新调整市场战略,新闻也就不能仅仅局限

于以往模式的自上而下的宣传,它呼唤一种双向互

动的交流。 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应运而生,它既代

表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地发布要闻,又代表民众自下

而上地反映舆情,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架起了信息沟

通的桥梁。
二是互联网络的成熟。 中国自 1994 年加入国

际互联网,1995 年正式向社会开放网络和介入服务

以来,互联网呈现飞速发展的局面。 2008 年是互联

网在中国继续快速发展和普遍应用的一年。 据中国

互联网信息(CNNIC)第 31 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截至 2012 年 12 月,中国网民数量达到 5. 64
亿人,手机网民规模为 4. 2 亿,而微博用户数量则从

2010 年底的 6311 万爆发增长到 3 亿,成为用户增

长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 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

际网三大重点国家新闻网站,新浪、搜狐、网易、腾讯



四大商业门户网站,累计每天新闻更新超过 2 万条,
日均信息浏览量超过 20 亿次。 互联网已经成为中

国公民认识和了解事物的窗口。 2008 年 6 月 20
日,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互联网

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

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

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冶
政府与网络的联合势在必然,网络新闻发言人理所

当然地成为政府与网络结合下的新生儿。
三是民主政治的发展。 1992 年邓小平的南巡

讲话正式宣告中国将告别计划经济时代,进入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代。 中国经济政治改革和社会

主义市场体制的逐步确立,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

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原有的社会政治权力

关系和利益关系不断被调整和重构,政治模式已经

从总体上发生转化,它从传统的全能主义政治转变

为现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现代民主政治强烈呼

唤公民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政府职能

的转变更需要履行决策管理职能的政府在行使权力

的同时受到公众监督。 舆论监督于是被提上日程,
网络新闻发言人能最直接、最高效地反映舆情,促进

政治民主化。 从政府公共关系的角度来看,民主政

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政府与公众和社会关系

的和谐、平衡。 政府能否利用各种媒介传播手段搞

好与社会公众和国内外政治联盟的关系,实现公关

手段的网络化,实现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网上双向沟

通,成为现代政府的一项管理职能。

二摇 公共领域视野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合理性

马克思指出,舆论是对权力组织和政治活动家

的制约力量。 而在现代社会的精神交往中,舆论的

力量日益明显。 今天的社会,作为新传播媒介的互

联网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相比,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如信息的海量性、传播的迅捷性、网络的虚拟性等,
这使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政府传播信息的工具,成为

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在高效传递政府信息、反映民

意的基础上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哈贝马斯曾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说道:公

共领域“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领

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

反对公共权力机关本身……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

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

权力机关展开讨论。冶 [3] 因此,公共领域指存在于国

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内,私人

可以自由地讨论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

这个公共领域是一个民主舆论的空间。 网络新闻发

言人制度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它借助互联网把政府、社会和社会公众连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民主交流的公共领域。

首先,网络发言人代表政府自上而下地传递信

息。 在网络空间里,任何公民都对网络新闻发言人

发布的信息有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网

络新闻发言人通过沟通政府与人民,在国家和社会

之间形成了一个公共交流的空间。 因此网络空间内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共领域,只要拥有一个 IP 地

址,就能够进入这个公共领域。 相对传统的由地理

位置决定的空间,存在于网络中的公共领域范围更

大,这也保证了政府最高效地发布信息和公众最大

程度地获取信息,从而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高

了政府公信力,使之更好地服务社会。 2009 年 7 月

28 日,网友在广东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指
出广东省韶关市工商局及辖下武江区工商局在处理

一起违法广告案件时涉嫌滥用职权,省工商局办公

室工作人员以“广东省工商局网络发言人冶名义将

韶关市工商局的回复贴到网上,向网民澄清事实、疏
通民意,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

其次,公众合理地运用理性对公共事务发表批

评性的看法和建议,通过网络发言人自下而上地反

馈给政府机关,从而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预见

性。 自由而不受约束地发表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履
行舆论监督的权力,这不仅是公民的权利,更是公民

的义务。 来自各种阶层的民众在公共领域里对公共

事务自由地交流、理性地探讨、平等地参与,有效凝

聚社会差异主体的政治热情,促进民主的发展。
2009 年以来的诸多重大网络舆论事件表明,中国正

以网民人群为基础产生新的社会意见阶层。 强大的

网络舆论导引下,网络媒体自身的角色和功能开始

发生变化,在原来主要承担信息传播功能和个人交

往功能的基础上,更加凸显和强化了社情民意疏导

功能,以及构建公共话语空间、参与社会公共治理的

职能。 如云南“躲猫猫冶事件、南京“周久耕冶事件都

是网民在网络上形成舆论,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然
后问题得以解决。 网络已成为民众进行政治表达、
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的主要渠道。 相信随着网络新

闻发言人的出现,民众和政府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沟

通,民主监督将会更加完善,公共事务能够得到更有

效的解决。 国家与社会处于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之

中,国家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政府更好地为人民

服务。
再次,网络发言人引导公共舆论。 公共舆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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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了相当数量的公民对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的共同

看法和意见,反映着他们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期待。
在互联网时代,公众依托网络平台借助文字、图片、
视频和音频等基本载体,通过博客、微博、网络社区、
QQ 软件等对涉及公共利益的诸多问题和事件发表

意见,对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件表达个人诉求,
唤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场。 借

助互联网形成的公共舆论,通常会对社会治理形成

正面影响或者负面影响,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方式

方法的调整和治理效果。 此时,网络新闻人或回应

公众的质疑,或就公众关注的问题和事件发布权威

信息,或理性表达政府立场,或对一些原先笼罩迷雾

的信息进行澄清,对公共舆论进行有力地引导,或者

纠偏将给社会治理带来负面影响的公共舆论,或者

引导公共舆论继续对社会治理进行正面影响,或者

引导社会公众理性表达以营造健康的公共舆论,使
政府、社会与公众这一链条的各要素保持良性互动,
推动社会进步。

三摇 当前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局限性

网络新闻发言人作为信息的传递者在公共领域

发挥着重要作用,网络新闻发言人与传统新闻发言

人的不同在于它不仅要传递政府信息、树立亲民务

实的政府形象,更要反映民众的舆论、推动民主进步

与社会发展,它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变成

双向互动交流,是公共领域的关键一环。 网络新闻

发言人制度反映了政府对民意的重视和树立政府良

好形象的决心,但作为新生事物,必然有它的局

限性。
其一,缺乏理性的参与主体。 政治是与每个人

密切相关的事情,它需要参与主体具有高度的责任

心。 公共领域不同于其它网络领域,它需要主体理

性的参与,而不是不满情绪的简单发泄。 但网络的

虚拟性只需要公民在网络上有一个合法身份,这容

易使人们将网络社会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带进公

共领域。 如发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帖子、故意恶搞

等,这占用了本来就有限的政府资源也阻碍了政府

办事效率。
其二,缺少反馈的单向传播。 公共领域贵在交

流沟通,网络新闻发言人在公共领域的传播中扮演

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传播能否双向互动地良性循环

关键在于网络新闻发言人能否及时有效地反馈信

息。 但大多数网络新闻发言人仅仅是传统新闻发言

人的网络翻版,残留着官本位的思想,局限于自上而

下地单向传递,并没有真正做到反映舆情、引导

舆论。
其三,增加信息传递的失真。 “新闻媒体作为

社会信息的载体,它具有公共服务性和社会共享

性。冶 [4]传统新闻媒介如报纸、广播等的信息传播始

终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失真现象,无论新闻工作如何

努力去避免,如何去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而互

联网的信息共享最为快速便捷,但是最为容易在传

递的过程中产生失真,众多的“网络水军冶对网络新

闻的非理性评论,无形中对整个网络系统的信息传

播增加了更多不稳定和不真实的信息。 网络新闻发

言人发布的新闻经由网络平台的几何级的信息放

大,信息传递中的信息失真也随之增大。

四摇 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构建策略

作为一项崭新的事物,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既

具有传统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基本特点,又融入了互

联网络信息的时代特征。 从根本上来说,网络新闻

人就是要“使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得到改

善,使公众对事实的了解更加全面、更加客观、更加

深刻。冶 [5] 这对新闻发言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也对政府的新闻发布提出了更全面挑战。 如何

应对网络时代的权威信息发布,需要我们对此进行

一番探究。
(一)以全面提高素养为支撑,选拔网络新闻发

言人

首先,全面提高政策素养。 这是构建网络新闻

发言人选拔机制和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基础所

在。 由于在当今社会思潮中,既有“与社会发展和

主流意识形态方向相一致的正确思潮冶,又有“与社

会发展和主流意识形态方向相背离的错误思

潮冶 [6],尤其要注意全面提高网络新闻发言人的政

策素养,引领网络舆论。 一要组织宣传部门人员认

真学习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并从中挑选熟悉国家法

律法规,尤其是熟悉互联网相关法规政策和政府信

息公开政策的人员出任网络新闻发言人。 二要对已

有的网络新闻发言人进行在岗培训,专门学习和领

会国家关于网络舆论方面的有关政策,并对之进行

严格考核,通过“能进能出冶和“能上能下冶机制,对
那些不能领会、理解和执行相关政策的人员,要坚决

变更其岗位,以便在保证网络新闻发言人队伍稳定

性的同时,提高他们的政策素养,进而提高他们回复

民意的质量。
其次,全面提高专业素养。 良好的专业素养能

帮助网络新闻发言人把握新闻客观规律,以较高的

新闻敏感性做好回应民意的工作,实现网络新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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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的价值。 一要通过成立培训班开展定期定点培

训的方式加强新闻专业理论知识学习,不断丰富网

络新闻发言人的新闻专业知识,提高他们的新闻理

论水平,促使他们更好地把握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

规律,为在实际工作中牢牢把握主动权奠定基础。
二要把网络新闻发言人“下放冶到新闻媒体锻炼,让
他们体验新闻生产的流程,把握受众对新闻的关注

焦点,不断提高对各类新闻的敏感性和辨别真假信

息的能力,及时防止虚假信息在社会上扩散。 三要

以模拟情景的方式,定时对网络新闻人的新闻专业

知识和技能进行考核,淘汰那些缺乏专业素养的人

员,而对于那些专业知识和技能合格的人员,则要进

行奖励,以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以保持

网络新闻发言人队伍的活力与战斗力。
再次,全面提高媒介素养。 如今,基于计算机技

术的互联网已经广泛深入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场所,
并成为网络新闻发言人常用的发布信息与获取信息

的重要工具。 网络新闻发言人是网络信息的权威

“发言人冶,是网络舆论的鉴别“筛选人冶,是网络矛

盾的“化解人冶 [7]。 因此,网络新闻发言人要密切关

注网络舆情,深入把握当今时代互联网的基本特征、
主要功能和发展趋势,提高对各种信息的选择能力、
质疑能力、判断能力、评估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继
而最大限度地搜集网络民意与网络舆论的核心信

息。 由于编辑记者最接近于信息传播的源头并具有

较高的信息甄别能力,因而要着重从各媒体选取具

有较高媒介素养的编辑记者充实网络新闻发言人

队伍。
(二)以全面理解网络新闻发言人职责为基础,

多元化发布信息

首先,全面理解网络新闻发言人的信息甄别职

责,主动定期发布真实信息。 互联网信息的海量性,
传播的互动性和个性化特点适应了受众多样化的信

息需求,但互联网充斥着消极负面信息和虚假信息

则是不争的事实。 如何消除虚假信息的蔓延与扩

散? 对一些重大突发事件,要在第一时间主动向公

众发布真实信息,把谣言的传播与扩散控制在最小

范围内乃至杜绝谣言的产生,避免公众对重大突发

事件的过度猜测与解读,促进政府与公众实现良好

的互动。 而对于一些常规性的政府信息,则应定期

向社会公众发布,以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保障公众

的知情权,进而推动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不断

发展。
其次,全面理解网络新闻发言人的舆情预警职

责,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避免社会公众出现恐慌。 要

利用互联网传播快捷和范围广的优势,邀请业内专

家就自然灾害、重大灾难和社会危机等将要发生的

重大事件发布预警信息,继而对相关信息做进一步

监测并形成分析报告,提出相关的应对策略和方法,
向公众动态发布,使公众做到未雨绸缪,缓解公众的

紧张情绪。 同时,为了保证预警信息的真实性,还应

邀请公众代表参与获取和发布预警信息的全过程。
只有建立发布预警信息机制,才能使人们在重大危

机事件发生前的疑惑、观望、恐慌和焦虑得到最大限

度的缓解,体现网络新闻发言人的责任感和维护网

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权威性。
再次,全面理解网络新闻发言人的政府代言人

职责,及时沟通政府与民意,切实服务于公众,维护

政府形象。 在互联网构建的新的信息传播格局中,
“如果政府提供的信息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人们

可以有许多渠道,包括网络渠道寻找信息,而政府的

公信力则会因此下降,还可能导致新的社会混

乱。冶 [8] 网络新闻发言人是政府沟通公众的一个重

要窗口,是政府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网络民主的

重要体现,其本质功能在于服务公众。 在当下,“逆
淘汰冶现象广泛存在于“经济、政治、社会、就业等各

个领域冶,并且与权利垄断结合,不但使“社会阶层

固化现象日趋严重冶,而且使“民族向心力、凝聚力

下降,削弱了政府权威冶 [9]。 因此,构建网络新闻发

言人制度,应深入把握公众的信息诉求与利益诉求,
迅速对网络民意进行反馈,满足公众的正当信息需

求,改善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主动尊

重和维护公众权利而不是借助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

来控制新闻传播和管制舆论,剥夺公众的知情权和

自由表达权。
(三)以全面把握民意为核心,理性引导舆论

首先,网络新闻发言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引导舆论。 这是全面把握民意的基础。 在社会

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底层大众对社会核心价值难

以产生认同感,新兴的‘核心阶层爷又并非是社会核

心价值的代理人冶,从而出现了一种“‘大众爷价值

‘碎片化爷与我党提出的‘核心价值爷被‘边缘化爷的
现象冶 [10]。 正是因为如此,网络新闻发言人更应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舆论,帮助公众树立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住网络新闻舆论的发展方

向。 只有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上,才
能真正明白公众的利益诉求,才能站在服务于公众

的立场上,传播真实、健康、积极、向上的信息,最大

限度地消除谣言和恐慌。
其次,以理性思维深刻认识民意。 “在网络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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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里,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 每个人都可以在法

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发表意见,每个人都可以称为

公共治理的主体。冶 [11] 因而,网络民意,特别是在关

乎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民意上,难免有言语激烈和

情绪冲动之处。 网络新闻发言人要保持清醒的头

脑,对网络舆情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客观分析,全面

收集相关网络信息,开展网络问卷调查,了解公众的

情绪与心理状态,通过独立客观的调查,理性引导网

络舆论,使公众广泛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中来,释放

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最大能量推动社会进步。
再次,全面把握民意,理性认识和引导网络舆论

中的“虚假认同冶。 公众由于“社会从众心理与社会

压力,会表达他们认为属于‘主流爷的意见,隐藏自

己认为属于‘另类爷的意见。 出于社会从众压力,受
众也会产生对某些舆论意见的虚假认同。冶 [12] “虚
假认同冶是被压抑了的民意,它的存在并不利于形

成健康的舆论环境,而且是对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

的削弱。 因此,要在开放网络论坛、网络社区,和开

展网络调查等全面把握民意的基础上,通过培养网

络舆论领袖设置议题公开讨论的方式引导网络舆

论,减少“虚假认同冶现象,使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

更具理性和宽容。
(四)以网络新闻发言人机制良性运行为保障,

全面沟通政府、社会与公众

首先,以充足的资金保障网络新闻发言人机制

良性运行,刺激政府、社会与公众扩延沟通广度。 网

络新闻发言人的出现,实现了新闻“从间接发布走

向直接发布冶、“从单向传播走向双向沟通冶,打破了

“时间、空间和参与者数量的限制冶 [13]。 那么,如何

才能使如此的传播模式真正发挥效用? 无疑,良好

的物质条件是坚实的支撑。 要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

作用,利用专项基金,为网络新闻人机制的良性运行

提供科学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资源配置,解决

网络新闻发言人的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问题,解决

网络新闻发言人机制运行所需的基础性设备问题,
解决网络新闻发言人机制运行所需的场所问题,等
等。 同时,有关的专项资金还要为网络新闻发言人

机制深入群众,深入社会生活,深入公共事件现场提

供便利。 借助坚实的资金支撑,网络新闻发言人制

度就能有效延伸信息触角,扩大视野,疏通政府、社
会与公众的交流互动渠道,为网络新闻发言人在公

共领域实现自身职能创造条件。
其次,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网络新闻发言人

机制良性运行,规范政府、社会与公众的沟通。 与现

实社会不同的是,虚拟的网络社会的权威不再是

“领导组织和机构冶,在这里的人们推崇的是“松散

的社团状态冶,他们拒绝权威和崇拜[14],这直接给网

络新闻发言人带来了语境上的巨大变化。 因而,必
须以完善的法律法规约束网络新闻发言人,规范政

府、社会与公众的互为沟通机制,塑造健康的公共领

域。 要推进信息公开立法,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
范围和相关程序进行明确界定。 要推进新闻发言人

制度立法,尤其要进一步明确网络新闻发言人的权

利与义务,以便为网络新闻发言人适应新的语境建

立基础,促进网络新闻发言人机制在新的语境下实

现理性运行。 同时,还要通过立法明确公众在网络

这一公共舆论场域中的责任与权利,通过细化相关

法律法规,切实维护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

和表达权,倒逼政府部门规范网络新闻发言人机制,
进而规范政府、社会与公众的互动沟通。

再次,以不断的自我反思推进网络新闻发言人

机制良性运行,增进政府、社会与公众的沟通深度。
通常情况下,网络新闻发言人除了答复网民问题之

外,还具有“定期的主动发布信息冶、“举行网络新闻

发布会冶、“利用即时在线聊天工具冶等信息发布形

式[15]。 但是,作为网络新闻发言人机制,是否能适

应社会转型期的公共舆论诉求,是否适应政府的步

伐,是否有效助推政府职能的有效实现,是否最大限

度推动了良好的公共领域生态的形成? 无疑,这需

要网络新闻发言人机制的不断的整体性自我反思。
实际上,这样的整体性自我反思离不开与广大民众

的沟通与合作,离不开网络发言人机制对民众心声

的真诚倾听与宽容。 只有这样的整体性自我反思具

有活力、创造力与连续性,才能深化政府、社会与公

众的沟通,推动民主的公共领域的真正形成,帮助网

络新闻发言人机制在公共领域实现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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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etwork News Spokesma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ublic Sphere
———The seventh in a series of research on the discourse power of government microblog

LIANG Zhi鄄ming
(Qinzhou University, Qinzhou 535099,China)

Abstract:摇 Network news spokesman has come into being on the basis of economic reform, mature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demo鄄
cratic political development. It is the product as well as promoter of democracy and constructs a public sphere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鄄
ciety tha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network spokesman, a newly emerging group, has many deficiencies
such as lack of rational participating force, single direction communication without feedback and increased distortion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We need to take various measures to improve its regulation and construction, such as team building, information dissemi鄄
nation,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nd perfecting mechanism.

Key words:摇 network spokesman;摇 democracy;摇 public 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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