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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执政”（Governing with news）

的提法来源于美国，是美国政府应对媒体

关系的指导性思路。所谓新闻执政，就是

现代政府利用媒体在信息传达、舆情沟通

和议程设置方面的价值，通过新闻表达、
政策诠释等媒体行为进行民意沟通，从而

掌握信息控制权和舆论引导权，进而实现

塑造政府形象、辅助政务落实的执政策

略。新闻执政的本质是对媒体的有效控

制、管理和使用。
新闻执政作为一种积极的媒体应对

政策，倾向于对媒体的硬性控制，一方面

有违现代媒体的市场化规律，另一方面也

会对受众产生结构性压力，造成受众对于

媒体的不信任和疏离感。美国政府围绕新

闻执政策略，形成了应对媒体的成熟思

路，包括用表态制造新闻、用行动制造新

闻、用政策制造新闻及建立现代新闻发言

人制度等，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美国的现

代政治，建立在有效利用媒体的基础上。
2003 年“非典”之后，基于舆论失调

的消极影响，新闻执政的政治理念在我国

逐渐确立。2004 年 9 月，党的十六届四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坚持党管

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

舆论工作的主动权……重视对社会热点

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

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

应机制。”新闻执政力逐步成为我国各级

政府执政能力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构成要

素。
一、微博环境下新闻执政环境的变化

微博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在我国

兴起于 2010 年。自出现以来，基于微博的

交互性、移动性，逐渐成为精英、大众和草

根分享话语权的平台。根据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 31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我国微博用户已达 3.09 亿，同比

2011 年增幅达 23.5%。①微博打破了传统

的信息传播结构和媒介生态，并对我国现

实的执政环境造成影响。
1、微博打破了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

结构，影响到我国现行的新闻宣传模式

在传统的信息传播结构中，专业化的

传播者掌握媒介信息的选择权和发表权，

并通过层级制的媒介结构形成自上而下

的信息传播模式。此种模式削弱了受众选

择的多样性，专业化的传播媒介和传播者

处于信息传播的中心。微博的自媒体属性

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结构，个人主导成

为微博环境中典型的传受关系，层级制的

传播结构被网络状的传播结构所取代。这
种传播结构中，受众享有技术和信息表达

上的平等性，分享原先只有专业传播者所

拥有的媒介话语权，进而影响到我国的新

闻宣传模式。
2、微博成为舆论聚集的平台，微博舆

论对于社会事件能产生正负影响

微博的评论、跟帖、围观和转发功能

将社会事件的评论权转移给了公众，而微

博交互式的传播结构又可以将公众对于

社会事件的态度进行聚集，从而使微博成

为舆论聚集的平台。与一般社会舆论的人

际传播状态相比，微博舆论对于社会事件

敏感度强、传播速度快、蔓延人群广，同时

又伴随着大量的非理性和情绪化传播，因

而微博舆论既能够强化新闻事件，提升事

新闻执政愿景下
政务微博的功能与使用路径分析

○郭学文

【摘 要】微博的使用促成了信息结构、舆论环境和民意表达方式的变化，因而对我国政府新闻执政的环境造成影响。本文认为，

政务微博能够开通政务信息传递的新渠道；发挥媒介在社会阶层之间的介质性作用；并有助于突发危机事件的解决，因而具备了优化

执政环境的价值。本文从更新频度、语言使用、功能设计、管理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政务微博的使用路径。
【关键词】新闻执政 微博 政务微博 执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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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社会关注度，又有可能因为情绪化的

集群效应对新闻事件的走向产生负面影

响。民意是现代政府的执政基础，微博舆

论对于新闻事件正负方向的作用都会对

执政环境造成影响。
3、微博问政成为新的民意表达渠道

微博问政是网民对突发事件、危机事

件和官员执政效能和廉政程度的问责，舆

论监督是微博问政的显著特征。微博问政

的价值，不仅在于对于公权力的约束和监

督，更在于对于社会民主化程度和公民民

主参政意识的提升。社会公众的民主参政

意识和舆论监督意识越强，社会的政治民

主化和执政的程序性水平就越高。
二、政务微博对于优化执政环境的价

值

环境的变化要求政府的执政能力与

时俱进。政务微博作为政府部门和政府官

员通过新媒体手段进行信息传递、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的手段，是政府提升新闻执

政力的有益尝试。政务微博作为新的执政

手段，对于优化执政环境具有重要价值。
1、政务微博开通了新的政务信息传播

的通道

政务信息的及时公开传播是现代政

府执政稳定性的核心要素之一。政务信息

对于政策的传达和执行、民意的聚拢和口

碑传播、政府形象的塑造都有重要作用。
政务微博出现之前，政府权威信息的传播

平台是政府部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新闻

发布会和新闻发言人体系。政务微博的信

息传播模式相较于前者，首先是信息传播

速度快；其次是将结论式的信息公告转变

为动态化的信息流动体系，更利于受众了

解事件的进程；第三是改变了单向的传播

结构，提升了信息传播的互动性。
2、政务微博擢升了媒体在政府和公众

之间的介质性地位，打破了“官—民”二

元话语结构

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政务信息的下行

传递和民众意愿的上行传播是两条独立

的信息通道，而政务微博的开办提供了一

个话语平等交流的平台，成为政府和公众

之间信息交流和平等对话的介质，打破

“官—民”二元话语结构。而且，微博的社

交媒体属性给予了民众与政府官员虚拟

社交的机会，这在现实生活当中很难实

现。虚拟社交对于政府和政府官员的形象

塑造也有重要价值。
3、政务微博降低了政府处理突发危

机事件的时间成本，有助于危机和矛盾的

解决

1986 年，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

出“风险社会”概念，指出在工业化、市场

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下，社会将存在于风险

之下。而突发危机事件正是构成风险的诱

因之一，突发事件的处理已成为现代政府

应对风险的重要课题。学者提出，“风险

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建立在准确、全面、
适时的信息基础之上。”“事实证明，公开

透明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消除恐慌、稳定情

绪、赢得信任、达成共识，最大限度地降低

风险。”②政务微博的价值，在于感知社会

危机的速度快，政府应对危机的态度传递

快，与谣言赛跑的速度快。这就为政府赢

得了时间和公众的信任，为解决突发危机

事件提供了机会。
三、合理有效利用政务微博，提升新

闻执政力的路径

从 2011 年开始，政务微博呈现出快

速发展的态势，体现了我国各级政府部门

对于新媒体环境下新闻执政的重视。根据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1 年中国政务微博客评估》报告的

数据，截至 2011 年 12 月 10 日，在新浪、
腾讯、人民网和新华网认证的政务微博为

50561 个，其中党政机构微博 32358 个，

党政干部微博 18203 个，并不断呈现新增

趋势。③2012 年，政务微博已经全面覆盖

全国 34 个省市行政区，地域分布规模扩

大。与 2011 年政务微博集中在省市层相

比，政务微博结构更趋合理。
量的提升之后是质的考量。数据表

明，我国多数政务微博的使用不尽人意。
媒体曾以《政务微博 80%既聋又盲 自言

自语 渐为网友所诟病》为题，报道政务

微博在更新频度、语言使用、功能设计、管
理体系等方面存在问题。④合理有效使用

政务微博是其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
1、频度：常态化使用与“第一时间”

原则

政务微博的使用频度包括两个层面

的要求：一是日常的政务微博更新次数；

二是应对突发事件和网民问政的回应速

度。政务微博作为新闻执政的有效手段，

应纳入到政府的常态化管理中，将政务微

博同政务门户网站纳入统一管理体系。传
播学理论表明，受众对于媒体的粘性与媒

体的信息量、信息更新频度成正比。第二

方面，对于突发事件的微博应对，坚持“第

一时间”原则。2011 年，南京出台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政务微博建设的意见》中明确

规定，对于灾害性、突发性事件，要在事件

发生后的 1 小时之内或获得信息的第一

时间进行微博发布。银川市政务微博“问

政银川”也提出了“工作时间 1 小时内、
节假日休息 8 小时内回复”的要求。

2、语言：塑造意见领袖身份

语言的使用是与使用者自身的身份

设定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政务微博使用者

的身份设定是高高在上的官员，那么微博

语言就会是“官话、套话”；如果政务微博

片面强调迎合民意，全部采用淘宝体、元
芳体等网络语言，又有轻浮、不负责任之

嫌。我们认为，政务微博应成为沟通政府

和民意间的意见领袖，政务微博发出的声

音是作为公共管理机构和代表公众利益

的声音，具有权威性和责任感，为民众解

惑政策、反映问题、沟通情绪提供帮助。清
晰、平实、有人情味应是微博语言使用的

要求。
3、功能：实现信息沟通、信息监测和

信息处理的功能

信息管理是政务微博参与政治管理

和服务的主要职能。具体而言，政务微博

应实现信息沟通、信息监测和信息处理三

项功能。信息沟通，是通过与民众围绕政

务进行交流互动，疏通民意、了解舆论；信

息监测，是对社会舆情的长效关注，并通

过民众的舆论监督，形成对于执政环境的

清晰判断；信息处理，对于社会反映的问

题及时跟进与应对，实现舆论引导和谣言

治理的信息处理功能。
4、管理：落实政务微博的效果评估

2009 年，英国政府发布了《政府部门

Twitter 使用指南》；2011 年 6 月，南京也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微博建设

的意见》加强政务微博的管理。政务微博

专题：政务微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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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86 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

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

“风险社会”的概念，是对于现代性的批

判与反思，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预言式的

视角。“人为”风险、风险的“模糊性”，互

动性、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当今的中国

已经全面迎来风险社会。网络时代的到来

无疑是风险社会的催生婆，近年来微博平

台的快速扩张，打破了信息流动的传统模

式，信息的编码与解码方式都发生了改

变，风险一触即发。
不可否认，快速成长的微博在一系列

公共危机事件中发挥重大影响力后，政府

部门和官员也把精力集中到政务微博的发

展上。以新浪微博为例，截止 2013 年上半

年，通过新浪认证的政务微博总数约 7.9

万，较 2012 年同期的 4.5 万净增 3.4 万。①

政府机构或是政府官员开设的政务微博无

疑成为微博世界中一股不可缺少的力量，

是政府部门实现风险管理有力措施，彰显

出政府规避风险、化解危机的潜能。
一、政务微博应有“风险意识”
毋庸置疑，风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

的一种常态。美国物理学家巴克等人曾做

过著名的“沙堆模型”实验，通过装置让

沙子一次一粒均匀地落在桌上，形成逐渐

增高的一小堆，借助慢速录像和计算机模

仿等手段精确地计算沙堆顶部落下一粒

沙会带动多少沙粒移动；初始阶段，沙子

下落对沙堆整体的影响不大；当沙堆的高

度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一颗沙子的落下可

能引发整个沙堆的崩塌。在微博环境中，

技术让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成为一个节

点、信息源，成为一粒粒落下的沙子，而把

关人的缺失，微博传播快、社会动员力强

的特点，加剧了风险产生，甚至将其无限

放大。
在一个风险社会里危机遍布，如果政

府不能有效应对这些危机，势必导致整个

【摘 要】转型中的中国已经迎来了“风险社会”，近年来突发事件频发便说明这一点。微博在浏览新闻、表达诉求、沟通交流、休
闲娱乐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深化，因而政务微博己然成为政府部门和官员抢占信息高地、争取舆论认同和获得民众支持的重要渠道。在
风险社会中，政务微博是政府风险管理的新措施；在风险发展的各个阶段政务微博践行政府风险管理的理念；政务微博构建合理的官

民沟通平台，使其影响力和公信力提高，也为政府管理带来了更多的机遇。
【关键词】风险社会 政务微博 风险管理 双重性

风险社会语境中政务微博发展路径选择

○杨洁琼

的使用若成为政府行政行为的一部分，就

必须向其他行政行为一样纳入到制度化

的管理体系当中。将政府的微博使用从自

发转向自觉、从个人行为转向制度推动、
从关注微博发布信息的形式到注重新闻

执政的内容与结果，就需要政府加强对于

政务微博的制度化管理，建立政务微博的

效果评估体系。将政务微博的使用真正落

实到效果上，政务微博就能够成为我国各

级政府提升新闻执政水平的有效工具。□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广播电视协

会 2013 年媒介素养专项课题“新闻执政

力建设愿景下国家公务人员媒介素养的

现状考察与教育导向研究—以政务微博

的视角（2013ZGXH0010）”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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