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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互联网时代，正确进行“网络问政”已经成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贴近民众、走群众
路线的一种新要求，成为考量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政治智慧和行政能力的一项新指标，成为
当前执政观念和政治文化变迁的一个新标志。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学会在开放的媒体中处理事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加强与民众的沟通与交流。
　　为帮助各级党政干部对“网络问政”的兴起背景、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基本概念、发展趋势以
及亟待解决的问题等有一个全景式的认知，切实提高应对“网络问政”的能力，我们编著此书。
本书主要内容有：“网络问政”兴起的背景；“网络问政”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网络问政”的内涵
及特征；网络民意、网络民主、网络监督、网络舆论、网络媒体等与“网络问政”相关联问题的延伸
与拓展以及党政干部应对“网络问政”新课题需要提高的能力、素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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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互联网从非主流媒体跻身于主流媒介的嬗变是媒介史上的一次革命，同时也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变革
。
随着网络日益普及，互联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为公民行使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3.8 4亿人，网站数量达到368万个
，手机上网的网民去年增加了1.2 亿人。
达到2.3 3亿人。
①这意味着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在广开渠道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时，会越来越多地借助网络
、手机渠道。
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实施手机和网络实名制，实施后将使论坛、微博等渠道会聚的民意、民智更真实、
更有效、更有代表性。
“网络问政”是本书所探讨的中心命题。
自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做客强国论坛、温家宝总理与民众网聊、各级官员问计于民，到网络介入并影
响重大公共事件的进程起，“网络问政”被提出并作为一个新鲜、热门词汇进入公众视野。
首先，网络始终只能反映局部的民意，因此很难体现真正的民主。
因为，尽管中国网民已经超过3亿，但还有10亿左右的国民根本就不上网。
纵然是这3亿多网民，他们也不会都同时在线共同关注某一公共领域的事情，更多网民上网就是玩游
戏、聊天、购物等。
所以，尽管一些涉及公共领域的事情往往在网上炒得火热，许多网民发表了意见，但很难说这些网民
的意见就能真正体现全体民众的意愿，也不能充分反映所有国民的心声。
、其次，互联网世界的虚拟特质，使得网上民意本身也变得很容易被操纵。
网上也有“无间道”，商业利益和部门管制都已经可以凭借各自的资源，甚至是相互勾结而渗透其中
，收了某些特定组织的津贴为其在网上摇旗呐喊的“五毛党”、“美分党”是否真的存在暂且不说，
曾经爆出的某搜索引擎“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则揭开了网上暗战的内幕。
可以断定的是，网上信息的提供并非是真正绝对自由的，它始终操于运作者和管理者之手。
管理和运作都是权力，现在并无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权力都已经受到严格的监督约束而不会被滥用
。
我们看到的新闻，可能是经过筛选的；我们的意见，有可能被精心策划的新闻公关诱导，沦为别人的
工具。
比如，各种专事网络公关、网络炒作的中介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许多地方有关部门也公开承认，它们在组织网评员队伍，网上调查完全可以通过后台刷票得出操纵者
想要的结果，网民的情绪也成为商品可以拿来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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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
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
中人民群众的智慧。
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胡锦涛想和网友交流是我期盼已久的，我觉得这种交流能使我看到网友的意见和要求，网友
也知道政府的政策。
一个为民的政府应该是联系群众的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利用现代网络与群众
进行交流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温家宝要群众信任，决不仅仅靠权力，更主要的是靠你的人格魅力和工作能力，靠你做群众
工作的方法和本领。
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我们有的领导干部确实比较欠缺，不懂得如何积极主动地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
益，切实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甚至不会说话，语言表达苍白无力。
有的同志自嘲：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泸不
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
很多场合，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的状态，怎么能使群众信服呢？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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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应对"网络问政"党政干部读本》编辑推荐：“网络问政”之举，为各级行政机构向网络要思路、要
发展提供了参考。
《应对“网络问政”党政干部读本》是中国第一本有关“网络问政”的图书，其主旨是引领新的网络
民意应对方式，指导党政干部力行网络民主，助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决策进程。
〈br〉党政干部应对“网络问政”理论手册和实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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