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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民主的可能及限度》把“网络民主”放在“媒介与民主”关系视角中加以考察，既对媒介
与民主的一般理论进行溯源和总结，又从媒介和民主的现状和困境出发寻找网络民主兴起的背景，这
种视角的切入使得“网络民主”的研究既能从媒介与民主的一般理论中吸收养分，又能在历史变迁过
程中理清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既能理解媒介和民主关系为何能从分离状态走向融合，又能弄清媒介
和民主走向融合的条件及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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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小安，男，1980年12月，江西遂川人。
1999——2003年在南昌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学习，获管理学学士学位；2003——2009年在武汉大学政治学
理论专业学习，获得法学硕士学士和法学博士学位。
2009年7月进入华中科技大学任教至今。
主要研究网络政治、电子政务。
目前已在《公共行政评论》、《武汉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网络政治相关文章20余篇，其博士论文
获2010年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网络谣言的社会心理及应对策略》、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专项基金《网络时代学生舆论领袖的作用及管理》以及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基金
《政治学视角下网络谣言的认知及治理》等多项课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民主的可能及限度>>

书籍目录

导论 一问题提出 二研究综述 三选题价值 四研究方法与逻辑结构 第一章媒介与民主关系的一般理论 第
一节大众媒介及政治功能 一传播、媒介与大众媒介 二大众传播的特点 三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 第二节
有关媒介与民主关系的经典论述 一古典思想家笔下的政治传播观 二启蒙思想家有关“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的经典论述 三精英民主理论思想家有关“媒介和政治”的论述 四发展传播理论有关“
媒介与政治发展”的论述 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媒介与政治关系的论述 第三节媒介与民主关系
的理论概括 一大众媒介的政治能动性 二大众媒介的政治依附性 第二章媒介与民主的关系：现状与困
境 第一节西方民主政治中的大众媒介 一媒介与民主关系的历史进程 二“政治媒介化”背景下媒介的
功能异化及其表现 第二节西方民主政治中媒介功能异化的政治后果 一政治参与水平低下——“没有
公民的参与” 二政治生态失衡——政党政治的衰落和议会权力的虚化 三社会资本的下降——“独打
保龄球” 四公共领域的萎缩——“再度封建化”的危险 第三节中国媒介与民主的关系现状 一新中国
成立后中国媒介与民主关系的历史演变 二大众媒介属性的变化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 第四节中国媒
介与民主关系面临的困境 一身份困境：政治属性还是市场属性 二发展困境：自由与秩序的两难 三监
督困境：建设性还是批判性为主 小结 第三章走出困境的曙光：网络民主的兴起 第一节互联网兴起的
历程 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与扩散 二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第二节网络与民主的契合性 一互动结构
的改变——高度交互性 二控制结构的改变——隐蔽性和离散性 三信息格局的改变——“自媒体”时
代的来临 四参与结构的改变——平等性和非中介性 第三节“网络民主”的概念及内涵 一从电视民主
到网络民主：媒介民主形式的变迁 二相近概念的辨析 三“网络民主”的概念界定 四网络民主的科学
内涵 第四节网络民主的表现形式及运行机制 一网络民主的实现途径：网络政治互动 二网络民主的载
体：网络公共空间 三网络民主的外在体现：网络舆论 四网络民主的运行机制：虚拟与现实的相互作
用 第四章网络民主的效度：不同政治生态下的考察 第一节有关网络民主的价值层次 一重振代议民主 
二重塑代议民主 三颠覆代议民主 四培育代议民主 第二节网络民主在西方民主政治中的现实功能 一网
络选举：“得网络者得天下” 二网络监督：“让扒粪运动来得更猛烈些” 三网络结社：更加多元化
的集团政治格局 四网络决策：更多的直接民主实践 第三节网络民主在中国的角色和地位 一民主的中
国式表达 二网络民主在中国的特定意涵 第四节网络民主给中国民主政治带来的变化 一输入主体变化
：从“沉默的大多数”到“新意见阶层” 二公共决策模式变化：从“黑箱模式”到“新群众路线” 
三监督力量变化：从“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到“离地三尺有网民” 四纠错模式变化：从“内部纠正”
到“咬定青山不放松” 第五章网络民主的限度：结构和功能的视角 第一节网络民主的结构性缺陷 一
网络民主的主体缺陷：“网络民主”还是“网络贵族民主” 二网络公共空间：离理想的公共领域还有
多远 三网络舆论的喜与忧：自由之花上的苦涩果实 第二节网络民主的功能性缺陷 一“蒙面式民主”
的代价 二“群体极化”和“协同过滤”带来的极端化和碎片化 三“人肉搜索”的道德和法律困境 结
语网络民主的出路与展望 一现实政治的对接和容纳 二培养多元化的民主力量而不是仅仅寄希望于网
络民主 三与其他民主形式相互协调和补充 四以网络民主来促进民主形式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民主的可能及限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那么，大众媒介到底应该服务于无产阶级政党，还是应该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
是党的喉舌还是人民的喉舌？
大众媒介的双重身份如果未能理顺的话，势必带来身份困境。
需要指出的是，大众媒介的身份困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没有凸显，因为当时社会高度一体化，结构
分化不明显，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现实中能够很好地融合一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结构开始分化，利益和价值开始趋向于多元化，大众媒介的身份困境
开始凸显出来，成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
从根本上讲，党的喉舌、政府的喉舌、人民群众的喉舌，应该是一致的。
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出现矛盾，有时甚至相当激烈的冲突，引发了身份困境。
 与身份困境相对应的问题是大众媒介属性困境：即大众媒介应该突出政治化属性还是应该突出产业化
属性？
虽然大众媒介在有限的市场化之后，获得了比以前大得多的自主地位，同时具备了政治和市场的双重
属性，但如何来协调两者关系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把新闻事业的属性定位在上层建筑，认为新闻事业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确
认新闻事业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这一认识从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创办伊始就确定下来。
1921年8月，中共领导下的第一张全国性工人报纸《劳动周刊》在上海创刊，在《发刊词》中宣布：“
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
主义。
”可见，不搞经营，专事宣传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基本运行模式，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确立我国
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新闻事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力量不断得到认可。
新闻事业不但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
，进而形成了上述的“双重性质”。
作为事业单位，中国的传媒业无一例外都必须以党性原则统率一切，无条件地接受党政机关的直接领
导，无条件地完成上级领导所确定的宣传任务，这使中国的传媒业无异于“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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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民主的可能及限度》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统方法与网络技术相结合的
方法，对媒介与民主的一般理论进行溯源和总结，提炼出媒介和民主关系的一般理论；然后从现实出
发，比较媒介民主关系在不同政治生态下的差异，并在比较分析中理清媒介与民主关系的现状及困境
等；论述网络技术的扩散和网络民主的兴起的背景，以及网络民主的定义、内涵、运行机制；重点考
察比较不同政治生态下网络民主功能的差异，并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从差异中的原因中寻找网络民
主的效度及影响因素；并从网络民主的结构性缺陷、功能性缺陷等方面出发，论述网路民主的缺陷，
最后提出网络民主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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