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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机制研究》讲述网络虽然有其虚拟性，但与现实结合得非常紧密，由网络
政治参与带来的网络风险与政治稳定息息相关，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
《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机制研究》一方面借鉴西方比较成熟的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强调研究的
本土化，聚焦信息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治理的特殊性，揭示出网络事件如何通过公共领域衍变为网络舆
论，进一步厘清了网络舆论与政府决策生成的内在逻辑，创造性地构建出以“机制整合、过程系统、
多元治理”为原则的维护政治稳定的长效机制，有利于建构政治发展、网络治理和维护政治稳定的相
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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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金水，江苏南京高淳人，法学博士、经济师，现任职于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主要
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现代政府管理等。
近年来主持完成了五项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联课题及江苏省委党校重点课题。
与此同时，出版了专著《中国政府竞争力提升的战略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
《政治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国行政管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科学社
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社会科学》、《江海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被《
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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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慢诞生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原来还是虚拟想象的，但是现在越来越
变得实体化。
这个中产阶层已经解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同时还有闲，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教养、有见识，尤其是要
有公共的价值关怀。
如果没有这种关怀，有钱有闲之后可能就只是单纯的“户外”；如果有了公共价值关怀，这种“户外
”就会变成公民的集体行动，也可以说是以公益为目的的一种“户外”。
这种“户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公民社会的进程，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公民行动。
这样有着相同目的、相同价值关怀的一群人自由聚合起来、联合起来，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就诞生了
。
所以，每当一个公共事件或问题产生就会在互联网上产生一种聚合，这种聚合就会产生一个网络政治
群体，然后就定点发表其观点和主张，从而形成相关的网络舆论。
一旦这个事件或问题终结或得到解决，这次聚合就结束了，这个临时性的群体就会消失。
这些网民从哪儿来？
到哪儿去？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谁都无从知道，谁也无法预测，当然网络管理部门也就无法监管和引导，甚至
连当事人自己都无法预测。
这些有钱有闲、有公共价值关怀的一群人，隐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
于是网络政治群体就变成一种现实行动群体，它就不再局限于发表意见和观点了，这样就产生了“新
意见领袖”。
所以，这种网络政治群体的行动往往使现实的政府管理力量难以应对，其本身发生的这种变化也说明
了公民社会在我国的发展和成熟。
 随着网络政治群体的形成，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日益多元化，目前我国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群体包括
：普通网民、网络精英、网络社群和网络社团等。
 （1）普通网民。
网民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构成要素，关于网民概念的界定存在很大的差别。
中国互联网研究中心所界定的网民是， “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6周岁及以上中国居民”。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1年7月19日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4L，较2010年年底增加1277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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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机制研究》编著者王金水。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网络参与越来越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便捷途径和重要手段，但由于互联网
拥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质，其互为主体性、跨地域性、去中心化和去时间性等特质造就了网络政
治参与的独特功能。
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会转化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突发事件有可能催生现实中的公共危机，导致人
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国内问题转化为国际问题。
同时，某些国际问题会衍变为国内问题。
因此，目前中国的网络参与风险与政治稳定息息相关，只有深入剖析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之间的
辩证关系，转变治理结构，才能构建有效的政治稳定机制，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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