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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政治传播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基于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分析

刘远亮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５）

　　摘　要：网络政治传播是一种全新的政治传播 形 态，它 伴 随 着 互 联 网 的 发 展 而 出 现，并 对 当 代 中 国 政 治 过 程 产

生了深刻影响。通过影响政府与民众的关系，网 络 政 治 传 播 改 变 了 政 府 权 力 的 运 行 模 式，并 在 扩 大 人 民 民 主 权 利、

增强政府效能、塑造现代政治文化、推动以民主与 法 治 为 目 标 的 政 治 改 革 等 方 面 发 挥 着 积 极 影 响，有 力 地 促 进 了 当

代中国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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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政治传播又称为第三代政治 传 播［１］，是

指以互联网为核心媒介而进行的政治传播活动。

网络政治传播是一种全新的政治传播形态，它伴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而出现。与以传统媒介为

载体而进行的政治传播相比，网络政治传播具有

更多的优点，特别是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政治沟

通上更具优越性。在网络政治传播的影响下，政

府与民众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二者间的政治

沟通逐渐由单向、下行为主的沟通向双向、互动的

方向发展，民众的主体性地位日益突出，对政府的

影响力不断增强。因此，通过改善政府与民众之

间的关系，网络政治传播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起

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网络政治传播与民众民主权利的张

扬与保障

　　政治民主化是当代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必然

趋势，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而

民众民主权利的实现是政治民主化的核 心 内 容。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

形式，拓宽民主渠 道，依 法 实 行 民 主 选 举、民 主 决

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

权、表达权、监督权。”［２］网络政治传播通过增强政

府与民众的互动关系，加强政治沟通，为广大民众

民主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提供了新的渠道。

首先，网络政治传播促进了民众知情 权 的 实

现，培育了知情公民。知情权是一项重要的民主

权利，它是民众参与政治的重要前提，而网络政治

传播在促进广大民众知情权的实现上起到了重要

作用。通过互联网，民众不仅能很好地了解社会

上所 发 生 的 诸 多 事 件，还 能 全 面 把 握 政 府 动 态。

电子政府建设的推进、各级政府网站的开通、《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等，标志着中国政府信

息公开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民众的知情权也有

了基本保 障。此 外，各 大 新 闻 网 站、论 坛（ＢＢＳ）、

网络社区、博客、微博等，都已成为人们获取政治

信息的重要渠道。网络政治传播的兴起与发展，

逐步打破了传统媒介政治传播背景下政府完全垄

断信息传播权的局面。通过影响政府与民众的关

系，使民众在信息获取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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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民众知情权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与保障。

其次，网络政治传播为民众开辟了新的政治表

达渠道，保障了民众表达权的实现。网络媒介技术

在中国的普及，促进了公共交流的自由化，并为公

民提供了新的政治表达的机会［３］。在传统媒介政

治传播背景下，政府掌握媒介所有权，民众要借助

于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向政府表达意愿和要求

受到了诸多限制，表达权难以实现。但对于现代政

治来说，民众的利益表达是政治过程的必要环节。

没有充分的利益表达就不可能有有效的利益综合，

进而也就不可能进行科学决策。因此，民众的利益

表达不仅对于自身表达权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而

且对于整个政治过程也是至关重要的。

网络政治传播的兴起与发展改变了政府与民

众的关系特征，为广大民众向政府表达利益要求创

造了 有 利 条 件，保 证 了 民 众 表 达 权 的 实 现。如

１９９９年５月８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事发后，广大网民通过人民网的“强国论坛”表达了

对北约暴行的强烈愤慨；２００３年，“肝胆相照”论坛

的出现，表达了乙肝病毒携带者群体对国家在公务

员招考中相关限制和规定的不满和抵制；２０１２年，

广大网民通过网络表达了对钓鱼岛问题的看法，痛

斥了日本的不法行为，等等。可见，互联网的发展

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表达平台，民众因此也获得

了更多的话语权和言论自由。这不但维护了广大

民众的民主权利，而且对于民众民主权利的尊重也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

再次，网络政治传播为民众参政议政 提 供 了

新渠道，促进了广大民众参与权的实现。政治参

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政治发

展的重要指标。政治参与的扩大既是当代中国政

治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的重要方式。然而，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社会大

转型、大变革时期，民众参政意识薄弱，加之相关

制度不完善，致使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还处于一

个较低的发展水平。网络政治传播的发展改变了

政府与民众间的政治沟通状况，增强了民众对政

府的影响力度，为广大民众充分行使政治参与的

民主权利提供了重要条件。西方学者的研究也表

明，“在互联网的使用和政治参与水平之间有着积

极的联系”［４］（ｐ．４００）。互联网技术促进了政治参与，

有助于传统精英民主向大众直接参与转变，促进

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５］（ｐ．１４０）。

在中国，民众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 的 形 式

较为广泛，主要包括直接向政府机关表达自己的

利益要求、参与重大事项的讨论、表达一定的政治

情 感、监 督 政 府 机 关 的 运 行 等［６］（ｐ．１４４）。论 坛

（ＢＢＳ）、各种网 络 社 区、博 客、微 博、手 机 等，都 越

来越成为人们参与政治讨论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

方式。在传统媒介政治传播背景下，如此活跃的

政治参与是难以想象的。如２００３年的孙 志 刚 事

件、２００７年“厦 门ＰＸ事 件”等，都 体 现 了 广 大 民

众通过网络参与政治讨论，最终深刻地影响到了

政府过程，保障了民众政治参与权的实现。所以，

在政府与民众互动的基础上，民众的政治参与水

平得到了很大提高，而这正是网络政治传播的发

展对政府与民众关系影响的必然结果。

最后，网络政治传播促进了政府与民 众 间 的

政治沟通，进而有利于民众监督权的实现。对公

共权力的运作过程进行监督，既是广大民众的一

项重要民主权利，也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

客观要求。网络政治传播改变了政府与民众的关

系特征，特别是广大民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

等民主权利得到了极大地张扬和保障。在这种前

提下，政府对民众的行为也具有了较高的宽容度，

民众监督权的实现也有了重要的基础。

网络监督成了近年来中国网络政治传播发展

的重要特点。截至２０１２年６月底，中国网民数量

达到５．３８亿，互联网普及率为３９．９％［７］，如此庞大

的网民群体无疑会成为一支重要的监督力量。近

年来通过互联网络进行政治和社会监督的案例多

不胜数，如２００５年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的网络

曝光、２００７年大河网“大河论坛”对山西黑砖窑事

件的揭发、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８年陕西“华南虎 事 件”、

２００９年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的网络曝光、２０１１年

广大民众通过网络对云南李昌奎杀人案的广泛讨

论、２０１２年陕西“微笑官”的 曝 光 等。这 些 网 络 案

例无不说明，网络政治传播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一

股重要的监督力量。人们通过互联网反映的问题，

要求各级政府及时调查和解决相关问题，并向公众

反馈处理结果，这本身就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正

如杨国斌所言：“互联网的力量就在于揭示推动和

凸显渴望公正和民主社会的强 烈 呼 声。”［８］（ｐ．２４）民

众通过网络对相关问题进行揭露、曝光、讨论、表达

一定的情感，不仅能保证其监督权的实现，而且能

够促进透明政府建设，进而推动了中国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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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网络政治传播与政府效能的提高

　　政府 效 能 是 政 府 工 作 效 率 和 工 作 能 力 的 统

一，有效政府必须是既有效率又有能力的政府［９］。

提高政府效能，增强政府治国理政的能力，既是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推动当代中

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影响政府效能的因

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的原因、文化的原因，也

有工作人员素质的原因，加之体制的转轨使得相

关机制还不完善等，都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政府效

能。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中 期 以 来，在 网 络 政 治 传 播

的影响之下，政府与民众间的政治沟通发生了重

大变化，政府与民众间的互动性日益增强，这为中

国政府效能的提高提供了新的契机。

首先，从政府与民众之间信息需求与 供 给 的

角度看，网络政治传播对政府效能的影响是巨大

的。如果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传递不畅，上情

难以 下 达，下 情 难 以 上 达，必 然 会 影 响 到 政 府 效

能。政府的一切决策都是建立在对相关信息的掌

握之上的，而政策的传达和执行，也都是以一定信

息的形式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政府与民众之

间信息的畅通不仅是制定政策，而且也是有效执

行政策的重要保障。在信息社会，离开了媒体，离

开了政治传播，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无从谈

起。在中国，为了加强政府与民众间的信息沟通，

政府进行了相关的制度建设，如信访制度、文件制

度、听证会制度等，在沟通政府与民众方面都起到

了重要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制度的优

越性还尚未充分发挥出来，政府与民众间信息沟

通不畅的问题仍然存在。网络政治传播的兴起与

发展，不仅克服了既有沟通制度和渠道在政府与

民众间信息传递上的不足，也是对这些制度的重

要补充。在互联网这个公共平台上，政府可以直

接了解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民众也可以全方位

了解政府的动态和相关信息，可以直接向政府表

达各种利益要求。“互联网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

起了直接沟通的桥梁。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

聚民智，成为中国政府执政为民、改进工作的新渠

道，互 联 网 上 的 公 众 言 论 正 受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关

注。”［１０］因此，网络政治传播克服了传统沟通形式

下政治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拦截、阻隔、甚至被扭

曲等不良现象的发生，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政府

效能。近年来的一系列网络事件，如２００７年大河

网“大河论坛”对山西黑砖窑的揭发、２００９年网络

对“躲猫猫”事件的曝光等，正是由于网络的作用，

才使得这些事件迅速得以传播，并形成广泛的社

会舆论，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这对

于完善政府的相关制度，改进政府工作等都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提高政府效能的重要表现。

其次，政府与民众通过网络政治传播进行的有

效互动，有利于降低政府运行成本，从而提高政府

效能。提高政府效能的传统方法主要是通过扩张

政府机构和行政层次等方式来实现。如政府为了

更好地了解民意，与民众进行有效的沟通，设置了

从中央到地方多层级的信访机构，这必然会增加政

府的运行成本。电子政府建设、各级政府网站的开

通、人民网开设的“地方领导留言板”和“直通中南

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板”专栏、网络

舆情监测室的组建、各级党政机关政务微博的迅速

发展等，都增强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

通，实现了二者间的有效互动。特别是在近年来的

“两会”期间，不但在会议召开之前政府工作报告的

拟定要广泛征求网民意见，而且在“两会”期间网民

可以通过网络在线收看两会召开情况，同时也可以

直接提出自己的“Ｅ案”，抑或向代表提出自己的意

见和建议。此外，“两会”还设有专门的代表与网民

在线交流环节，专门针对相关问题同网民 在 线 交

流，倾听民众意见，这是集民智、提高决策科学性的

重要表现。广大民众通过互联网向政府反映问题，

政府也可以借助网络更方便、更直接、更真实地倾

听民意及社会呼声，有利于政府进行科学决策。这

对于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改善政府工作，提高政府

效能，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通过网络对政府进行监督，对于提高政

府效能也具有重要作用。网络政治传播的发展为

民众监督政府提供了新的方式，弥补了现有监督

体系的种种缺失。互联网自身的特征，使得人们

能够更为便利地监督政府。特别是各级政府网站

的开通，以及各种论坛、博客、微博、网络社区等交

流平台的发展壮大，使人们对政府进行监督变得

更为便捷和有效。

互联网在政府监督方面能够发挥重 要 作 用，

除了自身的技术特征外，也与政府的重视密切相

关。可以说，政府对网络监督表现出了更多的回

应，并希望通过网络发现更多的问题，从而改进政

府工作，提高政府效能。因为传统新闻媒介，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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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方新闻媒体，在政府监督上往往表现出软弱

的特征，新闻失真、失实的问题时有发生。尤其是

对地方重大事件的曝光、对政府不当行为的揭露、

对司法不公现象的报道等，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互联网作为公共媒体，基本打破了政府的垄断和

控制，在政府监督方面表现出巨大潜力。如２００１
年网络 对“７·１７广 西 南 丹 特 大 矿 难”的 揭 露、

２００３年由于网络舆论的压力迫使刘涌案的改判、

２００７年大河网“大河论坛”对山西黑砖窑的曝光、

２００９年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网络曝光等，都说明

了网络政治传播在政府监督方面的重要作用，增

强了民众对政府的影响力度。通过这种广泛的监

督，能促使政府不断改进和完善工作，从而不断提

高政府效能，促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三、网络政治传播与现代政治文化塑造

　　有效的政治发展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

化为基础。政治文化对于政治体系和政治关系的

维持与变革，以及对政治主体政治行为的引导等

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也深刻地影响着特定

国家的政治发展。政治传播是塑造政治文化的重

要方式，对新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理论的

传播，能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

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有利于形成新的政治文化

倾向，以适应政治发展的需求。网络政治传播作

为一种全新的政治传播形态，通过影响政府与民

众的关系，增强二者间的互动，在现代政治文化的

塑造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互联网无论是作为一个政府与 民 众 政

治沟通的渠道，还是一个重要的公共话语空间，以

及参政议政的场所，都推动了现代政治文化的塑

造。政治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

政治生活状态、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而互联网

的存在与发展正深刻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

式和价值观［１１］（ｐ．１９８）。比如对民众而言，通过网络

政治传播参与政治过程，逐渐抛弃传统的消极文

化心理倾向，进而塑造出积极的参与型的公民政

治文化。这也正如西方研究网络政治的学者所认

为的，网 络 参 与 者 比 一 般 公 民 更 具 有 民 主 精

神［１２］（ｐ．４２），而这种民主参与 的 精 神 正 是 现 代 政 治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 传 统 政 治 文 化 中，服 从、被 动、崇 尚 权

威、权利意识淡薄等是其重要表现。在这种政治文

化背景下，民主参与、自由、平等、法治精神是不存

在的，权威观念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关键因素，也只

有透过权威概念才能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网

络政治传播的发展恰恰在改变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特征基础上，促进了政府和民众在文化心理、行为

特征、作用方式等方面的根本转变。在这种转变的

过程中，现代政治文化逐渐地被塑造出来。比如，

在网络政治传播的作用下，广大民众对待政府的心

理倾向和行为方式发生了转变，更加主动地参与政

治事务的讨论，更加注重对自身权利的争 取 与 维

护，表现出了积极公民的特征。人们借助互联网对

社会事务的广泛参与，较为自由地讨论和 表 达 意

见，影响政府过程，都表现出在传统媒介政治传播

环境下难以想象的政治文化特征。因此，互联网上

充分的政治讨论，正是形成现代公民文化的重要方

式［１３］（ｐ．２５９）。广大民众通过互联网积极参政议 政，

对其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行为都会产生重大

影响，这有利于扬弃已有的传统政治文化，形成新

的有利于政治发展的现代政治文化。

其次，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来讲，网络政治传

播在向人们传播现代政治文化上也起到了重要作

用。政治社会化就是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活动中

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

治立场的过程。通过政治社会化，网络政治传播已

经成为塑造现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方式。媒介化政

治（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

而政治社会化的媒介化则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传

统的政治社会化渠道主要有家庭、学校、社会团体、

传统大众媒介等，在促进政治社会化，推动政治发

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

的迅猛发展，使得网络政治传播对人们的影响日益

增强，人们对通过互联网获取、交流和传递信息的

依赖性也日趋增强。加之网络政治传播自身多方

面的优越性，就使其成为促进政治社会化，塑造新

的政治文化的重要方式。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

强调的，“互 联 网 要 成 为 传 播 先 进 文 化 的 重 要 阵

地”。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４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时就强调，加强网络

文化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我国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

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扩大宣传思想工

作的阵地，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辐射力

和感染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软实力［１４］。可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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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在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

通过促使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改变，网 络 政 治

传播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和空间。

网络海量的信息能极大地满足人们各方面的政治

信息需求，而对各种政治信息的接收无疑就是一

个重要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更是一个对现代政治

文化的吸收过程。网络政治传播的发展，使其不

但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的重要传播渠道，而且各种

新观点、新思想、新认识等在网络上的广泛传播，

以及各种思想的交锋和争论，都有利于改变民众

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从而有利于现

代政治文化倾向的形成。因为“传播不仅是传播

的环节，它也创造意义、情感和态度”［１５］（ｐ．３４８）。互

联网通过广泛传播现代政治文化，能促使人们逐

步转变传统的政治文化，进而形成与现代政治发

展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倾向。

　　四、网络政治传播与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就是对政治关系的变革与完善过程，

即废除旧体制和具体法律、法规、程序中的不合理

因素，并通过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建立

更加民主、廉洁、公正、稳定、高效的政治体制和运

行机 制，使 社 会 政 治 制 度 更 加 合 理、完 善 的 过

程［１６］（ｐ．３２）。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只有不断进行政治

改革，变革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当代

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改革国家与社

会关系。只有正确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才能使政

治关系的变化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政府与民众

关系则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那么，变革

政府与民众关系自然是政治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变革有多种方式，但通过互联网

而进行的信息互动则是促进政府与民众关系变革

的重要途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网

络政治传播，通过改变政府与民众之间的 相 互 关

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进行。

首先，网络政治传播通过增强政府与 民 众 之

间的互动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相关政治制度和政

治体制的变革与完善。一方面，网络政治传播促

使当代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发生了转变，推动了政

府管理的制度创新。电子政府建设的推进、各级

政府网站的开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

各级政府逐步将回复网民留言的工作制度化、政

府“公开的内参”的形成、党政机关政务微博的迅

速发展等，都是中国政府为适应网络社会而对自

身所做 的 调 整 和 变 革。这 对 于 推 动 管 理 体 制 改

革，提高政府过程的公开程度，增强政府决策的科

学化与民主化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中国政府

网负责人 周 锡 生 曾 经 指 出 的 那 样：“互 联 网 一 小

步，政府改革一大步”。政府网的开通，以实际行

动表明了 推 进 政 府 管 理 方 式 创 新 的 决 心［１７］。另

一方面，网络政治传播促进了相关政治制度和政

治体制的变革与完善。在互联网平台上，民众的

参政议政意识日益高涨，对政府的影响力不断增

强，主体性得到空前提高。知情权、表达 权、参 与

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都通过这个平台得到了充

分发挥，这对相关制度和体制的变革与完善起到

了重要促进作用。比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

体制、对政府的监督体制、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

民众的意愿表达机制、政治参与机制、政府决策机

制等纷纷建立起来。网络政治传播的发展既是这

些制度和体制的重要补充，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

这些制度和体制的变革与完善。从网络政治传播

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可以看出，不论是人们借助于

互联网监督司法过程，维护司法公正，促使司法制

度的变革和完善，还是通过揭露社会矛盾和问题，

促使政府相关制度的完善，或者是监督政府，促使

政府权力运作的合理化，等等，都是网络政治传播

通过促使政府与民众关系变化而深刻影响中国政

治改革，进而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表现。

其次，网络政治传播增强了政府与民 众 间 的

政治沟通，有利于广大民众向政府反映社会问题，

使政府了解民众的改革需求，从而能更好地推动

政治改革的进行。“政治改革其实是满足社会利

益需求的基本方式，而利益需求变化则是政治改

革发生的内在原因。”［１８］（ｐ．７２）双向传播及高度的互

动性是网络政治传播区别于传统媒介政治传播的

主要特征。这种特征表明，不但政府可以通过网

络向民众传达政令、路线、方针和改革政策，以取

得民众的支持，而且广大民众也可以通过网络向

政府传递相关信息，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从而影

响政府过程。２００３年以来，网络政治传播的影响

力日益增强，并触动了政府最高决策层，一系列事

件通过网络曝光后立即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

最终导致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出台。诸多网络事件

表明，广大民众对相关方面的改革需求是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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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民众对相关事件的讨论往往能超越事件本身

而影响到相关政策、法规和体制的变革。政府也

希望通过网络揭露诸多社会问题，以动员社会支

持，促进政治改革进程。“虽然中国国家的自主性

非常强大，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导人可以随意地重

建国家。相反，不同的社会力量试图以不同的方

式参与国家建构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领导人

必须考虑社会的声音。”［５］（ｐ．２１）而网络政治传播的

发展，则为社会力量向政府表达利益要求提供了

极为便利的条件。

政府是政治改革的主要推 动 者。然 而，政 治

改革并不仅仅依赖于政府行为，同时还要考虑广

大民众对改革的需求和愿望。因为“政治发展的

最基本任务就是使政治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

发展对政治的基本需求，从而使政治能够在有效

而稳定的运行中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完善”［１９］。网

络政治传播恰恰在传递社会的改革需求和愿望上

发挥着 重 要 的 功 能。通 过 影 响 政 府 和 民 众 的 关

系，使广大民众借助于互联网对政府的影响力日

益增强。这种关系的改变对于政治改革是极其重

要的，因为改革的成败最终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

众的支持，“脱离民众支持的改革只能归于失败，

而在改革者和民众之间进行沟通以取得相互支持

的中间环节就包括了大众传媒手段的使用。”［２０］（ｐ．６６）

所以，网络政治传播作为一个中间环节，在变革政

府与民众关系的基础上，更有利于广大民众向政

府传达改革需求，进而能有力地推动中国政治改

革，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网络政治传播是 影 响 当

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它毕竟只是一种

技术力量，其政治影响力也必然是有限的，不能盲

目地夸大其政治作用。书籍、报刊、广播、电 视 等

传统媒介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仍然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网络政治传播只有与传统媒介政治

传播相互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推动当代中国

政治发展的积极影响力。

注释：

①本文的政府指广义上的 政 府，不 仅 指 行 政 机 构，还 包 括

立法机构和 司 法 机 构，以 及 党 委 机 关，总 之，它 是 公 共

权力的行使 机 构，泛 指 公 共 权 力 机 关。民 众 指 民 众 个

人，以及与民 众 相 关 的 社 会 群 体 和 组 织。政 府 与 民 众

关系作为一对 基 本 的 政 治 关 系，是 国 家 与 社 会 关 系 的

具体化。政府与民众间的 互 动 关 系 及 其 发 展 是 衡 量 一

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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