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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问政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原则 

 作者:江胜尧  来

    网络问政是民众参政、议政、问政的重要渠道，创新了党政干部的执政民主形式和民

式，成为推进中国政治民主进程的一种新的途径。但是，网络问政不仅要在形式上

重点解决影响社会政治民主、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当前，最为突出的

主义的主体性原则，厘清网络问政的主体性问题，为网络问政制度化、常态化、科

撑。 

    一、网络问政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原则 

    从目前对网络问政的理解来看，主要是强调政府在网络问政中的主导地位和主要作用，

问政的主体，忽视了人民群众在网络问政中的能动性，这种上下分离的模式不利于

主形式的健康发展。 

    主体和客体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中的一对关系范畴，二者之间有一种“相关律”

对象关系（如网络问政实践和认识）中，它们才是主体和客体。对于“主体性问题

地位和作用做出肯定结论的不同方式，也就构成不同性质的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原

重视并坚持主体在实践和认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原则。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

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从主体的对象性关系入手，是研究主体范畴最好的视角，强调

就是要看到主体在认识和实践中的能动作用。 

    网络问政是政府与民众的政治公共关系。美国公共关系学者哈洛说：“公共关

能，它帮助组织建立并维持与群众间的双向沟通，了解、接纳及合作；它参与处理

纷；它帮助组织了解公众舆论并作出反映，促进公众了解组织和事实真相；它强调组织为

任；它帮助组织随时掌握并有效利用变化的形势，预测发展趋势，使之成为组织的警

当的传播技能和研究方法作为主要的工具”。网络问政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各级政府通

共关系的重要途径，是政府顺利完成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建立和

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双向沟通与互动的重要管理活动。从政府的公共关系来看，网络问

主体是政府。 

    网络问政是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体现。胡锦涛同志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中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本在于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实践证明，推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切实体现人民意愿，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

来。”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人民主体地位”、“人民主体作用”是党的群众观点的新

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的党的基本路线

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的遵循。从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网络问政的主体，政府是网络问政在公共关系上的主体体现。 

   二、网络问政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原则 

    “以人为本”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其基本精神和

马克思主体性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核就是主体性。 

    网络问政是“以人为本”思想的领导方式或理念的转变。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

出的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具体阐释，为各级政府

念指明了道路。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及全体人民。从胡锦涛总书记与网友在线交流到温家宝总理通过网络问政于民，再到省

民问政议政蔚成风气，创新民主形式，诠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彰显中国民主政治建

政府的执政“新思维”。 

    网络问政是“网民社会”的普通民众参政议政问政的民主表达。2010年中国互

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4.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31.8％，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

量庞大且仍在快速扩大的群体，在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型网民社会”。传递

为普通民众参政议政问政的新型民主表现形式。 

    问政于民就是要顺应民意，问需于民就是要体察民心，问计于民就是要汇聚民智。

主体地位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三、网络问政必须体现利益主体性原则 

    网络问政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

产力的发展推动执政“生产力”效率的提高，体现人民群众利益主体地位。 

    网络问政就是通过网络科技的新技术，把人民群众的实践利益落实为人民群众

益的主体性分为认识的利益的主体性和实践的利益的主体性两种，同时认为实践的利益的主体性是

益的主体性的基础。因此，马克思的利益的主体性观的真正特色在于实践，通过实

过实践利用利益的主体性，通过实践追求利益的主体性和获得利益的主体性。 

    网络问政就是体现人民群众利益主体的表达方式。革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改革的主体也同

众，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都是由人民群众所为。江泽民同志指出：“人民群众是先

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邓小平同志指出：“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

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络问政必须把人民群众利益主体放在第一位。 

    网络问政的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是我党在新的时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

的时代课题。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根本要求就是党的根本要求，人民的根本意志就是

党的根本意志。网络问政的真正价值就在于通过网络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利益主体性的

主体性、至上性和发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