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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变革与执政党建设 

 作者:马利  来源:党建

    胡锦涛同志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

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在当

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在科学技术不断改变

方式的趋势下，研究新媒体的发展与执政党的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有效地利用互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网络化成为时代潮流 

    目前，网络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亦催生了传媒变革，主要表现为以下几

    传统媒体网络化。传统媒体纷纷与网络接轨，新闻资讯空前丰富，内容传播拓向

益增强。纵观全球有影响力的报纸、电视和广播，无一不涉足网络领域。新闻传播伴

竞争而快速变革，成为信息社会的必然趋势。以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为例，传统

赢得市场和受众，而且成为增强新闻传播实力、影响全球大众新的增长点，其未来

    网络媒体主流化。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3.38亿人，较2008

媒体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经历了网络信息传播的初始时期、网络内容建设取得突破、

发展等多个阶段。网络媒体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中影响巨大、最具发展潜力的主流媒体。

    信息资讯网流化。热点新闻资讯不断在网上流动、渗透、演变，像一条条河流

务功效使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网络实现了人类基本的需求诸如了解资讯、通信、购

娱乐等，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无孔不入，“网流化”已经逐渐成为一

    网络时代给执政党提出新考题  

    给党的意识形态提出“信仰”考题。网络时代，各种观点在这个开放、匿名、互

锋、交融，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增强。在社会转型期，互联网

前沿阵地。可以预料，随着网络技术和社会思潮的发展，网上意识形态、思想观点

日趋激烈。 

    给党和政府公信力提出“信任”考题。互联网一方面使社情民意得到充分表达

网上被渲染和放大。网络传播效应将通过个人和个别事件影响到整个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络信息来源广泛、时效性强，很多问题真假难辨，混淆视听。 

    给党的干部队伍提出“能力”考题。从实际情况看，每一起轰动的网络事件背后，都有一些素

应网络时代要求的党员干部。网络时代，究竟怎么样才能当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在

党员干部的应对能力、承受能力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 

    给党的组织运行提出“管理”考题。网络舆论有两大特点：一是爆炸式地扩散信息。二是

民意。如今，传统的话语体系易被边缘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上靠组织体系、靠宣

模式，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网上民意汹涌，党的组织管理难度增大。 

    给党的新闻宣传提出“引导”考题。近几年，网络热词频现，每个热词背后，都是一

证明，面对网络信息麻木、迟钝地“躲”，对待网络舆情仅仅采取“堵、删、封”

已经和网络时代的要求、人民群众的诉求格格不入，必须直面网络时代给党的新闻

新考题。 



    给维护社会稳定提出“安全”考题。网络时代，民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拓展，一些社

借助网络功能凸显、放大、甚至酝酿危机事件,威胁社会稳定。同时，境外敌对势

台窥视中国，曾有西方媒体叫嚣“要用互联网崩塌中国的长城”。这都提醒我们，

警惕，信息资源也将成为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战略资源。 

   在认识上解放思想 在实践中开拓创新  

    网络时代，危中有机。应当在认识上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开拓创新，运用互联

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服务。 

    让网络成为组织建设的“新堡垒”。网络无疑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组织

我们党怎样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除了与时俱进，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引领时代潮流之外，

收“新鲜血液”，吸引、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党组织。互联网已经成为赢得青年、

何占领这一制高点，应该成为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主动设置议题，引导舆论。实

强大的红色网络。网络的优势可以消除时空的阻隔，探索创新党的组织建设的新形式，

员的沃土。在虚拟社区里，要更好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以现实的力量推动党的

    让网络成为党务公开的“新平台”。我们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

势，可以有效推动执政方式的转变，使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到实处。“人民民主是社

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网络时代，应当善于顺应信息公开的大势，积极推进党务公

不久前，中组部和人民网分四次陆续公布“首次全国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结果

内，百家网站竞相转载，点击量达130余万人次，网友跟帖超过2.6万条。此次中组

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信息公开案例，占据了主动权；注重研究新闻传播规律，加强与网

舆论引导“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同时，争取把成功的尝试转化为常态，人民

组部打造组织工作的网上新闻发布平台。 

    让网络成为党群沟通的“新渠道”。几年来，近300位省部级领导干部做客人民

成为党群沟通、干群沟通的新渠道。通过网络平台，及时吸纳、了解民情民意，化解矛盾和

化建议，体现了党的执政、工作方式的与时俱进。“向省委书记和省长反映问题，以前

网’。”一位网友的留言，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人民网为各地各级党政一把手开

来，已有36位书记、省长“现身”地方领导留言板与网友交流沟通，问政于民、问

多个省区制定了专门的网友留言回复常态工作机制，有专门机构负责督办。这种进

干群沟通的畅通率，更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在网络时代的生动体现。 

    让网络成为培养干部的“新课堂”。中央党校在人民网建立了“开放式教学基地

党校省部班学员集体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和网民对话。作为干部“触网”学习的新探索，

党校逐步推广。今年3月，井冈山干部学院的省部班、厅局班学员，都分别做客人民

宾真诚坦率的回答反响强烈。党员干部除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读书之外，还应

网的习惯，加强学习，提升对媒体的认识水平，提升与媒体交流沟通的水平，提升

平。 

    让网络成为舆论监督的“新利器”。网络时代的舆论监督无所不在，这对执政党自身建

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互联网时代的舆论监督，监督渠道通畅、监督力度增强、监

大、监督内涵丰富。网络公开性的特点有利于实现公民监督，有利于党发扬密切联

    让网络成为新闻宣传的“新阵地”。新闻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承担着宣

任。如何遵循新闻规律，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优势，用好用活多种手段来提升新闻

是网络媒体一直着力研究和探索的一项课题。人民网等网络媒体对新闻宣传不断探索，不

力，不断更新提升网络技术水平，从报道思想，到宣传手段，从内容组织，到互动

各种有益尝试，取得了可喜效果，在网上舆论引导和对外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坚持五个结合 应对挑战兴利除弊  

    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网络时代，如何进一步加强执政党建设，我认为可从以下五



    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的结合。坚持党管媒体，始终牢牢掌握新

动权，是我们党的重要原则，也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同时也要尊重新闻传

的优势和潜能，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

督。 

    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紧扣时代脉搏的结合。为了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使党的群

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从网民中来、到网

砖”等形式中得到继承并发扬光大。 

    坚持加强党内民主、党外监督和重视网络民意的结合。网络时代，重视网络民意，有利于党的

学化、民主化，增加透明度；同时网络推动和实现了公民与政党领导的直接对话，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