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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要适应“互联网政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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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信息时代的主要标志。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深刻改变了政治生态环境，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

道。  

人们将民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政要通过网络与民众互动的现象，称之为互联网政治。  

互联网政治早已是一种国际现象。民众通过互联网，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参政议政，已是常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众通过上

网的方式参政议政，也日益普遍。开博客，或网上聊天，是当今各国政要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塑造个人形象，与民

众增加互动，争取选民支持的新方式。政要上网，正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在我国，保守的估计，上网人数已经超过一亿，而且还在迅速增加。网民通过网络参政议政，日趋活跃。  

大家知道，今年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CCTV4）开设了一个栏目，叫做“我有问题问总理”，短短几天内，就吸引了

12万网民竞向倾诉、提问、建言。两会期间，网民通过网络提出的问题，达几十万条。“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这是中国民主政

治发展的新景象。  

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和委员实名开博客，及时向民众传递信息，不少网民向他们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这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同

广大民众联系的新方式。一位政协委员说，她将提案初稿发布博客，竟有数万人点击阅读，三百多人通过留言或邮件与她交流，使

她的提案更完善。通过网络与网民交流，已经成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同民众联系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不受时空限制、方便快

捷，效率高。  

打开电脑，一些标题很引人注目：  

总书记总理也上网  

××省委书记发帖向网友拜年  



××市委书记上网与市民谈心话发展  

××市委书记率政府官员开博客  

××市人大开通博客利用网络听取民意  

××市政协首开博客听取民意  

总的情况是，有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上网同民众沟通。  

在我国，互联网政治还是新事物，对领导者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党中央对此极为重视。  

今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的专题学习内容，就是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中国网络文化建设的若干问题。胡锦涛同志提出，各级领导干

部要重视学习互联网知识，提高领导水平和驾驭能力，努力开创中国网络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作为领导干部，要勇于接受网络的挑战，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目标的高度，因势利导地推进互联网政治的健康发展。  

互联网政治的发展，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我们要主动顺应这个历史潮流，掌握主动，要把互联网政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新形式，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在，我们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有了利用互联网的主客观条件。问题仅仅在于，如何提高利用互联网的自觉性，如何提高驾驭能力。 

适应互联网政治，要有新的思维，要创新工作模式。  

最重要的，是要敢于增加透明度，直面群众。互联网政治的特点之一，是民众与领导者直接公开地互动。我们有些领导者不习惯于

面对面地同公众讨论问题，这是民主意识不强的表现。   

当然，我们也要强调，应当理性对待互联网政治。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在发展互联网政治的同时，如何更好引导，加强管理，防

止不良信息的传播，防止不文明行为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如何防范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进行破坏，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这

也是公众与领导者、管理者的共同课题。  

信息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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