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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政治营销
 

作者：□陈潭 来源：《网络传播》    时间：2009-03-18

  网络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也深刻

地影响着国家和国际的政治生活。同时，网络的政

治营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政治精英抑或普通公众

所仰赖的技术武器。 

  “网络总统”：技术成就梦想 

  经过21个月的艰苦奋战，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

终于完成了“不大可能达成的任务”，成为美国历

史上的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的成功有赖于“时

势造英雄”的机缘，也仰赖于他卓越的演说才华和非凡的个人魅力，还在于他及其竞选团队熟练地运用互联网而

开展的政治营销。 

  奥巴马成功募集了超过6亿美元的政治捐款，而这些献金超过85%来自互联网，来自总计310万名捐款人，65%

都是小额捐助者，其中绝大部分是不足100美元的小额捐款。在著名社交网站Myspace上，奥巴马有41.5万个朋

友，而麦凯恩只有5.5万个朋友。同时，奥巴马团队在筹款集会上一般不接受现金，只需留下Email地址，选民每

周都会接收到有吸引力的竞选内容。 

  搜索引擎在政治营销中也派上了用场。奥巴马在Google的一个“关键字广告”上投入了数百万美元，购买的

关键字广告不仅包括自己的姓名，还包括如“油价”、“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等热点话题。如此一来，

他就可以更好地向选民表达他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为了吸纳更多年轻人的选票，奥巴马竞选阵营还开发

出一款iPhone的应用软件。Web2.0世界里的美国大选热闹非凡，一时间许多网络空间都深深地打上了“奥巴马变

革”的烙印。 

  网络问政的期待 

  尝到了网络政治营销甜头的奥巴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在奥巴马的政治词典里，政府的政策方针、施政

纲领和策略行动同样需要利用网络的魅力，需要民意的支撑，“网络问政”无疑将会成为他执政的源泉和动力。 

  无独有偶，俄罗斯总理普京个人网站已于10月31日问世。这个网站将设立全面的信息库，内容包括普京出任

总理职务后的工作情况，在政府主席团的发言、工作视察时的声明、各种致词、国内外媒体发表的有关普京的文

章以及大量的音频、视频和照片图集。网站访客还可以通过该网站的“时间轴”对普京实行“跟踪”。 

  中国互联网正在逐渐摆脱“抒情言志”的主流风格。在特大冰雪灾害、拉萨“3·14”暴力事件、汶川大地

震、北京奥运会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中，广大网民展现了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强大力量以及民族的凝

聚力。同时，以重庆“钉子户”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陕西“周老虎”事件、哈尔滨“警察致人伤亡案”

等事件为标志，网络在广开言路、汇集民意等方面显示了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的影响力。网民通过对突发事件和



公共事务的踊跃发言，形成了较大规模、较强力度的网络舆论。 

  另一方面，从地方政府网站开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开博”，到总书记、总理上网对话网民，中国

公共政治生态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2007年4月到6月下旬，湖南省的数十名厅局一把手出现在互联网上，他们将

在重视网民意见的省委书记张春贤要求下在网络上答疑解惑。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官员的政治营销与网民的意

见表达都将进入“激情燃烧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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