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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式民主舆论监督机制的建构

——我国贯彻危机的曙光 

作者： 代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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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国社会政府机构面临着严重的贯彻危机，政府高层的行政决策由于“中间梗阻”造成贯彻不力，损害了中

央权威，降低了民众的社会的信任，空耗了社会的能量。网络传媒的发展催生了网上公共信息平台和舆论监督机制，但

网络公共领域的建立需要借助制度建设为其保驾护航，才能真正实现对政策贯彻过程的监督。  

关键词：贯彻危机 网络公共信息平台 舆论监督  

一、我国的贯彻危机严重影响政府职能实现  

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病症”是“中间梗阻”，即政治学上的所谓“贯彻危机”①。贯彻危机，是指由于一个社会政治体

制的不健全，因而国家的政策难以顺利执行，法规法令难以得到全面、正确的贯彻。具体表现为“中央急，老百姓急，

不大不小的领导干部不急”、“上面放，下面望，中间一道顶门杠”的现象②。导致原本一些很好解决的小事，都得要

共产党的总书记或者总理亲自批示或者等到某些“权威媒体”曝光后，才引起“高度重视”的“雷厉风行”。  

中央的政策始终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但这些政策不能贯彻执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某些地方干

部受地方利益、个人利益和家族利益驱动，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不但不干而且变着法地顶着干；其次，这些地方干部在

任职过程中，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权力网，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组织集团，以地方对抗中央；再次，政府机构冗员

太多，办事环节增多，推诿扯皮，内耗严重，层层干预，使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即使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政策规范、领

导指示和群众需求，执行者也要故意推诿刁难，将“政策”在庞大的官僚机构的传达中失去原本的意义。  

贯彻危机（或叫短路政治）必然会极大地损害中央的权威，不仅加剧社会的矛盾，而且会空耗社会的能量，降低民众对

社会的信任和社会凝聚力。在民众与政府这样一种长线“委托—代理”关系中，因为公共权力特有的垄断性和信息不对

称困境，民众很难对公共权力实施直接而有效的监督。“不好监督，不敢监督，不能监督，不会监督”是监督体制的典

型反映。媒体作为政府和公众之间沟通的中介组织，承担着责无旁贷的代言人功能，通过反映民意推进中央政策的贯彻

执行。  

二、公共领域成为民主舆论监督更广阔的空间  

众所周知，传媒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和意见表达的平台, 既鼓励和保障大众参与公众生活讨论、表达各自意见的自由权

利，又对国家机器和民主进程行使批判和监督功能。公众使用传媒可行使包括知情权、表达权等在内的言论自由权。哈

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认为公共领域是指介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进行调节

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关一般利益问题的批判性的公共讨论能够得到体制化的保障，形成所谓公共意见，以监

督国家权力并影响国家的公共政策。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作为私人的个人自由地集合或组合到一起，形成

公众。当这个拥有自己意见的公共领域在逐渐汇集民意后，形成一个有别于、外在于、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这个

“社会”的出现并没有导致新的权力诉求，但它改变了权利的性质。公众将自身组织成为公共舆论的载体，并通过信息

公开的原则对国家的活动实施民主监督。  

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为公共领域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契机。现代公共领域根植于现代社会，开放进步文明的现代社会取

代封闭保守落后的传统社会为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生长提供了广阔空间和不竭动力。尤其是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品质

及其产生的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使得理性公共领域的健康生长成为必要。  

三 网络媒体的发展催生网上公共信息平台和舆论监督机制  

互联网开放自由互联的特性，使得人们能够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思维方式、更加多元的价值观念、更加包容的承受心态，

来参与和接受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网络传媒的蓬勃发展使得任何力量对舆论产生和传播的限制都已经愈显困难。在现代

社会中，有什么急需公共权力解决的问题、公共权力是否兑现及如何兑现等都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  

长期严格的新闻宣传纪律，以及深入人心的党和人民喉舌的整体形象，使传统主流媒体拥有了高度的权威性，因此在开

展舆论监督时传统主流媒体往往是谨慎有余、辣劲不足；而新兴的网络媒体无穷链接自由抒发的特质催生了网上公共信

息平台和舆论监督机制。这一点通过近年来比比皆是的因为媒体的曝光而得以迅速解决的社会难题得以明证。当前我国

公共领域呈现出公共权力运作规范化和社会舆情力量增强的趋势。  

目前，我国有名的网上论坛，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和新浪网的“新浪论坛”等，以其开放

形式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自由参与的虚拟公共领域。从延安“黄碟”事件、孙志刚案件、刘涌案件等发生期间面世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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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网络舆论讨论可以证明，正是成千上万的网友的愤怒声讨和激情声援，汇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正义洪流，廓清了人们的

模糊认识、普及了公民常识并且冲毁了不合理的制度堤防，使得传统媒体介入，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才使得这类问题

明朗化，也才使得一些事件立马“喊停”。“孙志刚事件”的媒体互动过程，就是公共领域模式的成功试验。它通过传

统媒体形成一个有意义的话题，继而网络论坛讨论这个话题并形成强大的民意，最后传统媒体报道民意以推动政府解决

所讨论的问题。  

四、推进制度建设为网络舆论保驾护航  

虽然网络舆论显示了强大的力量，但其中的舆论监督力度完全取决于媒体的关注程度，只有其中重大的典型事件才能够

得以解决。在引起各方的强烈关注之后才能得到解决。网络公共领域的建立需要一系列制度的保证才能有效地发挥公众

民意，真正实现对政府的舆论监督。  

1、建立透明的政府行政机制和监督机制，搭建公共信息平台，让民众积极反映舆论，监督政府的行政举措和贯彻力度。

传统的政府决策中，决策过程像一个黑箱，外面的人们往往看不到决策体系内部运作的实际情况，只能透过政策出台的

最终结果来认知政策。对中央政策的执行不力的关键原因就在于政府行政管理决策和监督机构的不透明。  

公共决策应在信息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做出，非保密的信息必须对社会公开，这将日益成为现代公共决策的重要原则，也

是公民知情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公民进行舆论监督的前提条件。公共决策的公开和透明，能够保证决策者更好地履

行职责。一方面，政府应通过有效的媒介手段搭建网络信息平台，及时地向公众提供公共决策中非保密的各种信息，要

建立公共决策项目的预告制度和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便于公民了解、监督。另一方面，提供公民有序地决策参与途

径，建立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基础上的网上舆论监督体系，凡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重要决策，要及时

接受、反馈并采取有效措施。让公民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建立高效的扁平化机制，彻底解决贯彻危机，让公民直接

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2、政府走信息化管理道路，减少管理层次，缩减中层组织。在信息技术和网络化的发展和应用的今天，转型之后，政府

则更加注重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信息爆炸时代，如若政府不能有效的管理，就谈不上现代化的管理，互联网

和局域网发达的信息化管理是成为我国政府发展的必备条件和必由之路。政府作为国家的行政机构，承担着大量的公共

事务管理和服务职能，电子政府的广泛应用将解决这些问题，在网上建立起政府与公众之间相互交流的桥梁，为公众与

政府部门打交道提供方便，并从网上行使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权利。公众可以从网上完成如交税、项目审批等与政府有关

的各项工作，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也可以通过因特网相互联系，各级领导也可以向各部门做出各项指示，指导各部门机

构的工作。通过因特网这种快捷、廉价的通信手段。一方面政府可以让公众迅速了解政府机构的组成、职能和办事章

程，各项政策法规，增加办事执行工作的透明度，并自觉接受公众的监督。另一方面政府上网以后可以让公众在网上办

事，这样既能使民众办事便捷，有可以利用电子自动化的手段，节省政府办公人员，精简政府部门，提高办事速度，减

少政府开支。  

纵横交错的计算机网络改变了政府信息传递方式，使其由多层型变为水平型，原来起上传下达重要作用的中层组织逐渐

消失，高层决策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警醒决策。分工细化的管理组织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把相关的管理部门加

以整合成为大势所趋。网络政府管理组织结构也就从金字塔变成矩阵型。行政组织中上传下达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被“信息高速公路”所提供的大容量通讯技术所代替。  

注释：  

①姚建宗：《国外政治发展研究述评》，《政治学研究》,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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