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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互联网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意味着陌生和神奇，十年后，网络已经成为了人们了解世

界、关注时政的重要窗口；十年前，人们获取新闻主要来自传统媒体，十年后，网络使每一个

受众都成了影响舆论走向的重要支点；十年前，网络上中国主流媒体的声音显得那样微乎其

微，往往淹没在网络浩翰的海量信息中，十年后，中国网络“主流媒体”已经可以自豪地宣

布，我们就是网上新闻的制高点。  

    在第四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蔡名照明确表示，经过十年的发展特

别是近几年的努力，中国重点建设的８家中央新闻网站和２４家地方新闻网站成功改变网上新

闻传播无序的局面，已经成长为主导网上新闻舆论的网络“主流媒体”。       

 中国网络媒体经过１０年的发展，尤其是近５年来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完整的布局。从中

央到地方布局看，有三个梯次：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省级重点新闻网站和中心城市（指省会城

市和计划单列市城市）新闻网站。中国网络主流媒体的梯队已经初具规模，管理和运作也逐步

成熟。      

    国务院新闻办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国重点新闻网站每天首发的新闻达到２４０００余

条，境内受众覆盖面平均每天超过５０００万人次。自２００１年以来，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的

访问量以平均每月递增１２％的速度上升。一些地方重点新闻网站如千龙网、东方网、南方

网、红网等过去三年的访问量平均增长了９倍。新华网、人民网、央视国际、千龙网等多家重

点新闻网站进入了全球网站的百强行列。      

    “目前，一个以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为主干、中央和地方重点新闻网站优势互补、发挥主要

商业网站积极作用的互联网新闻体系基本形成。”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闵大洪

认为，其体现出的传播影响力、社会地位、政治认可度、对重大事件的报道能力都清楚地证

明：重点新闻网站是网络“主流媒体”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中央主管部门领导、各大网站负责人、广大民众一致认为：中国网络主流媒体，特别是重点

新闻网站发挥互联网的独特优势，宣传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经济、社会、文化信息，反

映人们的愿望与呼声，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发挥着主导作

用。   

重点网站正在引领中国互联网新闻主潮流  

 １９９９年５月，美国袭击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人民网第一时间报道事件动态，持续跟踪事

件发展。人民网强国论坛应运而生，网民积极跟帖，反响空前，第一次掀起了网上舆论大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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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日，举世关注的伊拉克战争爆发。新华网同时用中文和英文在全球互

联网站中率先播报，全国各大网站纷纷转载。新华网发展论坛人气旺盛，网民纷纷发表评

论。  

    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６日，刘涌被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湖南红网积极作出报道，以地方

网络新闻阵地的平台向网民充分展现了新闻进程。      

    ２００４年，萨达姆被擒”、“车臣总统身亡”、“里根逝世”、“大安山媒矿事故”等

一系列突发事件，各大网站纷纷抢先报道，以新华网为代表的新闻网站发挥着“网上舆论主阵

地”的作用。      

    除了第一时间进行新闻发布外，各大重点新闻网站还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内重大活动的现

场报道中。在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我们总能看到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等网站的身影，总

能让党和国家的声音第一时间传出，让网民最先了解国家政策调整和相关人事调动；各地举办

的旅游文化节、经贸洽谈会等重要活动，我们也能看到东方网、南方网、千龙网等地方重点新

闻网站的最新报道。      

    “很多重要的新闻，我们都是在网上看到的。”许多党政部门工作人员、大学生、专家学

者、工商界人士纷纷作出同样的表述。 

 时代呼唤网上“主流媒体”。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主要新闻网站已吸引了国内95％以上的

网上浏览量，在全国六十多万家网站中处于主导地位。一次次的最新报道，一次次的热点策

划，一次次的舆论引导，国家与地方重点新闻网站已经崛起，正引领着中国互联网新闻的主潮

流。   

    沟通民众与政府的“网上桥梁”已经搭建形成      

    ２００３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广州对一位参与防治“非典”第一线的医生说：“你的建

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６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对学生说：“我看到同学们在网上

写的一些话，我挺感动。大家对政府的信心越来越强了。”       

    经过几年的发展，重点新闻网站建立网谈、民众舆情收集、热线服务等栏目，使得民众的

信息有效地抵达政府管理高层；然后通过专家咨询、部门解答、领导批示等方式，再使政府的

回应反馈到民众当中。中国网络主流媒体，已经成了沟通民众与政府的“网上桥梁”。      

    新华网开通的《新华访谈》和《焦点网谈》栏目，已经成为“网上桥梁”的主力军之一。

新华网围绕网民关心的话题，邀请国家部委有关领导、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

者进行在线访谈，与广大网民进行交流互动。网民把自己的问题和困惑直接传递给政府官员，

实现现场提问、现场解答的最佳效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公开表示：我是新华网

的忠实网民。      

    作为地方重点新闻网站，湖南红网开设的《百姓呼声》栏目也得到了网民的广泛好评和地

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说：“我是红网的忠实网民，我每周必定要看看红网

的《百姓呼声》，了解百姓到底有哪些呼声。”    

    今年，中央高度重视青少年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健康成长。６月份，中国互联网协会开通了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站，各大重点网站在显著位置上作了链接，各大论坛也纷纷发



帖。一时在网上掀起了举报色情淫秽网站的热潮，很多网民发表评论，建议政府建立有效的管

理机制来遏制不良和有害信息的蔓延。据了解，截至７月２７日，已依法关闭境内淫秽色情网

站近７００家，网民的很多观点也得到了采纳。这是近年来民众与政府部门网上沟通、网上办

实事的最好体现。 

 新华网《新华访谈》、人民网《人民热线》、千龙新闻网《市民留言版》、湖南红网《百姓

呼声》等一大批网上民众与政府的交流平台，已经形成并且逐步壮大影响力。这些栏目正在努

力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向全世界发出中国声音的“网上主窗口”充满阳光  

 网络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宣传的最佳媒体。中国网络主流媒体特别是重点外宣网站，正在向全

世界发出中国政府的声音，充分展现一个完整、丰富、精彩的中国。      

    中国网、中国日报网、 国际在线等网站是我国主要的外宣网站。当前各大外宣网站开设

的语种设置基本覆盖了全球使用的主要语言。据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总编室主任李雅芳介绍，

以中国网为例，目前，访问者每日来自全球１６０个国家与地区。２００４年８月的统计表

明，全月访问者来自世界２１４个国家与地区；而访问各文版的网友基本来自对应的语言区。

外宣网站已经成为国外受众了解中国的主要途径。   

    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使国外从决策层到普通人对中国的关注

大大增加。我国的全面对外开放使外国所有主流媒体都进入了中国，而由于缺乏对中国全面、

客观的认识和编辑思想的偏颇，他们的中国报道常常是片面的或带有明显偏见的。因此，当我

国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用我国媒体的及时、客观、权威、全面的报道以正视听就显得更加

重要，而网络主流媒体在这一方面的作用已得到广泛的认同和高度的重视。    

    拥有中国网络主流媒体身份的各大外宣网站便在如此高的关注度下应运而生，对宣传中国

和引导网上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除外宣网站外，我国其他重点新闻网站如新华网、人民网等

也开通了丰富的多语种频道，积极参与和做好对外宣传报道。向全世界发出中国声音的“网上

窗口”日益充满阳光。   

    今天，中国网络媒体发展正面临着第二个“拐点”：要不停留在目前阶段和水平，作为有

限，要不以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之道，谋大作为。中国各大网络主流媒体，也正积极寻找可持

续发展的支点，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加强自我能力建设，开创中国互联网传播事业的新

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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