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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优势与组织优势相结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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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社会转型期的群众工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事。研究信息时代的网络优势与党政组织优势，把两个优势结合起来，共同为做好群众工作服

务，对提高党政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一、群众工作中网络运用存在的不足近年来，运用互联网络开展群众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各级政府网、各地的12371党建网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

影响。但在实践中也发现，网络覆盖的群体是有限的，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的利益在网络中体现得不充分。 

  （一）上网人数有限，反映民意存在一定局限性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

达到457亿人，平均每三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网民。但是，有2/3不上网的民众，无法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据2011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发布消息：上网人员30岁以上的只有418%，30岁以下的占了近60%；文化程度以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为主。我国人口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的比例

很大，且多为弱势群体，如果仅用网络反映民意，他们的利益往往得不到表达和体现。 

  （二）网络分布结构不平衡，网络代表区域民意存在局限一是城乡差异很大。城镇网民普及率为202％，农村网民普及率为31％，城镇是农村的6

5倍。二是区域差异大。2010年，东部省份网民普及率为157％，而中部和西部都为74%。北京、上海、广东互联网普及率分别高达694%、64

5%和553%，而宁夏、西藏、湖南、河南、广西、甘肃、四川、安徽、云南、江西、贵州十一个省或自治区普及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网络黑社会"现象值得关注"网络黑社会"这个词是2009年12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提出来的。近年来，传统广告公关

业务正在迅速走向网络，一些以"公关公司"或"营销公司"名义注册的公司，不仅能为企业提供品牌炒作、口碑维护等服务，也能按客户指令密集发帖，人为

制造热帖来诋毁、诽谤所指的对象，甚至左右法院判决。这些公司被称作"网络打手公司"，有人将其形容为"网络黑社会"。其造成的后果是惊人的，"我们看

到的40%、50%的信息有可能是不真实的"。能够"制造"不真实信息的群体，常常可能危害社会，伤害弱势群众的利益。 

  二、网络优势与组织优势相结合的建议 

  （一）构建"组织和网络结合"的硬件系统在网络设施建设上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农村倾斜。在欠发达地区不仅做到公路能够村村通，网络设施也能村

村通。从长远看，边远农村每个村、每个社都有网络活动室的意义，绝不亚于修路架桥的扶贫意义。建议从对口支援等经费中拿出一部分支持西部网络设施

建设，改善西部边远山区上网条件。网络村村通的经费建议由"三个一点"来解决，即党费出一点，政府出一点，村级服务中心自筹一点。网络平台的搭建应

当由易到难，可选定一些有条件的区域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全面铺开。在已建立农村网络的地方，只需把网络延伸到偏远农村的村、社即可，实际经

费不会很多。建立党政组织采集民意与网民自由表达结合的运行机制。党政组织将现在还不能利用网络表达自己意思的群众的所思所想汇集起来，及时上网

发布。把依靠组织系统采集的民意与网络自由表达的民意结合，有效地构建一种有组织的表达和来自网民自由表达的结合，真正形成社情民意的"全面表

达"、"有效平衡"、"科学调整"的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可以减少"网络黑社会"对社会的危害，也为"利益协调机制"建设作贡献。 

  （二）"网络优势与组织优势"相结合"决策"网络问计群众。对重大会议、重要决策，会前发布网络预告，会后网络公开决议结果。涉及重要规划、重点

工程、重大项目，通过网络公开征集意见。让民意充分表达，对民意充分尊重。"上网察民情"、"下网解民忧"。 通过官民互动交流的方式，化解民忧民怨，

提高党委、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公信力。"办事"网络公示群众。对涉及民生的问题，在网上公布办理时限、办理流程、责任主体、问责形式，建立公开

交办、公开反馈、公开问责"机制"，让网民一起公开监督为民办事的机构与干部，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得到群众认可。"解疑"网络引导群众。对经济

适用房、廉租等涉及有限公共资源分配的问题，药品、食品安全和防控疾病安全等公众关注的重大问题，要利用网络积极回应和消除群众疑虑，维护社会稳

定，赢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对网上的错误信息，要及时澄清，正面引导。各级党政组织要把没有上网条件、不善于在网上表达意见的群众的想法、建议在

网络上及时反映出来。 

  （三）创新联系群众的网络平台建立手机传播和网络传播相结合的平台。目前，我国使用手机的用户超过45亿户，用手机传播和网络传播替代传统的

人际传播是一大热点。高度重视手机的传播作用，建设手机、网络和组织"三传结合"平台，通过基层党组织为部分不便或不会上网的群众，搭建起用手机或

网络都能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桥梁，这对提高党和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有重要作用。建立方便群众反映诉求的平台。设立给中央领导、地方领导、部委领

导的"留言板"，给领导人发邮件和手机短信的电子信箱等，将网络舆情纳入正式渠道，便于汇集和双方乃至多方的沟通，及时解决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建立

搜巡群众诉求的平台。为了了解群众的诉求，应建立相关平台搜巡和汇集网民在各个论坛对于各种公共事务所发的帖子、在博客中发表的对于公共事务的文



章、在QQ等及时通讯群组中关于公共事务的议论、在手机中发送的关于公共事务的短信等。沟通的渠道可借助大众传播媒体，或借助一些舆情汇集的软件

技术。（国家行政学院重庆教研基地 黄远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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