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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网络参与的政府创新分析* 

——以湖南“献计献策”活动为例 

时间：2008-04-04 作者：徐家良 万方  

 ［摘要］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少地方政

府从理念、体制、机制、技术等方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创新活动。中共湖南省委凭借着多

种形式的网络平台，开展了为湖南“献计献策”的活动，扩大公民参与的渠道，回应社会

中的各种问题和需求，提高公民对党的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对宏观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产生积极的影响, 有利于公共政策的执行和落实，从而建构起多元合作的格局。 

 ［关键词］公民参与；网络民主；公共政策；政府创新；吸纳机制 

 ［中图分类号］D625；D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0863（2008）04-

0070-05

  一、问题提出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公共政策除借助传统的信息收集外，越来越依赖于网络，这既

使公民参与增加了新的途径，又使政府快速便捷地获知相关的信息，完善决策机制，有利

于决策手段的多样化，维持决策内容的公正性。 

   网络民主，最早由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于1995年提出，认为是以网络为媒介的民

主，或者是在民主中渗入网络的成分。［1］而作为以网络为媒介的民主形式，人们的关注

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网络作为一种高效率的工具，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公民参

与的渠道，拓展民主决策的内涵，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网络可能会带来一些混乱，

产生资源使用的不平等以及网络自身的不规范性。唐丽萍认为网络民主突破了传统民主在

地理上、信息沟通方式上和信息获取途径上的局限,提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而

使用网络的能力差异及网络自身的无限性与可操作限制了网络民主进一步扩展。［2］韩志

磊则强调网络媒体在舆论监督和基层民主自治业主论坛中的作用，当然，他也认为网络民

主中政府治理不足、道德治理不足和法制治理不足等缺陷。［3］同样，也有不少学者如娄

成武、毛寿龙等认为网络技术具有国家垄断性、网络民主投票的可操纵性、网络民主的不

平衡性等。网络民主的局限归结于网络选民的局限，网络民主的选民只能是有实力、有能

力，并且偏好使用网络的人。 ［4］同时，网络被认为易带有欺骗性，网络参与通常缺乏

规范性的，因而民众的非理性的“情绪民主”也容易通过网络传染。［5］学术界关于网络

技术所带来的民主利弊有很明确的认识，尽管网络技术可能有一定的负面效果，但应用网

络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仍然是被认可的。 

  在转型期的中国，现实生活中能既有效运用网络的优势，又能避免网络技术局限所造

成的负面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既然网络易产生混乱的前提是公民理性无知，那么激励公

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就是关键。正如菲什金所说的，公民或许的确对政治和政策知识掌握不

足，但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公民本身缺乏能力，“只是在那种条件下，他们没有兴趣或是

动机去掌握知识和信息……当公民受到有效激励时，他们有能力协商复杂的政策问题。”
［6］显然，网络作为一种工具不能自动地改善民主，问题的核心就在公共权力机关运用网

络的技术和方法，如何确立科学的公共政策理念，鼓励公民的参与。湖南省委通过多种形

式的网络平台提高公众对公共政策的参与度，吸纳社会各界的意见，这对于构建良好的网

络民主而言是一个新的尝试。 

  二、网络民主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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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8月8日，湖南省委通过红网(www.rednet.cn)发布《寄语》，动员全省民众参与

为期2个月的“迎接党代会、共谋新发展”献计献策活动。这是中国地方公共权力机关第一

次利用网络征询民意制定重大决策的过程。本次活动湖南省委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公民的

参与状况怎样、实际效果又是如何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对中国民主建设、公共政策制定和

吸纳公共问题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这次活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网络的充分利用。湖南省委是活动的发起者，而活动的发

起完全是由网络开始，活动的参与方式增加了网络途径。省委成立献策献计活动办公室，

并委托红网专门为活动设计了两个网络平台：一个负责接收，一个负责统计。在《寄语》

中，湖南省委明确十六项活动主题，内容从经济建设到文化建设，省委的各项宏观工作全

面向公民咨询。并且在《寄语》的结尾，注明了两种活动参与方式：一种是传统的信函；

另一种是网上在线提交的方式，包括网络直接留言以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同时，湖南省委

在其依托的网络平台（红网论坛）上开通了专属的板块供网民讨论交流，并派专人定期浏

览相关帖子。网络化的气息时刻体现在此次献计献策的活动中。 

   
  资料来源:湖南省委献策办，《献计献策专题》，

http://hn.rednet.cn/Program/376.html。 

  而公民尤其是网民的参与热情相当高涨。在活动刚刚进行到100小时的时候，就收到

直接提交建议594条，电子邮件292条。截至到2006年10月23日，献计献策活动办公室总

共收到对策建议共计9232条（图1），其中发送自网络的比例达到近50％。此外，活动办

公室还接待献计献策者来访166人次，来电84个，活动的专题网站点击量达到170万人次。
［7］ 

  除了参与人数外，参与群体也显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参与献计献策的来函者涵盖了社

会各个阶层和群体，既有专家学者，又有工人、农民和在外打工者；既有领导干部，又有

基层群众；既有离退休同志，又有在校学生；既有知名人士，又有普通市民；既有国企职

工，又有民营企业家。献计献策在线提交来函地域也非常广泛，既有省内，又有省外，还

有境外和国外，这其中来自省外、境外的来函占到了10％（图2）。尽管参与者来源多

样，但他们关注的问题却相对集中。据统计，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占总数的70%以

上，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问题是我国当今首要问题，社会各层对此都有着深切的体会。

另一方面，公民受到了湖南省委的动员，符合献策献计活动所希望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

主题。这表明无论社会地位如何，公民都有能力对于某一问题进行思考，甚至提出自己的

看法以及改进建议。 

   



资料来源：湖南省委献策办，《献计献策专题》，http://hn.rednet.cn/Program/376.html。 

  对于公民的对策建议，湖南省委也有较积极的回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活

动发起之初，省委已经就听取公民政策建议问题作出了基本的判断，观点非常鲜明。在

《寄语》中写道，“对您的宝贵建议，尽管我们难以一一作答，但我们都将悉心倾听，充

分尊重，认真吸纳。”［8］一个“尽管”和一个“但”，体现了湖南省委务实求真、尊重

民意的态度。第二，在活动进行之中，湖南省委也的确履行了承诺。在9119件对策建议函

中，21位省级领导做出了108次的批示。另外，在省委指定的网络平台上，对于网友们的

建议也有积极的反馈和及时的回复，比如，将众多网民共同关注的话题提升为置顶，突出

其重要性。第三，对特别有价值、操作性强的建议进行吸纳。省委书记张春贤特别强调，

“答复群众要真心实意，不能搞官样文章。什么‘您的来函我们已经收到，本部门正在处

理之类’的空话，不行！”。在活动结束后，省委成立献计献策活动对策建议吸纳办公

室，专职负责可行建议的办理、落实。同时，对策建议的落实情况也随时公布于网上，网

民能够实时了解省委工作的进展状况。红网专门开辟献策回音壁板块就可行建议公开其吸

纳办理的进程，据统计，截止到2007年6月26日，有48个省直部门和单位向吸纳办理工作

办公室反馈了300多条吸纳办理意见，都已公布于网上。 

  这次活动从发起到结束后的相关工作，湖南省委始终处于一个服务者的姿态，与之对

应的是公民的积极参与，尤其是来自网络的网民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湖南网

络民主实践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充分调动了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因此，这次的民主实践与

传统的民主活动相比有一定的创新价值。 

  三、公共权力的创新 

  当人们谈到网络民主时，通常将其看作是直接民主的复活，把对直接民主的责难转嫁

到网络民主上，如公民的网络参与导致可能的混乱、参与的平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然而，

湖南的网络民主毋宁说是直接民主的表现，不如说是间接民主的扩展。湖南的网络民主增

进共识，减少对抗，吸纳意见，维护了公共利益，有利于宏观政策的制定。湖南省委作为

公共权力组织，它所创新的民主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网络参与对于现实参与是补充而非替代 

   湖南省委选择了网络作为扩大公民参与的途径，其原因在于网络自身的两个突出优

势：一是不受时空限制；二是具有开放性。网上交流既可以是实时的，也可以是以留言方

式间断进行，不受地域限制。而且，网络上人们之间的交流都是公开的、透明的，任何人

都可以自由地参与讨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说，只要存在网络连接，无论何

时、无论何地人们都能进行无约束地交流。当然，无可讳言，正因为网络自身的开放性，

使网民几乎是隐形于网络之中，使公开的讨论带来很多不确定性。比如，匿名讨论使参与

者发表言论时没有任何顾虑，这就容易给讨论带来混乱，参与者没有明确的责任感和义务

感。 

   然而，在湖南，网络民主实践使公民的广泛参与成为可能，并未取代现实参与的地

位，且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网络的不规范。在湖南此次献策活动中，网络参与的比例是近

50％，上门访谈、电话、传统信件等参与方式同样占到50％。也就是说，网络的应用并没

有给公民参与形成一道数字鸿沟，而是提供了一种新的参与方式，它促进了公民参与而不

是把公民参与限制在网络上。显然，湖南的网络民主也不会产生新的不平等。当提交的建

议被确认时，参与者的身份同样会被确认，这样的好处在于省委并没有干涉讨论的过程，

却使讨论的结果更加符合实际需要。 

  （二）公民的参与强调讨论而非投票 

   网络民主延展了公共空间，使公民的广泛讨论成为可能。公共空间的概念由哈贝马斯

提出，表示在相对于国家政权之外的公民社会中，各种利益团体可以就自身利益的问题进

行广泛的政治辩论、交流，从而影响政治过程。［9］显然，公共空间代表了公民之间交流



讨论的过程，即协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互相提供信息、互相交流看法，有利于共

识的达成。一方面，信息的交换使每一个人更为全面地看问题，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人

的有限理性；另一方面，各种意见的交流使每个人有机会了解到他人的想法。这既能丰富

自己的观点，同时使自己有机会接受他人的观点。与讨论相比，尽管投票缺少公民之间的

对话与交流，原因在于组织讨论需要高成本，尤其是处理在大范围的讨论时。然而，大范

围的投票使单个个体的决策变得无足轻重，因而理性的个人选择对待政治的冷漠态度。因

此，网络应用在民主之中，使大范围的讨论成为可能，而讨论使公民获得更多的知识与解

决问题的能力，并使社会更易达成共识，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湖南省委指定红网论坛是公民交流的最集中的地方，在论坛中提交的建议几乎都有很

多网民参与讨论，建议在讨论中得到丰富和完善。比如当一位网友在论坛提出湖南的湘西

南、湘南铁路建设问题的建议后，相关的讨论如火如荼，该贴的点击率达到1.8万次，回帖

达到737个。不少人就该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最后该建议在综合了各个网友观点

后被吸纳为献策献计中的一条为湖南省委所参考。可以说，献策活动中来自网络的每一条

建议，都或多或少代表了多数人讨论之后的意见。 

  （三）公民个体参与的功能表现为建议而非直接决策 

   尽管要求决策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我们不能把公民直接决策当作一种好的民主形

式。由公民直接决策至少存在两方面的弊端：一方面，公民直接决策的结果可能是无效

的。当大规模地进行全民磋商时，那部分由于理性无知而变得冷漠并缺乏知识的群体，容

易被政策倡导者所利用，将他们看作易受广告影响且动摇不定的消费者。政治过程将会被

派系热情和利益所控制，造成一种多数暴政。另一方面，强调直接决策的导向有可能增加

公民之间的对抗情绪。不同诉求的利益群体将争夺可能的决策权，因此，民主将陷入到一

种此赢彼输的零和博弈之中，这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然而，人们也不能以大众无知为借口而排斥公民参与，因为公民是有能力获取知识

的。决策民主强调的是决策的合法性，而合法性恰恰来自广泛的公民参与。既要听取民

意，又不能被民意左右，因此，湖南省委将网络民主中的公民参与限定在提供建议上。其

优越性在于，公民仍然直接参与决策过程，公民的表达更直接、更顺畅，因此更能对决策

制定产生影响力。而对于省委来说，有利于提高决策自身的适用性与合法性。 

  （四）表现为一致性民主而非对抗性的民主 

   曼斯布里奇在《超越对抗性民主》中区分了这两种民主。一致性民主最突出的特点在

于其强调共同利益以及一致同意的原则。而与此相对的是对抗性民主，这种民主的特点

是：它不强调公共利益或共同福祉，认为每个人或集团都是由自身利益参与政治；由于利

益诉求不同，因此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较低，有效率的办法就是采取多数决定。［10］ 

   从湖南的网络民主实践中看到，尽管网络讨论不是面对面的讨论，但同样具有简单的

投票所不具备的优越性，并且比面对面的讨论更具可行性。更为重要的是，此次网络民主

实践围绕着为湖南谋发展的主题。湖南的发展对于公民来说显然是一种公共物品，它将使

公民获得一种非排他的收益。因此，民主讨论不会被派系利益所影响，也就不会产生暴政

或是对抗情绪。那么，我们可以据此判断，湖南的网络民主更是一种一致性民主而非对抗

性民主。 

   由此可见，与理论上所探讨的网络民主相比，湖南的网络民主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

可以将传统的网络民主看作是“网民民主”，这种民主的受众集中于网民，讨论也通常不

受拘束，显得有些混乱且不规范。而将湖南的网络民主称为“网络参与民主”，这种民主

不是将受众局限在网民，而是吸纳网民作为受众。同时，公共权力机关的有效引导使整个

讨论过程显得高效有序。因此，湖南网络民主的活动不仅具有较高的现实价值，也有较深

远的理论意义。 

    

   四、创新与吸纳机制 

   政府创新可以看作是公共权力机关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



改革。［11］这里的公共权力机关，既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家司法机关、国家行政机

关，也包括执政党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使政治与行政彼此间相互支持，紧密联系，这

样，政府创新就具有综合创新的特征。［12］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地方政府面临着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压力，为了解

决各种实际问题，通过内容、方法和途径等方面的创新，缓解矛盾与冲突，满足社会组织

与公民的正当需求。这些创新活动一般体现在基层民主选举、政务公开、政府职能转变、

行政管理体制调整与流程再造、听证与效能建设、户籍制度改革、公开评税等等。创新主

体包括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政党组织，还包括社会团体。在众多的创新活动

中，安徽省芜湖市和浙江省天台县利用网络实行政府与市民互动显得尤为突出。2003年1

月，芜湖市政府网站设立“市民心声”栏目，最大的创新在于实现政府与市民的互动，做

到“市民有投诉，政府有回复。群众有意见，政府有解答。”为了实现平等互动，“市民

心声”充分运用部门反馈的在线回复机制、民意征集的在线谋划机制、直接沟通的在线访

谈机制、覆盖全市的媒体联动机制，有效地解决了市民的一些实际问题，推动了工作作风

的转变，提高了政府效能，初步构建“以电子政务为基础”的社会治理雏形。2004年4

月，浙江省天台县开通效能网，网民可以在“民意直达/阳光工程”的BBS上向政府提意

见，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在网上作出答复，并根据答复率考核政府各部门。互联网成为受到

公开监督的民意通道，可以进行公开、高效、及时的沟通互动，被称之为“互联网民意”

的大胆试验。［13］ 

   2007年3月，105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签署“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

案”，由于存在环境污染和人身安全问题，要求2006年厦门市引进的总投资额达108亿元

的腾龙芒烃（厦门）有限公司的一个化工项目紧急迁址。5月30日，厦门市政府决定缓建

该项目。12月8日，在厦门市主办的厦门网上，开通“环评报告网络公众参与活动”的投

票平台，结果显示，有5.5万张票反对PX项目建设，支持的有3000票。12月13日，厦门市

政府召开市民代表座谈会，85%以上的代表反对。12月15日，福建省委、省政府决定，厦

门PX项目迁建漳州古雷半岛。这是公共权力部门认真吸纳公众意见的又一次创新活动。 

   而中共湖南省委的献计献策活动，不在于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而在于征集宏观的发

展战略，为政府重大公共政策活动提供依据和思路。中共湖南省委是第一次以省委的名义

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这在创新主体上是一个新的尝试和突破，反映出中共湖南省委扩大

党内民主，充分调动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用改革精神开好党代会的新探索。与行

政机关相比，共产党与公民有着更为密切的血肉联系，能更好地与公众展开交流。因此，

在创新主体多元化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是创新中的关键主体，扮演国家经

济社会宏观战略中领导者和决策者的角色，履行维护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职责。
［14］ 

   实际上，这次献策献计活动也是一个吸纳社会各界对湖南改革与发展意见的过程，使

原有零散的建议通过提炼后集中化。吸纳能力包括承载容纳能力、吸引凝聚能力、整合能

力、控制能力。［15］吸纳能力的高低反映出政府社会动员能力的强弱。从2000多万字的

来信来函中，湖南省委“迎接党代会，共谋新发展”献计献策活动办公室整理成“献策湖

南”一书，包括经济建设42篇、政治建设15篇、文化建设22篇、社会建设24篇（其中涉及

环境保护的3篇，它们分别是切实做好环保工作、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对贫困山区扶贫实行

“退人还山”的建议）、党的建设16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湖南省委对献计献策活动的吸

纳程度，至少说，这129篇建议已经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实际上，有的一篇中，不止

一个作者，如“群众献计构建和谐社会”一篇中，就有10个公民关注此事。［16］显然，

献计献策活动充分发挥了对社会问题和需求的吸纳机制，将“问题”上升到“社会问

题”、“公共问题”和“党的问题”，使省委的重大决策能在广泛听取民意的基础上得以

产生，扩大了公民参与的渠道，提高了公民对党的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有利于公共政策的

执行和落实，从而构成起多元合作的格局。 

   五、小结 



   本文运用民主理论，揭示了网络民主自身的优越性及其负面效应，提出网络民主的有

效性不在于网络本身，网络本身仅仅是可供利用的一种工具。网络民主的负面效应可以通

过操作的创新以及引导其发展的理论创新而消除。由此而来的网络与民主的结合能改善当

前间接民主中公民参与不足的问题，提高决策的合法性，有利于降低社会中的对抗情绪。

而网络作为工具不会自动改善民主，且公民受困于理性无知。因此，这种创新的主体只能

是公共权力机关。网络民主的有效性直接取决于公共权力机关对网络的应用以及所据理论

的合理性。 

   中共湖南省委献计献策活动是中国首次网络参与民主的实践尝试，通过对案例的分

析、提炼，总结出该活动中湖南省委对网络运用及公共权力机关理念的创新，利用网络激

发公民参与热情，使公民的政策建议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与公共权力部门一起产生合

力，推动社会进步。同时，督促地方党的组织更好地吸纳社会各界的意见，把握问题症结

之所在，为制定符合实际需要的宏观政策打下扎实的基础。因此，湖南的实践活动在一定

程度上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值得地方党政部门借鉴，继续推动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活

动，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美］马克·斯劳卡．大冲击——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M］.南昌：江西

教育出版社，1999 71. 

［1］Mark，Slouka．Impulsion: The Threaten to Realism from Cyberspace and High-

tech，Nan Chang: Jiangxi Education Press，1999. p71． 

［2］唐丽萍．从代议民主制到参与式民主制——网络民主能否重塑民主治理［J］．兰州

学刊，2007（3）． 

［2］Tang Liping．From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to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Cyber 

Democracy Can Remodeling Democratic Governance Lanzhou Academic Journal，

2007（3）． 

［3］韩志磊．中国“网络民主”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5(5)． 

［3］Han Zhilei．The Development Statu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Study of Chinese 

Cyber Democracy，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2005（5）． 

［4］娄成武、张雷.质疑网络民主的现实性［J］.政治学研究.2003,(3)：68-69；毛寿龙．

网络民主的局限［EB/OL］．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31．2004-02-06． 

［4］Lou Chenwu，Zhang Lei．Questioned the Reality of Cyber Democr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3（3）；Mao Shoulong．The limitations of cyber democracy，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31．2004-02-06 

［5］龙淼．当代中国网络民主发展问题初探［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6（3）． 

［5］Long Miao．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s Cyber Democrat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Hunan First Normal College，2006（3）． 

［6］菲什金．协商民主［A］．陈家刚．协商民主［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33． 

［6］Fishkin．Deliberative Democracy，Cheng Jiaga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Shanghai：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2004 p33． 

［7］成果体现到发展中——湖南省委召开献计献策座谈会［EB/OL］．

http://news.rednet.cn/c/2006/10/24/1011508.htm．2006-10-24． 

［7］http://news.rednet.cn/c/2006/10/24/1011508.htm．2006-10-24． 

［8］中共湖南省委献计献策活动办公室．中共湖南省委寄语全省人民：欢迎您参加“迎接

党代会，共谋新发展”献计献策活动 ［EB/OL］．

http://hn.rednet.cn/c/2006/08/11/959968.htm．2006-08-08． 



［8］http://hn.rednet.cn/c/2006/08/11/959968.htm．2006-08-08． 

［9］［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5． 

［9］ Habermas．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Public Sphere，Shanghai：Xuelin Press，

1999 p15． 

［10］何包钢．直接民主理论、直接民主诸形式和全民公决［A］．刘军宁等．直接民主

与间接民主［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8－19． 

［10］He Baogang．Direct Democracy Theory, Various forms of Direct Democracy and 

Referendum，Liu Junning, Direct democracy and Indirect Democracy，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98 pp18-19． 

［11］俞可平．政府创新的理论与实践［M］．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1－3． 

［11］Yu Keping．Government Innov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Hangzhou：Zhejiang 

People’s Press，2005 pp1-3． 

［12］乔耀章，芮国强．政府创新与政府自觉［J］．新华文摘，2003(2)． 

［12］Qiao Yaozhang，Rui Guoqiang．Government Innov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Consciousness，Xinhua Digest，2003（2）． 

［13］安徽省芜湖市 “政府利用网络实行政府与市民互动” ［EB/OL］. 

http://www.chinainnovations.org/cx03/ArticleShow.asp?ArticleID=105；浙江天台县委书记

的互联网民意大胆惊人试验［EB/OL］. 

http://www.zjol.com.cn/gb/node2/node138665/node140579/userobject15ai3092161.html.
［13］http://www.chinainnovations.org/cx03/ArticleShow.asp?ArticleID=105；

http://www.zjol.com.cn/gb/node2/node138665/node140579/userobject15ai3092161.html.
［14］何水．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多元之互动与合作［J］．云南社会科学，2007

（2）． 

［14］He Shui．Chinese Public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on：Multiple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Yunnan Social Science，2007（2）． 

［15］单光鼐,陆建华,李春玲,沈杰．偏离与吸纳——中国青年发展总报告（中）［J］．青

年研究，1994（8）. 

［15］Shan Guangnai，Lu Jianhua，Li Chunlin，Shen Jie．Deviation and Absorption: 

China Youth Development General Report，Youth Research，1994（8）． 

［16］谢康生.献策湖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250-253. 

［16］Xie Kangsheng. Brainstorming for Hunan，Changsha：Hunan People’s Press，

2006 pp250-253. 
（作者单位：徐家良，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方，北京师范大学管理

学院研究生，北京100875） 

The analysis of citizens participation by internet in governmental innovation

——A Case Study of “Brainstorming for Hunan”  movement 

Xu Jialiang Wan Fang 

［Abstract］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as the need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local government launched a variety of innovative movements. By virtue of Internet, the 

Hu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launched "Brainstorming for Hunan" movement which 

expanded the channel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absorbed various problems and needs 

of society. The movement had some positive impact on constitu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croscopical public policy, it is good to have a Multi-dimensional cooperative 

pattern and had a certain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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