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4(5) 1-5 DOI:     ISSN: 1008-2204 CN: 11-
3979/C

本期目录 | 下期目录 | 过刊浏览 | 高级检索                                                            [打印本页]   [关闭] 

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与与与与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扩扩扩扩展功能展功能展功能展功能 

本文信息

Supporting info 

PDF(1KB)

[HTML全文] 

参考文献[PDF] 

参考文献 

服务与反馈

把本文推荐给朋友   

加入我的书架 

加入引用管理器 

引用本文 

Email Alert 

文章反馈 

浏览反馈信息 

本文关键词相关文章

公民

网络问责

问责主体

问责对象

本文作者相关文章

周亚越

韩志明

PubMed

Article by Zhou, Y. Y. 

Article by Han, Z. M. 

公民公民公民公民网网网网络问责络问责络问责络问责:行行行行动逻辑动逻辑动逻辑动逻辑与与与与要素分析要素分析要素分析要素分析

周周周周亚亚亚亚越越越越
1
, 韩韩韩韩志明志明志明志明

2

1. 宁波大学 法学院, 宁波 315211; 
2.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天津 300387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问责政府及其官员逐渐成为常态。公民网络问责一般要历经网络曝

光、广泛参与、汇聚信息、真相揭示、形成压力、产生结果等阶段。成功的公民网络问责应当具备网络问责主体

积极参与、网络问责环境良好、问责信息及时公开、问责事由确凿等基本要素,但网络问责必须以传统的体制内问

责作为最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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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ccountability on the Internet: An Analysis of Logic Action and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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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t is becoming a mainstream for the public to use the internet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conduct accountability. The process of Public Accountability on the 
internet includes: exposure onlin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formation collection, truth revelation, pressure 
accumulation and eventually result. To guarantee the process to be successful, there are some 
required elements, active public participation, friendly internet environment, freedom to publicize 
necessary information and strong and robust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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