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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微博构建和谐干群关系探讨
尹俊

(合肥市行政学院 信息中心，安徽 合肥 238000)

［摘 要］近年兴起的网络新工具微博，在当前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能起到构建和谐干群
关系的作用。但目前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缺乏相应的培训，存在微博使用不当的情况，而且开
设微博的单位和领导也太少，地域分布和行业分布也极不平衡，没有起到引导网络舆情的积极作
用。应加强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使用微博等互联网工具的管理与培训，统一地分区域或分行
业开通政务微博，培养“意见领袖”，以发挥网络舆论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微博;干群关系;网络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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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这一近年异军突起的网络新生事物所带
来的影响已引起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对于微博
的作用，一般认为它是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载体、
言论表达的开放平台或民间问政的良好工具等，但
对于微博在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拉近干群关系的
作用强调不够。近年来，我们在构建和谐干群关系
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干群关系总体上看是健
康的、和谐的，但是在新形势下仍然存在一些突出
问题，比如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对民情缺乏了解，
群众表达诉求和问政的渠道不够通畅，这些因素加
深了群众与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之间的隔阂。而
微博恰恰能成为新形势下沟通广大人民群众同党
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之间的桥梁。时下，微博已经成
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和关注公共事件的新渠道，成
为党和政府舆情汇集与分析的重要平台，如何因势
利导，利用和管理好微博这一新型舆论工具是我们
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微博构建和谐干群关系的优势
微博何以发展得如此迅速? 因为微博既涵盖

了其他网络平台的优点，又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
它不仅是出色的新闻载体、开放的言论表达平台，
也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新手段和阳光执政、互动
式执政的新形式，更是构建和谐干群关系的新工

具，其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1．简单易用且内容丰富，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首先，微博用户注册简单，可以网上注册，也可

以利用手机短信注册; 其次，微博的内容随意、简
单，几句感慨就能表达博主的心情和愿望。这对于
了解那些有诉求但不擅于长篇述说、或有建设性设
想又不能为此投入更多精力的人的愿望与思路无
疑是一种便捷的途径。截至 2011 年 6 月底，我国
网民已有 4． 85 亿，其中有 1． 95 亿人使用微博。因
此，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不能也不可忽视这个庞大
而具有活力的群体。温家宝总理强调，要拓宽人民
群众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渠道，创造条件让人
民群众批评和监督政府，负责任地解决人民群众的
困难和问题。只有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勇于面对
群众的批评，政府工作才能更加符合人民的意愿。
微博把普通群众、社会名人与组织机构都拉到了同
一发言平台上，已成为群众表达诉求的新渠道。随
着越来越多的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开通微博，群众
有建议、意见可以直接通过微博传达，从而使下情
可以及时上达，对话可以随时进行，使干群之间的
关系更为密切。

2．传播方便、快捷、即时
微博可以通过互联网、客户端发布，手机的随

身性使得微博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将所想、所拍、所



尹俊: 利用微博构建和谐干群关系探讨

录等各种新鲜事和思想火花在第一时间更新到网
上，从而真正实现信息的全新发布。其他博友可以
查看、回复并转发微博，这意味着一则突发事件会
在几分钟之内以几何级的扩张速度传遍全球。从
某种意义上讲，微博就是“永不闭幕的新闻发布
会”。微博所体现出的即时性、快捷性超过了任何
传统媒体。如从 2009 年 6 月到 2011 年 1 月的埃及
骚乱事件、2010 年的“宜黄拆迁”、2011 年的
“7·23”温州动车事故等事件的网络传播，无不体
现出微博的巨大威力。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可借
助微博把握动态、及时反应，但若应对不当也会引
发网友诟病。目前，政府微博以其信息发布的权威
性、实效性、便捷性和信息的互动性、综合性等特点
而优势凸显，已经成为政府发声的新渠道。即时发
布区域内公众关心的信息成为政府微博的一大功
能。成都市政府微博“成都发布”开通以来，除公开
报导政府信息和重大活动外，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甚
至还会连夜不断地在线直播，其既严肃又活泼的风
格吸引了大量的粉丝。从首个公安微博“平安肇
庆”发展到目前全国近 800 家公安机关政务微博，
它们在信息发布、安全常识推广、警情通报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3．交互方式创新
微博是一种半广播半实时的互动模式，它与其

他网络工具的交流机制不同。博客、邮件不利于及
时沟通交流，是一种延时的交流; 而 QQ 则显得太
近，若接到别人的消息则需立即回复。介于它们之
间的微博则恰好满足了用户在人际关系中可近可
远的微妙需求。它是一种不对称的背对脸的“跟
随”，你可以选择“跟随”的对象，那么被“跟随”对
象的状态更新就会显示在你的个人空间中，而他本
人却可以不主动与你交流，并可向所有关注者广播
( 发布微博) 。“跟随”可以一对多，也可以一对一，
而移动终端的多媒体化使得微博用户体验的黏性
越来越强。正因为微博具有这种创新型交互方式，
一方面，微博成为了干群互动的新载体。政务微博
可加强干群间的良性互动，政务信息得以公开，民
众可参与解决具体问题。2011 年春运开始的第一
天，温州火车站派出所就通过群众微博举报，将 3
名“黄牛”抓获。2011 年春节期间，“微博打拐”成
为最引人注目的网络公共事件，警民互动形成强大
的社会治安力量。类似这样干群良性互动的微博
案例正日渐增多。通过微博，不少领导干部成为网
络红人，有了数十万、上百万的粉丝，如广东省卫生
厅副厅长廖新波的粉丝达 75 万人，云南省宣传部

副部长伍皓的关注者有 460 万人，浙江省委常委、
组织部长蔡奇的关注者超过 564 万人。另一方面，
微博成为了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形式。
新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任务就是做好
群众工作。而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情感
沟通。微博是知民情、达民意的重要渠道，也是领
导干部与普通群众沟通感情的桥梁和纽带。领导
干部通过微博，利用最朴实、最直接的话语即平民
化、草根化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或公开
某些事务，第一时间回答群众关切的问题，可以进
一步密切与群众的联系，让群众通过微博看到政府
干部的工作作风。例如在“7·23”温州动车事故发
生后，直至事故发生后的次日凌晨 2 时 18 分，活跃
在微博上的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连发 36
条微博报告浙江省组织救援的情况，并通过微博赞
扬温州出租车司机免费送客人到医院献血的感人
事迹。他的这一做法得到了广大网民的好评。

4．信息传播方式扁平化
在微博平台上，信息传播交互的每一个节点都

可能是一个传送或接收的中心，传播活动不再是自
上而下的单向式传播，而是呈现出网状结构、多向
互动特征，传播的长尾效果更加明显。这使得微博
成为群众监督的新平台。一方面，党政机关和领导
干部开通微博开启了接受群众监督的新通道。微
博的开放性和互动性意味着开通微博的党政机关
和领导干部将要接受更多群众的全方位监督。这
有利于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
树立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微博为公共监督提供了
新途径。如 2011 年 3 月 15 日，温州人袁立明在微
博上向浙江省委组织部反映温州某村有人贿选的
情况，19 分钟后就得到直接回复。第二天下午浙
江省委组织部官方微博“之江先锋”就向袁立明答
复处理结果:“目前已取消此人参选资格。现在纪
委、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此时，距离袁立明发微
博举报还不到 24 小时。

二、目前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使用
微博存在的问题

如今，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微博已从中央覆
盖到地方多个行政层级及众多职能部门。2011 年
11 月初，仅新浪微博中已开通并认证的领导干部
实名微博就有 8 628 人，政府机构微博达 9 960 余
家，覆盖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
区。由于微博对中国社会诸多领域尤其是公共事
务的介入和渗透与日俱增，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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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注意到了微博的
力量，开始尝试使用微博，利用微博发布信息、引导
舆论、获取反馈信息并与公众交流。

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开通并使用微博既有客观
推动，也有主观动因。客观上，由于微博是网络技术
Web 2． 0的产物，它降低了领导干部使用的技术限
制。另外，传统媒体的高调加入也是推动党政机关
和领导干部开通并使用微博的因素之一，他们营造
全民参与的舆论环境，将互联网的微博内容同步更
新到所在的媒体，让受众了解详情，增加了党政领导
干部的关注度。［1］主观上，一方面，公民的权利意识
觉醒，民主自觉性增强了。这表现在:面对公共决策
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微博恰好提供了网民向党
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表达意见的理想场所。政府触网
推倒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围墙，使交流更加方便，意
见也更容易被接受。［2］另一方面，党政领导干部的责
任意识和自我素养提升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
息传播变得更为畅通，网络审判、网络揭丑事件逐渐
增多，来自网络的舆论压力使得党政机关和领导干
部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不少
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积极应对环境变化，主动开通
微博并在微博中回应民众的质疑。坦诚的交流方式
改变了群众对高高在上的党政领导干部原有的不好
印象，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使用微博的势头发展迅
猛，但在使用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1．缺乏相应的培训，存在微博使用不当的情况
其一，将微博当成了摆设。目前的政务微博更

多的还只是政务信息发布的平台，在与网友互动及
解决具体问题等方面还做得不够。有相当比例的
政务微博在开通不久就沦为“空壳微博”，即开通之
后内容就再无更新。清华大学的“政务微博观察”
调查显示:当前政务微博群体中 80%患上了“痴呆
症”，既“盲”又“聋”，自言自语。［3］

其二，一些政务微博关注或用语不当。有的政
务微博关注不当，典型案例是大连西岗公安分局关
注苍井空事件;有的政务微博回复“雷人”，或一开
口就是公文、通报和消息等套话，缺乏政务微博应
有的话语风格。有些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因发表
了一些不当言论，成为网友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对
于建设和谐的舆论环境未起到积极作用。

其三，在有些重大或突发的公共事件中，没有
很好地发挥政务微博权威信息发布渠道的作用。
在突发事件中，微博已经逐渐成为了舆论传播的中
心，其裂变式的传播往往给党政机关在处理突发事

件时带来巨大的冲击，任何信息披露一旦不及时或
者不恰当，就会带来被动，甚至使事件急剧升级。
“流言止于真相”，信息越是不透明、不对称，就越会
给人留下“合理想象”的空间，进而为流言的出现提
供温床。只要有可靠的信息源和权威的信息发布
渠道，并利用微博现场关注的优势和第一时间的报
道，虚假信息才会在众人的“围观”中很快被识破，
如此，既能有效平抑网络的质疑，还能防止虚假信
息大规模地扩散。“女足国脚的父亲在济宁遭遇车
祸”事件中，在“平安济宁”政府微博发布调查报告
之前，网络舆论上对于济宁交警的质疑已成压倒性
的趋势，但在说明真相之后，舆论就完全转了风向，
不少网民力挺济宁交警。目前，有些政务微博对于
突发事件不遵循信息发布原则，或发布不及时，或
陆续发布前后矛盾的信息，非但未能揭示事件的真
相，反而使网民认识更为混乱。

其四，有些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对待
网民的合理诉求和网络举报。在政务微博中，遇到
一些要表达合理诉求或进行网络举报的网民时，许
多党政干部要么不理不睬，要么胡乱批评一通，从
而极大地伤害了广大网民的感情，拉大了干群之间
的距离。当然，也有非常热心地帮助网民的领导干
部，但有时他们不合规的表达或处理方式却产生了
事与愿违的效果。

2．开设微博的比例太小且地域分布和行业分
布极不平衡

从 2010 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较有代表性的
280 个政务微博的分类统计可以看出: 开设微博的
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在整个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
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太小，地域分布、行业分布和行
政级别分布也极不平衡: 地域上，东南部地区微博
开通的比例相对较高，而西北部较低;行业上，公安
系统开通微博的比例最大，影响也最广，其中广东
省公安厅、河北省公安厅、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位
列全国政府机构微博前 3 名;开通微博的领导干部
的行政级别呈金字塔型分布，县处级干部微博的数
量规模最大，但就影响力而言，省部级、厅局级干部
更具关注度和影响力。

3．政务微博缺乏“意见领袖”，没有起到引导网
络舆情的积极作用
“意见领袖”是指微博时代受到数十万、数百万

的“听众”或“粉丝”高度关注的一些人，他们在网
络中的话语或看法在舆情事件中发挥着巨大的影
响力。《2010 中国微博年度报告》显示，2010 年影
响较大的 74 起与微博相关的舆情案例中，有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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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存在明显的“意见领袖”。［5］他们通过微博发布、
转发或评论信息，可以将某一事件迅速推至舆论高
潮，甚至还可以设置议题，改变公共舆论议题走向。
尤其是在流言四起、真相未明、舆论一边倒的情况
下，一些代表正确舆论方向的“意见领袖”起到了明
辨事实真相、遏止社会流言、正确把握舆论导向的
作用。有些领导干部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方的“意见
领袖”，经常在当地的平面或电视媒体中露面，但在
微博中却没有声音，尤其是对网络中出现的舆情事
件不表达任何看法，或是看法简单、缺乏深度，不能
发挥引导网络舆情的作用。

三、将政务微博作为构建和谐干群
关系新工具的具体建议

1．加强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使用微博的管
理与培训

要制定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使用微博的培训
和管理办法，提高其使用微博的能力和水平。应将
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使用微博的培训任务纳入行
政技能的培训计划当中，并制定政务微博的使用管
理办法，要求党政机关微博除了即时发布和更新最
新政策法规及各部门工作进展情况外，还应及时回
应社会热点和民众关切的问题。

从微博上听取民意并积极回应网民的质疑，已
成为新形势下对领导工作的新要求。领导干部只
有加强对网络传播规律的认识、提高网络舆论引导
能力、不断创新领导方式，才能更好地履行领导职
能，从而使微博真正成为联系干群的桥梁和纽带。
微博对于普通网友来说是一个便于信息传播与情
感交流的工具，属于个人表达的媒介，对于党政机
关和领导干部来说则是一个信息发布和倾听民声
的重要渠道。领导干部应改变官本位思想，放下架
子，与博友平等交流沟通，以平等的心态面对每个
网民，并正确对待批评和赞赏。对于一些网友带有
一定情绪性和主观性的观点，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
与之交流沟通，避免在微博中用过激的言语与网友
争辩，否则既会对网友造成伤害，也会损害自身
形象。

政务微博应注意区分个人与其所代表的公职
身份之间的关系，避免发布与公职价值观相冲突的
个人观点，尤其不能发布言语低劣的内容。因为任
何不当的言论都会使网民将其与公职身份联系在
一起，结果受到影响的不止是个人，还有可能是所
在机关，甚至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

在重大或突发事件中要用好微博。对于重大

或突发公共事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除了通过与权
威媒体合作及时澄清事实外，还可以及时通过政务
微博专门针对事件进行持续的权威发布，以提高其
在公众心目中的可信度，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另
外，在突发事件中还要遵循信息发布的原则。突发
事件中，政务微博信息不仅要发布得快，还要发布
得准，要注意顾全大局，谨慎发言，要在事实清晰、
意见统一后及时发布与本机构职能相关的信息。
这样才能既充分利用微博方便快捷的特点，又能避
免因个别干部的不当言辞造成政府公信力受损。
速报事实、慎报原因、再报进展，这样的突发事件信
息发布原则同样适合微博。

要正确处理网民的诉求。
其一，要慎重处理网民对现实问题的诉求。很

多网民通过政务微博这一平台，表达对现实生活中
一些具体问题的诉求。对于网友个性化的利益诉
求，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首要的态度应是倾听，然
后是尽量为其分忧，不能不闻不问，甚至上来就是
批评一番。俞正声在上海市委九届十六次全会谈
及应对微博舆情时说:“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在面
对各类舆情时，往往顾虑太多、声音太少。必须清
醒地看到，回避和敷衍，犹如把头埋在沙中的鸵鸟，
不能解决问题”，“要勇于直面群众关注的问题，凡
是群众关心、涉及并可能影响群众利益的，要力所
能及地及时回应、给予答复”。［6］当然，政务微博毕
竟只是一种沟通渠道的补充，不是政府网站，不能
完全等同于政府行政事务性工作的网上延伸，现实
问题可以在网上反映，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回到
现实行政程序中去。政府相关部门应通过微博及
时告知对方利益表达和维权的操作程序及相关机
构的职能、办事流程和联系方式等信息，以被这些
表达诉求的网民所了解，并期望得到网民的理解，
避免其过高的网络期待。应当指出，微博是执政方
式的一种新选择，并不能代替下基层，不能替代传
统的执政手段。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除了通过微
博等网络平台了解民意之外，不要忘记多下基层，
多在生活中听真话、摸实情，以切实为基层群众解
决实际问题。只有网上沟通与网下调查相结合，才
能让政务微博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其二，积极面对网络举报。网络举报是目前网
民热衷的一种举报方式，也是媒体舆论监督的延伸
和补充，对于党政机关预防打击贪污腐化和不正之
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通过政务微博进行举报是
一种更加理性善意的举措，对此微博管理者应予重
视。对于举报人提供的较为具体明晰的信息，如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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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具体人、具体地点、具体事件并有直接证据的，
要密切关注并与举报人积极沟通，一旦线索明确，
可以直接转给相关部门调查处理。当然，由于网络
举报的数量较多，政务微博管理者没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一一回复，更没有条件对举报的内容一一甄
别，同时微博也不可能取代信访，因为这既不符合
现行的相关规定，也不具备可操作性。因此，除特
殊情况外，如果对方举报的内容不是非常清晰明
了，那么首先还是要引导举报人通过网上或网下其
他正常的途径进行举报和解决问题。

2．开通政务微博分区域、分行业统一
针对目前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开通微博比例

不大并且地域分布及行业分布又极不平衡的现状，
一方面要着力提高经济不发达地区政府部门工作
的信息化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参考建设政务电子邮
箱系统的经验，委托运营商开通专门针对党政机关
和领导干部、公务员的政务微博平台系统，这样既
可增强其微博的权威性、可信度，杜绝目前因缺乏
权威机构身份认证而使得政务微博鱼龙混杂、真假
难辨的状况，又便于民众的关注和查找，让群众了
解、理解政府的工作，借此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和公信力。在这方面，北京市政府走在了全国前
列。“北京微博发布厅”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在新
浪网上线运行，首批共有 20 个北京市政府部门的
政务微博加入。据了解，这是全国各省( 区) 市开通
的首个省级政务微博发布群。［7］

3．培养微博“意见领袖”，发挥网络舆论引导
作用

在政务微博建设中，政府一方面要加强与既有
的“意见领袖”之间的沟通，对他们的积极建言给予
鼓励，同时也要对他们言论中存在的问题，依照相
关政策、法规进行处理; 另一方面还要培养那些认
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意见领袖”，尤其是要培养
和树立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方
面的“意见领袖”，通过并利用他们积极设置议题来
引导网上舆论，强化主流言论，使舆论朝着有利于
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展。

此外，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互联网对人们特
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敌
对势力也加紧与我国争夺互联网等思想文化的新
阵地。由于 Twitter 等微博新兴网络媒体工具可以
利用有线或无线的网络和通信技术，并提供海量、
主观和几乎不可验证的信息进行即时通讯，因此很
难查找到消息的来源，所以西方一些政治势力和媒

体借助它来进行反华和意识形态渗透，广泛传播小
道消息，甚至大肆渲染、推波助澜，惟恐天下不乱。
对此，我们的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在使用微博的过
程中，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警惕，明辨是
非，发挥“意见领袖”的提醒作用，防止西方反动势
力通过微博等网络工具对我国民众的影响和拉拢。

四、结语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 年中国社会形

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微博正在改变着中国
互联网的舆论载体的格局，微博已逐渐发展成为介
入公共事务的新媒体，成为网络舆论中最具影响力
的一种”。［8］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沟通是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
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法宝。在当今信息化高
速发展的时代，微博恰好可以充当这个沟通工具，
并且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只要我们利用和管理
好微博这一新工具，并结合我国国情大胆探索，就
一定能为建设新时期的和谐干群关系做出应有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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