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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视域下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文化初探
原茵

（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公民政治参与文化是公民文化的实质，随着公民文化的发展，公民政治参与文化逐渐成
为公民文化的核心。公民参与文化在网络上主要表现为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即公民以网络为平

台，通过网络语言或者其他方式，对某些公共事务或社会问题提出意见、表达看法。新媒体视域下

我国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呈现出政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信息过量下的盲从性、文化多元下的复杂

性、虚拟世界中的真实性等特征。当前我国需要培育的文化，重点之一是参与型的现代公民文化，

而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给这种文化的培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政治参与的

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片土壤。针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应健全法律法规，规范

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提升公民素养，引导公民理性参与；完善信息通报长效机制，强化正面导向力，

以培育高效有序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文化，使之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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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文化的实质是公民政治参与文化，它是一
个国家维持政治稳定和提高政治效率的心理条件和

价值观基础，是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新

媒体的发展给公民的政治表达提供了一条新的渠

道，加强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在公民政治参与

文化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网络事件的涌现

和网络政治舆论的形成，表明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

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已成为常态。由

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文化传统，我国公民的网络政

治参与具有广泛性、盲从性、复杂性、真实性等特征。

国内关于公民政治参与文化的研究在１９８０年
代得到重视，学者们认为当前中国政治参与文化的

成长与国家、社会对精神文明的倡导密切相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决定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文化的形态，但在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中，长期的封建社会发展背景使百姓形

成了顺从、接受的心理状态，臣民文化和村民文化仍

存在于参与型文化之中，并对参与型文化的发展产

生了消极作用。而时代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

殊性决定了公民政治参与文化需要在新媒体的环境

中成长［１］。本文拟以新媒体为视角，从公民文化入

手，分析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文化的特点，就如何

培养建设性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文化进行探讨。

　　一、公民政治参与文化的内涵

公民政治参与文化是公民文化的实质，它随着

公民文化的发展逐渐成为公民文化的核心。自

１９６０年代起，“公民参与文化”一词在西方的政治研
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

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维伯，他们在１９５６年首次将公
民政治参与文化作为一个系统独立的体系进行研

究。阿尔蒙德和维伯在《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

态度和民主》一书中，通过分析公民的政治行为与

国家民主制度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公民参与

对民主政治体系的稳定和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们认

为，公民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一个有效率的

政府，不仅要依靠政府机构和政治秩序，还需要公民

对政治的参与，即政治文化，只有政治文化与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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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相匹配，政治系统才能正常运行［２］（Ｐ１）。由此可知，

公民文化主要指的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文化，其衡量的

标准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态度和程度。阿尔蒙德和维

伯指出：公民文化既不是传统的文化，也不是纯理性

的现代工业文化，而是一种将传统与现代完全融合的

文化。它是一种以“沟通和说服为基础的多元主义文

化，是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文化，是允许变革但

要渐进性变革的文化”［２］（Ｐ５１９）。可见，公民文化不是

单一的文化，而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它不仅源于民

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融入了现代社会的诸多因

素，是处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政治文化。根据公

民对于一国政治制度的政治态度和认知，公民文化又

可以分为三类：村民文化（地域型文化）、臣民文化

（依附型文化）和参与者文化（参与型文化）。

在以参与型为主要特征的公民文化中，虽然有

部分人消极被动，机械接受国家的统治，充当着臣民

的角色，但大部分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是积极主动的。

参与型的公民文化推动了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沟

通着政府与公民，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和保持政治

效率，可以保持政府权力与政府责任间的关系、公民

主观能力感与主动参与政治的关系、公民群体功利

与情感间的关系、公民之间政治一致与政治分歧间

的关系［３］。正是这种诸多交织在一起的公民政治

文化，达成了公共政策的底线共识，成为了公民日常

生活的准则。

　　二、新媒体视域下的公民网络政治

参与的特征

　　公民参与型文化在网络上主要表现为公民的网
络政治参与，即公民以网络为平台，通过网络发声或

者其他方式，对某些公共事务或者社会问题提出意

见、表达看法［４］。如今，新媒体已经逐步成为国家

传播政治思想、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素质的重要工具，

之所以如此，从理论上来看，这主要是由下面两个方

面决定的。首先，新媒体所具有的开放性、自主性、

交互性、便捷性等特点，为公共议题创造了传播与沟

通的平台。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大众媒体在我国

具有宣传和整合社会的重要功能，主要表现为解释

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舆论引导和维护正常的社会

秩序，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媒体不仅是一个传播消息

的平台，同时还肩负着组织社会的重任。新媒体更

加突出地表现出这一特点，这是由于新媒体打破了

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边界，

使各种传播形式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得以实现，它

的低门槛使其逐渐成为社会意识自由表达、社会情

绪宣泄的主要渠道，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看法，

参与政治讨论，并且在必要时聚集网友形成力量来

影响政策决定，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发展产

生的影响愈来愈大。其次，新媒体推动着网民向网

络公民身份转变。不断发展的新媒体创造了一个新

的公共空间，成为民众参政议政最常用的平台，广泛

的政治参与重构了人们的交往模式和社会关系。近

年来不断发生的网络舆论焦点事件，大量的网民参

与到一些涉及个人或者社会利益事件的讨论中来，

社会转型中公民的责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不断觉

醒，并且具有了公民参与的味道，公民参与越来越成

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公民参与文化在中国的存在

与发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５］，网民的网络政治参

与行为越来越带有“公民行为”的色彩，网民的公民

意识在网络政治参与中得到觉醒。

如上所述，新媒体以其独特的传播特点而成为

公民获取信息、表达民意、舆论监督的重要平台，相

应地，新媒体中的公民政治参与也表现出新的特征。

１．政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
与传统媒体相比较，新媒体准入门槛低，人人都

可以平等地行使政治参与的权利，这使得以微博为

代表的新媒体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舆论阵地，广

大公民在此找到了政治参与和宣泄的平台，并借助

这个平台发表政治见解。

网络的开放性催化了政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

一个普通网民就可以凭借独到的言论成为备受关注

的焦点。政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首先，参与人数众多，任何网民都可以通过

网络对社会事件发表看法，虽然参与者来源多样，立

场不尽相同，但共同形成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合

力；其次，参与对象涉及面广，既有事件的当事人，也

有全国各地各阶层的网民，而且参与者的社会身份

几乎包含了所有年龄段。近几年来，“厦门 ＰＸ事
件”“躲猫猫事件”“郭美美事件”等网络维权和群体

事件屡见不鲜，一些事件造成了轰动效应，在全国产

生了深刻影响。当前，我国新媒体的使用人数不断

增长，基本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截至 ２０１５年 ６
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６．６８亿人，互联网普及率
为４８．８％［６］，并还在持续上升，这表明我国公民政

治参与主体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公民的政治参与积

极性和政治敏感度有所增强。

２．信息过量下的盲从性
在我国，千百年来臣民文化占据着不可撼动的

地位，公民对上面的政策是盲目地、被动地接受的，

这是由其阶级地位决定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

地位，往往会通过国家、宗教、法律、监狱等方式来培

育符合其政治利益的臣民文化。在虚拟世界中，公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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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网络政治参与文化的盲从性，除了现实原因外，还

与新媒体本身的特殊性有关。

表面上，在无限扩张的全球连接中，人们仿佛可

以随时随地接触更多有益的信息，但新的断层正在

形成，新媒体中“数字鸿沟”现象使得公民接触的资

源，本来多者更多，本来少者更少，这加剧了公民网

络政治参与的不平等。公民在现实中接触到的信息

是有限的，这与个人的文化水平、社会环境和交往范

围等呈正相关，想要获取更多的信息必须依靠网络。

由于“数字鸿沟”现象的存在，一些公民在网络中面

对过量的信息缺乏主见，希望有现成的答案，常常顺

从意见领袖的选择，进行大胆的转发和扩散，缺乏自

身的思考。同时，无限制的网络自由导致了网民非

理性情绪的泛滥，网民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负面

信息和谣言，此时不少网民常会不假考证地跟随其

他网民对政府发表不满言论，从而造成公民网络政

治参与的盲从性。

３．文化多元下的复杂性
在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受

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公民

都渐渐形成了各自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这使得公

民政治参与文化表现出多元性。在传统媒体时代，由

于“把关人”的存在，恶意的政治信息和价值观难以

进入公众视野。然而在新媒体时代，开放的网络环境

使公民都可以在网络上各抒己见，公民不同的文化和

观念背景，有时甚至会成为网络上舆论冲突的导火

索。如在微博上，西方发达国家凭借信息传播上的优

势，大力推行西方文化，使之成为网络上的主导文化。

西方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通过网络渗透到

我国的民族文化之中，其动机具有文化殖民倾向。当

然，也有大量的网民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社会主义立

场，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些文化上的差异往往左右着公民的网络政治

参与行为，在新媒体平台上发生政治博弈，出现相互

对立的两种或者多种舆论，其斗争性和复杂性不言

而喻。

４．虚拟世界中的真实性
网络自诞生以来，就成了虚拟世界的代名词。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种在网络环境下进行的政

治参与形式，虚拟性贯穿到政治参与的整个过程。

其一是参与者身份的虚拟性，网民在网络上的身份

是利用文字、图像符号来描述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

网民都处于一种匿名的状态中，这是虚拟性的一种

表现；其二是网民身份的不确定性，即网民的在线状

态是不确定的，并不一定与现实的身份重合或者相

一致；其三是社会等级的重建，即网络上所呈现出的

社会等级关系的出现重构了一种与离线（现实）社

会等级关系不同的等级［７］。然而不能因此就否定

网络政治参与的真实性。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是以

现实为基础进行的，不会完全脱离现实社会，公民在

网络上表达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一旦被相关部门采

纳，也将反过来在现实社会中推广实施，两者是相辅

相成的。

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扩大了

民主参与的范围，是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然

而，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有效实现应以公民的理性

为基础［８］，在许多网络事件中，一些不明真相的公

民打着道德至上的旗号对政府发动攻击，与政府为

敌，无视党纪国法，并大肆传播谣言，形成社会恐慌，

这种缺乏理性的网络暴力，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

真实性带来了严峻挑战。

　　三、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文化的培育

有学者认为，对于从封建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

义社会的中国而言，培育一种同西方国家类似的公

民参与文化任重道远。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了两千

多年，与之相对应的臣民文化根深蒂固，中国传统社

会的伦理体系及思想观念不鼓励公民参与国家公共

事务；另外，中国长久以来缺乏有效的政治表达渠

道，再加上公民政治参与意识薄弱，政府的政治输出

没有与公民的政治输入保持平衡，这对于我国的政

治稳定和政府工作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９］。

当前我国需要培育的文化，其重点之一是参与

型的现代公民文化，而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给这种

文化的培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公民意识的觉醒和

公民政治参与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滋生于这片土壤。

笔者认为，培育有序高效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文化，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１．健全法律法规，规范网络政治参与行为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效率最大化需要一个有序的

网络环境，而法律法规是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健康有

序的重要保障。当前新媒体蓬勃发展，公民的网络

政治参与愈来愈成为一股重要的话语力量，它表达

着公民群体的呼声，发挥着网络监督的功能。自从

１９９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颁布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多部互联网管理的法律

法规，对于规范我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

然而，相较于近几年新媒体的飞速发展，目前我

国的网络立法发展滞后，现有的法律保障措施难以

跟上网络发展的速度，针对微博上层出不穷的公民

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事件，可参照的法律条文较少，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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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良网络现象难以有效治理。由此可见，为保障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有序进行，我国应制定一部完

整的有关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利用法律的权

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和引导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行

为，明确政府、网络媒体、公民三者的权利和义务。

同时，应整合相关法律规范，提高立法的层次与水

平，并认真监督法律的实施。

２．提升公民素养，引导公民理性参与
良好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环境的形成，与公民

自身的道德素养、媒介素养息息相关，也离不开公民

的理性参与。美国知名企业家埃瑟·戴森曾经指

出：“网络在赋予个人强大权力的同时，也要求个人

为他们自己的行为以及所创造的世界担负起更大的

责任。”［１０］公民在网络中充当着信息的传播者和反

馈者的双重角色，拥有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所承担

的义务与责任也应随之增加，其自身的媒介素质、社

会责任感、道德修养等状况，将直接影响到公民网络

政治参与的效果。

培育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文化，提高公民网络政

治参与的积极性，引导公民理性参与，提升公民素养

是关键。首先，应培养社会大众的公民意识。公民

意识包括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除了对公民进行权

利意识的培养外，还应该更加注重对公民参与意识、

责任意识的培养。其次，应提升公民的媒介素养和

道德素养。公民应掌握网络信息的浏览能力和思辨

能力，能自觉抵制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从而把虚假

的网络信息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同时应严格规范自

身的网络行为，明确自身言论的是与非，真正实现公

民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的价值。

３．完善信息通报长效机制，强化正面导向力
完善信息通报长效机制，可进一步保障网民在

网络政治参与中的知情权，使得政府可以更好地掌

握舆论的主动权，从而有效引导舆论的走向。政府

对网络政治参与信息进行有效的整理分析，及时作

出回应，对于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健康和良性发展

至关重要。

首先，应完善信息搜集机制，严厉打击网络谣

言、网络暴力事件。政府应遵循有情必报、规范运

作、快速反应的原则，及时处理各种信息，引导公民

政治参与的方向。同时应建立信息应急管理部门，

面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出现的刺激性言论，及时

整合收集，作出相应的处理，并对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进行归纳整理，在现实生活中推广实施。

其次，应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利用新媒体促进政

府与网民之间的双向沟通。目前有许多政府网站存

在信息更新不及时、网友留言得不到及时回复等问

题，削弱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鉴于此，政府

部门应明确网站职能，派专职人员对政务网站和帐

号进行管理，提高网上服务质量，实现政府与公众互

动平台的对接。同时应鼓励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行

为，加强与之的沟通、互动，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

的良性发展。

　　四、结语

新媒体的普及扩大了公共领域的边界，延伸了

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和培育了公民社

会的发展，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

影响。当下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还不够成熟，表

现出广泛性、盲从性、复杂性、真实性等特点，也有一

些学者对参与者身份和言论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

新媒体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公众通过新媒体平台

表达政治意愿、参与公共事务的趋势不可逆转。因

此，如何引导公民进行良性的网络政治参与，是需要

各方共同解决的首要问题。我们相信，在法律规范、

道德教育和政府管理的共同作用下，公民的网络政

治参与必将沿着更加理性和有序的方向进行，推动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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