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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执政能力：面向网络社会的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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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执政能力是网络社会环境下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政党必须下大力气、大功夫建 

设的一项核心执政力。基于网络的建设、管理和应用三个层面的网络执政能力建设的现状，在网络建设上，要继 

续推进信息化战略，加大科研投入，建设信息强国；网络管理上，要树立服务型管理理念，加强网络软管理能力， 

捍卫互联网主权；网络应用上，要推进电子政务，大力发展网络民主，增强网络文化软实力，加强党的网络执政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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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预言电子媒介的出现将使世界变成一个 

“地球村” 。 [1] 自国家信息化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信息 

化水平得到快速提高，以电子计算机、互联网、手机 

通信、数码技术为首的信息技术在短短十几年间将中 

国迅速编织成为一种信息空前丰裕的网络社会。根据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第 29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 2011年 12月底，中国已 

经有网民 5.13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38.32%。 [2] 互联 

网已经成为政府、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不可或缺的使 

用工具。网络社会对执政党带来了新的政治风险，如 

政治权威的部分流失、维持社会稳定工作难度加大、 

政府决策自主性受到削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 

该注意到网络社会对执政党的政治机遇，网络也可以 

成为一种社情民意表达的新渠道、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的新途径、权力监督和防治腐败的新方式以及宣传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平台。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政 

党如何对待网络、如何利用网络，从而达到一种“趋 

利避害、为我所用”的状态。从这个方面而言，在网 

络社会环境下，提高党的网络执政能力建设，积极面 

对网络社会的国家治理，就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 

务。 

一、网络执政能力及建设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从革命到执政，始终以 

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指向，带领全国人民向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新时期，随着党的执政生态环 

境的变化，执政能力的不足成为党面临的一种重大的 

政治风险，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成为一项全党必 

须高度重视的核心任务。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指出： “党 

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 

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 

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 

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 

国治军，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 与此对应， 

网络执政能力是指党和国家在网络社会环境下，充分 

认识网络的重要性和内在特点， 积极主动地建设网络、 

管理网络和利用网络，以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本领。 

党的网络执政能力是网络社会环境下党的执政能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执政党必须下大力气、大功夫建设 

的一项核心执政力。 

从内容上来说，网络执政能力包括三个方面的内 

容，即网络建设能力、网络管理能力，以及网络应用 

能力。如图 1所示。 

（一）网络建设能力 

网络建设能力即是指执政党建设网络的能力。网 

络建设能力包括网络发展战略制定能力、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能力和网络技术开发利用能力等三个方面内 

容。网络发展规划制定能力即是指党和国家站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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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的需要， 

制定切实可行的网络发展战略的能力。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能力是指党和国家组织、调动和配置国家和社会 

资源建设先进网络基础设施的能力。网络技术开发利 

用能力是指在党和政府积极领导和支持先进网络技术 

的开发，占领世界先进信息技术的制高点，并将其尽 

其可能地快速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能力。 阿尔温•托夫 

勒在《力量转移》一书中放言： “任何国家如果不具备 

包括计算机、数据传送和其他新传播手段在内的  21 
世纪的电子基础设施， 就无法驾驭 21世纪的经济。 这 

要求全国人民对这种信息基础设施如同对轿车、 公路、 

高速公路、火车和大烟囱时代的交通基础设施一样地 

熟悉。 ” [3](444) 我国很早就制定了国家层面的信息化战 

略，在总体规模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信息大国，但 

也应该看到我国信息网络建设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 

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还不能算作信息强国。在这种情 

况下，进一步加强网络建设能力是我国迎接和赢得新 

世纪国与国竞争的不二法门。 

（二）网络管理能力 

网络管理能力包括“硬管理能力”和“软管理能 

力”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的是互联网基础管理能力 

和互联网信息系统安全保障能力，后者指的是网络舆 

论引导能力和网络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互联网基础管 

理包括：规范域名、IP地址和登记备案、接入服务管 

理；建立互联网信息服务准入退出机制（依法对涉及 

意识形态安全和公共利益的网络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审 

批，建立健全日常监管、年度审核、行政处罚等一系 

列管理制度）；探索网络实名制。 [4] 互联网信息系统安 

全问题已成为互联网发展的严重障碍，互联网信息系 

统安全的保障能力必须得到加强。我国已经成为黑客 

攻击的最大受害国。2010年，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 

测发现共近 48 万个木马控制端 IP，其中有 22.1 万个 

位于境外。共有 13782个僵尸网络控制端 IP，有 6531 
个位于境外。2010，中国境内政府网站被篡改数量为 
4635个，2010年被篡改的政府网站比例达到 10.3%， 

即全国有十分之一的政府部门网站遭遇黑客篡改。 [5] 

互联网的使用带来了一种民间性的网络舆论场，但是 

在一些情况下，这种网络舆论场并不单纯，而是会受 

到一定恶势力和非法势力的操纵、利用和绑架，从而 

攻击党和政府、大肆传播反动言论的、削弱广大网民 

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即是一 

种在网络舆论场之中平衡网络舆论、树立主流意识、 

推动广大网民理性表达的能力。网络空间当中往往还 

会出现一些对党和国家非常不利的网络突发事件，比 

如耸人听闻的网络政治谣言、网民大规模围观的网络 

群体性事件，以及经由网络动员而在现实世界中爆发 

的对社会稳定构成实质影响的网络集体行动。网络突 

发事件应急能力即是一种防范、快速应对网络突发事 

件以及消除其不利影响的应急能力。 

（三）网络应用能力 

网络应用能力是指利用网络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 

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的能力。网络应用能力可以 

细分为四大块，即网络经济发展能力、电子党（政） 

务应用能力、 网络民主发展能力和网络文化建设能力。 

网络时代，虚拟经济和互联网产业成为我国的一种战 

略性新兴产业，党和国家必须锤炼网络经济发展能力 

以更好地推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电子党（政） 

务应用能力即是指党和政府通过电子网络平台进行党 

务管理、政务管理创新以更好地开展党务工作和提供 

公共服务的能力。网络平台还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新途径，网络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党和国家 

自上而下地利用网络平台接收社情民意的表达，并在 

可能的情况下将网络反映出来的问题予以解决、将网 

民智慧予以汲取和运用、将网络民意上升为适当的政 

图 1  网络执政能力的内容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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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措施。网络民主是党在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网络民主发展能力是党和 

国家在新时期必须重视打造的一项基本功。此外，互 

联网已经是一种影响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 

间，网络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网上具有广泛 

影响力的思想文化传播平台，以宣传科学理论、传播 

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 

正气，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 

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新时期，网络文化建设 

能力已经成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 

要方面。 

二、网络执政能力建设的成绩 

早在 2000年，江泽民同志就指出： “现在，互联 

网上信息庞杂多样、泥沙俱下，还存在大量反动、迷 

信、黄色的内容。可以这样说，由于信息网络化发展， 

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文化阵地和思想斗争阵地。 

因此，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加紧学习网络化知 

识，高度重视网上斗争问题。我们的党建工作、思想 

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都应该 

适应信息网络化的特点，否则是很难做好的。 ” [6] 2000 
年 3 月，江泽民进一步指出了如何应对信息网络化问 

题的基本方针： “对信息网络化的问题，我们的基本方 

针是积极发展， 加强管理， 趋利避害， 为我所用。 ” 2001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高度重视新的信息媒体的建设 

和管理” 。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指出， “高度重视互 

联网的作用和管理” 。2002年十六大报告认识到， “新 

闻出版和广播影视必须坚持正确导向，互联网站要成 

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 。2004 年 9 月《中共中 

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高度 

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快建立 

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 

管理体制，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形成网上正面 

舆论的强势” 。2007 年 1 月至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仅仅相隔 3 个月的时间内，便两次讨论了互联网问 

题。1月 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八次 

集体学习，这次会上首次强调了要加强网络文化的建 

设和管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会上指出： 

“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 

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 

用好、管理好。 ”2008年 6月 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 

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 

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 

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 

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 

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 

间。 ”由此可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信息网络化可能带 

来的执政挑战的认识一直是清醒的，不仅很早就确立 

了互联网治理的正确方针，根据现实问题适时地、积 

极主动地推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而且不无政治智 

慧地将互联网建设、运用和管理结合了起来，使我党 

网络执政能力的建设取得了下述成绩： 

（一）网络执政的机构设置、平台建设得到加强 

党和国家不仅对网络执政的新情境有着清醒的认 

识，而且还积极健全和加强网络执政的机构设置、平 

台建设。 2001年 8月， 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重新组建， 

成为我国信息化发展在国家层面上的综合性决策和协 

调机构。与此同时，涉及互联网管理的相关党政部门 

也陆续成立了专门的互联网管理服务机构。党的宣传 

部门主要管理内容是网络新闻宣传，目前中宣部下设 

舆情信息局具体负责网络舆情的监测与管理，地方党 

委宣传部一般下设网宣办。政府序列这边，涉及网络 

管理的政府部门 （机构） 主要包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11 年 5 月 4 日设立）、工 

业与信息化部（原信息产业部）、公安部、国家广电总 

局、国家工商总局、文化部、国家安全部、国家保密 

局、新闻出版总署等众多部门。 其下设专门机构比如， 

工业与信息化部下设电信管理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下设网络局，公安部下设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 

国家广电总局下设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原社会管理 

司的网络传播处），国家工商总局下设企业注册局， 文 

化部的文化市场司，地方政府管理部门也相应地成立 

对应的网络管理机构。除此之外，国家还成立了中国 

互联网协会（下设违法与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中国互 

联网应急中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等其他互联网 

管理服务机构。 

网络执政的平台建设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从互联 

网在我国发展之初，新闻媒体就成为互联网首批拓荒 

者。1997年 1月 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于正式推出网络版。1997 年 11 月 7 日，新华社借建 

社 66周年之际正式开通自己的网站。2000年 1 月 27 
日至 28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联合 

召开中国首次互联网新闻工作会议。 2000年 5月 9日， 

中宣部、中央外宣办于 5月 9日下发了《国际互联网 

新闻宣传事业发展纲要（2000~2002 年）》，发展纲要 

提出了互联网新闻宣传事业建设的指导原则和三年奋 

斗目标，由此打响了从中央到地方新闻网站大建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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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起跑的发令枪。2000年 12月 12日，人民网、新 

华网、中国网、央视网、国际在线、中国日报网、中 

青网等中央网站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成为我国 

首批重点新闻网站。紧接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又先后 

批准建立了千龙网、东方网、北方网、东北新闻网、 

浙江在线、 红网、 中国江西网等 24家全国重点地方新 

闻网站。截止 2001 年底，中国有报纸 2111 家、杂志 
8889 家、311 家广播电台、358 家电视台及 2 家通讯 

社。这些新闻媒体共建立起了数千个网站和网页，涵 

盖了中央、省、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市、县 

四级各类新闻媒体，形成了庞大的规模群体。20世纪 

末，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开始向外部互联网拓展。1999 
年被称为中国“政府上网年” ，当年 1月 20日，国家 

经贸委和中国电信牵头， 联合 40多家部委倡议发起了 

“政府上网工程” ，揭开了我国“政府上网”的帷幕。 

截至 2009年底， 中国已建立政府门户网站 4.5万多个， 
75个中央和国家机关、32个省级政府、333个地级市 

政府和 80%以上的县级政府都建立了电子政务网站， 

提供便于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在线服务。 [7] 近些年 

来，电子党务工作的开展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党建网 

站已经成为党务公开、 党员教育、党务办理的新平台。 
2010年开始，微博开始风靡中国，一些地方党政机关 

借助微博平台开展政务活动。 根据新浪网发布的 《2011 
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截止 2011年 10月底，政务微 

博总数达到  18132 个，其中机构  9778 个，公务人员 
8354个，是 2010年数量的 33倍。 

（二）网络执政的制度体系逐渐完善，机制创新 

不断涌现 
20世纪 90年代开始，网络立法工作进入快车道。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 1991年开始至今，我国出台的 

有关网络规制的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和政策 

文件达到 111 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法律、法规和部门 

包括：《计算机系统安全保护条例》（1994）；《计算机 

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1996）；《计算机信 

息系统保密管理暂行规定》（1998）；《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2000）；《计算机信息系 

统国家联网保密管理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牌服务 

管理规定》（2000）；《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2000）；《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2002）；《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2002）；《互联 

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2003）；《互联网 IP 地址信息 

备案管理办法》 （2005）；《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规 

定》（2005）；《中国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2006）；《互 

联网电子邮件服务管理办法》（2006）。《互联网新闻信 

息服务管理规定》（2005）；《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 

备案管理办法》（2005）；《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2006）；《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2008）。 

这些网络立法涉及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信息传播规 

范、信息安全保障等主要方面，对基础电信业务经营 

者、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政府管理部门及互联网用户等行为主体的责任与义务 

做出了规定。 

在对网络的“硬管理”之外，通过机制创新加强 

对网络的“软管理”和制度应用也极其重要。目前从 

中央到地方都涌现了一批行之有效互联网管理、应用 

的机制创新。2008年，人民日报社组建人民日报社网 

络中心舆情监测室，该机构的主要负责对重点网站、 

论坛和热点事件的舆情监测和咨询工作，同时定期发 

布舆情报告（如“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地方应 

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 ），并适时地总结网络舆情的 

传播规律和应对技巧以使地方政府和官员更好地应对 

网络舆论事件。人民网旗下的“强国论坛”从  1998 
年开始设立， 目前已经成为国内著名的网民议事平台， 

在广大网民群体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2006年，人民 

网推出了“地方领导留意板” ， 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覆 

盖全国的互联网官民互动平台，为全国省、市、县党 

政一把手全部开通全天候的留言版面，供网友与领导 

干部进行沟通。2010年 9月 8日，人民网“直通中南 

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板”正式推出，该 

官民互动平台面向全国网民，网民问政直达中央领导 

人（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机构， 

平台一经推出就在海内外媒体和网友中引发强烈反 

响。新华网是新华社的官方网站，新华网近年推出新 

华网《中国网事》栏目，目的在于通过新华社记者对 

网络新闻的权威性调查来矫正网络信息的失真传播。 

地方的一些网络管理、应用创新也非常值得关注。广 

东省从 2008年初开设打造奥一网官方网络问政平台， 

受到广东网友的热情欢迎。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创建 

近 3年来共发展建立了 14种网络问政形式： 包括与知 

名网友座谈（汪洋书记三次与网友座谈）；与网民在线 

交流；对平台上网友问题每周汇总；定期举行网民问 

题交办会；设置网络发言人；设置网络信访平台；地 

市领导信箱（河源、惠州）；开设书记、市长微博（惠 

州市委书记黄业斌）；重大决策公开征求意见或投票； 

述职进行网络直播（湛江）；组织网友线下考察社会关 

注的工程或场所 （如番禺垃圾焚烧场建造）； 向网民发 

公开拜年信；网络访谈；举办网络论坛。重庆市的网 

络反腐创新也做得有声有色。重庆市检察机关从 2009 
年开始，重庆市检察机关建立了以法律监督网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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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级互联网，专门设置了“网上举报”栏目，通过 

互联网面向群众收集举报线索。更进一步的是重庆市 

检查机关在各大网络论坛上注册 ID—— “重庆检察” ， 

接受网友举报的反腐败新措施。重庆的做法的突出之 

处在于相关机构已不局限于设置举报网站等着网民举 

报，而是创新体制机制主动地在网络上收集官方腐败 

线索。 

三、网络执政能力建设中的问题 

（一）网络建设：国际差距明显，国内发展不平衡 

在网络建设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国际比较而言，中国信息化发展与发达国家 

之间的差距还比较明显。这些差距表现在研发投入相 

对不足、高端创新型人才不足、 核心技术和产品不足、 

电子信息企业综合实力不强、行业结构比例失调、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落后等方面。2006年中国信息化水平 

由上年的中低水平进入到中等水平国家行列，但与发 

达国家比较仍存在较大差距。2007年中国信息化发展 

总指数在所比较的 57 个国家（地区）中由 2000 年的 

第 44位上升至第 42 位，上升了 2位。2007年中国基 

础设施指数相当于该分类指数值最高国家瑞典的 
25%，环境与效果指数相当于瑞典的 56%，信息消费 

指数和使用指数分别相当于挪威的 70%和 81%；知识 

指数相当于爱尔兰的 88%。 我国在整体经济发展实力、 

研究开发经费投入以及计算机人均拥有率等方面与发 

达国家差距较大。 [8]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2011 
年发布的《衡量信息社会发展》报告，中国 ICT发展 

指数（IDI）为 3.55分，世界仅排名第 80位，与世界 

发达国家差距明显。 [9] 根据全球最大的 CDN服务商美 

国 Akamai 公司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 年第四季 

度世界平均网速同比提升了 39%，达 2.7Mbps，平均 

连接速度最快的国家或地区是韩国， 日本排在第三位， 

而中国大陆仅排在第 90名，平均网速为 1.4Mbps，远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10] 

二是国内城乡、区域之间信息化发展不平衡现象 

凸显，数字鸿沟问题严重。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又 

称为信息鸿沟，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 

鸿沟” 。一般来说， 数字鸿沟既表现为接入机会上的差 

距，也表现为使用能力上的差距。 [11] 我国目前的数字 

鸿沟主要存在于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2009年城乡数 

字鸿沟指数为 0.56（即表明农村信息技术应用水平比 

城市落后 56%）。2009 年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计 

算机 65.7 台，比上年增加 6.4 台，增长 10.9%。农村 

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计算机  7.5 台，比上年增加  2.1 
台，增长近 40%。从绝对差距看，2009年城市家庭每 

百户计算机拥有量比农村多 58.2台，差距比上年继续 

扩大 4.3台。 2009年中国地区数字鸿沟指数为 0.42(即 

表明最落后地区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比比全国平均水 

平落后 42%)。 2009年， 全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28.9%， 

比上年增加 6.3个百分点。在 31个省区市中，北京互 

联网普及率保持全国最高水平，达到 65.1%,比上年提 

高 5.1个百分点；贵州最低，为 15.1%,比上年提高 3.6 
个百分点。北京互联网普及率是贵州的  4.3 倍（2000 
年最高地区是最低地区的 78 倍）。从绝对差距看，最 

低地区普及率与最高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间的差距都 

呈继续扩大趋势。2009年，最低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落 

后全国平均水平 13.8个百分点， 这一差距水平是 2000 
年（相差 1.52个百分点）的 9.1倍。 [12] 上述数字反映 

还仅仅是接入机会上的数字鸿沟，如果算上不同人群 

对计算机使用能力的差距，那么中国的数字鸿沟则更 

为突出。 

（二）网络管理：地方党政干部意识不强、能力 

不足、手段不多 

目前虽然有些地方政府和党政干部对网络执政有 

着清醒的认识，并且积极地去适应和利用新的网络政 

治生态，但是更多的地方政府和党政干部对网络执政 

的意识不强，能力不足，应对手段不多。意识不强突 

出表现为地方党政干部的不懂网、惧网、躲网。目前 

地方党政干部网络素养还不够高，有些干部缺乏实用 

网络的基本能力，对虚拟空间中的事务发展规律更是 

不甚了了。所以现在许多地方党政干部认为网络舆情 

不好惹、不好碰，生怕惹祸上身，对那些地方主要负 

责人和主管新闻宣传的官员更有种“畏网如虎”的心 

态。2010 年  4 月，《人民论坛》杂志社杂志调查  300 
名官员和民众，47%受访官员认为“县处级”干部最 

怕网络舆论监督。能力不足突出表现为网络突发事件 

发生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要么是频频的发言失误， 

造成更坏的舆论影响，要么是噤若寒蝉，不发出官方 

的权威声音，无法撇清事实，导致误解、谣言满天飞。 
2011 年 8 月 11 日，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副局长、互 

联网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刘正荣，在题为《新信息环境 

适应能力建设》报告中就称： “去年，75%的网络舆论 

热点事件都是因为基层政府部门回应不及时造成的， 

领导干部不能低估公众的智商， 处理问题要实事求是， 

面对网络舆论事件， 着力点要放在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构建信任上。 ” [13] 最近《南方日报》发表问题对此问 

题的概括十分到位： “面对‘网上被骂，网下加压’的 

境况，在基层干部中出现执政能力的‘短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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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网络‘恐惧症’与‘麻木症’并存，要么把网 

上舆论视为洪水猛兽，想当然地进行堵、封、瞒、蒙， 

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要么漠视网上民情而反应迟钝， 

贻误引导和处置的良机，导致‘小事情’演化为‘大 

事件’” 。 [14] 在应对网络舆情的手段上虽然也有一些有 

成效的地方创新，但总体上还处于手段不多的被动状 

态。当前地方党政干部在网络管理方面存在的这些问 

题往往造成一系列政府失信、社会失序和公众失望的 

窘境。

（三）网络应用：官方网络平台管理不善、吸引 

力不足、深度应用不足 

官方网络平台是政府的虚拟窗口，也是政府在信 

息时代展示自身、提高自身管理能力、发挥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重要平台。近 20年来，我国按照国家信息 

化的战略部署，大力加强了官方网络平台建设，形成 

了以党政官方网站和官方新闻媒体网站为主干的官方 

网络平台体系。然而，目前我国官方网络平台的运行 

状态还存在管理不善、吸引力不足和深度应用不足等 

问题。首先是管理不善。官方网络平台管理不善表现 

为官方网络整体运行质量不高，形式化现象严重。相 

比其他先进国家，我国官方网络平台的运行效率相对 

较低。根据 2010年联合国全球电子政府调查报告， 我 

国电子政府发展指数为 0.47， 世界排名第 72位，这与 
2008年（0.5017，第 65位）有所下滑，远远不及韩国 

（0.8785，第 1位）和日本（0.7152，第 17位）的水 

平。 [15] 根据  2010 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的结果， 

我国 2010年省级政府网站整体绩效指数最高， 但仅为 
0.40，地市级仅为 0.26，区县级最低，为 0.12。 [16] 与 

此形成对应，2008 年 12 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 

心通过新浪网，对 1110 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调 

查显示，61.3%的人对政府网站感到不满意，32.0%的 

人感觉一般，不到 7%的人表示满意” 。 [17] 其次是吸引 

力不足。相比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凤凰网等商 

业性门户网站，官方网络平台的流量相对不足，受众 

规模相对有限。其三是深度应用不足。深度应用不足 

是指官方网络平台的应用比较保守，在发展网络民主 

上没有花大力气、真功夫。现在各级政府和官员对网 

络管理空前重视，大力投入、招兵买马，但是对如何 

用好网络缺乏足够的意识和愿望。对网络的应用仅及 

于法律和上级要求的 “规定动作” （比如政府信息公开、 

电子党（政）务），缺乏利用网络解决地方治理问题的 

意识和观念，对网络民主的发展意识明显不足。相比 

电子党（政）务，网络民主是一种最为高级的网络应 

用状态，网络民主的好处在于通过网络把下面的社情 

民意反映上来，实实在在地解决群众遇到和关心的问 

题，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好所恶。但是，对具体 

官员来说， 发展网络民主又往往是件费力耗时不讨好， 

不容易短期出成绩的事情，甚至会受到其他官员的抵 

制和非议。这些因素造成网络民主在我国的发展一直 

处于一种比较低级状态，除了一些地方在魅力型官员 

的推动下有所展露外， 其他地方基本上处于沉寂之中。 

四、推进网络执政能力建设的对策 

（一）网络建设：推进信息化战略，加大科研投 

入，建设世界信息强国 

自 1984年 10月，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 

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揭开了中国信息化 

的序幕以来，中国信息化已经走过近 30个年头。2006 
年 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06− 
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提出了到 2020年我国 

信息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到 2020年， 我国信息化发展 

的战略目标是： “综合信息基础设施基本普及，信息技 

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信息产业结构全面优化， 

国家信息安全保障水平大幅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信 

息化取得明显成效，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初步确立， 

国家信息化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基本完善，国 

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显著提高，为迈向信息社会奠定 

坚实基础。 ” 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具有国家战略高度的 

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但是通向世界信息强国的路途 

并不平坦。日后应当继续加大 IT行业的研发投入，培 

植本土 IT企业，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产学研相结合。 

（二）网络管理：树立服务型管理理念，加强网 

络软管理能力，捍卫互联网主权 

在网络管理方面，当前加强党的网络执政能力应 

当树立服务型管理理念，以及加强网络软管理能力， 

并力争捍卫互联网主权。所谓服务型观念理念即是指 

在网络法律规范制定上和具体网络执法过程中更加注 

重对网民权利的保护，切实保障网民的知情权、参与 

权、表达权和监督权。2010年 6月 8日，国新办发布 

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已经对此有明确宣示： 

“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发展网络新闻传播事业，为人 

们提供了丰富的新闻信息，同时依法保障公民在互联 

网上的言论自由，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和监督权。 ”2010年 5月 30日，胡锦涛主持召开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最大 

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特别提到要“完善信息网络服 

务管理” ，其中的措词已经从以往的“管理”向“服务 

管理”发生微妙的转变。实际上，网络管理必须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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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的服务相结合，只有在寓管理于服务的服务型管 

理理念中，网络管理才能取得实际效果。另外一个需 

要着力推动的方向是要加强网络软管理能力。目前各 

级党政部门对网络的硬管理已经下了许多功夫，取得 

了很多成效，但是网络管理的短腿之处就在于如何加 

强对网络的软管理能力。加强网络软管理能力的核心 

是构建一种和谐、有序、健康的网络信息传播秩序。 

对此而言，当前急需加强的努力包括：加强对地方政 

府和党政干部的网络管理培训工作；创新网络舆论引 

导机制，推广地方先进管理经验；强化政府网络信息 

发布机制；加强网络诚信机制建设，等等。21世纪， 

我国将继续处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围攻之中，鉴于互联 

网亦日益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范式，捍卫互联 

网主权是网络管理的重中之重。互联网主权主要表现 

为“网络信息主权” ， “其本质是对思维成果的管理和 

控制” 。 [18] 我国目前已有针对性地采取了防范措施， 

今后应当更加强化意识， 积极主动地维护互联网主权。 

（三）网络应用：推进电子政务，大力发展网络 

民主，增强网络文化软实力 

在网络应用方面，加强党的网络执政能力的着力 

点有三个方面，一是要继续推进电子政务；二是要大 

力发展网络民主，三是要提升网络文化软实力。电子 

政务是 21世纪提升政府能力的突破口之一， 而我国目 

前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并不领先。电子 

政务的发展方向是更加注重发展在线电子政务、移动 

电子政务、跨部门信息共享与合作、乡镇电子政务等 

电子政务业态，国家要制定规划出台政策予以支持。 

网络民主可以视为一种“公民借助网络技术，通过网 

络公共领域加强和巩固民主的过程” 。 [19] 在我国，网 

络民主的真意是通过网络渠道拓宽公众参与，使得政 

府与民众之间获得更加良好和有效的沟通。时下，中 

国网络民主的发展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社会自发的自 

下而上的网络民主，另外一种是由国家推动的自上而 

下的网络民主。社会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网络民主（如 

网络舆论监督）虽然声势浩大，但是往往又局限于其 

无序和易失控的特征。从加强党的网络执政能力角度 

来说，大力发展由国家推动的自上而下的网络民主不 

仅有利于克服网络失控的危机，而且可以作为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新亮点，具有一举两得的功效。当前大 

力发展网络民主首先要加强和完善对官方网络平台的 

运行管理；其次是要创新尽其可能的机制，通过官方 

网络平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其三是利 

用网络平台，加强网络监督和网络反腐败工作。在网 

络应用方面，加强党的网络执政能力的另外一个领域 

就是增强网络文化软实力。2002  年十六大报告提出 

“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 ，2007 
年 1月至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仅仅相隔 3 个月的 

时间内，便两次讨论了互联网问题。1月 23日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这次会上 

首次强调了要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网络文化 

建设的关键是要提高网络文化软实力，这里的网络文 

化软实力包括多个方面，包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健 

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对广大网民的渗透力和影响力，网 

络文化产业发展和辐射力，以及通过网络平台的中国 

传统文化向域外传播，等等。增强网络文化软实力的 

一是要建好网络文化传播平台，二是要化大力气制作 

尽可能多的网络文化作品上网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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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et governing capacity: 
state governance in cybersociety 

YE Min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School of ECUST,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et governing capacity is corn content for CPC to govern in an internet society, and it needs for the 
Party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CPC’s  internet  governing 
capac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three  angles,  building,  regulation,  and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as  to  internet  building.  China  should  carry  forward  its  information  strategy  to  be  a 
powerful  information  state  as  to  internet  regulation  China  should  establish  new  serviceoriented  internet  regulation 
system in which the soft regulation ability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and the ability to maintain the sovereignty in virtual 
space; as to application, China needs use new technology to put forward the egovernment, develop internet democracy 
and cultural soft power to reinforce Party’s internet governing capacity. 
Key  Words:  cybersociety;  internet  governing  capacity;  state  governance  information  strategy;  the  internet; 
cyber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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