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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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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政治参与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中介，以互动引导、建设管理、制度规范等为基本方式，

使社会成员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民主政治的社会实践活动。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使构筑

一个容纳少数派的权力在内的新的民主机制成为可能。只有树立全新的网络政治参与观念，掌握网络文化

领导权和话语主导权，正确地了解、教育和引导广大网民，才能保障它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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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接入我国，并广泛渗

透到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各领域，网络政

治参与随之孕育而生。所谓网络政治参与，就是一

定社会或社会组织、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

观点、道德规范和网络素养要求，以现代信息网络

为中介，以互动引导、建设管理、制度规范等为基

本方式，对社会成员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

的教育和影响，从而使社会成员形成符合一定社会

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民主政治的社会实践活动。

一、网络政治参与的萌芽和发展

1986 年，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和德国

卡尔斯鲁厄大学合作，启动了名为中国学术网的国

际互联网项目，并于 1987 年的 9 月 20 日发出我国

第一封电子邮件“越过长城，通向世界”，揭开了

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序幕。1994 年 4 月，中国科

学技术网 ( CNNET) 第一次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

的全联接，成为我国第一个与国际互联网联接的网

络，标志中国成为世界网络大家庭中的一员，实现

了与互联网的全功能链接。1994 年 4 月，北京中

关村地区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组成的 NCFC 网开

通了与国际 Intemet 的专线连接，同时设置了中国

最高域名 ( CN) 服务器，我国正式成为接入互联

网的国家。之后，互联网在我国逐步而迅速地得以

普及应用。信息网络广泛地渗透到了社会经济、政

治、文化生活各个领域，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
交往方式、信息传播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起初，人们还沉醉于网络新生事物所带来的好

奇和新鲜感，对互联网的发展充满了神秘的猜想和

热切的期待。甚至有研究者认为 “就我国目前的

信息技术发展水平而言，要达到全国联网还是很遥

远的事情，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①。但是随着 In-
ternet 上的网络犯罪、政治斗争、文化渗透、色情

泛滥等负面现象的出现②，也预示着网络是一把

“双刃剑”。
1997 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 CNNIC) 成立，

同年 7 月发布了第一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对上网用户数等信息进行科学统计。
这一时期，对网络概念的认识逐渐经历了从 “信

息高速公路”到 “互联网”，再到 “网络”的演

变。理论工作者们也逐渐开始更辩证地认识网络，

并积极思考应对的办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观点，我们认为，信息科学、信息文化是一种在历

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它将推动人类更快地

进入大同世界”， “诚然，信息网络在带给人们巨

大福音的同时，也使人们面临着新的困难、担忧和

困惑。怎么办? 人们的经验是: 当游戏无法取胜

时，不妨试试改变游戏规则”。③

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者开始意识到网络这一新

生事物必然对政治民主化产生巨大冲击。一般认

为，网络政治参与具有正向民主价值，削弱了信息

集权控制的能力，消蚀着金字塔式的等级集权制的

权力结构。④网络加强了公民政治沟通的能力，网

络提高了政治表达的自由，促进言论自由、社会平

等和政治公开的发展。政府上网使政府工作的透明

度大大提高，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沟通更直接、便

利，最终能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网络政治参与能

不断提高民主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公共领域的民

主，使民主从广度民主发展到深度民主。网络将推

动民主原则和民主机制的变革和创新，使民主更加

精密和完善，信息技术革命将使传统的少数服从多

数的民主原则遇到挑战，少数派的权力凸显出来，

构筑一个容纳少数派的权力在内的新的民主机制成

为可能。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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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政治参与的特性

( 一) 新媒体性

网络政治参与不同于传统民主政治的特性在

于，它是以现代信息网络 ( 目前主要是互联网和

移动互联网等) 为中介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表现

为虚拟与现实相融合的形态。网络政治参与的产生

是基于网络媒介的发展和变化，网络作为新媒体的

典型代表，使得民主政治的新媒体性显得尤为突

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首部 《中

国新媒体发展报告 ( 2010) 》蓝皮书的研究报告认

为，狭义的新媒体仅指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新型传

媒，主要包括被称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 ( 以电脑

为终端的计算机信息网络) 和第五媒体的移动网

络 ( 以手机等通信工具为终端，基于移动通信技

术的移动互联网服务以及电信网络增值服务等传播

媒介形式) ，它们又可被称为网络媒体; 广义的新

媒体则包括大量的新兴媒体，指依托于互联网、移

动通信、数字技术等新电子信息技术而兴起的媒介

形式，既包括网络媒体，也包括传统媒体应用新技

术以及和新媒体融合而产生或发展出来的新媒体形

式，如电子书、数字报、IPTV 等。从广义的网络

层面上看，新媒体的发展态势可以概括为社会网络

化和网络社会化两个方面⑥。我们认为，新媒体就

是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为基

础，以数字性、互联性和融合性等为传播特征的新

的传媒形态。新媒体表现为以数字化为基础，具有

互联的传播形态，具有融合化的趋势。这些特点对

网络政治参与的特性表现具有重大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的新媒体性首先表现为其教育内

容的数字化、网络化，熟练运用新媒体传播手段建

设网上阵地始终是其重要任务。其次，网络政治参

与活动是虚拟性和现实性的结合，强调网上网下的

联动，拓展了民主政治的活动空间。最后，网络政

治参与体现出教育活动的极强的互动性，强调教育

者和教育对象网来网去的深入交往，如果缺乏有效

的互动活动，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政治参

与。
( 二) 时代性

信息化时代特有的综合性、整体性社会变革的

性质，在网络政治参与活动上有显著反映，时代性

是网络政治参与的鲜明特征。网络的普及应用不仅

是一个技术创新的过程，在根本上它是一个作为媒

介的技术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网络不

具有独立的存在。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把它作

为一个互相交流、经营生意和分享见解的地方，而

不是因为它是一个不依赖于外界的神秘的实体”⑦。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提供了新的媒介工

具，形成了新的媒介场域，而且构建了新的社会空

间，创造了新文化生活方式。因此，从时代发展的

整体上把握作为媒介的网络技术与社会、文化相互

作用的过程，把握网络社会文化的发展对民主政治

提出的新问题和新要求，应当是网络政治参与研究

和实践的基点。由此，就要求我们研究网络媒介技

术新结构、新特性和传播的规律性，网络媒介场域

中各种思潮、观念的冲突、影响和发展态势，网络

社会交往关系的变化和影响，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

的相互作用，网络对人们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生

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影响，网上国际意识形态竞争

和文化领导权争夺的态势和影响等等，把握网络环

境和网络生活对人的民主政治品德形成发展的影

响，把握网络环境中对人们进行民主政治的规律

性。换言之，全面认识网络社会文化发展的时代特

性和时代要求，深入地把握网络社会文化影响人们

民主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性，是网络政治参

与重要的认识任务，也是提高网络政治参与针对性

和实效性的前提。
( 三) 实践性

一方面，网络社会文化生活具有虚拟性，网民

的虚拟实践表现出不同于现实实践中社会认知、情

感体验和表达、行为方式的特征，对他们政治品德

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就要求把握网

民虚拟实践的特征，注重通过网上日常交互实践实

现对网民的有效引导。另一方面，网络社会文化生

活在实质上同样具有现实性，“网络将会给人类机

构带来深刻变化，而对人性则没有什么影响。网上

任何有意义的事情都发生在人身上，即那些会饥

饿、会疲倦，有爱情和嫉妒心，每天需要食物以保

持头脑和身体的活跃，依赖化学而不是电子生存的

人身上”⑧。这表明，只是在人与网络的交互作用

中，才形成了网络社会空间，造就了人的网络化生

存方式。活动于网络空间的人，其数字行为、思

想、观点、情感的表达、体验、沟通都是现实的，

并对现实的世界发生着实际的作用。
因此，网络政治参与根本上面对的仍然是现实

的人和他们现实的活动，这又要求民主政治者必须

从现实的社会问题和人的现实需要出发，深入做好

教育引导工作。同时，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种实践

活动也需要达到虚拟形态和现实形态的统一，重视

网上教育引导与现实教育引导工作的契合。网络政

治参与的实践性促使我们必须遵循网络社会文化生

活的规律性，有效地开展网络政治参与实践活动，

这是网络环境下民主政治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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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现状

网络政治参与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在经历了十余

年的发展后，取得了大量可喜的成绩和宝贵的经

验，公民在网络空间的深度活动，网络政治参与方

法的不断创新，给网络政治参与的进一步发展不断

注入活力。
第一，网络政治参与活动日益重视对网络环境

的充分调适，但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环境的变

化日新月异，网上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网络政

治参与的适应行动时时滞后。这一滞后现象表现在

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方面。随着现代信息传播技

术的飞速发展，影响人们思想的信息内容和渠道越

来越多，政治选择的可控性和实效性受到前所未有

的严峻挑战。单靠政治教育相对独立的自身力量来

适应网络社会呈现的各种新问题，显然己力不从

心。网络政治参与必须呈开放态势，充分渗透到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来开展工

作，“网络政治参与社会化和制度化是必然的发展

趋势”。⑨

第二，当前网络政治参与的组织者在网络空间

的话语权威性仍然不强。网络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己

经要求教育者不仅仅能走进受教育者的虚拟生活空

间，更要求是要贴近网民的生活和掌握其思维行动

方式。网络的开放性使得虚拟空间的话语中心常常

转移，话语权威时时面临支解，要做到在网络中

“振臂一呼万人应”变得既简单又困难，著名的

“‘贾君鹏回家吃饭’网络事件”就是鲜活的事例。
网络政治参与的组织者必须深谙网民的虚拟生活方

式和话语体系，从他们的生活实际和思维方式入手

分析问题，方能进一步影响和引领受教育者的思想

和行动。
受教育者的思想在网络空间无比活跃和外显，

有利于教育活动有针对性地开展，但 “匿名狂欢”
的现实也使得网络政治参与更加难以把握受参与者

思想行为的变化特点。对参与者思想变化总是暴露

于网，其思想的外显性使得组织者较之以往更易去

捕捉和了解，但网络的匿名性使得对参与者活动的

掌控变得更加不确定。网民群体的特殊性使得政治

教育己充分表现出对其的高度重视，但由于网络的

匿名和开放，对此类教育对象思想行为的把握必然

是十分困难，网络政治参与活动的成效面临前所未

有的巨大挑战。
网络政治参与方法在技术及文化的发展下不断

创新，但方法的运用成效也依赖于对受参与者活动

规律的把握，否则方法就容易落伍。网络政治参与

活动已经呈现出诸多不同于传统民主政治活动的特

点，相关的新方法和新途径不断出现。但是，网络

社会的迅速崛起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冲击和改变又不

断优化着方法，如何创新行之有效的网络政治参与

方法成为急迫而艰巨的常规任务。方法的有效和保

持长效，根本上应取决于我们对认识对象本质和活

动规律的揭示程度，因此网络政治参与相关的基本

理论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网络政治参与理论研究一直重视对虚拟

空间和现实社会的联系的研究，但以往的研究常常

只停留在比较双方的不同，强调教育活动在二者之

间的互动，这种研究方式对认识网络虚拟社会有较

大帮助，但易造成研究成果呈现片面性，使得实践

者简单地认为只需在两个空间不断穿梭，网络政治

参与就会取得实效。而事实上，随着网络社会的崛

起和到来，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已不再截然分离，

而是产生出一个新型的生活环境，“‘原子式’的

现实世界和 ‘数字化’的虚拟世界共同建构出人

类生存与发展的崭新境遇，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

式、生活环境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着

深刻的变革”瑏瑠，网络政治参与理论研究应该重视

研究这一全新的社会空间对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行

为的影响，高度关注网络社会观的研究必然成为网

络政治参与理论研究的趋势。

四、当前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趋势

网络政治参与具有保证、导向、凝聚、激励、
调节、转化等社会功能。在信息网络时代，“数字

化”、“网络化”生存对社会和文化造成了深刻的

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下，必须要明确网络政治参与

的现实使命和发展趋势，才能保障它发展的方向。
( 一) 树立全新的网络政治参与观念

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全新形态，网络政治参与

有自身独立的内涵。随着对网络本质的认识从工具

论到文化论、社会论的发展，网络政治参与理论研

究也应超越基于网络工具性研究政治民主的层面，

进入到研究网络社会性的网络政治参与的平台，树

立全新的网络政治参与观念成为当前开展理论研究

的首要任务。要树立全新的网络政治参与观，首先

应正确认识网络的社会化本质，其次要把提高网络

政治参与实效性作为研究的重要目标，最后还要厘

清网络政治参与与相关概念的区别。网络政治参与

是政治民主的全新形态，网络政治参与也不能仅仅

理解为网络环境中的民主选择，网络社会中各种社

会关系的重构所产生的新问题，已经不是政治民主

适应了网络环境就可以解决; 网络文化和网络社会

具有自身独特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网络政治参与的

生命力也在于掌握和遵循了自身的本质及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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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掌握网络文化领导权和话语主导权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和网络虚拟社区的日益现

实化，网络深入了人们的生活，人们日常生活中的

网络文化已逐渐显示其强势地位，“网络文化正在

颠覆人类传统的工作生活方式、经济交易方式和政

治博弈方式以及意识形态领导方式……。有人预

言，假如将来有什么能动摇我党的执政权威，除了

腐败问题外，就有可能是 ‘网络文化革命”瑏瑡。网

络政治参与实践活动要提高自身在网络社会的战斗

力，切实影响和引领网民，就必须重视对网络文化

的研究，在实践中注重掌握网络文化领导权和网络

话语主导权，从而引导受教育者的思想转化。
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了

“文化领导权” ( Cultural Hegemony) 理论，俄罗斯

政治学家谢·卡拉·穆扎尔在分析苏联垮台原因

时，就将葛兰西 “文化领导权”理论作为核心分

析方法，认为西方的文化入侵一点点地改变了苏联

人对苏联价值的认同感，逐渐瓦解了苏联人的集体

意志，从而为“和平过渡”创造了条件。
因此，网络政治参与应掌握网络话语主导权。

在信息社会，谁掌握网络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主导

权，谁就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广大受众的话语权，

网络话语主导权的实现就表现为对网络媒介传播内

容的掌控。网络政治参与要注重构建和创新自身的

网络话语体系和内容，充分认识网络语言，清晰了

解网络话语策略。因此，在开展建设网络主流网站

和社区等活动中，网络政治参与务必要注重掌控话

语主导权。
( 三) 正确地了解、教育和引导广大网民

网民 ( Netizen) 一词是 1993 年春天出现在英

文词汇中的，网络政治参与对象也应该是网络社会

中的一切人。网络政治参与是建立在环境改变基础

上而形成的民主政治新形态，因此经常使用网络媒

体的网民应是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对象，网络政治

参与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教育和引导广大网民提高民

主政治觉悟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要实现

此目的，就必须正确认识网民的特点，探索网民的

活动规律。
2011 年 1 月 19 日，中 国 互 联 网 络 信 息 中 心

( CNNIC) 在京发布了 《第 2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凡在过去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

的 6 周岁及以上中国公民被作为 “网民”的调查

标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报告显示，中

国网民的年龄结构继续向成熟化发展，30 岁以上

各年龄段网民占比均有所上升，这主要是由于互联

网的门槛降低，网络渗透的重点从低龄群体逐步转

向中高龄群体所致。从 CNNIC 的报告可发现，网

民的结构特征正在发生变化，网络的使用者曾主要

是青少年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因此网络政治

参与的主要对象曾一度锁定为青年，甚至只是青年

大学生，“青年是中国网民中最主要的群体，无疑

也是网络社会民主政治的主要对象”瑏瑢。而随着网

络社会的进一步崛起，网络已开始渗透到社会中更

多不同类别的人群中，网民的规模和类别不断增

多，充分认识和把握各类网民的思想行为特点，引

导其形成网络社会所要求的民主政治品德。
当前社会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具备的民主政治品

德，大量地包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

网络政治参与要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社会所要求的民

主政治品德，在现阶段就必须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网络的诸多技术优势和网络文

化充满感染力的传播特色，使得现阶段的网络政治

参与运用网络传播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

备了可行性。当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网络是一

把“双刃剑”，在充分发挥和利用其优势的同时，

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

营造良好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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