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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网络情境下公民的电子参与 

□赵  旦  [厦门大学  厦门  361005] 
 
[摘  要]  在网络参与理论指导下，依据电子阶梯理论，重点探讨我国政府行为现状，总结当前国

内网络参与领域的一些不足，针对网络情境下政府形象塑造提出四点政策建议：以教育为平台，重点提

高网民素质；完善电子阶梯，缩小数字鸿沟；依靠科技创新，拓展新型网络参与平台；深化政府改革，

打造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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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参与研究背景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作为一种标志

性的信息传播方式，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时空界限，

推动了我国公民参与方式的转变,也使得我国公民

参与进程逐步上升到了更高的阶段。以博客、微薄

等社交网络为代表的网络信息系统，以一种社会化

媒体的形式兴起，其中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促

进公民间的政治参与迈向新的参与方式，这种参与

被称为电子参与（E-Participation）。在此数字化背景

下，公民参与阶梯理论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公民电子

参与阶梯理论（E-Participation Ladder）。公民电子参

与阶梯理论也与公民参与阶梯理论一样，随着阶梯

再往上的水平，公民权力对决策的影响力逐渐提高。 
在西方相关文献中，多把由Carver（2001）和

Kingston（2002）构建的电子参与阶梯合称为Leeds 
Ladder，即利兹阶梯。利兹阶梯模式主要参照

Kingston构建的电子参与阶梯，因此，也有学者直接

将其称为Kingston阶梯。利兹阶梯是基于决策过程中

政府在网络环境中赋予公民权力的层次而划分公民

参与程度的，同阿恩斯坦的公民参与阶梯一样，共

分八层，底部三层为低层次参与：基本网站浏览、

在线服务、沟通障碍；上部五层为高层次参与：网

上论坛、在线调查、在线对选择的解决方案进行评

论、公众参与GIS、在线决策。作为公民参与经典理

论的参与阶梯理论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提出，

但其至今仍广为世界各地的公众参与研究者和实践

者所采用。并且不少学者都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研

究与应用。比如1993年Wiedemann和Femers对公民

参与阶梯理论的整合，2001年Smyth的公民电子参与

阶梯，2002年Kingston更具有互动性的公民电子参与

阶梯，2006年Forrester公司对网络参与阶梯的量化调

查等。 

二、我国网络参与现状 

2011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

《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

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
亿。网民看网络新闻，新闻跟贴回贴以及新闻评论，

造就了最为草根化、大众化的网络舆论；网民访问

BBS，是网络舆论形成和发酵的主要推手；网民开

博客，这些网上“意见领袖”的博客是“权重”最

高的网络舆论；微博的兴起，更是成为最具有杀伤

力的舆论载体。 
近几年，我国公民民意集中爆发于互联网，2007

年被称为网络民意元年，2008年被称为网络问政元

年，2009年被称为网络参政元年，2010年被称为微

薄元年……这种民意的集中爆发自然引起了社会的

广泛关注，以至政府将网络舆论反映的热点问题纳

入公共政策议程，并即时出台各项政策。 
但公民网络参与影响政策议程的热点事件的层

出不穷是否能表明我国公民网络参与已经到达了最

高层？本文认为这只是我国民意长期压抑的一种突

出涌现，同时，在影响到政策议程的事件背后是更

多地没能纳入政府决策视野的网络舆情，因此，有

限的影响到公共决策的这些公共事件并不能表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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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民网络参与的普遍情况。 
（一）网络民意爆发具有极大的盲目性 
一个网络热点事件的爆发往往需要一个网络领

军人物的推波助澜，拉扎斯菲尔德曾经总结人际传

播过程中意见领袖具有生活经历丰富、知识面广、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乐于创新等特点，这些特点在

网络参与过程中同样适用。意见领袖凭借其过往积

累的威望和信誉，拥有一大批追随者，大多数普通

网民在某项网络事件爆发后选择支持网络领军人

物，在某些讯息传递不顺畅的时候，部分网民不能

冷静看待事件本身，或者受到煽动，出现盲目谩骂

政府行为，从而对政府行政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在某个公共事件发生后，网民们总是倾向于同情处

于弱势的一方，仅仅就眼前的部分事实做出不理性

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利用大众的同情

心，操控事件的发展。面对这种情况，网民情绪激

动，政府顺应网民的意愿未必会促进事件的合理 
解决。 

（二）公民网络参与存在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是指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

距现象，既存在于信息技术的开发领域，也存在于

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特别是指由网络技术产生的

差距。与阿恩斯坦阶梯模式下的公民参与相比，电

子参与的时间成本比较低，信息收集相比更加全面，

从而增强了公民参与的有效性，但同时电子参与也

对参与公民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高要求

产生了一种“数字鸿沟”。目前在国内不少门户网站

需要实名认证，发表自由言论的权利受到限制，公

民能做能听的只是政府希望公民做的和听的信息。 
（三）政府应对手段落后 
公民网络参与集中在某一公共事件爆发的时

段，但是由于传统行政管理上层级汇报、层级受理

规定的影响，从事件发生到政府做出相应决策的时

间消耗较长，行政绩效较低，特别是广大内陆地区，

由于经济落后，很难普及现代化设备去推动公民的

网络参与；同时，也存在一些信息瞒报、漏报的不

良现象，试图解决问题却最终导致了广大网民的不

安和忿怒，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形象。同时，政府很

少借助媒体的力量，去澄清事情真相。更多时候，

政府还是倾向于采用事后报告这种传统的信息发布

形式。这样一来，广大网民在事件之初可能没法全

面了解事件真相，可能会形成盲目的判断。 

三、建议 

互联网在我国兴起不过十多年时间，而以中国

第一个“网络公民”（厦门PX项目事件中产生）的

诞生为标志，我国公民网络参与公共决策更是不到

五年时间，公民网络参与等级却高于已经发展了几

十年的公民参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参与度

如何平衡，虚拟世界中的公民力量如何转化为现实

世界中的公民力量，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为

了提升政府形象的塑造和管理水平，政府应该在未

来的网络管理中注意以下几点： 
（一）以教育为平台，重点提高网民素质 
与阿恩斯坦阶梯模式下的公民参与相比，电子

参与的时间成本比较低，信息收集相比更加全面，

从而增强了公民参与的有效性。但同时电子参与也

对参与公民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一方

面要在坚持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普及高等

教育，提升国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增强大众对待问

题的认知、判断和分析能力，这样在分析国内外大

事时才能理智思考，减少流言的出现，避免在网络

上盲目谩骂；通过网民之间理性的交流与讨论，互

相补充完善事件信息，使得网络舆论可以朝着有利

于事件发展与进步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在提升

科学文化水平的同时，加强对大众的道德品质教育，

使得大众得以从道德层面对政府行为的恰当与否、

应该与否做出理智的判断与决策，在合理性、合法

性与合道德性三者相统一的基础上，对有关事件的

发展提出合理的建议。同时，以推进政治民主化进

程带动完善大众认知基模。网民往往会根据对所观

察到的社会的了解与认知，对事件形成第一反应式

的判断。由此，在政府未来的社会管理之中，应加

强对这一大众认知基模的扭转。通过实行民主化决

策、阳光政治与构建信息发布机制和服务型政府，

增加大众对政府的支持与信任，改良其对社会整体

的认知，为其认知基模中加入积极的部分。进而再

遇到类似的问题时，大众便不会在毫无根据的情况

下对政府不假思索地进行指责和批评，这样便会把

舆论集中到真正存在问题的方面，促使事件得以尽

早解决。 
（二）完善电子阶梯，缩小数字鸿沟 
面对目前国内数字鸿沟逐渐拉大的现实，可以

参照电子阶梯理论，从较低层次慢慢改革，实现较

高层级的公民网络参与，反应在政府管理层面就是

推广较高层级的电子政务的公民参与。高层次的电

子政务公民参与是指通过公民与政府互动的网络民

主机制，其中网络民主机制(或称为电子民主) 就是

目前正在积极运作的民主参与机制，例如: 在线投

票、互动式电子服务、可供公民陈情和申诉的民意

电子信箱、提供公民与政府公开交换意见的网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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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论坛以及虚拟讨论社群等，通过实施和推广上述

工具，进一步缩小当前的数字鸿沟，进而推进政府

改革。 
目前，网络使跨越经济、教育、地理和文化领

域的公民参与成为可能，而且其技术发展也越来越

人性化简单化，但到目前为止，许多人还是因为资

源使用的不平等性及自身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局

限性不能通过网络来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讨

论，这就意味着这一部分人丧失了利用网络参与公

共决策的机会。真正意义上的PPGIS是一种公民权

力的体现, 网络决策之门向公民敞开，公民与政 
府的电子参与在公共决策中成为了双向互动参与 
方式。 

（三）依靠科技创新，拓展新型网络参与平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虽然政府在电子政

务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是受到我国东西部经

济发展不均衡的影响，广大内陆地区经济条件仍然

相对落后，电子设备普及度不及东部地区，因此，

当地居民的网络参与程度明显偏低。因此，在未来

要重点推动该领域的技术进步，朝“高、精、尖”

方向发展。同时，坚持互听互信，政府给予公民宽

松自由的言论环境，广大网民通过电子政务、微薄

等现代化途径，理智的在网络层面参政议政，真正

实现网络参与领域的良性互动。 
和很多其他新技术一样，网络参与的引进也需

要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明哲保身是中国文化的内涵，

很多百姓都不愿意袒露自己对政府政务的真实想

法。比如，微薄的发展路线就没有完全参考Twitter。
因此，如何保持一个安全有序的网络环境，是完善

新型网络参与平台的关键点。自2010年以来，许多

政府门户网站上开辟了公民讨论区，以匿名讨论的

方式，鼓励公民进行讨论，为政府工作出一份力，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四）深化政府改革，打造服务型政府 
社会管理是我国政府执政的重要环节，实现良

好的社会管理不仅有利于推进服务型政府的改革，

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政府改革的

关键是做到提高行政绩效，切实为人民服务，面对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发展，网络技术不断运用于政

府管理工作中，网络就像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

拉近了政府和百姓的距离，老百姓足不出户就可以

了解到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政府又做了哪些事情，

同时，还能在第一时间给予评论和建议，极大地推

动了政府改革的进程。因此，促进公民网络参与和

深化政府改革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相互促进，共同

推进政府转型深入开展。 

政府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因此必须一步一步慢慢来。过去长期以来

的官僚行政做派给人们造成了不好的印象，所以，

在未来的工作中要重点打造政府形象，广大政府工

作人员应该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转变

工作态度，切实为人民服务。政府可以通过网络这

一平台，推动政务公开化，清楚公开工作事项。 

四、结束语 

网络情境下的公民电子参与是公民社会不断发

展的必经阶段，微博等新型网络参与形式的出现不

仅拓展了公民参与的范围，也促使政府职能朝着纵

深方向转变。鉴于技术发展与社会管理的现实，公

民的电子参与还需要不断的引导，才能够使公民的

网络参与在信息民主化过程中发挥更大更实质性的

作用，政府也才能够从公民的电子参与中切实完成

迈向服务型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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