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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话语权：流失、分散与重构①

———基于微博的考察

刘少华，戴瑜宏
（湖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２）

摘　要：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已经来临，成为影响政府话语权的重要因素。政府掌握

着网络话语权的主导权，但由于民众权利意识觉醒、政府信息公开程度较低、政府难以及时回应、政府信息的发布“不接

地气”等使得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不足，网络话语平权使得政府话语权被分散、流失。政府在网络话语权的争夺中要加大

信息公开的力度，正确对待网络言论，打击与疏导并重，建立政务微博运营团队，转变对话方式，将单向传递改为多向

互动。

关键词：政府话语权；微博；流失；重构；互动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３７－０５

ＴｈｅＬｏｓｓ，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Ｐｏｗ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

ＬＩＵＳｈａｏｈｕａ＆ＤＡＩＹｕｈ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ａｗ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８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ｈａｓａｒ
ｒｉｖｅｄａｎｄ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ｔｏ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ｐｏｗｅｒ．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ｒａｓｐｓ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ｐｏｗｅｒｉ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ｓ
ｐｏ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ｐｏｗｅｒｈａｓｂｅｅｎｌｏｓｔａｎｄ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ｂｙｅｑｕ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ｒｉｇｈｔ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ｌｏｗ，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ｆａｉｌｓｔｏ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ｔｉｍｅ；ｔｈｅｗａｙｔｏｒｅｌｅａｓｅ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ｃｌｏｓｅｔｏ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ｔｓｅｆｆｏｒｔ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ｈａｎｄｌｅｏｎｌｉｎｅ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ａｔｔａｃｈｅｑｕ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ｅｒｓｕ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ｐｅｒｏｎ
ｌｉｎｅ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ａｍ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ｆｆａｉｒｓ，ｓｈｉｆｔ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ｏｎｅ－ｗａ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ｗａｙ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ｐｏｗｅｒ；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ｌｏｓ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据第 ３２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底，我国微博网民规模为３．３１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３１
作者简介：刘少华（１９６３－），男，湖南衡山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政治学理论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亿，网民中微博使用率达到了５６．０％。微博便捷、简单，尤其是手机客户端的出现更加滋生了微博的发
展。可以说，网络进入了“全民皆博”的时代，微博重新塑造了网络社会。它的出现与发展给民众提供

了更为便捷的自由表达心声的平台，特别是将此前压抑的话语权彻底释放，造就了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

话筒的掌握者，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政府长期主导的话语权，甚至有“话语平权”的趋势。政府话语权被

传递、被分散，某种程度上说，政府话语权流失了。如何重新建构新媒体时代尤其是微博时代政府的话

语权成为政府争取网络时代的主动权与提高网络执政能力新的挑战。

“话语权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一现象或问题的自有主张以及主张的身份、资格和影响力，主要包括

‘说什么’、‘怎么说’、‘以什么身份说’和‘取得什么效果’等。”［１］显然，话语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即话语权利与话语权力。因为自由表达权是基本权利，微博只是表达权利拓展的方式而已，因而本文所

指的话语权更多的指的是话语权力，即影响力。因此，如何重构政府话语权也就是如何重构微博时代政

府在网络上的话语影响力。

一　微博影响下政府话语权的现状：主导与流失并存
当下，微博成为公众沟通与交流的载体，通过微博发布信息无论是在传播性还是渗透性上都有传统

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通过微博，公众可以做到信息资源的共享、政治参与匿名、信息传播高渗透等，从

而摆脱社会权力结构的制约，使得社会各个阶级、阶层都能对公共问题进行自由辩论、自由探讨，掌握着

自赋的话语权，影响着政府在网络中的话语权［２］。

（一）政务微博：政府话语权争夺的新方式

微博开通之后，政府敏锐地觉察到微博对政府话语权的冲击影响程度。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底，仅新
浪微博认证的政务微博数量就达６００６４个，较２０１１年同期增长２３１％。目前新浪政务微博发博总数为
３１８９万条，平均每个政务微博发博数约为５３１条，其他平台仅为３６０条［３］。可见，微博时代的来临迫使

政府不得不直面微博带来的话语权分散、流失这一现状，采取适应时代发展的方式跟进，注册官方政务

微博，及时发布较为权威的信息，辟谣不实信息，疏导相关言论，净化微博空间，展开了对网络话语权的

争夺。应该说，这样的努力是与时俱进的，是成效显著的。在通过政务微博争夺网络话语权的同时，政

府双管齐下，一方面用政府的公信力作保证，发布权威信息引导社会舆论；另一方面，用国家机器坚决打

击网络谣言的制造者，净化网络环境，取缔他们在网络中的话语权利。

（二）微博时代：政府话语权分散与流失

网络的出现使得民众开始摆脱过去听任政府一家之言的境地，力求将社会整体的音量无限放大。

“微博的出现和兴起……模糊了传者和受者的身份界限……以相对较高的自由度扩展了公共话语空

间。”［４］网络话语权从掌握话语权的政府走向了普通网民，这不仅是话语权的转移，更关键的是话语权

的分散，使得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和解读者，人人都是话筒的掌握者与话语权的把持者。

网民掌握了自赋的话语权无形中给政府造成了现实的压力，削弱了政府公权力所自带的话语权，更

为明显的是网民对于小道消息趋之若鹜，对政府的信息则嗤之以鼻。２０１２年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披
露，如果发生某一事件，在开通了微博的人中，４４．４％的人更相信微博上的信息，比信任新闻联播的
３８７％略高［５］。可以显见，即使政府的信息是正确的，是权威的，但某些不负责任的网民故意造谣和恶

意攻击会将不明事理的网民拉到不理性的境地。政府在网络上的能力有限，双拳难敌四手，难以招架住

围而群起的不理性的网民的攻击，久而久之，政府的信息被吐槽，话语权流失。

二　微博影响下的政府话语权流失的原因
（一）政府信息公开程度较低导致民众对政府信息持不信任态度

政府信息公开透明的程度决定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在一些政策议题上，政府想当然地将

“涉及国家安全”视为“挡箭牌”，错误地认为信息公开可能会增加社会不稳定，尽可能地有选择地发布

信息，从而造成小道消息泛滥。事实上，如果政府信息公开程度较低，透明度不高，那么其所发布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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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被民众误认为是有选择性的发布，是不真实的；信息的公开透明会加大民众对政府的关注度与信任

度，解决政府与民众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提升政府的亲民形象，塑造政府在民众中的新形象。如果我们

将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后政府对于灾情及时公开的、尽可能的全景式的展现视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样板的
话，这种“零时差对接”式的信息公开在其后逐渐消失，甚至当下环境污染问题也成为了“国家机密”。

这种封闭的心态催生了小道消息，极大丧失了政府的公信力，导致了民众对政府发布的相关消息的不信

任，政府的信息在民众中市场有限。

（二）政府信息的发布“不接地气”，难以与民众形成共鸣

从现有的政务微博来看，党政机关的覆盖率还是比较低的，覆盖面还是比较窄的。虽然很多的政府

机构乃至公务员都已经开通了微博，但是明显感觉到它们的人气不足，也没有能够形成规模效应，更为

主要的不足是微博仅仅被看作是政府信息发布的平台，未能上升到与民众沟通交流、掌握网络话语权的

高度。这就造成了政务微博的使用者只会单纯地发布信息，目前，类似于玄武区委宣传部微博的情况不

在少数，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务微博长期疏于管理或者管理不善，不知道怎么运用微博，导致民众期待以

此为平台与政府的沟通方式失灵。“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怎么说的困惑，极大程度上限制

政务微博与普通民众的互动性。”［６］

（三）民众权利意识觉醒分散了网络话语权

网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民众政治参与的意识觉醒，政治参与热情提升，政治参与的能力提高，

使得网民开始追求自身权利，表达自身意愿。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好迎合了时代的需要，使得网民借助于

微博等发表观点、看法，分散并重构了官方的网络话语权［７］。一方面对自身权利的追求要求对某些问

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将自己的权利转化为现实的言语，让更多的人知晓自己的看法与见解，这就

无形中将政府的话语权转移到每一个个体身上，将话语权的格局打破重塑，分散了原先聚合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网民数量的增加使得原先分散的话语权被层层分割，网络意见领袖的

兴起将部分志同道合或者盲目从众的网民聚合，产生了以意见领袖为中心的小范围的多中心的话语权

圈子。

（四）政府难以及时回应致使网络小道消息大行其道

由于微博传播信息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内容广泛的特征，政府在应对微博上传播的信息时，常常

落后于公众的心理期盼，回应速度慢、回应态度笼统也使得公众易产生焦躁、偏激的情绪。当某一重大

公共事件发生之后，事件当事人也就是第一反应人肯定是公众，他们通过微博将事件在第一时间播报出

来，政府面对微博上热议的事件往往需要一个周期的时间才会进行回应，这种不及时的回应机制导致微

博用户转发与评论，盲从于某些微博意见领袖的意见或者听信于网络流传的谣言与小道消息，不仅加剧

了事件的处理难度，更重要的是政府回应的滞后使得政府话语权被削弱，被转移到意见领袖与小道消息

的发布者那里。更有甚者，类似于玄武区委宣传部的微博在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发布微博后再无动态就会
引发民众更大的质疑。长此以往，政府的话语权旁落，往后再发言也很难取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

三　微博视角下重构政府话语权的措施
（一）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与透明的程度

微博只不过是一个意见的出口而已，重要的是事件本身，政府不可能“控制”所有的网民，需要对症

下药的是事件。现代社会不可能再“防民之口”了，话语权是争取来的，而不是别人赠送的，更不是靠

“防民之口”“防”来的。要想在网络话语权的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就必须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摒弃“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惯性思维，减少某些别有用心的网民造谣的空间。政府信息越是公开，越是

透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就会越高，谣言的网络空间就会越小，政府网络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就会越

稳固，任何挑战都会屈服。政府要本着“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加大主动信息公开的

力度，真正让信息发布及时、准确、有效。“谣言倒逼真相”体现的就是民众对事实真相的追逐，“谣言倒

逼真相”的成功就会使得民众对谣言更加趋之若鹜，甚至不加选择地造谣、传谣、信谣，长此以往就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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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政府信息公开的被动与网络话语权的丧失。针对某些意见领袖采取极端的非法的方式编造信息扩大

话语权的做法要坚决予以还击，利用相关法律法规堵住信息源；同时，要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和透明的

程度，只有信息足够公开、透明，谣言滋生的土壤才会消失，谣言的空间才会小，政府权威信息才会掌握

舆论的至高地，政府才会掌握话语权。

（二）建立政务微博运营团队，抢占话语先机

政务微博注册之后，要随之建立起一支政治过硬、作风可靠、技术娴熟的运营团队，直面公众、广泛

互动，及时公布政情、资讯，以权威信息及时引导舆论，让微博成为新闻发布会的补充；更加快捷地收集、

回应群众提出的问题、意见和建议，了解民意；贴近用户，尽量使用网络化、口语化的语言，以民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争取民心，改变官方话语体系，切忌官腔发表微博；要善于使用私信、评论等功能，转变遮掩丑

恶现象的惯性思维，切不可关闭这些功能，更不能用敷衍了事的心态回复网友的评论；要明确官方微博

的定位，明确其作为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补充与网络话语权主导的工具地位，不能背离本单位工作职能，

谨慎转发，尽量少转发无关痛痒的网络段子。如此，政府善用微博，主动公开报道政府信息与重大活动，

对某些突发事件不间断地图文并茂地进行直播并且与网友互动，就会做到最大程度的公开透明，潜移默

化地让民众相信政务微博，相信其背后的政府机构，相信政府的言论，始终将事件的话语权掌握在政府

手中。

在这方面，新浪微博用户“人民日报”可以说是成功的。“你好，明天”“人民微评”“微议录”等形式

将人民日报的微博串成了可见的点与面的结合。人民日报第一时间针对社会时事发表评论，不但观点

新颖，而且能够就事论事，将日常事件提升到更有高度的意义上去，并且是以一种对话式的交流形式出

现的，朴实无华但却意味深长，使得其在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２日开通至今已有１１４５万粉丝，每一条微博的转
发量与评论数都很高，成功地将政府舆论场与微博舆论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争取到了更多

的网民支持，最大限度地抢占到了网络话语权的先机。

（三）正视网络言论多元与主导的关系，打击与疏导并重

政府要适应时代的发展，正确地认识到微博时代的到来带来的是民众话语权的提升与政府话语权

的流失、分散，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失去了话语权。事实上，政府对于网络话语权的流失与分散更多

地不应该靠打压，而是要正确对待多元化的网络言论导致的话语权分散的现状，正确处理多元与主导的

关系。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话语权被分散，民众的话语权分散的格局已然形成，政府的话语权不再为唯

一的权威的声音。政府重构网络空间的话语权的前提就是要尊重网络话语权的多元化，在此基础上发

挥自身的主导地位，接纳和包容各种不同的声音。如果政府甘于在网络的大潮中淡化自己的话语权，那

么，网络社会将会变得“众声喧哗”，毫无纪律可言。

微博时代使得每一个人都更加追逐说话的权利，追求自身的网络话语权，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这就

导致了秉持正义价值观的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与靠造谣与诽谤成名的网络名人的出现。秉持正

义价值观的意见领袖更多地用理性的态度、成熟的思维去思考和阐释问题，成为网民信得过的意见领

袖，他们的网络话语权是对政府话语权的补充。靠造谣与诽谤成名的网络名人为了分享网络话语权无

所不用其极，利用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不高的缺陷造谣、诽谤、恶意攻击，使得不明真相的网民盲目从众，

扩散了言论传播的广度，成为政府之外的谣言圈，严重削弱了政府的话语权。对于这些恶意歪曲事实的

言论一方面要坚决打击，净化网络空间，还网络以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要善于疏导，要在了解某公

共事件真相的基础上用专业的、权威的、公开的信息堵住悠悠之口，防止谣言的进一步扩散。

（四）转变对话方式，将单向传递改为多向互动

微博等媒体出现以后，“俘获”了大众，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平等、开放、随意的对话交流方式，抹

去了现实中的身份、地位差别。过去，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方式是单向的，是政府选择性地通过媒体、网站

等发布某些信息，是政府选择性地让民众共知晓某些信息，且缺乏必要的与民众的沟通，政府既是信息

的生产者，更是话语权的掌握者。微博的出现改变了信息的产生方式、发布方式、接收方式，政府已经不

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有选择性的发布某些信息，事件经过“包装”后发布的年代已经逝去了。这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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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经不可能再采取过去单向式的、程序化的信息传递方式了，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强调平等的、随意

的、开放的对话方式。在人人都掌握话筒的今天，政府必须要放下姿态，尊重各种意见和建议，接受各种

批评和质疑，“在话语方式上进行变革，从单向传递转向对话交流，灵活地将权威性和亲和力结合起来，

实现政府话语权的平民化”［８］，在互动中用自己的主导地位“俘获”掌握话语权的民众，如不能为我所用

也切不可与我为敌。

政务微博“在一定层面可以打破当代政治中官民之间存在的隔阂，实现各阶层、群体之间的交际和

联通……经由整体认识、全面关注、充分交流，形成互视、互动、互助的局面。”［９］要善于利用政务微博平

台，将过去“政府说———民众听”的格局改变为“政府说———民众议———政府回”的循环格局，真正做到

民众不再是看客和听众，不再是“群众演员”，而是利益相关的共同体中的“配角”甚至是地位与角色与

政府相当的“主角”。只有加强对话才能使灌输式的宣传成为对话的交流，使封闭的“政府———民众”二

元化的对立格局成为开放式的话语平权的“政府即民众，民众即政府”的格局。这就要求政府信息的发

布要创新信息宣传机制与形式，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去报道相关的信息，善用民众生活化的语言与民

众沟通交流，让民众乐于接受，不要让宣传与报道显示出官话、套话、空话连篇的模式；要转变思路，让发

布的信息是给官员看的思路转变为发布的信息是给民众看的，要让民众看得懂，看完乐意去转发与评

论，形成良性的互动模式。如此，政府言论就能做到接地气，不仅避免了以往生硬的官方模式，而且还能

形成民众的共鸣。

（五）网民要珍惜自己的话语权，严格自律

微博时代，人人都是自己话语权的掌握者，不再需要他人代言，这是时代的进步，是对权利的珍视与

尊重。在微博中，网民要珍视自己的网络话语权利，不能采取故意造谣、恶意中伤并以此博取眼球与关

注度的方式扩大自己的网络话语权与影响力，更不能利用自己的网络话语权力将自己的意见凌驾于他

人之上，采取非法手段迫使他人听取自己的意见。网络空间也是有其必要的法律法规规制的，因此，任

何网民都应该多一份理性，多一份成熟，珍惜自己的网络权利与权力，严格自律。

网络自律就是在要“通过采取具体的措施、规范和引导网民，使网民深刻理解、充分认同、自觉遵守并

积极践行网络行为规范和网络文明行为准则，这是一个思想认知与情感认同、道德习惯与道德意志、外在

约束与内在自觉相结合、相促进、相统一的实践过程”［１０］３５。面对汹涌而来的信息潮，网民要提高辨析能

力，尤其是掌握很大话语权的网络名人们，更要加强自律。在转发、评论和相信之前要主动甄别是非，辨明

真伪，小心谨慎地去查实证伪，不能被不理性的思维所牵制，不能被虚假的信息所蒙蔽，不能被情绪化的煽

动性的言论所羁绊，只有网民都能够珍视自身的话语权，才能让谣言止于智者，网络趋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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