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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_E5_8A_A1_c26_648216.htm 一、背景资料 人民网舆情监测

室于2010年4月12日发布了“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

情能力排行榜”，对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党政机关应对舆情

热点事件的得失进行考评。四川巴中“全裸”乡政府因为在

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等指标上一枝独秀，进入总体较为

得体的蓝色区域，而贵州安顺警察枪击致死案、山西问题疫

苗事件则被判定为应对严重失当，被亮起“红色警报”，值

得反思。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教

授在点评山西疫苗事件时就指出“问题一个系统又一个系统

的出，再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地去治理，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

。所以，现在是各个领域都需要很好重视的时候了”。 在过

去的几年中，中国互联网上官民良性互动的局面正在逐步形

成，很多地方党政机关逐步重视探索网络问政，并积累了一

些有益和值得推广的经验。为了更好地推广这些经验，让更

多的地方党政机构用好网络问政这一新的治国理政平台，从

今年开始，每期排行榜推出“网络问政实践”的典型经验，

供地方当政者参考。本次推出的常州环保局长“批评有奖”

就是一个很好的尊重网络民意的案例，有一定的推广和借鉴

价值，北京网络媒体协会会长闵大洪点评时认为“对于网络

批评和网络监督，领导干部应有的心态是欢迎和提倡，以广

阔的胸怀听取民意，从善如流”。 二、名词解释： 人民网舆

情监测室(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舆情监测室)是国内最早从事

互联网舆情监测、研究的专业机构之一，在舆情监测和分析



研究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在互联网影响力日益增大的今

天，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术机构都越来越重视互

联网舆情的监测、研究和引导。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20日

在人民日报考察工作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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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业已成为了党和政府

治国理政的重要新平台之一，网络舆论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三、典型案例的启示 【四川巴中“全裸”乡政府】 2010年3

月，四川巴中市白庙乡政府公示今年1月公务开支明细表，详

细记录了每分钱公务花费，连“花1.5元购买信纸”，招待上

级官员烟酒都悉数公布，被网友称为“政府全裸第一例”。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打造透明政府

从此有法可依。在信息交流与传播日益发达的今天，尤其是

在中国改革开放处于关键攻坚阶段的今天，地方基层政权的

建设显得更加凸出。而政务信息公开和透明，正是地方基层

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裸”乡政府给我们的启示：

1. 信息公开有利于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增加百姓对干部

乃至政权的信任感。 2. 透明政府有利于预防干部假公济私、

以权谋私的腐气败习出现。 3. 信息公开有利于推进基层民主

政治建设与进步。 4. 信息公开有利于防止怨气积累、矛盾积

累和问题积累，从根本上消除了地方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可能

。 5. 信息公开有助于推动整个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四、政

府提高舆情能力的措施 (一)要加强学习增强政治敏锐度。 只

要我们政治敏感、视野开阔、鉴别力强，就能够及时捕捉舆

情苗头，及早处理。要转变思想，不能狭隘地认为了解舆情

、应对舆情是其他部门的事，要从维护党和国家形象，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出发。要加强学习，学深学透政治理论

和业务知识，增强政治鉴别力。要勤观察、勤思考，把握发

展趋势。 (二)要建设透明开放政务系统。 信息公开透明不仅

有利于开展工作，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我们要改变

封闭的观念，树立开放的意识，把群众满意作为开展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上，坚持面向社会

、面向群众，做到政务公开，真正落实党员干部群众的知情

权、参与权、监督权。 (三)要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 要重

视与新闻媒体的沟通，随着网络、手机的迅速发展，新兴媒

体已成为社会意见的重要汇聚之地，很多舆情也越来越多地

通过网络平台得以表现。因此，要主动与网络媒体建立联系

，特别是在权威网站上及时将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公开，确

保正面的、权威的信息始终占有主导权。要加强与其他相关

部门的联系，发挥他们的资源优势，加强对重点网站的跟踪

、监控，为应对舆情创造条件。 (四)建立专门的舆情工作部

门。 首先要有高素质的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可选择综合

素质高、组织工作业务全面的领导干部担任，主要职责是在

一些重要工作中代表组织部门做好信息发布和疑问解答。其

次要有高素质的媒体评论员。其主要职责是做好日常信息的

收集分析，以及在舆情发生时的引导、应对等，如在主流媒

体撰写评论员文章，在权威网络上做好发帖和跟帖工作等。

此外，有条件的可建立一支顾问队伍。顾问可邀请一些公共

危机处理专家担任，主要是在舆情发生后能够为做好危机处

理提供指导和咨询。 (五)对公务员加强应对舆情的训练。 要

在公务员培训中加入应对舆情的课程，特别是根据新媒体特

点，创新舆情管理能力培养的方式方法。如邀请舆情分析、



公共危机处理等方面专家，采取报告会、专题讲座、现场模

拟等多种方式，定期开展舆情培训。通过专门培训，提高公

务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运用互联网的能力、舆论引导的

能力，确保政府在应对舆情中掌握话语权、占得主动权。 (

六)健全应对舆情工作制度。 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是应对舆情的

关键环节。要建立信息发布制度，在主流媒体或重要门户网

站，及时将重点、热点工作信息公布。要建立舆情监控制度

，利用舆情工作者队伍密切监控重要舆情动态，掌握舆论动

向。要建立舆情引导制度，对舆情迅速分析研判，查找发生

问题的根源，并以权威发布的方式，及时回应公众疑问，不

作无谓争辩，不跟风炒作，不人为制造热点。要建立舆情处

理预案制度，就工作中的热点问题和容易发生舆情的网络等

媒体，事先研究制订相关应对预案，预案应包括舆情事件表

现形式、原因、先期措施、善后处理等内容。 五、反思网络

舆论 网络舆论只能代表以下群体的声音：生活在城市地区、

有经济能力使用网络并有足够闲暇在网络中逗留并乐于发表

意见的青年人。”而网络舆论的现实表明，这些青年人的声

音所代表的显然不仅仅是这些青年人本身。这些表达背后的

民意支撑显然不能视而不见。更何况网络作为生活方式的一

部分具有延续性和扩展性，把“特定社会群体”的声音与“

普遍的民意”割裂开来，只能是与现实愈发背道而驰。 网络

舆论的热热闹闹，除去网络本身的技术优势外，更有着我们

在现实生活中表达不够自由的原因。 表达自由是民主的前提

，网络舆论与传统媒体舆论的互动推波，形成强大的压力，

不仅对腐败不公的个案解决有所裨益，也是制度改进的推动

力量。而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发现问题甚至解决问题的办法



并不困难，往往由于决策者的利益取向，迟迟不能推动制度

改进或者推出的却是南辕北辙违背常识的制度。就当前的实

际而言，网络舆论力量的助推显然大有可为。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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