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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媒体时代，如何用好你的“麦克风”？

　　作为新兴传播载体，微博以其即时、互动、应用广泛等特点，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舆论和信
息交换平台，其影响力日益凸显。
本书通过官员、专家、学者等微博达人对微博的深入解读，以思想、方法、案例化解公共权力部门微
博运用之惑，帮助公共权力部门解决微博问政“谁来问”，“去问谁”，“问什么”，“怎么问”的
关键问题，以期通过微博互动，形成好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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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言 微博能否拆掉“中国墙”
郑永年：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政治的兴衰和政治过程的开放度紧密相关。
今天，微博无疑正在充当推动政治开放的角色。

1开学典礼
通往微博问政之路　
高明勇：新京报评论员
　　微博有望构建一个相对的“好的公共生活”。
我们需要知情，需要参与，需要表达，需要监督，微博似乎更能让我们看到权利的彰显。

公开透明：政务微博的起点　
蔡奇：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政务微博，就是利用新的信息化手段武装政府，推进政府工作，它也是我们现代网络和责任政府的完
美结合。

2问政之道
第一课　微博让官员“走进现场”　
朱永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
　　（官员在微博上可以）展现自我，透明公开；联系网友，深入现场；引导舆论，引导民众；发现
人才，重用人才。

第二课　官员微博：不能“拉官腔、说官话”　
章剑华：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文化厅厅长
　　（微）博文不光是短，还有其他方面的要求。
我的体会是要做到“三平”：一是平等的角度，二是平实的语言，三是平和的心态。

第三课　政务微博：微博智官，微博制官　
叶青：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一位名叫@阿阮的博友这么说：官博，就得以您为借鉴，平实、务实，平均每条仅几十回复，所
以政务微博以实为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本。

第四课　即使“打酱油”，也可了解社情民意　
贡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
　　一是不对自己不熟悉的话题发表看法；二是了解事情的原委和真伪，在实在难以辨别时，有关评
论可要加上“果真如此”的前提限定；三是做到换位思考，以平和的心态进行理性讨论。

第五课　微博的启示：菜刀并没有立场　
孟波：新浪网副总编辑
　　你把社交媒体看作敌人，他或许真的会成为你的敌人。
你把社交媒体看作朋友，他或许真的会成为你的朋友——即使是敌人恐怕也会变成朋友。

第六课　“微”服私访：倾听2.0时代的网民声音　
李方：腾讯网副总编辑
　　亲民、智慧、幽默、生活化、耐心、高频互动都是这些微博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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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微博运营模式得民心，微博问政促进了问政时效，提高了办事效率。

第七课　微博动力培养国民新思维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要想解决微博中提到的问题，“功夫在诗外”，更多的还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发力，依靠制度路径
推动民主实践，那才是真正的微博问政，真正的微博推动政治文明进程。

第八课　微博问政：认识中国的另一只眼睛
周庆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央视特约评论员
　　“政府部门说什么我都不信”和“政府部门说的我都信，但是我就是不喜欢你”这两种情况，一
方面是政府公信力长期下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多元化社会中的极端意见的不可忽视。

第九课　微博时代只能“舆情应对”，难以“舆情控制”　
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教授
　　“微博”技术只有成为一个社会大系统制度的“齿轮”和“螺丝钉”，通过它的运作，实现系统
联动，微博的意义才能得到充分彰显。

第十课　政法微博：依法在前，亲民随后　
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我要给各位读者讲的也归结为这样一句话：在网下，依法行使权力，保障司法公正；在网上，平
等对待网民，实现良好互动。

3问政之术
第十一课　微博问政：现实行动的补充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事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向我发短信致谢：豁然开朗。
这些都说明，微博问政的可能性，是值得期待的。

第十二课　从“独立候选人”参选看微博问政　
朱恒顺：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内务室副处长
　　相对于传统的选举组织工作，微博传播速度快，传播门槛低，费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充分发挥
微博的作用，也可以让选举组织者省力、省时、省钱。

第十三课　微博问政的“市长体验”　
刘五一：河南省新郑市副市长
　　作为微博试验的使用者，通过与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教育程度的朋友们的交流，我有一些
心得与大家分享和交流：要以诚相待，平等对人；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要重信守诺，把握原则。

第十四课　微博公文：官员要走“网上群众路线”　
金中一：浙江省海宁市司法局局长
　　微博公文相比传统的纸质公文和OA电子公文，具备传播速度快、内容简洁、透明性高、互动性
强等独特的优势。
将微博公文应用到政府行政系统，印证了“微博问政是时代的需要”。

第十五课　政务微博办实事的八种方法　
沈阳：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微政务系统的构建，一方面能够促成微平台多重监督体制的形成，提高线下办事效率；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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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认真解决民生问题，从细节入手，关心民众诉求，构建和谐微环境。

第十六课　微博改造我们的话语　
高明勇：新京报评论员
　　正如评论所说，“真正的微博问政，是要通过微博将日常看起来枯燥的政治和形象僵化的官员变
得人性化，填充进有血有肉的内容，让民众觉得官员跟身边人一样，政治就在日常生活中。
”
第十七课　我们如何对待网络界的“央视”　
王长春：第一财经网原总编辑
　　草根想更好地撬动微博的舆论优势，也必须理解和遵循以下原则：关注尽可能多的专业人士和社
会名人；用新角度切入热点，用最简洁的语言传达最有力的声音，尝试包容不同的声音；发私信寻求
专业人士的支持和意见；花更多时间参研法律知识，积极运用媒体和法律的工具来进行博弈。

第十八课　“重庆小贩受伤害事件”的微博剖析　
吴祚来：知名博主、文化学者、作家
　　网络微博客们需要的是自律，而互相的批评甚至指责，则是网络生态中的他律，互相的批评与追
问是必要的，但它只能限于网络，只能在道德与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第十九课　十年讨薪史，一朝围脖解　
潘采夫：知名网友，专栏作家
　　我只是个“业余讨薪选手”，现在利用“围脖”，将我9万多粉丝的关注凝聚到一件事，就多了
一种强大的支援力量。

第二十课　一句140字的“牢骚”有多大影响　
曾颖：天涯社区西南板块负责人
　　试想，如果一个地方的政府部门，连微博是什么、网络上的人们在说些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可能
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置？

总点评人：王爱军（新京报编委、评论部主编）
4问政之势
第二十一课　宜黄拆迁：微博“制造”的3D新闻事件　
　　要习惯微博时代对民意的敬畏，要学会适应微博时代的信息快递，要领悟微博时代几乎没有东西
可以长期隐瞒，更要知晓微博时代对正义的诉求比任何时候都迫切。

第二十二课　故宫“十重门”：打开容易关上难　
　　危机面前，态度比方法更重要，民众可以允许你没有处理问题的办法，但是要让大家看到真诚的
态度。
而这种态度，形成于日常的谦卑和对别人的尊重之中。

第二十三课　动车事故：还未发生就被“报道”　
　　政府也仅仅是辟谣的一种力量，他们和普通网民一样，只是信息的提供者——只不过更为权威而
已，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号令者和裁决者，他们的信息仍然要经得起网民的质疑。

第二十四课　微博打拐：“微博问政史”上的里程碑　
　　明智的政府部门，能够从这个信息平台上发现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继而发挥政府特有的强大的
社会动员能力，完成民间所不能完成的任务，从而受到民众的欢迎。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博问政的30堂课>>

第二十五课　问题疫苗：“问题”比“疫苗”更拷问公信力　
　　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影响力不大的传统媒体要想让事情“搞大”，大约不那么快，也不那么容易
，但是网络时代，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加上网络传播的高速性，让一些事件的发生变得似乎猝不及防。

第二十六课　“我爸是李刚”：应对失当，尘埃难落　
　　政府部门要放弃传统思维，一是不要认为“主流媒体”就完全代表民意，能左右事件走向和舆论
，这是不全面的；二是放弃“堵”的策略，积极应对，有错就改，及时在各种媒体上公布信息。

第二十七课　微博开房：“误把微博当QQ”的错误？
　
　　对世界进步的无知，要么是畏之如虎、排斥拒绝，要么是盲目自信，穿老鞋走新路，焉能和时代
同节拍？
焉能出台合乎民意、合乎潮流的公共政策？
焉能引领中国走向世界？

第二十八课　“郭美美旋风”：星星之火，“微剿”慈善　
　　事实证明，如果民意渠道足够宽，民意表达往往理性而有序；如果这个渠道仅仅是一个缝隙，那
有限的民意表达就会充满不羁的力量，也往往会淹没真知灼见，与理性的社会背道而驰。

第二十九课　上海“11?15”大火：微博让灾难更真实　
　　这件事情告诉执政者，重大灾难性事件在微博上的传播，带来的民意压力以秒为单位在聚集，政
府应对也应该有这样的速度。

第三十课　“悬浮视察”：毁也微博，成也微博　
　　化“危机”为“良机”，有个前提，就是先要把自己的“丑事”解决干净，用诚心挽回公信，该
道歉的道歉，该纠错的纠错。

5课堂资料
微试卷：微博问政期末考试试题　
微调查：官员微博热，能带来什么变化？
　
微观点：谁在操纵网络删帖　
微趋势：“政务微博”如何推动中国改革
微名言：微博成政府官员必修课　
微推荐：人民网、新浪网、腾讯网十大政务微博、机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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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微博能否拆掉“中国墙”　　郑永年　　　　微博产生以来，影响越来越大，代表着一种趋势，
这个时代甚至被称为“微博时代”。
　　能够看到的是，微博正在带来一场变革，改变着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
微博为中国带来了社会政治变化的新动力，让政府权力和社会力量的互动更为频繁，二者的关系也在
以互联网为中介的公共空间中急剧变化。
　　因为微博的最大功能就是“开放”与“参与”，而“开放”与“参与”既是对中国文化环境中传
统政治模式的反思，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实践的总结。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政治的兴衰和政治过程的开放度紧密相关。
当政治过程开放，社会有机会参与，政治就兴旺；反之，当政治过程封闭，社会变得和政治毫不相关
，政治就会衰落。
　　今天，微博无疑正在充当推动政治开放的角色。
这种角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作为互联网新技术的微博，同时赋权于政府和社会，有望在促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发挥重大作
用，使政府更加开放、更加透明和敢于承担责任；其次，微博能产生极大的高度去中心化影响；第三
，微博能创造政府和社会之间新的基础结构；第四，微博有望在政府权力和社会力量之间产生一定的
循环关系，而这将开启政府和社会的重塑。
　　比如，地方“一把手”腐败和权力滥用是一个普遍现象。
在缺失社会参与的情况下，地方“一把手”是否成为“土皇帝”，取决于地方领导人的自我约束——
但自我约束是很不可靠的。
从目前呈现的一些案例来看，微博对改变这种乱象是有效的，正在改善着现存地方政权的治理能力。
　　当然，微博的作用，可能还在于有望打破一道道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
这一道道“墙”当然不是由钢筋水泥砌成的，而是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
民之间，在资本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等等，不一而足。
　　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并非毫无正当理由，这种不信任是建立在自己以往的经验上的。
中国的改革政策从来就是自上而下，社会在“墙”之外，很少有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
　　改革本来就是要给人以希望的，尤其是给普通民众。
但经验则不然。
实际上，每一次改革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人民对前景的忧虑感。
社会希望通过改革而被赋权，但实际上某些“改革”却成为对人民权利一次又一次的剥夺。
很多人的感觉是，改革越多，基本的生存权就越成问题。
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工作难找或找不到工作（工作权被剥夺）；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子（居住
权被剥夺）；越来越多的人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接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
　　要推倒一堵钢筋水泥墙只需要简单的体力，但要推倒一堵堵“社会墙”则要困难得多。
而这些墙的存在必然对执政党的长治久安、政治秩序和社会和谐产生负面的影响。
　　对这一点，中国的领导层是有清醒的认识的。
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这些政策话语的主题都是要拆掉政府、资本和社会之间的一堵堵
“墙”。
但现实是，在既得利益主宰下，这些“墙”似乎越筑越高、越筑越厚。
很显然，没有赋权于社会，何谈“拆墙”？
在权力和资本结盟的情况下，社会又会有怎样的选择？
如果不能主动拆墙，这一堵堵墙终究将会被愤怒的社会推倒。
　　因此，日益强大的微博，或可推动“中国墙”的倒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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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府官员、传播学者、意见领袖，都在微博。
　　公开透明、维权问责、参与选举，皆可问政。
　　一、专家、学者、官员齐集一堂，坐而论微博问政之道。
首部汇集政、学、媒体各界解读剖析的微博问政读本。
　　二、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作序推荐。
　　三、蔡奇、朱永新、章剑华、叶青、孟波、李方、胡泳、于建嵘、潘采夫等政府官员、知名学者
、媒体人共同探讨用“微力量”构筑好的公共生活。
作者皆为微博达人，在各自领域有相当影响，分析精到，解说给力。
　　四、《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2）》指出，“微博是2011年舆情事件的第一大信息源，占比
达20%以上，成为第一大舆论场。
在可预见的将来，微博或将直接改变中国社会生态和政治语境，让强势一方做事时不得不考虑民众的
反应，微博所推动的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平衡。
”这表明，微博问政已势不可挡，公共权力部门在更新观念的同时，急需掌握微博沟通的技巧、方法
。
本书集思想、方法、案例于一体，实用、“解渴”、接地气。
对于普通公民，本书告诉你如何更好地“撬动微博的舆论优势”；对于公共权力部门，本书告诉你如
何利用政务微博便捷有效地沟通百姓、回应矛盾、破解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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