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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坚守与治权开放:党媒公众号运转的两个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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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信息通讯技术冲击下ꎬ传统党媒纷纷进军移动客户端ꎬ利用微信平台开发公众号ꎮ 在传播效果

看ꎬ限于路径依赖因素的制约ꎬ党媒公众号存在内容生产同质化程度高、受众维护与开发功能缺失等问题ꎮ 党媒

公众号的这些问题并非单纯是操作技术所导致的ꎬ在传播学与政治学的角度ꎬ表现为主权逻辑与治权逻辑的冲

突ꎮ 在技术治理的基础上ꎬ互联网时代的党媒公众号治理逻辑是坚守主权和开放治权ꎮ 在对内主权日益明晰的

大背景下ꎬ党媒公众号的治权逻辑存在更大的、可开发的建设性空间ꎬ应对策略应该基于这两个逻辑展开ꎮ
〔关键词〕党媒公众号ꎻ主权ꎻ治权ꎻ技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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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党媒党刊是政党开展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载

体ꎬ各国概莫能外ꎮ 学术界早就发现ꎬ社会越来

越服从或依赖于媒体及其运行逻辑ꎬ而媒体则成

为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ꎬ甚至成为社会本

身ꎮ〔１〕随着智能手机、４Ｇ 通讯网络普及以及 ５Ｇ
时代的来临ꎬ传统媒介市场空间不断被压缩ꎬ发
展局势日益严峻ꎮ 面对时代的机遇和挑战ꎬ中国

共产党做出了“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
等重大战略部署ꎬ同时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来提

升党的执政能力ꎬ党媒在这种背景下纷纷进军移

动客户端ꎬ利用微信平台开发公众号ꎬ以充分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所体现的即时开放、群体沟通、
影响快速等优势ꎬ有效延展媒介传播的内涵ꎮ 据

清博指数统计ꎬ国内各省级及以上党媒均开通了

微信公众号ꎬ以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环
球时报等最为活跃ꎮ 从形式上看ꎬ党媒之间依然

存在竞争ꎬ地方党媒与中央媒体、视听媒体与平

面媒体之间的竞争格局并未改变ꎬ党媒公众号依

然延续了原有的竞争关系、竞争内容和竞争形式ꎮ
本文置位于民众对微信公众号的热衷与党

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大背景ꎬ提出主权坚守与治

权开放的现实逻辑ꎬ认为党媒公众号运作方式需

要适度调适ꎬ以修正或补充旧有的传播体系ꎮ 论

文的研究思路是试图以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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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视角来研究公众号(媒介)选择问题ꎬ即主权

与治权的关系处理ꎮ 其中ꎬ“主权”突出强调的

是政党(党媒资助者)可以不受外部控制而自主

处置公众号传播的能力ꎬ这是无可置疑的前设条

件ꎻ“治权”则指技术开放背景下利益相关者的

参与权与参与能力ꎮ 在主权与治权逻辑基础上ꎬ
本文进一步关心的是ꎬ党媒公众号在处理传统宣

传主义和新媒体属性之间关系时有何差异? 这

种差异是否会因为技术治理因素而得以强化ꎬ执
政党应做怎样的传播策略调适? 通过研究党媒

公众号的传播价值形成机制和运行逻辑ꎬ本文尝

试做出回答ꎮ

二、功能补偿:微信公众号改变了什么

据«２０１８ 年微信年度数据报告»显示ꎬ年度

的每个月微信活跃用户数量达到 １０. ８２５ 亿ꎬ每
天有 ４５０ 亿次信息发送出ꎬ年增长率达到 １８％ ꎬ
且超过四分之三的微信用户关注公众号的目的

是获取新闻信息ꎮ〔２〕信息爆炸丝毫不影响人们对

信息的苛求ꎬ正如政党研究专家吉姆尼科尔森

所指出ꎬ“这是一个新的世界ꎬ或者数字化或者死

亡ꎮ” 〔３〕微信公众号顺应了这一数字时代的发展

趋势ꎬ有效弥补了传统媒介的不足ꎮ
１. 在信息生产维度ꎬ公众号弥补了传统媒介

的选择性不足

在去神秘化、去层级化的互联网时代ꎬ大数

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为政党提供扁平化发展的

新载体ꎬ〔４〕不管是在组织内部、组织之间还是整

个社会互动ꎬ都是通过媒介进行的ꎮ 微信公众号

以其丰富传播形式改变着传统媒体固有的呆板

印象ꎬ这正是人性化的设计版面满足受众选择权

利的深刻体现ꎮ 和传统的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

不同ꎬ微信公众号在设计上多采用三级界面的形

式ꎬ不同级别的界面有不同的信息内容ꎮ 这种界

面设计也不同于广播电视等视听媒体ꎬ无论是内

容量还是内容发布形式ꎬ公众号树立了新的接受

体验ꎮ 比如ꎬ在«学习时报»的二级界面ꎬ读者点

开原创内容的“阅读全文”ꎬ就可以进入«学习时

报»的官方网站ꎬ继而选择更多的信息内容加以

阅读ꎮ «人民日报» 等权威党媒也尝试进行改

革ꎬ其公众号导航栏区分了专题、小程序、夜读等

不同的专栏ꎬ除了延续«人民日报»新闻报道的

传统功能ꎬ同时还设置了直播、客户端等本地服

务程序ꎬ提供了大量的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内

容供受众选择ꎮ 对于一些纸媒无法充分体现的

深度报道内容ꎬ公众号则提供了另外的补充选

项ꎮ 显然ꎬ那些在传统媒介中难以由语言、文字

表达的信息ꎬ在公众号中已经可以通过声音、图
像乃至短视频等在线智能方式表达ꎬ不同地区、
单位、民众也可以实现即时、互动交流ꎬ有利于实

现组织扁平化覆盖ꎬ为政党治理打破物理空间的

限制提供了便利ꎮ
２. 在思潮传播维度ꎬ公众号更具表现形式多

样与互动性的特征ꎬ弥补了单向传播的不足

学术界有观点认为:“吸引眼球的网络信息

在迅速增多的同时ꎬ社会大众的思考和专注能力

正在降低ꎮ” 〔５〕传播学将信息碎片化视为信息爆

炸时代对信息内容分类分解的结果ꎬ而政治学则

认为这种碎片化情形与民众的利益诉求多元化

是同步的ꎬ是利益分散的社会群体选择偏好的必

然结果ꎮ 传统媒体的传播内容受版面空间所限ꎬ
无法进行充分而深度的传播ꎮ 公众号作为党媒

传播平台ꎬ既承袭了传统平面媒体的文字和图片

方式ꎬ又开发了音频、视频等多维形式ꎬ具备了传

媒综合体的特征ꎬ满足了不同受众的阅读需要ꎬ
补偿了传播时效和传播方式的不足ꎮ 一方面ꎬ受
众可以浏览动态新闻ꎬ及时更新相关信息内容ꎻ
另一方面ꎬ从多维传播方式中体验信息传递的效

果ꎬ受众可以比较信息接收的时效性ꎬ并体验浏

览的趣味性ꎮ 如在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大会召开

时ꎬ人民日报公众号制作的“致敬改革开放 ４０ 周

年ꎬ见字如面”“今天ꎬ致敬科学家!”等系列视频ꎬ
新华社制作的“４０ 年ꎬ你可曾读懂父亲?”等视频

传播力极佳ꎬ引起民众广泛共鸣ꎮ 在受众浏览这

一新闻的同时ꎬ民众的行为特征也能综合全面呈

现ꎬ对新闻背后的历史渊源有了深刻的了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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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在技术理性维度ꎬ公众号弥补了传统媒体

即时反馈的不足

比较而言ꎬ社交媒体上充满感情色彩的消息

总是比中立、无感情色彩的消息更容易被转发分

享ꎮ 新媒介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重要的输入方

式ꎬ它将公众舆论、社会运动以及民众诉求输入

到精英阶层的治理方式中ꎮ 技术理论的有效性

正在以新技术融入日常生活为基础ꎬ这种“自下

而上”看待信息技术角色的方式也有助于理论发

展ꎮ〔６〕比较而言ꎬ传统的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限

于出版周期ꎬ无法为受众反馈提供便利ꎬ同时在

媒体与受众的互动上也差强人意ꎮ 党媒公众号

恰是有效补充ꎬ不但可以多角度、即时地接收受

众反馈信息ꎬ而且设有双向互动传播的通道ꎬ强
化了传统纸媒的信息传播效果ꎮ 例如ꎬ微信平台

上“央视新闻”公众号发布的«习近平新年贺词要

点版来了»ꎬ在当晚八点阅读转发就已经超过 １０
万次ꎬ点赞评论均超过 １ 万次ꎬ朋友圈信息流中

推送的“新年贺词”账号视频引发全民点赞ꎮ 这

些设置拉近了受众与媒体的距离ꎬ技术拓展了传

播的空间ꎬ同时也调动了受众的主观能动性ꎮ〔７〕

三、主权与治权:政治学与传播学视角下的

党媒公众号运转逻辑

　 　 互联网时代的党媒公众号同时受到主管部

门、市场运转和新闻主义三者的制约ꎬ笔者将此

称之为主权逻辑与治权逻辑ꎮ 当然ꎬ推动公众号

运转的机制更离不开技术参与ꎮ 随着互联网时

代的发展ꎬ主权逻辑的制约力已经大为减少ꎬ技
术参与下的治权逻辑越来越期待发挥更加直接

的作用ꎮ
１. 媒介产品生产:主权范畴及其逻辑

主权被认为是现代政治的根本性构成原则ꎬ
彰显一个政治单位内或法律秩序内的排他性权

威ꎬ主权者因此可以不受外部控制地、自主地处

置权限范围之内的各项事务ꎬ〔８〕具有垄断性支配

权的特征ꎮ 政治哲学角度理解的“主权者”有两

大层次:一是普通民众的个人主权ꎬ人民是政治

共同体内保有主权的初始主体和终极主体ꎻ二是

政治主权ꎬ系指由国家行使的主权ꎬ本质上是由

公民组成的政权组织对政治权威的宣示ꎮ 这两

个层次的主权同时在“对内”和“对外”拥有自主

自决的权力意志与政治力量ꎬ“对于执政党来说ꎬ
由于它执掌国家政权ꎬ因而必须以国家政权

的公共取向来进行活动”ꎮ〔９〕 党媒公众号的主权

属于“对内主权”范畴ꎬ主权功能体现在网络空

间的设施、 数据、 受众与操作方式等不同层

面ꎮ〔１０〕在代议制背景下ꎬ委托—代理理论解释了

个人主权是如何被专业团体和官僚组织所“代
表”ꎬ因此操作上的主权更多是具体程序与要素

结构问题ꎮ 这对于理解党媒公众号提供了一个

新的分析范式ꎬ由此发现党媒公众号运转的主权

“应然”逻辑:
首先ꎬ政治意识形态产品与意识形态社会化ꎮ
这一主权逻辑体现在对传播信息的利用权、

获取权等不同层次ꎮ 人民主权原理表明ꎬ权力的

初始形态是“主权在民”的政治表达ꎬ同时人民

也是权力与权威的目标群体ꎮ 让公众“通过大众

媒体来了解我们的社会ꎬ或者我们身处的这个世

界”ꎬ〔１１〕是一切媒体的基本功能ꎬ而党媒则当仁

不让地肩负着政治社会化的使命与任务ꎮ 在媒

体融合的新时代ꎬ这一担当显示出历史传承与时

代更新的特征ꎬ技术运用是其中的策略选项ꎮ 早

在 １９２０ 年ꎬ共产国际代表就在当时中国信息技

术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建立了中俄通讯社ꎮ〔１２〕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ꎬ在多重努力下ꎬ党创建的第一座广

播电台暨延安广播电台开始播音ꎬ毛泽东多次要

求各地应经常接收延安的广播ꎬ没有收音机的应

不惜代价设立之ꎮ〔１３〕 在当代网络技术日益普及

的情况下ꎬ党媒公众号扮演着意识形态宣传和政

治社会化的平台角色ꎬ党和政府“喉舌”功能有

了新载体ꎮ 因为党媒公众号拥有更加丰富的资

源ꎬ能够从政府获取更加便捷、完整、全面的资

讯ꎬ所发布的内容更具权威性和公信力ꎬ因此意

识形态产品越是丰富则政治社会化效果越显著ꎮ
其次ꎬ政治话语权的主权属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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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政治主权的基本逻辑ꎮ 话语主权是集

政治组织、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于一体的概念ꎬ
主权者对政治主张的界定、阐发、传播等表现出

的话语权ꎬ能够反映出政治主体影响政治发展方

向的能力ꎮ 像其他媒介一样ꎬ党媒公众号的话语

权折射出政党对政治现实与人民群众行为的影

响力ꎮ 现代代议制政体决定了执政党及其政府

治理的合法性基础须根植于公民及公民组成的

各类组织ꎬ官办媒体的功能之一是开展社会动

员ꎬ提高执政的合法性ꎮ 作为新闻与宣传领域的

“软权力”ꎬ政治话语涉及到国家政权合法性、公
民主体性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ꎮ 公众号的话

语主权是在信息技术新平台上的国家建构的影

响力ꎬ这同黑格尔的“对抗的伦理观”和“客观精

神” 〔１４〕有所不同ꎬ不是因为公共利益的欠缺才迫

使党和政府走向前台宣示主权ꎬ而是作为一种新

型事物的治理权归属尚无法律界定ꎬ因此话语主

权缺席则意味着国家治理的结构性缺失和政治

影响力的下降ꎮ
最后ꎬ人民主权和政治主权的逻辑伴随着公

众号的产品生产全过程ꎮ
如果回到信息生产维度ꎬ兼具“自主性”和

“权威性”特征的媒体主权在本质上是对受众 /
公民选择行动的合法确认ꎬ让受众 /公民具有更

广阔和更有深度的选择自由ꎮ〔１５〕 当然ꎬ在公众号

运转自主性的角度ꎬ现代组织法人制度决定了主

权声索与主权代理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紧张ꎬ党
媒公众号的运转受到主管部门的制约是题中应

有之义ꎮ 与其他领域遵循的逻辑不同ꎬ党媒在政

党政治领域提供输入功能ꎬ而仅有少数世界观或

意识形态通过媒体产生重要作用ꎮ 这一工具理

性的认知和定位延伸到公众号ꎬ进一步巩固了舆

论工具、政党工具、喉舌工具的定位ꎮ〔１６〕 事实上ꎬ
世界各国都有此主权声索ꎬ因而也是所有媒体的

共性ꎬ唯一的差异不过是媒体愿意承认与否ꎮ 总

之ꎬ党媒公众号承接了传统党媒的政治价值观与

意识形态偏好ꎬ因此其产品生产的目的便与传统

党媒无异ꎬ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政治社会化ꎬ另一

方面则致力于提升受众和公民的政治认同ꎬ均贯

穿于媒介产品生产的全过程ꎮ
２. 治权逻辑:受众、“用户”与网络互动

现代汉语中的“治权”一词出自孙中山的五

权宪法与权能分治学说ꎬ系自“政权”派生的一

种政府性权力ꎬ或由“政权”所有者赋予的执行

权ꎬ它从属于人民主权ꎮ 党媒公众号的“治权”
逻辑建立在受众角色与行动方式的变化基础之

上ꎬ而根本性变化则是受众同时兼具“用户”和

“传播者”等多重角色ꎬ甚或是投身到信息内容

产业ꎬ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和供应商ꎬ不再像以往

那样被动地接受媒体传递的信息ꎮ〔１７〕受众变“用
户”是市场的逻辑ꎻ受众变“传播者”则是媒体互

动的运转逻辑ꎮ 随着云计算的推送能力加强ꎬ党
媒公众号势必受到其他媒介的技术运用与参与

的影响ꎬ显示出越来越分众化和个性化趋势ꎬ因
此公众号难以像传统媒体能够撑起一家独大的

局面ꎬ“互动”将成为一种常态ꎮ 概括起来ꎬ党媒

公众号的治权逻辑在根本上源于受众主体及其

行动策略的选择ꎮ
治权演绎取决于党媒公众号信息载体功能

的发挥ꎬ体现出信息共享下的技术赋权特征ꎬ其
中技术治理的逻辑强化了治权开放的必要性ꎮ
不管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只是政党政治领

域内的一个子系统ꎬ政治机构和政治精英对它们

的关注程度才是媒介发挥作用的关键ꎬ而代表技

术应用方向的党媒公众号本身并不能改变政治

系统的运行方向ꎬ其权力能力是有局限的ꎮ〔１８〕 因

此ꎬ像其他媒体一样ꎬ服务于政党政治需要的党

媒公众号一旦将受众同政治生活联系起来ꎬ就能

够拓展公众政治参与的方式与机会ꎬ政党与公众

之间可互动的空间、可深化的话语领域投射到政

党政治的全过程ꎬ越是有效的传播ꎬ公众号的治

权效应才越是显著ꎮ 正如“小数定律”所揭示的

规律那样ꎬ只有少数对抗力量在政党政治领域的

注意力空间中占主导地位ꎬ因为在政党竞选和执

政期间ꎬ政党和民众都将注意力集中于少数几个

问题上ꎮ〔１９〕在更深层次的政治权力方面ꎬ通过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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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公众号拓展的“参与权”意味着受众政治地位

的上升和话语权的获得ꎬ尤其是技术保障下的

“互动”打破了信息发布的垄断权ꎬ让自我群体

的声音不再沉默ꎮ 概括起来ꎬ党媒公众号的技术

属性是治权开放的基础ꎮ

四、现实表征:党媒公众号运转的路径依赖

当前ꎬ党媒公众号大多可以归为“订阅号”
类型ꎬ现有资料尚未精确统计党媒开通微信公众

号的数量ꎬ但据学界粗略估算ꎬ其比例占党媒数

量的八成以上ꎮ〔２０〕然而ꎬ数量上的飞跃并没有带

来质的改变ꎬ当前党媒公众号运营仍普遍面临诸

多问题ꎬ在根本上源于主权与治权的逻辑龃龉ꎬ
具体表现为党媒主管部门的制约、“市场用户”
的主动性与新闻主义在网络空间的滥觞等不同

层面ꎮ
１. 同质化:单向路径的治权特征与表现

根据党媒权威程度和主管机关的不同ꎬ当前

的党媒公众号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全国性党媒

公众号ꎬ如“人民日报” “新华社”等新闻传播类

的大报大刊大社ꎬ以及“学习强国” “中国共产

党”等中央级党建公众号ꎻ二是地方性党媒公众

号ꎬ如各省党媒党刊以及地方党建平台ꎮ 后者的

数量巨大ꎬ其受众目标群体更具有针对性ꎮ 但在

运营过程中ꎬ一些主流做法同商业公众号有趋同

的嫌疑ꎬ突出表现为赚取点击率ꎮ 与传统媒介相

比ꎬ点击率同订阅量是同一类考评指标ꎬ因此一

些党媒公众号为点击率而使出浑身解数ꎬ不少党

媒公众号一度将“十万 ＋ ”阅读量作为重要的衡

量标准ꎮ 事实上ꎬ商业公众号实施的点击率是广

告营销的指标ꎬ并不追求深度效应ꎮ 因为不管是

互联网ꎬ还是大数据、人工智能ꎬ以泛娱乐化方式

赚取受众注意力是一种普遍现象ꎮ〔２１〕 党媒公众

号如果模仿这一做法ꎬ无疑是为了迎合受众偏

好ꎬ无视深度办刊的原则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党媒

公众号与其他商业公众号的趋同并不是个案ꎬ在
实践中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ꎬ主管部门的考核

机制是其中的动因ꎮ

在党媒系统内ꎬ不同公众号之间则存在雷同

现象ꎬ有些甚至频繁“撞车”ꎬ表现有三:一是党

媒公众号内容同质化ꎮ 为了争夺实时性新闻资

源、刚性新闻讯息ꎬ大多采取机械的复制黏贴手

段ꎬ雷同信息在公众号上二次传播ꎮ 人民网的评

论可谓一针见血ꎬ在舆论的战场上ꎬ官方媒体确

实往往反应迟钝ꎬ“拷贝”的信息内容自然不会

出问题ꎬ但同质性的传播内容使党媒在新媒体背

景下处于劣势ꎮ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ꎬ官方舆论场

太过“自律”了ꎬ这种“自律”说白了就是自我设

限、自我封闭、不敢说话ꎬ久而久之不会说话

了ꎬ〔２２〕复制黏贴做法的后果可想而知ꎮ 二是公

众号管理雷同ꎮ 以“留痕管理”为例ꎬ很多地方

媒体公众号都借用了科层制治理的“归档”式做

法ꎬ不断上传佐证材料ꎬ造成信息堵塞ꎮ 比如ꎬ同
城报纸微信公众号推送的选题都倾向于挑选受

众关注度高的热门话题ꎬ就像同城纸媒的头版新

闻一样ꎬ “撞车率” 非常高ꎬ导致重 “痕” 不重

“绩”、留“迹”不留“心”ꎮ 三是公众号党员学习

平台的雷同问题ꎮ 由于各种党员网络工作群信

息对接不通畅ꎬ大多数党的工作部门和党务工作

者习惯按部就班、墨守成规ꎬ再加上长期形成的

固定思维模式ꎬ公众号传递的信息不及时ꎬ很多

没有深耕的信息内容同现实世界的党内组织生

活重复ꎬ党员在公众号平台上的学习热情不彰ꎬ
根本无法达到深度学习的目的ꎮ

２. 低度普及率与使用率的路径特征与表现

当前ꎬ党媒公众号存在普及率低下、使用率

不高等问题ꎬ根本原因并非技术因素ꎬ而是“用
户”主动性不彰使然ꎮ〔２３〕“用户”逻辑要求党媒公

众号需要跳出传统传播媒介的“受众”思维ꎮ 对

于党报党刊ꎬ传统的做法是将其作为宣传教育的

主要手段ꎬ发行量越大则宣传教育(政治社会

化)的受众面就越广ꎮ 当前ꎬ党的宣传主管部门

仍然沿袭这一思路和做法ꎬ管理部门往往是提前

主动谋划并作出周密安排ꎬ注重信息化基础设施

和数据等“显成绩”ꎬ而对用户体验、参与等“潜
成绩”重视不够ꎬ最终导致有框架而缺内容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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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不全的“僵尸端”ꎮ 这种管理方式已经成为

路径依赖的隐形因素ꎬ影响着党媒公众号的运营

和管理ꎬ表现有三:
其一ꎬ“用户至上”的治理思维不合拍甚至

缺席ꎮ 绝大多数党媒公众号资源丰富ꎬ很多地方

党媒公众号之间一度出现“烧钱”比赛ꎬ由于没

有生存压力感ꎬ发展动力不足ꎮ 因此ꎬ一些党媒

公众号既不研究也不关注运营方式方法ꎬ缺乏有

效的“用户”维护手段和“粉丝”开发技能ꎮ 据报

道ꎬ一些地方虽然建立了党媒公众号ꎬ但却没有

完整展示其提出的服务功能ꎬ还有一些地方以行

政手段层层分解、强行推广ꎬ其结果是好事变坏

事ꎬ党媒公众号上的文章阅读量寥寥无几ꎮ〔２４〕

其二ꎬ“用户本位” 的治理手段落后ꎮ “用

户”是所有数字化媒体必须直面的经营术语ꎬ坚
持“用户本位”意味着更新治理手段ꎮ 当前ꎬ不
乏有党媒公众号对此理念漠视ꎬ对其潜在影响力

认识不到位ꎬ导致对运营党媒公众号的复杂性、
困难性准备不足ꎬ因而在运营中缺少创新的方

法ꎬ甚至背本逐末ꎮ 比如ꎬ很多地方为了提升党

媒公众号的下载量和关注量ꎬ甚至通过购买网络

公司更改排名来完成上级指标ꎬ这已经背离了用

户原则ꎮ
其三ꎬ与商业化运作的公众号相比ꎬ党媒微

信公众号较少有针对粉丝“用户”的资源开发ꎬ
缺乏充分而详尽的粉丝调查ꎬ在持续吸粉、涨粉、
维护忠诚度等方面仍有较大可建设的空间ꎮ 媒

体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ꎬ也是人民的喉舌ꎬ在现

行的媒体管理体制下ꎬ媒体进行新闻生产的现实

逻辑还是以党和政府的喉舌为最高原则ꎬ人民的

喉舌往往成为一种好看不好用的媒体修辞学ꎮ
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主管部门教条的管理方式与公

众号经营不力的共同产物ꎬ是时候做出改变了ꎮ
３. 连接失效:“受众”思维下的新闻主义路

径及其表现

只要党媒公众号还固守“受众”模式下的单

向传播思维ꎬ不愿意将“受众”转化为“用户”ꎬ公
众就难免会对此产生距离感和心理排斥ꎮ 毕竟ꎬ

公众号是一种智能媒介ꎬ既可以使我们的日常联

系变得紧密ꎬ也可以成为更加复杂的技术平台ꎬ
但绝不会必然导致个体间联系的总数增加ꎮ〔２５〕

但是ꎬ实践中的单向传播“受众新闻主义”思维

却抑制了这一技术的优势及其传播效果ꎮ
其一ꎬ新媒体全面覆盖的趋势必然导致舆论

的形成规模与机制都发生深刻变化ꎬ只要党媒舆

论场依然故步自封ꎬ“受众”思维的新闻主义积

淀就必然会逐步销蚀公众号的公信力ꎮ 这是“受
众”被动思维的必然结果ꎬ限制了“用户”开放思

维所带来的传播效应ꎮ 比如ꎬ前文提到的党媒公

众号同质化问题ꎬ受众的阅读疲劳自然导致对公

众号新鲜感的减弱ꎬ更不要说提升公众号的关注

度了ꎮ 与此同时ꎬ“受众”思维下的公众号因不

致力于对微信公众号的维护和开发ꎬ所以“用

户”对公众号的营销活动缺乏“支付”意愿ꎮ 前

文提到的公众号“僵尸化”只是一种静态结果ꎬ极
大的可能是党媒将失去这一技术应用的窗口期ꎮ

其二ꎬ“受众”思维下的新闻主义不能意识

到受众分化的现实ꎮ 在互联网技术扩张到传播

领域的背景下ꎬ受众分化是一个必然趋势ꎬ“新闻

主义”既无法意识到其前景也猜不中后果ꎬ因而

导致公众号的连接失效ꎮ 以“受众分化”为例ꎬ
大多数人通过智能手机上网ꎬ数字媒介中对智能

手机更多的是被动使用ꎬ这会产生一个新的“数
字鸿沟”ꎮ 有学者通过对媒体比较和民族志研究

发现ꎬ生活富裕的年轻人群体往往处于变革的前

沿地带ꎬ他们可以利用新兴智能媒介绕过把关环

节ꎬ改变议程并动员弱势群体ꎮ〔２６〕 这批分化出来

的“受众”已经成为主动的“用户”ꎬ他们更能第

一时间获取信息和表达诉求ꎬ而把其他“不在

线”的人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ꎮ 不能排除的可能

是ꎬ一些经常在线的网民会把不在线的群众排除

在群众工作范围之外ꎬ而很多“不在线”的群众

恰恰是需要利益表达和关怀的对象ꎮ 类似的失

效表现还有很多ꎮ 如果公众号的技术应用是加

剧而不是缩小了“连接失效”ꎬ那么就应该反思

这种技术异化的后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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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冲突与整合:主权—治权逻辑下的公众号治理

作为传统党媒在新媒体空间的延伸平台ꎬ党
媒公众号的属性与运营策略需要作出调适ꎮ 党

媒属性决定了它们自诞生起就须坚守主权ꎬ其权

威性和自主性表现在争夺网络空间话语权、传播

主流意识形态、开展政治社会化等功能领域ꎮ 这

是党媒公众号的使命所在ꎬ是历史担当ꎻ同时ꎬ党
媒公众号是一个独立运作单元ꎬ要达到良好的传

播效果ꎬ客观上要求它们坚持治权开放ꎬ即以“用
户本位”原则来适应这种快捷性、互动性、草根性

等为特征的传播环境ꎮ
１. 主权—治权冲突的现实表现

冲突一:言论自由 ｖｓ 网络规制ꎮ
主权逻辑下的公众号治理ꎬ底线是坚守国家

在传播领域的自主自决政治权威ꎬ实施网络规制

便是主权行使的选项之一ꎬ与此形成冲突的是网

络言论自由权的维护和捍卫ꎮ 传播学语境下的

言论自由来自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ꎬ“在描

绘‘现代’的外观时ꎬ黑格尔用‘自由’和‘反思’
来解释‘主体性’:事实上ꎬ我们时代的伟大之处

就在于自由地承认ꎬ精神财富从本质上讲是自在

的ꎮ” 〔２７〕因此ꎬ片面地、无原则地放大自由不符合

主体性逻辑ꎬ一旦这种自由主张膨胀为弥散性权

利就是有害的ꎮ “通过抑制和损害其他权利主体

作为实现的前提和基础”ꎬ这种自由权利主张就

需要受到限制与规范ꎮ〔２８〕 即便在资本主义国家ꎬ
对网络言论自由权也多有规制之举ꎬ很多国家以

立法加以保障ꎮ 中国«宪法»第 ５１ 条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ꎬ不
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

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ꎮ”在这个意义上ꎬ公众号的

主权宣示不仅仅体现在网络基础设施的权威性

支配权ꎬ还表现在对公众号及其用户行为的规制

能力等不同方面ꎮ
理论上ꎬ这二者的冲突源于不同界面上的权

力性质与权力能力ꎮ 比较而言ꎬ传播媒介的权力

具有非正式权力的属性ꎬ是公众对正式(公共)

权力实施监督和发挥作用的一条重要途径ꎮ 媒

介权力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ꎬ但不能超然于

国家主权之外ꎬ毕竟国家对媒体事务的政治支配

权存在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ꎬ典型如国家对媒

体意识形态的支配主权ꎮ 在政党政治普及的当

代世界ꎬ并不存在意识形态绝对中立的独立媒

体ꎮ 比如ꎬ«纽约时报» «洛杉矶时报»等都是典

型的自由主义刊物ꎬ坚定地支持民主党ꎻ而号称

是“共和党官方电视台”的 Ｆｏｘ 新闻等则秉持保

守立场ꎬ与«华尔街日报»等力挺共和党ꎮ 随着

网络媒体的兴起ꎬ左右站队的美国媒体在网络空

间也旗帜鲜明ꎮ 需要区分的只是公众号的媒介

权力有别于其他商业网络媒介的权力ꎬ后者的信

息生成和作用范围可以肆意扩大和延展ꎬ但党媒

公众号的多数信息不是用来休闲和消费的ꎮ 商

业网络媒介可以纵容不同信息内容的滥觞ꎬ可以

忽略媒介权力的消极性ꎬ但党媒公众号的媒介权

力却应该是有节制的ꎬ线上搜索和信息共享应该

有技术把关人的约束和监督ꎬ否则将失去对网络

政治行为的控制ꎮ 一定意义上说ꎬ主权坚守在党

媒公众号上的体现就是对媒介非正式权力的权

威监管ꎮ
有保障的自由才有可享有的权利ꎬ这是对内

主权的基本政治机制ꎮ 国外有研究发现ꎬ人际沟

通的范围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扩大”ꎬ但个人在

这方面和信息搜索上所花费的时间ꎬ以及与其他

人建立联系的数量上仍然存在不同的限制ꎮ〔２９〕

研究者日渐认识到ꎬ不管你喜欢与否ꎬ网络都有

能力收集个人信息ꎬ使我们处于享受信息公开衍

生的利益与期望保护自己隐私的矛盾中ꎮ〔３０〕 在

技术的快速迭代和信息的几何级增长中ꎬ“怎样

才能为信息安全找到‘纳什均衡’ꎬ已成为信息

时代最基础的问题”ꎬ〔３１〕所以构建有序规范网络

安全的制度体系尤为重要ꎮ 数字聚合软件改善

了网络信息的质量和相关性ꎬ使我们不再受限于

搜索能力和知识水平ꎬ整合线上所有信息变得易

如反掌ꎮ 因此ꎬ自由必须包括一些隐私权ꎬ如果

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ꎬ将毫无自由可言ꎮ 党媒公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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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号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义务更具政治性ꎬ捍卫政

治主权与捍卫公民权益同等重要ꎬ不可偏颇ꎮ 显

然ꎬ这是对内主权的天然范畴ꎬ政治权威有义务

保障合法的自由权利不被滥用或侵犯ꎮ
冲突二:双向互动 ｖｓ 单向传播ꎮ
在传播学视角下ꎬ媒介存在的目的是满足受

众信息诉求ꎬ或利用媒介实施监视功能ꎮ 在政治

学的角度ꎬ公众号既是政治社会化的管道ꎬ也是

社会监督公共权力的载体ꎮ 因此ꎬ作为一个公共

空间、“社会公器”ꎬ公众号有能力促进国家政权

机关与非政权机关之间的互动、公民与国家的互

动、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互动ꎮ 必须指出的是ꎬ双
向互动是公众号运转的目标和指向ꎬ却不是必然

结果ꎮ 从其特性上看ꎬ公众号能够促成双向互动

主要依靠自身的社会影响力ꎬ通过提供事实的真

相或者发表有倾向性的言论来实现ꎮ 由于媒介

行动掺杂了权力因子ꎬ因而运转过程体现出显著

的单向特征ꎬ同双向互动存在逻辑上的紧张ꎮ
权力的单向特征在党媒管理体制下得到了

进一步强化ꎬ却遭遇到公众号平台机制的挑战ꎮ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ꎬ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主流权

威媒体都在党的宣传部门领导之下ꎬ由相应的政

府机关负责运营和管理ꎬ因此传媒的构成主要为

体制内的官员、专家学者等精英群体ꎬ体制外的

参与有限ꎮ 公众号的出现扭转甚至颠倒了这一

格局ꎬ其平等性、去中心性等特征ꎬ使体制内的

“少数人”参与让位于所有人ꎬ其受众数量的增

多带来了身份的多元化和影响力的去权威等结

果ꎮ 在商业公众号中ꎬ一个微信公众号的创建者

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成为主流媒介主体ꎬ这种趋

势为党媒单向管理模式敲响了警钟ꎮ
权力的单向管理模式难免出现传播的单向

效应ꎮ 传统党媒传播渠道单一、形式僵化、反馈

机制阻塞等弊端在公众号上有所延续ꎮ 在主体

的角度看ꎬ党媒公众号所面临的改变机遇是充分

利用新媒体的互动双向性特征ꎬ建构意识形态传

播新模式ꎬ塑造党媒公众号的新身份认同ꎮ 显

然ꎬ单向的权力惯性同这种双向的互动逻辑之间

存在短期内无法消弭的紧张关系ꎮ
冲突三:资本运作 ｖｓ 媒介生态治理ꎮ
党媒公众号奔跑的天梯是由移动互联网、云

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搭建的ꎬ真正的战场在于

数据ꎬ而不是程序ꎬ这使得收益的大部分进入了

投资者而非使用者的口袋ꎮ 随着智能媒介的发

展ꎬ信息生成范围也在不断扩大ꎬ但多数信息都

是用来休闲和消费的ꎬ资本逻辑带来的后果是社

会的“泛娱乐化”趋势ꎮ 由数据支撑的公众号具

备越来越强大的算法功能ꎬ能够促进网络社交活

动更加频繁ꎬ而智能媒介ꎬ尤其是社交媒体的作

用也在不断扩大ꎬ机器计算、自发账号等技术精

准推送用户偏好的信息ꎬ提供了广为支持或兴趣

的幻觉ꎬ当资本开始介入这个过程时ꎬ幻觉便具

备了“私”的属性ꎮ 比如ꎬ西方有学者认为ꎬ由智

能媒介主导的政党选举越来越成为一种数据流

量的游戏ꎬ信息技术只是建构了一个不真实的政

治幻象ꎬ背后指向的却是金钱政治的本质ꎮ〔３２〕 在

一个活动范围相对有限的物理环境当中ꎬ人们利

用手机等智能媒介只是和有限的人群保持日常

联系ꎬ数字媒介只能使我们联系的纽带变得越来

越紧ꎬ地理位置上我们似乎越来越近ꎬ但实际上

我们的目标越来越难统一ꎮ〔３３〕 一旦这种资本逻

辑得以膨胀ꎬ数字媒体对于政党政治便可能是致

命的ꎬ甚至最终导致政党衰落ꎬ〔３４〕 政治生态陷入

危机的不确定性大增ꎮ
２. 整合与建构的维度及实现

要想化解党媒公众号传播中的这些难题ꎬ就
必须从主权坚守与治权开放的维度分析这一困

局形成的逻辑ꎬ研究移动互联网传播的价值规

律ꎬ从党媒公众号内容生产、受众群维护与开发、
价值理念革新等维度进行重新构建ꎮ

首先ꎬ明确“主权为谁”的定位ꎬ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理念开发受众群体ꎮ
智能媒介已成为政治领域中重要的输入方

式ꎬ它将公众舆论、社会运动以及民众诉求输入

到精英阶层的治理方式中ꎮ〔３５〕 但是ꎬ粉丝量始终

是公众号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ꎮ 党媒公众号的

—３３—

主权坚守与治权开放:党媒公众号运转的两个逻辑



吸粉、圈粉数量和质量ꎬ关系到其持续健康发展ꎮ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网络治理观正是在此

背景下诞生的ꎬ正如他强调的“要适应人民期待

和需求ꎬ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ꎬ〔３６〕 各级党政机

关和事业单位可与华为、腾讯等大型通信企业合

作ꎬ引入大数据方法技术ꎬ收集群众的反馈信息

以及社会的数据建立自己的数据库ꎬ通过数据存

储并分析这些信息ꎬ除了满足提供线上公共服务

以外ꎬ还可以为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提供服务群众的机会ꎮ 当下常见的做法是利

用微信群、ＡＰＰ 甚至大数据等技术来收集群众需

求信息ꎬ在线下通过各级服务点为群众办事ꎬ也
就是“群众线上点单ꎬ干部线下服务”ꎬ避开了科

层制的束缚ꎬ开辟了新的治理空间ꎮ〔３７〕 需要强调

的是ꎬ党媒公众号的建设与维护虽然不能忽略党

的领导ꎬ但党的执政是为人民服务的ꎬ必须调动

人民群众参与公众号传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ꎬ以“用户”的视角推动主权与治权的统一ꎮ
总之ꎬ“主权为民”是推进公众号发展的必要条

件ꎬ无论是在实体办公场所ꎬ还是在网络平台上ꎬ
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应该在整体业务框架下

让群众线上和线下的办事体验保持一致ꎬ只有相

互补充、相互呼应ꎬ才能让人民获得最佳的体验ꎮ
其次ꎬ坚持内容结构上的主权原则ꎬ摒弃管

理上的单向做法ꎮ
当普通受众拥有了信息即时采集设备和即

时信息发布平台以后ꎬ新闻的传播对于新闻专业

主义的要求大大降低ꎮ 从内容生产逻辑分析ꎬ微
信公众号平台的交互性决定了内容生产要清晰

地区别于报纸ꎬ内容生产者首先要剔除报纸内容

单向传递的思维ꎬ选题内容要具有强烈的互动

性ꎬ增强受众与平台的交互粘性ꎮ 例如ꎬ在 ２０１６
年美国大选期间ꎬ唐纳德特朗普利用大数据剑

桥公司、Ｔｗｉｔｔｅｒ 和其他社交媒体对主流媒体和老

牌精英 (共和党) 发起挑战ꎬ运用数据对超过

９０００ 万选民的性格、偏好政治立场进行“心理定

位”ꎬ对义愤填膺的爱国者推送“鸡血”ꎬ对知识

精英推送包装得比较理性、显得高深的分析ꎬ对

民主党的支持者推送希拉里家族负面信息ꎮ〔３８〕

从微信公众号信息的传播特征来看ꎬ党媒公

众号的内容建构需要特别注重两点:一方面ꎬ把
控“主权坚守”的底线ꎮ 信息技术赋权同样遵循

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ꎬ网民是网络话语体系建构

的当然主体ꎬ他们在党媒公众号的现身折射的是

自己的话语权及其分量ꎮ 在这个角度ꎬ主流价值

观的传播主权体现的是政治话语兼顾生活话语

的特征ꎮ 因此ꎬ要准确把握微信公众号内容发布

的时间ꎬ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区分不同的受众群来

量身定制信息传播的内容ꎬ遵循内容精致、数量

适中的原则ꎮ 在实践中ꎬ一些地方通过 ＱＱ、微信

“朋友圈”、微博等工具传播主流价值观念ꎬ将
“大道理”变成“微话语”ꎬ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党

的形象ꎮ 另一方面ꎬ管理上实行授权ꎬ改变权力

者简单化管理的单向逻辑ꎮ 坚持政治性与实用

性相结合的原则ꎬ从标题的拟定、导向、句式等方

面锚定服务于主权内容传播需要的定位ꎬ抓住影

响微信公众号阅读量的关键因素ꎬ把日常教育内

容融入到在线教育平台中ꎬ通过短视频、微党课、
图片、动画等形式ꎬ坚持政治性与实用性相结合ꎮ
如贝淡宁所言ꎬ“中国政治改革中如果领导人是

依靠高超的能力和美德被选举出来的ꎬ这种高层

尚贤的政治体制是广受欢迎的ꎮ” 〔３９〕 以这两年备

受关注的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和展示习近平

形象的微视频为例ꎬ广大民众经常性地看到领导

人“亲民化”的文章、图片和视频ꎬ这些微传播一

定程度上为执政党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认同ꎮ
再次ꎬ以治权开放为动力ꎬ激活“用户”参与

互动的积极性ꎮ
技术赋权对于揭示权力的不对称至关重要ꎮ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框架下ꎬ共同营造一个相

互协调的行动网络是十分关键的ꎮ〔４０〕 互联网时

代更多的是强调科技在特定社会背景中的作用ꎬ
需要把技术本身的作用纳入其中ꎮ 公众号的技

术优势使“参与文化”具备了新特征ꎬ作为互联

网时代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ꎬ网络促进了

人际交往的自我表达的能力ꎮ〔４１〕 在互动过程中ꎬ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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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不再是孤立的决策者ꎬ他们是初级群体和网

络的一部分ꎬ网络创造了一个发起言论和行动的

参考框架ꎬ在线互动让我们用更微妙的方式了解

它们的运作动态ꎮ〔４２〕 信息技术已成为塑造认同

的重要部分ꎬ也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ꎮ
以此推论ꎬ党媒公众号平台价值区块是在不同受

众类型公众号基础上形成的联盟ꎬ由一个以报纸

为母公众号的轴心号ꎬ另外延伸出若干版块的子

公众号ꎬ搭建公众号矩阵形成商业运营平台ꎮ〔４３〕

互联网的开放性有效动员了此前并不活跃的公

民去参与政治ꎮ〔４４〕 当下的“Ｗｅｂ３. ０”技术及不断

兴起的人工智能技术ꎬ能够更精确地整合议题来

源ꎬ很大程度上提升社会治理的效率ꎮ〔４５〕 借助公

众号的技术治理ꎬ政党政府可以通过智能技术提

供精准、多元、多维的科学决策方案ꎬ因为智能技

术能够缩短信息获取与战略决策之间的空间与

时间距离ꎬ使领导者运筹帷幄、有的放矢ꎮ

六、结论与展望

网络信息的搜索与分享在日常生活中随处

可见ꎬ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加频繁ꎬ民众

与政治精英之间的沟通因为党媒公众号的运转

而变得更加密集ꎮ 把握新媒体技术如何融入日

常生活ꎬ以及如何对传统媒体进行补充ꎬ是我们

理解掌握这些转变的最好方式ꎮ 中国提供了一

个由国家主导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发展版本ꎬ
这种主权底线原则彰显了党和国家的自主性和

权威性ꎮ 在党媒公众号上也是如此:一方面ꎬ党
媒公众号坚守了话语权ꎬ并以此开展意识形态传

播和政治社会化活动ꎻ另一方面ꎬ技术治理促进

了治权的开放ꎬ互动、草根的“用户”逻辑必然是

未来数字媒体生态的主导思维ꎮ
党媒公众号的治权开放不是以模糊主权为

前提的ꎮ 在政党政治研究中ꎬ一直存在着“社会

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两种研究维度ꎬ随着技

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ꎬ后者的拥趸越来越多ꎮ〔４６〕

治权的逻辑在于在治理主体间能够分享治权ꎬ并
被赋予主权者的身份ꎬ体现出工具理性的特征ꎮ

因此ꎬ政党不过是借用这种平台机制嵌入到“信
息联合体”之中ꎬ使国家的对内主权不至于出现

空缺ꎮ 对媒体的规制只是这种主权的一种存在

方式ꎬ国家主权的自主性和权威性将在数字化进

程中有进一步的拓展ꎮ
无疑ꎬ治权开放孕育了参与的新机制ꎮ 在党

媒公众号的技术参与成分中ꎬ传统新闻主义的滥

觞、片面理解的党管媒体及其做法、市场导向的

经营方式等ꎬ增加了冲淡治权的不确定性ꎮ 这一

风险不能坐等下一次技术革新来加以化解ꎬ而应

该在主权与治权的逻辑框架下提供解决方案ꎮ
只要政治社会化的功能一直是政治生活的旋律

之一ꎬ任何技术革新下的媒体运转都不能没有主

权与治权的在场ꎬ并且要伴随着媒体产品生产的

全过程ꎮ

注释:
〔１〕Ｓ. Ｈｊａｒｖａｒｄꎬ“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ｓ ａｇ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Ｎｏｒｄｉｃｏｍ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Ｖｏｌ. ２９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０５ － １３４.

〔２〕«２０１８ 微信年度数据报告:每天 １０. １ 亿用户登陆微

信»ꎬ中国新闻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ｚｇｊｘ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１０ / ｃ＿１３７７３２６６８. ｈｔｍꎮ

〔３〕Ｒｉｃｋ Ｆａｍｅｒ ａｎｄ Ｒｉｃｈ Ｆｅｎｄｅｒꎬ“Ｅ － ｐａｒｔｉｅ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０”ꎬ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ꎬＶｏｌ. １１ꎬ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５ꎬｐｐ. ４７ － ５８.

〔４〕Ｅ. Ｖｒａｇａꎬ“Ｐａｒｔ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
Ｍｅｄｉａ”ꎬ Ｏｎｌｉｎ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ꎬＶｏｌ. ４０ꎬＮｏ. ５ꎬ２０１６ꎬｐｐ. ５９５ －６０９.

〔５〕〔美〕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

们的大脑»ꎬ刘纯毅译ꎬ北京:中信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５ 页ꎮ
〔６〕 Ｌ. Ｈａｄｄｏｎꎬ“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ｏ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ꎬ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ꎬ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２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３１１ － ３２３.

〔７〕罗昕、李怡然:«互联网时代的媒体形态变迁与商业模

式重构»ꎬ«现代传播»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ꎮ
〔８〕〔英〕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ꎬ

邓正来等译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６２７ －６２８ 页ꎮ
〔９〕罗峰:«嵌入、整合与政党权威的重塑»ꎬ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５５ 页ꎮ
〔１０〕方滨兴主编:«论网络空间主权»ꎬ北京: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６４ － ６５、７６ 页ꎮ
〔１１〕Ｎ. Ｌｕｈｍａｎｎꎬ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 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０ꎬｐ. １.

—５３—

主权坚守与治权开放:党媒公众号运转的两个逻辑



〔１２〕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

民革命运动»(第 １ 卷)ꎬ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３１ 页ꎮ
〔１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

文选»ꎬ北京:新华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１４６ 页ꎮ
〔１４〕〔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ꎬ何兆武译ꎬ北京:商

务印书馆ꎬ１９９０ 年ꎬ第 ８ 页ꎮ
〔１５〕袁峰:«现代传播技术与深度民主的发展»ꎬ«社会科

学»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１ 期ꎮ
〔１６〕涂光晋、吴惠凡:«从“党的耳目喉舌”到“公众话语平

台”———“人民网”意见表达与整合研究»ꎬ«现代传播(中国传媒

大学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ꎮ
〔１７〕刘家明:«平台型治理:内涵、缘由及价值析论»ꎬ«理论

导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ꎮ
〔１８〕Ｍ.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ꎬ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９. ｐｐ. １８９ － １９２.
〔１９〕Ｈ. Ｇａｎｓꎬ Ｄｅｃｉｄ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ｓ Ｎｅｗｓ ꎬＥｖａｎｓｔｏｎꎬ ＩＬ:Ｎｏｒ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４. ｐｐ. ３０３ － ３０４.
〔２０〕辜晓进、张鑫瑶等:«２０１６:中国报业“两微一端”战略

新解读»ꎬ«新闻战线»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２１〕〔美〕凯文凯利:«必然»ꎬ周峰、董理、金阳译ꎬ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２０３ 页ꎮ
〔２２〕刘文辉:«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新闻学“型塑力”

弱化及建构»ꎬ«学术界»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２３〕路月玲:«党媒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提升路径研究———

以“人民论坛网”为例»ꎬ«新闻知识»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ꎮ
〔２４〕黄冰亮:«媒介融合下传统党媒的“借船”之路———以

‹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为例»ꎬ«对外传播»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ꎮ
〔２５〕Ｒ. Ｄｕｎｂａｒꎬ“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Ｔｅｓｔｉｎｇ 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ｚｅ”ꎬ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ꎬ３６７(１５９９)ꎬ２０１２ꎬｐｐ. ２１９２ － ２２０１.

〔２６〕〔３８〕Ｒ.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ꎬ“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ꎬ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ｅｔｙ ꎬＶｏｌ. ２１. Ｎｏ. ３ꎬ２０１８ꎬｐｐ. ３２３ －
３３９ꎬ３２３ － ３３９.

〔２７〕〔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ꎬ曹卫

东等译ꎬ南京: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１８ 页ꎮ
〔２８〕林凌:«网络传播与法治»ꎬ南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ꎬ

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１１ 页ꎮ
〔２９〕 Ｄ. Ｍｉｌｌｅｒꎬ ｅｔｃꎬ Ｈｏｗ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ꎬ

Ｌｏｎｄｏｎ:ＵＣＬ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６ꎬｐｐ. ２ － ５.
〔３０〕〔美〕詹姆斯韦伯斯特:«注意力市场:如何吸引数字

时代的受众»ꎬ郭石磊译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８５ 页ꎮ

〔３１〕〔美〕布鲁斯施奈尔:«数据与监控:信息安全的隐形

之战»ꎬ李先奇、黎秋玲译ꎬ北京:金城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３４６ 页ꎮ
〔３２ 〕 Ｌ. Ｏｕｅｌｌｅｔｔｅꎬ “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 Ｓｈｏｗ ”ꎬ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ꎬＶｏｌ. １７ꎬＮｏ. ７ꎬ２０１６ꎬｐｐ. ６４７ － ６５０.
〔３３〕 Ｒ. Ｌｉｎｇꎬ ｅｔｃꎬ “ Ｓｍａｌｌ Ｃｉｒｃｌｅｓ:Ｍｏｂｉｌｅ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ｐｈｅｒｅ”ꎬ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ꎬＶｏｌ.
３０ꎬＮｏ. ４ꎬ２０１４ꎬｐｐ. ２８２ － ２９１.

〔３４〕Ｃｒｉｓｔｉａｎ Ｖａｃｃａｒｉ ａｎｄ Ａｕｇｕｓｔｏ 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ｉꎬ“Ｐａｒｔｙ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ｅｒｓ ｏ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ｅｒｓ? Ｈｏ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Ｄｅｅｐｅｎ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ｅｎ
Ｐａｒｔｙ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ｌ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ｒｒａｌ Ｊｏｕｒｒｒａｌ ｏｆ Ｐｒｅｓ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ꎬＶｏ１. ２１ꎬＮｏ. ３ꎬ２０１６ꎬｐｐ. ２９４ － ３１２.

〔３５〕 Ｅ. Ｌｅｅ ａｎｄ Ｓ. Ｙ. Ｓｈｉｎꎬ“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ｉｓ ｔｈｅ Ｍｅｓ￣
ｓａｇｅ:Ｈｏｗ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ｓ’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ꎬＶｏ１. ４１ꎬＮｏ. ８ꎬ
２０１４ꎬｐｐ. １０８８ － １１１０.

〔３６〕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ꎮ
〔３７〕吴新叶、赵挺:«建设性空间:党员干部联系点的运转

及其不确定性的克服———以基层治理为视角»ꎬ«政治学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３９〕〔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比选举民主制

更适合中国»ꎬ吴万伟译ꎬ北京:中信出版集团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１７５ 页ꎮ
〔４０〕Ｓ. Ｂａｉｌａｒｄꎬ“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ｅｄ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ｗ￣

ｅｒ”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ꎬＶｏｌ. ３２ꎬＮｏ. ３ꎬ２０１５ꎬｐｐ. ４９７ － ４９９.
〔４１〕〔美〕亨利詹金斯、〔日〕伊藤瑞子、〔美〕丹娜博伊

德:«参与的胜利: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ꎬ高芳芳译ꎬ杭州:浙江

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２ 页ꎮ
〔４２〕〔美〕马克格雷厄姆等:«另一个地球:互联网 ＋ 社

会»ꎬ胡泳等译ꎬ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１９５ 页ꎮ
〔４３〕易华勇:«从三个维度重新构建区域性纸媒微信公众

号影响力»ꎬ«传媒观察»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ꎮ
〔４４〕〔美〕辛德曼:«数字民主的迷思»ꎬ唐杰译ꎬ北京: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２ 页ꎮ
〔４５〕〔美〕佩德罗多明戈斯:«终极算法:机器学习和人工

智能如何重塑世界»ꎬ黄芳萍译ꎬ北京:中信出版集团ꎬ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３５４ 页ꎮ

〔４６〕〔美〕布鲁斯宾伯:«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

力演化中的作用»ꎬ刘钢等译ꎬ北京: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４６
页ꎮ

〔责任编辑:刘姝媛〕

—６３—

　 ２０１９. ７学术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