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决策的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要求袁也是公共决策科学化尧民主化的重要前

提和保障遥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袁网络成为协商民

主的重要平台遥网络以其特有的优势与协商民主的

理念耦合袁互联网以其开放尧平等尧自由尧互动和包

容等特性袁为协商民主创造了理想条件和空间遥 网

络协商民主因其现实效力吸引了广大公众的参与遥
但网络协商民主也面临着非理性尧 群体极化等问

题袁并非所有的网络协商都能达成共识进入公共决

策遥当前公共决策中的网络协商形式是否实现了协

商民主的理想袁网络协商是否有效是值得深入思考

的问题遥将网络协商民主理论嵌入公共决策的政治

过程袁建立研究框架袁构建公共决策中网络协商民

主的效能评价指标袁在量化分析和比较研究的基础

上袁探索网络协商的有效形式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

论意义遥

一尧文献回顾

渊一冤公共决策模式的协商民主转型

20 世纪末袁 伴随着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批

判以及参与式政治的发展袁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逐

渐形成遥 约瑟夫窑毕塞特最早提出了野协商民主冶的
概念袁强调协商即野公共政策价值的论辩冶[1]遥 其后袁
伯纳德窑曼宁尧乔舒亚窑科恩和哈贝马斯分别从公民

参与尧合法性与决策尧程序民主等角度丰富和发展

了协商民主的内涵遥协商民主理论回应了公民参与

政治决策的期望袁强调通过公民的广泛参与和理性

协商讨论达成决策共识 [2]渊P369冤袁而不是简单的偏

好聚合或强制命令[3]遥公共决策作用于所有人袁每个

人都有权参与协商是其合法性的必要条件[4]遥因此袁
协商民主被视为公共决策的重要选择袁与政治精英

或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相比袁协商民主使公共决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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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合法性和可接受性[5]渊P23冤遥 协商民主将民主化引

向决策过程袁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尧讨论尧审
议等方式袁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6]遥我国选择以

协商民主为主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袁是历史和现实

的必然选择袁是在我国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7]遥 协商决策模式是我国新

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决策模式创新的重

要目标[8]遥虽然袁国内外协商民主的产生发展和理解

认识存在差异袁但对其理性尧对话尧协商等核心理念

的认识是一致的袁作为一种决策形式袁协商民主对

公共决策的促进作用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认可遥

渊二冤公共决策中网络协商民主的兴起

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袁网络参与以其独特的优

势和政治功能被视为协商民主的重要的平台[9]遥 公

众与政府可以透过网络创造新的互动空间袁进行沟

通协商袁以实施民主的理念[10]遥有学者指出袁网络的

虚拟空间袁为协商民主提供了理想条件[11]袁可以推动

更广泛的公众参与[12]袁促进理性交流和丰富的讨论袁
形成公共利益的共识[13]遥 网络公共领域影响了政治

权力的运行过程袁公众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14]袁能够

推动政策议程设立袁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袁
对政策过程产生影响[15]遥网络协商民主体现了直接

参与尧弥补野被代表冶的不足尧平等协商尧理性表达

等民主精神袁提高了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尧民主化水

平[16]遥 然而袁网络协商民主的许多问题是开放性的袁
尚未形成一致看法遥 有学者认为袁网络空间缺少理

性对话袁不能形成理想的公共领域[17]遥 网络的虚拟

性尧匿名性袁可能导致网络协商的情绪化尧过激化[18]遥
网民们不成熟尧 非理性的言论可能出现 野群体极

化冶袁导致野多数人的暴政冶[19]遥 还有学者认为袁网络

作为一种媒介技术袁并不能产生民主袁其作用的发

挥往往取决于网络控制者的利益和要求[20]遥网络在

民主制度中的作用发挥袁 还需要政治架构上的实

质变革[21]遥 目前袁网络协商民主的研究尚处在起步

阶段袁很多问题还处在争论之中袁争论的焦点在于

网络协商是否实现了协商民主的理想遥这种争论主

要是理论上的定性研究袁 定量的实证研究不足袁现
实中的网络协商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协商民主理

想有待进一步检验遥

渊三冤公共决策中网络协商民主的实践

面对网络协商民主的高度期望和多方质疑袁网
络协商民主的实践是检验其效能的重要途径遥有学

者通过对网络协商的意见态度研究发现袁网络协商

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袁 使公众的偏好发生了转移袁
增加了政治信任和社会参与[22]遥 有学者通过对英国

脱欧公投的研究发现袁社交网络上的协商讨论形成

了虚拟的回音壁袁产生了群体极化[23]遥 还有学者通

过对用户的态度和认知研究发现袁中国社交媒体上

的互动大多是非对话性的袁具有极化特征袁但用户

依然认为他们的互动是协商的[24]遥 有学者通过对网

络论坛的研究指出袁虽然从参与者尧结构尧商谈内容

和协商过程等方面袁 网络公共论坛还有待完善袁但
其在推动公民参与广度尧促进社会稳定和政府决策

优化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袁野近似地冶实践着协商

民主的理想[25]遥 此外袁我国各地的网络问政也体现

了协商民主的一些特征和属性袁被视为网络协商的

一种形式[26]遥 也有学者对网络问政尧围绕现实中特

定的政治活动尧网络民意调查及网络突发事件引发

的协商民主实践进行了分类研究[27]遥 现有研究从不

同角度对网络协商民主实践进行了研究袁但基于不

同分类和衡量标准袁缺乏系统性和可比性袁不利于

研究的深入遥网络公共领域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路径

可分为两种院一是自下而上的公众与媒介主动型路

径袁二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动型路径[28]遥 现有研究

更多的集中于网络论坛中公众主动的协商研究袁对
政府主动的协商研究相对较少袁而且就如何检验网

络协商民主的实际效能尚未形成一致的研究指标遥
有必要从协商民主的核心理念入手袁构建统一研究

框架袁以检验不同形式网络协商民主的实际效能遥

二尧当前公共决策中网络
协商民主的形式

渊一冤网络协商民主在公共决策过程的嵌入

传统的公共决策过程相对封闭袁 由精英主导袁
是一种野内输入冶模式袁公众由于制度化渠道的不足

而被排除在公共决策之外[29]遥 随着网络在政治生活

的全面渗透袁 使得公众通过网络实现议程自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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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袁主动介入政治过程成为可能遥 从政治系统的运

行看袁 网络环境下公共需求的输入和决策的输出袁
形成了两种政治过程遥

一种是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过程袁也是传统政

治过程袁政府根据公共需求的输入做出响应袁公共

决策过程由政府主导袁 主要处理程序性公共事务袁
包括重大事件的决策尧日常事务的管理等遥 一种是

政府被动反应式政治过程袁反映了网络对传统政治

过程的改变袁政府针对爆发的网络舆情危机被动反

应袁公共决策过程是政府的被动反应袁主要处理非

程序性公共事务袁如网络舆情事件的处理等遥
在这两种政治过程中袁网络公共领域对公共决

策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路径袁网络协商在不同程度

上影响着公共决策的过程和结果遥
在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过程中渊见图 1冤袁政府

对政治需求的输入进行吸纳袁 有完全的主导权袁掌
控整个政治过程遥 在这一政治过程中袁网络协商民

主是传统协商民主的补充袁政府为了更全面地了解

各方信息和需求袁通过网络平台向民众征求意见建

议袁这时网络政治需求能够直接被吸纳转化为公共

决策袁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尧民主化袁能增强公共决

策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遥

图 1 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过程

在政府被动反应式政治过程中渊见图 2冤袁公众

和媒体通过网络公共领域的非正式意见形成强大

的舆论压力开启政策议程袁政府对网络政治需求进

行被动反应遥 在这一政治过程中袁网络公共领域实

现了对传统政治过程的重构袁公众和媒体实现了议

程自我设置袁 政府通过积极的反应和有效的协商袁
实现有效的决策输出袁化解压力和危机袁赢得政治

信任袁以维持政治系统的平衡稳定遥

图 2 政府被动反应式政治过程

渊二冤公共决策中的网络协商民主要形式

从我国的网络协商民主实践来看袁政府在主动

响应式的政治过程中袁网络协商民主发生机制因其

是特定事件和时间发生的还是日常发生的袁可以分

为围绕重大决策或特定政治活动的网络协商和日

常网络问政而产生的协商遥政府被动反应式的政治

过程中袁网络协商民主实践主要是网络舆情引发的

协商渊见图 3冤遥

图 3 公共决策中网络协商民主的主要形式

1.围绕重大决策或特定政治活动的网络协商

围绕重大决策或特定政治活动的网络协商是

由政府设置议程尧公众参与协商的一种形式遥 在这

种形式中袁公众的意见尧建议可以在政府制定的既

定程序中进入决策袁 就决策问题与政府进行协商遥
在当前的公共决策实践中袁这种网络协商形式逐渐

呈现出一种规范化和常态化的发展趋势遥如两会期

间袁在政府网站开设的两会专栏和板块袁为公众提

供了协商的公共领域遥 2014 年以来袁中国政府网联

合人民网尧新华网尧央视网等网站开展的两会野我向

总理说句话冶活动袁不仅使公众的意见直达总理案

头袁而且提问回答实现了较好的互动交流遥 再如一

些涉及面比较广尧社会影响比较大的公共决策过程

中袁往往会经过网络讨论和征求意见遥 中共中央通

过的 叶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曳明
确提出 野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袁增
强决策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冶遥 各种决策草案在网络

平台公开征求意见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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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常的网络问政

日常的网络问政是政府开设网络留言板等平

台袁公众向政府提出意见建议袁政府给予回应的一

种协商形式遥 这种形式中袁公众可以随时在政府网

站或相应平台进行留言和提问袁不受特定事件和议

题限制袁议题相对分散袁主要是反映日常遇到的问

题或提出建议袁这些问题和建议最终不一定进入决

策过程引起政策变革遥 伴随着电子政务的发展袁我
国各级政府都在积极建设网络问政平台遥 如 2006
人民网开设的地方领导留言板袁 全国 60 多位书记

省长袁数千位地市县级党政正职官员分别开通留言

页面袁供网友留言提出问题和建议尧展开讨论袁地方

领导予以回应和处理遥各地方政府网站也开辟了网

络问政专栏袁开展日常的网络问政工作遥
3.网络舆情引发的协商

网络舆情引发的协商是公众发起的一种协商

形式袁也是目前网络协商民主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一

种形式遥 作为体制外的政府被动协商形式袁网络舆

情引发的协商因其现实效力吸引了广大公众的参

与遥公众就其关心的社会公共问题在网络空间进行

讨论袁形成网络舆情袁进入政策议题袁开启政策议

程袁推动政策改进遥 近年来袁网络舆情事件频发袁政
府更多的是迫于舆论压力被动应对袁 处在被协商尧
被决策的状态遥 如厦门 PX 项目危机事件尧上海磁

悬浮事件尧山东疫苗事件等袁都是在网络中形成了

强大的舆论压力袁政府被动进行回应袁经多方协商袁
最终做出决策遥

三尧公共决策中网络协商
民主形式的效能分析

渊一冤研究设计

效能是事物所蕴藏的有利的作用[30]袁最初产生

于物理学袁逐步扩展到管理学尧行政学等各领域袁泛
指选定正确的目标及其实现的程度[31]遥 公共决策中

网络协商民主的争议主要在于其是否实现了协商

民主的理想袁进而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尧民主化尧合
法化袁保障了公共利益遥为此袁从协商民主理论的核

心理念入手袁选择研究指标袁进行研究设计遥这些共

同的理念袁可以克服评价标准模糊不一的问题遥 协

商民主理论重视公民参与袁强调通过理性的协商讨

论袁达成关于共同利益和普遍性的共识遥 其核心理

念涵盖公民参与尧理性对话尧互动协商尧达成共识 4
个方面袁每一个方面都植根于协商理论袁并在过去

的研究中得到了普遍关注遥公民参与是协商民主得

以开展的重要前提袁民主意味着任何集体决策必须

经过所有会受到影响的公民或其代表参与而达成袁
协商之所以民主是因为它涵盖了广泛的尧平等的参

与[5]渊P9冤遥 理性对话是协商民主的关键要素[32]袁是合

法性的重要来源[33]袁协商民主鼓励公民就公共问题

进行批判性的不同思考袁从而明确公共利益[34]遥 互

动协商是协商民主的基本过程袁 协商是互动的袁一
种理性的尧交互式的交流方式 [35]袁不仅是公众之间

的交流互动袁 更包括公众和政府之间的交流互动袁
公众参与协商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传递政治需求袁
影响决策输出遥 达成共识是协商民主的目标所在袁
协商民主之所以被寄予厚望袁 在于协商形成的共

识是基于公共利益袁 理性互动形成的深思熟虑的

结果遥 围绕协商民主的核心理念袁设计公共决策中

网络协商民主的效能的评价指标袁在指标设计中坚

持过程规制与结果导向相结合袁通过参与度尧公共

理性尧协商过程尧协商结果四项指标衡量公共决策

中网络协商民主形式的效能袁见表 1遥

表 1 公共决策中网络协商民主的效能分析指标体系

渊二冤研究样本

这里选取野我向总理有话说冶作为典型案例袁讨
论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过程中围绕重大决策或特

定政治活动的网络协商遥一年一度的野两会冶是我国

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袁野我向总理有话说冶为公众提

供了重要的参政议政渠道袁公众可以对政府工作提

出意见建议袁有关部门会给予意见反馈袁优质谏言

可以直接被政府部门采纳袁甚至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中遥 虽然袁一些重大行政决策草案也借网络平台公

指标选取 指标介绍

参与度 通过对网络协商参与总量和日均参与情况袁检验网络协商的广度遥
公共理性

通过网络协商的文本分析袁从情绪化词和理性词袁检验其公共理性程
度遥

协商过程 通过网络协商中政府部门回复量和回复比袁检验其互动协商过程遥
协商结果

通过网络舆论的共识度和最终政策的输出袁 检验协商的结果和决策
情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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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征求意见袁但尚未形成统一规范袁协商的渠道尧形
式不一袁 一些信息是通过电子邮箱等形式反馈的袁
不具有代表性袁也不利于信息采集遥 而在非官方的

公共论坛中关于一些重大决策问题的讨论更多的

是一种体制外的协商遥野我向总理有话说冶已经成为

了规范的制度化协商平台袁其参与广泛尧影响较大尧
涉及议题多元袁涵盖了教育公平尧医疗改革尧野三农冶
问题尧遏制腐败等诸多方面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袁且
数据公开透明便于采集遥

在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过程中日常的网络问

政方面袁可选取地方领导留言板作为典型案例遥 地

方领导留言板是国内唯一的全国性领导干部留言

板袁 公众可以向省市县各级领导干部表达诉求尧反
映问题尧建言献策袁领导干部公开回应和回复网友

留言袁截至 2016 年 12 月 30 日袁已经吸引百万网民

参与袁获得地方领导回应累计超过 60 万件遥
政府被动反应式政治过程中网络舆情引发的

协商袁选取山东疫苗事件作为典型案例遥 新华网发

布的叶2016 年度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情报告曳中山

东疫苗事件排在 2016 年度社会热点舆情的第三

位袁是 3 月份热度指数最高的事件袁由于事件本身

话题敏感袁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蔓延袁引发大范围的

舆论讨论和政府的关注和回应遥案例选取的时间节

点都集中在 3 月左右袁持续天数相近袁具有一定的

可比性袁可以保障研究分析的有效性袁见表 2遥

表 2 案例的时间截至点选取

渊三冤研究过程

1.公共决策中网络协商民主的参与度分析

协商民主理论强调每一个与政策相关的人都

应该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到协商中[2]渊P368冤遥 推进广

泛的尧多层次的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根本要

求遥网络协商民主得以开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网络开放性尧平等性地实现了广泛参与遥因此袁参与

度是公共决策中网络协商民主效能的一项重要指

标遥

表 3 案例的参与总量和日均参与量

两种政治过程中三个网络协商案例表现出了

不同的公众参与度袁见表 3遥 对比发现袁政府被动反

应式政治过程中山东疫苗事件的网络参与度最强袁
且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袁在短时间内引起了广泛关

注袁日均参与量最高遥 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过程中

野我向总理说句话冶次之袁但也表现出了较强的参与

度袁说明人们对重大政治事件的关心遥 而地方领导

留言板参与度相对较低袁这与地方领导留言板议题

比较分散袁没有特定的事件和主题有关遥 在案例比

较中发现袁基于舆情的协商和围绕特定事件或议题

公众表现出更高的参与热情袁但网络舆情的参与度

随着事件的处理逐渐减少遥
2.公共决策中网络协商民主的公共理性分析

人们交往的理性是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袁基于公

共理性的讨论尧进行解释说明尧获得证明认可是协

商民主的核心遥 网络协商能否促进了决策科学化尧
民主化的主要争议在于其是否实现了公共理性袁还
是导致野群体极化冶和野情绪化民主冶遥

关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袁对网络协商的具体内容

用中科院心理所计算机网络心理实验室研发的

TextMind 软件和词典进行文本分析遥 野我向总理说

句话冶案例选取截至时间内中国政府网站刊登的所

有网络留言文本曰地方领导留言案例选取截至时间

内随机选取东尧中及西部 13 个省和直辖市省长渊市
长冤或省委书记渊市委书记冤板块的网友留言曰山东

疫苗事件案例选取新浪微博中人民日报 3 月 21
日尧央视新闻 3 月 21 日和头条新闻 3 月 22 发布该

新闻时的网友所有留言文本进行分析袁内容文本概

要见表 4遥

协商形式 案例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天数

政府主动响应式
政治过程中的网

络协商

野我向总理说句话冶 2016 年 1 月 31 日 2016 年 3 月 16 日 45
地方领导留言板 2016 年 3 月 01 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 31

政府被动反应式
政治过程中的网

络协商
山东疫苗事件 2016 年 3 月 18 日 2016 年 4 月 18 日 31

协商形式 案例 参与总量 日均参与量

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过程中的网络
协商

野我向总理说句话冶 183427 4076.16
地方领导留言板 22390 722.26

政府被动反应式政治过程中的网络
协商

山东疫苗事件 177750 57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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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案例的内容文本概要

文本分析中袁采用所含情绪词和感叹号的使用

在全文的比例作为公众情绪的指标袁 包括院 脏话尧
焦虑词尧生气词尧悲伤词 尧感知历程词尧情感历程词

和感叹号曰采用所含逻辑推理词的使用在全文的比

例作为公众理性指标袁包括院认知历程词尧洞察词尧
因果词尧差距词尧相对词袁词语分类采用 TextMind
词典分类体系遥

表 5 案例文本分析中情绪词使用情况

从文本中情绪词的使用渊表 5冤可以看出袁各项

词汇及情绪词的加总比例袁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过

程中野我向总理说句话冶尧地方领导留言板块两个案

例文本结果相似袁情绪词较少袁而政府被动反应式

政治过程中山东疫苗事件的文本中情绪词较多袁网
民的情绪化较为严重遥

从文本中理性词的使用渊表 6冤可以看出袁各项

词汇及理性词的加总比例袁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过

程中野我向总理说句话冶尧地方领导留言板块两个案

例文本结果相似袁理性词较多袁而政府被动反应式

政治过程中山东疫苗事件的文本中理性词较少袁网
民的理性程度不高遥

表 6 案例文本分析中理性词使用情况

表 7 案例文本分析中的理性词和情绪词比

从文本中理性词和情绪词的综合比较 渊表 7冤
可以看出袁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过程中地方领导留

言板的文本理性词与情绪词之比最大袁表明网民的

留言更有逻辑性袁 公共理性较高曰野我向总理说句

话冶的文本理性词与情绪词之比略低袁但与地方领

导留言板差别不大遥 政府被动反应式政治过程中袁
山东疫苗事件的文本理性词与情绪词之比最低袁情
绪化严重袁理性化不足遥相比突发的网络舆情事件袁
日常尧频繁程序化的网络协商中网民情绪更趋于平

和袁能够较为理论的进行话题讨论袁促进协商民主

的有效进行遥
3.公共决策中网络协商民主的过程分析

当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过程而达成袁 其中所

有参与者都能自由发表意见并且愿意平等地听取

和考虑不同的意见袁 这个民主体制就是协商性质

的[24]遥 协商民主过程是一个给予意见尧听取和回应

的过程遥留言发帖与回复是对互动协商过程的直观

反映袁网络协商民主形式中政府的留言回复情况见

表 8尧表 9遥

表 8 案例的回复总量和日均回复量

表 9 案例的留言回复与比

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过程中地方领导留言板

回复量和回复率都呈现较高的水平袁留言回复比达

到了 0.714遥 这得益于制度的完善袁目前已有 20 个

协商形式 案例 词数 每句平均词数 字典覆盖率

政府主动响应式
政治过程中的网

络协商

野我向总理说句话冶 71178 28.5741 0.839979
地方领导留言板 146179 14.9896 0.795518

政府被动反应式
政治过程中的网

络协商
山东疫苗事件 104152 14.4015 0.823057

协商
形式

案例 脏话 焦虑词
生气
词

悲伤词
情感

历程词
惊叹
号

情绪词
比例

政府主动响
应式政治过
程中的网络

协商

野我向总理
说句话冶 0.0014 0.0015 0.0033 0.0018 0.0485 0.004 0.0604

地方领导留
言板 0.0009 0.0013 0.0024 0.0018 0.0352 0.008 0.0497

政府被动反
应式政治过
程中的网络

协商

山东疫苗事
件 0.004 0.0038 0.0084 0.0041 0.0568 0.0318 0.1089

协商形式 案例
认知历
程词

洞察词 因果词 差距词 相对词
理性词
比例

政府主动响应
式政治过程中
的网络协商

野我向总理说
句话冶 0.1802 0.0242 0.0244 0.0254 0.1298 0.384

地方领导
留言 0.172 0.0204 0.0196 0.0209 0.1246 0.3575

政府被动反应
式政治过程中
的网络协商

山东疫苗
事件 0.1888 0.0178 0.0161 0.0296 0.0912 0.3435

协商形式 案例 理性词比例 情绪词比例
理性词与情

绪词比

政府主动响应式
政治过程中的网

络协商

野我向总理说句话冶 0.384 0.0604 6.36
地方领导留言板 0.3575 0.0497 7.19

政府被动反应式
政治过程中的网

络协商
山东疫苗事件 0.3435 0.1089 3.15

协商形式 案例 回复总量 日均回复量

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
过程中的网络协商

野我向总理说句话冶 1503 33.4
地方领导留言板 15996 516

政府被动反应式政治
过程中的网络协商

山东疫苗事件 3021 97.45

协商形式 案例 留言回复与比

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过程中
的网络协商

野我向总理说句话冶 0.008
地方领导留言板 0.714

政府被动反应式政治过程中
的网络协商

山东疫苗事件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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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颁布文件制度化办理网民留言袁其中对地方政

府留言板的回复和办理率进行了详细规定遥 野我向

总理说句话冶中网民更多的是对国家发展的意见建

议袁有些并不需要回复袁而是看是否被政府采纳袁体
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遥而在政府被动反应式政治过

程中山东疫苗事件作为网络舆情事件袁需要政府及

时有效的回应袁从政府的回复情况看袁回复比不高袁
更多的处于网络舆情危机的被动应对和回应袁这与

政府尚未形成有效的回应机制袁 回应的自主性尧随
意性较大有一定关系遥

4.公共决策中网络协商民主的结果分析

协商结果是协商成效最直接的反映遥公共决策

中的网络协商民主就是要通过协商实现民意的聚

合达成协商共识袁完善公共决策遥 这就涉及两个方

面的考量袁一是协商是否达成了共识袁二是这种共

识最终是否在决策中体现遥从网络协商开始到决策

输出时间也反映了公共决策中网络协商的效率遥
在协商的共识度方面袁从文本使用的否定或应

和词以及情绪词分析渊表 10尧表 11冤可以看出袁政府

被动反应式政治过程中山东疫苗事件文本中观点

较为集中袁观点主要是负向情绪袁网民对事件更多

的表示了怀疑尧焦虑和不安袁而且基本上形成了一

种共识袁从而形成了舆论袁推动了政策议程引发了

政府的回应遥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过程中地方领导

留言板的应和词相对比例略少袁但高于野我向总理

说句话冶案例袁说明地方领导留言板的意见一致程

度处于中等水平袁情绪相对正向和乐观遥野我向总理

说句话冶案例的文本一致性最低袁但是其正向情绪

最好袁这一网络协商民主过程中袁网民普遍表达了

对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乐观态度袁但意见较为

分散遥

表 10 案例文本分析中否定或应和词比例

表 11 案例文本分析中正负情绪词使用情况

在决策输出方面袁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过程中

野我向总理说句话冶45 天时间袁共获得 1 503 条优质

建言袁 被分成 10 批报送至国务院有关领导和政府

工作报告起草组袁在 2016 年叶政府工作报告曳中有

93 处部署具体工作的表述与网民建议高度契合袁
展现了较高的决策效率和效果遥政府被动反应式政

治过程中山东疫苗事件在网络舆论的推动下引起

了政府高度重视袁从 2016 年 3 月 18 日事件爆发到

4 月 13 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

取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袁讨论并原则通过叶国务院

关于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决定

渊草案冤曳袁1 个月的时间成功推动了决策输出袁效率

较高遥正是因为制度外网络舆论协商的现实效率和

效果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公众通过网络渠道表达政

治需求遥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过程中地方领导留言

由于议题分散尧协商范围较小袁并未直接带来决策

输出袁但其互动交流使问题在演化成舆情前得以解

决袁增强了人们的理解共识袁也间接地推动了公共

决策完善遥

四尧结 论

网络协商民主在公共决策过程的嵌入袁 一方

面袁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过程中网络协商作为传统

协商民主的补充袁提供了新的协商平台曰另一方面袁
政府被动反应式政治过程中网络协商在特定的网

络公共领域重构了传统政治过程袁实现了公众和媒

体的议程自我设置遥网络协商民主推动了政治需求

表达和决策输出反馈之间的互动袁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共决策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遥从公共决策中网络协商民主的实践

形式来看袁不同的协商形式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遥
在公众参与度方面袁政府被动反应式政治过程

中网络舆情引发的协商民主具有更高的参与度袁但

协商形式 案例 否定词 应和词 应和词/否定词

政府主动响应式
的政治过程

野我向总理说句话冶 0.00177 0.0293 16.6
地方领导留言板 0.00143 0.0338 23.6

政府被动反应式
的政治过程

山东疫苗事件 0.00181 0.0530 29.3

协商形式 案例 正向情绪词 负向情绪词
正向情绪词
/负向情绪词

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
过程中的网络协商

野我向总理说句话冶 0.029 0.0102 2.8
地方领导留言板 0.021 0.0097 2.2

政府被动反应式政治
过程中的网络协商

山东疫苗事件 0.019 0.0271 0.7

第 4 期 赵海艳院公共决策中网络协商民主的形式及效能分析 窑131窑



随着事件的发展和进入政策议程公众的参与度逐

渐下降袁这种协商往往是短期的尧运动式的遥政府主

动响应式政治过程中围绕重大决策或特定政治活

动的网络协商以及日常的网络问政参与度较低遥这
说明公众参与协商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遥在公共理

性方面袁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过程中围绕重大决策

或特定政治活动的网络协商以及日常的网络问政

呈现较好的公共理性袁政府被动反应式政治过程中

网络舆情引发的协商民主呈现出更多的情绪化和

非理性表达遥 在协商过程方面袁政府主动响应式政

治过程中日常的网络问政袁得益于制度化办理网民

留言的要求袁回复及时尧办理率高袁有效推动了协商

互动过程遥围绕重大决策或特定政治活动的网络协

商由于协商事件与协商层级的特殊性袁协商过程中

互动和交流略显不足遥政府被动反应式政治过程中

网络舆情引发的协商民主中政府处于被动回复状

态袁回复不及时袁互动协商不足遥 在协商结果方面袁
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过程中围绕重大决策或特定

政治活动的网络协商由于议题和目标明确袁且公众

表达的政治需求能够直接进入决策袁展现了高效率

和高质量的协商结果遥日常的网络问政由于议题分

散并没有带来直接的政策输出袁但通过协商增强了

人们的政策理解袁具有一定的共识度遥 政府被动反

应式政治过程中网络舆情引发的协商民主出现了

负向情绪的共识袁具有一定的群体极化倾向袁缺乏

高质量的协商结果遥
总体上看袁政府主动响应式政治过程中的网络

协商袁由政府主导袁制度规范相对明确袁协商民主具

有个较高的公共理性尧 较好的正面情绪和持续性袁
但是缺乏共识和参与曰政府被动反应式政治过程中

的网络协商袁由公众和媒体主导袁具有更高的参与

度尧较高的共识度袁但在网络公共领域形成的非正

式意见袁缺乏理性和持续性遥因此袁在公共决策中加

强网络协商民主需要将其纳入体制框架袁引导公众

理性协商的同时袁增加公众参与袁使其更具长效机

制和规范化发展是今后的努力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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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and guarantee for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public
decision-mak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major forms of integrating Internet -base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to public decision -
making process include Internet-based deliberation on major decisions or specific political activities in the government's
proactive political process, the government爷s regular consultation, and the deliberation triggered by online public
sentiment in the government's reactive political process. In response to the debate on whether the Internet helps realize
the ideal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core concept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selects the
variables such as participation degree, public rationality, negotiation process and outcome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forms of the Internet-base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study finds that online deliberation is more rational and
sustainable when the government is in a proactive political process, while it involves more public participation but not
rational enough when the government is in a reactive political process. It is the future direction to incorporate online
deliberation of public decision-making into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make it a more effective long-term mechanism
and standardize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public decision -mak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network -base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ublic
reason; publ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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