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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政治传播学的一本新作
!

,,,评(网络民主的可能及限度)

虞崇胜

网络正在改变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和传播方式&*网络民主+虽然

早已成为学术界一个热词%但以网络民主为名的专著可谓凤毛麟角%尤

其是把网络民主放在政治传播学视角研究的几乎是空白&可喜的是%

!"##

年%由郭小安博士所著(网络民主的可能及限度)一书%由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网络民主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该著将

政治学#传播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开辟了网络政治传播学的新领域%不

仅拓展了网络民主研究的视野%而且也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总的说来%该著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研究视角新颖&该著把*网络民主+放在*媒介与民主+关系视角中

加以考察%既对媒介与民主的一般理论进行溯源和总结%又从媒介和民

主的现状和困境出发寻找网络民主兴起的背景%这种视角的切入使得

*网络民主+的研究既能从媒介与民主的一般理论中吸收养分%又能在

历史变迁过程中理清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既能理解媒介和民主之间为何从分离走向融合%又能弄清媒

介和民主融合的条件及后果等&

核心概念明确&该著把网络民主的内涵界定为*政治主体借助网络技术%以网络互动为主要形式%

以网络空间为载体%培育#强化和完善民主的过程+&它是一种新的媒介民主形式%不等于直接民主.它

的主体包括所有参与互动的对象%而不仅仅限于公民.它的作用形式是政治互动%而不仅仅是政治参与.

它是追求和完善民主的过程%而不是民主取得的既定成果.它在不同政治生态下功能不同&这个概念既

考虑了不同政治生态下网络民主的差异性%又较好地区分了网络民主与*网络的民主+#*网络政治+#*网

络政治参与+等相关概念%推进了对网络民主的认识&

基本结论清新&一是网络民主与代议民主之间的关系&该著认为网络民主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它

可以和任何民主形式嫁接%它既可以加强代议民主的一些元素%又在很多方面削弱了代议民主的功能&

二是网络民主在不同政治生态下的功能差异&该著从现实出发%选取相关案例和数据%对网络民主在不

同的政治生态下的功能进行了比较后指出$在西方国家%网络民主更多的是一种辅助性手段%运用最多

的是网络的便捷性#互动性%其隐蔽性#离散性等并不那么让人瞩目.在中国%网络则被赋予了更高的政

治意义&三是网络民主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合理定位&该著认为网络民主为中国政治发展开辟了新的

路径,,,以网络民主推动代议民主%进而实现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平衡&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实践%改

变了原有的政治生态%通过与现实代议制度相对接%可以激活制度框架内的活力%让相对*沉寂+的代议

制度活跃起来%让相对*悠闲+的人大代表和委员们忙起来%从而使中国式民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由于网络技术发展很快%该著虽然在网络民主与传统媒介民主的差异性方面落笔较多%但对网络民

主的未来发展趋向及其对传统媒介的改进与更新%以及如何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完善网络民主%还有待

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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