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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政治互动!

网民政治话语运用与政府回应模式
!

李
!

锋
!

孟天广

摘
!

要!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日益成为公众与政府互动的重要平台%本研究以人

民网地方政府留言板为例&采集了
0""%]0"!$

年
0!

万发帖&从身份认同和政治价值取向

两个角度来探索公众在网络平台的表达行为模式与政府的回应模式%研究发现&公众更

愿意使用与工作*居住地等相关的集体认同表述0内集体话语1&而不愿使用个体话语或者

更宏大的集体认同0泛集体话语1表达诉求&政府对内集体话语的回应高于后两者%在政

治价值取向上&民主话语*贤能话语和混合话语表达并存&民主话语多于贤能话语&政府对

贤能话语的回应最高&民主话语次之&无取向话语最低%总之&网民具备策略性表达诉求

的可能&基于内集体话语*贤能话语或民主话语的诉求均提升了政府回应%

关键词!政治话语)集体认同)策略表达)政府回应模式

一*研究缘起!关于网民政治话语与政府回应的理论与实践

伴随着全球范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利益分歧不可避免&

公众具有意见表达的现实需求%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网络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

脸谱网*推特等新媒体成为影响现实政治的重要力量!

%卡斯特在'信息时代三部曲!经

济*社会与文化(中高度推崇网络媒体传播的作用&认为其革命性地改变了人在媒体前单

向度接受的被动地位&使得互动成为可能"

%网络媒体对人的被动地位的改变&一方面使

得公众表达渠道与方式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促使政府应对公众意见的机制也相应改变%

由此造成网络空间的公民和政府行为日益多样化&政府与公众在社会化媒体以及政府主

导的网络平台上的双向互动均更为频繁%具体在中国&各种博客*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呈现

出不同的信息传播和互动模式#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
0"!1

年
!0

月&中

国网民规模达
&#%%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1"#4\

&半数中国人已经接入互联网$

%同期&全

国移动互联网用户突破
2#%

亿户%

%当前普通公众相对缺乏直接*制度化的公众利益表

达渠道&进一步促使互联网成为公众表达政治态度和价值观传播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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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化媒体关注公众的各类意见表达和娱乐需求&涉及面广而集中程度不足&政府设置网络问

政平台以聚焦于公众的诉求表达%例如&中央*省等政府开设了主题不同*层级不同的网络问政平台&主

动将公众意见纳入政策决策机制%伴随着网络平台的发展&网络问政平台中政治话语体系和话语权的分

配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政治话语反映了公众在诉求表达行为背后的价值观基础)另一方面&政治话语行

为也反映了公众在面对政府时&在特定制度框架下的策略选择%因此&通过观察网络问政平台上公众政治

话语体系的运用有助于我们把握转型期中国的价值观全景&了解特定时期内公众与政府互动的模式%

现有研究对网络空间的政府与公众互动展开了丰富研究&尤其在探讨网络空间政府如何回应公众诉

求或意见形成了系统性成果%比如&现有研究发现我国政府在网络空间快速回应社会压力"

&约有
!

"

4

到

一半的网民诉求得到地方政府的积极回应#$

%网民的社会和政治身份*地区性国家社会关系*经济发

展等因素都影响政府回应的程度%

%简言之&网络政府回应行为具有选择性特征&本地人*集体诉求*经

济性议题*低成本且单一议题诉求容易得到政府回应&'

%与此同时&很少有研究探讨网络空间的公众政

治表达&尤其是诉求表达中不同政治话语体系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以及话语运用对政府回应的影响%

因此&本文将网络平台上的文本视为承载公众诉求表达的载体&基于现有研究从身份认同和政治价

值取向两个维度来分析网络政治话语表达的一般模式及其策略性表达行为&进而考察地方政府对不同

话语表达的选择性回应%

由于直接针对中国网络问政平台上的话语分析目前较少&本文将从当代中国公众话语表达的变迁

分析与网络问政平台中公众与政府互动两个层面进行相关研究的回顾&以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0一1当代中国公众的话语表达变迁

公众的话语体系反映公众在特定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变化&因此公众话语体系

的模式变化可以作为价值观变迁的重要衡量指标%公众在利益诉求时的身份取向*价值取向*情感特征均

不同侧面地反映了公众话语表达的模式%本研究主要选取两个维度来测度公众的政治话语运用!一方面&

公众的身份认同取向&即公众进行诉求表达时的定位是作为公民的个体还是作为集体的成员)另一方面&

公众的政治价值取向&即透过政治话语表述来探究公众利益诉求时如何看待政府*官员与公众的关系%

!#

身份认同!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长期以来&中国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在儒家看来&个人并不

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绝对主体&而是伦理群体中的成员)

%儒家对于伦理群体的重视&长久影响了普通

民众的身份认同%建国后&伴随着集体化*工业化的开展&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倡导的集体主义在普通

民众中影响日益深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顶峰%#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螺丝钉$精神

等形象地说明了民众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变革&社会的价值观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体

现为集体主义淡出*个人主义的凸显&道德主导让位于利益主导&主流价值观式微而非主流价值观兴

起+

%吕杰和史天健发现在
!23"

年代以前出生的人群由于受到传统儒家或者列宁主义的影响&比
3"

年代以后的人群更容易具有内在化的集体主义特征,-.

%格林菲尔德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指出&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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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年第
$

期%

?#R://+D#

#

P.+):

,

/YE/

5

>)/+ME)E//7>H)7E6)E7b

5

+)+>)

!

FA>-[;E

I

8D

=

EDB,>6D

$&

=').$+/'

E

!)..%$*!"#$%&%R

EE

+#.&?!"#$+RL*)?

%//

&

0"!1

&

$$#

@#B-

&

_#CE)

=

#

#

BE;E(7+MEYE/

5

>)/+ME)E//

!

b);+)EQ-[;+(AE9:)D/:)Da>ME6)9E)7YE/

5

>)/+ME)E//+)F-7.>6+7:6+:)P.+):

$&

0'?

1#+/01#%$1%-%&%+.1"

&

0"!&

&

B""$2"%2̀ !&4"0"3!#

_+:)

=

-:)

=

CE)

=

&

?E))+LE6Q:)

&

Q+)

=

O:)

=

#

#

P>)D+7+>):;YE(E

5

7+M+7

S

7>P+7+ZE)Q:67+(+

5

:7+>)8M+DE)(EX6>9:B-6ME

S

8N

5

E6+9E)7+)

P.+):

$&

!'(

D

+.+*#B%O'/#*#1+/0*),#%&

&

0"!$

0

!

1

#

孟天广*李锋!'网络空间的政治互动!公民诉求与政府回应性222基于全国性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

@#B-

&

_#CE)

=

#

#

BE;E(7+MEYE/

5

>)/+ME)E//

!

b);+)EQ-[;+(AE9:)D/:)Da>ME6)9E)7YE/

5

>)/+ME)E//+)F-7.>6+7:6+:)P.+):

$

#

?#P.E)

&

?#Q:)

&

O#̀-#

#

B>-6(E/>LF-7.>6+7:6+:)YE/

5

>)/+ME)E//

!

FX+E;D8N

5

E6+9E)7+)P.+):

$&

R(%.#1+$=').$+/'

E

O'/#*#1+/

01#%$1%

&

0"!1

&

&"

0

0

1&

55

#4%4

(

$""#

叶飞!'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的主体性意蕴(&载'道德与文明(

0"!!

年第
!

期%

刘彦芬!'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特征分析(&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0"!0

年第
0

期%

?+EJ-

&

_+:)

'

+:)B.+#

#

_.ET:77;E>LHDE:/:)DA+/(>-6/E/[EL>6EAE9>(6:7+(_6:)/+7+>)

!

A+LLE6E)7AE9>(6:7+(P>)(E

5

7+>)/+)F-7.>

I

6+7:6+:)P.+):

$&

S$*%.$+*#'$+/O'/#*#1+/01#%$1%-%B#%G

&

0"!1

&

4&

0

!

1

#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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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 等!策略性政治互动!网民政治话语运用与政府回应模式

教育发展的情况下&全球各地已经日益从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向#社会$转化&即便是传统认为集体主

义盛行的亚洲0包括中国1也开始发生变化&代表个人主义的话语体系日益发展!

%学者利用
a>>

=

;E

^

=

6:9K+E,E6

对
!23"]0""%

年的中文书籍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体现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词语不断增

长&而彰显集体主义的部分词语使用频率不断下降"

%尽管民众对于个体的身份认同日益增加&但这并

不必然意味着集体身份*集体话语的整体消退%白鲁恂就指出即便在现代化后中国公众仍旧十分认同

集体主义&而且这种集体主义已经内化为公众的心理需求#

%此外&许多学者通过概念剖析*实证验证

等方式论证个体的不同身份认同$%

%

研究也表明&集体主义存在不同层面&有学者将集体认同分为基于对组织内成员的认同和基于集体

身份的认同&

%布鲁尔0

T6E,E6

1等将集体主义分为内集体主义0或关系集体主义
6E;:7+>):;(>;;E(7+M

I

+/9

1和泛集体主义0或群体集体主义
=

6>-

5

(>;;E(7+M+/9

1&相应地社会存在三种不同属性的个体222独

立的自我*内集体内的自我*泛集体内的自我'

&三者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独立的个体关注自身利

益&内集体中的自我关注存在血缘*地缘*生活内形成的群体&泛集体中的自我关注广义的群体中的公众

事务%本文将沿用这组概念分析公众在进行诉求表达时的身份认同&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

!公众更愿意使用内集体主义话语与泛集体主义的话语表达利益诉求%

总体而言&在当代中国&个人主义的取向变得日益广泛&然而集体主义尚未退出话语体系&表现为不

同层面的集体主义%网络平台上公众的话语体系在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的维度上如何分布值得我们进

行描述和分析%

0#

政治价值取向!贤能主义
]

民主主义%自秦帝国以来中国可以视为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书同

文等措施使得大一统思想盛行&人们希望贤能的君子成为官员并像家长一样关怀子民)

&#家国同构$的

认识更易造成父爱主义的盛行+

%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排除精英治国的反智倾向&政治话语中的 #又红又专$中#红$被置于

更高位置%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更重视才能&干部年轻化*专业化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选择)

而
0!

世纪后想成为公务员也需要经过严格的竞争性考试,-.

&这都象征着对精英重视的#贤能主义$

0

CE6+7>(6:(

S

1再次复归%在普通民众中&人们依旧希望领导人靠人格榜样治国*有德才有威&造成长期

以来的政治权威是父权型的&而这种#父权型权威$的集中体现就是中国人的#父母官概念$

,-/

%

而民主观念自近代以降&伴随着民众对西方的认识传入中国&民主话语被不断用以论证改革*革命

的合理性&民主政治的尝试也从未停止,-0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民主观念在普通民

众中的普及&#民主是个好东西$也反映了民主话语的流行&大规模数据调查显示出中国民众对民主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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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高热情!

%

当然&许多学者指出中国公众对民主的认识与西方不同&而且测量方式也不尽相同"

&即便是那些

声称支持民主话语的公众仍然坚持#护卫者式$的民主话语&要求政府官员主动关注民众声音&而不追求

批评政府的权利维护&实质上属于贤能主义#

%还有学者指出尽管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分有四类&但这

四类政治话语均强调团结和稳定*高度重视贤能者的意见并不同程度地接受德政$

%在现实中具体表

现为&尽管民主观念作为一种#好东西$影响公众的政治话语运用&但是传统的贤能话语仍未退出话语舞

台%基于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

!公众更愿意使用贤能主义的话语表述%

假设
$U

!政府更愿意回应贤能话语%

当公众面临利益受损进行利益表达时采取的政治话语&更容易直接彰显其真正的价值取向!即公众

从制度*法律赋予的权利角度维护利益&还是要求政府以#父母官$的伦理要求维护自身利益%在这个意

义上&公众的利益表达行为&相比于各类问卷调查与访谈&更清晰地展示了他们如何看待政府*官员与公

民的关系%值得关注的是&贤能话语与民主话语并非对立&二者间也存在整合的可能&有研究发现中国

式民主观#民本主义$同时蕴含二者%

%

0二1互联网下的公众与政府互动

随着公众利用互联网进行意见表达的深入发展&互联网作为可能的#信息源*交流媒介和虚拟的公

共领域$&有助于公众了解原本没有渠道获知的公共政策议题&提高了公众的交流能力&同时还有提高在

线议题团队政治参与的潜能&

%网络给予公众更加自由与全面表达诉求的平台%

面对公众在互联网上的意见表达&政府一方面通过社会化传媒听取公众意见&另一方面通过专门性

的网络平台与公众进行互动%

0""%

年
&

月
0"

日&胡锦涛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工作平台通过视频直播

与广大网民在线交流了六分钟&揭开了政府与网民网络互动的大幕'

%政府主动搭建网络问政平台&以

期更加制度化*长期地听取公众的意见与建议%网络问政平台给予公众更加专门化的平台进行意见反

馈&也有助于政府直接回应%网络问政平台向政府提供了发现和了解社会现状*社会问题的机会&为政

府部门搜集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机会)

%

针对政府通过网络渠道回应公民意见的现象&大部分学者分析了互联网对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

用+

&而针对公众与政府如何互动*互动具体过程的分析仍然不足&尤其是实证分析相对缺乏%其中&孟

天广等系统分析了政府对公民意见的吸纳及回应模式,-.

%实验研究发现政府官员具有将网络渠道表达

的公民意见吸纳进政府决策过程的意愿&但这一意愿受到地方性国家
]

社会关系的影响%当地方性国

家
]

社会关系和谐时&地方政府对网络意见的吸纳能力很强&反之&当国家
]

社会关系恶化时&地方政府

吸纳网络民意的意愿显著降低,-/

%此外&以网络问政平台为例&有研究发现政府存在选择性回应行为&

其中时空因素*议题归属和诉求表达方式是影响政府回应的主要因素&公众发帖越趋向于负面情绪越容

易得到政府的回应%还有学者认为即便公众不通过互联网进行主动政治参与&只要在数量上形成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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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

锋 等!策略性政治互动!网民政治话语运用与政府回应模式

规模&就有助于对政府造成压力&从而促使政府主动回应公众意见!

%在这个意义上&公民以内集体的

身份而非个体的身份表达诉求&就是希望对政府造成压力%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

!政府更愿意回应内集体主义的话语%

此外&学者还根据不同标准针对网民政治参与与政府回应模式进行分类&例如根据网络上意见提出者

和制度化程度提出公众网络参与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三种模式!外压模式*动员模式和上书模式&并将留

言板型网络问政称之为#上书模式$

"

&以及根据网民参与程度*政府回应程度*两者互动程度分为四类#

%

然而&这些研究主要从政府的回应模式进行分析&从网民的话语运用层面进行分析的研究仍旧缺乏%

总之&尽管现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一些重要局限仍旧存在!第一&关于公众话语表达的概括主

要基于概念分析&而缺乏大规模的实证数据证实)第二&现有对网络空间的话语表达分析主要集中于社

会化媒体&而针对网络问政平台上的研究仍旧非常缺乏&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是介绍性或者个案研究&

缺乏整体性的量化分析)第三&关于政府在互联网上如何回应公众需求的研究有了一定成果&然而网民

如何进行话语表达研究不足&因此关于公众与政府的互动机制仍旧不明确%本文希望通过大数据的分

析弥补这些不足%

二*研究设计!基于人民网相关信息的自动文本分析

0一1研究数据!人民网的#地方领导留言板$

为了分析网络空间中公众的话语表达以及其与政府回应的关系&本文以网络问政平台的海量一手

数据为分析素材%具体而言&本文数据来源于人民网的#地方领导留言板$%该平台作为全国性网络问

政平台&汇聚了海量网民通过网络渠道与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进行政治互动的一手资料&仅在
0"!$

年&

向省级一把手等发帖留言
120$3

个&向地市级一把手发帖
114%&

个&向县区级一把手发帖
$$"&3

个&本文

采集了该平台正式运行以来从
0""%

至
0"!$

年上半年网民与省级党政一把手互动的数据开展分析$

%

截至
0"!$

年底全国
2&\

的省*

3&\

的市*

$1\

的县开展网民留言办理工作&累计
1$

位省委书记省

长*

1""

多位地市级一把手&以及
!4""

多位县委书记先后对'地方领导留言板(网友留言做出公开回复%

图
&

!

网络问政平台公共诉求数量的年度分布

同时&留言办理工作的制度化也日益建立%

%之所以

选择该数据&是因为#地方政府留言板$具有相对独

立性*数据可得性*透明性等优势&

&这都使得地方政

府留言板可以作为我们观察官民互动的有效平台&

由于针对省级一把手发帖的覆盖率高*发帖量大&本

文将集中于关注面向省级一把手的留言平台%由图

!

可知&从
0""&

年以来&面向省级一把手的留言数量

增长迅速&在
0""%

年正式运行之后就突破一万&因

此本文之后的分析也将主要集中于
0""%

年到
0"!$

年上半年%

0二1研究方法!自动文本分析

基于超过
0!

万个海量文本资料&本文将采用自动文本分析*空间分析等来呈现*分析地方政府留言

板上公众与政府互动的概况%借助大数据方法下的自动文本分析&我们可以有效观察全国范围内网络

平台所呈现的政治互动%

首先&本文使用
Y

软件进行停词*分词&将非结构化的文本变为不同的词语向量&由此统计主要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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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士洪*叶笑云!'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逻辑分析222以宁波
Q̀

事件为例(&载'公共管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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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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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的词频及词汇的共显关系%词频分析显示&公众发帖时常出现的包括网络问政的主体&如书记*领导*

政府等&公众进行话语表达时体现出对政府的态度&如尊敬*反映*老百姓等以及诉求表达的议题领域&

如企业*房子*户口等%其次&本文采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的方法0

/-

5

E6M+/ED;E:6)+)

=

9E7.>D/

1对文本

进行分类%首先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提取
0"""

个文本&并且由两名研究生进行人工编码分类&在此基

础上使用
Y

软件进行分词&确立每一类别话语表达的词典库)然后使用该词典库对所有
0!

万文本进行

分类)为检验主题模型分析结果的效度&我们再从所有
0!

万文本中随机抽取
0"""

个文档作为测试集&

由研究生进行人工编码分类&并将其分类结果与机器学习分类结果做比较&并计算二者的一致性程度%

基于本文的分类方法&测试集机器学习分类结果与人工编码分类的结果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一致性系

数从
"#34

到
"#2&

&平均为
"#%3

&呈现出较高水平的一致性!

%考虑到文本呈现内容的复杂性&自动文

本分析采取混合成员模型0

C+NEDCE9[E6/.+

5

C>DE;

1&即同一个文本可能会表达多种话语主题&而每

一个话语主题分布在不同文本中%就分类结果而言&即表现为同一帖子可能被分入两个类别中%同时

部分帖子由于仅陈述问题&而不具备任何价值表达倾向0民主话语或者贤能话语1&因此不被分入任何一

个类别%因此&不同的类别相加比例可能不等于
!""\

&原因在于同一文本由于采取复杂的表述方式&

可能归入不同种类&同时个别文本不归入任何话语表达的种类%

经过中文分词并删除常用停词表*称呼*无意义与重复等词汇&最终形成每类话语表达的词典库%

在编码中&按照文本话语表达的政治价值取向分为贤能话语和民主话语两类!贤能话语的文本在话语运

用上经常具有浓厚的#父母官$情结&将领导回复视为对子民的关照&或者以较为卑微的姿态请求政府的

帮忙&如使用百忙之中*过问*做主*恳求*敬爱*添麻烦等词汇)民主话语的文本则会在表达诉求中以公

民的姿态陈述问题&一般而言会援引法律*法规的来维护公民权利&如使用规定*法规*合法权益*保障*

违法*违规等词汇%当然&部分文本仅简单陈述事实&并不具备任何话语表达倾向%针对公民诉求的身

份认同也可识别出三类!泛集体主义*内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泛集体主义指的是公民表达诉求关乎的

主要是整个社会或者所在城市的事务&主要使用如人民*群众*经济发展等词语)而个人主义则主要关切

的是个体的问题和诉求&使用诸如个体*本人*毕业等词汇)内集体主义则主要关切的是所在的地缘*工

作单位*小区等发生的事件&或者虽然主观上是为了个体利益&但是在表达中会用所在内集体的名义陈

述诉求&如小区*村民*教师队伍*业主等词汇%内集体主义的话语表达涉及公众对本群体的认同&因而

与关注全社会的泛集体主义有所区分"

%

0三1变量界定及分布

在针对所有帖子进行分类后&我们将非结构化的文本处理为结构化的数据库&以便于进一步分析%

表
!

对核心变量的赋值及分布进行了简要概述&除#文本长度$变量指的是帖子的总字数&其他变量均为

二分类的虚拟变量%其中&#帖子得到政府回复$视为政府回应&赋值为
!

&否则为
"

%类似地&其他变量

的
!

代表选择该选项&

"

则为未选择该项%

三*研究过程!身份认同和政治价值的角度

0一1网络空间的议题关注与诉求表达模式

根据上文提及的自动文本分析&我们对所有文本根据身份认同和政治价值取向进行了初步分类%

图
0

通过雷达图呈现了公民诉求在所有议题的分布%可以发现&农村农业*就业和贪污腐败三议题的公

共关注度最高)企业事务*市政建设*交通*教育四议题的关注度次之%关注医疗卫生*文化娱乐和其他

议题等三议题的发帖量较少%在观察到公众的议题关切后&本文将继续探讨公众在进行诉求表达时偏

好使用的话语表达方式&尤其是不同议题领域间话语表达方式的差异&这反映了公众在特定议题领域策

略性选择话语表达方式的基本模式%

3

$0!

3

!

"

@#B-

&

_#CE)

=

#

#

BE;E(7+MEYE/

5

>)/+ME)E//

!

b);+)EQ-[;+(AE9:)D/:)Da>ME6)9E)7YE/

5

>)/+ME)E//+)F-7.>6+7:6+:)P.+):

$

#

需要指出的是&分类并不简单基于每个词语&而是综合考察其出现频次以及词汇间的共显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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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核心变量的界定及分布

变量名称 赋值方法 均值0标准差1

政府回应
!#

回应)

"#

未回应
"#44

0

"#$3

1

身份认同

个人主义
!#

是)

"#

否
"#!4

0

"#4$

1

内集体主义
!#

是)

"#

否
"#1!

0

"#1"

1

泛集体主义
!#

是)

"#

否
"#$&

0

"#1"

1

政治价值取向

贤能话语
!#

运用贤能话语)

"#

否
"#!$

0

"#41

1

民主话语
!#

运用民主话语)

"#

否
"#4!

0

"#$&

1

混合话语
!#

同时运用民主话语和贤能话语)

"#

否
"#03

0

"#$$

1

无价值取向
!#

既无民主话语又无贤能话语)

"#

否
"#0%

0

"#$$

1

书记0省长1

!#

书记)

"#

省长
"#&3

0

"#$3

1

实名发帖
!#

是)

"#

否
"#41

0

"#$%

1

文本长度 文本字符数
04"

0

0&"

1

政策议题 略
!#

属于特定政策议题)

"#

否 略

通过图
4

雷达图我们可知&在各类公共诉求议题中&民主主义的话语表达均超过贤能主义的表达方

式&假设
0:

未得到证实%其中&贪污腐败*拆迁征地*城市建设*农业农村议题中使用贤能主义话语的比

例在所有议题中占据前列&而交通*文化娱乐*环境保护议题使用贤能主义的比例最低%在使用民主主

义话语的公众中&贪污腐败*企业*就业*医疗等四大议题占据比例最高&而教育*环保*三农等议题使用

比例最低%

图
$

!

网络问政平台公民诉求的议题关注分布 图
3

!

不同诉求议题的话语表达分布

图
J

!

不同诉求议题的身份认同方式

!!

通过图
$

可知&就公众诉求的身份认同而言&由

于持有个人主义的文本数量较少&因此从整体而言&

个人主义的表达方式显著少于泛集体主义
]

内集体

主义&假设
!

得到证实%在各个议题中&社会治安*

就业*教育议题在个人主义表达方面所占比例最高&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议题关乎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

与切身利益&而且利益关切最为个体化*多样化)而

城市建设*交通*环境保护问题由于涉及面较为广

泛&采取个人主义的话语方式比例最低%城市建设*

贪污腐败*交通议题由于涉及面广泛&利益相关群体

波及广泛&偏好使用泛集体主义的话语表达)就业*

教育*社会治安问题则最不偏好使用泛集体主义表

达方式%教育议题*城市建设议题最偏好使用内集体主义的表达方式&而交通*文化使用内集体主义的

比例最低%

3

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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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通过观察各议题的话语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得知虽然学术界经常论证威权主义文化对公众政

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影响&公众在话语表达中也不可避免地使用贤能价值观的政治话语&但是民主话语

表达仍然超过贤能主义的表达方式%此外&整体上公众更愿意选择内集体主义的表达方式&尤其反映在

教育*城市建设等议题上&公众希望以小区*村集体*工作单位等名义来引起政府关注&形成潜在集体行

动的压力&将利益诉求以内集体主义的方式进行表达&体现出公众在表达中的策略选择%

0二1公民的诉求表达偏好分析

公众在网络问政平台并不要求自报身份&然而部分公众为了向政府证实反映内容不虚&或者引起政

府注意&会自报身份&或者在文本中间接告知&甚至告知姓名*身份证号码与联系方式%这种行为反映了

公众对议题反映的迫切程度&也影响了公众的话语表达方式%

表
$

!

公众发帖自报身份与政治话语

类别
政治价值取向 身份认同取向

贤能话语 民主话语 泛集体主义 内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
总计

未自报身份
4$#4" 14#"2 $4#$1 $!#!! !"#%3 &$#&%

自报身份
1!#1" &$#!1 $&#%4 &1#$1 !1#20 41#40

根据表
0

可知&自报身份的文本占总体文本的
41#40\

&未自报身份的文本占比
&$#&%\

%然而&在

各类政治话语表达中&自报身份者的比例均高于未自报身份的比例&尤其是贤能主义*内集体主义*个人

主义&两者差别较大%是否自报身份与各种话语表达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简言之&自报身份者比未自报

身份者在倾向表达上更为明晰%

值得注意的是&自报身份者通常会在文本中明确说明其社会地位或职业身份&这为我们观察不同社

会群体经由网络问政平台反映的价值取向提供了重要机遇%为考察社会群体间价值观的差异&本文采

取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来展开分析&因变量是本文关注的政治话语表达取向&而自变量涉及社会群体归

属&以及用来控制时间和地域差异的年份和省份虚拟变量0各变量均为二分类的虚拟变量&

!

代表属于

各种类别&

"

则代表不属于此类别&以下同1&具体而言&表
4

中模型0

!

1

]

0

1

1分别解释了贤能话语*民主

话语*泛集体主义*内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五种政治话语表达的差异%

表
3

!

各类话语体系基于身份的解释模型!基于
W(

Q

9/

回归

自变量
贤能话语 民主话语 泛集体主义 内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0标准误1 0标准误1 0标准误1 0标准误1 0标准误1

年份0

0""%

1

0""2 "#"3

0

"#"$

1

"#"%

0

"#"$

1

]"#"$

0

"#"$

1

]"#"2

0

"#"1

1

%

"#!&

0

"#"3

1

%

0"!" "#00

0

"#"$

1

%%%

"#4!

0

"#"$

1

%%%

"#!&

0

"#"$

1

%%%

"#!$

0

"#"1

1

%%

"#$1

0

"#"&

1

%%%

0"!!

"#0"

0

"#"$

1

%%%

"#44

0

"#"$

1

%%%

"#!0

0

"#"$

1

%%

"#4!

0

"#"1

1

%%%

"#44

0

"#"&

1

%%%

0"!0 "#01

0

"#"$

1

%%%

"#$"

0

"#"$

1

%%%

"#"3

0

"#"$

1

"#$0

0

"#"1

1

%%%

"#$%

0

"#"&

1

%%%

0"!4

"#0&

0

"#"$

1

%%%

"#$0

0

"#"$

1

%%%

"#"0

0

"#"$

1

"#42

0

"#"1

1

%%%

"#$4

0

"#"&

1

%%%

0"!$ "#!%

0

"#"$

1

%%%

"#4%

0

"#"$

1

%%%

]"#"2

0

"#"$

1

%

"#4%

0

"#"1

1

%%%

"#$4

0

"#"&

1

%%%

身份0其他1

!

农民
"#02

0

"#"0

1

%%%

]"#"&

0

"#"0

1

%%

"#4%

0

"#"0

1

%%%

!#1"

0

"#"0

1

%%%

]"#!0

0

"#"0

1

%%%

!

外地人
"#!&

0

"#"4

1

%%%

"#!!

0

"#"4

1

%%%

"#0$

0

"#"4

1

%%%

]"#4!

0

"#"4

1

%%%

"#4%

0

"#"4

1

%%%

!

专业人员
"#!!

0

"#"0

1

%%%

"#"2

0

"#"4

1

%%%

"#0$

0

"#"4

1

%%%

!#2$

0

"#"$

1

%%%

"#02

0

"#"4

1

%%%

!

企业家
"#!4

0

"#"4

1

%%%

"#32

0

"#"$

1

%%%

"#%&

0

"#"$

1

%%%

]"#!4

0

"#"$

1

%%

"#$$

0

"#"$

1

%%%

!

干部
"#1%

0

"#"0

1

%%%

"#&$

0

"#"0

1

%%%

"#40

0

"#"0

1

%%%

"#43

0

"#"0

1

%%%

"#%$

0

"#"0

1

%%%

!

工人
"#!&

0

"#"0

1

%%%

"#2&

0

"#"4

1

%%%

"#$%

0

"#"0

1

%%%

"#1%

0

"#"0

1

%%%

"#!1

0

"#"4

1

%%%

!

本地居民
"#$"

0

"#"0

1

%%%

"#$4

0

"#"0

1

%%%

"#$&

0

"#"0

1

%%%

4#22

0

"#"&

1

%%%

]"#"2

0

"#"4

1

%%%

!

大学生
"#"%

0

"#"4

1

%%%

"#!$

0

"#"4

1

%%%

"#0!

0

"#"0

1

%%%

4#03

0

"#"&

1

%%%

!#"2

0

"#"4

1

%%%

常数项
]"#41

0

"#"1

1

%%%

]"#!$

0

"#"1

1

%%

"#%"

0

"#"4

1

%%%

]"#33

0

"#"&

1

%%%

]0#$2

0

"#"3

1

%%%

3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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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J>

=

;+*E;+.>>D ]1"%1&#%%0 ]$&%22#1% ]1"$&1#$"& ]4&1"1#4&3 ]4!!$"#%1

Q/E-D>Y0 "#"!21 "#"4&% "#"013 "#0$"3 "#"114

) 3$2"0 3$2"0 3$2"0 3$2"0 3$2"0

!!

注!0

!

1表格中分类自变量的参照类呈现在括弧内)0

0

1

%%%代表
"#""!

的显著水平&

%%代表
"#"!

的显著水平&

%代表
"#"1

的显著水平%

根据表
4

&在识别出社会身份的公众中&在贤能话语*泛集体主义两类中回归系数均为正且统计显

著&标示出各类身份性质均偏好贤能主义*泛集体主义%而农民则不偏好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农民*本地

居民更不偏好使用个人主义话语体系%本地居民*大学生*专业人员非常愿意使用内集体主义的话语表

达方式&而外地人由于缺乏内集体则不愿意使用内集体主义%考察网络政治话语表达的时间趋势&

0"!0

年以来网民通过民主话语*内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表达诉求的比例渐高&而泛集体主义话语运用渐少%

总之&通过分析我们可知&具有贤能主义的公众更愿意自报身份&而且公众愿意使用内集体的身份

自报&使用内集体主义的话语表达方式%在所有自报身份的公众中&各类身份更愿意使用贤能主义话语

表达&而内集体认同较强的本地居民*大学生更愿意使用内集体主义话语&外地人由于缺乏内集体不愿

意使用内集体主义%这都显示出公众在进行诉求表达时候的策略选择%

0三1网络空间的政府回应

本部分将集中分析各类政治话语表达方式对政府回应行为的影响&即网民策略性地采取集体话语

以及不同的政治价值话语能否得到回应%需要指出的是&在政治价值的维度&部分公众同时使用民主话

语与贤能话语&反映出公众的特定价值取向或者策略选择以获得政府回应%本文将同时具有民主话语*

贤能话语表达倾向的话语模式称为混合话语%下文分析&民主话语*贤能话语指的是仅具有该倾向&两

者兼有的则被称为混合话语%数据表明&混合话语占比
0&#1\

&民主话语*贤能话语占比分别为
4"#

1\

*

!4#2\

&其余为无价值表达倾向的文本%

为考察政治话语表达对政府回应的影响&本文采取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来展开分析&因变量是政府是

否公开回应网民诉求&而自变量是网民表达诉求的政治话语运用&同时&我们也纳入网络诉求的议题归

属*是否实名发帖*发帖给书记或省长&以及用来控制时间和地域差异的年份和省份虚拟变量作为控制

变量!

%具体地&表
$

中模型0

!

1在控制时间和地域差异后考察贤能话语*民主话语以及二者兼有的混

合话语对政府回应的影响)类似地&模型0

0

1在控制时间和地域差异后考察泛集体主义*内集体主义和个

人主义等身份认同取向对政府回应的影响)模型0

4

1是全模型&加入了议题类型*是否实名*诉求对象等

因素&在控制所有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同时分析政治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取向对政府回应的影响)模型

0

4:

1和模型0

4[

1分别诉求对象为省委书记和省长两种渠道下政府回应受上述因素影响的状况%

表
J

!

政府回应的解释模型!基于
W(

Q

9/

回归

自变量
模型0

!

1 模型0

0

1 模型0

4

1 模型0

4:

1 模型0

4[

1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0标准误1 0标准误1 0标准误1 0标准误1 0标准误1

贤能话语
"#40

0

"#"0

1

%%%

"#!4

0

"#"0

1

%%%

"#!&

0

"#"4

1

%%%

"#"%

0

"#"$

1

%

民主话语
"#0$

0

"#"0

1

%%%

"#"3

0

"#"0

1

%%

"#"&

0

"#"4

1

%

"#"1

0

"#"4

1

混合话语
"#4!

0

"#"0

1

%%%

"#"0

0

"#"0

1

"#"1

0

"#"4

1

]"#"0

0

"#"$

1

泛集体主义
"#"!

0

"#"!

1

]"#!4

0

"#"0

1

%%%

]"#!0

0

"#"0

1

%%%

]"#!$

0

"#"4

1

%%%

内集体主义
"#0&

0

"#"!

1

%%%

"#43

0

"#"0

1

%%%

"#42

0

"#"0

1

%%%

"#44

0

"#"4

1

%%%

个人主义
]"#"3

0

"#"0

1

%%%

]"#0"

0

"#"0

1

%%%

]"#04

0

"#"4

1

%%%

]"#!&

0

"#"$

1

%%%

议题0其他1

!!

拆迁征地
]"#!$

0

"#"0

1

%%%

]"#!1

0

"#"4

1

%%%

]"#!$

0

"#"4

1

%%%

!!

城市建设
"#&"

0

"#"0

1

%%%

"#&4

0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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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

的显著水平&

%%代表
"#"!

的显著水平&

%代表
"#"1

的显著水平%

模型0

!

1结果显示政府回应公民诉求存在着时间与空间差异&具有贤能主义*民主主义*混合话语表

达的公众均容易得到政府的回应%模型0

0

1则显示具有个人主义话语表达的公众更不容易得到政府回

应&内集体主义的话语则更容易得到政府回应%模型0

4

1将各种话语表达方式加入解释框架&结果显示

泛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话语表达均不容易得到政府回应%而在议题方面&拆迁征地*环境保护*教育*就

业等问题不易得到政府回应&文本长度越长越容易得到回复&实名发帖更容易得到政府回应%模型
4

还

显示公众发表诉求的对象会影响政府的回应行为&书记比省长更愿意回应公众意见%基于此&模型
4:

*

4[

分别以书记*省长为诉求对象&考察身份认同*政治价值取向两个维度下话语表达与政府回应之间的

关系%模型
4:

与模型
4

结果类似&模型
4[

也仅在民主话语对回应行为的影响上略有差异&显示出贤能

话语的文本更容易得到省长的回应&而民主话语*混合话语则对此无显著影响%模型
4:

*

4[

与模型
4

的

对比显示出模型整体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假设
0[

*假设
4

均得到证实%

模型显示出贤能话语的文本在各种情况下均更容易得到诉求对象的回应&而民主话语在不区分诉

求对象以及诉求对象为书记的情况下更容易得到诉求对象的回应&混合话语在加入更多变量下对公众

是否得到回应无显著影响&即如果网民采取混合话语的策略不会奏效%而且&民主话语对政府回应行为

的影响力度&随着模型
!

到模型
4

加入更多的因素&影响力度不断降低&在诉求对象为省长时影响不再

显著%因此&就公众的政治价值取向而言&选择贤能主义的话语表达方式显然更有助于得到政府回应%

此外&模型显示出政府更不愿意回应泛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话语&而更愿意回应内集体主义的话语%

模型
0

到模型
4

的比较也显示出内集体主义的话语得到政府回应的可能性逐步增大&而泛集体主义"个

人主义得到回应的可能性则减少%此外&议题类型*文本长度*诉求对象均影响了政府的回应行为%

总之&模型结果显示尽管公众从整体上更偏好使用民主话语&而政府则更愿意回应贤能话语&侧面

反映出政府在特定行为模式及内在理念上仍旧滞后于公众的现实需求%而政府更愿意回应关系采取集

体主义的诉求&则表现公众的策略性行为奏效%此外&实名发帖*选择向书记发帖*采取更长的文本都是

公众可选的策略行为%

四*结
!

论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成为公众发表政治意见*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平台&政府也日益倚重网

络在反映民意上的作用%公众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得到政府的回应&政府也会根据特定规则进行选择性

回应%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充分反映了转型期中国公众的策略性行为与政府的选择性回应行为%本文基

3

%0!

3



李
!

锋 等!策略性政治互动!网民政治话语运用与政府回应模式 !封
3

!

于对原生网民发帖和政府回应资料进行文本和统计分析同时考察了网络政治互动的两个维度!公民诉

求表达和政府回应性&尤其是从网络政治话语运用角度分析了网民诉求表达的模式以及其对政府回应

的影响%

就诉求表达而言&公民是利益诉求的发起者%公民难以选择诉求表达的区域&更无法改变诉求的议

题内容&但公民诉求的话语运用就成为其进行政治互动的可选策略%网络空间中我国公民整体上更偏

好使用民主话语*内集体主义的表达方式%具有内集体主义*贤能话语表达的公众更倾向于自报身份&

尤其是大学生*专业人员*本地人更愿意策略性地使用内集体身份进行话语表达%

就政府回应而言&政府会选择性地回应公众诉求的议题&如经济类议题容易得到回应%就政治价值

取向而言&政府更倾向于回应贤能话语而不是民主话语&对于不具有话语表达倾向的文本则最不愿回

应%就身份认同而言&政府更倾向于回应公民以内集体认同进行的利益诉求&而不愿意回应社会整体议

题的泛集体主义和单纯反映个体诉求的个人主义话语%

借助互联网作为替代性机制&网络问政不仅为公民与政府直接开展政治互动提供了渠道&更为我们

提供了观察公民策略性表达和政府选择性回应的良好机会%通过观察网民诉求表达中政治话语运用的

模式&可以更直观获悉公众的价值观全景&把握网民的政治价值观%考察政治话语运用对政府回应的影

响&在理论上超越政府回应性的既有研究过去强调外部社会压力*内部制度异质性*经济现代化等因素

的重要影响&突出了政治价值观借助于政治话语运用而影响政府行为的新机制%简言之&即便在缺乏更

多议程设置机会和参与渠道的情况下&公民也可能在官方给定渠道策略性地运用特定政治话语来获得

政府回应&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回应公众的行为动机&并促使我们了解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政

府回应性和责任性政府何以实现的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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