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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舆论监督与社会民主以渐进的方式在持续地发展。
尽管仍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成绩却是有日共睹的。
新闻界普遍认为：都市报的出现，使各种事故变得无法隐瞒；网络的出现，则使各种贪污腐败现象和
腐败者“大白”于天下，难以长期蒙混下去。
　　作为一种新媒介，互联网在中国的出现不过十多年的时间，但是它的发展、扩散、普及的速度却
是惊人的。
根据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现有网民数量已达到3.38亿人，是世界上上网
人数最多的国家。
　　网络的兴起，把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展现在了网上。
网络正以其新技术手段建构的便捷而广阔的平台，无比强大的辐射力，无所不包的巨大容量，进入人
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社会，改变着人们的习惯与行为方式，也改变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人类历
史进程。
　　互联网是个“虚拟社会”，也是个自由的空间。
由于多数网站没有实行实名制登录，匿名活动让网民在网上享受了一把为所欲为的自由与快乐：想说
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批评谁就批评谁，想骂谁就骂谁，想“人肉”谁就“人肉”谁
——其汪洋恣肆几乎达到了无视政府、无视法规、无视社会伦理的绝对自由的程度，达到了把人的“
原欲”随意释放的程度，因此对网络言论进行适度管理和引导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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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网络民意在“引爆”社会问题，揭示社会现象，尤其是在推动公共事务、公共决策方面，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显示出强大的社会干预能力。
本书把研究重心放在网络民意和公共决策的关系认知硬揭示其背后的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实质上。
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一是从理论上梳理网络民意和公共决策的关系，透视其背后的权利和权力意
蕴及其复杂纠葛，提出网络民意和公共决策关系的“应然”状态；二是从现实出发，对两者间矛盾的
“实然”情形进行分析，并提出对各问题的反向思考和建议，在建构自身和谐、寻求平衡之道、接受
“他者之鉴”的前提下，倡导民主协商、对话融合的新型“网络民意——公共决策”关系和“权利—
—权力”关系并尝试建立新的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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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摘》观点摘编或被人大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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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第三章 权利与权力的对接——网络民意与公共决策的相互作用   第一节 理论视野中的网络民意与
公共决策的关系   第二节 现实视野里的网络民意和公共决策关系   第三节 当代中国网络语境下民意权
利与决策权力融合的意义第四章 以权力审视权利——网络民意影响公共决策的问题及其辨正   第一节 
审视表达主体——决策民主对“网民”结构的疑问   第二节 审视形式效能——决策科学与网络权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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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权力边界——网络民意权利和公共决策权力的利益性冲突   第三节 审视权力技术——网络民意自主
发展对决策权力的挑战   第四节 案例分析：被“跨省缉捕”的网络维权第六章 寻求权利与权力间的平
衡——网络民意与公共决策的和谐之道   第一节 建构自身和谐：求取双方和谐平衡的前提   第二节 寻
求双方平衡：建立平衡机制的几点思考   第三节 接受“他者之鉴”：国外处理网络民意和公共决策关
系的启示   第四节 案例分析：网络语境下危机传播扩散加速趋势及对公共决策的影响——以新浪网阜
阳“劣质奶粉”和三鹿“问题奶粉”的专题报道比较为例结语：民主不是“左右”，民意意在协商后
记参考文献中文类英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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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权力作为政治研究的核心概念和人类社会生活最重要的现象，学界对其关注一直就很密集。
但不同学科对权力的理解却不尽相同。
社会学的“权力”概念几乎泛化到人所有的行为中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
吉登斯就说过：“在社会科学中，没有比权力更基本的概念了。
”②罗素、马克斯·韦伯、帕森斯、曼、丹尼斯·朗、福柯等都对权力作过精辟的论述。
在社会学那里，权力成为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之中，行使着非强制性的、浸润性的但又极具影响
的控制力③。
但是，法学、政治学等领域对“权力”的理解与社会学存在着差异。
在传统的政治学研究中，权力更多地被视为“使他人服从的制度化能力”，具有法定的优势。
美国著名的《布菜克法律辞典》曾提出三种关于权力的法学定义：（1）权力是做某事的权利、职权
、能力或权能，权力是授权人自己合法作某行为的职权。
（2）权力是在法律关系中一方以一定作为或不作为改变这种关系的能力。
（3）狭义的权力指为了自己利益或他人利益处理动产、不动产或赋予某人处理他人利益的自由或职
权④。
我国学者提出的一个具有法律意味和法学意识的权力定义是：“权力是合法确认和改变人际关系或处
理他人财产或人身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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