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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 在信息化时代, 网络日益成为公民民主参与的虚拟社区, 它在传播公共知

识和激发公民参与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借助网络的参与机制中, 网络中的话

语民主直接影响到公民民主参与的意识、程度和效果。通过南京市若干城乡社区的实证

调查, 在实证层面就网络中的话语民主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之影响进行解析, 可见

网络中的话语民主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现状具有显著的影响, 公民知情权和话语

民主的实现程度是其参与社区社会政策是否积极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网络空间话语主

体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的孱弱、网络话语中存在有等级的 �能量场  等特点, 话语民

主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与条件在网络空间难以实现; 但我们可以充分汲取网络话语民主中

有益的民主精华, 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话语民主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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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回眸、研究缘起与研究概况

话语理论作为交往行为理论向话语政治学过渡的中介, 在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中占有重要地

位; 它是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复兴过程中, 继罗尔斯 #正义论 ∃ 之后道德普遍主义的又一次强

力张扬。哈贝马斯认为, 民主不是一套现成的制度, 它不过是一个制度化的相互协商和对话的交

往实践, �公民自我立法的观念不应该被归结为单个个人的道德自我立法。对自主性必须作更普

遍的和更中立的理解。为此我引入了一条商谈原则, 这条原则对于道德和立法起初是一视同仁

的。商谈原则首先应该借助于法律形式的建制化而获得民主原则的内容, 而民主原则进一步赋予

立法过程以形成合法性的力量。关键的想法是: 民主原则是商谈和法律形式相互交叠的结果  !。
在这种新型的对话式民主范式中, 强调公民的自由平等的对话、沟通和主体性交往。话语民主范

式使人民主权摆脱意志主义解释模式的影响, 获得理性的内涵, �一方面, 公民在私人自主受到

平等保护的基础上充分独立, 这样他才能恰当地利用其公共自主; 另一方面, 公民只有在恰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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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其政治自主时, 才能有效地控制其私人自主, 并相互达成一致  !。为了使民主真正成为法

律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话语民主必须把保护个人自由权利作为自己的前提, 因为集体意志

的合理性归根到底依赖于每一个参与政治的公民的交往能力。

后现代公共行政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在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领域早已为学者们所熟知, 然

而对于未曾经历过现代性之洗礼的中国而言, 充分实现后现代公共行政语境中的话语民主仍然任

重而道远。查尔斯∀ J�福克斯和休 ∀ T�米勒认为, 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治理模式, 传统的治理

已经死亡。在公共行政领域, 传统理论的两种替代模式正竞相取代之, 即宪政主义或新制度主

义、社群主义或公民主义。而在后现代状况下, 宪政主义、制度主义等模式也被不同程度地解构

了。 �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宪政主义 /新制度主义的选择。我们认为, 尽管社群主义强化了其理想

的力量, 但公民主义是一个不可能的解决方案。我们对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探索对公共行政

/公共政策提出了更多的疑问, 但对其发生作用的环境的质疑尤其重要, 坦白地说, 这一质疑使

得建构另一种替代模式成为了令人畏惧的任务。 %福克斯和米勒在对传统的治理模式及其替代

模式进行批判之后, 基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某些视角, 提出后现代公共行政语境中的话语理论。

话语民主的宗旨就是要实现直接民主所隐含的原则, 犹如美国著名民主理论家简∀曼斯布里奇所

构建的 �一致性民主  和巴伯所言的 �强势民主  , 要求人们更多地选择直接的民主参与途径,

使公民关注社会共同事务, 通过彼此的对话和协商, 对政策过程产生影响。

正如托夫勒所言, 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可以运用今天高度发达的电脑、卫星、电话、电缆、

民意调查技术和其他工具, 以及电脑国际网络和其他通讯系统, 在历史上首次开始参与和自身有

关的政治决策&。而互联网则为实现话语民主提供了平台。例如南京市政府自 2002年初开始,

就在门户网站设立了市长信箱和市民意见征集处。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市长信箱, 反映问题, 建言

献策。同时, 市长信箱与各委办局和区县的信箱之间, 也实现了网上公文批复和流转。要求对市

民的意见必须在 5个工作日内给予回复, 到目前为止, 已公开回复了数万封市民来信, 回复率超

过 80%。一些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建议, 如关于城市景观设计、路灯改造、交通管理中的拖车问

题, 以及组建公安骑警等, 都已得到比较好的落实。这种穿越行政层级的现代通讯方式, 以快

捷、便利、无障碍的优势, 加强了政府与市民的沟通和联系, 促进了网络话语民主的成长。

佩特曼认为, 真正的民主应当是所有公民的直接的充分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 从政策议

程的设定到政策的执行, 都应该有公民的参与∋。作为从左翼理论发展起来的一种与自由主义民

主相对立的民主理论, 即参与式民主借助复兴古典共和主义中的参与概念, 提倡一种全面参与

的、积极的公共生活, 试图建构一种参与性的社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 威尔 ∀金里卡等

学者的新共和主义理论、麦克弗森的 �后自由主义民主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赫斯特的
�结社民主 理论以及博曼等学者的协商民主理论, 都极力倡导参与式民主, 使当代参与式民主

理论与实践呈现出一派多姿多彩的新景象。而社区 �参与式民主  最为直接而具体的表征就是

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各类社会政策, 比如社区教育政策、社区卫生服务政策、社区就业政策以及社

区医疗政策, 等等。社区中的参与式民主强调社区居民直接参与社区社会政策过程中的讨论、协

商, 以弥补选举式间接民主的缺陷。间接民主重视的是社区社会政策制定者如何民主地产生, 而

忽略了社区社会政策本身如何民主地运行; 社区参与式民主更为关注的则是以共同讨论与协商的

政策过程来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社区各类社会政策。社区各类公共事务不可能由所有社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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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同决定, 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人来参与社区社会政策过程表面上是较为合理的。然而, 只有

选举政治的民主是不够的, 在选举之后就排斥居民直接参与社区社会政策并非民主的真实目标,

真实的民主图景需要社区居民对整个社会政策过程的直接参与。

�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我们的政治生活的限制因素不断受到计算机通讯技术的限制。不管

是个体还是集体, 顾客还是公民, 我们的生活正日益以计算机为媒介。当我们欣然甚至疯狂地信

赖这些技术时, 我们对它们对政治或政策的影响却知之甚少。 !从理论层面而言, 网络中的话

语民主极大地缩短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时空距离, 使得政府通过网络这个载体与公民之间的沟通

更为频繁、便捷, 推动了政府与公民在社会政策过程中的直接对话和信息的双向互动。本哈比认

为, 协商式的话语民主具有以下特征: 协商的参与是基于平等和对称性原则, 所有人都有发起话

题、质疑、询问和辩论的同等机会; 所有人都有权质疑协商的主题; 所有人都有权对对话程序的

规则及其应用或执行方式提出反思性论证。对对话的议程或参与者的身份没有明显的限制标准,

只要被排斥的个人或群体能正当地表明他们将受到正在讨论的规范的影响 %。通过网络中的话语

机制的建立, 政府可以更广泛地了解公民的意见, 增强公民对社会政策过程的影响力; 有助于集

思广益, 改善决策者的有限理性, 实现社会政策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政府服务的优质化和高

效化。然而现实生活中网络话语民主一定能够成为真实的民主图景吗? 网络话语民主的理论与实

践与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愿以及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实际情况之间, 是否也存在着一

定的影响关系呢?

在 2006年 5月于南京市所做的 �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  调查的基础上, 2008年 5月笔者又

在南京市进行了 �信任与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行为意向  调查, 这两次调查之间具有很强

的延续性。而两次调查中均涉及到了对网络话语民主成长现状的调查&。本文的数据资料则来源

于 2008年的 �信任与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行为意向  调查。本次调查的抽样方法采用多阶

段抽样法: 第一阶段按分层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区 (县 ); 第二阶段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所

抽取的各区 (县 ) 中抽取 2个街道 (镇 ) ; 第三阶段按系统 (等距 ) 抽样法抽取居 /村委会; 第

四阶段从各居 /村委会中按间隔随机抽样的原则抽取家庭户; 最后, 在从居 /村委会中抽取家庭户

的样本后, 再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成年人, 即抽取每户家庭中生日距 8月 1号最近的

那个人作为调查对象, 以构成调查对象最终的样本。考虑到 2006年的调查问卷样本量偏小 (仅

发放问卷 550份 ) , 本次调查增加了样本量, 共发放问卷 1000份, 最后共回收问卷 776份, 回收

率达 77�6% ; 在对原始问卷进行逻辑检查和幅度检查后, 去掉废问卷 68份, 还有 708份, 因此

最后的有效回收率达 70�8%。
如托马斯∀克莱顿所言, �在政策制定之后, 管理者才与公众进行讨论并不构成真正的公民

参与, 公众只是被告知情况而不是参与了决策制定过程。仅仅让公众知晓一项决策可能是完全适

当的, 但是如果把它伪装成一种公民参与的形式来表明其影响力, 那就是不恰当的  ∋。社区社

会政策也是由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而构成的政策网络。罗茨 ( R�A�Rhods) 认为, 政策网络因

集成程度不同而不同, 集成程度即网络成员资格的稳定性, 成员的约束性, 以及与其他网络、公

众和他们所控制资源的隔离程度)。而网络中的话语民主对于社区社会政策网络之影响值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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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思。根据以上的相关论述与研究问题, 本研究将深入探讨网络中的话语民主对公民参与社区

社会政策的意愿以及公民的社区参与精神的影响关系, 并进而以此为基础, 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

究, 针对如何对网络空间公共对话进行有效的规范, 如何促进网络中的话语民主与公民参与社区

社会政策的意识成长与培育的漫长路径进行反思。

二、网络话语民主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愿之影响的初步分析

如史蒂文∀拉克斯所言: �一个政府如果拒绝人民对表达工具的接近权 ( ( ( 普遍地不论在社

区、在工作场所还是在社会 ( ( ( 就拒绝了要发挥民主作用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因特网不应被电子

商务所主宰。在民主化社会, 不管实际上有多么困难, 因特网必须坚持强化参与性的志向。 !

下文首先对网络中的话语民主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愿之影响进行初步分析。在公民对目

前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的作用的评价与公民对 �每个人都应积极

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社会政策, 为社区尽一份力  的认同度的交互分析中, X
2
检验说明,

公民对近年来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的评价不同, 则公民对于这种说

法的认同度也有所不同 ( X
2
= 198�963, df= 4, P < 0�01)。

从交互分析中可以看出, 对于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 �没听说

过  或认为其对实现政府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互动 �没什么作用  的公民,

对 �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社会政策, 为社区尽一份力  这种说法表示 �比

较同意  或 �非常同意 的比例相对也较低。而认为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
局部网站对实现政府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互动 �作用较大  或 �作用很大  

的公民中, 对这种说法表示 �比较同意  或 �非常同意  的比例则相高达 87�4%, 而仅有三位

公民对这种说法表示 �很不同意 或 �不太同意 。

而在公民认为通过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能否实现公民与

政府官员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治理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愿之影响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中, F检验说明, 公民认为通过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对实现

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治理方面的作用不同, 则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愿均

值有显著的差异 ( F= 161�006, df= 2, P = 0�001)。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愿的均值, 就

是公民对于 �社区公共事物和社区社会政策是居 (村 ) 委会干部的事, 我无需关心  、 �对于社

区公共事务和社区社会政策还是少管为好, 最好的态度是 ∗各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

霜 +  以及 �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社会政策, 为社区尽一份力 、 �为了有效

监督社区社会政策的执行, 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这些说法的看法的平均得分。

�没听说过 或认为通过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不能实现
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治理的公民, 其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愿均值是 2�37分。
认为通过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有可能实现公民与政府官员之

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治理的公民, 其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均值则接近 3分。而认为通过南京市政

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有较大可能或者完全有可能实现公民与政府之间

的平等对话与合作治理的居民, 其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愿均值则接近 3�5分。
从以上的交互分析和方差分析中可以看出, 公民对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

局部网站以及公民对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的评价越高, 则公

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愿和意识也不断增加, 即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与参

与精神也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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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话语民主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愿之影响

的 Log istic回归分析

� � �电子政务迫使很多公共部门的官员不得不通过互联网来对自己的工作表现进行日常而详

细的信息汇报。这也理所应当地加强了政务的透明度和负责度。电子参与和电子政务因此不仅改

善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同时也通过吸引公民参与和监督政策失误而加强

了政务透明度。 !在以上对网络话语民主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识之影响进行交互分析

与方差分析之后, 接着进一步通过 Mu lt inom ia lLog ist ic回归对网络话语民主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

政策的意识之影响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首先, 以公民对目前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的作用的评价为自变

量, 以公民对于这种说法的看法为因变量进行 Multinom ial Log istic回归。这里将公民对目前南京

市政府建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的作用的评价转化为虚拟变量, 即将公民回答

�作用较大或作用很大 作为参照变量。而因变量公民对于 �为了有效监督社区社会政策的执

行, 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这种说法的看法, 则将公民回答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

意  的作为参照变量, M u ltinom ia lLog ist ic回归的分析结果如表 1 (下页 )。

在以上的 Multinom ial Log istic回归模型中, 统计结果显示, 公民没听说过目前南京市政府建

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 或者认为目前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

部网站对实现政府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互动没什么作用, 则选择 �很不同意

或不太同意  而非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为了有效监督社区社会政策的执行, 我必须在平时

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这种说法的比率, 是认为目前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

局部网站对实现政府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互动作用较大或作用很大的公民的

27�565倍 ( e3�317= 27�565, P< 0�001)。其次, 公民认为目前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政府门户网站

和各区县局部网站, 对实现政府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互动作用一般, 则选择

�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  而非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这种说法的比率是认为目前南京市政府建

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对实现政府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互动作用

较大或作用很大的公民的 3�321倍 ( e1�2= 3�321, P< 0�01)。
接着, 公民没听说过目前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 或者认为目前

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对实现政府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交流和

合作互动没什么作用, 则选择 �无所谓 而非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为了有效监督社区社会

政策的执行, 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这种说法的比率, 是认为目前南京市政府建

立了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对实现政府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互动作用

较大或作用很大的居民的 7�667倍 ( e2�037= 7�667, P< 0�001)。最后, 公民认为目前南京市政

府建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对实现政府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互动

作用一般, 则选择 �无所谓  而非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这种说法的比率, 是认为目前南京

市政府建立了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对实现政府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

互动作用较大或作用很大的公民的 3�264倍 ( e1�183= 3�264, P< 0�001)。
以上的分析表明, 公民对目前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的作用的评

价越高, 公民对于 �为了有效监督社区社会政策的执行, 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这种说法的认同度也越高。这表明公民对于目前南京市政府建立了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

站的作用评价越高, 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愿也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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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民对南京市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的作用的评价对公民对于 �为了有效监督

社区社会政策的执行, 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的看法之影响的

Multinom ia l Log istic回归模型

Param e ter Estima tes

为了有效监督社

区社会政策的执

行, 我必须在平

时多参与社区公

共事务

目前南京市政府建立了政

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

网站, 促进政务信息共

享, 您认为这项举措对实

现政府官员与老百姓之间

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互动

有作用吗? B Std� E rror W a ld df S ig� Exp ( B)

很不同意或不太

同意

Intercept - 2�596 0� 299 75�290 1 0�000

没听说过或没什么作用 3� 317 0� 341 94�355 1 0�000 27� 565

作用一般 1� 200 0� 373 10�331 1 0�001 3� 321

作用较大或作用很大 0 ( b) � � 0 � �

无所谓

Intercept - 1�344 0� 173 60�146 1 0�000

没听说过或没什么作用 2� 037 0� 239 72�415 1 0�000 7� 667

作用一般 1� 183 0� 227 27�147 1 0�000 3� 264

作用较大或作用很大 0 ( b) � � 0 � �

- 2 Log like lihood= 31� 733, M odel Ch i- square= 190�862, df= 4, S ig� = 0� 000

Cox & Sne ll R Square= 0�237, N age lkerke R Squa re= 0�27, M cFadden= 0�128

a� The re ference ca tego ry is: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b� Th is param ete r is set to zero because it is redundant�

� � 网络话语民主营造了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安德森指出, 在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中, �公民对于

作为整体的政治系统、输入系统、输出系统, 以及有意义的公民政治参与等, 都具有相对较高的

政治意识和文化, 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他们也知道个人和群体是如何影响决策过程的  !。

而在网络话语民主中, 公民对于社区社会政策也存在着一定的参与冷漠性。接着再通过 Mu lt ino�
m ia lLog istic回归对公民对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能否实现公民

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治理的评价对公民对于 �社区公共事物和社区社会政策是居

(村 ) 委会干部的事, 我无需关心 这种说法的看法进行分析。这里将公民对南京市政府的 �市

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能否实现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治理的评

价转化为虚拟变量, 即将公民回答 �有较大可能或完全有可能 作为参照变量。而因变量公民

对于 �社区公共事物和社区社会政策是居 (村 ) 委会干部的事, 我无需关心 这种说法的看法,

则将公民回答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的作为参照变量, 分析结果如表 2 (下页 )。

在表 2的 Multinom ial Log istic回归模型中, 统计结果显示, 公民没听说过南京市政府的 �市

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 或者认为通过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

箱  等上网工程不可能实现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治理, 则选择 �很不同意或

不太同意 而非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社区公共事物和社区社会政策是居 (村 ) 委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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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 我无需关心 这种说法的比率, 是认为通过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有较大可能或完全有可能实现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治理的公民的

0�11倍 ( e- 2�21= 0�11, P< 0�001)。其次, 公民认为通过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

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有可能实现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治理, 则选择 �很不同
意或不太同意 而非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这种说法的比率, 是认为通过南京市政府的 �市

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有较大可能或完全有可能实现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平等

对话与合作治理的公民的 0�38倍 ( e- 0�967= 0�38, P< 0�01)。

表 2� 公民对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的作用的评价对公民对于

� � �社区公共事物和社区社会政策是居 (村 ) 委会干部的事, 我无需关心 的看法之影响的
Multinom ia l Log istic回归模型

Param e ter Estima tes

社区公共事物和

社区社会政策是

居 (村 ) 委会干

部的事, 我无需

关心

您认为通过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

箱 等上网工程, 有可能

实现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

的平等对话与合作治理

吗?
B Std� E rror W a ld df S ig� Exp ( B)

很不同意或不太

同意

Intercept 1� 927 0� 223 74�562 1 0�000

没听说过或没有可能 - 2�210 0� 256 74�791 1 0�000 0� 110

有可能 - 0�967 0� 297 10�606 1 0�001 0� 380

有较大可能或完全有可能 0 ( b) � � 0 � �

无所谓

Intercept 0� 083 0� 289 0� 083 1 0�773

没听说过或没有可能 - 1�405 0� 339 17�147 1 0�000 0� 245

有可能 0� 340 0� 360 0� 895 1 0�344 1� 406

有较大可能或完全有可能 0 ( b) � � 0 � �

- 2 Log like lihood= 31� 772, M odel Ch i- square= 127�4, df= 4, S ig� = 0�000

Cox & Sne ll R Square= 0�168, N age lkerke R Squa re= 0�194, M cFadden= 0�092

a� The re ference ca tego ry is: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b� Th is param ete r is set to zero because it is redundant�

� � 再次, 公民没听说过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 或者认为通

过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不可能实现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平

等对话与合作治理; 则选择 �无所谓  而非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社区公共事物和社区社会
政策是居 (村 ) 委会干部的事, 我无需关心  这种说法的比率是认为通过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

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有较大可能或完全有可能实现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平等对

话与合作治理的公民的 0�245倍 ( e- 1�405= 0�245, P< 0�001)。
以上的分析表明, 公民对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的评价越

低, 则对于 �社区公共事物和社区社会政策是居 (村 ) 委会干部的事, 我无需关心  这种说法
的认同度也越高。相反, 公民对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的评价

越高, 则对于 �社区公共事物和社区社会政策是居 (村 ) 委会干部的事, 我无需关心  这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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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认同度也越低。这表明公民对于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的

作用评价越高, 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愿与参与意识也越强, 反之亦然。

四、网络话语民主: 漫长而遥远

福克斯和米勒的话语理论强调 �能量场 在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作用。 �能量场 的概念似
乎与哈贝马斯所言的 �公共领域  的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处。哈贝马斯认为, 公共领域是与统治

阶级的政治权力相抗衡且向所有公民开放的公共生活领域。哈贝马斯还认为,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 即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严格分离, 其中, 公共领域由汇聚成公众的

人人构成, 他们将社会需求传达给国家, 而本身就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  !。在 �公共领域  的
基础上, 福克斯和米勒提出了 �能量场  的概念。他们认为公共政策的过程是一种 �重复性的

实践 活动, 而这种 �重复性的实践  活动是 �能量场  概念的基础。既然 �将社会结构扎根

于变化着的绵延性与坚固性的重复实践中, 将为已经富有成果的解释图式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

天地 , 那么 �新生的话语形式也会发展成为有足够稳定性的重复性实践, 并具有制度化的特征

(可以预计, 我们寻求的正是话语实践的制度化 )  %。

在社会政策过程中, 真实的对话应该在一个完全无等级的 �能量场  里进行, 参与对话的

公民所拥有的权力与地位都是平等的。政府必须保证政治对话的空间是完全开放、不受牵制的,

其成员也不分贫贱、种族或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高低, 一律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公共议题的对话。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无疑为 �能量场  的形成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在本次调查中, 对于

�目前南京市政府建立了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 促进政务信息共享, 您认为这项举措

对实现政府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互动有作用吗?  这个问题, 25�2%的公民回
答 �没听说过  , 14�3% 的公民认为 �没什么作用  , 30�1% 的公民回答 �作用一般  , 只有

27�6%和 2�8%的公民认为 �作用较大 或 �作用很大  。当进一步问, �您认为通过南京市政

府的 ∗市长信箱 +、∗区县长信箱 + 等上网工程, 有可能实现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平等对话与

合作治理吗?  43�6%的公民回答 �没听说过  或 �没有可能  , 26�3%的公民回答 �有可能  ,

而只有 30%的公民认为 �有较大可能或完全有可能 。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公民对于通过政府门

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实现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平等对话、沟通、交流互动很没有信心。

而在公民对目前南京市政府正在实施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的作用的评价中, 不

同职业的公民的评价有很大区别。对职业与公民对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

网站作用的评价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分析后的 F检验表明, 职业不同的公民在对南京市政府

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作用的评价方面有显著差异 ( F= 10�555, df= 12, P < 0�001)。从
方差分析表 5中可以看出, 农林牧渔劳动者和下岗失业人员对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作

用的评价最低, 下岗失业人员甚至低于 2份。而工人、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个体经营者与离退

休人员对市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作用的评价也相对比较低。

以上的分析表明, 公民通过 �电子网络  这样的能量场进行政策过程中的沟通与对话仍然
受到很多限制, 比如公民的职业和文化程度等。尤其对于农林牧渔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等公

民, 他们通过政府的网站实现政策过程中的沟通与互动似乎望尘莫及。由此观之, 要使真实的对

话在一个完全无等级的 �能量场  里进行, 在当前似乎还有些理想化, 还需要付诸很多的努力

才能逐步实现这种 �能量场 里的话语民主&。

综上所述, 由于网络空间话语主体客观背景变量的限制、部分网络主体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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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孱弱、网络话语中存在有等级的 �能量场  等特点, 哈贝马斯、福克斯和米勒等学者的 �话

语民主  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与条件在网络空间难以实现。因此我们不能脱离实际, 片面地强调

网络公共对话的民主前景, 否则会陷入乌托邦式的民主幻境。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网络话语民主

的优势, 如话语主体的平民化, 平等的话语平台, 民意传达的真实性、及时性等。对于哈贝马

斯、福克斯和米勒等学者所描述的 �话语民主  , 也应采取借鉴的眼光, 从中吸收有益的民主精

华, 对网络空间话语民主进行有效的规范, 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的民主优势, 为保障公民的

话语权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五、讨论与进一步的思考

就互联网所具有的功能而言, 它的功能已经超越了平台, 它可以被模拟或者解构为各种现有

媒体和社会制度的总和, 包括电话、报纸、杂志、广播、出版、公共领域、图书馆、大学、政治

论坛等 !。但是部分社区公民并没有能力使用互联网或使用互联网时并不是用来了解公共事务和

社会政策。然而网络中的话语民主对于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愿还是有较大影响的。

首先本研究通过交互分析与方差分析对网络中的话语民主对于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愿

进行分析。即通过公民对目前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的作用的评价与

公民对 �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社会政策, 为社区尽一份力  的认同度的交

互分析, 以及公民认为通过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能否实现公
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治理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愿之影响的单因素方差分

析, 均可以看出: 公民对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以及居民对南京市政

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的评价越高, 则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愿和

意识也不断增加, 即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越来越高。

进一步通过 Mu lt inom ia l Log istic回归对网络话语民主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识之影响

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首先通过 Multinom ial Log istic回归对公民对目前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政府门

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的作用的评价对公民对于 �为了有效监督社区社会政策的执行, 我必

须在平时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这种说法的看法进行分析。分析表明, 公民对目前南京市政府

建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的作用的评价越高, 公民对于这种说法的认同度也越高。

这表明公民对于目前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的作用评价越高, 公民参

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愿也越强。接着再通过 Multinom ial Log istic回归对公民对南京市政府的 �市

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能否实现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治理的评

价对公民对于 �社区公共事物和社区社会政策是居 (村 ) 委会干部的事, 我无需关心  这种说
法的看法进行分析。分析表明, 公民对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

的评价越低, 公民对于这种说法的认同度也越高。这表明公民对于南京市政府的 �市长信箱  、

�区县长信箱  等上网工程的作用评价越高, 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意愿与参与意识也越强,

反之亦然。

而在网络话语民主的实践中, 相当一部分公民对于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实现

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互动很没有信心。公民通过 �电子网络  这样的能量场进

行政策过程中的沟通与对话仍然受到很多限制, 比如公民的职业和文化程度等等。尤其对于农林

牧渔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等公民, 他们通过政府的网站实现政策过程中的沟通与互动似乎望尘

莫及。由此观之, 要使真实的对话在一个完全无等级的 �能量场  里进行, 在当前似乎还有些

理想化, 还需要付诸很多的努力才能逐步实现在这种 �能量场 里的话语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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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针对网络话语民主的成长的现状以及网络话语民主发展之现状对公民参与社区社

会政策的意愿的影响, 在整个社会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应推进城市

社区和农村社区上网工程, 以及继续推进地方政府的上网工程。 1996年, 弗里德兰在对以公民

和社区为基础的信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 �这些发现表明, 正在急速扩展的对网络工具的接

近权开始创造公共空间, 在那里, 信息和建立关系的新形式能够散播。这使得加强基层民主组织

及其向新一代公民群体增长和延伸得以实现。 !雷德伯恩和拉斯 ( Redburn& Russ) 指出: �和

腐败作斗争从而推动信任有一个创新的方法, 那就是电子政务。建立在电脑基础上的交流可以和

那些原本不愿意表达或倾听不同观点的公民建立互动。 %地方政府上网与社区上网对公民参与

社区社会政策过程方式的改变是巨大的, 它在流程的改变中缩短了时间, 提供了方便。由此观

之, 一方面需要加快地方政府上网的步伐, 加强地方政府行政人员信息与网络技术培训, 使地方

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借助因特网、电子邮件、电子布告栏等新兴的科技方式, 与社区公民建立一个

迅速有效的意见沟通渠道和反馈机制。另一方面, 更应推进 �网络社区  的建立。在推进网络

社区建设工程中, 地方政府和政府行政人员应发挥重大作用: 发放宣传资料, 结合创建文明小

区、安全小区的内容, 把小区网站推进每家每户, 吸引公民上网来了解自己居住地区的状况, 使

公民贴近地方政府, 加强沟通; 要成立一支高素质的社区志愿者队伍, 征请有专业知识的公民参

加, 为解决社区上网的专业性问题提供指导; 开展一些网上活动, 如寒暑假青少年交流、新人政

策论坛, 等等。由此, 通过强化地方政府上网的技术与政策支持, 以及加快网络社区建设, 使公

民可以在互联网上随时看到各种社会政策的相关信息, 参与各种社区社会政策的讨论, 表达自己

的意愿和要求, 并可通过信息网络对社会政策过程和相关的政府行政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

网上公民论坛也是推动网络话语民主成长的重要渠道。 �每种民主都依赖于托克维尔称之为

地方性的自治精神的东西, 并且每场民主都开始致力于无处不在的地方参与 ( ( ( 在镇议会、公

社、革命性社团、委员会或苏维埃中。 & 然而我国类似镇民会议的公民论坛实践发展仍较为缓
慢∋。巴伯则提出了一种切实有效的发展方案 ( ( ( 针对地区性的和全国性的电子化镇民会议的强

势民主方案, 要求建立公民通讯合作组织 ( C iv ic Commun ication C ooperative)。公民通讯合作组织

的目标很多, 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 带头和实验公民广播的创新形式; 为以下内容制定指导原

则: 地区性的和全国性的镇民会议、邻里集会的相互配合; 管理和监视所有的电子民意测验、投

票以及公共选择的其他形式; 为公民事件、听证会、审讯和公民利益相关的其他公共活动的视频

报导建立和提供指导原则
)
。这个发展方案对于类似电子化镇民会议的网上公民论坛实践活动有

着极大的启发作用。如果可以在诸如网上公民论坛活动等社会政策实践中, 成立一些类似公民通

讯合作组织的网络自治组织, 将会使网上公民论坛迅速而广阔地扩大其在媒体和舆论中的影响范

围, 让更多的网民关注和参与网上公民论坛活动。

推动社会政策过程中网络话语民主实践的发展, 地方政府尤其还应提高农林牧渔劳动者、下

岗失业人员这两类人群的网上沟通与协调能力。对于这两类人群, 地方政府应加强其电脑知识的

培训, 同时应改善这两类人群的上网条件, 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与政府进行网上沟通与协

调。对于其他职业的公民, 比如工人、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个体经营者与离退休人员这几类人

群, 也应逐步地提高他们与地方政府进行网上沟通与交流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制订针对不同职

业和年龄层次的公民的教育或素质提高计划时, 地方政府要把加强基础文化知识教育置于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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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将信息技术类课程由浅入深地融入到学习之中, 使人们在学习的早期阶段就能了解新的技

术。除了由正规学校提供 IT科目的教学外, 地方政府要鼓励非营利组织和社区机构为广大的需

求群体提供 IT培训。

史蒂文 ∀凯尔曼认为, 从理论上看, 政策制定中的公益精神涉及到参与者的价值取向, 即热

心公益者的行为动机应是努力制定良好的公共政策。公益精神也是制定良好的公共政策的先决条

件: 无论是政治过程的参与者还是负有生产责任的政府机构人员, 都应争取制定把每个人考虑在

内而不是只把他自己考虑在内的政策 !。不仅是社区社会政策的制定, 整个社区社会政策过程中

的价值基准均需要政策制定者与公民的互动, 需要政府机构人员的价值考虑的优先性。网络话语

民主是现代信息技术进步与话语民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它增加了公民利益表达的途径, 对于促

进公民更为民主、有效地参与社区社会政策而言, 其理论和实际意义不言而喻。网络话语民主成

为切实解决利益冲突的可行途径之一, 同时也补充了公民在参与社区社会政策过程中的表达权的

正式途径的不足。尽管这种民主形式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但它对于公民在参与社区社

会政策过程中的表达权的实现, 政策过程中回应机制的建构以及公共精神的培育, 都产生了许多

积极效应。而网络话语民主最终能否在现实的社会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等整个过程中有效成长

和发展, 还有待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府传播能力建设等各方面的综合推进和改革。

(责任编辑: 李 � 申 )

The Partic ipation o fCommunity and SocialPolic ies

in Network D iscourse o fDemocracy

L iang Y ing

Abstract: In the in format ion age, citizens of democrat ic participat ion in the netw ork is increasingly

becom ing a v irtual commun ity, wh ich p lays an irreplaceable ro le in the d issem inat ion o f public know ledge

and stimu la ting c iv ic partic ipation and so on w ith o ther intermediaries�W ith the part icipation mechan ism

in the netw ork, the democrat ic discourse in the interne t directly affects on democratic participat ion o f c iti�
zen, s aw areness, degree and effect� ThroughN an jing on a number o f urban and rura l communities o f the

empirical invest igat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leve,l this paper ana lyses the impact on the democratic

discourse on the netw ork of c iv ic partic ipation in community soc ial po licy� The study show s that civic par�
t icipation in the netw ork p lays amore significant e ffect on the democratic d iscourse of soc ial po licy on the

status of the commun ity, it is also proved that the citizen, s right to know and discourse o f democracy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 r their act ive part icipation in commun ity soc ial po licy �However, due to the weak con�
sciousness and pub lic spirit o f the democratic partic ipation in cyberspace and h ierarchy o f "energy fie ld"

character istics in the netw ork d iscourse, wh ich make discourse that must be follow ed democrat ic princi�
ples and condit ions diff icu lt to ach ieve in cyberspace, butw e can fully get good aspects of democratic es�
sence from netw ork d iscourse of democracy to max im ize the advantages of the netw ork discourse o f democ�
racy�

Keywords: N etwork D iscourse o f D emocracy; Commun ity Socia l Po licy; Emp irica l Investigation;

−Energy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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