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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法律评论(第15卷)》“专题链接”中刊登了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四位博士的论文，他们分
别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网络时代政府应如何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以适应网络发展带来的社会变迁。
步超的“微博”冲击一文提出我国现已形成了与网络舆情管理相关的配套法规，但微博技术对现有的
管理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应以此为契机以法治化建设推动网络舆情管理制度建设。
俞祺的文章发表时已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博连读生，他同样选择了“微博”作为文章论述的出发点，
提出政府应对微博这一新的传播工具善加利用，为法治的发展以及《宪法》上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服
务。
梁景瑜博士将法案网络征求民意作为文章的中心论述点，他认为法案征求民意是我国宪政架构的必然
要求，是主权代表者就法案征求主权者同意，发现主权者真意的工作机制，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法案
征求民意提供简便、快捷的工具，大大降低了法案征求民意的成本。
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林华博士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大学公众参与中心组织的行政公开测评项目的核心人
员，他结合多年的项目运行和参与经验对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公众参与进行了探讨，
指出网络技木的发展可以为完善公众参与突发事件应对提供某些独特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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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微博草根性强。
通过手机、桌面、浏览器等皆可访问，对用户而言通讯的硬件门槛较低，可获得性与开放性也更强。
这也是微博用户得以迅速增长，普及率大大提高的原因之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编制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1年上
半年，我国微博用户数量从6331万增至1.95亿，半年增幅高达208.9％。
微博在网民中的普及率从13.8％增至40.2％。
手机微博在网民中的使用率比例也从15.5％上升到34％，表现突出。
用户的广泛性，使得微博在未来舆情生态方面的影响力愈发不可小视。
 第四，“公共节点”的广播效应突出。
虽然，在理想条件下，微博可塑造一个潜在的“社会集体”，但通常，许多用户由于各种原因，在舆
情参与方面并不活跃。
这就部分消解了形成了“集体”的可能。
毕竟，他们不可能每时每刻盯着微博。
而且由于通讯的便利性，导致了信息“爆炸式”的产生。
信息过载，用户可能在1分钟之内就会看到30条以上的微博更新，发现有价值信息的难度因此加大。
可是，微博中也存在着一些异常活跃的节点或者异常受到关注的节点。
前者热衷于构建起自己广泛的传播网络，以更有效地获取某并加速传播某些符合其价值偏好的信息。
比如记者群体。
后者中虽然有些并不活跃，但因其用户往往是一些知名人物，许多普通用户都倾向于与其建立直接通
讯，关注其动态并转发其消息。
从而使后者也掌握了一个广泛的传播网。
两者都不用通过别人的转发就能把其意见或情况直接传至为数可观的受众。
这就使一人就足以引爆一起新闻事件，凭一人之力就创造重大舆情。
且因为受众的关注，其发布的消息往往被积极转发，从而以“乘数效应”的形式得到再次放大。
其创造舆情的能力就更不可小视。
一个人就能主导社会的关注动向，影响话语方向，这种空前的“赋权效果”是以前的网络技术难以想
象的。
前案中，网络意见领袖就对舆情的扩散就具有明显的重要意义。
 可以做一个类比，如果用户有多达上万“粉丝”的关注，再通过转发的“乘数效应”，其最终受众可
能不小于十万。
在这个意义上已经超越了一些城市日报可能的日均阅读量了。
而如刘翔这样的公众人物，其腾讯微博的听众已超过了800万。
若他试图发动社会对某个问题的广泛关注，那么由于“乘数效应”，刘翔的微博甚至就可以与《人民
日报》画等号了。
其最终受众可能多达几千万。
在这个意义上，微博的存在为个人开辟广泛的社会网络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提高了个人的社会资
本存量。
假设，如有相当数量的用户都建立了粉丝过万的广播网，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相同数量的个人获得了不
可小视的话语权。
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性权力。
 第五，微博与其他媒体更高的亲和性。
如上所述，许多媒体工作者都开设了自己的微博，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通讯网。
除了积极转发某些消息外，他们也关注着各种社会信息动态，并以敏锐的新闻嗅觉发现那些有报道价
值的新闻素材。
所以，微博可成为媒体人发掘新闻的重要来源，许多记者足不出户就可以“跑”到新闻或新闻线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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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相对于论坛等其他网络技术，微博与传统媒体的亲和性更强，更容易被其迅速跟进，与其形成
联动效果，从而把微博舆情快速转化为一则社会新闻。
这样的联动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有关信息就会永远局限在微博的世界里。
借助其他媒体，微博才得以充分实现其引爆舆情的效果。
这在前案中的表现也很明显。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法律评论（第15卷）>>

编辑推荐

《网络法律评论(第15卷)》的“学术BBS”则摘取了若干新热点进行研讨。
在网络治理方面，刘丹的“网络实名制的法经济学分析”运用现今流行的法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我国应
否以及如何实施网络实名制进行了研讨，得出了以下结论：我国全面推行网络实名制并不必然优于匿
名制，二者各有利弊，而在寻求改善网络匿名弊端的方面，结合法律均衡理论宜遵循客观规律。
“网络世界里如何被遗忘”一文分析了欧盟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最新进展，提出我国网络环境下的
个人信息保护应有统一的立法、专业的执法机构、立法与自律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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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法学是人类古老的学问，网络是当代新奇的发明。
二者之间的结合产生了一门新学问：网络法学，网络技术给法学及法律的发展提供了前人无法想象的
空间，同时也给传统法律理论和法律规范提出了此起彼伏的难题。
法律人在新空间里解决新问题，将使老学问焕发新青春，仿佛老树由于嫁接而获得新生机，开出灿烂
的花，结出丰硕的果。
《网络法律评论》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前景。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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