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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地方政府官员微博作用的有效发挥，依赖于微博公信力的树立，但目前我国地方
政府官员微博仍存在形式主义、微博内容不合网民期待、以官方姿态对待网友、格调不高等问
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众对官员的信任，阻碍了官员微博功能的良好实现。因此，从官员修
养、网民互动、信息发布、微博经营等方面着手，提高地方政府官员微博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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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信力对地方政府官员微博的意义

自２００９年８月新浪微博内测版推出以来，微
博在我国取得迅速发展，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相继
开通微博，在了解民意，聚拢民心等方面起到巨大
的作用。由于微博具有良好的开放性、便捷性、互
动性和即时性的优点，目前，党政机关的官员开通
微博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根据新浪微博２０１２年

３月公布的数据，目前该平台上的官员微博已达

１５０３个，比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底增加了６７％。官员微
博的迅速发展，使微博成为言论表达的新平台、参
政议政的新工具以及政府和各级官员管理社会的

新手段，阳光执政、互动执政的新方式。
微博作为一种个人媒介，其放大个人声音的

能力是十分巨大的。有人将微博的传播比喻为
“蜂巢式传播、病毒式传播，指微博在人际传播的
基础上通过关注与被关注，形成了核裂变式传播
的能量。”［１］微博迅速的传播方式，使得广大网民
可以在第一时间获知地方官员微博发布的内容，
并经过转发、评论等方式，快速传播到各个角落。

由于地方政府官员身份的特殊性，往往具有

比普通民众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发布的微博更能
引起社会的关注。地方政府官员通过微博成为社
会舆论引导者的同时，也常常成为舆论的焦点。
基于微博传播的快捷性和其影响的广泛性，地方
政府官员必须对自己的微博给予高度的重视，树
立起良好的公信力，从而使官员微博发挥正确的
导向作用。在以往的微博事件中，民众在对政治
制度信任的同时表现出对官员个体行为的不信

任，在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同时表现出对地方政府
的不信任。所以，加强对地方政府官员微博公信
力的建设十分必要。

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公信力即是公
众信任的力量。公信力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公共
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共交往以及利益交换表现
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民主、人道、责任的信
任力。地方政府官员微博的公信力可以理解为地
方政府官员微博具有的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官员
微博公信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信息的真实、全
面、及时，内容的思想高度，官员个人的素质修养
等方面。官员微博的公信力对其发展和作用的有
效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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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信力是地方政府官员微博的生
命力

正如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一样，公信力是地方
政府官员微博的生命力。地方政府官员是当地百
姓的父母官，他们的决策直接决定百姓生活中的
各种利益，因而他们也多为百姓所关注。可以说，
官场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地方，官员身份的特殊性
加上微博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地方官员在微博上
的失误足以将一个人或一件事推到风口浪尖，使
得公众对官员的不满和质疑加深。官员微博的言
论影响着官员个人的形象，官员形象的好坏直接
影响到政府的形象，人们往往根据官员的形象来
判断政府的形象，而地方政府官员的形象，又与官
员发布的微博的公信力紧密相关。有了公信力，
才能赢得网民的信任和信赖，官员微博才能建立
起良好的信誉，取得更多网民的关注，听取到更多
网民的声音和意见。

（二）公信力是地方政府官员微博发挥
作用的保障

地方政府官员微博作为政务微博的重要组成

部分，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不同于党政机关微
博与生俱来的权威性，官员个人微博的公信力主
要来源于日常积累的声誉。只有树立起良好的公
信力及权威性，才能赢得网民的关注和支持，地方
政府官员微博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般认为，官员微博除了表达官员自己的声
音外，还承担着公开政府信息、答复群众疑问、处
理群众投诉等责任。这些功能的发挥，都需要公
众的信赖作保障。官员微博缺失了公信力，群众
便不愿通过微博反映问题，而是另谋渠道。官员
微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最重要的价值。

二、地方政府官员微博公信力缺失的
表现

近年来，微博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比较青睐的
一种新型媒体，在传播党和政府信息，聚集民智、
民意，引导舆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网络
问政的新形式。特别是２０１０年以来的两会期间，
官员微博更是广集议案提案，受到公众的关注和
支持。但也不可否认，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微博在
公信力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形式主义，空壳微博频现

有相当比例的地方政府官员把微博当作一种

追赶时髦和讨巧的工具。开通微博不久便不闻不
问，对其置之不理，既不及时更新微博内容，又不
回应网友反映的问题，沦为了“空壳微博”。有人
质疑，“官员开微博很多时候并不是他自己操作，
而是秘书代为行使‘职责’，本人发表的观点甚少，
甚至就一句‘你好’”。［２］

获得新浪微博身份认证的名为“ｈａｎｇｑ”的微
博用户，其认证身份为“江苏泰州市委秘书长”，于

２０１０年开通微博，但其微博数却只有６条。首条
微博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４日发布的“大家好”，到同年

３月转发两条微博后便再也没有更新。这种现象
并非个例，不少官员开通微博后便选择“潜水”或
穿上“马甲”。不少网友指出，与当年的政府网站
和博客一样，官员在一窝蜂似的开通之后，大量官
员微博便被“打入冷宫”。

在考量“微博信访”的现实功能方面，有纵横
两个参照物，一是微博反腐，即把微博作为制约监
督平台，二是“市长信箱”和“民生热线”。但不幸
的是，这两种途径中都更新甚少，多数官员微博回
复不及时或千篇一律，引起部分网友的不满。空
壳微博的出现导致了部分微博访问者甚少，使官
员及所在政府机构的公信力受到重大影响。

（二）地方政府官员微博内容与网民预
期存在差距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民众对官员普遍具有一
种青天情结，对官员有着较国外更多的期待。虽
然官员是以个人身份出现在微博上，但在普通民
众眼中，他们不仅代表着自身形象，同时也代表了
所在政府部门的形象。基于民众的期待，地方政
府官员微博发布的信息内容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

面：一是告知类信息。主要是指官员的个人行程，
所在单位的最新动态，本地的突发事件等，目的在
于使公众及时了解政府决策，便于进行监督。二
是互动类信息。这类信息主要在于吸引民众对某
些问题进行讨论、交流。例如两会期间官员通过
微博向民众征集议案提案。互动性信息有助于拉
近官民距离，提升官员及相关单位的形象。三是
反馈类信息。即针对网民提出的问题给予解释和
回答，帮助网民摆脱信息的不确定性，消除自身的
疑问，使官员微博真正做到有助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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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员微博中往往存在着一种矛盾，“即发布
信息与宣传自己的矛盾”。［３］即使是办得较好的云
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的微博，也有相当比例
的表达自身价值观的内容，这类信息与民众的期
待具有一定的差距。此外，许多官员微博还存在
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全面、不真实的问题。虽然部
分官员微博在发布量上达到了要求，但在信息质
量上还有待提高。民众想知道的信息不公开，公
开的信息民众又不想知晓，这也影响了地方政府
官员微博的公信力。

（三）官方姿态，不能与网民平等对话

在我国，官民往往属于一种上下级的关系。
“官员一向高高在上，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具有某
种神秘色彩。官员与民众的这种关系形成了与之
相适应的官民对话体系。”［４］微博的出现在很大程
度上消解了这种不平等，使得话语权得到重新分
配。但许多官员很难适应这种改变，在微博上发
布信息时依然表现出日常工作中形成的官方姿

态。
这种官方姿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微

博内容的官方口吻；二是与网友互动的不足。虽
然微博可以广开言路，问政于民，但是相当一部分
官员在微博上仍旧习惯使用官话、套话、空话。微
博如同政务公告，显得生硬和呆板，在无形中拉远
了官民之间的距离。在与网友的互动方面，许多
官员显示出不足，更有一些官员甚至关闭了微博
的评论功能。对于网民提出的问题，部分官员充
耳不闻，不予回复。同时，官员微博的粉丝数与关
注人数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许多官员微博
拥有数万粉丝，但其关注者却寥寥无几，这也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官民之间的不平等。

（四）定位模糊，格调不高

虽然地方政府官员相继开通了微博，但从总
体上看，仍有部分官员对微博的定位缺少清晰的
认识，影响了微博的使用效果。相当一部分官员
并没有把微博当作一种常态化的工作对待，也没
有将微博视为问政于民、树立自身形象的工具。
这主要表现为信息发布不及时、更新无规律，在发
生突发事件时，尤其是发生与官员自身或所在政
府部门相关的突发事件时，官员往往不能积极应
对。

微博作为树立官员自身或所在政府机构形象

的渠道之一，许多官员并不能充分利用和发挥这
一功能。虽然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官员在微博说话
如履薄冰、中规中矩，但也有部分官员不能做到这
点。据新浪新闻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１日发布的一则消
息，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日一微博上出现“房卡怎么给
我？我不到前台拿”“我拿好后送你”这样一来二
去的打情骂俏开房信息。男女当事人的网名分别
为“为了你５１２３”和“Ｙ珍爱一生Ｙ”，后经调查证
实，双方分别为江苏溧阳卫生系统某局长和一名
已婚女子。虽然此后该博主将当天发布到微博上
的这类信息全部删除，但该事件仍旧引起网友的
强烈“围观”，给当地政府形象造成较大的不良影
响，该男子也受到严重处分。可以说，政府官员微
博的一举一动都会吸引大量网民的目光，官员微
博格调不高将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降低地方官
员微博的公信力。

三、提高地方政府官员微博公信力的
策略

作为一种新媒体，微博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
关键要看使用者如何对待它。只有官员合理利用
微博，使其具有较强的公信力，才能更好地发挥微
博的作用。而官员微博公信力的提高，需要官员
自身和社会各界长期理智地对待微博。提升官员
微博公信力的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高官员自身修养，明确社会责
任

官员微博公信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官员自身的形象。我国历来具有重内容轻形式
的传统，怎么做比怎么说更为重要。“微博上的问
题发生在现实，发酵在网络”。［５］地方官员微博公
信力的塑造，不能只靠微博上的言论，更在于日常
生活中积累的良好形象。

对社会的管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公众
对官员的高度信任。有人认为，官员是国家事务
的管理者，凡为官者应当是社会的精英。近年来，
政府官员的公信力频频受到质疑，引起人们的关
注。官员要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以民为本，真正
做到为百姓谋福利，这样才能使国家保持和谐的
状态。对此，在现实生活中，地方官员应学会为官
之道，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具体应做到一下
几点：

第一，不断提升自身的知识文化修养和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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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地方政府官员是群众中的精英，只有具备
渊博的学识和高度的政治觉悟才能具有处理各种

复杂问题的能力。因而作为官员要勤于学习，多
读书，多看报，多上网，了解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
内容，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懂得科学发
展观，熟练掌握地方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依据上
级指示严格要求自己。

第二，地方政府官员应做到清正廉洁。有人
认为，许多官员打着“执政为民”的旗号，却干着
“执政为己”的事情，这种观点其实不无道理。官
员贪污受贿之事常见报端，大大降低了百姓对官
员的信任度和官员自身的公信力。因此，地方政
府官员要做到为官清廉，不贪不占，耐得住清贫，
守得住寂寞。要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第三，地方政府官员应当言行一致。部分官
员喜欢说大话、空话、套话，思想上是巨人，行动上
是侏儒。作为地方的管理者，应当尽力完成对百
姓的许诺，踏踏实实为人民办事。即使是网民在
微博上的一些合理要求，地方政府官员也要尽量
满足，这样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二）推开“玻璃门”，加强官民互动

在地方政府官员发布的微博内容中，往往存
在过多的单纯的工作动态和方针政策介绍。许多
官员微博对网民的诉求敷衍了事，或者不予回答，
或者答非所问。对于负面言论，部分官员微博采
用封堵、关闭的强硬方式，这一方面影响了官员微
博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也挫伤了网民的积极性。
有学者总结，“微博的本质是服务，灵魂是互
动。”［６］对此，地方政府官员必须加强服务意识，增
强与网民的积极互动。

地方政府官员微博必须树立民本意识，真正
关注网民的切实需求，并结合现代社会需求的特
点，细分微博群体，增强针对性。作为网络问政的
平台之一，地方政府官员微博应当努力加强与网
民的互动，积极回应网民提出的问题，尽量解决网
民的合理需求，使官员微博摆脱“我说你听”的局
限，走向“你问我答”“你说我说”的互动交流状态，
达到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目的。

有人指出，网民并不需要官员微博能为自己
做什么，他们需要的只是信息的互动和交流。地
方政府官员只有做到对网民答疑解惑，解困谋利，
才能真正树立起自身的亲民形象和公信力，得到
群众的认可和信任。

（三）敢于发表个人见解，及时、全面发
布相关信息

地方政府官员开通微博，往往面对着个人行
为和公职身份之间的矛盾，基于对这种身份特殊
性的顾虑，许多官员在微博上不敢说话，不敢发表
太多个人意见，怕被网友批评指责。但这种态度
更容易引起人们的不满。在网民心中，说总比不
说要强。有人指出，“党政机关和官员微博的开
设，就说明了相关机构和领导愿意将自己的信息
公开于网上，这本身就会赢得网民的好感。”［７］

地方政府官员微博不仅要及时公布自己的行

程，让网民了解官员的日常生活状态，知道官员都
干了些什么，还要将自己职权范围内可以公开的
所在机构的最新动向公布到微博上，使网民更好
地了解这些部门的工作情况。在表达个人意见和
观点的同时，官员要准确把握官员个人和公职身
份之间的关系，避免发布与自身身份相冲突的个
性化观点，特别要注意不能挑战社会常识和伦理
底线。官员应了解民众的需求，敢说敢言，面对网
友的质疑应积极应对，多做解释，尽量避免与网友
的激烈争辩，在无法解决问题时，政府官员应主动
“休战”，做到求同存异。

官员微博直接代表着政府官员自身及所在党

政机关的对外形象，所以，地方政府官员必须重视
发言的语气和用词，努力提升与公众的沟通技巧。
对此，入住腾讯微博的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
蔡奇表示，官员要重新学会说话，“不讲官话、大
话，而讲白话，百姓听得懂的话，否则谁听你的？”
正因为如此，他在微博上给自己贴的标签为“老童
鞋”“苹果控”，并坚持每天发微博，坦诚、平等地与
网民交流，这也是得到网民信任的首要前提。少
说官话、大话、套话才能赢得网民的好感，树立起
自身的公信力，增强自身的影响力。

（四）实名认证，注重微博管理

地方政府官员微博公信力的缺失，也与虚假
官员微博的存在有很大关系。２０１１年出现的郭
美美微博炫富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虚假官员微博

事件。郭美美的认证身份为“中国红十字商业总
经理”，后经调查证实与其真实身份不符。真相公
布之后，网友依旧众说纷纭。这件事的出现也导
致官员形象和官员微博公信力的大大受损。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６日，北京市公布并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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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不
得制造虚假的微博客用户，在注册微博账号时，应
当使用真实的身份信息，后台实名，前台自愿。新
浪、搜狐、网易等各大网站全区实行实名制。但不
难发现，注册认证的程序依旧十分简单，伪造身份
信息的行为仍然存在。对此，笔者建议各网站官
员微博参考党政机关网站设置专门的标志，统一
认证标识，方便广大网民的辨认，以提高官员微博
的公信力。此外，可以以地区为界，各级地方政府
建立“微群”，将官员与党政机关微博组织起来，由
宣传部门统一监督，协调管理。官员不仅可以宣
传自己，也可以将官方信息链接到“微群”中，这样
便同时达到自我宣传与加强政府透明度和公开性

的目的，有利于官员微博公信力的提高。
在微博的经营管理方面，地方政府官员微博

应谨慎操作，定期更新，及时查看并回复网友的留
言。“官员微博加粉丝、加关注，需要考虑公众形

象。”［８］对于具有色情、暴力以及商业性的人物或
机构，不宜添加关注。在微博内容中，如果出现商
业广告跟帖应当及时删除。这种维护举措十分必
要，可以体现出官员对微博这个公共言论空间的
重视以及对网友的负责。

此外，对微博的良好管理，离不开对网络技术
的掌握。地方政府可以向官员组织开设微博的相
关课程，使地方政府官员熟知微博各项操作的具
体方法，做到准确地使用微博，避免因操作失误引
起误会，影响政府官员微博的公信力。

总之，地方政府官员微博公信力的提高，需要
官员自身与广大公众的共同长期努力。地方政府
官员在日常的微博使用中，要时刻考虑到其特殊
的身份和广大公众的真实需求，努力做到为人民
服务、替人民办事。只有如此，才能提高百姓对官
员自身及政府部门的信任，使地方政府官员微博
真正成为互动执政的平台，构筑和谐社会的长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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