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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orporating internet opinion producers into the united front work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astering the right of discourse in network and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The united front work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having a wide range of contacts, strengthen the idea on united front of 
internet opinion producers,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and unite internet opinion 
producers to exert their influence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motherland.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recognize the limitations of internet opinion producers. We need to change from 
passive to active, develop a team of internet opinion producer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
munist Party of China, regulate the order of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make the work of 
online frontiers more systematic and more 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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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网络意见人士纳入统战工作对掌握网络话语权、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统战工作应当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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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本身联系面广的优势，加强网络意见人士统战观念、提高自身专业能力，团结网络意见人士为实现祖

国伟大复兴发挥影响力。同时要认识到网络意见人士本身的局限性，需要变被动为主动，发展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网络意见人士队伍，规范网络政治参与秩序，使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更为系统，网络政治

参与更加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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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发展，网络意见人士作为一个对社会舆论有重大影响的群体，是当前统战工作

的重要对象，也是促进我国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网络意见人士已成为网络空间政治参

与的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做好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的理论研究，推进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

的实践，对促进社会团结、增强党的网络话语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统战工作应当充分发挥本身联

系面广的优势，加强网络意见人士统战观念、提高自身专业能力，团结网络意见人士为实现祖国伟大

复兴发挥影响力。 

2. 关于“网络意见人士”的相关研究 

2.1. 网络意见人士的界定 

2015 年 5 月，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把一类新的社会群体纳入统战对象，这就

是“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他指出：“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建立经常性联

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方面展现正能量”。随后，中

共中央统战部官方微信账号“@统战新语”进一步解读，“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是指与新媒体密切相

关的人，与新媒体密切相关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新媒体平台的经营者，一般可称为新媒体从业

人员；另一类是新媒体上内容的制造者，可笼统地称为网络意见人士”[1]。因此，可将网络意见人士界

定为：以高度积极性活跃在互联网中，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表达观点、提出建议，对网民群体有

重大影响力和号召力，对社会热点事件起到推波助澜效应的人士。 

2.2. 网络意见人士的特征 

网络意见人士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而产生和成长，相较于传统媒体人具有其独特性，具体体现在。 

2.2.1. 身份多样性 
网络意见人士来自社会不同群体，拥有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同身份的网络意见人士其思想见

解、观念意识不同，有着多元化的特点，他们中的大多数认可并且接受官方媒体，会通过关注主流媒体

来了解近期的新闻动态、社会热点，发表观点、进行评价；也有小部分人士更强调思想的独立性和开放

性，擅长主动制造热点形成舆论。这些不同身份的网络意见人士的相同相似之处是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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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解时下热议的时政热点、社会焦点，并选择在自己粉丝可观的平台发表自己的看法，从而引起新一

轮的舆论讨论。网络意见人士这一新兴群体身份多样性的特征带来了不同声音的碰撞。 

2.2.2. 网络隐匿性 
互联网是一个线上操作的网络体系。网络意见人士可以通过不表明个人真实信息的方式来传播其

观点和见解，在网络空间留下的仅是代号和痕迹，缺少有效规则限制和监管，不易追踪。有的网络意

见人士通过视频剪辑技术遮脸出境表达想法和观点，响应主流媒体号召，以清新有趣的方式宣传主流

思想，至今身份未知但却有千万粉丝号召力。也有些人士，仅仅是就某个时政热点、社会要闻或某在

个特定的时间，发布来自一线的相关信息而骤热受到热切关注，待事件平息热度减退后却销声匿迹，

不复出现。 

2.2.3. 思想高度活跃性 
新媒体运营下的网络意见人士大多不在体制内，本身思想较为自由，为了保持账号运营维持甚至盈

利，要求网络意见人士必须能够通过敏锐的观察及时获取最新的社会新闻，同时运用专业知识，发表独

到的见解，进而引发热点讨论。因此，这种特殊身份和网络行为要求网络意见人士思维须具有高度活跃

性。然而，在各种理性和非理性观念高度重叠的影响下，一些网络意见人士可能会引导鼓励普通网民在

促进积极价值观的上参与持续的讨论，而另一些人可能会受到某些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而扭曲事实，给

社会带来错误的舆论导向。 

2.2.4. 政治参与高积极性 
在国家决策以及政府事务评议方面，网络意见人士政治参与的数量和热情远超过在传统媒介如报纸、

杂志上发表观点的知识分子。网络空间限制和时间限制相对较少，只要是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均可自

由表达。网络意见人士网络活跃度和热度非常高，他们参与话题并同时继续创建新话题，不断引起网民

的讨论和关注。虽然有一小部分网络意见人士在表达政治观点上相对片面，但是高积极性的讨论热度一

定意义上促进了相关政策的改进。 

3. 政治参与视角下网络意见人士纳入统战工作的现实意义 

3.1. 网络意见人士纳入统战工作的迫切性 

3.1.1. 新媒体用户数量骤增，网络意见人士趋向大众化 
网络用户数飞速增长，许多普通人可因其高度的活跃性拥有网络管理权限，例如微博数据打榜组长、

贴吧吧主等。有的网络意见人士可能因其年龄、知识面等因素限制，不能够理性参与政治表达，但基于

自身的粉丝支持效应，发表的不当言论易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有必要重视其统战工作。 

3.1.2. 网络新媒体具有强大的互动性和即时性特征 
网络新媒体拥有主动出击、即时在线互动的特点。大量网络意见人士通过网络平台与粉丝进行互动，

起到了促进信息流通的积极作用，部分网络意见人士中的领导者起到了“双向性中介作用”[2]。但同时

也容易使网民先入为主，固化思维，即使主流媒体澄清事实、疏导舆论也难以阻止事态恶化，常常导致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的尴尬局面。 

3.1.3. 网络新媒体具有明显的先发性优势 
新媒体平台上拥有较大话语权的网络意见人士通过对社会事件敏锐的观察，采用被网民普遍愿意

接受的话语体系和符合网民审美需求的表达形式来制造话题、发表观点、引发讨论。其他影响力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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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意见人士即使发表更为客观的观点，也会被较大话语权的讨论发声所淹没，往往导致“话语权

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无奈现象发生。而相关政府部门为了保障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需要较长

时间调查求证，介入网络舆论时机相对滞后，因此有必要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网络意见人士进行统战

工作。 

3.2. 网络意见人士纳入统战工作的必要性 

3.2.1. 网络意见人士是促进社会团结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

“网络意见人士是亿万网民和一定社会群体的‘代言人’，是全体群众的一部分。作为亿万网民中的代

表性人士，以及在网民中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网络意见人士毋庸置疑也应当成为网络统战工

作必须重视和团结的重点对象”[3]。 

3.2.2. 做好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举措 
我国当前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利益主体、思想观念发生剧烈碰撞，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在互联网

自媒体中各种观点和思想鱼龙混杂。不同的政治争论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主流意识，不理性的言论将导

致网民对官方舆论的不信任程度增加，政治认同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困境。由此，党政机构更要做好网络

意见人士统战工作，深刻地了解和掌握新媒体运作的基本规律，改善宣传方式，对网络舆论进行疏导，

对非理性言论进行回击。 

3.2.3. 做好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是增强党的网络话语权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舆论工具一定要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4]。网络意见人士在自媒体时

代网络影响力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而日益增强，他们和广大普通网友有着一致的身份，即“政治参与

的普通网友”，网络意见人士可利用其专业性及平等性更好地传递党的方针政策。因此，将网络意见中

的正面人士纳入统战工作中来，一定程度上可增强党的网络话语权。 

4. 当前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面临的困境 

4.1. 思想上缺乏足够重视 

一是缺乏对网络意见人士在社会舆论中起到的特殊作用的深刻认识，依靠传统统战思维开展工作，

导致网络这一“虚拟阵地”被占领。二是对网络媒体、网络运行的技术掌握欠缺，对网络意见人士不信

任，存在“等和守”的错误观念，导致不能及时果断与网络意见人士沟通，不理智的网络舆情迅速扩大。

三是识别网络统战对象有认识误区，对于提出善意批评的意见人士的建议、因流量粉圈资源竞争被放大

的明星行为切不可全部封杀。一方面，使用严厉的行政手段封杀删帖容易引发这些大 V 以及其粉丝的逆

反情绪和反抗态度，同时造成人人自危的网络局面；另一方面，在网络意见人士类型繁多，粉丝支持者

群体出现矛盾纠纷的情况下，要防止行政手段成为网络意见人士及其支持者“报私仇”的工具。简单地

封杀行为难以阻止不理智的网络舆论，不能一味依赖网络“禁止令”。 

4.2. 网络意见人士自身具有局限性 

以网络意见人士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认同程度来划分，可将其分为“忠诚追随者、善意批判者、激烈

批评者”三类[5]，其中部分“忠诚追随者”主动收集民意，积极交流，和统战工作者一起致力于引导正

确舆论；“善意批判者”有时在某些特定事件中“选择性失声”，有时又能够较为理性地对公共事务、

政治事件提出冷峻但善意的批评；“激烈批评者”惯性批评政府决策，利用其较大影响力与专业知识引

导舆论风向。因为自媒体的发展，网络意见人士越来越平民化，自己拿起麦克风就可以发声，往往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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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利益集团的围猎、引诱甚至操控，有的网络意见者由于利益驱动甘愿成为“网络打手”，有的甚至

直至上升为网络暴力，给统战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4.3. 统战工作者网络专业技能有限 

首先，面对不同新媒体的出现，部分统战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网络统战的经验和技能，导致工作开展

相对被动，有效性不高。其次，传统的统战工作机制是以各级党组织为中心开展的，对于没有物理实体

单位为依托的群体进行统战工作力有不逮，传统统战工作方法略显滞后。最后，线上统战和与线下统战

工作机制有待理顺。从目前线上统战工作来看，国、省、市、县四级政府的统战工作部门在新媒体大都

有相对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运营的官方账号，与网络意见人士保持相对较好的互动交流，收集反馈有建

设性的网络意见。但是，线下由于网络意见人士往往没有实体单位为依托，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行业和不

同领域，导致线下属地管理的政府相关工作部门分工不明确，有时出现线上线下统战工作不一致的情况

造成舆论危机，为统战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4.4. 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机制不完善 

网络意见人士本身相对较强的独立性决定了他们一定程度上不易于纳入国家统战视野，同时网络空

间的虚拟性、匿名性和复杂性也使他们大多身处“暗处”，不易查寻，难以监管。且统战、宣传、公安

等相关部门工作上相对独立，缺乏沟通及时、信息情报共享的统一工作平台，在应对舆情事件时，还片

面依赖传统的“堵、删、查”的行政强制手段而疏于沟通交流、柔性运作[6]。 

4.5. 缺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强有力的网络意见人士队伍 

网络复杂环境下争取话语权的斗争与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息息相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网络中

培育正向舆论，更有利于宣传统战工作的开展，更有利于把更多的有用之才聚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旗帜

下。当前统战工作对培育、涵养自己的舆论引导者的工作力度推进不够，主流媒体常常处于被动状态。

同时，由于被动的舆论引导地位致使公众的情绪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常常只能无奈使用管制、删帖、禁

言等行政手段来控制舆论，容易引起网民的叛逆情绪。 

5. 完善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的路径和对策 

5.1. 加强对网络意见人士的统战观念 

一是有效改进对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紧迫性、重要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发展巩固合作与交流机制，

正视网络意见人士的舆论引导力，“发出声音的目的是为了激发社会活力、辅助政府决策，是为社会更

好发展提供可行性的建议”[7]。 
二是利用新媒体与网络意见人士进行合作。近来，微博、微信等新型的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舆论形

成、网络互动以及参与政治的重要工具与平台。基于现有的官方新媒体，进一步深入推进与网络意见人

士的联合阵线，及时倾听来自广大统战对象的意见和建议，并积极开展即时有效互动，推进联系交友工

作，扩大统一战线宣传、团结和凝聚的范围。 
三是加强引导，强化监管。个别网络意见人士为了吸引关注和扩大他们的影响力，有时会有意识地

回应迎合网民，尤其是年轻网民所认可的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应该将网上的统战工作的重

点放在监督和管理网络舆论上，对于挑战法律的言行必须依法处理；另一方面，互联网禁令的“屏蔽”

功能应谨慎使用，可在适当的时候创造相关的话题，并引导公众接受，有意识地与网络意见人士合作，

以扩大公众舆论赢得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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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对待网络意见人士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正如上述困境中提到的，网络意见人士内部构成的差异性给有效开展统战工带来一定的困难。由此，

统战工作不能要求网络意见人士铁板一块，应该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引导不同的网络意见

人士发挥其各自的积极作用。 
首先，最迫切需要统战工作关注的是激烈批评者，因为他们极有可能滑向敌对阵营。对于激烈批评

者，在其不违背法纪的前提下，可适当宽容其偏激的言辞；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给予正确的

价值观引导；建立线下联系，及时帮助解决其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塑造网络意见人士的正面典型，让正

面示范团结其余的网络意见人士；通过技术手段监督微博、微信等数据平台上这类网络意见人士的日活、

月活，监管其发帖量、互动动态等网络行为，及时引导具有误导性的言论。 
其次，对于忠诚追随者，可以考虑以奖励、资助等方式，对这部分网络意见人予以扶持；在政治安

排方面，可进一步丰富网络意见人士的政治参与体验，鼓励有意愿参政的追随者学习和宣传党和政府的

方针和政策，提高网络意见人士群体社会价值的认知与认同。 
最后，对于理性批评者，可以政府参观体验等方式，深入到政府日常工作中，加深对政府工作的了

解，并利用其自身的专业知识提出合理的建议，通过及时沟通和交流，解决困难，消除疑虑，有效增强

其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 

5.3. 全面提升统战工作者网络工作技能 

首先，定期开展培训，提升网络统战工作技能。要对统一战线工作人员进行不同层次、不同类别、

不同角度的培训，及时更新和普及新媒体知识，增加统一战线工作人员和网络意见人士的交流和学习机

会。发挥拥有专业网络工作技能技巧的统战工作人员的作用，激活熟悉网络话语体系的统战工作人员尤

其是红色大 V 的效能。 
其次，创新统战工作方法，开辟新的“线上”统战工作模式。由于网络意见人士存在身份、职业的

差异性、地域分布的广泛性特征，相较于线下活动，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网络方式参政议政。打破传统的

方式，建立基于新媒体的微信、微博等交流平台，让网络意见人士在此平台中可以进行互动和交流。要

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的便利性，广泛收集来自网络空间意见和建议，增加线下交流的可能性。 
最后，提高线上工作专业的权威性，消除线下属地管理的滞后性。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有必要适应

新形势和新要求，将网络统战工作纳入干部管理评价体系中。各类政务机构网络平台账号一般承载着上

传下达、服务民生的功能，基于此网络意见人士的统战工作对政务账号的互动更有期待性和依赖性。由

此，提高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效率对于政务机构账号运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政

务账号运营各司其职的同时加强沟通，加强尊重网络统战工作专业性的认同，避免相关属地管理部门擅

自施压处置网络意见人士相关统战工作，导致舆情危机，事态升级。 

5.4. 完善统战机制，创设合作平台 

第一，完善统战工作机制。由于网络意见人士身份不同，职业横跨各个领域，因此根据已掌握的网

络意见人士工作的相关信息和特点进一步细化网络意见人士分组，建立多部门、多系统网络工作和舆情

应响应联动机制。第二，鼓励经过筛选后的网络意见人士自建平台。吸引和组织网络意见人士自身参与

统战工作，发挥其特殊网民身份的作用，聚拢网民群体内部的认同与支持。第三，主动创设国际网络意

见人士合作平台。由于网络人有利他性和合作性的交流特点，借助不同国家的力量，善用网络意见人士

普通网民代表性特征，使我国网络意见人士中的正面典型客观、有力地表达我国观点，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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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西方意识形态强势渗透，同时以更平等和更容易接受的“网民”身份展现中国形象，进一步发挥主

流媒体、网络意见人士群体和网民之间的合力。 

5.5. 完善网络意见人自身队伍的建设 

一是与相对中立的网络意见人士保持良好合作协同关系，以统战思维将其发展为盟友，建立联合、

团结的意见群体阵地。二是迫切需要建立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上靠得住且强有力的网络意见人士

队伍。一方面筛选甄别社会知名人士、道德模范中具有一定号召力，同时具有较好网络知识技能和文字

功底的人物作为专属于自己的网络意见人士培养对象，分化负面的网络意见群体，制裁违法的网络意见

人士。另一方面，鼓励并支持其开通新媒体个人账号，利用自身的资源，设置活动交流平台，实时发布

和评论相关统战信息和观点。同时加强与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的合作，增强网络意见的专业性和权

威性。 
网络意见人士利用自己在某方面的专业性对热点问题表达观点，进而形成一定范围的粉丝聚集；他

们亦可采用网民愿意接受的网络话语，采用符合网民审美需求的表达形式，获得认可，成为某一领域的

“大 V”。将网络意见人士纳入统战工作对我们掌握网络话语权、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

我们要认识到网络意见人士本身的局限性，不能完全以“野生”网络意见人士为核心，还需要变被动为

主动，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网络意见人士。同时网络意见者应加强自身修养，网络监管者应规范网

络政治参与秩序，使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更为系统，网络政治参与更加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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