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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反腐：问题与对策

罗晓梅，侯晋雄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党建教研部，重庆 ４０００４１）

摘　要：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型的反腐败模式，具有结构扁平化、主体多元化、过程互动化、监督主动化的优势，
是对传统反腐模式的有益补充。我国网络反腐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为此，对我国网络反腐的现状与问题进行

了深入分析，并针对当前网络反腐中存在的网络信息真伪难辨、网民素质良莠不齐和网络法规体系滞后等问

题，着重探讨了完善网络反腐工作的对策思路，从制度、技术、互动等维度去规范与引导网络舆论与民间舆论，

以期对实现网络反腐规范化、理性化、科学化有所裨益。

关键词：网络反腐；网络舆论；网络举报

中图分类号：Ｄ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８２６８（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１５０４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来，党中央把反腐败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的前提是反腐败。网

络反腐有利有弊，具有重大影响。近年来发生的

“表哥”、“房姐”、“不雅视频”等事件表明，网络反

腐已成为互联网时代群众监督的一种新形式，但

因网络自身的特点，网络反腐尚存在信息甄别难

度大、反腐表达情绪化、管理规范化缺失等问题，

导致网络反腐和网络监督成为“双刃剑”，它既能

够“秒杀贪官”，但同时也容易殃及好人，双面都极

其锋利，被戏称为“神兵利器”，不少人目前是“谈

网色变”。

一、当前网络反腐的三大问题

官方网络举报最早出现于２００３年，最高人民
检察院在那一年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当前，

我们正在大踏步跨入反腐败信息化时代，网络反

腐借助互联网方便快捷、低成本、低风险的技术优

势以及人多力量大的显著特点，易于形成舆论热

点，成为司法监督与行政监督的有益补充。然而，

网络反腐目前还处于萌芽阶段，尚未纳入常规反

腐之中，因此存在诸多问题。

（一）网络信息真伪难辨，反腐甄别难度大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与“三网”的普及融合，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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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知识化、信息化时代新兴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截

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底，中国网民人数已达到６．１８亿。海
量、互动、多元的信息与舆论环境正在形成，社会公众

取得了新兴媒体所拥有的话语权，成为社会舆论传

播、发酵、兴起的集中地。而不容回避的是，因互联网

本身具有低成本、低风险、隐蔽性、虚拟性、随机性等

特点，使得网民发布虚假信息的现象时有发生，网络

民意并不一定能够客观地反映现实社会。因此，网络

反腐在推动反腐速效的同时，亦易于带来“误

伤”———被“举报”人的个人隐私及其家庭成员的详

细信息均在网上疯狂传播。这些网络信息有的是捕

风捉影、道听途说，有的是被娱乐化、扭曲化，有的甚

至是恶意炒作、造谣诽谤。因此，网络反腐也极有可

能被人利用，成为打击与报复他人的一种工具。为了

发泄义愤或表达不满，很多人在公共网络上举报，然

而效果却适得其反。被举报人知道这些信息后，他们

必然会有所准备与防范，甚至会彼此串供，致使不少

事情查而不实或无法查实。不但如此，被举报人会告

其诽谤，这样一来，司法机关只得追究举报人的诽谤

责任。与此同时，一些网络旁观者没有弄清真相就无

端辱骂、疯狂跟帖或厉声谴责，使得网络信息的可靠

性与真实性大打折扣，甄别起来难度非常大，不仅对

被举报人及其家人不公道与不公平，也降低和损害了

网络反腐的严肃性与公信力。

（二）网民素质良莠不齐，反腐表达情绪化

受教育水平、年龄阅历、社会地位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广大网民鱼龙混杂、素质不一。据中国互

联网信息研究中心统计：在我国网民的人员构成

中，２４岁及以下的人数竟占５８．２％；有６６．８％的
网民，他们的月收入在２０００元以下。年轻、容易
冲动、缺乏辨别力以及社会财富占有少成为这一

群体的突出特点。他们并非社会的主导者，然而

却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欲，互联网就成为了他们

发泄对社会不满与外界义愤的重要途径。有部分

网民发表一些偏激的思想观点与个人想当然的看

法，甚至也出现一些网民诋毁、谩骂党和政府的现

象。人民网于２００９年１月进行的一项网上调查
显示，有８７．９％的调查对象格外关注网络监督，若
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有９３．３％的网民会选择网
络曝光［１］。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中，在愤世疾俗

或“仇官”“仇富”情绪支配下常发出“雷人”言论，

其非理性、情绪化的缺陷尤其明显，走向极端就会

演变和发展成为一种精神层面的群体暴力行为，

出现网络“私刑化”或以讹传讹等诸多问题，进而

酿成“网络群体性事件”。但这些无理的谩骂与盲

目的群攻不但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反而阻碍

或破坏了网络反腐的健康发展。

（三）网络法规体系滞后，疏于规范化反腐

网络反腐实质上是新媒体时代一种政治参

与、舆论监督、民众表达的新形式，但缺乏法律规

范已成为目前网络反腐的最大硬伤。当下，对于

网络反腐效果还缺乏一套完整的监督和保障机

制，这使得网络反腐有较大的随意性与人治色

彩，具体表现在：领导重视，事情就很容易得到及

时有效解决；而领导不重视，相对而言效率就没

那么高了。网络反腐作为网民参与问政的一种

新兴方式，在如何界定言论自由与人身攻击、政

务公开与党政机密、社会监督与造谣诽谤、知情

权与隐私权、网民如何正确行使监督权及其在行

使监督权时应遵守哪些规定等方面，缺乏清晰明

确的法律规定。而且，听取网民的意见和建议，

实现“网上反腐”同“网下反腐”的有效衔接，可

以充分发挥互联网、各级组织与制度的作用。然

而，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使得网络反腐的

各个环节还不能有效衔接，某些机关与部门在处

理网络反腐问题上持不负责任的态度。简言之，

目前网络舆论监督的管理还停留在行业与网民

自律的基础上，难以从根本上保证网络反腐的健

康有序发展。

二、规范网络反腐的四大对策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正逐渐成为舆论

交锋的主阵地，网络舆论、网络举报、网络民意也

确有缺陷与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对此进行合理引

导与制度规范，引导人们用平和的心态看待矛盾，

用理性的方式处理问题，从而趋利避害，使其健康

发展。

（一）在制度上，健全网络立法体系

网民有权对社会现象与政府行为发表意见，

但是必须采取文明、理性和规范的方式。当前，网

民参与网络反腐的非规范性，亟待通过立法加以

解决。因此，必须对网民参与网络反腐行为进行

规范化的引导，什么问题可以问、怎样来问都必须

进行制度规范。一是健全网络管理与网络监督的

相关法规，对网络反腐、网络曝光、网络举报制定

统一的法律规范。对网络反腐、网络监督、网络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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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权利与保障、形式与内容以及网络侵权的相

关责任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明确详尽的规定，规

范举报人的权与责，明确划分知情权与隐私权、言

论自由与人身攻击、社会监督与造谣诽谤、政务公

开与党政机密等界限，赋予民情舆情社情规范化、

合法化“出口”。二是尽快出台一部关于保护举报

人的法律法规，对举报人的个人及其家庭隐私进

行严格保密。“据统计，改革开放３０年评出的十
个反腐名人中就有九人遭到报复。”［２］因此，纪检

监察机关要以制度规范来支持与保护举报人，建

立健全举报人保护启动程序规定、污点证人制度

与具体保护措施规定等等，让他们勇于举报、敢于

举报，免于因网络举报而遭受不测。三是明确规

定纪检监察机关对网络反腐的奖惩办法、受理程

序、查证措施、反馈时限等等，确保举报成果的及

时有效运用，将网络反腐与网络监督提升到有法

可依的新层次。

（二）在技术上，改善网络反腐条件

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

创新，而非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因为技术变

化不但能够在制度结构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而

且能够改变具体制度安排的相对效率，并使某些

其他的制度安排转瞬之间不再起作用。在这种

情况下，一是加大网络建设投入，优化软硬件服

务，增强微博、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技术支

持，提高信息“过滤”与信息甄别能力，为网络反

腐的规范性与高效性奠定坚实的物质与技术基

础。二是加强网管机构建设，选优配强专职人

员，加大培训轮训力度，注重培养一批网络安全、

网络监督、系统管理、软硬件支持等方面的技术

人才，特别是注重利用其他部门、媒体及民间的

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建设一支业务精、政治强、作

风硬的专业化网络管理骨干，对网络内容进行严

密有效的管理和调控，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地

履行“把关人”的职责。三是运用现代网络技术，

积极开展完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大胆尝试

与探索，把现代的网络技术运用到以完善惩治与

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各项工作

中，推广与应用以网络为基础的电子政务，实现

反腐败斗争从内在自我控制到外部技术控制、从

事后查处到实时监控、从管人到管事、从思想到

业务、从纪律到流程的积极转变，从技术上改进

和提升网络反腐条件。

（三）在互动上，形成官民双网合力

网络反腐只是腐败事件和腐败现象的揭发与

曝光阶段，本质上是拓宽和畅通了腐败信息的举

报渠道，但并非反腐的全过程。“整合网络反腐和

制度反腐是规范网络反腐的关键。”［３］因此，一是

完善官方网络举报平台，真诚对待非官方网络举

报渠道，公开举报及处置程序，保护广大网民网络

反腐的热情与积极性。官方网站与民间网站要从

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共同发挥网络反腐的积极作

用，并且在反腐形式上不断推陈出新，充分利用互

联网、微博、ＱＱ、手机等新兴媒体，实现更全面、更
及时、更有效的网络反腐。“客观、及时的网络反

腐信息反馈一方面是对网络反腐行为结果的反应

和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新的网络反腐实践活动

的引导。”［４］因此，有关部门必须畅通反腐渠道，公

开处置程序，做到“实事求是”、“有问必答”、“信

息公开”，不掩盖问题，不回避矛盾，让老百姓反映

自己的诉求，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有利

于塑造与树立公正、廉洁、阳光、可信的官方形象；

党和政府官员可以建立自己的论坛、网站，以 ＱＱ、
个人邮箱、博客等方式对广大网民的质疑及时回

复与有效沟通，形成政府官员与广大民众的良性

互动和相互配合。二是推进网络反腐与常规反腐

的无缝对接，如重点新闻网站与主流商业网站同

步推出“网络举报监督专区”，链接纪检监察机关

等官方举报网站，不断推动反腐资源有效整合，实

现网上、网下优势互补，形成反腐合力，以最大限

度地治理和消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５］。三是完

善网络反腐的处理与反馈机制，纪检监察部门及

时有效地对网络举报信息展开核查和证实，使得

网络反腐信息处理公开公正、受理高效便捷、反馈

及时详尽，如在互联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雷政富

不雅视频事件”，重庆市委、市政府和市纪委的反

应颇为及时高效，在短短的６６个小时内，回应、核
实、免职、立案调查，有效发挥了网络反腐与常规

反腐的最大威力与最大合力。

（四）在引导上，防止网络舆论异化

“在某种程度上，互联网‘社会解压阀’的作

用，可以缓解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结构

性压力”［６］，但必须通过加强网络宣传教育与网络

舆情分析以正面引导广大网民。一是加快建立健

全网络反腐的舆情分析系统。充分借助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等软硬件力量，闻腐而动，跟腐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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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发现案情并密切关注网络反腐热点舆论，认

真分析网络反腐信息，科学判断网络舆情的发展

方向；传统主流媒体也必须及时介入反腐信息甄

别与实施相关调查，加强同网络媒体的相互联动，

实施积极有效的舆论引导，尽可能把矛盾与问题

解决在萌芽阶段。二是实现主动公开，通过政府

网络发言人、论坛发帖跟帖等多种形式，第一时间

在互联网上公布办理过程及最终结果，以最大限

度防止无端猜忌与避免网络舆论的异化。三是建

立健全网络舆论的理性引导机制。在现实社会

中，在传统媒体仍然是党和政府喉舌的媒体语境

下，网络反腐倘若不能充分借助占据主流地位与

权威地位的传统媒体力量，就无法实施完整而有

效的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建立反腐倡廉的相关

网站，开设特色反腐栏目以及相关的反馈互动交

流平台与机制，通过“过滤”方式正确引导网络舆

论，帮助广大网民提高认知水平，使他们由“感性”

向“理性”方向发展，从而实现从“严密监控”向

“主动引导”转变。四是提升网民的法律意识与媒

介素养。加强广大网民的法律意识教育与社会公

德教育，引导广大网民逐渐成长为理性成熟、社会

责任感强、认知水平高的反腐“新战士”［７］。只有

广大网民在法律与道德的“双重”约束范围内正确

行使网络言论自由的权利，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

健康良性、和谐发展的网络反腐环境。简言之，提

升网民的法律意识与媒介素养是网络时代人们能

够正确解读与识别媒介信息、能够合理选择与使

用媒介且理性参与信息传播的基本素质，也是净

化网络环境、推进网络反腐的有力保证。

总之，通过制度规范化、技术标准化、操作程

序化与引导的理性化，不断提高网络反腐和网络

监督科学化水平，使之变被动为主动，促使其成为

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和良好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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