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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传播视角下的纪检监察传媒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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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纪检监察传媒作为中央纪委的“喉舌”ꎬ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ꎬ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

的政治传播模式ꎮ 十八大以来ꎬ中央纪委通过整合宣传资源ꎬ并着力加强专业能力建设ꎬ使传播效果得到显著提

升ꎬ为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创造了有利氛围ꎮ 下阶段纪检监察传媒应进一步将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

导落到实处ꎬ加快媒体深度融合ꎬ提高政治营销意识ꎬ提高议程设置能力ꎬ不断开创纪检监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ꎮ
〔关键词〕纪检监察ꎻ宣传ꎻ传媒ꎻ政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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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传播是“传播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

色”ꎬ〔１〕或“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ꎮ〔２〕 政治

传播在政治过程中发挥极为重要作用ꎬ关系到一

个政权能否维持政治权威和统治合法性ꎮ 尽管

“政治传播”的概念形成于西方政治体制下ꎬ但
“政治传播”在中国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中从未缺

位ꎬ它以“政治宣传” 的形态出现ꎬ并且无处不

在ꎮ 宣传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ꎬ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

时期发挥重要作用ꎬ党历来高度重视ꎮ
中国共产党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

大政治实践中ꎬ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监督

制度———纪检监察制度ꎮ 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内

监督、国家监察专责机关ꎬ肩负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ꎮ 长期以来ꎬ
纪检监察传媒作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喉舌”ꎬ
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ꎬ并形成了具

有自身特色的政治传播模式ꎬ值得深入研究ꎮ

一、理论回顾与研究方法

传播与政治是同时产生的ꎬ自从有了政治就

有了政治传播ꎮ 政治传播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或
现象)古已有之ꎬ源远流长ꎮ 但作为一门学科的

政治传播大致产生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是作为传

播学的分支学科发展起来的ꎮ １９２２ 年ꎬ李普曼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ｉｐｐｍａｎｎ)在«舆论»中阐述了舆论的重大

社会功能ꎮ〔３〕 １９４４ 年拉扎斯菲尔德 ( Ｐａｕｌ Ｆ.
Ｌａｚａｒｓｆｅｌｄ)提出的“意见领袖”(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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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传播理论” (Ｔｗｏ － Ｓｔｅｐ Ｆｌｏｗ Ｔｈｅｏｒｙ)ꎬ１９４８
年拉斯韦尔(Ｈａｒｏｌｄ Ｌａｓｓｗｅｌｌ)提出的“５Ｗ 理论”ꎬ
１９４７ 年勒温(Ｋｕｒｔ Ｌｅｗｉｎ)提出的“守门人”(Ｇａｔｅ￣
ｋｅｅｐ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ꎬ１９５３ 年霍夫兰(Ｃａｒｌ Ｈｏｖｌａｎｄ)提

出的“说服性传播”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ｕａ￣
ｓｉｏｎ)为传播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ꎮ 施拉姆(Ｗｉｌ￣
ｂｕｒ Ｓｃｈｒａｍｍ)在继承先驱们诸多观点的基础上ꎬ
于 １９４９ 年出版的«大众传播»成为传播学产生的

标志ꎮ １９６３ 年ꎬ多伊奇(Ｋａｒｌ Ｗ. Ｄｅｕｔｓｃｈ)在«政府

的神经:政治传播与控制的模式» 〔４〕 首次提出“政
治传播”的概念ꎬ并被公认为政治传播理论诞生的

标志ꎮ １９６８ 年ꎬ麦库姆斯(Ｍａｘｗｅｌｌ Ｍｃｃｏｍｂｓ)、唐
纳德肖(Ｄｏｎａｌｄ Ｓｈａｗ)开创性地提出“议程设

置”ꎬ〔５〕从而证实了李普曼关于“脑海图景”的论

述ꎮ １９７３ 年ꎬ国际传播学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ＩＣＡ)设立政治传播分会ꎬ并出

版学术刊物 «政治传播»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ꎮ〔６〕１９８１ 年ꎬ特威尔斯基(Ａｍｏｓ Ｔｖｅｒｓｋｙ)、卡
尼曼(Ｄａｎｉｅｌ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首次提出“框架效应”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７〕后ꎬ这一概念在传播学领域得

到进一步的发展ꎮ １９８４ 年ꎬ桑德斯 ( Ｋｅｉｔｈ Ｒ.
Ｓａｎｄｅｒｓ)和尼谋 ( Ｄａｎ Ｎｉｍｍｏ) 在 «政治传播手

册»中梳理了政治传播学的理论渊源ꎬ指出其方

法论的基础是行为主义ꎮ〔８〕 １９８７ 年ꎬ 艾英戈

(Ｓｈａｎｔｏ Ｉｙｅｎｇａｒ)、金德(Ｄｏｎａｌｄ Ｋｉｎｄｅｒ)在«至关

重要的新闻»中首次提出“启动效应” ( Ｐｒｉ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ꎮ〔９〕１９９９ 年ꎬ布卢姆勒( Ｊａｙ Ｇ. Ｂｌｕｍｌｅｒ)、
卡瓦纳夫(Ｄｅｎｎｉｓ Ｋａｖａｎａｇｈ)指出新媒体的崛起

是第三代政治传播的重要标志ꎮ〔１０〕 经过几十年

的发展ꎬ西方政治传播理论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

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ꎬ并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

头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国内关于政治传播的

研究逐渐成了一股热潮ꎮ 诸多学者推动中国政

治传播研究不断向纵深拓展ꎬ呈现三大进路:一
是持续聚焦高势能运转的政治宣传研究ꎻ二是高

度关注方兴未艾的微政治传播研究ꎻ三是深度融

合迅猛兴起的政治传播交叉学科研究ꎬ〔１１〕 形成

了一大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ꎮ 然而ꎬ当前关于

纪检监察传媒与宣传的相关研究很少ꎮ 潘祥辉

等(２０１６)分析了中央纪委网站的“去科层化”政
治传播功能ꎮ〔１２〕修波(２０１８)分析了«巡视利剑»
的传播效应和艺术特色ꎮ 何韬(２０１９)从«中国

纪检监察报»记者的视角ꎬ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了

党报应如何讲好故事ꎮ 这些理论与实践研究成

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ꎬ提供了重要参考ꎮ
政治传播在不同政治体制中有不同的形态

和模式ꎮ 尽管西方国家的政治传播研究已经形

成了相当成熟的理论体系ꎬ但这些理论无法直接

适用于中国的政治环境ꎮ〔１３〕 关于中国政治传播

的研究需要在扬弃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基础上ꎬ
结合本土政治传播实践进行ꎮ 首先ꎬ本研究从制

度研究的视角切入ꎬ系统梳理了纪检监察传媒的

制度建构与演进历程ꎮ 制度研究是普适性的政

治学研究范式ꎬ对于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同样适

用且有效ꎮ 纪检监察传媒是纪检监察系统的组

成部分ꎬ其存在与特征皆源于此ꎮ 其次ꎬ根据研

究对象的传媒属性ꎬ本研究基于拉斯韦尔 ５Ｗ 理

论分析了纪检监察传媒的改革与绩效ꎬ并探讨和

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ꎮ

二、纪检监察传媒发展历程

(一)改革开放初期(１９７８. １２—１９８９. ６)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重

建后ꎬ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开始工作ꎮ 中央纪委

高度重视宣传教育工作ꎬ１９７９ 年ꎬ中央纪委创办

机关刊«党风与党纪»作为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宣

传载体ꎮ １９８３ 年ꎬ中央纪委成立教育室ꎬ创办了

内部刊物«党风党纪教育参考资料»ꎮ〔１４〕１９８７ 年

２ 月ꎬ«关于印发纪检系统教育工作会议文件的

通知»指出:教育的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ꎮ 通

过报刊、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戏剧、展览等形象

化教育手段ꎬ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ꎬ给人以

直观的感受和深刻的印象ꎬ能收到广泛的社会效

果ꎮ〔１５〕此后相当长的时期ꎬ纪检机关实行宣传教

育工作一体化的管理和发展模式ꎮ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ꎬ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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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ꎮ 监察部对行政监察宣传教育工作十分重

视ꎬ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ꎬ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设立宣传教育司归口联系和指导

«中国监察»杂志社〔１６〕ꎮ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 １３ 日ꎬ邓小

平同志为«中国监察»杂志题写刊名ꎮ〔１７〕彭真、薄
一波、李鹏等中央领导先后为杂志题词ꎮ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中国监察» 〔１８〕 杂志创刊并公开

发行ꎮ〔１９〕１９８９ 年 ７ 月ꎬ宣传教育司创办内刊«监
察宣教通讯»ꎬ对全国行政监察宣传教育开展起

到了推动作用ꎮ 初创时期ꎬ纪检机关、监察机关

在各自领域ꎬ积极克服困难ꎬ努力开展宣传工作ꎬ
打下了良好基础ꎬ取得了明显成效ꎬ积累了重要

经验ꎮ
(二)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十五大时期(１９８９. ６—

２００２. １１)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ꎬ中央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

后ꎬ宣传教育的对象扩展为全体党员和国家公务

人员ꎮ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对

开展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ꎮ
按合并职能相近的部门ꎬ保留职能不同的部门ꎬ
加强薄弱部门的原则ꎬ纪检监察机关整合了宣传

口单位ꎬ〔２０〕 纪检监察媒体进入快速发展阶段ꎮ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ꎬ成立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１〕ꎮ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ꎬ成立电化教育中心〔２２〕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中国纪检监察报»创刊ꎬ时任中共中央

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为报纸题写报名ꎮ〔２３〕 为加大

宣传工作力度ꎬ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ꎬ中央纪委决定由宣

传教育室负责委部机关宣传工作的组织、指导、
协调ꎮ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ꎬ成立华方音像出版社〔２４〕ꎬ与
电化教育中心一班人员、两块牌子ꎬ负责出版党

风党纪方面的音像制品ꎮ ２００１ 年ꎬ«中国监察»
杂志被评为“双效期刊”ꎮ 纪检监察机关合署以

来ꎬ中央纪委监察部所属报、刊、内刊及图书、音
像出版物质量不断提高ꎬ影响力越来越大ꎬ纪检

监察宣传力量得到明显加强ꎮ
(三) 十六大至十七大时期 ( ２００２. １１—

２０１２. １１)
十六大至十七大时期ꎬ是纪检监察宣传教育

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ꎮ 十六大确立了标本

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

工作方针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ꎬ«建立健全教育、制度、
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

要建立思想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

系和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ꎬ要拓展从源头上预防

腐败工作领域ꎮ 新的工作思路为纪检监察宣传

教育工作的深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ꎬ纪检监察

机关对宣传教育工作的性质、特点和规律的认识

不断深化ꎮ
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所属各媒体都有长足

发展ꎮ ２００５ 年ꎬ«中国监察»杂志被中宣部列为

中央重点党刊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ꎬ«中国纪检监

察报»扩为日报发行ꎬ〔２５〕２００６ 年ꎬ被中宣部列为

中央重点党报ꎬ报刊发行量连续攀升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党风与党纪»更名为«党风廉政建设»ꎬ由中国

方正出版社主办ꎬ党内发行ꎮ〔２６〕 中国方正出版社

出版图书种类不断增多、发行码洋不断增长ꎮ 电

化教育中心拍摄制作了一大批内容丰富、特色鲜

明的优秀党风廉政电教片ꎬ创办了«廉政中国»
电视月刊ꎬ电教片发行品种、总量不断增长ꎮ 新

世纪以来ꎬ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的信息化建设不

断加强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监察部互联网网站

开通ꎮ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ꎬ«中国纪检监察报»互
联网网站中国廉政报道网开通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ꎬ国务院纠风工作互联网网站开通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国家预防腐败局互联网网站开

通ꎮ〔２７〕 互联网网站的开通为纪检监察宣传教育

工作提供了更多的方式与可能ꎮ
(四)十八大至十九大时期(２０１２. １１—)
十八大时期ꎬ中央纪委机关实施“三转”ꎬ对

内设机构进行调整ꎮ ２０１３ 年ꎬ成立网络中心(电
化教育中心并入)、网络技术中心ꎬ负责中央纪委

监察部网站的运营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组建中央纪

委宣传部ꎬ总体负责宣传相关工作ꎮ 这一时期ꎬ
中央纪委着重加强了对新媒体的建设和整合ꎬ构
建起“一网一端一微”立体网媒格局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ꎬ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２８〕 上线ꎻ２０１５ 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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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 日ꎬ网站推出新版并开通客户端 ( ＡＰＰ)ꎻ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ꎬ网站微信公众号开通ꎮ “一网

一端一微”覆盖传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社交

媒体平台ꎬ标志着纪检监察机关走向开放透明ꎬ
使得纪检监察干部、广大党员、人民群众能够随

时随地随身关注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最新动态ꎮ
新时代以来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联合拍摄的«永远在路上» «打铁还

需自身硬»«巡视利剑» «红色通缉»等一系列反

腐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后引发收视热潮ꎬ社
会反响热烈ꎮ 这一时期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所属

的“一报两刊”传统媒体与“一网一端一微”网络

媒体由资源整合开始向深度融合发展ꎮ

三、纪检监察传媒的改革与绩效

哈罗德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

能»中指出ꎬ描绘传播便利方式必须回答以下 ５
个问题:谁(Ｗｈｏ)? 说什么( Ｓａｙｓ Ｗｈａｔ)? 通过

什么 渠 道 (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 )? 对 谁 说 ( Ｔｏ
Ｗｈｏｍ)? 取得什么效果(Ｗｉｔｈ Ｗｈａｔ Ｅｆｆｅｃｔ)?〔２９〕

并将 ５ 个问题归纳为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

分析、受众分析、传播效果分析ꎮ 这一分析框架

归纳了传播研究关注的基本问题ꎬ也涵盖了政治

宣传的三个构成要素ꎬ〔３０〕 因而适用于分析纪检

监察传媒与宣传ꎮ 本研究以 ５Ｗ 框架对纪检监

察传媒的改革与绩效进行分析:１. 传播主体ꎬ２.
传播对象ꎬ３. 传播方式ꎬ４. 传播内容ꎬ５. 传播效

果ꎮ 每个维度设若干观察点ꎮ “传播主体”是纪

检监察媒体的主办人ꎬ此处将管理部门一并纳入

讨论ꎮ “传播对象”是指纪检监察传媒的主要目

标群体ꎮ “传播方式”主要观察两个方面ꎬ一是

传媒的形态决定传播方式ꎬ二是纪检监察机关的

宣传策略影响传播方式ꎮ “传播内容”主要分析

历年来纪检监察传播内容的变化ꎮ “传播效果”
主要分析纪检监察传媒在政治传播实践中的最

明显的效果ꎬ包括:宣传教育、工作指导、议程设

置等ꎮ (见表 １)

表 １　 维度与观察点

(一)传播主体

在中国的政治过程和政治传播生态中ꎬ政党

(国家)是政治传播的主体ꎬ主导政治传播过程ꎮ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是纪检监察传媒的主办人ꎬ决
定了其政治属性ꎮ 长期以来ꎬ纪检监察机关设置

宣传教育室(司)负责宣传教育工作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ꎬ中央纪委决定实行由中央纪委常委会统一领

导、委部领导分工格局不变ꎬ一名分管宣传教育

室工作的常委负责归口管理ꎬ宣传教育室统一规

划、组织协调ꎬ有关部门具体实施的宣传工作领

导体制ꎮ 宣传教育室设立宣传处ꎬ负责承办有关

宣传工作的具体事宜ꎮ〔３１〕 十八大时期ꎬ中央纪委

机关实施“三转”ꎬ组建宣传部负责纪检监察媒

体的管理ꎮ〔３２〕当前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负

责组织协调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宣传教育以及廉洁文化建设工作ꎻ归口管理机

关承担宣传教育职责的单位ꎻ负责机关的新闻事

务和有关网络信息工作等ꎮ〔３３〕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中共

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 〔３４〕规定

了党的宣传部门的工作职责ꎬ为新时代的纪检监

察宣传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ꎮ〔３５〕

(二)传播对象

作为细分类别的政治传媒ꎬ纪检监察传媒早

期开展的宣传教育主要针对全体党员和国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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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ꎮ〔３６〕 «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

察»杂志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机关报、刊ꎬ在全

国公开发行ꎮ «党风廉政建设»在党内发行ꎬ其
对象是各级党组织、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和全体纪

检监察干部ꎬ以及其他党政领导干部ꎮ〔３７〕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发

展ꎬ纪检监察宣传教育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ꎮ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是由中共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办

的综合性党务政务门户网站ꎮ 十八大以来ꎬ纪检

监察系统的宣传范围不断延伸ꎬ目标对象进一步

扩大至全体公众ꎮ 近年来ꎬ移动互联技术的广泛

应用使政治传媒能够将传播对象由普通大众细

分为不同需求的分众ꎮ 传播技术的提升要求政

治传播向政治营销转变———像商业营销一样ꎬ根
据传播对象的不同类型ꎬ制定适当的传播策略ꎬ
从而实现纪检监察宣传的个性化定制ꎬ精准化生

产、智能化推送ꎮ
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与交流日益增多的大背

景下ꎬ纪检监察机关更加注重对外宣传ꎮ 全球清

廉指数〔３８〕 的发布及加入 «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 〔３９〕ꎬ使得中国的反腐败工作越来越受到国际

的关注ꎮ 进入新世纪以来ꎬ中央纪委多次举办中

央纪委开放日、走进中央纪委等活动ꎬ邀请国外

政要、智库学者和媒体人士到中央纪委机关实地

走访、座谈ꎬ了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

况ꎮ
(三)传播方式

当前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所属的传媒大致是

“一报两刊一网”ꎮ 纸媒“一报两刊”是«中国纪

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党风廉政建

设»ꎮ 新媒体“一网”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站”等ꎮ 十八大之前ꎬ中央纪委监察部的网络媒

体分属多个部门主办(管理)ꎬ专业水平不高ꎬ宣
传力量分散ꎮ〔４０〕“三转”后ꎬ中央纪委组建宣传部

对网络宣传力量进行了整合ꎬ开通“中央纪委监

察部网站”及客户端(ＡＰＰ)、微信公众号等ꎬ形成

了“一网一端一微”的布局ꎮ
宣传策略包括宣传工作的方针、机制和方式

等ꎮ 在各个时期ꎬ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始终紧

密配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心工作(见
表 ２)ꎮ 纪检监察传媒始终坚持正面宣传为主ꎬ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ꎬ有很强

的喉舌观念和阵地意识ꎮ
表 ２　 反腐倡廉宣传工作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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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纪委恢复成立初期就高度重视宣传工

作ꎬ将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寓于宣传工作之中ꎮ 监

察部成立之初ꎬ面临工作中断近三十多年的局

面ꎬ因此通过大力加强对行政监察工作的宣传推

动工作开展ꎮ 十四大时期ꎬ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ꎬ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

作为一项治本之策ꎬ其作用日益凸显ꎮ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ꎬ中央宣传部制定«关于当前加强反腐败斗争

推进党风廉政宣传报道的意见»ꎬ强调各级党委

宣传部门同纪检监察机关密切配合ꎬ指导协调新

闻单位做好宣传报道ꎮ 在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的

支持下ꎬ党风廉政宣传得到了很大加强ꎮ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ꎬ十四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明确把廉洁自律、
查处案件、纠正不正之风三项工作任务上升到

“格局”的高度ꎬ并将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与反

腐败斗争三项任务一起部署ꎬ紧密结合ꎬ寓于各

项重要措施之中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ꎬ十五届中央纪委

二次全会指出ꎬ要充分发挥党报、党刊、国家通讯

社和电台、电视台在宣传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中的主导作用ꎬ在全社会形成反腐倡廉的舆

论环境ꎮ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ꎬ十五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

要求ꎬ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ꎮ 党风廉

政建设宣传教育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的一项基础性工作ꎮ 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宣

传教育工作ꎬ需要全党共同努力ꎬ各部门密切配

合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ꎬ十五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ꎬ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ꎬ十五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强调ꎬ要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宣传教育纳入

全党宣传教育工作的总体部署ꎮ 全会的要求为

做好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ꎮ 这一

时期ꎬ中央纪委监察部不断加大对宣传教育工作

的投入力度ꎬ一方面整合委部机关内部宣传资

源ꎬ强化宣传教育阵地建设ꎬ进一步发挥整体效

能ꎮ 另一方面ꎬ把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纳入全党宣

传教育工作的总体部署ꎮ 加强与中组部、中宣

部ꎬ文化、教育、广电等部门和中央各主要新闻单

位的联系合作ꎬ有效利用各种外部宣传资源ꎬ形
成反腐倡廉宣传合力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ꎬ十六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要求

把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纳入全党宣传教育的总体

部署ꎬ完善宣传教育制度ꎬ健全工作机制ꎬ改进方

式方法ꎬ增强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ꎮ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ꎬ十六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要求加强反腐

倡廉宣传教育ꎬ完善反腐倡廉“大宣教”工作格

局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ꎬ«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

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提出ꎬ
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党的宣传教育总体部署ꎬ反
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党全社会、加强廉政文化建

设等一系列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的新思路、新
举措ꎮ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ꎬ尤其是电子政务

的深入推进ꎬ网站成为党政机关发布政务信息、
进行宣传教育、提供在线服务、与公众互动交流

的重要平台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ꎬ十七届中央纪委五次

全会提出ꎬ加强正面引导ꎬ积极探索利用互联网

等传播手段开展反腐倡廉宣传的新途径ꎬ努力营

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ꎬ十七届中

央纪委七次全会提出ꎬ加强反腐倡廉网络舆情的

收集、研判、处置工作ꎬ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ꎬ
发挥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在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中

的积极作用ꎬ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ꎮ 这一时

期ꎬ中央纪委监察部和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单位建立了党风廉政

宣传教育部级联席会议、局级协调会议制度ꎬ建
立起了反腐倡廉“大宣教”工作格局ꎮ〔４１〕 反腐倡

廉宣传方式与时俱进ꎬ更加丰富多样ꎬ为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

环境ꎮ
十八大时期ꎬ中央纪委把全面从严治党融入

全党宣传工作格局ꎬ加强宣传引导和舆论监督ꎬ
充分发挥中央新闻媒体的重要作用ꎬ营造浓厚舆

论氛围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

指出ꎬ把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摆在党的宣传教

育格局中部署和推进ꎮ 这一时期ꎬ中央纪委监察

部整合了所属媒体资源ꎬ并着力加强了“中央纪

委监察部网站”等新媒体建设ꎮ 通过网站这一平

台ꎬ纪检监察媒体形成联动ꎬ宣传方式不断创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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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传播力不断提高ꎮ 网站连续被评为中国最

优秀党务政务网站ꎬ«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

检监察»杂志影响力显著提升ꎮ 十九大时期ꎬ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要求加快推进网站报纸深度融

合、深化体制机制ꎬ以适应新的媒体发展形势ꎮ
(四)传播内容

传播什么是政治传播过程的中心环节ꎮ 作

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报、刊、网站ꎬ«中国纪

检监察报»和«中国纪检监察»杂志以宣传报道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主要内容ꎬ为全国纪

检监察工作提供综合指导ꎬ主要包括:大力宣传

党中央、中央纪委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ꎻ
深入报道历次中央纪委全会ꎬ准确及时传达会议

精神ꎻ注重宣传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

成就、新经验ꎬ促进工作发展ꎻ注重发现和树立党

风廉政建设先进典型ꎬ弘扬正气、树立新风ꎻ抓好

典型案例警示报道等ꎮ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设有要闻、新时代新本领、党纪法规库、公开课、
图解图说、专题集粹、工作动态、历史文化等 １４
个版块 ６５ 个栏目ꎮ 报和杂志在网站均设有专门

频道ꎬ并通过网站转发有关内容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顺应全媒体时代发展趋势ꎬ推
进网纸深融改革ꎮ 在深融中ꎬ纪检监察报、网将

逐渐实现内容供给无差别ꎬ内容发布统筹安排ꎬ
内容呈现形式更丰富ꎮ «党风廉政建设»是党内

发行刊物ꎬ主要刊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领导同志

重要讲话和署名文章、机关各部门工作要点、主
要负责同志工作指导性文章等ꎮ

(五)传播效果

传播效果是传播行为产生的结果ꎬ反映了传

播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传播者的意图和目

的ꎮ 纪检监察传媒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其追求的

传播效果与大众传媒有明显区别ꎮ〔４２〕 本研究仅

选取纪检监察传媒在中国政治传播实践中最显

著的几个传播效果进行分析ꎬ主要包括:宣传教

育、工作指导、议程设置ꎮ
１. 宣传教育

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ꎬ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

利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ꎮ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

实践中ꎬ形成了系统的宣传理念和机制ꎮ 中国共

产党通过政治传媒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ꎬ以强化政治认同ꎬ进行政治动员ꎮ 在政

治宣传中ꎬ社会的叙事结构和框架往往通过政治

意识形态的宣传或灌输来架构ꎮ 这时的意识形

态因为其对民众思想的全面渗透ꎬ不仅仅是政治

统治的工具ꎬ也几近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框架和

工具ꎮ〔４３〕面向全党全社会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

育是纪检监察传媒的重要功能ꎮ 一方面ꎬ对全体

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反腐倡廉教育ꎬ增强拒

腐防变能力ꎮ 一是大力开展党章党规、宪法监察

法的宣传ꎮ 二是加强理想信念宗旨和党性党风

党纪教育ꎬ通过正面宣传发挥先进典型引领作

用ꎮ 三是通过剖析反面典型ꎬ深入开展警示教

育ꎮ 另一方面ꎬ对民众开展宣传教育同样非常重

要ꎮ 一是教育民众认识贪腐的危害ꎮ 二是争取

民众支持反腐倡廉工作ꎮ 长期以来ꎬ纪检监察传

媒通过大力宣传党中央、中央纪委关于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ꎬ弘扬

正气、鞭挞腐恶ꎬ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ꎮ
２. 工作指导

工作指导功能是纪检监察传媒区别于大众

传媒的主要特征ꎮ 党政系统内部的政治信息传

递不仅通过会议、报告、文件、批示等形式进行ꎬ
机关报刊在政治传播中也发挥重要作用ꎮ 新闻

报道、通讯、宣传的首要任务就是传送党政机关

需要传送的信息ꎬ是中国下行沟通的主要方

式ꎮ〔４４〕纪检监察系统层次多ꎬ覆盖面广ꎬ有几十

万纪检监察干部队伍ꎮ 对全国纪检监察工作的

指导ꎬ可以通过开会、发文件ꎬ但刊物不失为工作

指导的经常性渠道ꎬ而且与开会、发文件相比ꎬ有
着独特的优越性ꎬ可以减少中间环节ꎬ一竿子插

到底ꎮ〔４５〕纪检监察一报两刊一网都开设有工作

指导相关版面、栏目(或内容)ꎮ «中国纪检监察

报»的实务、警钟、研讨版ꎬ«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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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证纪法、警示剖析、释疑答问等栏目ꎬ网站的

在线访谈、反腐三人谈、回复选登等栏目ꎬ都通过

不同方式对纪检监察业务进行指导ꎮ «党风廉政

建设»既是刊物ꎬ是教材ꎬ又是文件ꎬ〔４６〕 通过原汁

原味刊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领导同志重要讲话、
署名文章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各部门工作要

点ꎬ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指导性文章ꎬ开展纪检监

察业务内部交流研讨ꎬ着力加强对纪检监察业务

指导ꎮ 十八大时期ꎬ«中国纪检监察报»和中央纪

委监察部网站开设的“学思践悟”专栏ꎬ是中央纪

委监察部根据党的十八大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部

署ꎬ通过网站宣传委部工作要求ꎬ传递重要声音ꎬ
阐述精神实质ꎬ进一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深入开展的重要举措ꎮ 这一时期ꎬ“学思

践悟”成为最受各级纪检监察干部重视的栏目ꎬ
各系列文章既广泛宣传了委部的工作部署ꎬ传递

了工作要求ꎬ也深刻阐述和解读了“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ꎬ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

任”的精神实质ꎬ及时回答了各地各部门最关心

的问题ꎬ对于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引向深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该栏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上线ꎬ共刊发 ２７ 个专题ꎬ１５２ 篇文章ꎮ “在线

访谈”以访谈党政领导尤其是纪检监察系统领导

为主ꎬ内容既有对中央纪委的大政方针的权威解

读ꎬ也有对反腐败工作的深刻阐述ꎮ “反腐三人

谈”的访谈对象主要是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研

究领域的专家学者ꎬ内容针对当前社会关切ꎬ涵
盖面广ꎬ从国际反腐败合作到党纪党规ꎬ从经济

发展到官场百态都有涉及ꎮ 随着传播技术的进

步ꎬ纪检监察传媒的内容形式不断丰富ꎬ内容推

送更加精准ꎬ亦能有效地提升工作指导效果ꎮ
３. 议程设置

传媒具有推动政府确定议事日程的功

能———议程设置(Ａｇｅｎｄ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ꎮ〔４７〕 新闻媒介

的真正功能在于他们能够决定被决定的事ꎮ 规

定问题的范围ꎬ分辨可选择的政策ꎬ将民众的目

光引向社会、经济及政治危机———这些都是制定

政策的重要方面ꎮ〔４８〕 尽管“正面宣传”是党报党

刊一贯的工作方针ꎬ然而纪检监察宣传工作不可

能回避种种贪腐丑恶现象ꎮ 如何设置议题ꎬ控制

议程ꎬ通过鞭挞腐恶弘扬正气成为纪检监察传媒

必须面对的挑战ꎮ
十八大时期ꎬ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形

势ꎬ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

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ꎬ作出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庄

严承诺ꎬ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勇气ꎬ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ꎬ以坚如磐石的决心夺

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ꎮ 这一时期的查处力

度之大ꎬ数量之多ꎬ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ꎮ
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

及其他中管干部 ４４０ 人ꎮ 其中ꎬ十八届中央委

员、候补委员 ４３ 人ꎬ中央纪委委员 ９ 人ꎮ〔４９〕 对于

执政党来说ꎬ“反腐败是把双刃剑”ꎮ〔５０〕 在以党治

国、以党领政的体制下ꎬ反腐败行动在惩处违纪

违法党员干部的同时ꎬ也破坏了执政党的形象ꎮ
疾风骤雨般的反腐败斗争和一系列令人瞠目结

舌的腐败大案ꎬ一方面使社会公众不禁会产生诸

多的疑问ꎬ动摇执政党的合法性ꎬ从而产生严重

的系统性危机ꎻ另一方面ꎬ积弊甚久的官僚体系

面临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ꎬ因趋利避害而导致整

个系统无效率空转ꎮ 但事实上ꎬ政治问题是不会

自己发生ꎬ制造问题使之戏剧化ꎬ引起民众对之

注意ꎬ并把它推向危机ꎬ迫使政府做些什么ꎬ这些

都是很重要的政治技巧ꎮ〔５１〕 十八大时期ꎬ以习近

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下定坚如磐石的政治

决心ꎬ对经年累积的腐败存量集中“出清”ꎮ 如何

在赢得民心、形成共识ꎬ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必胜

信心的同时ꎬ进一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向纵深发展ꎬ构成了十八大时期纪检监察传

媒进行议程控制的主要逻辑ꎮ 中央纪委通过几

方面的举措ꎬ成功主导了整个十八大时期的反腐

败公共议程ꎮ
一是及时发布执纪审查信息回应社会关切ꎮ

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形势ꎬ中央纪委监察

部网站及时对外发布中管干部接受组织调查信

息ꎬ展示工作业绩ꎬ以直接向公众喊话的方式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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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散布性支持” 〔５２〕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ꎬ进一步提

升了反腐败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ꎬ拉近了纪检

监察机关与民众的距离ꎮ 十八大时期ꎬ中央纪委

监察部网站通过高频率首曝反腐信息ꎬ成功聚焦

了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目光ꎬ从而具备了强大的

议程设置能力ꎬ成为党风廉政建设的舆论高地ꎮ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线次年ꎬ就在“２０１４ 年网

络舆情热点首曝媒体”榜上名列第 ９ꎬ是唯一入选

的政府网站(见图 １)ꎮ〔５３〕

图 １　 ２０１４ 年网络舆情热点首曝媒体排行榜

传媒的作用并不在于说服观众接受某种观

点ꎬ传媒的作用在于为政策决策确定议事日程ꎬ
决定什么问题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或忽视ꎮ 由

于反腐败相关的信息在公开披露前是高度保密

的ꎬ因此在反腐败报道方面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的传媒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ꎮ 很显然ꎬ中央纪委

能够决定什么是重要的ꎬ以及什么时候应该发

生ꎮ 中央纪委网站还通过制造“点击期待”控制

议程节奏———制造出“周五打老虎”这一公共话

题ꎮ〔５４〕一度形成了众多媒体和网友定时守候ꎬ静
待网站爆料的景观ꎮ

二是利用反腐专题片制造舆论热点ꎮ 十八

大时期ꎬ中央纪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

合摄制的一系列反腐倡廉电视专题片在央视黄

金时段播放ꎬ引发社会热议ꎬ成为“现象级”的年

度文化景观ꎮ 专题片«巡视利剑»和“来自巡视一

线的报道”ꎬ以前所未有的零距离报道了中央巡

视组的工作ꎮ «打铁还需自身硬»反映了纪检监

察机关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内控机制的切实举

措ꎬ体现坚决清理门户ꎬ严防“灯下黑”的清醒和

“打铁自身硬、永远在路上”的决心ꎮ 这些专题片

通过披露“反腐败内幕”ꎬ既满足了广大公众的关

切ꎬ也有助于更好地营造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的社会氛围ꎮ 公众对反腐败话题的热议并非猎

奇ꎬ而是真切地反映了大家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和

对中央强力反腐的衷心拥护ꎮ
通过这些方式ꎬ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十八大时

期的反腐败工作中ꎬ牢牢掌握了宣传的主动权ꎮ
纪检监察传媒通过一系列熟练而巧妙的议程控

制技巧ꎬ有效地引导社会和公众的舆论导向ꎬ为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营造

了极为有利的社会氛围ꎮ
(六)小结

１. 制度发展的节点ꎮ 回顾纪检监察宣传制

度的演进历程ꎬ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制度变迁

的发展路径和三个关键节点ꎮ 第一个节点以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ꎬ纪检监察机关合署为标志ꎮ 中央纪

委、监察部的合署形塑了纪检监察宣传体制ꎮ 第

二个节点以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ꎬ«中共中央纪委监察

部关于建立健全宣传工作领导体制的意见»为标

志ꎮ 该意见确定了纪检监察宣传工作的领导体

制ꎬ整合了宣传资源ꎬ为其后的工作发展形成了

比较稳定的框架ꎮ 第三个节点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中央纪委组建宣传部为标志ꎮ 十八大时期是纪

检监察宣传体制发展的 “关键时期” ( Ｃｏｎｊｕｎｃ￣
ｔｕｒｅｓ)ꎮ 由于原有的宣传工作模式〔５５〕 已经不能

很好地适应十八大时期纪检监察宣传工作的发

展ꎮ 因此ꎬ中央纪委在十八大时期组建了宣传

部ꎬ重新整合了内部宣传资源ꎬ调整了工作模式ꎬ
着力加强了对新媒体建设的投入ꎮ 这些改革举

措全面提升了工作水平ꎬ形塑了中央纪委的外部

形象ꎬ稳稳地掌控着反腐败的公共议程和节奏ꎬ
纪检监察传媒综合传播力显著提升ꎬ影响力跃升

至国内政务网站顶端ꎮ〔５６〕

２. 反腐倡廉理念深入人心ꎮ 一是大力开展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宣传教育ꎮ 多年以来ꎬ中
央纪委监察部在发挥“一报两刊一网”宣传主阵

地作用的同时ꎬ联合有关部门和主流传媒开展各

种形式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ꎬ在全党全国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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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以贪为耻、以廉为荣”的良好风尚ꎬ为深

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营造了良好氛围ꎬ为“形成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ꎮ 二是大力开展廉洁文化建设ꎮ 中央纪

委非常重视廉洁文化建设ꎬ在各个时期广泛开展

了丰富多样的活动ꎮ 三是树立先进典型ꎬ发挥模

范引领作用ꎮ 以姜瑞峰、梁雨润、王瑛、李夏等为

代表的优秀纪检监察干部在全社会都有较大影

响ꎮ 四是开展警示教育ꎬ大力鞭挞腐恶ꎮ
３. 建构了良好的组织形象ꎮ 长期以来ꎬ中央

纪委监察部在公众心中的组织形象相当模糊ꎬ也
非常神秘ꎮ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ꎬ委部

开始注意加强建构组织形象ꎬ以更好地推动反腐

倡廉工作发展ꎮ 一是根据工作需要ꎬ定位组织形

象ꎮ 例如ꎬ２００８ 年 ４ 月ꎬ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了“做
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主题实践活动ꎻ
十八大时期ꎬ中央纪委制作的«打铁还需自身硬»
等专题片等ꎮ 通过这些举措ꎬ中央纪委加强了与

民众的“情感联结”ꎬ形塑出了可亲可敬的纪检监

察干部和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ꎮ 二是

加强外宣工作ꎬ讲好中国反腐故事ꎮ 随着反腐败

国际交流合作的发展ꎬ中央纪委监察部不断加强

外宣方面的工作ꎬ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反腐倡廉的重大成就ꎮ 三是加强信息公

开ꎬ主动去神秘化ꎮ 十八大时期ꎬ中央纪委监察

部通过网站加强信息公开ꎮ 例如ꎬ发布中央纪委

领导机构、内部组织机构、工作程序、会议资料、
信息公开年报等ꎻ组织中央纪委副书记、常委等

领导同志在线解读政策并与网友互动交流等ꎮ
这一系列举措有效提高了透明度ꎬ起到了去神秘

化的作用ꎮ

四、探讨与展望

(一)将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

实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

作的全面领导ꎬ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

识形态ꎮ〔５７〕 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

宣传阵地ꎬ必须姓党ꎮ〔５８〕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

条例»规定ꎬ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

作ꎬ是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加
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

基础的重要方式ꎬ是为实现党的主张和奋斗目标

动员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所进行的理论武装、
舆论引导、思想教育、文化建设、文明培育等工作

和活动ꎮ
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ꎬ担负着反映舆

论、引导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ꎮ〔５９〕 纪检监察传媒

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喉舌”ꎬ是党风廉政建设

舆论宣传的主阵地ꎬ必须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和«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的各

项要求ꎬ将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实

处ꎮ 一是组织质量ꎮ 纪检监察宣传部门的干部

必须忠诚党纪检监察事业ꎬ思想上始终同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ꎬ坚决做到“两个维护”ꎬ发自内心

地认同党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的重大决策和部署ꎮ 二是执行表现ꎮ 纪检监察

传媒必须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ꎬ坚持正确舆

论导向ꎬ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ꎬ以鲜活的报道

感染人ꎬ以先进的事迹引领人ꎬ以温暖的故事抚

慰人ꎬ以伟大的成就鼓舞人ꎬ以深刻的报道教育

人ꎬ以深刻的教训警示人ꎮ 将党对宣传工作的全

面领导体现在具体工作中ꎬ确保党中央、中央纪

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决策

部署和反腐倡廉的重要成就能以广大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得到呈现ꎮ
(二)加快传媒深融

十八大以来ꎬ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媒体融

合发展ꎬ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利用新技术新应

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ꎮ 这一时期ꎬ国务院办公厅

连续印发系列文件ꎬ〔６０〕 对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建设、“互联网 ＋ 政务服务”、网站域名管理

及政务公开工作等提出新要求ꎬ明确政府信息化

建设的主要任务、建设思路和规范要求ꎮ 在这一

大背景下ꎬ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制定

«关于推进中央纪委网站报纸深度融合深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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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机制改革方案»ꎮ〔６１〕 融媒体时代的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高度重视新媒体建设ꎬ将网站作为纪检

监察宣传工作的主阵地来建设ꎮ 一是坚守党媒

姓党ꎮ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ꎬ以正面宣传为主ꎬ弘
扬正能量ꎮ 二是注重体制创新ꎮ 推进网纸深融ꎬ
着力发展新媒体ꎮ 建立统一采编机制ꎬ统筹内容

发布ꎮ 三是注重表达创新ꎮ 创新话语方式ꎬ运用

鲜活语言ꎬ讲好纪检监察故事ꎮ 不断丰富产品形

态ꎬ更加注重可视化呈现ꎮ 不断丰富传播内容ꎬ
聚焦纪检监察工作ꎬ发挥内容原创优势ꎬ以差异

化内容形成核心竞争力ꎮ 四是注重平台创新ꎮ
适应网络传播规律ꎬ建构网端微立体传播架构ꎬ
推动平台终端互联共享ꎮ 精准推送内容ꎬ注重技

术推介应用ꎮ 通过这些举措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ꎬ为国家纪检监察宣

传工作开创了新局面ꎬ也为全国各级党务政务网

站及政务新媒体树立了一块样板ꎮ
政治传播平台需要与时俱进ꎬ常演常新ꎮ 进

入新世纪以来ꎬ移动互联、云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信息技术的产生和快速迭代使传媒形态

与传播方式产生了革命性变革ꎮ 进入全媒体时

代ꎬ传媒边界逐渐消融ꎬ传播资源重新配置ꎬ这不

仅是传媒形态的进化ꎬ更是传播方式的革命ꎬ媒
体深融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

学习〔６２〕时强调ꎬ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

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ꎮ 党报党刊要加

强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ꎬ发展网站、微博、微信、
电子阅报栏、手机报、网络电视等各类新媒体ꎬ积
极发展各种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新闻信息服

务ꎬ实现新闻传播的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多
领域拓展ꎬ推动党的声音直接进入各类用户终

端ꎬ努力占领新的舆论场ꎮ 要运用信息革命成

果ꎬ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ꎬ做大做强主流舆

论ꎮ〔６３〕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高屋建瓴ꎬ对党

媒的发展提出期望ꎬ指明了方向ꎬ规划了路径ꎮ
纪检监察传媒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

遵循和行动指南ꎬ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进步ꎬ不

断探索政治传播路径ꎬ创新政治传播模式ꎬ提升

政治传播能力ꎬ加强政治传播效果ꎬ不断开创纪

检监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ꎬ为党的反腐倡廉事业

贡献力量ꎮ
(三)提高政治营销意识

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政

治的市场化ꎮ〔６４〕在市场化的政治过程中ꎬ政治营

销〔６５〕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政治宣传ꎬ成为政治传

播的主要形式ꎮ〔６６〕 政治营销将民众视为具有主

动性的政治信息消费者ꎬ政治组织及传媒则是政

治信息产品的生产及销售者ꎮ 在政治营销中ꎬ政
治组织借助传媒ꎬ通过将政治信息产品推销给政

治消费者ꎬ从而实现政治目标ꎮ 政治营销进行的

政治市场调研、制定营销战略、明确政治定位、包
装政党形象、打造政治品牌等行动ꎬ与商业营销

没有本质上的不同ꎬ只是推销的产品有所区别ꎮ
政治营销的目的与政治宣传别无二致ꎬ本质上都

是为了进行政治说服、强化意识形态、巩固合法

性等ꎮ 但政治营销的形式更加多样ꎬ目的更加隐

蔽ꎬ并且能够使公众在消费信息产品的过程中产

生愉悦感ꎮ
政治营销是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制度服务的一项政治技术ꎮ 正如马克斯韦伯

所指出:一切权力ꎬ甚至包括生活机会ꎬ都要求为

自身辩护ꎮ 所有经验都充分表明ꎬ在任何情

况下ꎬ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

对其合法性的信念ꎮ〔６７〕 政治营销将政治主体寻

求民众支持的行为视为一种完全类似于市场的

复杂交易过程ꎬ〔６８〕 并进一步发展出新的理论范

式“关系营销”ꎮ〔６９〕在政治(关系)营销中ꎬ当局维

持统治、寻求支持ꎬ巩固合法性的一系列行动ꎬ相
当于市场营销中的增加客户黏性、满足客户需求

进而保持市场份额ꎮ 政治系统的维持和发展ꎬ离
不开民众的广泛认可与支持ꎮ 可以说ꎬ反腐败工

作部分举措的目的就是搞好公共关系ꎮ〔７０〕 中国

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ꎬ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

来的ꎬ也不是一劳永逸的ꎬ〔７１〕 因而始终致力于通

过群众路线巩固党的执政兴业基础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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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５ 日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指

出:“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ꎬ人
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ꎮ 只要我

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ꎬ我们就能无往

而不胜”ꎮ〔７２〕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强调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ꎬ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根本追求ꎮ 由此可见ꎬ中国共产党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ꎬ始终高度

重视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ꎬ构成了中

国特色党群关系营销的主基调ꎮ
尽管中西方政治体制的不同使政治传播模

式有很大差别ꎬ但政治营销对中国同样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ꎮ 理念层面ꎬ政治营销强调的“民意

为先”与我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存

在高度契合ꎻ应用层面ꎬ在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

中ꎬ当局可以通过政治营销塑造政党形象〔７３〕、密
切党群关系、宣传政策主张、强化意识形态、推进

改革进程、营造舆论氛围、化解政治危机、争取民

众支持等ꎮ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政治实

践中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ꎬ以政治

宣传为核心的政治传播模式需要适时地进行调

整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ꎮ 新时代的纪检

监察宣传工作同样需要与时俱进ꎬ实现政治宣传

向政治营销转变ꎮ
(四)提高议程设置能力

(政党)为了取得权力、维护权力ꎬ就必须控

制新闻传播工具ꎮ 新闻媒介是社会控制的机

构ꎮ〔７４〕议程设置是新闻媒介的重要功能之一ꎬ对
提高新闻舆论引导力ꎬ形成凝心聚力、同心同德

的舆论氛围具有重要意义ꎮ 身处全媒体时代的

纪检监察传媒要顺应政治传播的发展趋势和运

行规律ꎬ创新工作方式方法ꎬ不断提高议程设置

能力ꎮ
一是加强内容供给ꎬ丰富产品线ꎮ 由于我国

对政治新闻实行严格的管控ꎬ在中国的政治传播

实践中ꎬ民众几乎只能消费国内传媒生产的政治

新闻产品ꎮ 因而ꎬ政治新闻市场不是充分竞争市

场ꎬ而是一个政策性、碎片化、高度垄断的市场ꎮ
在这种市场环境中ꎬ政治报道的内容同质化、形
式单一化ꎬ这与民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信息

消费需求间产生了差距ꎮ 纪检监察传媒应进一

步加强内容供给ꎬ用琳琅满目的新闻产品填满

“货架”:聚焦纪检监察工作ꎬ进一步发挥党媒在

时政要闻、权威发布、政策解读、深度报道等方面

的差异性竞争优势和内容原创生产优势ꎻ拓展历

史、文化、科技等主题ꎬ将四个自信寓于其中ꎻ善
于运用网言网语、新词热词ꎬ用鲜活语言讲好故

事ꎻ注重视觉表达ꎬ加强推出图片、动漫、短视频

等形态的产品ꎬ提高阅读愉悦感ꎮ 通过饱和式供

给ꎬ制造一个极大丰富的产品市场ꎬ用多样化的

产品形态迎合不同层次、不同口味民众的政治信

息消费需求ꎮ
二是改进传播方式ꎬ提升框架效果(Ｆｒａ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ꎮ 框架指受众通过信息源对一个特定的

社会政治议题进行界定的过程ꎬ这个过程框定了

哪些事项与该议题相关ꎮ〔７５〕 麦库姆斯把议程设

置作为一个整体分析ꎬ而将框架效应视为议程设

置的延伸和深化ꎮ〔７６〕 框架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扭

曲机制———政治主体通过选择性的信息传播以

影响受众对特定议题的认知ꎮ 某种意义上ꎬ国内

政治传媒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越了框架ꎬ而是对

民众的认知图景进行再塑造ꎮ 爱德华伯内斯

指出ꎬ如果政治家学会了如何形塑选民的思想ꎬ
并将自己的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观点与

观众需求融为一体ꎬ那么他就不必成为公众偏见

的奴隶ꎮ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家来说ꎬ重要

之事不是如何取悦公众ꎬ而是要知道如何影响公

众ꎮ〔７７〕民众需要思考ꎬ因为思考是人类的基本需

求ꎬ无论是什么阶层、民族、职业的人都需要思

考ꎬ就好像需要吃饭和睡觉一样自然ꎮ 但事实

上ꎬ当民众面对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法律问题时ꎬ
他们发现其实自己什么结论也得不出来ꎬ只能附

和自己看得懂的现成观点ꎮ 但没有人愿意承认

这一点ꎮ 因此ꎬ当局需要为民众设定好需要思考

的问题、方式ꎬ并提供可供选择的结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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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理论强调采用有效的表述方式ꎬ使议题

中的信息与受众脑海中业已存在的基础图式产

生共鸣ꎮ〔７８〕在第三代政治传播〔７９〕中ꎬ政治宣传中

的单向“灌输”转为政治营销中的双向“互动”ꎮ
新媒体的交互性更加有利于提升框架效果———
公众能够“主动”获取“个性化定制”信息并进行

思考ꎬ自行得出结论ꎮ 并且ꎬ他认为思考出的结

论是个体自主性的智力结果ꎮ 这种效果入脑入

心ꎬ要比强制灌输好得多ꎮ 人们更愿意坚信自己

“思考”出的结论ꎮ 个人如果拥有很强的既定政

治倾向ꎬ那么这种倾向就会增加人们对与自己既

有倾向不一致的框架信息的抵制ꎮ〔８０〕 他们在某

些场合接触到相反的信息ꎬ首先会产生排异反

应ꎮ 因为ꎬ自我本位主义是基本的人性ꎬ几乎没

有人愿意主动地进行自我否定ꎮ 这种操作像春

雨一般润物无声ꎬ使民众无法察觉ꎮ 政治传媒要

为民众制造出这样一种感觉:首先ꎬ消费过程是

愉悦的ꎬ政治信息产品能够有效满足他们的政治

信息消费需求ꎮ 其次ꎬ使民众认为那些结论是自

身思考的结果ꎮ 这有助于他们自动自觉地接受

当局传播的政治信息ꎮ 再次ꎬ互动性为民众提供

参与感ꎬ通过制造幻觉〔８１〕 使其立场与当局保持

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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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 ꎬ１９９９ꎬＶｏｌ. １６ꎬｐｐ. ２０９ － ２３０.

〔１１〕荆学民:«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拓展的三大进

路»ꎬ«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１２〕潘祥辉、龚媛媛:«反腐直通车:中纪委网站的“去科层

化”政治传播功能»ꎬ«廉政文化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１３〕〔美〕詹姆斯Ｒ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

治»ꎬ顾速、董方译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５０ － １５２
页ꎮ

〔１４〕１９９３ 年 １ 月ꎬ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后ꎬ«党风党纪教育参

考资料»更名为«党风廉政教育参考资料»ꎬ仍为内部刊物ꎬ侧重

于刊登党风党纪和廉政教育资料及培训干部工作情况ꎮ
〔１５〕«关于印发纪检系统教育工作会议文件的通知» (中纪

办发[１９８７]２ 号)(１９８７ 年 ２ 月)ꎮ
〔１６〕１９８８ 年 ８ 月 １９ 日ꎬ人事部同意监察部设立«中国监

察»杂志社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编:«中国监察年鉴(１９８７ －
１９９１)»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５１１ 页ꎮ

〔１７〕〔１９〕〔２３〕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编:«中国监察年鉴

(１９８７ － １９９１)»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２、
１０１６、１０１６ 页ꎮ

〔１８〕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ꎬ«中国监察» 更名为«中国纪检监

察»ꎮ
〔２０〕«关于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合署办公和机构设置有关

问题的请示»(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７ 日):设置宣教室ꎬ设立若干事

业单位ꎬ电化教育中心(声像出版)、报社、«中国监察»杂志

社、«党风与党纪»杂志社、出版社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编:«中国监察年鉴(１９９２ 年 － １９９７ 年卷)» (下册)ꎬ北京:中国

方正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１４０６ 页ꎮ
〔２１〕 １９９３ 年初筹备ꎬ９ 月 １０ 日根据 (新国出字 １９９３ 第

[１２５４]号)文件ꎬ中国方正出版社成立ꎬ由中央纪委办公厅负责ꎻ
２０００ 年ꎬ中国方正出版社由宣传教育室负责ꎬ纳入宣教协调单位ꎮ

〔２２〕１９９３ 年 ７ 月ꎬ根据«关于成立中央纪委、监察部电化教

育中心筹备组的通知»(中纪干[１９９３]１３９ 号)ꎬ成立电化教育中

心筹备组ꎮ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ꎬ根据«关于宣传教育室不再保留声像处

的通知»(中纪干[１９９４]２２ 号)成立电化教育中心(正局级事业

单位)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ꎬ根据«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建立健全

宣传工作领导体制的意见的通知»ꎬ电化教育中心改为副局级事

业单位ꎬ由宣传教育室领导ꎬ财政体制改为全额拨款ꎮ
〔２４〕２００１ 年 ３ 月ꎬ根据«关于同意成立华方音像出版社的

函»(新出音[２００１]１８６ 号)ꎬ成立华方音像出版社ꎬ由中央纪委

主管ꎮ
〔２５〕〔３６〕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编:«中国监察年鉴(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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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１９９７ 年卷)» (下册)ꎬ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１５５２、１５５２ 页ꎮ
〔２６〕２００３ 年ꎬ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

负担的通知»(中办发[２００３]１９ 号)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和«中

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认真做好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

职权发行工作的通知» (中纪发[２００３]１８ 号)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有关要求ꎬ«党风与党纪»改由中央纪委主管ꎬ中国方正出版

社主办ꎮ
〔２７〕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办公厅编: «中国监察年鉴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７ 年卷)» (下册)ꎬ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２４９９ 页ꎮ

〔２８〕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更名为“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ꎮ
〔２９〕〔美〕哈罗德拉斯韦尔著ꎬ展江、何道宽编:«社会传

播的结构与功能»ꎬ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３５
页ꎮ

〔３０〕从政治宣传的活动过程来看ꎬ政治宣传包括三个构成

要素:一是具有特定政治目的的宣传者ꎮ 二是传播媒介ꎮ 三是

被宣传者(受众)ꎮ 参见孙鸿、赵可金:«国际政治营销概论»ꎬ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３ 页ꎮ
〔３１〕«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建立健全宣传工作领导体

制的意见的通知»(中纪发[１９９９]２５ 号)(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ꎮ
〔３２〕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中央纪委在干部室的基础上组建组织部ꎬ

在宣传教育室的基础上组建宣传部ꎮ 原宣传教育室负责管理的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北戴河培训中心(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北戴河

学区)等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转由组织部负责管理ꎮ
〔３３〕«组织机构»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

ｄｉ.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 / ｚｚｊｇ / ２０１９０５ / ｔ２０１９０５０５＿１９３３７９. ｈｔｍｌꎮ
〔３４〕«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是中

国共产党建党以来首部关于宣传工作的基础性、主干性党内法

规ꎬ为党的宣传工作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迈进提供了制度

保障ꎮ
〔３５〕«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规定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和地方各级纪委监委、党的工作机关、党委直属事业单位等ꎬ参

照党委履行相应宣传工作职责ꎮ
〔３７〕〔４６〕«左连璧同志在中共中央纪委内部刊物发行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７ 日)ꎮ
〔３８〕全球清廉指数(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ｅｘꎬＣＰＩ)由从

事反腐败研究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ꎬＴＩ)编制并发布ꎬ对世界各国腐败情况进行排名ꎮ

〔３９〕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代表中

国政府在«公约»上签字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ꎬ第十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加入«公约»ꎬ«公约»于２００６ 年２ 月 １２
日对我国生效ꎮ «公约»中对有关机构的建设、教育培训、反腐败

国际合作的开展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规定ꎮ 中国作为«公约»的缔

约国具有履约义务ꎬ国内的有关工作应与«公约»相协调ꎮ

〔４０〕当时中央纪委监察部主管的网站主要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部网站ꎬ国务院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工作办公室

的“纠风之窗”网站ꎬ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举报网

站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ꎬ«中国纪检监察报»的

“中国廉政报道网”ꎬ«中国监察»杂志的“国家风尚网”等ꎮ
〔４１〕中央纪委宣传教育室、中国纪检监察报社编:«反腐倡

廉“大宣教”理论与实践» (上卷)ꎬ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１０ 页ꎮ

〔４２〕分析大众传媒传播效果的理论及模型主要包括:魔弹

论、有限传播论、使用与满足论、采用—扩散论、说服论、一致论、
信息论、互动论等ꎮ 参见〔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

播学概论» (第二版)ꎬ何道宽译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１６９ － ２１１ 页ꎮ

〔４３〕荆学民、苏颖:«论政治传播的公共性»ꎬ«天津社会科

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４４〕胡伟:«政府过程»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２２１ 页ꎮ
〔４５〕«李至伦同志在‹中国监察›征订发行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１９ 日)ꎮ
〔４７〕１９２２ 年ꎬ沃尔特李普曼在«舆论»中首次提出“议程

设置”(Ａｇｅｎｄ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ꎮ
〔４８〕〔５１〕 〔美〕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民主的嘲

讽»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１６１、１６１ 页ꎮ
〔４９〕«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ꎮ
〔５０〕反腐败是把双刃剑ꎬ打的是违纪违法党员干部ꎬ疼的是

组织ꎬ损害的是党的形象ꎮ 对每个违纪违法干部的惩处ꎬ给他本

人带来的损害远没有对党组织的损害大ꎮ «加大纪律审查力度、
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之二:突出执纪特色»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ｄｉ. ｇｏｖ. ｃｎ / ｓｐｅｃｉａｌ / ｘｓｊｗ / ｓｅｒｉｅｓ８ / ２０１８０１ / ｔ２０１８０１０２ ＿
１６０７８４. ｈｔｍｌ＃Ａｒｔ３ꎮ

〔５２〕 “散布性支持” 指非特定人群的普遍性支持ꎮ 参见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ꎬ王浦劬译ꎬ北京:华
夏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３２９ 页ꎮ

〔５３〕«２０１４ 网络舆情热点首曝媒体排行榜»ꎬ«传媒观察»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５４〕«中纪委专题片揭秘为何“周五打老虎”»ꎬ人民网ꎬｈｔ￣
ｔｐ: / / ｆａｎｆｕ.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１２１８ / ｃ６４３７１ －２６２２９５６３. ｈｔｍｌꎮ

〔５５〕十八大之前ꎬ中央纪委监察部所属传媒的影响力主要

局限在系统内ꎮ 长期以来ꎬ中央纪委监察部都是通过与主流媒

体合作的方式来开展面向全国、全社会的反腐倡廉宣传ꎮ 这种

模式进化的最终形态就是“大宣教”模式下的部级联席会议制

度、局级协调会议制度ꎮ
〔５６〕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ｗｗｗ. ｃｃ￣

ｄｉ. ｇｏｖ. ｃｎ)在 ２０１８ 年中国优秀政务平台推荐及综合影响力评估

中荣获 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党务政务网站”ꎬ２０１８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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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给力党务政务网站”(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六次蝉联该奖)ꎬ网
站客户端获评 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互联网 ＋ ’创新型服务平台”ꎮ
该评估由中国信息化研究与促进网联合国衡智慧移动大数据联

盟、中国日报网、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社、太昊国际互联网评

级等权威专业机构共同主办ꎬ自 ２００２ 年开办至今ꎮ
〔５７〕«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ꎬ新华

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２０１８ －０８ / ２３ / ｃ＿１２９９３８２４５. ｈｔｍꎮ
〔５８〕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ꎬ北京:外文出

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３２２ 页ꎮ
〔５９〕习近平:«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１９８９ 年 ５ 月)ꎬ«摆

脱贫困»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ꎮ
〔６０〕«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７〕４７ 号)、«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

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２０１８〕２７ 号)、«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政府网站域名管理的通知» (国办函〔２０１８〕 ５５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 ＋ 政务服务”
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８〕４５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１８ 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８〕２３ 号)ꎮ
〔６１〕«印发‹关于推进中央纪委网站报纸深度融合深化宣传

体制机制改革方案›的通知»(中纪厅[２０１８]１４ 号)ꎮ
〔６２〕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新媒

体大厦ꎬ举行十九届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ꎬ主题是“全媒体

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ꎮ
〔６３〕«习近平: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巩固全党全国人

民共同思想基础»ꎬ新华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２５ / ｃ＿１１２４０４４２０８. ｈｔｍꎮ

〔６４〕〔美〕布鲁斯埃纽曼:«营销总统———选战中的政

治营销»ꎬ张哲馨译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５３ 页ꎮ
〔６５〕１９５６ 年ꎬ斯坦利凯里(Ｓｔａｎｌｅｙ Ｋｅｌｌｅｙ)在«专业公关与

政治权力»中首次提出“政治营销”ꎬ将其作为竞选的策略工具ꎮ
１９６９ 年ꎬ菲利普科特勒(Ｐｈｉｌｉｐ Ｋｏｔｌｅｒ)在«市场营销的观念拓

展»中提出“扩大的营销”ꎬ将市场营销的主体进一步扩大ꎮ １９８５
年ꎬ“政治营销”概念被美国市场营销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ＡＭＡ)认可ꎬ将 ＮＧＯ 与政府纳入市场营销主体ꎮ 布

鲁斯埃纽曼(Ｂｒｕｃｅ Ｎｅｗｍａｎ)、孙鸿、赵可金等学者对“政治

营销”这一概念进行了发展ꎮ
〔６６〕赵可金、孙鸿:«政治营销学导论»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１５ 页ꎮ
〔６７〕〔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ꎬ刘北成、曹卫

东译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０６ 页ꎮ
〔６８〕〔美〕詹姆斯Ｍ 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ꎬ吴良健

等译ꎬ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ꎬ第 ９１ 页ꎮ
〔６９〕Ｇ. Ｇｒｏｎｒｏｏｓꎬ“Ｆｒｏｍ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ｍｉｘ ｔ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ｇ”ꎬ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ꎬ１９９４(３２) .
〔７０〕〔美〕魏德安:«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

增长»ꎬ蒋宗强译ꎬ北京:中信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前言”ꎬ第 ５ 页ꎮ
〔７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

过)ꎮ
〔７２〕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

个方面工作»ꎬ«求是»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ꎮ
〔７３〕段功伟认为ꎬ政党形象是政治传播中最深层次的说服ꎮ

参见段功伟:«权力的辩护———执政党公共形象传播研究»ꎬ广

州:广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ꎮ
〔７４〕〔美〕 Ｊ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ꎬ黄煜等

译ꎬ北京:华夏出版社ꎬ１９８９ 年ꎬ第 ６ 页ꎮ
〔７５〕Ｔｈｏｍａｓ ＮｅｌｓｏｎꎬＺｏｅ Ｏｘｌｅｙ ａｎｄ Ｒｏｓａｌｅｅ Ｃｌａｗｓｏｎꎬ“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ꎬＶｏｌ. １９ꎬＮｏ. ３ꎬ
１９９７ꎻＤｅｎｎｉｓ Ｃｈｏｎｇ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Ｄｒｕｃｋｍａｎꎬ“Ｆｒａｍ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Ａｎ￣
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ꎬＶｏｌ. １０ꎬ２００７.

〔７６〕〔美〕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

舆论»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８ 年ꎮ
〔７７〕〔美〕爱德华Ｌ伯内斯:«宣传»ꎬ胡百精、董晨宇译ꎬ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５３ 页ꎮ
〔７８〕 Ｄｉｅｔｒａｍ ＳｃｈｅｕｆｅｌｅꎬＤａｖｉｄ Ｔｅｗｋｓｂｕｒｙꎬ “ ＦｒａｍｉｎｇꎬＡｇｅｎｄ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ꎬａｎｄ Ｐｒｉｍｉｎｇ: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ｅｄｉａ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ꎬＶｏｌ. ５７ꎬＮｏ. １ꎬ２００７.

〔７９〕杰伊布卢姆勒(Ｊａｙ Ｇ. Ｂｌｕｍｌｅｒ)认为第三代政治传播

以新媒体的发展为标志ꎬ政治传播媒介向立体化发展ꎮ
〔８０〕马得勇:«政治传播中的框架效应———国外研究现状及

其对中国的启示»ꎬ«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８１〕有学者认为ꎬ互联网解构了传统的政治传播方式ꎬ并形

成了多元化的传播主体ꎬ将导致政务机构单纯依赖传统媒体进

行宣传的工作机制逐渐失效ꎮ 但事实上ꎬ互联网为政治传播提

供了看似更多的可能ꎬ但权威信息仍然是通过由政党、政府、国

家管控的传媒渠道发布ꎮ 也就是说ꎬ政治传播中的核心要

素———传播内容ꎬ仍然由政治精英所掌控ꎮ (尤其是在威权体制

或集权体制下)政治精英仍然是公众信息和舆论的守门人ꎬ尽管

互联网提供了“公共领域”这样的幻觉ꎮ 参见〔英〕希瑟萨维

尼:«公众舆论、政治传播与互联网»ꎬ张文镝译ꎬ«国外理论动态»
２００４ 年第 ９ 期ꎮ

〔责任编辑:邹秋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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