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學者如此形容微
博的影響力：當

你的粉絲超過100，你就
好比一個佈告欄；超過
1,000，你就是一個內部
刊物；超過1萬，你就是
一本雜誌；超過10萬，
你就是一份都市報；超
過100萬，你就是一份全
國性報紙；超過1,000
萬，你就是電視台。

昔日申冤找央視

如今發微博
內地媒體圈還流行這

樣的話，十幾年前，有
冤無處訴的人要找媒體
曝光時，第一個想到的
大概都是央視的「焦點
訪談」。如今，他們可能
會得到這樣的建議：去
發條微博吧！的確，微
博已成為輿論監督、百
姓維權的平台。
談及微博的輿論監

督，2011年影響力最大
的，當屬「郭美美炫富」

事件引發中國慈善信譽危機問題。不僅如此，中石化花
費逾百萬購買天價酒、故宮被盜「深喉」爆料其管理疏
漏等多項重大事件，均成為微博輿論監督的典型案例。
事實上，與以往的網絡輿論監督相比，微博更呈現出

專門化、常態化的趨勢。比如一位名為「花果山總書記」
的微博用戶，因專門鑒定官員佩戴的手錶而聲名大噪。
這位腕錶愛好者，從網上收集各地官員的圖片，通過專
業知識確定型號及價格。
不僅是官員穿衣戴帽，被置於微博的「放大鏡」下，

公車私用等問題更成為全民「隨手拍」的對象。名為
「反公車浪費3」的微博，專門匯集各地出現的公車私
用、違章等情況。該微博日前發表的廣州軍牌豪華轎車
涉嫌違章等圖片，已獲得逾萬轉發量。

改變社會生態 監督或常態化
進入2011年下半年，調查顯示，微博已超越網絡論壇

成為中國第二大輿情源頭，僅次於新聞媒體報道。至於
典型的微博監督流程，有媒體總結：先有網友發微博披
露事端(或某個網友微博質疑)，眾網友跟進評論和轉
發，相關網絡衍生品(如漫畫、惡搞歌曲)隨之出現，引
發網絡或傳統媒體深度評論和調查，與此相伴，微博
「爆料」進一步細化深入，一場「微博事件」由此推至
輿論監督的高潮。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教授展江，將「微

博監督」形容為「人民戰爭」。他表示，傳統媒體在監
督權力方面受到技術和機制的制約，經常有死角和盲
區，而在無處不在的互聯網，公民報道者包括微博發佈
者，就是努力消滅這種死角和盲區的新型社會力量。微
博的出現，將令濫用權力者更加難以藏身，在推進整個
社會信息公開的同時，消除信息不對稱和暗箱操作，有
可能會發展成為一種常態的輿論監督。

2011年，微博上湧起多項令人矚目的公益活動，令業界人士感歎
「微慈善」時代的到來。微博，通過更加公開透明的基金監管手
段，傳播力更廣泛的募集方式，成為促進中國公益慈善發展的新力
量。
由鄧飛以及500多名媒體人發起的「免費午餐」行動，是當前最

受矚目的微博公益項目。從今年3月開始，「免費午餐」開始在微
博發出募款倡議，為貧困地區的孩子提供免費午餐，讓小學生每天
在校吃到「一飯一菜一湯一蛋」，得到民間紛紛響應。

2.5萬貧困學童 享「免費午餐」
隨後，免費午餐基金聯合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發起公募計劃。鄧

飛透露，最新消息顯示，截止12月初，基金已籌到2,500萬元，在內
地12個省市縣區145個學校執行免費午餐，現在有2.5萬名學生每天
因此得到免費午餐。
與此前的公益行動不同，免費午餐通過微博平台實現了「誠實、

公開、效率」原則。進入免費午餐官方網站，可以看到基金管委會
負責人醒目的標識，再點擊即可進入該負責人的微博。記者觀察發
現，免費午餐微博每日都會更新捐款人姓名及細目，同時還會公佈
資金花銷和去向，整個過程規範且公開透明。
因微博引爆的「郭美美炫富」事件，致使傳統慈善事業受到打

擊，但卻令更具時代特色的「微慈善」興起。不僅是慈善基金的流
程、監管更加透明，通過微博這一平台，慈善已不再局限於組織牽
頭發起的活動，而呈現出民眾參與度極高的「全民慈善」態度。

微博改變 社會生態，同時也挑戰社會
管理，並倒逼政府轉型。官方顯然已經意
識到微博的巨大影響力，各地政府大舉進
軍「微世界」。最新數據顯示，新浪經認
證的政府官方微博已有近萬個，覆蓋全國
所有省區市。
微博執政，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新時期

「群眾路線」的體現。新華社評論指出，
微博打開官民溝通的新局面，中國共產黨
有 「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根本工作

路線，這一路線正在網絡上以生動的局面
呈現。人民網輿論監測室秘書長祝華新認
為，政務微博促進官方與民間的溝通、互
動，減少官民之間的隔閡、對峙以及相當
程度的誤判，提供一種打撈「沉默聲音」
的新平台。

棄五字歪經 採新聞「執政」
國家行政學院專家汪玉凱則指出，政務

微博的興起，促進政府決策的科學化和民
主化，減少決策失誤，更令政府收斂自身

行為，努力遏制腐敗，改革作風。
「最激烈的輿論博弈在微博」，這是廣

東省互聯網新聞信息中心主任曾勝泉在書
中提到的觀點，他坦言，「隱瞞事實無異
於掩耳盜鈴，歪曲真相只能是自毀形
象」。曾勝泉認為，輿情應對能力正成為
檢驗政府執政理念、衡量執政水平的重要
指標。官方不應再念「封、捂、堵、壓、
瞞」的五字歪經，學會新聞執政，提升媒
介素養，善處輿情危機。這也是推進「善
治」的重要目標和現實途徑。

北京師範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

長王振耀向媒體表示，「免費午餐」

等項目的成功，在於選擇公眾普遍關

注的困難群體，並借助網絡電子商務

進行透明與規範化的探索，形成了一

套健全、透明的管理機制。但是，由

於目前網絡慈善普遍缺乏系統性和規

範性，「微慈善」一旦發展壯大必將

面臨諸多瓶頸。

有「微慈善」的發起者擔憂，當慈

善項目達到一定規模後，必須確定一

種機制，將公益項目制度化、持續

化，保證即使發起人退出，慈善項目

也能繼續「陽光」運作。

專家認為，傳統慈善基金會與「微

慈善」應是互相補充的關係。大型慈

善基金會對這一新生力量施以援手，

幫助其獲得更長遠的發展，將有利於

在全社會形成的良好氛圍。與此同

時，政府在「微慈善」行動中不應缺

位，但也不必越位。通過嚴格審核資

質，進一步完善公益法律法規，探索

完善慈善公益捐助的監督機制，確保

合理利用慈善資源。

改變社會生態篇

編
者
按
：

2009年，微博作為「小眾」、「時髦」的社交工具出現於中國互聯網，2011

年擁有逾3億用戶的微博，不僅是輿論導向的「風暴眼」，更成為公眾介入公共

事務的利器。微監督、微公益、微問政⋯⋯微博被認為是「第五種權力」，成

為改變中國社會生態的重要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馬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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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被盜「深喉」爆料其管理疏漏等事

件，成為微博輿論監督的典型案例。

■「免費午餐」行動，是當前最受矚目的

微博公益項目。 網上圖片

微博正逐漸超越媒體的角色，成為凝聚
公民意識、表達公民思想、行使公民權
利、承擔公民責任、啟迪公民社會的全新
平台。2010年底，媒體對微博的形容還是
「圍觀改變中國」，然而經過一年的發展，
更多微博「圍觀」正轉變為實在的行動。

微博打拐 拯救童丐
微博上發起的「隨手拍」活動，被認為

公民行動的典型表現。由著名媒體人及學
界人士發起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
行動，倡議網友拍城市街頭的乞討者，並
解救其中的被拐兒童。這場民間打拐行
動，得到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的大力
支持，他在微博中承諾，「對每一條線
索，公安部都會部署核查」。

隨後，微博打拐行動得到各地方公安部
門的呼應，不少官方微博回應將對所在地
區的乞討兒童進行清查。網友個體、非專
業的自發行動，與公安部門、人大代表和
政協委員、慈善基金等社會力量就此實現
整合。《人民日報》的時評以「微博打拐
驗證民眾智慧理性」為題，稱其為「網絡
時代典型的公民行動」。

自發闢謠 淨化網絡
另一場微博上的「自發闢謠」行動，亦

被認為是公民意識的實踐。面對微博上謠
言不斷、擾亂網絡秩序等問題，一群媒體
人、學者、律師自發成立「闢謠聯盟」，
對網絡謠言進行核實、澄清。「成立『闢
謠聯盟』，是自媒體時代，作為公民的一

種社會責任」，發起人之一吳法天告訴記
者。
吳法天表示，在微博時代，每個網民都

有直接發佈信息的權利，但由於個人素質
卻參差不齊，網絡的自淨功能有時又是滯
後的，所以「闢謠聯盟」其實就是網民自
律組織，一方面約束自己，另一方面為淨
化微博輿論生態貢獻力量。
「闢謠聯盟」創立伊始，曾被不少人批

判「只為官方說話」，甚至有學者認為公
民擁有「通過謠言倒逼真相」的權利，但
吳法天等人仍堅持「以公益為目的、以真
實為生命」的原則，堅決「戳穿謠言，為
真相服務」。目前，該聯盟已累計闢謠、
澄清逾150條消息，成為淨化網絡的重要
民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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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微博問政 倒逼政府轉型

專家：「微慈善」有待規範 傳統公益衰落「微慈善」興起

■「郭美

美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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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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