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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

! !

! ! ! ! 很多人已习惯从

微信上获取资讯!检视

自己关注的微信公众

号!你会发现!政务微

信正以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进入我们的生活"

除了提供权威的资讯!

政务微信还可以有怎

样的作为#

新闻背景>>>

! ! ! !近日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发布 "即时

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

展管理暂行规定#$%微信

十条&'引起社会热议( 日

前) 网信办副主任彭波表

示) 下半年将大力推动政

务微信*彭波指出)截至目

前)中国政务微博达 !"万

条) 政务微信仅有 #$$$

个* 政府要带头用即时通

信工具*今年下半年)国信

办的重点工作) 就是将政

务微信订阅户增加到 %$

位数)通过下文件+下指标

等形式) 全面推动政务微

信公共账号的设立*

由%上海观察&与腾讯

大申网联合发布的 %上海

政务微信观察榜& 于 &月

!'日面世*

! ! ! !主持人# 微信已经成为人们获取资讯和服

务的重要渠道*在各种活跃的微信公共号中)政

务微信是很引人瞩目的一支大军) 目前政务微

信的发展如何,

张志安# 如果说 !"#"年是“微博元年”，
!"$$年是“政务微博元年”，那么，!%$&年则是
“政务微信元年”。全国范围内政务微信的数量
实现了快速增长。据统计，到去年年底，全国的
政务微信数量已近 '%%%个，今年的最新数据是
(%%%个左右，覆盖了公安、共青团、旅游、教育、
文化、税务、政府新闻办、检察院、纪检监察、劳
动保障、公共卫生、法院等 !%多个行业，整体活
跃率在 !%)左右。其中，公安机关的政务微信超
过 $%%%个。
今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
的意见》，这份文件明确指出：“着力建设基于新
媒体的政务信息发布和与公众互动交流的新渠
道。各地区各部门应积极探索利用政务微博、微
信等新媒体及时发布各类权威政务信息，尤其
是涉及公众重大关切的公共事件和政策法规方
面的信息，并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互动功能，以及
时、便捷的方式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政务微
信已成为与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网站并
列的第三种政务公开途径。

! ! !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在最先一批开出政务微信的单

位中)公安系统似乎占了不小的比例,

刘徐州#公安微信一直被研究者认为走在全国政务微
信的前列，根据人民公安报的报道，自 !%$!年 *月 (日全
国第一个通过认证的公安微信“平安肇庆”上线至去年 +

月，公安微信数量接近全国政务微信的三分之一。这至少
说明公安微信起步较早。据本人观察，政法类微信的异军
突起绝非偶然，一方面，政法机关常常处于社会利益冲突
的最前端，亟需开展“指尖上的对话”。另一方面，政法类微
博无论在理念、布局、制度安排，还是策略、方法、技巧与实
践方面，已初占新传播环境下信息传播、政民互动新模式
探索和实践上的先机。如政法微博矩阵建构的尝试，早已
让其体会到变“独唱”为“合唱”的强大效应，绕过了对诸如
“针对性”还是“地域性”的纠结，解决了是“业务需求型”“功
能需求型”还是“用户需求型”的迷茫。
平安肇庆、平安北京、平安温州的微信订阅号经过近

两年的试水，自身定位、栏目设置、特色运营已日渐清晰，
初步形成品牌。北京、广州、厦门等地交警的服务号，除提
供交管信息资讯、回复网民反映问题等功能外，还能完成
预约验车、交通违法查询等便民服务，已进入“轻舟已过
万重山”的从容。
除了公安，检、法、司也纷纷跟进各自的微信平台建设，

湖北省 #&%个检察院业已开通微博微信，实现了全覆盖。
主持人# 政务微信与前两年发展都比较快的政务微

博之间的主要差异在哪里,

张志安#政务微信是移动化的民生服务平台，是精准
化的信息推送平台，是零距离的官民互动平台，也是创新
型的公共服务空间。与政务微博相比，政务微信具有私密
性更强、点对点传播更为高效精准、综合运用全媒体手段
等优势，在政务服务和精准传播方面具有更为广阔的应
用前景。比如，在提供政务服务方面，借助微信支付，政务
微信可充分打通支付渠道，为百姓提供水费、电费、燃气
费等公共事业缴费或缴纳违章罚款等便民服务。那些粉
丝量比较大的政务微信往往是满足了
受众对于民生服务、公共服务的需求。

! ! ! !主持人# 未来) 政务微信的数量无疑会越来越

多) 做好政务微信会成为各级政府部门的一门新课

题)他们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张志安# 首先是有没有足够的人手和资金的投
入。政务微信对于受众而言，最重要的作用可能就是
提供服务和及时反馈、紧密交流，这是需要专人去做
的，基层部门的编制够不够？第二是数据安全问题。
微信服务号后台数据需要有效的管理。第三是线下
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是否顺畅。第四是对于那
些开设了微信订阅号的政府部门而言，可能需要更
多的考虑有哪些有价值的信息可以持续推送。

刘徐州#首先要完善各种制度，制度建设如果不
跟上，政务微信很难做好做强做长久。人员的编制问
题、风险机制的确立、工作量的认定与考评、工作积极
性的调动、社会效益和影响的衡量等问题需要各种制
度来解决和保障。第二，政务微信的运营主体到底是
谁需要明确。是宣传部门，还是行政办公室，还是具体
的职能部门，不同的人牵头，侧重、定位、导向势必有
异，效果肯定不同。第三是功能定位，是媒体型？沟通
型？还是服务型？从微信公众号的整体现状来看，媒体
型的公众号或已供大于求，特别是腾讯公司将微信公
众号折叠在一起的举措使得信息传播大打折扣。另一
方面，在对资讯的获取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朋友圈
已成为个人的“门户”，往往是有人在朋友圈里分享的
信息，人们才会去阅读，或在此基础上继续延伸阅读。
在这样的现状之下，政务微信如果走媒体化的路线，
手段、方法、路径上比起专业的传统媒体未必都有显
著优势，关注度上恐难都有建树。个人认为，与其一窝
蜂地都扑上去做媒体类公众账号，各级政务机关不如
自觉梳理自身职能，深挖用户潜在需求，用心做好微
信平台的二次技术开发，在微服务、个性服务上、便民
服务上做文章，打造与自身职能相匹配的新型综合服
务平台，走特色化匹配型的政务微信发展之路。

! ! ! !主持人#作为一个微信达人)在你关注的微信公

众号里)有多少个政务微信号,

朱瑾#目前关注的有上海市政府办公厅的“上海
发布”、上海市旅游局的“乐游上海”、国家统计局新
闻办的“统计微讯”，其他的政务微信号之前曾关注，
但后来因提供的内容没什么用———都是官样文章、
工作简报，和我自己的工作生活一点关系也没有，就
删除了。也有些政务微信推送消息不规律，可能好多
天都没有信息，我也会删除。

主持人# 你关注的政务微信号主要满足你哪些

需求,

朱瑾#主要是了解权威资讯，现在信息太多，百
度里面搜索到的信息往往难辨真假，比如，和孩子入
学有关的学校对口的居委会的信息，这些在“上海发
布”上面可以获得，而且“上海发布”的信息不会有
假。“乐游上海”是旅游局的政务微信号，会介绍很多
好玩好吃的地方，对于我这个吃货来说，还挺有用
的。关键是那些文字还不错。可以满足小资情调的诉
求。而且，旅游局的资源比较丰富，所以，经常会有一
些优惠活动，我就抢到过票，还蛮开心的。

主持人# 如果让你对政务微信提一些建议和期

待)你会提出哪些,

朱瑾#我觉得微信让大家对内容更挑剔了，政务微
信的功能基本就是传达、提示、检索、互动，好的政务微
信相当于一个部门,--集成在微信公共账号里，利用
了手机平台快捷、方便、及时的优势，但同样应注意手机
也受内存、阅读与使用习惯的一些限制，应更加高效、简
洁且注重针对性。对于我来说，会更希望从政务微信中
获得一些权威政策的解读，希望那些解读可以用比较亲
民的语言让普通老百姓很容易就看明白。

结束语

和早几年红火的政务微博相比)政务微信有

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做到更亲民)更接地气* 而

支撑这一切的是服务意识和实在的行动*

$微博元年%过后
“政务微信元年”来了!

$指尖上的对话%

传播更高效精准"

做什么& 谁来做&

深挖用户潜在需求#

粉丝的期待#

多一些便民实惠

多一些权威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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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主持人#政务微信发展得这么快)这背后的

动因是什么,

张志安#我想，政务微信快速发展的动因主
要有这几个：第一是效率原则，使用政务微信进
行新闻发布比开发布会的信息传播效率更高，
通过微信给老百姓提供移动化的政务服务效率
也更高。第二是公众需要原则，公众可以通过政
务微信获取权威信息和边界服务，政府要为民
服务，必然要积极利用。第三是竞争原则，其他
省在做，或者其他部门在做，你这个省或者这个
部门不做就可能落后了。这种地区和部门之间
的比较或者“赛跑”，也是无形中的重要动力。第
四是行政原则，上级政府部门，比如网信办、宣
传部门以下文件、下指标的形式要求地方基层
政府部门推动政务微信建设。

刘徐州#应该说，一些政务机关已看到了这
一新兴信息平台的应用前景。综合起来看，外因
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政策层面的推动，有关
主管部门通过下文件下指标，推动政务微信，网
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争取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
通 (万个政务微信公共账号。第二，根据 !%#'

年第二季末腾讯的官方报告，微信及 ./0123

的合并月活跃账户同比增长 45)至 '6&+亿。我
们知道，群众扎堆儿的地方，需要秩序、需要法
治、需要共识。另一方面，中央也强调走群众路
线，哪里有群众哪里就应该有服务，就有舆论引
导和创新管理的需求，而政务微信的功能正在
于此。第三，有一些地方的政务微信发展得比较
早，使得他地他级政府都去推动政
务微信的发展。第四，群众存在新的
需求，这些需求不满足会带来问题。
从内因来看，因势而谋、应势而

动、顺势而为业已化为一些政务机关
的自觉，再加上建设公开型、服务型、
法治型政府的时代背景，某种程度
上，发展政务微信会成为政务机关当
下的工作切入点。同时，经过 !%%*年
来政务“微博江湖”的历练和淘洗，很
多政务机关已经初窥或深谙即时信
息平台信息发布、网民互动、在线服
务、舆论引导的诸多门径，对运作政
务微信已积淀了一些基础，这些因
素必将成为政务微信高起点发展的
重要保障。

因势而动 顺势而为
人人可参与“信息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