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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话语与政治过程：重大突发性 

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舆论监督 

——以“云监工”的监督话语分析为例 

于琴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舆论监督作用突出,由央视频等官媒开通的关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

慢直播引起了上亿网友“围观”,公众的这一监督行为被称为“云监工”。“云监工”的监督范式是舆论监督的新

形态,研究其参与监督的政治过程、监督特征及监督机制对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分析可见,公众对国内的疫情防控能力及廉洁状况普遍持积极情绪,大部分公众对国家疫情防控部署持肯定和支持

态度。“云监工”政治过程呈现出监督方式的有序性,参与方式的围观性,监督话语的政治性,且具有监督主体获得

感强,监督客体内容广泛,监督过程持续跟进的特征。“云监工”的监督范式具有助推公众与政府间的良性互动、利

于政务公开以及便于“下情上达”去科层化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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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自媒体的兴起，舆论监督基本等同于新闻舆论监督的主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公众舆论监督逐渐成为

舆论监督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舆论监督已经下沉到普通公众的指尖，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各种交互式移动 App 已经成为

公众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网络舆论监督也已经成为公众舆论监督的主要表现形式。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的工作报告指出，要在更大范围整合运用监督力量，促进党内监督与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贯通融

合、协调协同 1。舆论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确保权力运行在阳光下的有效“防腐剂”。2019 年 12 月，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进入了公众视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疫情从湖北武汉蔓延至全国，随着确诊人数不断攀升，1

月 23日起，国家先后启动了火神山、雷神山应急医院的建设工程。 

人民日报、央视频等多家媒体对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进行了全程慢直播，引来上亿网友围观，在线围观的网友把自己

的“监督”行为称为“云监工”，一时间这种新型监督方式引起央视新闻联播等主流媒体和相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云监

工”监督范式是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暴发及互联网媒体技术更新发展背景下催生出的公众舆论监督新形态，也是

舆论监督在监督方式、监督实效以及监督载体等方面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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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监工”在新冠疫情语境下生成的超级舆论场，有效影响相关政府部门回应群众诉求、吸纳群众意见，从而深入推进疾

控工作。互联网技术赋权背景下的新媒体平台，重新激发了公众的监督热情，增强了群众监督资本，探究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

事件背景下“云监工”参与监督的政治过程、监督特征及其何以有效运用的监督机制，对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

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人民日报新浪微博客户端“人民直播”联合长江日报、中国移动对武汉火神山医院进行了 24小时不间断直播，其中，回放

视频“火神山医院工地施工现场”曾冲上推特平台国际新闻首页热门，观看量高达 554万次 2。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工地施工现

场直播让宅在家的亿万网友当起了“云监工”，24 小时昼夜监督建设进度，与其相关的微博话题“云监工”的阅读量也都超过

1亿次 3，引起了国家、社会的广泛关注。 

网络舆论监督范式下的云监工，仍然以话语的文本表达作为监督实践的主要形式。本研究选取人民日报新浪微博客户端开

通的《24 小时不间断直播》中的回放视频“火神山医院工地施工现场”2020 年 1月 29日—2月 29 日的“云监工”留言作为分

析文本，共计留言 200923条。 

笔者使用爬虫技术对人民日报博主“火神山医院工地施工现场”视频下面的一级评论和二级评论分别进行抓取，由于新浪

微博系统设置了一级评论的“查看更多”按钮最大点击限制和二级评论的“更多条回复”按钮最大点击限制，所以本研究变量

设置不能超过新浪微博系统设置的阈值，最终在 200923条评论中采集到 3339条评论信息，共计 34642字。 

本研究运用语料库语言学、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将抓取到的评论信息进行分词处理，建立新冠疫情中“云监工”监督话

语语料库（下文简称“云监工”监督话语语料库）。再分别使用情感计算工具（ROSTEA）和内容挖掘工具（ROSTCM6）对云监工

监督话语语料库进行情感分析、词频统计。 

本研究从“云监工”监督话语语料库中选取高频出现排在前 30位的关键词，列为一组进行分析，并对“云监工”监督话语

语料库进行高频词提取、过滤无意义词、提取行特征和构建矩阵处理，最终生成云监工监督话语语义网络。本文从“云监工”

监督话语的文本生产、社会语义网络建构以及话语情感等切入来分析“云监工”参与监督的政治过程，以期探寻重大突发性公

共卫生事件下舆论监督新范式的特征及其有效运用的作用机制。 

二、监督话语与“云监工”内涵 

监督话语与云监工内涵“话语分析”既是一种研究方法，又是一种研究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云监工”的监

督话语在内涵和特征上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话语与监督话语 

“话语”的概念在不同学科立场和理论下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系统性的社会符号体系，具有社会

性。而“言语”则更多的是个人的、或然的，是语言的具体应用。语言学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只把具有系统性、规则性的“语言”

当作研究对象，而社会生活中人们具体应用的“言语”则被认为是落入沧海的石子，不能对语言系统产生任何影响。 

在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美国社会语言学派的兴起，“言语”才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社会语言学派

认为个人或然的言语行为具有“异质有序”性，“言语”或者人们口头的“话语”经得起研究[1]59。“话语”是指人们口头对话

的延伸部分，其概念是相对于书面的“文本”提出的。“话语”在这个意义上和社会语言学中的“言语”的内涵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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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话语”相关理论已经广泛应用在社会科学领域当中，“话语”不仅是人们交流表达的社会符号性工具，它还具有

建构社会现实的能力，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地位[1]38。 

廉政研究范畴内的“话语”与语言学不同，它本身即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布迪厄认为话语可以用微妙的方式左右事情，

赋予秩序[2]173。在他看来，话语关系也是权力关系，话语的生产关系结构取决于言说者之间的符号权力关系[2]172。而米歇尔·福

柯则更直接地认为“话语即权力”，他认为话语本身是一种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实践过程[3]44。 

福柯认为权力关系，归根结底体现于话语的生产、消费以及流通的社会实践中，并受其支配，“话语”具有建构社会现实

及社会关系的功能，并对社会实践主体具有支配性和役使性的社会力量[3]47。监督权是宪法赋予公民对一切行使公共权利的人员

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赋予了公民监督权利更广阔的时空维度，给舆论监督又注入新的活力。尤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网

络舆论监督表现非常活跃，网民用留言、发帖等话语实践方式在互联网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有效推进了疫情防控相

关工作的进程。 

监督话语是公众行使监督权利过程的显在表达，也是公众监督权利结构关系再生产方式，具有引导和触发行动意向的方法

论意义。“云监工”的监督话语作为公众参与新冠疫情防控、表达监督诉求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公众参与监督的政治过程性

叙事，对研究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舆论监督具有重要意义。 

（二）“云监工”内涵与“云监工”的监督话语 

随着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的增加，武汉市决定参照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建设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火神山、雷

神山医院。2020 年 1 月 27 日，央视频开通了“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建设过程的 24小时不间断“慢直播”，人民日

报、长江日报等多家媒体也随后跟进直播，上亿网友当起了网络包工头，在线监督医院建设进度，“云监工”成为亿万网友的

集体身份。 

“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的慢直播形态创造了多项直播记录，截至 2月 4日，“云监工”观看人数累计超过 1亿 4，

即使是在凌晨 3 点，仍然有 2000 万[4]的“云监工”在线监督。“云监工”同一时间在线人数呈现现象级，比以往任何直播都高

出几个数量级，这种跨越时空的集体监督行动，在人民群众监督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5]91。 

“云监工”现象具有很强的集体身份认同感，作为监督主体的网友通过网络实现了同屏“在场”，用评论、点赞等话语实

践不断细化监督客体，及时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通过慢直播平台共情互动，产生超级舆论场，从而有效监督施工进程。“云

监工”的监督话语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语境下生成实践，监督对象聚焦性强，监督意愿强烈，是公众在网络平台对政府疫

情防控相关工程具体建设的意见公开表达。 

“云监工”的监督话语成为“下情上达”的重要形式，公众之间也突破群体间的物理区隔壁垒，可以进行共情在场互动，

对同一关注话题在评论区及时进行讨论，倾诉监督意愿，有效行使监督权利。毫不夸张地说，政府任何一个建设工程都没有如

此之高的关注度
[5]91

，“云监工”不仅是对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速度”攻坚克难的见证，更是我国舆论监督的新范式，也是倒

逼疫情防控工作深入推进的一次有益尝试。 

三、“云监工”话语监督的政治过程 

政治过程是一种有别于政治制度的研究方法，它强调政治生活的连续性，主张把政治学研究置于动态视角进行分析，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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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政治制度学说或方法的发展[6]。本研究关于“云监工”话语监督的“政治过程视角”的核心观点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

公众通过网络平台公开进行民意表达，民意表达的文本生产所构建的语义网络和情绪感知又体现了公众舆论监督的民意综合，

公众舆论监督的政治过程既释放了公众舆论监督权利又再生产了舆论监督结构，改变了媒体舆论监督约等于舆论监督的现状，

使得网络舆论监督成为另一股舆论监督的重要力量。本研究通过对“云监工”的监督话语的文本生产、语义网络及情绪感知的

分析，来呈现“云监工”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过程，探析“云监工”的监督特点及监督机制。 

（一）“云监工”监督话语的文本生产 

“云监工”监督话语的文本生产，是公众在网络平台通过评价等话语实践进行词汇选择来表达监督诉求、行使监督权利的

一种政治实践过程。词汇重复和模式化是公众关注点的显在表达，其产生的话语范式极具系统性。本文选取“云监工监督话语

语料库”中排名前 30的高频词（见表 1），通过分析“云监工”监督话语的高频词在具体网络舆论监督中的运用，探析新冠肺炎

疫情下公众监督话语的构建路径及其监督特征。 

首先，“云监工”监督方式的有序性。群众在现实社会中集体参与监督行为是集体行动的政治性体现，而集体行动往往存

在无序混乱等潜在风险，客观上存在诸多困境
[7]
。而新冠疫情背景下的“云监工”监督体现出自发性与有序性并存的局面，表 1

中“上班”“夜班”“换班”等高频复现的话语是“云监工”在慢直播平台自发组织白班—夜班“两班倒”的轮岗制度的话语

实践，例如评论区中经常会被“上班了，同事们”“河南监工来了”“监工集合”“轮班了，湛江监工上线”“监工来上晚班

了”“打卡两点的来接班了，同班的人在哪里”等特有的监督话语刷屏，“云监工”们自发打卡，有序监督。公众这种有序参

与监督的行为，增加了监督的仪式感，增强了监督的可持续性。 

表 1“云监工”监督话语 

排名 高频词 排名 高频词 排名 高频词 

1 监工 396 11 上班 55 21 报道 28 

2 加油 369 12 明天 54 22 挖掘机 28 

3 直播 212 13 监督 53 23 重点工程 28 

4 辛苦 183 14 湖北 52 24 白天 27 

5 武汉 129 15 早上 48 25 叉车 23 

6 红十字会 125 16 口罩 48 26 小黄 22 

7 回放 81 17 医院 47 27 打架 20 

8 物资 70 18 夜班 42 28 湖北省 19 

9 晚上 60 19 为啥 35 29 咸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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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 59 20 换班 35 30 荣誉 17 

 

其次，“云监工”参与方式的围观性。网络围观本质上是公众在网络平台中的集体政治行动，网民以围观政府、群议政策、

审视公共权力作为其围观式参政的主要形态[8]110。网络围观式参政不同于现实参政形态，公众现实参政主要以“身体行为”为载

体，而围观式参政则以“话语行为”作为参政实践[8]109。 

公众在网络围观火神山医院建设的同时，对疫情中许多焦点事件也进行探讨，进而审视公共权力的运行。例如表 1 中“武

汉”“红十字会”“物资”“口罩”“为啥”等高频词集中表达了公众的监督诉求、关注焦点和舆论态度。 

公众在火神山医院直播的评论区公开质疑武汉红十字会物资调配效率及机制等疫情中的社会热点问题，并很快形成巨大舆

论场，倒逼政府做出回应。“云监工”围观式的参政突破了现实物理的时空区隔，让上亿公众“聚集”起来成为现实，形成高

效有力的“共景”凝视与集体动员，让舆论监督隔着屏幕下沉到亿万公众指尖。 

再次，“云监工”监督话语的政治性。通过分析此次“云监工”的话语文本，可以发现公众话语实践的政治性激增，例如

表 1 中“重点工程”便是网友对自己“参与国家重点工程监工”的身份认同。另外，表 1 中“挖掘机”“叉车”“小黄”“咸

丰”等隐喻本体或客体高频出现在“云监工”话语实践中，公众在直播中用“起绰号”的方式给工程车等监督客体重新命名，

而这些隐喻性极强的“绰号”也颇具政治涵义。 

例如评论区中，由于在线围观监督的人数庞大，公众把自己称为“群视皇”；把监控整个工地的摄像头称为“摄政王”；

施工现场中间的超级大灯被称为“光武帝”；夜班工地现场的两个超级大灯被称为“光绪帝”；工地中的高层混凝土工程车被

称为“送高宗”；搅拌车被称为“送灰宗”；压路机被称为“多尔衮”；道路抛光机被称为“道光帝”；工程建设中的电焊组

被称为“焊武帝”等等。 

“云监工”用中国古代政治人物谐音来隐喻自己的监督行为，增强权力体验感知，公众通过政治话语的实践构建自己的“权

力顶峰”视角，极大调动了其自身的监督意愿和虚拟权力体验[5]93，同时，公众也通过政治话语实践构建出民族、国家的强烈身

份认同感，表现出对“中国速度”的无比自豪。 

（二）“云监工”监督话语的社会语义网络 

话语的社会语义网络是指把高频主题词的属性以及高频主题词之间的各种语义联系在具体社会语境中显在地表现出来，是

一种结构化的知识表达方式。本文运用 ROSTM6对“云监工”监督话语语料库进行高频词提取、过滤无意义词、提取行特征和构

建矩阵处理，最终生成“云监工”监督话语社会语义网络，通过对“云监工”监督话语社会语义网络的分析来探寻“云监工”

监督形态有效运用的机制。 

首先，监督主体获得感强。从图 1 可以看出，与“监工”有向联系的弧有很多集中在“监督”“国家”“工程”“荣誉”

等语义节点上。在“火神山医院工地施工现场”的直播评论中，许多网友把自己参与火神山医院建设的“监工”行为认定为自

己的“重要荣誉”，例如网友留言称“本人所获荣誉：曾监督完成国家重要工程”；“我做梦都没想过，没考到监理工程师证

却能享有监理的待遇”；“本人工作经历：2020年曾任国家重点工程‘云监工’”；“领奖的时候我就不去了，怕舞台站不下”；

等等。 

可以看出，公众对自己“云监工”身份持有强烈的认同感，并对这种在网络中虚拟行使监督权利充满了自豪情感，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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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过程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体现，公众在国家和社会中“主人翁”的角色也得以变现。 

互联网慢直播的流行使得舆论监督的平台催生了新的公共话语空间，形成了对公权力监督的有效场所，慢直播等互联网技

术和平台重新激活了公众的监督热情，赋予公众更灵活、更敏锐的监督方式，大大增加了公众的监督资本和监督带来的获得感。 

其次，监督客体内容广泛。从图 1 中可以看出，除了与火神山医院建设相关的议题外，与“武汉”主题词有向联系的弧还

广泛集中在“红十字会”“华南”“海鲜”“市场”“口罩”“物资”“医生”等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社会热议的话题主题

词。 

上亿公众自发在网络上对自己关心的公共事务和社会热点进行交流互动，打破了监督主体群体间的边界，建立起一种以火

神山医院建设为枢纽的“监督共同体”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监督主体打破同质群体内部形成的“信息茧房”，获取最新的疫

情资讯 5。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火神山医院建设的慢直播平台为公众交换信息，通过“云讨论”拼凑完整自身关注的社会热点图

景提供对话和监督场景。例如，在山火神山医院病房靠窗处的银色箱子引起数万“云监工”关注，“云监工”纷纷在评论区提

问：“这个箱子是什么？据说是传递窗？”“传递窗是什么？”“传递窗对防疫有什么作用？”等等。针对网友的问题，官方

很快在网上做出相关回应，说明传递窗是火神山医院隔离新冠病毒必不可少的隔离设备之一。这种“万事皆可问”的交互场景，

让更多潜在监督对象曝光在公众视野下。 

再次，监督过程持续跟进。图 1中，除了高频复现疫情当下社会热议的话题主题词外，还有“疫情”“过后”“广场”“雕

像”“深入”“市民”“社区”“宣教”等涉及监督过程的跟进性主题词。也即公众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公权力相关行为的监督

并不限于一时一地结束，而是持续性关注事情的发展态势。例如在火神山医院建设过程中，由于两家施工单位人员在前期对道

路开挖时间没有进行沟通而产生误会，导致双方工人发生肢体冲突。 

网友们在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一情况，网友们对事件的关注并没有停留在评论区的讨论，而是通过直播平台外的发酵让这一

事件在网络快速传播，使“武汉火神山医院工人打架”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引起相关负责部门的注意，在网友的持续关注下

官方很快做出回应，并对该打架事件跟进通报。 

网友们除了慢直播平台的及时性事件的关注外，还对“武汉红十字会的援汉物资风波”等社会热议话题也持续跟进“监

督”，甚至在新浪微博发起“请求武汉红十字会开直播”的倡议。 

公众在网络上对触及公共利益的公权力运行相关问题“群追不舍”，盯紧事件公开的每一个环节，直至问题水落石出。这

种持续跟进监督的态势体现了“云监工”行使监督权利的高度责任心，用“可持续性”提升了监督效度，让“云监工”成为有

效监督的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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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云监工”监督话语的社会语义网络关系 

（三）“云监工”监督话语情感分析 

笔者选取了新浪微博人民日报博主“火神山医院工地施工现场”视频下面的一级评论和二级评论共 3339条评论信息，共计

34642字，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云监工”监督话语语料库。通过对“云监工”监督话语语料库文本进行情感分析，即对“云监

工”监督话语的情感进行分类和赋值，得出了相应的统计结果，据此将“云监工”监督话语分为积极情绪、中性情绪及消极情

绪。 

在 3339 条评论中，积极情绪占比 42.27%，共 1412 条；中性情绪占比 38.49%，共 1285 条；消极情绪占比 19.24%，共 642

条。由于中性情绪本身的中立性，ROSTEA 系统的情感分段统计结果只涉及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向度，本文对“云监工”监

督话语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进行了分段统计。 

“云监工”监督话语的积极情绪分段统计结果为一般（0,10）的共 1022 条，占比 30.58%；中度（10,20）的共 367 条，占

比 11.00%；高度（20，+∞）的共 23条，占比 0.69%。公众监督话语的消极情绪分段统计结果为一般（-10,0）的共 619条，占

比 18.56%；中度（-20,-10）的共 23条，占比 0.69%；高度（-∞，-20）的共 0条，占比 0.00%。 

根据以上数据统计，可以看出，在对火神山医院建设的网络舆论监督中，公众监督话语传达的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总和占

到 80.76%。据此可见，公众对国内的疫情防控能力及廉洁状况普遍持积极情绪，火神山医院的建设振奋了中国人民集体监督、

集体抗疫的热情，用网友的话说：“我们不是监工，是众志成城的一砖一瓦”“每次点进去，看到的都是希望”……公众的积

极情绪同时也间接反映出大部分公众对国家疫情防控部署的肯定和支持。 



 

 8 

网民中的消极情绪虽然占比较少，但也不容忽视，例如在消极情绪的分析结果中，有评论留言“要透过这次的新冠肺炎，

看到真正的‘病’——就是某些人不讲真话，还不让别人讲真话。这个‘病’不治好，百病丛生，而且生生不息”。 

网友借评论表达自己对政府进一步提升信息公开等行政能力的强烈要求。我们应当把握这一有利局面，积极因势利导，将

公众这份可贵的积极情绪转化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剂，转化为众志成城夺取抗击新冠疫情全面胜利的强大动力。借助慢直播等平

台让公众通过网络自由评论互动，进行信息、情感共享，从而有效疏解焦虑担忧等消极情绪。 

四、“云监工”对舆论监督的政策启示 

“云监工”对舆论监督的政策启示互联网慢直播平台下生发的“云监工”，不仅赋予了公众一种另类监督身份，更是一种

新兴监督方式，其监督方式可助推公众与政府间的灵性互动，监督形态有利于政务公开，监督过程有利于“下情上达”去科层

化。 

（一）“云监工”的监督方式可助推公众与政府间的良性互动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府与公众之间也搭建起越来越多的沟通桥梁，例如近几年政务微信、政务微博等的发展，

大大降低了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成本，但仍存在单线型传播、回复不及时、互动较少等问题。 

而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下的“云监工”通过慢直播平台参与监督的方式，则为公众与政府“及时性”互动提供了可能，交互

性远超微信、微博等留言—回复式的“延时性”互动方式。 

这种“及时性”互动方式为公众诉求的高效解决提供了可能，使得社会焦虑情绪得到有效缓解，也让政府对公众的监督诉

求观察更敏锐，回应方式更灵活便捷，从而有效缩小公众、社会与政府间由于信息交互不及时而产生的张力。 

政府可积极尝试“云监工”监督模式，在公众围观直播的同时，积极引导公众在直播间里“不懂就问”，有问题力求当下

解决的监督态度，加快公众与政府间的议程融合进度，让彼此间达成共识，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助推公众与政府良性互

动。 

（二）“云监工”的监督形态有利于政务公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制度安排把政务公开贯穿政务运行全过程，权力运行到哪里，公开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政务公

开是政府自身改革建设的重要内容，关乎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也是政府施政的民意基础。全面深入推进政务公开，敞开大

门接受人民监督，是畅通民意渠道的重要保障。新冠疫情初期的诸多舆论爆点，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湖北地方政府政务公开水

平不尽如人意而触发。 

慢直播平台为“云监工”提供了反馈民意更直接、更高效的渠道，可以弥补公众反馈问题与政府回应公众关切间存在的“时

差”，让政府及时准确捕获公众的监督诉求，从而改善政府公开存在滞后性等问题。另外，过亿“云监工”通过直播平台同时

虚拟在场监督，通过评论区发言来表达监督诉求、阐述观点、表明态度形成能量巨大的超级舆论场，这种亿万监督主体同时在

线的“议政活动”无疑对政府部门形成压力，从而有效敦促政府及时、准确公开相关信息。 

同时，政府也可借助慢直播等互联网平台的兴起，更新政治观念，灵活回应公众关心议题，第一时间正确引导公众舆论，

有效关闭谣言空间。另外，政府也可将回应公众舆论情况纳入年度工作报告范畴，推进政务公开逐渐成为政府机关的日常习惯

和行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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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监工”的监督过程便于“下情上达”去科层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监督的权力结构不仅体现为马克思·韦伯所说的“自上而下的控制”，而是向福柯建构的流动的

权利观渐进，监督主体不断多元化，尤其是公众参与监督的渠道、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公众的舆论监督逐渐成为我国监督

体系的重要力量。慢直播等自媒体的兴起赋予了公众更多的内容生产权利和监督权利变现渠道，使得公众的个人议程更直接、

更及时地影响政府议程。 

“云监工”的诉求和意见通过慢直播平台实时汇聚，构建出辐射能力强大的传播节点，使普通民众的声音不仅可以“下情

上达”，且具备与政府实时互动的潜力。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由于科层层级与链条过长而导致信息传递滞后或失真，使民间

谣言甚嚣尘上，引起社会恐慌。 

慢直播平台中的“云监工”发声及时、互动性强、民意传播迅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政治科层体系中的信息传递方式，

减少了传递层级。政府也可利用诸如直播平台等新兴互联网平台及时发布官方信息与公众形成实时互动，克服信息不对称现象，

提高行政效率，为行政决策提供更通畅便捷的信息交互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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