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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ownward movement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center has made the 

“centralized”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l impossible to reproduce. The county-level financial media 

center should be investigat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rough analyzing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county-level financial media centers, it is proposed that county-level 

financial media centers should participate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by guiding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ycentric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aths and problems of county-level financial media centers participating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proposes that county-level financial media centers should carry out polycentric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with party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local media and local people in the role of “key 

information coordinator” and “authoritative information publisher” to jointly participate in grass-roots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aths combining with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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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协同治理视阈下县级融媒体中心
参与基层治理的建设路径探究

张煜晨  程英琦

摘  要：社会治理中心的不断下移，使得“中心化”的基层治理模式已不可再现。本文将县级

融媒体中心纳入基层治理的框架下考察，通过分析当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情况，提出县级

融媒体中心更应通过引导主流舆论的方式参与基层治理。从多中心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分析

当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治理的既有路径及问题，提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应以“关键信息协

调者”与“权威信息发布者”的角色定位与党政部门、地方自媒体、地方群众展开多中心协同

合作，共同参与基层舆论治理，并结合实例提出具体的协同治理路径。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中心；多中心协同治理；基层治理；舆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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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县级融媒体中心基本全国覆盖，“四级融合新格局”基本形成 a，媒体融合的国家战

略部署正式进入到“检验成效”阶段，如何“用好”物理条件已搭建完善的县级融媒体中心

成为一个问题。社会治理中心的不断下移，使得融媒体中心在基层治理中所能承担的作用进

一步体现。2018 年 9 月，中宣部对县级融媒体中心提出“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

a 胡正荣，蒋东旭．全媒体传播体系与四级融合新发展格局［J］．中国编辑，2021（5）：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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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区信息枢纽”三项建设要求 a，是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治理的方向指引。同时，

从媒介形态、媒介功能、媒介互动、传播过程四个角度分析，县级融媒体中心也应置于基层

社会治理的框架内考察。b

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治理的方式与手段多倾向于搭建“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一

站式询政问政窗口”“一体化办事平台”，通过汇集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功能来为用户构建相关

平台从而促进基层治理的展开。比如：山东兰陵县融媒体中心，创建“兰陵首发”网上综合服

务平台；湖南临武县融媒体中心通过将自身客户端与地方银行数据打通，提供水费、电费、话

费等缴纳服务；这些举措均符合上层“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要求。但 2021 年 4 月中央印发《关

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对地方资源进行数字化整合，共建

全国基层治理数据库，推进“互联网 + 基层治理”行动的展开c，促进地方将相关功能接入支付宝、

微信等 App，搭建“豫事办”“鄂事办”等平台，更好搭建基层“综合服务平台”。党的二十

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

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d，虽然当下全媒体在组织架构等方面已经取得不错成绩，但传播

体系建设与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还不够全面，特别是在网络空间的主流舆论引导上面迫切需要塑

造新格局与新生态。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引导主流舆论参与基层治理，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是对国家建设期望的回应，也是“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方式之一，更应是县级融媒体参与

基层治理的核心方式。

2016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

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

协同治理转变”e，这表明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中心化”的基层治理模式已不可再现，

多组织、多部门的合作已成为大势所趋。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

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d。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需要基层舆论的引导与治理。在此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多元主体之一的身份与其他多

a 新华网．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全面启动［EB/OL］．（2018-09-21）［2023-02-22］．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2018-09/21/c_1123466267.htm．

b 滕朋．社会治理、传播空间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路径［J］．当代传播，2019（2）：48-50．

c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1-07-12（1）．

d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

26（1）．

e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习近平的“网络治理观”［EB/OL］．（2017-09-15）［2023-02-22］．

http://www.cac.gov.cn/2017-09/15/c_11216677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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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基层舆论治理。

在相关治理理论中，多中心协同治理是基于本国国情，对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

的提炼与升华，对于我国国内治理问题的解决具有实践价值，也符合上层对基层治理模式的期

望，更符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内涵要求。故此，本文将从多中心协同治

理理论出发，站在基层舆论治理的框架下，分析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自身定位及其与其他参与主

体的协同合作关系，探讨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多中心协同合作的方式参与基层舆论治理的创新

性路径，促进县级融媒体中心更好充当“主流舆论阵地”，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切实“用好”

县级融媒体中心。

二、理论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县域合作视角下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治理的文献综述

随着社会治理中心不断下移，学者的研究视角开始聚焦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治理的

具体机制和模式 a，总结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基础功能为舆论引导与舆情应对，核心功能为政

务服务的一站集纳与三方协同，增值功能为社会合作的开展与社会机构的对接 b。县级融媒体

中心也被视为是基层治理的切入点，是县域治理的重要载体 c，是“新时代治国理政新平台”d，

是“国家治理的基层技术装置”e，是“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的桥梁 f。功能定位也被进

一步延伸为融合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的基层社会治理空间 g。

在融媒体中心以主体合作方式参与基层治理的视角下，学者提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应

当注意制度调适、协同参与、多元合作 h；县级融媒体中心可搭建一个让各民族民众参与的，

自下而上的治理平台，吸引民众充分地参与和互动，从而增进公共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

a 邓又溪，朱春阳．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创新研究［J］．新闻界，2022（7）：34-42，77．

b 张诚，朱天，齐向楠．作为县域治理枢纽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刍议：基于对A市的实地研究［J］．新闻界，2018

（12）：27-32．

c 曾培伦，朱春阳．可供性框架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效果评估体系创新［J］．新闻与写作，2022（9）：100-110．

d 宋建武，乔羽．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 打造治国理政新平台［J］．新闻战线，2018（23）：67-70．

e 曾培伦，毛天婵．技术装置“多棱镜”：国家治理视阈下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研究：基于71篇县级融媒体中心挂牌

新闻的分析［J］．新闻记者，2020（6）：3-13．

f 董天策，陈彦蓉．县级融媒体的知识生产：基于文献计量的知识社会学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44（5）：43-50，94．

g 刘鹏．引导+服务：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基于吉林省M市融媒体中心的调研［J］．长白学刊，

2022（5）：78-85．

h 王炎龙，江澜．社会治理视阈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探究［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8，34（6）：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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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进公共服务的质量 a；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应该充当信息层面的设置者与

引导者、渠道层面的提供者与补充者、平台层面的搭建者与协调者、行动层面的组织者与动员

者 b；融媒体中心建设重点在于构建顺畅连接县域各治理主体的中心 c；县级融媒体中心应以治

理网络中的行动主体的参与逻辑参与基层治理，充当信息网络局间者。d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不难看出学者大都认为融媒体中心应通过与其他主体建立联系和

协作的方式参与基层治理，从而发挥更大的效应。但对具体合作模式或路径较少进行论述，多

在概念层面进行阐述，忽视被视为传统媒体竞争对手的自媒体在基层治理中的价值。

自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下，主流媒体提供的信息只占目前整个社会信息流通的 20%e，但

在关于融媒体中心以合作方式参与基层治理的研究中，并未将自媒体从业者或机构视作融媒

体中心参与基层舆论治理的可合作的主体，忽视优质自媒体自身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将其视

为消极性信息的根源，强调对其管理而非合作 fgh。自媒体领域的学术研究也多从自媒体的

商业价值、发展路径 i、盈利模式 j 入手，将其视为盈利的工具与手段，强调其如何“变现”

与吸引用户，聚焦自媒体机构如何更好参与市场竞争。部分学者肯定自媒体合作在“党史教

育”k“乡村教师专业学习”l“旅游景区形象打造”m 等领域的价值与作用，认为自媒体合

作的进行有助于相关领域的建设发展，这为县级融媒体中心与自媒体展开合作参与基层舆论

治理提供了学术背景。

基于此，本研究将结合多中心协同治理理论，结合相关具体案例，将自媒体纳入考量范畴，

进一步分析融媒体中心在参与基层舆论治理时的角色定位及与各主体间的合作路径，实现县级

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舆论治理的实践路径创新。

a 郑亮，冯旭宏．县级融媒体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以新疆库车为例［J］．中国出版，2020（16）：22-27．

b 罗昕，蔡雨婷．参与式治理视角下县级融媒体的角色定位与发展路径［J］．新闻与写作，2021（5）：14-21．

c 熊忠辉．回到连接性：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逻辑基础［J］．编辑之友，2021（12）：32-37．

d 邓又溪，朱春阳．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创新研究［J］．新闻界，2022（7）：34-42，77．

e 朱春阳．多研究些“主流”媒体［J］．新闻大学，2022，197（9）：4．

f 王一岚．近五年来我国自媒体研究概况［J］．新闻爱好者，2018（3）：93-96．

g 陈宪奎，刘玉书．2003—2014年中美自媒体研究和比较分析：基于数据挖掘的视角［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2

（3）：80-98，128．

h 宋全成．论自媒体的特征、挑战及其综合管制问题［J］．南京社会科学，2015（3）：112-120．

i 吴超，饶佳艺，乔晗，等．基于社群经济的自媒体商业模式创新：“罗辑思维”案例［J］．管理评论，2017，29

（4）：255-263．

j 龙思思．自媒体营销价值与盈利模式分析：以微信公众号为例［J］．当代传播，2017（2）：84-87．

k 崔邦军．自媒体视域下高校党史教育的适应性路径研究［J］．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1）：65-70．

l 谢永朋，张典兵．自媒体赋能乡村教师专业学习的时代价值［J］．继续教育研究，2021（12）：20-23．

m 梁道文，冯厉磊，王慧．旅游景区运用自媒体营销发展现状研究：以江苏省溱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J］．绿色科技，

2021，23（9）：197-19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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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中心协同治理理论

多中心协同治理是对多中心治理与协同治理基于本国国情的综合考量。张洪武较早提出，

多中心协同治理是指扁平的网络化的对话、协商、协同、互动过程。协同目的是为促使其公共

利益最大化。各主体间存在合作的、竞争的、法律的、行政和非行政相结合、纵向和横向相辅

佐的秩序，是彼此协调、互为发展的条件。治理参与主体包括：非营利组织、政府机构、独立

部门、捐助者、受助者、党组织等。a研究指出多中心协同治理的内涵是为促使其公共利益最大化，

同时对多中心主体进行界定并阐述各组织间的关系，但并未考虑多中心协同治理的普适性，未

进一步展开后续研究。且因该理论为前有理论的本土化结合，其本身是否具有理论的创新性，

是否仅是概念的堆砌、理论的提出，是否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受到相关学者的质疑。

杨志军通过梳理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的内涵、逻辑与研究问题，认为两者在探

寻如何实现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过程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具有相同的目标，认为多中心协同治

理具有创新性与本土化特征，并非简单的概念堆砌。同时，进一步明确多中心协同治理所解决

与关注的主要是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强调主体的多元与自愿平等，强调多主体间的集体选择

和行动，强调各中心要形成资源共享、彼此依赖、互惠和相互合作的机制与组织结构，即协作

的前提是要存在利益关系。b 熊光清则认为多中心协同治理主要针对一定社会领域的公共问题

或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注重协同效应的产生。c 可见，学者对多中心协同治理的相关论述虽

存在差异，但大都是以对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的理解为基础，均强调参与主体的多

元与协同，也都认为核心目的是为了达到公共问题治理效率的最大化。

在理论运用上，学者从多中心协同治理的视角观察中国食品安全治理 d、反贫困治理 e、高

校廉政文化建设 f、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 g，对参与主体的分工及参与逻辑展开分析与论述，分

析现阶段存在的不足并提出解决路径 f，结合具体案例重新阐述“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的内

涵与意义 g，认为其在优化区域结构模式、提高合作效率、达成目标诉求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促

a 张洪武．非营利组织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选择［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7（5）：30-34．

b 杨志军．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三项内容的考察［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0（3）：42-49．

c 熊光清，熊健坤．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一种具备操作性的治理方案［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32（3）：

145-152．

d 谢康．中国食品安全治理：食品质量链多主体多中心协同视角的分析［J］．产业经济评论，2014（3）：18-26．

e 冯朝睿．连片特困地区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的初步构想［J］．云南社会科学，2014（4）：159-161．

f 陈春鹏．浅析地方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困境及实施路径：基于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的视角［J］．宁德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10-114．

g 温雅婷，余江，洪志生，等．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公共服务创新路径研究：基于多中心—协同治理视角［J］．科学学与

科学技术管理，2021，42（3）：1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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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作用，并明确指出多中心协同治理过程中党委的领导作用和政府的负责作用 a，即多中心协

同治理过程并不排斥核心主体的存在。在实践保障方面，提出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多中

心协同治理理论的可操作性与实践性，并提出具体的结合方式与提高路径。b

多中心协同治理理论是基于本国国情，根据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之间的高

度耦合关系所进行的提炼与升华，已进入到“基于理论的实践指导”与“基于实践的理论

检验”阶段。根据多中心协同治理的具体内涵阐述与实践研究，本文也搭建起研究分析框架。

首先，从多中心协同治理的角度出发，县级融媒体中心为什么要展开多中心协同合作，当

前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既有搭建路径与参与基层治理的方式存在何种问题？其次，县级融媒

体中心该以何种身份与其他参与主体展开协同合作治理？最后，县级融媒体中心该如何更

好地实现主流舆论阵地的建设期许，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促进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完善？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如何更好参与基层舆论治理提供创新路径与可

行方案。

三、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治理的既有路径与问题

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更应从塑造“主流舆论阵地”，参与基层舆论治理入手。

而在基层舆论治理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做好权威信息发布、提高自身公信力、引导主流舆论，

从而做好“上传下达”。

“上传”要求着县级融媒体中心能够充分收集基层的切实情况，而“下达”则要求权威信

息及主流宣传内容能切实触达地方群众。这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能够有着足够多的信源与受众，

但当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在两方面做得都不够好。信源方面，虽然县级融媒体中心有着行政力量

作为协助，但无法也不能限制民众在网络空间中的表达。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相关

民生问题或矛盾事件也多被率先在网络空间发布。县级融媒体中心及地方网信办，也只能做到

事后补救，而非事前得知。换而言之，县级融媒体中心并未充当好“蓄水坝”的作用，并非基

层民众倾诉诉求、呈现矛盾的首选，因此也较难率先获得负面信息，不能充分做到将民生问题

或矛盾事件提前收集，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虽然近两年随着融媒体中心“参政议政”渠道

的开启，民众多了线上反馈的路径，这类情况有所好转，但问题依旧存在。受众方面，微博、

微信、抖音、今日头条等信息资讯平台已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地方融媒体中心自设

的官方门户与受众粘合度较低，非用户获取信息的首选平台。笔者通过在湖北恩施、利川、巴

东等地方实地考察发现，相比“长江云”“九头鸟”等官方媒介平台，基层群众及地方工作人

a 熊光清．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须结合中国国情［J］．领导科学，2018（27）：20．

b 朱婉菁．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技术促生的制度可操作化［J］．电子政务，2021（5）：5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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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更倾向在抖音上进行直播观看及信息获取。此外，在某些问题上，官方融媒体中心账户的影

响力不如地方自媒体的个人账户。权威信息及主流宣传内容无法高效触达受众，也就无法建设“主

流舆论阵地”。

四、多中心协同治理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舆论治理的
路径创新

网络空间具有公共属性，基层舆论场的治理不能完全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对其进行监督和规

范，更应通过多组织协同治理的方式，及时提前发现舆情事件，对其进行有效疏导，做到“化

堵为疏”，进而形成“化负为正”的正向舆情构建。但当下基层媒体在区域舆情处理过程中更

多地扮演临时“救火”者的角色 a，而不是主动的发现舆情并温和地解决舆情，无法做到有效

或增值的治理。基于此，本文提出可通过多中心协同治理，让融媒体中心与地方党政部门、自

媒体、群众在发挥自身功能的同时展开多中心协同合作，共同参与基层舆论治理，并结合经济、

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的基层舆论治理模式，

降低网络舆情事件对于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切实传递权威官方信息及主流宣传内容，搭建好“主

流舆论阵地”，做到舆情事件的有效及增值治理。县级融媒体中心也应从被动舆情处理转为主

动舆情收集，利用新媒体技术，充当好多元协同治理体系中“信息中间协调者”及“权威信息

发布者”的角色，从而更好参与基层舆论治理。

（一）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身份定位

从多中心协同治理的视角看，基层舆论治理的本质就是多元主体发挥各自应尽职责的同时

展开协同合作，从而达成治理目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充当“关键信息协

调者”与“权威信息发布者”的角色。

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架构上是对地方原有报刊、广播电视等资源的整合，早期地方媒介资

源的积累及官媒属性赋予了其较其他官方组织更为优秀的信息获取能力。近几年地方融媒体

中心参政议政渠道的开启、舆情分析中心的搭建，也让其有了掌握群众负面意见的渠道。虽

然给予县级融媒体中心足够的行政权利，使其利用自身信源上的优势指导其他行政部门的工

作不切实际，但县级融媒体中心可通过及时为相应部门传递关键信息，做好信息协调，充当

“关键信息协调者”。此外，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多由县委宣传部管辖，需负责地方党政宣传，

相比其他非官方组织也更容易获取一手的官方权威信息。资深媒体单位的属性让其相比其他

政府部门更具有信息发布的优势。这让县级融媒体中心更符合基层舆论治理中“权威信息发

a 张波．从反应性政治到回应性政治：县级融媒体建设中的政治传播逻辑转向［J］．编辑之友，2022（7）：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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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者”的定位。

（二）多中心协同合作路径探究

确定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基层舆论治理中的身份定位后，我们就需要思考，县级融媒体中

心该如何与其他主体展开合作？通过结合实例，笔者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应与基层政党机构建

立切实由对方领导的协同合作关系，与地方自媒体建立平等互助的协同合作关系，与地方群众

建立诉求一致、目标一致的协同合作关系。

1．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党政部门的协同合作路径

县级融媒体中心应与基层政党机构建立切实由对方领导的协同合作关系。

需要明确，多中心协同治理理论并不反对多元主体中核心主体的存在。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

党政部门在基层舆论治理过程中有着制度开展与制定的决定权。融媒体中心想要参与基层舆论

治理，实现自身身份定位，就需要在横向上与其他行政部门建立联系，需要地方党委与政府的

支持。同时，基层舆论事件的形成多因群众诉求没有达成、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治理舆论的核

心在于问题的充分解决。如若核心问题未解决，核心诉求未实现，舆论仅能达到短暂的平息而

非彻底解决。党政部门作为基层治理的核心主体，在基层问题解决上具有决定性作用，行政力

量的介入能高效、快速地解决与实现引发舆论的核心问题与诉求。

县级融媒体中心可利用自身信源充分、渠道广泛的特性，为基层党政部门提供相关决策信

息参考，协助基层党政部门对基层舆论进行了解把控。通过舆论引导与权威信息发布，塑造基

层党政部门的正面形象，提高党政部门及自身公信力。如北京昌平区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舆情

监测、收集、研判和预警，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a。

党政部门要充分给予县级融媒体中心行政支持，为其搭建“主流舆论阵地”提供行政保障。

群众愿意将问题向融媒体中心进行反映，表达其诉求，是对相关部门的信任。若基层群众将诉

求或问题向融媒体中心进行反应，但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反而会降低基层媒体及党政部门的

公信力，进而导致舆情的加重。党政部门可协助县级融媒体中心展开相关问题的解决，促进县

级融媒体中心在地方群众心目中“诉求表达渠道”的形象塑造。如山东兰陵县，党政部门通过

为相关部门设置办理回应期限，并辅以节目曝光、纪委监督的督促措施，通过行政力量极大程

度地提高群众线上问政效果，将问题解决在舆情产生之前，从根源上做到舆情治理，极大提高

地方官媒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b

a 黄楚新，刘美忆．2020年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状、问题及趋势［J］．新闻与写作，2021（1）：39-45．

b 林绍荣，刘明鑫，王晓龙．兰陵切实发挥县级融媒体平台功能 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EB/OL］．（2022-

02-07）［2023-02-2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4076481206157027&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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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地方自媒体的协同合作路径

县级融媒体中心应与地方自媒体建立平等互助的协同合作关系，双方优势互补、融合共生。

不可否认，与官方媒体相比，自媒体往往有着自身所独有的信源渠道，民众也愿意将负面

消息通过“爆料”的方式提供给自媒体以获得舆论支持。同时，因内容与受众更具有接近性、

相关话题更具趣味性，地方优质自媒体的传播效果可能比县级融媒体中心官方账号更具影响力。

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利用自身官方属性，构建相关议题，为自媒体提供地方话题与新闻资

源，向自媒体从业人员分享官方权威信息资讯，允许自媒体对融媒体中心所发布的全文或主流

观点进行转发或二次撰写，同时为长期协作的自媒体从业人员提供官方背书，纳入地方社会荣

誉评价体系，增强自媒体从业人员归属感，达到“同心发声”“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的效应，

从而引导舆论导向。如利川市融媒体中心，围绕地方资源优势，构建“山马赛”“一会一节”“水

杉红·探秘忠路美”“大美利川人”“文明城市创建”等活动，为自媒体从业人员提供地方话

题，引导自媒体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合力传播网络正能量，并将具有影响力的新媒体从业人员

纳入骨干网评队伍，设置地方奖赏机制，加强地方自媒体工作人员与利川市融媒体中心的联系，

将官方权威信息咨询与自媒体从业人员分享，引导自媒体主动推发文章、解疑释惑，共建舆论

治理网。

自媒体从业人员应积极响应融媒体中心号召，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利用自身信息渠道为

融媒体中心提供更多有关负面事件、不良信息及民众矛盾的线索，扩大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信源

渠道。自媒体待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党政部门的渠道将民众核心诉求与问题解决后，双方可共

同撰写策划相关报道并进行推送，在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将负面信息转为正面报道。如

利川市融媒体中心与地方自媒体展开合作，自媒体每年上报网上不实言论、错误信息、重大举报、

投诉信息或网民关注的热点事件 100 余条，使得融媒体中心成为了解群众需求、回应民生诉求

的重要枢纽。

3．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地方群众的协同合作路径

县级融媒体中心应与地方群众建立诉求一致、目标一致的协同合作关系。

基层媒体报道以地方新闻为主，涉及地方群众的衣食住行，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群众作

为新闻事件客观组成部分的同时，也可作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信源，为其提供“小道消息”与“秘

闻八卦”等舆论前期表征信息。同时，基层舆论也是群众进行监督的表现之一，其产生也是群

众执行自身监督权利的体现。此外，从媒介是信息传递与获取的工具、渠道、载体的这一属性

来看，群众自身的微信朋友圈等人际关系网也属于媒介，融媒体中心的媒体融合应将其考量在内。

基层舆论治理要考虑群众路线。传统媒体时代的群众路线“不仅体现在作为文化干部的新

闻从业者参与生产劳动和深入农民生活，还体现在大量普通劳动者以‘通讯员’等身份参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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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实践当中。”a 新媒体平台的搭建，也让肯特（Kent）和泰勒（Taylor）所认为的实现平等

对话的理想媒介成为现实 b，群众切实成为基层舆论治理的中坚力量。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利用基

层党政部门给予的行政支持，帮助地方群众解决问题，搭建地方民意表达平台，协助地方群众

进行媒介监督，充当好民意蓄水坝。对群众诉求解决情况进行媒体报道，起到正面报道的作用。

如界首市融媒体中心搭建“全媒体问政”栏目，自 2019 年创办以来，问政部门 210 余次，解决

突出问题 2340 余件，群众满意率 98% 以上。同时对问题解决情况进行梳理，呈现诉求解决情况，

通过新媒体平台对当期节目进行二次传播，取得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实现了用群众关切的方式

回应群众关切。c

地方群众为融媒体中心提供地方新闻线索，反映问题诉求，充当基层“通讯员”，利用自

身人际关系网增强报道力度，积极转发权威信息，依托自有人际关系网，共同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融媒体中心也可通过允许基层群众参与新闻选题构建及内容生产过程，激发群众的参与度与传

播积极性。

（三）多中心协同治理视角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路径

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与基层党政部门、自媒体从业人员、地方群众展开协同合作，促进

多元主体角色定位及自身“关键信息协调者”与“权威信息发布者”实现的过程，让我们可

以一窥多中心协同治理视角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路径。县级融媒体中心单凭自身能力参

与基层舆论治理是不切实际的，获取党政部门的支持与领导是多中心协同治理视角下县级融

媒体中心的首要任务。其参与基层舆论治理的过程，需要地方宣传部统一部署规划，通过制

定政策规章的方式，从行政上确定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基层舆论场中的角色定位。县级融媒体

中心要切实与多元主体展开协同合作，及时解决群众关切问题，及时反馈群众意见。对于融

媒体中心建设而言，要通过成立部门或责任到人的方式，加强思想交流，确保多元协作的顺

利开展，及时为协作双方建立沟通桥梁，充当好“关键信息协调者”的角色定位，塑造好“主

流舆论阵地”。如利川市为更好地与自媒体展开协同合作，共治基层舆论场，建立了领导干

部联系重点网络代表人士制度，通过电话、短信、座谈、调研等方式加强双方交流。成立利

川市互联网协会，邀请自媒体从业人员加入协会，听取协会会员对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重

要政策制定和重大项目实施等方面的意见建议，通过协会与会员自愿签订《承诺书》《信息

a 王绍光．毛泽东的逆向政治参与模式：群众路线［J］．学习月刊，2009（23）：16-17．

b 刘鹏．引导+服务：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基于吉林省M市融媒体中心的调研［J］．长白学刊，

2022（5）：78-85．

c 中安在线．界首“全媒体问政”提升政务公开质效［EB/OL］．（2022-11-01）［2023-02-22］．https://baijiahao.

baidu.com/s?id=1748249365043136641&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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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协议》，在信息真实准确的前提下，鼓励作品原创，扩大宣传影响力，为信息共享提供

便利。此外，聘请部分自媒体从业人员担任融媒体中心的网评员和乡镇通讯员，解决官媒人

员不足问题，又为自媒体提供收入来源。

多中心协同治理下，融媒体中心的核心功能定位除了“关键信息协调者”还有“权威信息

发布者”。如果说“关键信息协调者”侧重于强调融媒体中心在基层舆论场中的“耳目”作用，

“权威信息发布者”则强调“喉舌”作用。这就意味着融媒体中心要从队伍建设、技能培训等

多方向进一步提高自身媒体素质能力，讲好本地故事，重构组织结构，共创话语空间。可通过

设置内部奖励机制，激励工作人员开展工作；依据资源优势，构建相关议题，引导地方话题走向。

多元协作的同时，县级同媒体中心要通过多手段、多方式提高自身媒介影响力，建立自身在基

层舆论场中的核心地位。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多中心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通过建立多中心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分析框架，对县级

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舆论治理路径进行反思，明确多元主体的各自定位及协作路径，进一步思

考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路径。在当下“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被其他部门承担的情况下，提出

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治理更应从搭建“主流舆论阵地”，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方向努力。

根据多元主体自身的特点特色及基层舆论治理的具体内涵，提出在基层舆论治理过程中，县级

融媒体中心应充当“关键信息协调者”和“权威信息发布者”，通过协调党政部门、自媒体等

多元主体间信息沟通及发布权威信息的方式参与基层舆论治理，进而提出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其

他各主体间、多元主体与县级融媒体中心间的具体协同协作路径，并以此为参考思考县级融媒

体中心的后期建设路径。

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而言，自身身份定位实现的同时与多元主体实现进行协同合作，是对

自身信源与渠道的扩充，是对自身“上传下达”任务完成的促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应通过多种

手段确保协同合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多中心协同治理虽强调多元主体平等互助

地展开协同合作，但并不排斥各主体地位存在差异，不反对核心主体的存在。基于基层舆论治

理的目的及我国基本国情，党委部门必处在基层舆论场的核心地位，作为“发声筒”与“扬声器”

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则处于次中心地位。融媒体中心依靠自身“关键信息协调者”和“权威信息

发布者”的身份属性，在自身与其他主体协同合作的同时，促进核心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协同合作，

建立多方联系。同时，多中心协同治理中的协同合作有别于一般的合作关系，协同所包含的意

义除了合作自身的意义（即合作与协调）外，还包括竞争、冲突与博弈，且协同合作的核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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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了让各主体功能达到 1+1>2 的效果外，还包含形成有序秩序，即从无序走向有序 a。在多

中心协同治理视角下，县级融媒体中心除了要与其他主体建立一般意义上的合作关系外，还要

通过多种手段进行有效沟通，以心换信，建立信任基础，以实现协同合作。县级融媒体中心应

率先发力，主动抛出“橄榄枝”与其他主体建立联系。

本文也存在一定不足。首先，所选取的多中心协同治理理论的本土化提出距今不足二十年，

实践指导性与理论可靠性有待进一步考量。其次，本文虽根据具体案例对多主体间协同合作路

径进行论述，但不能忽视不同地区在融媒体中心建设现状、基层治理现状、自媒体发展现状等

方面的差异性，所提出的协同路径不具有绝对的普适性。再次，本文论述视角聚焦单一地方内

的多中心协同合作，未讨论不同区域间以区域为单位或仍以身份属性为单位的协同合作，不同

区域间的多中心协同合作有待进一步研究。最后，本文以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为核心论题，

论述视角聚焦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治理及自身建设，仅讨论了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多元主

体间的协同合作关系，未对党政部门与地方群众、自媒体与地方群众，党政部门与地方群众等

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合作进行分析，且多元协同主体仅涵盖当下与县级融媒体中心互动较多的主

体，未将企业、公益组织等其他基层舆论治理会涉及的主体纳入讨论框架。后续以基层治理为

核心视角的研究应重视除县级融媒体中心外的其他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并进一步纳入其他

客观存在的多元主体。未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要重视建立多元协同合作的保障机制，积极

促进基层舆论场内的多中心协同治理，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推动形成良好的网络生态，共建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a 熊光清，熊健坤．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一种具备操作性的治理方案［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32（3）：

145-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