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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政策的柔性传播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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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柔性传播指以一种温和、 友善的姿态和行为方式进行传

播， 通过一些非硬性传播特质来实现的传播策略。 柔性传播不仅可以

满足新媒体时代受众求新求异的心理， 而且可以满足受众的参与需

求， 同时符合现代受众的娱乐化心理， 是今后政策传播的大趋势。 对

新时代反腐倡廉政策的传播情况进行深入分析， 可以发现我国反腐倡

廉政策传播取得的不错效果跟柔性传播方式的使用有密切关系。 因

此， 在今后传播反腐倡廉政策时要重视柔性传播策略的应用， 努力实

现传播主体的多元化、 传播内容的柔和化、 传播样式的多样化和传播

受众的细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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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政策是指法定组织为治理腐败和实现公共权力拥有者廉洁

从政的目的， 在廉政建设中制定的引导和规范公共权力拥有者行为的准

则。 ２０１２ 年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我国

严峻复杂的腐败问题， 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思路、 新政策和新策

略。 经过近年来的反腐实践， 习近平同志反腐倡廉政策的正确性和科学

性不断得到验证和发展， 逐渐成为比较系统的反腐倡廉政策体系。 反腐

倡廉政策体系形成是执政者实现廉洁政治目标的重要前提， 但再好的反

腐倡廉政策也得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实现既定目标。 而政策执行又离不

开政策传播的支持。 要有效地执行反腐倡廉政策， 就必须通过有效的政

策传播来提升社会公众包括政策执行者、 政策目标群体和广大群众对反

腐倡廉政策的认知水平和自觉意识。 反腐倡廉认知水平和自觉意识的提

升则最终促使和引导社会公众的行为向着反腐倡廉政策所设计的目标与

方向发展。 公共政策传播， 可以分为刚性传播和柔性传播。 长期以来，

我国公共政策传播方式主要以官方的硬性传播为主， 政策的柔性传播则

应用不足。 若欲提高反腐倡廉政策的传播绩效， 政府除了继续利用刚性

传播策略之外， 更应加强对柔性传播策略的应用。 而从公共政策传播的

学术研究现状来看， 目前， 学界对反腐倡廉政策的柔性传播的研究少之

又少。 鉴于此， 笔者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反腐倡廉政策的柔性

传播做一个初步探讨和分析。

一　 柔性传播与刚性传播的比较

在传播中， 根据传播的行为取向和施力程度， 可将传播分为柔性传

播与刚性传播。 刚性传播是指通过一种硬性的、 去柔性化的态度和行为

方式去传播物质和精神成果， 它有较强的确定性、 公开性、 直接性、 进

取性、 功利性。 柔性传播是指以一种温和、 友善的姿态和行为方式进行

传播， 是通过一些非硬性的传播特质来实现传播的策略。 其内质贵在柔

性， 行为方式和意图具有较强的含蓄性、 内敛性、 暗指性 （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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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接下来， 我们采用一个表格比较分析柔性传播与刚性传播的特

征、 优势与劣势。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柔性传播与刚性传播都是传播策略类型， 各有自

己的特性， 各有优势与劣势， 理应相互取长补短， 以实现最佳传播效

果。 ———实际上， 柔性传播与刚性传播的结合往往能够达到传播峰值。

表 １　 柔性传播与刚性传播的比较

特征 优势 劣势

柔性

传播

一是方式的含蓄性；
二是形式的多样性；
三是传播的双向性；
四是目标的暗指性；
五是行为的内敛性；
六是内容的曲指性；
七是传播主体的民间性

一是具有浸染性、 渗透性、 感

染性、 间接性；
二是讲究传播的艺术；
三是注重传播的长期性；
四是传播效果属于慢热型， 但

效果根本和稳定

一是由于传播方式的含蓄性，
传播的内容掌控有时不易把握；
二是由于信息盲点， 有时传播

的时机和分寸感不好判断；
三是柔性传播的效果见效较慢

刚性

传播

一是传播取向的扩张性；
二是传播方式的直接性；
三是传播行为的主动性；
四是传播意图的明指性；
五是传播主体政府主导性

一是具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二是传播手段是 “速入式” 的，
具有直接性和气贯长虹的态势；
三是手法上主动性强， 且具有

相当的传播密度和广度；
四是传播效果快捷、 迅速， 能

够在短时期达到预期效果

一是总是强势非能持久， 强弱

会有转化的过程；
二是传播主体会本能地使主体

受众产生 “排异” 反应， 不易

处理好与传播受众的关系；
三是一味地强压， 不考虑受众

的接受情绪， 容易引起受众的

抵制， 传播效果不佳

二　 新时代反腐倡廉政策及柔性传播的必要性分析

（一）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出台的反腐倡廉政策

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制定或印发了几十部政

策文件 （如表 ２ 所示）， 用以指导、 规范、 约束党员干部行为， 净化政

治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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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十八大以来治理腐败的主要党内政策文件

发布年份 制度名称 制定或印发机关 印发时间

２０１２
《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

规定》
中央政治局会议 ２０１２ １２ ４

２０１３ 《中央巡视工作规划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 中共中央 ２０１３ ６

２０１３
《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巡

视工作的意见》
中共中央 ２０１３ ６

２０１３
《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

（任职） 问题的意见》
中共中央组织部 ２０１３ １０ ２２

２０１３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中共中央、 国务院 ２０１３ １１ １８

２０１３ 《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

院办公厅
２０１３ １２ ５

２０１３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工作规划》

中共中央 ２０１３ １２

２０１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 中央纪委 ２０１４ ７ ２６

２０１５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共中央办公厅 ２０１５ １０

２０１５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 ２０１５ ８ ３

２０１５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共中央 ２００３ １２

２０１６
《关于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

务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５ ４ ２７

２０１６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共中央 ２０１６ ７ ８

２０１６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共中央 ２０１６ １０ ２７

２０１６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中共中央 ２０１６ １０ ２７

　 　 资料来源： 廖冲绪、 杨旭， ２０１７。

（二） 反腐倡廉政策的特殊性更适合采用柔性传播策略

反腐倡廉政策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政策， 它除了具有公共性、 多样性

等公共政策的一般特点外， 还具有复杂性、 隐蔽性、 敏感性等特征。 反

腐倡廉政策的施行会损害腐败者的不正当利益， 进而导致腐败者对该类

政策的顺利传播大加阻挠。 更值得一提的是， 反腐倡廉政策目标指向各

级各类公共权力行使者， 其执行主体与执行对象的合二为一使得廉政政

策被变相执行或不被执行的频率均高于其他类型的公共政策 （杜治洲，

２０１７）。 考虑到反腐倡廉政策的特殊性， 我们不能单纯依赖以往传播普

８７１



反腐倡廉政策的柔性传播探析

通公共政策的刚性传播策略， 而应借助柔性传播的优势和特性， 着力进

行柔性传播， 以减少官员对反腐倡廉政策的抵触情绪， 确保政策的顺利

传播与实施。

柔性传播是一种可以将传播内容渐进内化， 借助耳濡目染、 润物无

声的方式， 从而达到春风化雨、 水滴石穿的传播效果的传播策略。 柔性

传播讲求传播艺术， 反对硬性灌输。 从古至今， 柔性传播的成功案例不

胜枚举。 如近两年大火的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 就是典型的柔性传

播。 这种方式不是说教， 没有任何的强制性， 而是通过一种 “温柔的”

方式， 将中华饮食文化故事化、 纪实化， 从而让受众产生记忆。 《刻舟

求剑》 《画蛇添足》 《掩耳盗铃》 《揠苗助长》 等寓言故事， 也是典型

的柔性传播。 柔性传播的内质贵在柔性， 但柔不一定柔弱， 柔中也会带

刚， 往往能够以柔克刚。 柔性传播属于慢热型， 讲究传播的艺术， 特别

注重传播的长期性。 相比具有取向的扩张性、 方式的直接性、 行为的主

动性、 意图的明指性特征的刚性传播， 柔性传播更适合用于敏感类话题

的传播。 因为， 相较于刚性传播方式， 使用柔性传播方式对敏感类话题

进行传播， 不仅可以减少利益受损者的抵触情绪， 而且可以相对增加公

众对敏感类话题的支持度。 在传播反腐倡廉政策时， 采用具有方式的含

蓄性、 内容的丰富性、 形式的多样性、 传播的双向性等特征的柔性传播

方式， 必将大大提高传播绩效。

（三） 反腐倡廉政策的柔性传播更契合新媒体时代公众接收

信息的习惯

新媒体是指 ２０ 世纪后期在世界科学技术发生巨大进步的背景下，

在社会信息传播领域出现的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能使传播信息大大

扩展、 传播速度大大加快、 传播方式大大丰富、 与传统媒体迥然相异的

新型媒体 （蒋宏等， ２００６）。 一方面， 在现代社会， 人们的信息需求更

加强烈， 偏爱快餐式、 碎片化、 娱乐性、 互动性的传播方式。 而新媒体

９７１



廉政学研究　 第 １ 辑

技术条件下， 传播信息及时， 信息海量， 内容呈现方式多元化， 可以很

好地满足人们的信息获取喜好。 柔性传播以一种独特的碎片化、 趣味

化、 参与性的图像形式， 契合了视觉文化发展的要求， 提升了叙事能力

和视觉效果 （徐明华、 汪慧， ２０１５）。 另一方面， 从传播媒介的角度，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为柔性传播提供了更加多样的载体和渠道， 成

为公共政策柔性传播的最佳载体。 因此， 在传播反腐倡廉政策时， 政策

信息内容呈现可以用文字、 语音、 音乐、 动漫、 图标、 视频、 同步快

评、 评书、 播客、 彩信、 手机报、 电子滚屏、 网上论坛、 网上调查等多

种柔性传播方式与传播载体 （肖生福、 曾冬冬， ２０１５）。 综上所述， 互

联网时代受众的信息需求和接受习惯发生了重大变化， 柔性传播更加符

合人们的信息获取习惯， 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 柔性传播满足受众求

新求异的心理； 第二， 柔性传播满足受众的参与需求； 第三， 柔性传播

符合现代受众的娱乐化心理。 总之， 在互联网时代， 柔性传播符合政治

传播的发展潮流， 契合互联网的传播特性和受众的信息需求。 因此， 在

新媒体条件下， 加强反腐倡廉政策的柔性传播势在必行。

三　 新时代反腐倡廉政策的柔性传播现状

（一） 新时代反腐倡廉政策的柔性传播取得的成绩

反腐倡廉政策影响面大、 涉及面广、 牵扯人多， 导致其在执行时不

可避免地会面临巨大阻力。 以往单一的刚性传播方式 （高密度、 强势、

短期、 直接等特点） 显然是不够的， 因为这种方式的传播效果不理想，

人们不买账。 因此， 必须借助柔性传播策略以含蓄内敛的方式， 将反腐

倡廉的目标以一种人们易于接受的形式传播出去， 让人们潜移默化地接

受这种政策方案。 考察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倡廉政策传播实践可以发现，

反腐倡廉政策传播除了常用的刚性传播之外， 更是结合使用了柔性传播

策略 （如表 ３ 所示）， 如采用公益电影、 电视、 公益广告、 公益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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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漫画、 光盘影碟、 纪录片、 小品、 戏曲等各种各样的形式， 将反腐

倡廉的理念传播出去， 进而使得全国人民对反腐倡廉政策有一定的了

解， 营造廉政氛围， 给腐败分子形成社会压力。 在民间， 朝阳工作室在

２０１３ 年先后制作的三部 《习大大打老虎》 系列动漫 ＭＶ 一经上映， 传

播效果非常显著。 该视频采用动画视频的形式， 一改以往政府部门宣传

政策时严肃认真、 古板枯燥的作风， 采用生动有趣的动漫视频的形式，

将枯燥难懂的政策文本信息通过更接地气、 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

收到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 该动漫首先被放在腾讯视频网站上播放， 此

后其他网站也竞相播放该视频， 短期内仅在优酷网的点击率就达到 ７０

万。 同时， 由华语音乐 ＭＶ 首发的反腐音乐 ＭＶ 《习大大打老虎》 在腾

讯视频网的点击率达 ５４０ 万， 该 ＭＶ 一经上传微信， 瞬间引爆朋友圈。

该视频采用动画加音乐的表现形式， 对当前反腐形势作了深入浅出的解

读， 同样取得了十分惊人的传播效果。 由于借助新媒体， 以 ＭＶ 加动漫

的形式对政策文本进行解读， 使得传播受众得到扩大， 上至七八十岁的

老人， 下至五六岁的孩童， 都可以通过观看该视频对反腐倡廉政策有所

了解。 总体而言， 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政策的柔性传播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 表 ３ 对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政策的传播实践的主要形式做了整理和

回顾。

表 ３　 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政策的传播实践

反腐倡廉动漫

《习大大打老虎》 系列 （１）： 群众路线动真格了？
《习大大打老虎》 系列 （２）： 老百姓的事儿好办了？
《习大大打老虎》 系列 （３）： 当官的真怕了吗？

反腐倡廉微电影 《花朵》 《最后一道防线》 《鱼和水》 等

反腐倡廉公益广告
《戒贪》 《千里之堤》 《脸谱篇》 《誓言篇》 《包公斩侄》 《反腐倡廉正

气》 等

反腐倡廉动画片
蛋蛋老师公益动画短片之 《反腐倡廉》、 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公益短片

之 《反腐倡廉》 等

反腐倡廉漫画

《发红包》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官员 “出场费”》 《官员 “走穴”》
《为官 “处方”》 《比身高》 《不堪一晒》 《中国工程院向新当选院士提自

律要求》 《人民公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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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反腐倡廉视频光盘

党风廉政系列警示教育片——— 《警钟长鸣》 《老虎苍蝇一起打》 《打铁

还需自身硬 ＋永远在路上》 《村官腐败鉴戒》 《反腐启示录———党风廉政

教育警示录———典型案例选第一辑》

反腐倡廉纪录片 《永远在路上》 《忏悔录》 等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片 《代价》 《爱的代价》 《集输廉播》 《永不停歇的征程》 等

反腐倡廉小品 《做官不能贪》 《小家大家》 《奉公守法》 《疯狂策划》 等

反腐倡廉歌曲 《反腐倡廉》 《苍生》 《使命担当》 《贪就一个字》 《习大大打老虎》 等

廉政戏剧

琼剧 《海瑞》， 越调 《大明朱元璋》， 豫剧 《全家福》、 《儿行千里》、
《陈蕃》、 《九品巡检暴式昭》、 《张伯行》、 《芝麻官下江南》、 《清吏郑

板桥》， 京剧 《刘伯温》， 曲剧 《洛阳令》、 《曹端还乡》， 晋剧 《布衣

于成龙》， 闽剧 《兰花赋》 等

反腐倡廉电视剧
《人民的名义》 《征服》 《中国刑侦一号案》 《国家干部》 《公安局长》
《我非贪官情妇》 《市委书记》 《反腐雄心》 《玉观音》 《反贪局长》 等

从表 ３ 来看， 反腐倡廉政策的传播载体非常多元， 并大量借助了柔

性传播策略。 相对于以往简单地通过新闻报道、 新闻发布会、 宣传片、

宣传册等手段进行政策信息的硬性灌输， 柔性传播方式更具有亲和力，

也更容易被传播对象所接受， 这在无形中增强了传播效果。

（二） 反腐倡廉政策的柔性传播存在的不足之处

反腐倡廉政策的柔性传播应具有主体的民间性、 方式的含蓄性、 内

容的丰富性、 形式的多样性、 传播的双向性等特征。 但我国现实的反腐

倡廉政策传播实践与理想期待仍有差距， 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 政

策传播的准入门槛高， 传播主体较单一。 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倡廉宣传

大胆采用了柔性传播方式， 借助动漫、 电视剧、 歌曲、 漫画、 戏曲等形

式进行政策宣传。 相比之前的政策传播准入门槛有所降低， 但力度不

够。 政府对政策传播主体控制较严， 只允许很小一部分非政府组织和民

间个人进行漫画、 动漫等的设计与创作。 而且政府会对创作主题进行限

定， 要求设计师必须在其设定的主题范围内进行创作， 设计师的创作范

围被缩小。 其次， 传播内容语言呈现仍较硬气， 人物形象较严肃。 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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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倡廉政策文件中多次出现 “严格” “必须” “不得” 等较硬气的词语。

硬气的词语会使受众的心理产生抵触， 不利于政策传播。 以反腐倡廉动

漫为例， 在 《习大大打老虎》 系列动漫中， 整个动漫人物形象的设置都

是严肃认真的模式， 且涉及的内容都是会议、 讲话、 政策等行政事务，

极少涉及人物的日常生活。 此外， 我国开始注重利用新媒体传播公共政

策， 比如反腐倡廉戏曲主要在农村地区传播、 《人民的名义》 在爱奇艺视

频网站上播放、 “朝阳工作室” 通过腾讯发布 《习大大打老虎》 系列动漫

等， 但对新媒体的利用， 依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最后， 没有细分传

播受众。 虽然相关的反腐倡廉政策出台了几十部， 反腐倡廉歌曲、 电视

剧、 动漫、 书籍、 报纸等也有不少； 但是， 在传播实践中， 没有考虑到

传播受众的不同特点， 也没有针对这些特点推出反腐倡廉柔性传播作品，

如没有针对儿童的动画片和儿歌、 没有针对中老年人的广场舞等。

四　 加强反腐倡廉政策柔性传播的思考

正如前文所述， 目前我国反腐倡廉政策的柔性传播虽然取得一定成

效， 但依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完善反腐倡廉政

策的柔性传播呢？ 我们提出以下几个思路。

（一） 反腐倡廉政策传播主体的多元化

目前， 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主体多为政府， 公众很少参与进来， 传

播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 但我国在十八大以后开展的反腐倡廉行动， 除

了政府方面的宣传之外， 一些漫画家、 歌唱家、 导演剧组、 戏曲家等发

挥自身优势和特长也加入了政策宣传阵营， 反腐倡廉政策的传播效果达

到较理想状态。 由此可见， 增加传播主体的多元性极有必要。 首先， 可

以建立一些市场化、 专业化的柔性传播队伍。 “复兴路上工作室” 和

“朝阳工作室” 就是成功的例子。 如 “复兴路上工作室”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后， 针对会上提出的未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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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十三五” 规划推出了 ＭＶ 《 “十三五” 之歌》。 短片时长 ３ 分钟，

没有延续官方严肃的宣传风格， 而是针对国外受众的特点， 尝试 “国

外民谣加拼贴画” 的方式， 使用了融通中外的视觉元素———老款的大众

巴士、 民谣歌手、 吉他、 说唱音乐、 天安门等， 画面立体， 配乐欢快，

歌词浅白， 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议题， 用国际社会熟悉的话语

构建政治 “认同”， 该视频获得了诸多外媒的正面评价 （刘晶， ２０１７）。

此类非官方工作室可以与官方宣传部门互为补充， 将严肃的题材卡通化、

陌生的题材熟悉化， 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公众传播政府政策。 其次， 放

宽政策传播的准入门槛， 支持引导非政府传播主体。 在传播政府新政策

规划时， 让普通公众、 民间组织、 学校、 企事业单位等参与到政策传播

的大军中， 不仅能群策群力， 吸引民智， 而且增加政策传播效果达到理

想状态的可能性。 这些人作为公共政策的接受者， 对于政策受众的接受

喜好和信息需求了解更准确， 让这一群人参与到政策传播的阵营中， 能

够提升政策的亲民性和易懂性， 如四川高校习大大的涂鸦， “９０ 后” 贾

楠的萌版彭丽媛插画， 还有网友自发创作歌曲 《习大大爱着彭麻麻》 等。

（二） 反腐倡廉政策传播内容柔和化

传播内容是传播活动的中心， 是指所有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给受

众的信息， 其具有综合性、 公开性、 开放性、 大众性的特点。 因为传播

内容是针对广大公众的， 受众较多， 传播内容的粗暴、 硬气， 会引起受

众的抵制， 不利于传播目标的实现， 所以在编辑传播内容时要特别注意

语言的柔和。 “有理不在声高” “一句话把人说笑， 还是把人说跳” 等

这些俏皮话也说明了语言表达的重要性。 相同的一件事， 不同的表达，

取得的效果亦是千差万别。 人们在与外人沟通交流的时候， 为引起别人

的认同， 说话内容多要柔美和善， 避免使用硬气、 粗鲁的词语， 以减少

对方的心理抵触。 反腐倡廉行动的初衷是好的， 但初衷实现的程度与反

腐倡廉政策的语言技巧的使用有着密切关系。 自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针

对日益严峻的腐败问题先后出台了几十部政策文件， 用以规范约束公务

４８１



反腐倡廉政策的柔性传播探析

员行为， 减少腐败问题。 相比反腐倡廉政策的柔性传播， 政府之前的政

策文本的硬性传播效果并不理想， 原因何在？ 因为政策的语言表达太过

硬气。 如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

定———强化干部监管， 提倡厉行节约， 严禁公款送礼等内容中， 多次出

现比较硬性的词语， “强化” “厉行” “严禁” 等词虽然表明了对腐败

分子的零容忍态度， 但同时也引起了受众的抵触。 因为它的语言表达不

太符合受众的接受习惯， 加之反腐倡廉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 所以语

言表达更要柔和。

（三） 反腐倡廉政策传播样式多样化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宣传， 首次利用动漫 《习大大打老虎》 的柔性

传播形式来传播反腐倡廉政策， 虽然在制作上还存在些许不足， 但是视

频自上映以来， 即受到广大受众的好评和欢迎， 总体来讲这一传播方式

还是很成功的。 以动漫 《习大大打老虎》 为代表的柔性传播能取得如

此好的效果， 这对我国今后采用多种柔性传播样式来传播政府政策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 但也应清醒看到，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宣传虽然利用了

多种柔性传播手段， 但是运用仍然不够充分和多元化。 虽然 《习大大

打老虎》 系列动漫有三部， 但总时长不超过十分钟。 对反腐倡廉政策

的讲解只是就其中某个点进行解读， 这就容易出现受众对政策的一知半

解或只是了解其表面的情况。 动漫和漫画这方面， 可吸收借鉴日本的成

功经验。 长期以来， 日本一直致力于打造 “动漫帝国”， 其文化倾销策

略无疑已经成为日本宣扬民族文化、 提高国际影响力、 增强价值观认同

感的 “倍增器”。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当时的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 “文化外交

的新构想” 演讲中明确提出， 日本应大力开展 “动漫外交”， 即通过推

广日本的漫画书和动画片， 来赢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民众的心。 日本

的这一外交策略成功了， 日本动漫在全球备受大家的喜爱， 如 《足球

小将》 《灌篮高手》 《爱情白皮书》 《新世纪福音战士》 《幽游白书》

《猎人》 《棋魂》 《犬夜叉》 《海贼王》 《名侦探柯南》 等动漫一经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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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受到世人的追捧 （崔磊、 李向东， ２００７）。 为什么日本的动漫产业发

展得如此好， 不仅得益于日本政府的扶持， 更重要的是它了解受众的需

求， 顺应传播规律， 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四） 反腐倡廉政策传播受众细分化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 由于受教育程度、 成长环境、 智力水平、 娱乐

喜好不同， 会导致相同的一个事物在他们中受欢迎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因此， 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传播受众， 要因人而异，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要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受众的具体情况， 采用不同的柔性传播方式。 笔者

根据研究需要， 大致将传播受众划分为三个年龄阶段： ０ ～ １８ 岁、 １８ ～ ４０

岁、 ４０ 岁及以上。 不同年龄阶段采用不同的传播方式。 首先， ０ ～ １８ 岁

的儿童和少年， 由于其接受教育的年限比较少， 思辨能力较差， 加之贪

玩、 活泼、 热情的个性， 较喜欢生动、 具体、 夸张、 颜色鲜明的事物，

所以政府部门在传播公共政策时可通过故事书、 漫画书、 儿歌、 动画

片、 动漫、 电视剧等浅显易懂的柔性传播方式来传播政策。 其次， １８ ～

４０ 岁的青壮年。 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 该年龄段的人的思辨能力和

理解能力不断增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更加追求高雅艺术； 随

着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大， 人们喜欢刺激减压的事物等。 政府可采用电

影、 电视剧、 游戏、 舞台剧、 微视频、 歌曲、 动漫、 书籍、 杂志、 公益

广告等柔性传播方式来宣传政策法规。 最后， ４０ 岁及以上的壮年及老

人。 该年龄阶段的受众由于其成长环境相对比较艰苦， 娱乐方式单一，

且多奉行勤俭节约的优良品德。 针对这一年龄段的受众， 可根据其喜好

来传达政府政策。 如可采用戏曲、 电视剧、 书籍、 报纸、 公益广告的形

式来传播政府公共政策。

五　 结语

十八大以来， 采用刚性传播和柔性传播相结合的模式， 使得反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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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策传播效果有较大提升。 在反腐倡廉政策的柔性传播过程中， 结合

使用电视剧、 电影、 漫画、 歌曲等多种形式来传达政府意志， 尤其是

《习大大打老虎》 动漫这一成功案例， 对我国今后政策传播有极大的参

考借鉴意义。 新时代反腐倡廉政策的传播总体上是成功的， 但也存在些

许不足， 如传播准入门槛高， 传播主体较单一； 传播内容语言组织较硬

气， 人物形象较严肃； 新媒体渠道利用不足； 没有细分传播受众。 因

此， 今后我们需要从传播主体多元化、 传播内容柔和化、 传播样式多样

化、 传播受众细分化等途径来加强反腐倡廉政策的传播。 最后， 需要指

出的是， 强调柔性传播并非意味着全盘否定刚性传播的作用， 而是通过

与刚性传播的结合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愿意相信通过反腐倡廉政策的柔

性传播与刚性传播的结合， 反腐倡廉政策传播绩效会越来越高， 整个社

会将会越来越清正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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