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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政治传播策略的“日常生活化”转向∗

钟 　 怡

摘　 要：传统的政治传播主要呈现一种宏观的宏大叙事的特征，对微观的日常生活关注甚少。 而伴随着新时代的

到来，政治传播策略呈现出从宏观向微观转向的趋势。 在新时代政治传播新情境下，综合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转

型新特征、新媒介革命带来新传播生态以及新时代受众群体新特征这三大要素，新时代政治传播的“日常生活化”
策略展现出了独特的价值。 基于此，新时代政治传播的“日常生活化”策略在实践层面可以从传播内容积极回应人

民群众实际需求、传播话语生活化和传播方式紧贴日常生活传播热点三个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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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已

经进入了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新传播革命正在广

泛、深刻、持久、全方位地改变着世界，其中，传播权

力的回归和“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过程孕育了

一个全新的政治生态。①新时代的政治传播面临着

全新的传播情境。 在这一新情境下，传统的高高在

上的、宣讲式的政治传播与受众的实际需求相距甚

远，湮没在五光十色的信息蓝海中，传播效果不理

想。 新时代政治传播召唤新的传播策略。 立足新时

代新情境，本文将尝试从“日常生活”理论出发，对
政治传播的策略转向展开探析，探讨新时代政治传

播“日常生活化”策略的意义、价值及其实践路径。

一、从宏观到微观：新时代中国政治传播

策略研究的转向

　 　 李普曼指出，早在一战时期，政治行动者就开始

在政治活动中采取劝服的策略，而媒介技术的发展

使得媒体在大众与政客之间的居间作用越来越重

要。②麦克奈尔用“中介时代”来形容当前的政治，
认为政治行动者必须通过媒体向目标受众传播信

息，如果没有经过媒体报道并且为受众所接受，那么

就没有任何政治意义，更不要说产生有效的政治交

流了。③中国学者荆学民也提出“政治即传播” “传
播即政治”，强调传播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意义。

麦克奈尔认为，政治传播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

的传播④。 这一定义强调了政治传播活动的目的

性。 也就是说，通过传播活动，帮助政治行动者实现

政治目的，是政治传播的核心。 从这个维度来看，政
治传播的传播效果，就格外重要。 而要实现良好的

传播效果，就必然要采取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都深谙政治传播的

重要性，并且能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传播目标和时

代背景，采用不同的政治传播策略。 有研究指出，党
的宣传思想经历了从“革命导向”到“价值重塑”再
到“凝聚共识”为主要特性的变迁过程⑤。 而在新中

国成立以后，在不同的语境下，党的政治传播经历了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革命语境下的“泛政治化”到改

革开放带来的改革语境下的“去政治化” 后的“泛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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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化”变迁⑥。 这种政治传播的策略变化，一方面是

党的执政理念转变的主动要求，另一方面则是社会

发展、传播环境变迁等多种因素带来的被动变革。
然而，即便在上述根据时代背景、媒介技术发展

等因素展开传播策略调整的情况下，当前我国的政

治传播仍然面临着效果不佳的问题。 由于最能行之

有效地回应现实问题，政治传播的策略研究越来越

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围绕政治传播策略，已有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

展开：其一，从政治传播实践发生的大背景出发，认
为随着政治传播所处的媒介环境、社会环境、制度背

景等因素的变化，政治传播采取的策略必然也会随

之发生变化。 ２１ 世纪初开始的新媒体革命带来的

传播环境的变化，直接刺激了政治传播的新拓展。⑦

因此，新媒体的发展成为传播学科探讨政治传播策

略转变的重要立足点。 其二，从政治传播本身的要

素出发探讨政治传播的叙事、话语、媒介、对象等要

素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特点以及其在传播效果上面

临的困境，并据此提出对策。 在具体的策略提出层

面，已有研究主要从政治传播的理念变革、技术更

新、内容转变、制度调适等方面展开讨论。 综观已有

的研究，虽有不少研究论及了新媒体时代政治传播

已然突破以往的自上而下的模式，转向互动，但是提

出的策略依然是体系化、战略化的宏大叙事，这显然

与新时代的传播情境并不契合。 也有不少研究提

出，政治传播要从宏大叙事向微观转向，但都没有提

出“微观转向”的具体思路。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政治传播的微观

转向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这就是依托人们的美

好生活需要，立足日常生活，走向“日常生活化”。
也就是说，伴随着社会矛盾的转化，政治传播也应该

突破以往的“物质边界”“经济边界”“文化边界”等
宏大叙事，转向微观的“日常生活”思路，从而使得

政治传播与新时代的社会特征相契合。 这也符合一

直以来学界提出的政治传播“微观转向”的期待。

二、新时代语境下政治传播的“日常生活化”转向

（一） “日常生活”理论与实践视角下的政治

传播

日常生活是一个社会学概念。 社会学者认为，
日常生活是“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

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⑧，“日常生活的世界既是我

们的各种运行和互动的舞台，也是这些行动和互动

的客体”⑨。 个体通过日常生活与社会发生互动，由
此可见，从社会学角度来观视，日常生活是个体实现

“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的中介。 而根据道森的观点，
政治传播是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赋予和教化

个体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⑩而政治社会化实际上

是一个自然而然地、伴随社会体系运行而发生的过

程。因此，以“社会化”为关键词理解政治传播，政
治传播实际上是嵌入在日常生活中的。 这为探讨政

治传播的“日常生活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在政治传播实践层面，结合上述对

“政治社会化”的论述，政治传播的“日常生活化”有
助于实现政治社会化，从而获得良好的政治传播效

果。 而在已有的研究中，在政治传播的各种细分领

域，围绕政治传播“日常生活化”的实践研究并不罕

见。 例如，在意识形态传播领域，在当前的全球化背

景下，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传播越来越呈现出日

常生活化的特征，内容丰富且维度多元。 再如，通
过强化对华出口产品的文化影响力，隐性宣扬西方

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或是通过非政府组织从日

常生活维度博取少数群众好感，进而达到意识形态

渗透的目的。 这些现象理应引起关注，同时也显

示出日常生活化策略在政治传播实践中具有的重要

意义。 而在国内的实践中，一个显见的个案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传播过程中通过塑造与民生需求

之间的契合点、构建日常生活认知图式和激发情感

共鸣，实现了意识形态传播对日常生活的嵌入。

在意识形态传播之外的政治传播实践中，政策

信息传播作为政治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日常

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教育为例，与教育相关的

义务教育政策、高考制度改革等政策信息几乎与每

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些政策信息因其

与生活的相关性受到老百姓的强烈关注。 除此之

外，医疗、食品安全、住房、旅游等日常生活的各个维

度，实际上都受到政策的影响。 因此，政策信息传播

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影响重大。 对于他们来说，第
一时间获取政策信息，并对政策信息进行深度解读，
能够帮助他们及时调整日常生活计划，应对可能出

现的各种变化。 事实上，任何宏大的执政理念、执政

纲领最终都需要体现在具体的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政

策之中。 也就是通过这样的形式，政治渗透到了日

常生活当中，在这个过程中，公众体会到了政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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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政治产生了自身的感受。
此外，政治传播中包含的领导人形象塑造同样

也常常采用与日常生活相互嵌入的方式来展开。 例

如，在美国大选中，除了关注候选人的政治理念、政
治方针，候选人的家庭、成长背景、生活习性等与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维度也往往受到选民的关注，并
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候选人个人形象的塑造，最终

影响选举的成败。 有研究也指出，在我国新一届领

导集体形象的政治传播中，其传播符号也逐渐趋向

低语境、人性化，从而展现了亲民、务实、简约、朴素

的形象。
（二）新时代的政治传播新情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因
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政治传播也要把

握新时代之新形势，立足新时代传播的新情境。 我

国社会转型、传播生态变化以及受众新特征共同构

成了新时代政治传播的新情境。 综合上述三大要

素，政治传播的“日常生活化”策略进一步释放出其

在新时代新情境下的重要价值。
１．社会转型下日常生活问题的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在宏观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变

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也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内，崇尚集体主义、公而忘私精神等占据了社

会心态的主流。 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同阶

层之间利益的分化以及市场经济大潮下崭新的价值

观的形成，使得社会心态也趋于多元化。 在这样的

情况下，人们的视野开始从过去的关注集体和集体

生活转向关注个人和个人的日常生活。 在这个过程

中，日常生活之于每一个个体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并
且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其重要性日益提升。 总体

而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日益深入，“日常生

活问题开始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

和基础问题”，一方面是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了个

体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差异

也通过日常生活的差异展现了出来。 因此，在当

前的社会背景下，日常生活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
都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九大将“美好生活”纳入对当前社会主

要矛盾的表述当中，一方面精准地抓住了当前处在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抓住了民

众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党在

施政过程中，已经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由此可见，日
常生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民众关心的社会问题，更
加上升为执政党执政和施政的政治问题。

综上所述，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日常生活这一议

题已经并且将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而在这样的背

景下，政治传播向“日常生活化”策略转向，既与社

会转型大背景下的社会心态与社会需求相契合，同
时也与执政党的施政方向相统一。

２．新媒介革命推动政治传播生态的日常生活化

从 ２１ 世纪初开始的新媒体革命，带来了传播生

态的重大转型。 从政治传播的角度来看，以往的政

治传播主要通过会议、文件、选举、信访、调研、大众

媒介等方式展开，具有鲜明的组织性和等级性；新
媒体革命下，互联网的全面崛起改写了中国的传播

格局，从而使得政治传播在理念、框架、模式以及战

术等多个维度发生了系统性的变革。
习近平在谈及网络舆论工作时提出：“各级党

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
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

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

释惑。 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

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由此可见，互联

网是新时代政治传播的主阵地。
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互联网的发

展使得政治传播呈现出扁平化和非线性的特点，
以往政治传播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被打破，出现了

以公民为中心的政治传播新模式。 在以公民为中心

的政治传播模式下，公民接收信息的内容更加个性

化，途径更加丰富。与此同时，这种崭新的模式也

带来了政治传播生态的“日常生活化”，主要表现

在：一方面，以往高高在上、照本宣科式的政治传播

不再奏效，甚至招人反感，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与日

常生活距离甚远的政治传播方式，无法打动互联网

时代的网民；另一方面，经过 ２０ 多年的发展，中国网

民在日常网络实践中贡献了大量的“网络发明”，这
些“网络发明”取材于日常生活，源于日常生活中的

传播实践，内容覆盖了媒体形态、话语风格、文化创

造等多个维度，渗透到政治传播领域就带来了政治

传播生态的“日常生活化”。 在这个过程中，列斐伏

尔所说的“日常生活”作为社会与政治等上层建筑

之间的“居间和中介的层次”的特性得到了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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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 例如，在“帝吧出征”这一个案中，帝吧成员

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网络符号，有对主流政治话语

如“八荣八耻”的再创造，有赋予“女神” “屌丝”等

一些流传度较广的网络用语以新的内涵，还有各种

夸张、恶搞、多义的表情包。由此可见，互联网时代

的公民政治活动在形式和话语方式等多个层面都体

现出与日常网络实践强烈的关联性。
而伴随着互联网时代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进一

步推进，传播无处不在，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联更为

密切。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传播内嵌到每

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政治传播亦然。 一方面，移
动互联网带来了政治传播场景的多元化，使得政治

传播可以发生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任何场景当中。 根

据《第 ４５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

据，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 ８．９７ 亿，
占所有网民的 ９９．３％。 其中，使用手机观看新闻的

用户规模达到了 ７．２６ 亿。手机上网使得传播活动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地互嵌到一起。 另一方面，
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构建了一种

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紧密相嵌的新的信息获取

方式。 当前，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

要途径。 人们习惯在微信、微博上获取新闻，其中也

不乏大量的政治议题。 而在信息的选择层面，信息

的社交属性，也就是可以在自己的社交圈进行分享

和讨论并且获得共鸣的信息，成为人们选择的一大

标准。 而日常生活则是最容易激起共鸣的领域。 因

此，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而衍生出来的信息的社

交性，进一步将传播生态推向了“日常生活化”。
综上可见，在当前新的传播生态下，政治传播要

实现良好的效果，就必然要寻求与日常生活之间的

合作，寻找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３．受众群体需求偏好的日常生活化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变迁，我国舆

论主体的特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

“中间阶层”和“新生代”这两个群体在舆论场中起

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中，“中间阶层”是当前

网络舆论的主导力量，而“新生代”则既是当前人数

最为庞大的网民群体，同时又作为“预备中产”对网

络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政治传播要想取得良好的

效果，抓住上述两大群体至关重要，而政治传播的

“日常生活化”策略恰恰契合了这两个群体的传播

需求偏好。

近年来，“中间阶层”这一群体在中国舆论场中

的影响力逐渐上升。 在过去几年中，雷洋案、和颐酒

店事件、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山东疫苗事件等多个影

响力巨大的舆论事件都展现出“中间阶层”参与舆

论的热情和强大的舆论推动力量。 与以往在舆论场

中活跃的“三低人群” （低学历、低年龄、低收入）不
同，“中间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拥有一定的

社会地位，他们在舆论场中的发言理性、科学、逻辑

性强，因此很容易赢得广大网友的支持和跟随。 在

这样的情况下，政治传播如果能够抓住“中间阶层”
这一群体，将这一群体作为重要的传播对象，就很有

可能事半功倍。
中国“中间阶层”群体的成长与壮大是伴随着

改革开放发生的，改革开放孕育了中国的“中间阶

层”。 其中，市场经济以及城市化为“中间阶层”的

孕育提供了物质基础，而恢复高考和外来思潮的涌

入则奠定了精神层面的基础。 在这样的情况下成长

起来的中国“中间阶层”，受益于改革开放的红利，
因此他们必然是执政党的拥护者。 这就为他们参与

政治传播、推动政治传播朝积极的方向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但与此同时，相较于西方阶层固化带

来的中产阶级地位的稳定性，中国“中间阶层”的社

会地位是在改革开放的红利下依靠自身打拼而来

的，他们的地位并不稳固，因此中国“中间阶层”是

一个安全感缺失的群体。 他们特别关注与自身的日

常生活相关的公共事件，并且为了稳固自身的地位

愿意在这些事件中发声。 有研究指出，“中间阶层”
这一群体对个人权利、社会保障、生活品质的关注远

远超过其对国家其他社会议题和社会群体的关注，
这也是最近几年食品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等舆

论议题持续火热的根本原因。因此，政治传播的

“日常生活化”，能够从根本上抓住“中间阶层”的需

求，从而推动“中间阶层”参与政治传播，依靠他们

理性的发言提升政治传播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９０ 后” “００

后”已经成为舆论场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被称

为“网络新生代”。 “网络新生代”这一群体特征鲜

明：一方面，他们成长于共和国的繁荣年代，具有很

强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他们看待事物具有独特的

视角，注重个性化表达，乐于消遣娱乐。基于上述

特征，他们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关注政治，进行政治表

达。 对于那些严肃刻板的政治传播内容和传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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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他们并不感兴趣，但他们会用“表情包”和“打油

诗”去攻陷“帝吧”，从而表达他们的政治热情。 有

研究指出，新生代对于“个人生活”的关注超过老一

代，而对于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他们来说，“互联网

就是生活本身”，他们具有很强的“互联网天赋”，
源源不断地创造各种“网络发明”。 而仔细观察他

们的这些“网络发明”就可以发现，火星文、表情包、
创意视频等，往往都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并且带有

属于他们的鲜明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 这些“网
络创造”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其中，“给力” “点赞”
等话语不仅仅在网络上高频出现，其影响力还延伸

到了主流媒体之上。因此，政治传播的“日常生活

化”策略，能够更为贴近“新生代”关注政治、表达政

治的习惯，博得这一群体对政治传播的关注，甚至可

以借助“新生代”的“网络创造”提升传播效果，从而

彰显其意义和价值。

三、内容、话语、方式：政治传播“日常生活化”
策略体系的实践路径

　 　 所谓的政治传播的“日常生活化”策略，就是一

反以往政治传播宏大叙事的常态，着眼微观，从日常

生活的视角出发，传播政治信息，塑造政治认同，建
构政治文明。

而对当前的政治传播实践进行研究后可以发

现，已经存在一些含有“日常生活化”策略内核的成

功案例。 例如，围绕“房价上涨”这一民生问题展开

的一系列政策表态和政策宣传，在内容上直指老百

姓的“住”，因此获得了强烈的关注。 因此，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

论述以及围绕此展开的新闻宣传深入人心，体现了

党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和治理决心，获得了良好的

传播效果。 又如，２０１７ 年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的

Ｈ５ 爆款产品“我的军装照”，从 ７ 月 ２９ 日 ２０ 时发布

到 ８ 月 １ 日 １２ 时短短两天多的时间里，浏览次数就

达到４．６７亿。不少人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军装照，
各种各样的“军装照”在微信朋友圈中“刷屏”，燃起

了网友对军人的敬仰，渲染了浓烈的建军节氛围。
这一产品之所以能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一方面是

在形式上更符合社交媒体的特性，另一方面则是在

内容上贴合了社交媒体时代受众在日常交往中展示

自我的需要，人们在转发中获得乐趣，而伴随着人们

的转发，朋友圈里掀起了对军人的崇敬。 由此，军装

照这款产品赢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虽然有上述的成功案例，但总体而言，当前宏大

叙事的政治传播观念依然在政治传播实践中占据主

导地位。 而从微观层面来看，已有的政治传播“日
常生活化”实践呈现出“碎片化”和“浅层化”。 “碎
片化”指的是当前较为微观层面的政治传播实践都

是单一的个案，缺乏持续性的影响力，也没有系统地

从理论和顶层设计上将政治传播与微观的日常生活

整合起来，形成体系化的实践策略。 与网络上每天

层出不穷的“１０ 万＋”爆款只能维持很短时间的影响

力雷同，在当前的政治传播过程中，单一的产品获得

成功后，其影响力很快衰退，后续并没有进一步的举

措来升华政治传播的影响力。 “浅层化”指的是将

政治传播的日常生活化片面地理解为技术、形式上

的宣传艺术，只关注形式创新而忽略了最为关键的

内容层面的创新，用新技术来传播老内容，不仅收效

不佳，而且还导致传播内容与传播艺术之间的“两
张皮”问题。

综上所述，当前政治传播生态具有三大新特征，
因此，在新时代新情境下，政治传播实践的“日常生

活化”主要可以从政治传播的内容、话语和方式等

三个方面切入，构建常态化、系统化的政治传播“日
常生活化”体系。

（一）在传播内容上，要立足日常生活，积极关

注和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从而通过政治

传播构筑执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良好形象

结合当前新时代新的政治传播情境，传播内容

层面的“日常生活化”，必须要契合广大人民群众的

实际需求。 因此，对民生政策的深入解读是政治传

播“日常生活化”的一个重要切入口。 民生政策关

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

相关，这也是人们最直接接触政治的一个部分。 可

以说，人们对执政党形象最直接的感知就是来源于

民生政策。 而对于执政党来说，民生政策的解读是

推动政策得以具体执行的有效手段，通过解读，政策

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进而让公众正确理解与接受，这
也是决策主体对自身形象的主动塑造过程。以往，
与政策相关的政治传播往往以政策发布为主，对于

政策的解读往往较为程式化和抽象，不接地气。 而

由于政策解读的不充分，导致民众对于政策多有误

读。 因此，政治传播在政策传播层面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 对民生政策进行传播设计，尤其是对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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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深入浅出、通俗生动的解读，是政治传播“日常生

活化”在内容层面的最佳着力点。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

美好生活调查”显示，人们最关注与自己切身利益

相关的民生政策，而人们对执政党的负面情绪也往

往来源于对民生政策的误读，或是民生政策宣传的

不到位。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不同地区、不同阶层、
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的人口的关注点和理解能力差

异较大，因此民生政策解读在内容侧重点和解读形

式上也要考虑分众化和多元化，根据不同的人群有

所偏重。例如，对于“网络新生代”，可以多采用新

媒体的方式展开，动画、文字、表情包等多种媒体元

素相结合；对于老年人，则多采用人际传播和大众媒

介传播的方式进行，注意语言的口语化和通俗易懂。
在城市，可以在地铁、公共交通等城市公共空间展开

政策宣传；在农村，村落层面的组织传播和人际传

播，则更有益于深入阐释民生政策。
（二）在传播话语上，要以日常生活为基础，构

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话语体系，打造中国特色政治

文明

在政治传播实践过程中，政治话语不仅承载着

政治信息，更能够展现政治传播的目的，因此，政治

话语不仅是一种表达政治信息的中介，而且还是政

治传播的重要内容。 在当前的政治传播实践中，
要讲好中国故事，就必然要打造一套符合中国国情，
能阐释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强大传播力的中国

特色政治传播话语体系。
我国当前的政治话语，主要有两个来源。 其一

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例如阶级、人民、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

的政治话语，这些政治话语从宏观层面引领着我

们认识中国国情，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传播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价值。 其二是借鉴西方政

治话语。 例如民主、法制、平等、自由等，这些政治话

语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在新时代新情境下，要讲好中国故事，提

升政治传播的传播力，就需要在微观层面，以日常生

活化为思路，构建出一套能够体现中国特色、深入人

心的政治话语。 事实上，在政治话语层面将政治传

播与日常生活相勾连的历史由来已久。 在中国古代

政治传播实践中，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等政治

话语依靠其与个体日常生活体验的贴近性，贯穿了

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从而形成了中

国古代“家国一体”的政治理念，不仅深入人心，而
且流传至今，蕴含着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甚至在全

球层面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表征。 无论是在内

宣还是外宣层面，这都是从日常生活出发构建政治

话语体系的成功个案。 到了新时代，“高铁、扫码支

付、共享单车和网购”构成的“新四大发明”，同样以

其与日常生活的贴近性在政治传播层面取得了重大

成功，构建了世界对中国发展的新认知。 除了明确

从微观的日常生活层面打造中国特色政治传播话语

体系的价值所在，这些个案还说明，要实现政治传播

话语体系的“日常生活化”，就一定要与时俱进，自
生活中取材，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真正接地气、富有

时代气息、能够深入人心的政治话语，这对于提升新

时代政治传播的传播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三）在传播方式上，要立足日常传播生态，将

政治传播与日常生活中的传播热点相结合，从而打

造政治传播领域的“大 ＩＰ”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播与日常生活密不可

分。 而在日常的传播实践中，传播热点现象频出，这
当中，既有 ＡＲ、ＶＲ 等新的传播技术引发的传播热

点，也有如表情包、互联网语言等网民在日常传播实

践中的新创造。 这些热点现象不仅与日常传播活动

互相嵌入，同时也引发舆论的强烈关注和追捧。 围

绕这些热点产生的传播衍生产品，具有极强的传播

力。 而传统的政治传播，无论在技术还是理念上，都
比较严肃和刻板，缺乏新意，因此不仅很少有发源自

政治传播的传播创新，而且传统政治传播也往往无

法抓住传播热点技术和热点理念。 所以，在传统政

治传播环境下，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之间反差

甚大，一边是活泼多元、新款爆款频出的民间舆论

场，另一边则是一成不变、正襟危坐的官方舆论场。
在新时代新的传播情境下，政治传播方式的

“日常生活化”，就要从善于发现和借鉴日常生活中

的传播创新出发。 首先，政治传播者要洞察新时代

的传播逻辑，积极向日常生活中的传播热点学习，使
得自身在传播方式上能够紧跟时代。 其次，政治传

播往往拥有较为充足的人力物力，在技术创新、理念

创新等方面有较好的物质基础，应该积极谋求自身

的传播创新，创造出政治传播领域独有的传播现象，
打造出政治传播领域的“大 ＩＰ”，从而提升政治传播

的效果，强化政治传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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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实现政治信息的充分流动，推动执政党与民众

之间良好的政治沟通，是执政党“善治”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政治传播“日常生活化”策略

的核心，就是要将政治传播的主体放置到与受众更

为平等的关系中去，立足“日常生活”的传播情境，
从“日常生活”议题出发，构建“日常生活化”的话语

体系，通过“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实
现政治信息更为充分的流动和更顺畅的政治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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