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舆情热点分析 

辽宁 45 名全国人大代表因贿选当选无效 

【舆情概况】 

 

（图片源自网络） 

9 月 13 日下午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决议，45 名全国

人大代表因涉及拉票贿选，其当选无效。这 45 名本届全国人大代表均为辽宁省第十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 

【舆情大数据】 

（1）新闻采集量 



 

 

 

据乐思网络舆情监测系统数据，近 7 日的事件相关数据采集量呈现波浪式上升的趋

势。早在 8 月底，自中央通报辽宁 3 名省部官员落马以后，有关辽宁贿选案的舆情就开

始萌芽。随着中央调查进度的加快和《财经》等媒体的深入报道，舆情事件在 9 日达到

小高峰。随着 1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此次事件，舆情热度迅速飙升。 

（2）舆情媒介分布 

 

从事件的媒介分布来看，此次舆情事件以媒体为主导，新闻报道量达到 1613 条，

微信公众号也达 696 条，占据了媒介的绝大部分份额。而网民平台方面，论坛，贴吧，

微博成为网民发声量最大的渠道。 

（3）舆情关键词 



 

 

 

 

【舆情热议】 

@不听不看不说 1：希望这次能真的把辽宁经济转变 

@阿森纳小恒：沈阳人大贿选案折射民主建设任重道远 

@石门笑笑生：全国人大常委会认定这是对法律的挑战、对政治制度的挑战…

 

【舆情分析】 

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是为处置辽宁贿选案而临时特别召开的，为全国人大常委

会 12 年来第一次召开的临时会议。张德江对辽宁贿选案“定性”为：这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严重破坏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由此可见此次

舆情事件的严重性。针对此次牵涉人员多，影响范围广的贿选事件，媒体和民间都投入

了相当大的关注度。作为此次事件的主要报道媒体，财新网做了一连六期的“辽宁全国

人大代表贿选案人物谱“深度报道。人民日报用了 5 个”严重“形容辽宁贿选案。新华

社给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523 名辽宁省人大代表涉及此案！辽宁省的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本来有 62 名人员，已有 38 人代表资格被终止。因此，其常委会成员已经不

足半数，无法正常履职。民间舆论方面，一部分人呼吁要彻查事件，严惩责任人，维护

制度尊严，净化政治生态。另一部分人认为要吸取本次事件的教训，完善选举相关的法

律法规，不给贪污腐败留空子。 

随着反腐工作的不断深入，未来将会有更多的贪污腐败案件公布。对于这类腐败问

题，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见解和看法。然而，由于互联网相对自由的舆论环境，一小

部分人会捏造谣言，肆意诋毁政府，破坏社会稳定，给政府管理带来不良影响。乐思网

络舆情分析师认为，各级政府单位要高度重视舆情监控，及时处置网络舆情。在此，我

们给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有针对性地建立信息中心，加强网络舆情信息的收集、

分发、督办、落实等具体工作。通过设立舆情专员，安装舆情监测系统，全面加强对贴

吧、论坛、在线等网络媒体的关注，及时了解网络的社情民意，第一时间收集涉及与本

单位相关的网络舆情，确保舆情信息处置及时、有效。 

二是畅通渠道，形成合力。诚邀社会各界人士对全县实行常态化不间断检查，并对

举报人保密和给予一定的奖励。纪检监察室定期不定期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咨询，设立

举报信箱、公布电话，邮箱等形式，进一步开辟举报途径，并逐步完善网络举报受理、

查办和信息发布机制, 更好地发挥网络举报和群众监督的作用。 

三是超前预防，促进工作。针对苗头性问题，超前预防。坚持做到早发现、早提醒、

早应对。每项举措的出台和落实，提前做好舆情的搜集和分析，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使社会关注的问题得以有序、平稳、有效解决。积极与社会、办事群众和媒体进行交流。



 

 

针对群众关注的问题，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公开，并对问题作详细的舆情分析，找出

问题所在，把负面舆情的影响降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