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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沟通是领导干部最需要掌握的能力之一，它是提高领导力的重要因素。拥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一定程度上

可以让工作开展的更有效率。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已经步入了数字时代，与传统时代不同，数字时代

为领导者的沟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分析了进入数字时代后领导干部所面临的沟通障碍，进

而提出了提升领导干部沟通能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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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cation is one of the abilities that leaders need to master most, and it is an important fac-
tor to improve leadership. Having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can make the work more efficient to 
some ext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China has entered the digital era. Unlike the tradi-
tional era, the digital era has brought mor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leaders’ communica-
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munication obstacles faced by leading cadres in the 
digital era, and then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ir communic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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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沟通是领导干部最需要掌握的能力之一，它是提高领导力的重要因素。拥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一定程

度上可以让工作开展的更有效率。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已经步入了数字时代，与传统时代不同，数字

时代为领导者的沟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与挑战。科学界定“数字时代”“沟通”等概念是探讨数字时代

领导沟通能力提升策略的基础和前提[1]。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逐渐从信息时代步入了数字时代，而学者们对数字时代的概念也各不相同，

综合各位学者的说法，本文将数字时代定义为以数据或算法为中心，以大数据、云计算、5G 移动技术和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时代。数字时代具有永久性、可复制性、即时性、高效性

以及动态性的特点。数字政府的这些特性为领导干部提升沟通能力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机遇是指数字时

代信息的无限储存，信息传递的便捷高效，数字时代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组织内部的沟通效率。与传

统时代相比，数字时代最大的不同是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沟通的渠道。与以往的语言沟通和文字沟通

不同，数字时代所出现的新兴的形式，例如：腾讯会议、微信电话等各式各样的交流 APP 为沟通提供了

一个新兴平台。而这些沟通媒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组织内部的沟通效率，但是也存在着一些

新的困难与挑战，因此数字时代领导干部如何利用好这些平台进行有效的沟通有着重要研究意义。 
对于沟通这一概念的大致可以分为共享说、交流说、影响说以及符号说这四种分类。共享说认为沟

通是传递者与接受者之间进行信息的共享；交流说认为沟通是一种双边活动；影响说认为沟通是通过传

递信息进而施加影响的行为；符号说认为沟通是符号或信息间的流动。综合上述几种对沟通的分类，本

文将沟通定义为是指将一方向另一方传递给对方，并期望对方能够根据信息付出相应的行动并达到预期

的效果。 

2. 数字时代沟通的作用 

2.1. 传统时代沟通的作用 

在传统时代，对于行政组织内部而言，领导干部沟通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沟通

可以让领导更好的组织管理工作。在工作过程中，领导干部如果可以运用良好的沟通方式可以更好的将

信息和任务在组织内部进行传递，如果沟通方式选择恰当，被领导者可以更好的领会工作要完成的目标

及内容，进而提高工作效率；第二，有效的沟通可以使领导干部更好的做出决策。沟通是一种双向的行

为，它不仅仅是领导干部传递信息，更是一种信息的互动，思想的碰撞与交流。良好的沟通可以使沟通

主体之间更好的交换想法，集思广益、为组织头脑风暴出更多更好的决策；第三，有效的沟通可以更好

的协调好单位的人际关系。沟通不止是信息与思想的交换，更是情感的交流，有效的沟通可以使得团队

的气氛更加融洽，使得单位的人际关系变得亲密起来，更容易塑造一种和谐的组织文化与氛围，更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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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开展工作；第四，有效的沟通可以提升和增强组织的凝聚力。组织成员在沟通的过程中不断让情感

升温，是组织成员有更强的集体荣誉感与团队协作能力，进而增强组织的凝聚力[2]。 

2.2. 数字时代沟通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们已经步入了数字时代。数字时代拓宽了沟通的方式、提高了沟通的效

率、简化了沟通的步骤。但需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指步入数字时代沟通的作用也就发生了变化，不是将

过去与现在的沟通的作用割裂开来，而是在原有的沟通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拓展。也就是说，数字时

代的沟通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以上四个方面，而是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基础上，提供了更多的沟通渠道、平

台来更好的进行有效沟通进而发挥作用。数字时代沟通的作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能够促进行

政组织内部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时代为信息的传递和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平台和空间。因此在

信息透明度较高的情况下，领导干部与社会公众的沟通能够更方遍快捷的为他们传递信息[3]。 
另一方面的作用是对于行政组织之外的社会公众而言。领导干部的沟通不仅仅局限于从政组织内部，

更包含了与行政组织外部的社会公众的沟通。对社会公众而言，数字时代的到来，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

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实现和政府的沟通，互联网成为人们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社会公众可以通过互联

网平台抒发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诉求。因此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普通民众与领导干部的交流沟通

已不再是难事或奢求，越来越多的公众希望能就关心的政策通过网络与领导干部直接在线交流沟通，这

就要求领导者也要学会通过互联网与社会公众沟通，在网络发表言论或传达消息时要谨慎。因此数字时

代背景下领导干部的沟通能力的提升十分重要，提升其沟通能力具有意义非凡。 

3. 当前领导干部所面临的沟通障碍 

要想提高领导干部在数字时代的沟通能力，就需要了解在当前的数字时代，领导干部所面临的沟通

障碍。数字时代领导干部所面临的沟通障碍有：领导干部接收的信息过多；领导干部数字化沟通的意识

薄弱；领导干部缺乏情感沟通。 

3.1. 领导干部接收的信息过多 

数字时代的发展，使海量的信息得到传播。信息是判断能否有效沟通的主要因素，但是人们传统的

观念会认为信息越多就会更好的控制和决策，但其实信息不是越多越好，当领导想要传达指示进行沟通

时，就需要抓住其中最重要的信息进行传递。过量的信息会造成信息超负荷，且陷入信息漩涡[4]。信息

过多影响的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双方，一方面，信息过多会让被领导者抓不住重点，在传递信息时浪费

资源，进而降低了沟通的效率。领导者在表达时，并不是话说得越多越好，要消化信息，提取出信息的

重点。另一方面，当需要处理的信息超过了被领导者的信息处理能力，造成了信息超载的现状时，就容

易造成误解，进而就降低了沟通的有效性。 

3.2. 领导干部数字化沟通的意识薄弱 

常见的沟通方式有口头沟通方式、书面沟通方式以及非语言沟通方式(体态语言和语调)。在数字时代

到来之前，领导干部多数运用的是这三种方式，但是数字时代更好的扩充了这三种方式。口头可以借助

手机进行视频、语音[5]。书面可以将沟通内容形成邮件进行发送，多种方式更好的为疫情时进行沟通提

供了便利。目前，领导干部年龄大多数处于四十到六十岁这个区间，处于这一区间的人他们对数字时代

的电子产品的运用并不是很好，手机电脑以及各种新兴的 APP 的运用能力较为欠缺。在疫情时代，他们

不能很好的运用数字时代的便利，通过线上的各种媒介进行消息的传达，运用新型方式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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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字化时代领导干部缺乏情感沟通 

通俗而言，有效沟通就是与相关方就所要解决的工作或问题进行科学、正确、合理的联系和对接，

其目的是推进工作和解决问题。沟通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极其重要，因为我们工作中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都花在与上级领导或部门，与同级领导或部门之间及与下级领导或部门就某些工作和问题的及时推进与

解决而进行沟通。尽管数字化时代为领导者提供了更多的方式与平台，但事实上其最大的弊端就是使人

际交往变得冷漠[6]。但是领导干部忽略了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情感沟通也是沟通的一部分。情感沟通是指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进而提高领导干部对被领导者的凝聚力，从而提高领导能力。

人际关系的好坏与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呈正相关的关系。在一个团体中，领导干部与被领导者的感情好，

那么工作的氛围就会好，进而工作的效率也随之提高[7]。反之，当人际关系不够融洽时，领导干部与被

领导者关系紧张，工作开展的也就不顺利。数字时代既拉近又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此更需要注

意到情感沟通的重要性。 

4. 数字时代领导干部提升沟通能力的策略 

4.1. 学会利用信息 

数字时代，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信息多样化，面对各种各样的信息，领导者必须要掌握足够的信息。

在这个网络飞速发展的世界，要想让听者全身心投入解决这个挑战，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问问自己：

有人聆听我吗？如果自己没有被倾听与理解，那么这样的沟通就还没有成功。因此被倾听的第一个关键

是要掌握信息，而且是重要的信息。信息完全有助于决策判断的科学性、正确性[8]。一方面，信息沟通

有助于领导者掌握更全面的信息，有利于领导者在决策之间进行全面科学分析和判断，进而做出科学的

决策；另一方面，信息沟通有助于被领导者了解领导者所作出的决策。只有当被领导者真正理解领导者

所作出的决策，才能更好地执行这些决策，进而实现领导力。常人都说：话多不甜。如果把要沟通的信

息反复地、过多地表述，常常会使受听者不知说者所云，这样就自然而又不期然地产生了沟通的障碍，

因为说的话越多，产生歧义和误解的机率就越大。利用信息的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领导干部在日

常生活中不断积累经验。因此，数字时代领导干部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学会利用信息。在纷繁复杂的信息

中提取出最重要的且最有价值的信息并将其利用起来，从而更好地进行沟通。 

4.2. 提高领导者数字沟通的意识 

数字时代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它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沟通方面也尤为明显。

领导干部不能固步自封，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沟通方式，利用好数字时代带来的便利，学会在新兴媒介

网络上进行沟通。因此，领导者必须以开阔的思维来对待领导行为方式和领导能力的不断调整与适应的

过程，进一步讲，这并非是暂时的应对之策，而必将产生持久稳定的效果。就沟通能力而言，网络政治

凸显领导干部与社会公众沟通的意识和能力重要性的意义十分深远。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明确地意识到这

一点，以积极的心态主动与公众交流，坦然面对网络监督和批评，不惧怕网络，不把网络交流作为作秀

表演。愿意、敢于、善于沟通的领导行为应是执政为民理念的体现，并应落实到实际矛盾问题的解决上

来，唯有如此，才能理解和符合网络政治时代领导行为模式转变的深层次要求。 

4.3. 加强情感沟通 

第一，情感沟通能够加深沟通双方之间的信任度。信任是相信某个人或某件事具有可靠性，你完全

可以信赖他，信任会成为持续沟通的一个条件。情感沟通能够拉近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情感间的距离，

进而提高双方间的信任度，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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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通过情感沟通能体现出领导对被领导者的情感尊重。尊重是对别人表示出关心并为他人着想

的品质。尊重并不是指要喜欢一个人本身，也不是指不得不对他表示赞成甚至恭顺，而指应把别人当作

是一个有内在价值的人来对待。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沟通，领导的职务权力和个人影响力通过有效的沟通

更易被被领导者所接受而变成高效的生产力，同时，也会增强组织的凝聚力。 
第三，情感沟通更有助于消除冲突。冲突产生的原因往往是误解和情感上的隔阂。通过情感沟通，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距离小了，误解少了，冲突自然也就被消除了。 

4.4. 提高领导干部自身的沟通能力 

无论何时，清晰简洁的表达能力是历史上最好的沟通者、领导者、作家和演讲者都具备的。言语清

晰简洁意味着选用词汇时要小心谨慎，将最复杂的想法简化，以便能被领导者理解。清晰意味着连贯，

我们能在沟通中从他人那里学习这项技能。言语清晰简洁不止是要将复杂的想法简化，高效表达，在数

字时代，还需要在选用词汇上小心谨慎，互联网传播速度飞快，一个词语一个句子都极易被下属所曲解，

被公众所诟病。因此领导干部在数字时代沟通时，一定要选择正确的表达方式，三思而后行，并在表达

时注意停顿。例如，对于听众或交谈对象较敏感的人，能在沟通中随时抓住一些非语言的暗示，并重新

措辞或停顿。一个连贯的信息以及让大众理解的能力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在沟通中被听见和被领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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