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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 1 章 导论

随着改革的推进，社会现代化和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中国

社会步入了深刻的社会转型期，这意味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社

会资源及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国社会从过去 “铁板一块”的巨

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群体利益诉求的多元化

和碎片化虽然缓解了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加剧

了局部的、小群体的、个体的矛盾冲突事件爆发的可能性。从

现实的社会状况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农村农民为占地、

征地、土地纠纷，城乡工人为工资、劳动福利、就业条件，

城市居民为拆迁、住房等等，发生的矛盾冲突事件不断增

多。同时，在最近 10 余年里，社会改革的受益者是社会主

导性阶层，身处社会下层的城镇产业工人和农民在改革中获

益相对较少，却承担了大部分的改革成本，弱势群体的相对

剥夺感日益严重 ; 而在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城乡之间、乃

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上也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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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带来的社会 “断裂”，① 成为萌发社会矛盾积累、社会危机

的原发性动因。

传播技术的发达，为社会公共危机的传播、蔓延和恶化起

到了“放大器”和 “共振器”的作用效果。在危机情景中，相

关信息会在由政府、大众媒介、第三部门、市场组织和社会公

众等社会行动者所构成的社会危机场域中传播。新媒体尤其是

互联网的兴起和发达，构成了危机信息传播和舆论共振的新场

域。目前我国拥有互联网网民 3. 38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22. 6%，上网普及率达到 25. 5%，互联网已完全成为大众媒体，

78. 7%的网民通过互联网获取新闻信息，由于网民目标诉求、

对信息本身的了解度、赋予情感等的不同，本来模糊不清的信

息形态又经过网民的加工、互动，很容易导致流言、谣言甚嚣

尘上和社会心理恐慌。

近两年来，山西黑砖窑事件、厦门 PX事件、重庆钉子户事

件、各地出租车罢运事件、上海出租车钓鱼执法事件等一系列

突发性或群体性事件，或以网络为 “策源地”所促发的 “正龙

拍虎”事件、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天价烟事件等网

络事件，凸现出互联网在引导社会情绪、聚合社会舆论、调动

现实资源、促进社会变革方面的深刻影响。党和政府日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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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作为新兴媒介形态和舆论场域的角色和地位。2008 年 6 月 1

日，胡锦涛主席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 “互联网已成为思想

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

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①

但是，面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网络议题和极易激活、沸

腾的网民情绪，政府有关部门的危机传播管理以及舆论引导工

作面临着严峻的形式。首先，网络危机事件的舆情引导工作同

传统的危机事件处置工作存在根本区别，在传统的危机处置中

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基层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和公安、武警

等“维稳”力量，在网络危机事件处置中作用乏力，被称为网

络危机处置的“三个进不去”; ② 其次，面对新媒体环境下的危

机事件，很多领导干部缺乏心理和 “技术”准备，容易出现两

种典型的应对情况。一种是对网络危机事件的传播规律缺乏根

本的认识，仍然囿于 “等、靠、要”的思维模式。所谓 “等”，

即是侥幸心理，被动等待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靠”，是

在应对上选择借助宣传部门或者传统媒体对于危机事件的 “宣

传把关”，即信息封锁和压制，“要”是在对危机事件处置无力

的情况下，寄希望于要求民众跟政府部门立场保持一致，不破

3

①

②

《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 2008 年 6 月 20 日) 》，http: / /
politics． people． com． cn /GB /1024 /7408514． html

代群等，《应对“网上群体性事件”新题》，《瞭望》新闻周刊，2009 年第
22 期，第 10 ～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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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而另一种反应则是对网络民意的过度回馈。

任何一种舆论意见都存在理智的成分，同时也存在不理性的情

绪表达。政府管理部门在处理网络危机事件时往往因为本身的

经验不足和能力所限，急于安抚网民情绪，做出过度反应。例

如，云南省邀请网民共同参与调查“躲猫猫”事件真相。① 这样

的处理方法，虽然体现了政府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和不怕追问

的勇气，但这种应对恐怕并不是一种可以制度化、具有延续性

的行动选择。

在这样的新情势下，有关新媒体环境下的危机传播及舆论

引导研究成一个带有现实焦灼感的关键议题。

1.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危机传播研究领域，就研究范式来看，主要有公共关系

学、管理学和传播学三种不同的理论范式: 从公共关系的视角

来看，危机传播就是危机公关; 从管理学视角而言，危机传播

是一种特殊的管理活动; 从传播学视角而言，危机传播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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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躲猫猫事件: 24 岁的云南省玉溪北城镇男子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1
月 30 日进入看守所，2 月 8 日下午受伤住院，4 天后在医院死亡，死因是“重度颅
脑损伤”。对于死因，晋宁县公安机关给出的答案是，当天李乔明受伤，是由于其与
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
壁而导致。结果公布后，引发广泛质疑。“躲猫猫”成为网络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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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传播形式，重点研究危机传播过程中的传播主体、媒介、

受众等变量以及危机传播的应对策略和效果传播。①

传播学者对危机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危机传播中的媒介角色与功能研究。学者们认为大众

媒体在行使喉舌作用的同时，也要承担起社会公器的职责。谈

悠专门谈到了影响巨大的主流媒体的 “舆论缓释”作用。这些

媒体应努力充当“社会舆论的减压阀”，在危机传播中起到 “公

开信息、澄清事实、平息谣言、鼓舞人心”等舆论缓释的

作用。②

二是危机传播中政府、媒介与公众的关系研究，其中涉及

到政府形象研究。如龚新琼认为，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者

和社会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应转变宣传观念，变信息的 “堵”

为信息的“通”，变被动的信息提供者为主动的信息发布者，用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信息构筑公共信息平台，通过长期的信

息决策透明化运作建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并使这种信任经受

得住危机的考验，应允许大众传媒在危机中自由发言。③ 马艺等

探讨了危机事件情境下政府形象传播的二维矩阵模型，用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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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史安斌，《危机传播研究的“西方范式”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
问题》，国际新闻界，2008 年 06 期，第 22 ～ 27 页。

谈悠，《主流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舆论缓释作用》，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4 /4，第 33 ～ 35 页。

龚新琼，《环境守望———危机传播中大众传媒的核心功能》，《湖北师范学院
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年 03 期，第 89 ～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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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美誉度来建构政府形象传播的二维四象限矩阵模型。用这

个二维矩阵模型来考察我国历史上的政府形象传播，可以看出

政府形象传播的认知度大致呈上升趋势，但美誉度指标则因具

体的历史情况不同，而表现出较大不稳定性。建立这一模式的

现实意义在于危机一旦来临，在时间有限的约束下，通过调查，

快速找到政府目前的形象传播区间，分析原因，调整制定政府

形象传播措施。①

三是探讨危机传播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报道模式，此部分与

本研究主旨关系较小，不做具体阐述。

四是集中在对危机传播的应对和管理策略研究上。从学理

上，学者研究认为，当前我国政府危机管理实践中暴露出两个

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缺乏完善的危机新闻

体制; 2． 缺乏利用媒体进行有效传播的意识。因此政府危机传

播策略应重视四个方面: 1．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2． 制定危

机新闻发布方案; 3． 通过媒体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 4． 掌握

危机新闻发布的原则: 时间性、准确性、公开性、一致性。②

王想平、宫宇探讨了危机传播中的舆论形态和引导策略，

认为危机传播过程中舆论具有剧烈性、多元化、趋利性的特点，

6

①

②

马艺等，《危机事件情境下政府形象传播的二维矩阵模型》，《新闻与传播研
究》2006 年 1 月

杨军、张媛，《政府危机传播研究》，《西华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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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舆论引导应该做好四个主动: 1． 主动在第一时间做出正面

回应; 2． 主动发布周延性信息; 3． 主动介入 “议程设置”;

4． 主动寻求信源合作。①

还有研究者专门研究了新的媒体环境下危机传播如何调整

的问题。钱珺认为，第二媒介时代危机传播具有与第一媒介时

代不同的模式，“这个模式的信息源不再仅仅是政府，过程中加

入了政府、媒介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双向的信息交流过

程，传者与受者的身份界限也变得模糊”。② 还有的学者探讨了

手机等新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指出手机由于具有传播上

的双向性、互动性以及外形上的便携性，在社会危机事件发生

时作为人际传播的载体而异常活跃，手机兼具小众传播与大众

传播，呈现出一种危机传播形态与效果上的复合性。③

而在针对网络环境下的危机传播以及引导研究方面，通过

对 1995 ～ 2009 年新闻传播学主要学术期刊的文献及相关专著的

查阅与分析发现，围绕这些议题的论文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势

头。根据文献梳理可以将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

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在舆论学的视域下，对网络舆情的概念

7

①

②

③

王想平、宫宇，《危机传播的舆论形态与引导策略》，《求实》，2005，Ⅱ
钱珺，《第二媒介时代下的危机传播模式初探》，新闻知识，2007 年 2 月
参见郑萍，《手机危机短信强效传播的博弈分析———以“广元蛆虫柑橘”手

机短信传播为例》，理论导刊 2009 年 1 月; 卞地诗，《论手机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应
用社会科学辑刊》，2008 /06; 邓媛，《危机事件中的手机短信传播分析》，《东南传
播》2008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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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和功能影响进行了概括现有的研究对网络舆情的性质、主

体、特征做出定义。刘毅认为网络舆情是 “情绪、态度和意见

交错的总和”。① 王来华认为网络舆情是网民的社会政治态度，

当这种态度被公开表达出来并形成了群体的共同看法时，舆情

才转换为舆论，而 “研究和认识网络舆情与舆论之间的转换，

其重要意义是发现和应对这个过程的影响或后果”。②而对网络

舆情功能影响的研究，多为针对某个事件的个案式研究，或是

学理层面的批判性研究。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多有开创性成果，

集中在对网络舆论及其生成机制的探讨方面。金兼斌从 “议题

的出现”、“议题的存活”到 “舆论的走向”分析了网络舆论演

变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③ 学者们还提出了“蝴蝶效应”描述

网络舆情的演化效果，“龙卷风”模型描述网络舆论暴力的形成

机制，并以统计学中的生灭过程对网络舆论数量进行描述，这

些研究为网络舆情的疏导和应对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值得

注意的是，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开始利用时间、空间和变

量均离散的数学模型诸如元胞自动机模型，对网络舆论传播条

件和路径进行推演。但由于舆论传播的复杂性，从自然科学角

8

①

②

③

刘毅， 《略论网络舆情的概念、特点、表达与传播》， 《理论界》，2007
( 1) ，第 11 ～ 12 页。

王来华， 《论网络舆情与舆论的转换及其影响》，天津社会科学，2008
( 4) ，第 66 ～ 69 页。

金兼斌，《网络舆论的演变机制》，《传媒》，2008 年 4 月，第 11 ～ 13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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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立的模型在对舆论传播的规律进行描述时存在局限和与现

实矛盾之处，模型的解释力较为有限。第三个方面的研究则聚

焦“网络事件”，探讨网络热点 /危机事件的发生模式、传播模

式，以及网民行为和心理分析，并针对网络传播的特征，探讨

网络事件发生后的危机管理和应急机制，其中有部分研究涉及

到网络舆情的监测和预警问题。

这些研究对网络环境下的危机传播作了大量的描述和分析，

在分析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值得继续深入

研究的问题: 诸如网络意见领袖的特征、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

之间的议程互动等等，也充分论证了对网络舆论进行监测和预

警的必要性。

相比较而言，国外对网络舆论研究的切入点更具体而微。

大多数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通过网络舆论来理解现实社会和政治

生活，以实证研究来探讨网络讨论对增强公民意识和参与式民

主的作用; 而批判性研究则关注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关

系。此外，立足于网络社区，考察网络群体通过交流和讨论所

构建的亚文化群体身份认同，对网上社会互动和组织存在的模

式进行分析和描述，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从研究方法上

来看，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多采用田野调查、实验方法等实证

研究方法; 从研究视野上看，国外学者的研究比较注意吸收社

会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小世界网络的 Sznajd 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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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等具有一定推演能力的舆论生成模型，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但也同样存在空间划分、时间对应、转换规则定义等简单性与

真实性之矛盾的问题。

综合来看，针对我国的现实问题，当前对于新媒体环境下，

尤其是网络环境的危机传播和舆论引导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学理方面的研究远多于基于实证研究基础上的对策

性研究，结合我国特殊语境尤其是新媒体环境下的实用性研究

不够深入和细致，对现实实践的指导性较为薄弱。

其次，在现有研究对网络舆论生成和传播的技术路径重视

不足，对网络舆论的研究没有超越传统舆论研究的窠臼。同现

实中其他社会舆论形态不同，网络舆论的客体、主体及意见本

身都有具有网络空间上的对应载体，网络舆论的传播速度、规

模都具有物理痕迹。因此，可以通过先进的软件工具追踪有关

议题的所有“帖子”，通过对舆情的量化表达、分布状态和言论

倾向进行描述和分析，对网络舆论的生成和传播特征进行把握，

这比个案式的、主观描述以及感性假设缺少理性验证的研究更

为科学。

再次，现有研究虽然基本上涵盖了有关网络舆论的所有重

要问题，但是研究较为零散，缺少“重点突破”，缺少对规律的

认识和把握。在网民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把网民对某个

议题的意见汇集、扩散之过程比作一场森林大火，那么，木材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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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密、材质、风向、温度，这些必要因素究竟是以何种比例进

行结构，最终燃起了一场大火? 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得解答

这一关键问题，通常涉及一点不及其余，更忽略了舆论生成过

程中，管理者、相关利益集团和普通网友的博弈格局及其变化，

对舆论扩散的内生性和现实特征无法给出明晰的解释。

第四，正因为对网络舆论本身的生成、发展规律没有较为

透彻的认识，缺少建立在数据统计分析基础上的科学推演，现

有研究对网络舆论监测、预警机制以及引导策略、路径的判断

和建议缺少科学性，对政策制定的参考作用有限。

第五，网络舆论的传播和扩散也不仅仅局限在网络空间，

很多情况下是通过 “线上—线下”互动实现的。现有研究在

“网络舆论的生成传播过程对社会的影响”这方面缺乏应有的实

证研究。从社会控制和管理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到

个人或组织如何通过对网络议题的构建、群体对话和讨论来促

成对现实资源的调动，进行程度不同的社会动员。对转型时期

的中国社会而言，通过网络人际传播和群体互动而推进的网络

舆论，如何界定和塑造了人们对现实的理解，进而在现实中促

成具有较高组织程度的群体行为，这是一个尤为值得关注的

问题。

我们认为，没有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和切实把握，我们对网

络时代危机传播、舆论引导工作的思维定位和应对路径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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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无从谈起。

1.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基于以上的认识，本课题的研究以网络舆论生成和传播的

物理痕迹——— “网络议题”为切入点，试找到网络议题的生成

和扩散规律，对其中的关键因素进行量化分析，试找出因素特

征，以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和把握。

其次，通过本课题的实证研究，考察网络舆情的 “线上 －

线下”互动对现实资源的调动，来探析网络舆论对社会现实的

影响路径，对新技术条件下的社会控制和管理变革有一定借鉴

意义。

第三，通过科学的研究，为我国宏观舆情态势分析提供

一些对策性建议，以期对舆情预警关键技术的思路改进有所

启示。

1. 3 研究基本思路和方法

从信息科学的角度来看，作为典型的社会复杂系统的演化

过程，网络舆论的生成和传播是一个处在非平衡状态下的开放

系统与外界交换信息流，通过系统内各要素的非线性相干扰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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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所形成的一种耗散结构。这种耗散结构具有高度的开放性、

不确定性、非平衡性、自组织性等特征。我们可以假设，系统

的各要素围绕某个 “阈值”时刻处于起伏涨落的动态变化中，

因为信息流的输入、交换和流通，各要素不断偏移平衡状态，

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通过相干扰效应，系统会由原来的纷

杂、不稳定、无序的状态进入一个相对有序稳定的状态，也就

是形成一种或者几种的主导意见。同时，还应该考虑到，有关

人类社会的秩序不仅仅是建立在信息对称和平衡之基础上，它

是各种意愿及智慧或者冲突对立，或者团结合作的结果，每一

种意愿只会以某种使人信服的范式为基础。因此，还需要从社

会学、传播学角度对系统内要素、信息流特征、交换过程等方

面进行定性考察，最大可能地解决抽象的数学模型导致的现实

适用性问题。

根据以上思路，确定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是:

以网络舆论生成和传播的物理痕迹——— “网络议题”为切

入点，通过考察网络议题的生成和建构、传播规模、速度及分

布机制，确定使网络舆论系统达到有序稳定状态的关键节点及

其演化关系。具体的分析框架如下:

依据上面的框架，本课题的研究主要设计到五个方面的

内容:

A. 单一议题的建构、生成、传播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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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分析框架

对这一子课题的研究以两个径路展开: 一是以 “语言游戏”

的理论框架，对单一议题的流变进行定性分析，通过对热点议

题的文本分析和社会环境、社会心理的对应性分析，考察议题

生成的社会背景、不同议题的网民构成结构和议题传播价值构

成要素等因素，为定量研究做较深入的探测性研究。

第二，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

单一议题的生成、传播和流变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元议题 /

原议题的关键信息点或总体信息量的变化，进行分析和推演，

试找到在某一议题 “策源地” ( 如门户网站新闻跟帖、网络论

坛、博客) 促成单一议题生成和传播的关键因素。

B. 议题的网络传播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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