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２月　第２１卷第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１Ｎｏ．１Ｆｅｂ．２０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１８ＢＺＺ０１７）

［作者简介］张爱军（１９６２—），男，辽宁省大连市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网络政治传播；

方凯（１９８７—），女，山东省潍坊市人，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网络政治传播。

引用格式：张爱军，方凯．互联网环境下网络政治传播与公众情感表达探析［Ｊ］．郑州轻工业
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２１（１）：８３－８８．
中图分类号：Ｄ０８；Ｇ２０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８６／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１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８３－０６

互联网环境下
网络政治传播与公众情感表达探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ｅｍｏｔｉｏ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关键词：

情感；

网络；

政治；

传播

张爱军，方凯
ＺＨＡＮＧＡｉｊｕｎ，ＦＡＮＧＫａｉ

西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００

摘要：科学技术不断革新的时代，信息传播逐渐依赖于互联网的延伸，这使政治

信息的网络传播成为当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渠道。网络政治传播所包

含的内容多种多样，正确的政治传播对于增强政治认同感、维护政治文化安全

等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发现，网络舆论场中的话语表达和舆论走向与公众的情

感倾向存在相关性，而公众情感因其抽象性、内隐性的特点容易被忽视或难以

做出分析。基于政治传播与公众情感相关性的研究视角，研究认为，适用于当

下网络环境的情感表达引导路径为：建立理性自律的教育机制，建立适应现代

网络政治传播的制度规范体系，建立适应网络政治传播的公平正义体系，重视

首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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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政治传播中，互联网逐渐成为不可忽

视的传播渠道。网络政治传播涉及政治传播的

主体、媒介和受众，媒介是沟通信源主体与传播

受众的纽带。与传统媒介不同的是，网络在信

息传播过程中具有虚拟性，无论是从政治主体

到受众的传播还是受众之间的传播，事实上都

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交流。大家互不相识，不

能面面相对，只能通过文字、图形、音频、视频等

方式进行交流，这必然会减少面部表情和肢体

语言的沟通，导致网络政治传播的信息内容、方

式手段、目的等因素变得愈发多样。而公众的

情感倾向同样因其具有与网络相似的抽象性、

内隐性等特点而容易被人们所忽视或难以做出

分析，但是它的影响不容小觑。鉴于此，本文拟

在探讨网络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和网络政治传

播生态中公众情感的普遍特质的基础上，分析

公众情感表达对网络政治传播的影响，提出网

络政治传播中公众情感表达的引导路径，以期

为网络政治传播的有序和规范提供启示。

　　一、网络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与独

特价值

　　传播学认为，传播环境的改变会引起传播

内容的相应变化，互联网的公开性、及时性使得

政治信息的网络传播与传统媒体的传播有所不

同，其传播信息的范围更广，对更新速度也有更

高的要求。要实现一种社会范围内的公序良

俗，政治信息的有效传播极为重要。网络政治

传播以其鲜明的传播特性、独特的传播内容成

了当下政治传播的重要途径。“互联网 ＋政

治”顺势而生，应时而为。

１．网络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

关于现代网络政治传播的内容，荆学民［１］

曾以一个圆作为比喻。他指出，在政治传播内

容中处于结构表层的是意识形态，处于结构中

层的是政治价值，处于结构核心的则是政治文

明。三者层层递进，由表及里构成了一个坚实

的政治传播内容框架。

其一，网络政治的意识形态传播。意识形

态是一整套构成政治—社会纲领的判断、理论

及目标，经常伴随着人为宣传的含义。立足中

国，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就是关于当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中包含的政治理念和核心价值观的

传播，这中间伴随着有关国计民生、社会文化等

方面发展的动态与方向的传播等。美国著名人

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其所著的《文化的

解释》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命题：“正是

通过建构意识形态即社会秩序的图解式的形

象，人使自己成为难以预料的政治动物。”［２］这

一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

物”的论断不谋而合。人总是不自觉地参与到

政治事务中去，并通过政治理念的传播潜移默

化地影响大众，以增加政治框架的凝聚力和社

会大众的认同感，从而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秩序

的稳定。

其二，网络政治的政治价值传播。政治价

值是建立在现实政治生活基础上的面向理想政

治生活的诉求，是基于当下我们政治生活框架

的不完备之处，对于未来想要达到的政治面貌

的描绘和期盼，如政治理念、政治结构、政治制

度等，其中政治的基本价值应该是依托于自由、

平等、博爱等基本因素，以民主、法治等基本的

政治制度为导向。

其三，网络政治的政治文明传播。追求文

明、倡导文明是整个世界发展的一种愿景和趋

势。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实现需要以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实现作为基

础。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和

政治观念两个方面的内容。

２．网络政治传播的独特价值

数字媒介的应用极大地丰富了国家政治传

播的方式，为人们更大程度地参与政治事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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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方便，使得政治主体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沟

通由政府到大众的单向信息传递转变为政府与

大众之间双向互动的信息沟通。网络的便利性

与透明性也激发了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

有利于打破信息不畅的藩篱，维护社会秩序稳

定，保障国家政治文化安全。

其一，有利于澄清网络政治谣言，压缩网络

政治谣言的生存空间。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

深度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凸显，诸如社

会贫富差距拉大、官员腐败、公众对于公平正义

的诉求等越来越突出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网络

技术的发展在带来传播范式更新的同时，也为

基于各种社会矛盾的网络政治谣言提供了生存

和传播的广阔空间，网络恶意政治谣言的散布

传播，极易引发规模化的集体行动，导致社会动

荡，扰乱社会秩序，进而引发公众与政府之间的

信任危机［３］。而透明、规范、真实、有序的网络

政治传播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澄清谣言，有效

传递正确的政治文化观念，促进政治文化健康

发展。

其二，有利于民众接受正确的政治观念、培

养其健康的政治情感。国家的政治理念、意识

形态等通过互联网迅速传达给大众，有利于构

建公众正确的政治认知，强化公众的政治情感

和政治信仰。

其三，有利于捍卫国家政治文化主权。网

络的互联共通性也为境外反动分裂势力利用网

络传播西方腐朽文化、捏造针对社会主义中国

的负面信息提供了便利，其经常会利用网络对

我国党和政府进行攻击，向国内不明真相的网

民进行误导性宣传，抹黑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

成就，大肆宣扬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严重影响

了我国政治文化安全。网络政治信息的有序传

播，有利于完善信息过滤机制和实时监控预警

系统，促进网络政治传播健康发展，捍卫我国的

政治文化主权。

　　二、网络政治传播中公众情感的普

遍特质与作用

　　通常来说，情感是隐性的，只有通过语言、

表情、动作、文字等的呈现才可以被识别。网络

政治传播中，落地的文字评论、表情符号是人们

对于某些政治信息的态度反馈，换句话说，就是

网民内在情感的一种倾向性表达。

１．网络政治传播中公众情感的普遍特质

其一，盲目从众性。一般来说，情感是私

密、排他的，属于个人体验，难以与别人分享。

在网络政治舆论生态中，社会大众往往会借助

日趋发达的媒介平台传播、分享政治信息，但网

络的虚拟性和个体的隐匿性，极易促使大众由

个体自动站队形成网络群体，迅速地形成网络

风暴，造成强烈的舆论冲击力。例如，近年来网

络大Ｖ发布虚假消息造谣生事或谋利，都会吸

引众多粉丝和网友参与其中，从而混淆视听，扰

乱网络秩序。再如，知名人士利用网络亲友团

发布攻击他人的舆论贴，给后者造成舆论压力，

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以上事实都说明，网民

具有较强的盲目从众性，在网络中极易受到意

见领袖的思想误导或精神操控。

网民情感的盲目从众性具有多方面的原

因。网民因其自身的性格、年龄、生活环境、受

教育程度和工作类型等差异，对同一现象经常

会持不同看法，且其观点往往是根据自身的直

接经验得出的。古斯塔夫·勒庞在其《乌合之

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指出，群体成员的主

要特点是无意识的人格战胜了有意识的人格，

开始支配人的感情和行动，暗示和传染会让这

些感情和行动都转为同一个方向，人从个体变

成群体成员［４］。盲目从众使得群体的智力低于

孤立的人的智力，使得人们缺乏对于事物的理

解、分析和判断能力，经常受困于表象。

其二，反复变化性。网络时代，事实似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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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去其支配社会舆论的力量，由此引发的一

种非常普遍的感觉是社会已经进入“后真相”

政治时代。事实被情绪所裹挟，人们急于自己

情感的表达、宣泄，忽视事件背后的真相。说到

底，“后真相”的问题就是情感的问题。新闻不

断反转，公众在这个过程中的情感走向跟随着

不同时刻暴露出来的新闻事实不断发生变化，

同时每一次情感表达的涌现又再一次将舆论炒

热，引发新一轮讨论，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

公众情感的反复变化源于非理性的情感宣

泄。“情感”一词本属心理学范畴，属于态度的

一部分。通常人们认为情绪的变化性大，而情

绪累积的结果就是形成特定主体对于某个事物

的情感。实际上，人的情感也是反复无常的，具

有不确定性，这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人

的情感易变的内在原因就是人性的易变性，正

如休谟在《人性论》中曾指出的，人性的要素就

是易变性［５］；人的情感易变的外在原因就是信

息的碎片化生产和碎片化传播无法兼顾时效性

和完整性，受众接受到的往往都是零碎的片段

式的信息，造成了信息模糊。受众对于特殊群

体的刻板印象会直接影响到其对事件的理性认

识。现在的媒介传播平台和传播渠道多种多

样，大众接触信息的途径也多种多样，“后真

相”时代的情感宣泄，反转新闻事件的层出不

穷，以及信息传播的失控，都会刺激公众情感的

变化。

其三，欺骗性。虚假的情感可能会更有利

于保持热烈的关系，心理学家将之称为“欺骗

性的情感”。在男女朋友关系中，双方互相表

达的爱意很多具有不易察觉的欺骗性，但这不

是欺骗；也不表明爱意欠缺，而是掺杂有一部分

夸大成分。网络政治传播所说的情感欺骗体现

在政治活动与现代新型传播媒介的深度融合过

程中。受众出于各种原因，如害怕坚持自己的

看法而被孤立，亦或想体现自己在某个群体中

的价值而标新立异，从而做出特别支持或极力

反对的一些可能与真实情感不符的举动，使自

己的情感体现出欺骗性。

“好人主义”价值观的蔓延是情感具有欺

骗性的主要原因。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

们自身的活动与政治的关系也愈加密切，想要

“独善其身”是很困难的。对于涉及政治的活

动，群体成员会最大限度地维持群体的利益，避

免不和谐，不想因此发生冲突，更不想“出类拔

萃”，这也是出于一种情绪管理的需要———这

样大家都会相安无事。群体中的成员跟风表达

意见的时候，容易被过度解读，从而呈现出“特

别支持”或“极力反对”两种对立的预见性倾

向。比如，对于某些落地前的政策，大众的看法

本应是“不错”“可以”“挺好的”等略带倾向性

的评价，但在实际中往往会演变成“特别好”的

一种毫无瑕疵、特别完美的形而上体验。网络

政治传播所特有的虚拟性，会使一些在现实生

活中敢怒不敢言的人变成网络愤青，利用语言

暴力来表达自己所在群体的政治或生活诉求，

力求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与满足，这种功利主

义的网络传播，是潜在危险引起群体极化的

反应。

２．网络政治传播中公众情感的作用

公众情感表达对网络政治传播有积极的作

用。其一，公众情感表达对网络政治传播有很

好的反馈作用。公众情感的表达往往会反映公

众话语的方向，其对具体政策的支持或反对，对

网络政治传播方式的喜好或厌恶，都可以作为

网络政治传播效果的反馈。信息发布主体可以

根据公众情感反应的程度，广泛收集有价值的

信息，及时地调整政策。其二，公众情感在网络

政治传播中的表达，对各项政治目标的完善具

有启示作用。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

的创造者。对于政治传播主体释放的信息信

号，大众话语会呈现出大量的回馈信息，利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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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群体的智慧力量，政治传播主体可以学习到

或挖掘出更加完善的方式方法，从而为以后的

政治传播打造一个发展框架。

公众情感表达对网络政治传播也有负面作

用。其一，公众情感的无序表达对错误的、不真

实的政治信息的传播具有扩散作用，也就是网

络谣言的增殖。网络因其虚拟性的特征，是谣

言萌芽和生长壮大的理想温床，而网络传播的

受众因正确信息传播渠道的不畅通或传播的时

效性差等因素极易形成信谣、传谣的集体行动。

谣言的肆意传播，会压制正确的、真实的政治信

息的传播，使民众信谣为真，引起恐慌，不利于

社会稳定。其二，因情感不稳定性和私密性，很

难确定情感主体内心的真实感受是否与其所表

达的观点相一致，这在明确需要以定量的大众

反馈样本为参考的一些调查中极易导致调查结

果的偏差。尤其在政治传播领域，民意测评的

真实性和有效性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虚假

型或伪装型的“公共态度”会使政治传播的效

果大打折扣。

　　三、网络政治传播中公众情感表达

的引导路径

　　互联网环境下，人们表达观点的自由度提

升了，内心情感需求可以更充分地释放。在此

过程中，如果监管措施不到位，难免会出现非理

性状态下言语过激的谩骂、污名甚至唱反调的

造势行为，进而可能形成网络舆论，极大地影响

网络政治传播的效果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因

此，规则框架下的自由表达、理性的情感宣泄，

是互联网政治传播的善治之路，但是，规则、理

性、善治的实现，取决于正确引导。

其一，建立理性自律的教育机制。应把长

期教育目标与短期教育目标相结合。长期教育

目标是以学校为基本阵地，培养学生推己及人、

乐于助人、积极践行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

务的意识；短期教育目标则是教育网络公众在

表达情感时先进行自我反思，以鼓励大众参与

政治事务为根本出发点，培养其同理心，引导其

进行合理的、有节制的情感表达。

其二，建立适应现代网络政治传播的制度

规范体系。良好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有效地约

束公众情感，防止公共情感极化。良好的制度

规范体系的基本指标是法治。法治包括两个基

本方面：一方面是限制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

滥用，做到法无授权不得行，并同时使公共权力

为民众提供有效的服务；另一方面，保障公民权

利，防止由于公民权利的极化和滥用而危害

社会。

其三，建立适应网络政治传播的公平正义

体系。罗尔斯认为，公民行使政治权利应该符

合宪法的基本要求，同时情感规则的建立也应

符合宪法的基本理念价值［６］１４５、符合公共理性，

不与公共理性冲突，因为公共理性具有独立性。

公共理性这种独立性的正义，能够引导公共政

治中的多元理性讨论和对于制度原则的

忠诚［６］２９，３１。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体系，是针对西方国家

的，对中国不太适用，但对于网络政治传播则具

有一定的启发性。网络政治传播不同于现实政

治传播，但它是现实政治传播的延伸和变异，二

者有同有异。从变异的角度来说，网络政治传

播需要不同于现实政治传播的网络公共理性、

网络公平正义、网络政治情感。网络公共理性

需要取得网民认知的多元共识，从而约束非理

性的言论，使得理性多元成为网络正常生态。

网络政治情感需要找到多元的宣泄口和减压

阀，维持网络政治情感的平衡，而这需要网络公

共理性与网络公平正义的双重导引，并以公平

正义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

其四，重视首因效应。传播学中存在一种

首因效应，也叫“第一印象”效应，指人们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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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获得的信息印象深刻、不易改变，甚至会左

右对后来获得的新信息的理解。当网络中出现

重大舆情尤其是出现关系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事件时，政治传播主流媒体应及时发声，客观真

实地报道事件以引导舆论，缩小公众可以揣度

和臆测的空间。这样不仅可以从源头上遏制网

络谣言的传播，净化网络舆论场，同时也能在突

发事件出现时，利用网络的快速传播力，做到线

上线下积极响应，齐心协力共同应对。这也是

新闻时效性特征的一种体现。而且积极的、正

面的情感表达可以积蓄为一种高度的情感渲

染，促使社会大众形成一种认同感，可以有效地

推动互联网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四、结语

　　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哈罗德·伊尼斯在

《传播的偏向》一书中写道：一种媒介的长处，

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在新媒体环境下，

信息的传播呈现出即时性、互动性、公开性等特

点，政治传播也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影

响下诞生出新的政治传播方式。这其中，公众

情感的表达越来越成为影响网络政治传播走向

的重要因素。在互联网语境下要实现政治文

明，必须重视公众情感、公众意志的表达，这不

仅要求我们要保证畅通的表达渠道，不要让高

压的舆论环境作用于受众孤立恐惧的心理，形

成“沉默的螺旋”［７］，同时更要求我们要注重公

众意见的反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双向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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