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４月　第２２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２Ｎｏ．２Ａｐｒ．２０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１－１２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２０２０ＢＺＺ００３）

［作者简介］殷辂（１９６４—），男，河南省舞阳县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网络社会、社会问题。

引用格式：殷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网络舆情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以２０２０年河
南网络舆情事件为例［Ｊ］．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２２（２）：４６－５３．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８６／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６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９８６４（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４６－０８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网络舆情的
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以２０２０年河南网络舆情事件为例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ｍａｊ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ＴａｋｅＨｅｎ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２０２０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

关键词：

网络舆情；

舆情应对；

舆论共同体

殷辂
ＹＩＮＬｕ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发展研究所，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２０２０年河南网络舆情呈现以下特点：新
冠疫情成为全年的舆论焦点；涉官负面事件减少，教育、医疗、公共道德类事件

增多；网络舆情事件进入个案时代，背景因素不再主导事件的走向；网络舆情事

件的爆发力减弱，持续时间变短。同时，２０２０年河南网络舆情事件也折射出一
些新问题：“信息瘟疫”干扰抗疫大局，自媒体乱象频出，网络空间的娱乐色彩日

渐浓厚，一些基层管理部门的舆情应对注重技巧而轻视本质。网络舆情的正确

应对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需要引入协同治理理念。发挥“舆论共同体”的作

用，实现协同治理，彰显事件的是非曲直，这是舆情应对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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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德国社会学家贝尔提出“风险社会”这

一概念以来，现代性与风险之间的关系问题已

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随着人类能力的提

升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与人类活动无关的外部

环境已经不复存在，风险越来越具有社会性，即

便是偶发的外部性风险，最终也会演变成社会

风险。例如，瘟疫是一种具有极强传染性的流

行病，它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

题，其一旦出现，就不仅仅是生物体的感染，更

会在社会群体之间传播，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也不仅仅是局部的。可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威胁着人类生命安全，已经成为重大的社会危

机［１］。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到社会危机，这是

风险的连锁反应，必然会带来深远的社会影响。

在网络社会，风险不仅是系统性的，还是媒

介化的。现实社会中的矛盾、问题必然会在网

络空间展现出来。网络舆情虽是由特定事件

（议题）引发的，但不是脱离人的外在物，它是

网络公共空间内围绕事件（议题）而形成的意

见、态度、情绪，是事件、社会背景、网络三者交

互作用的结果。网络媒介在聚焦事件的同时，

也会将与社会问题相对应的社会情绪、共同心

理、思维倾向激发出来。在风险社会与网络社

会重合的时期，网络舆情并非事件的直观反映，

而是事件、现实矛盾、社会情绪与网络媒介的混

合叠加。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网络舆

情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一、网络舆情事件及其特点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网络舆

情在议题选择、事件聚焦，事件主导因素、舆情

爆发力等方面均呈现不同于往常的特点。

２０２０年是极其特殊的一年，新冠疫情不但

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也打乱了人们

正常的生活秩序。在居家隔离期间，网络媒介

几乎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对外交流的唯一途径，

即便在解除隔离之后，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型

社交媒体依旧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在

新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的今天，网络舆情已经

成为舆论的风向标。与以往相比，２０２０年河南

网络舆情事件较多（见表１），且呈现出鲜明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特点。

１．新冠疫情是２０２０年网络舆情的焦点，抗

疫成为贯穿全年的重大议题

新冠疫情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节奏，成

为网络舆论的焦点，抗疫不仅是政府工作的重

心，也是民众关注的议题。河南与此相关的网

络舆情事件较多，在全国产生影响的有“硬核防

表１　２０２０年河南网络舆情事件汇总表

时间 事件 时间 事件

２０２０年１月 河南“硬核防疫” ２０２０年７月 幼师发亲吻男童视频

２０２０年２月 河南严查制售“假口罩” ２０２０年８月 开封城管推倒卖菜老人

２０２０年２月 河南重罚发“疫情财”行为 ２０２０年８月 南阳城管帮摊主卖瓜

２０２０年２月 河南女子抢购双黄连后被确诊染疫 ２０２０年８月 酒店设餐饮巡视员

２０２０年３月 郭某某隐瞒出境看球经历 ２０２０年８月 占用１．５万亩农田建养猪场
２０２０年４月 １６年前“投毒杀人案”嫌疑人改判无罪 ２０２０年８月 男子当街殴杀前女友

２０２０年４月 儿童被埋 ２０２０年８月 早产儿“死而复生”

２０２０年６月 滴滴司机直播性侵女乘客 ２０２０年９月 货车侧翻掩压路边捡蒜村民

２０２０年６月 郑大一附院伤医 ２０２０年９月 焦作幼儿园投毒教师被判死刑

２０２０年７月 女子不堪家暴跳楼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虞城强拆伤人

２０２０年７月 专升本考试泄题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玛莎拉蒂案宣判

２０２０年７月 考生撕毁他人高考答题卡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郑州“９岁老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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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打击‘假口罩’”“重罚发‘疫情财’行为”

“郭某某隐瞒出境看球经历”等事件。河南全

民“硬核防疫”在网络舆论场引发热议，河南省

雷厉风行的抗疫风格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但基

层部门一些极端做法，如挖路封门、禁止外地车

加油等也受到舆论的批评。从舆情爆发力来

看，“郭某某隐瞒出境看球经历”事件的强度和

热度最大，影响也最为广泛。郭某某被网络舆

论称为“一人害一城”的“毒王”，引发网民的人

肉搜索，其家庭背景也被网民编派和揭露，引发

舆论的鞭挞。郑州“毒王”事件的发酵与郭某

某的自私行为有关，但也反映了民众对病毒的

恐惧。在疫情传播期间，人们很容易产生焦虑、

慌乱等负面情绪，加上自媒体的过度渲染和随

意加工，个体的焦虑很容易演变为社会恐慌，这

为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土壤。在疫情被控制

之后，生物病毒的危害性大大减弱，但由其衍生

的另类“病毒”却不会消失，流言、谣言的泛滥

就是这类病毒在信息社会的表现。新冠疫情成

为全年的舆论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众

对其他事件（议题）的关注，与疫情无关的事件

（议题）不再像往年那样被媒介热炒。

２．涉官负面事件减少，教育、医疗、公共道

德类事件增多

在以往河南网络舆情事件中，涉官事件往

往占据五成以上。这类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

有：一是地方公共部门、官员不作为、乱作为；二

是涉事地处置不当。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

转移了人们的关注点，遮盖了其他社会事件，

２０２０年河南涉官负面事件较少。由表１可知，

２０２０年河南网络舆情事件中涉官负面事件仅

有６件，占网络舆情事件的 ２５％，与往年的

５０％左右相比，这类事件下降的幅度较大。从

舆论影响看，“儿童被埋”事件因为其本身的震

撼性以及后续处置不当而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

响，事件的持续时间较长，其他涉官事件持续时

间都很短。郑州“９岁老赖”事件虽然有震撼

性，但在金水区法院发布道歉信后迅速消退；

“投毒杀人案嫌疑人改判无罪”事件引起人们

对司法不公的忧虑，虽然引起网络关注，但舆情

却一闪而过；“开封城管推倒卖菜老人”“占用

１．５万亩农田建养猪场”“虞城强拆伤人”事件

在涉事地通报情况、拿出处理意见后也很快消

退。在涉官舆情事件减少的同时，教育、医疗、

公共道德等方面的舆情事件增多，与校园欺凌、

师德退化、贫富分化等问题相关的个案增长较

快。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类事件在近年来上升

较快。２０２０年又出现了“专升本考试泄题”“幼

师发亲吻男童视频”事件等。这说明，在突发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教育领域依然存在

着诸多问题，网络舆情事件是对这些问题的映

射。教育公平是民众的基本诉求和期待，其势

必会成为网络热点话题。

３．网络舆情事件进入个案时代，背景因素

不再主导事件的走向

网络舆情事件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事件，它

不是事件与网络的简单结合，而是事件、背景、

网络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所谓背景因素，是

指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和相应的社会情绪、预

设立场、惯性思维、先入之见等。贫富分化、社

会腐败、环境污染、粗暴执法、强征强拆等问题

必然会对民众的思想、心理产生影响，形成社会

的集体认同、共同感受，一旦出现象征性社会事

件，隐藏在其背后的思想倾向、立场、情绪就会

被激发出来，在网络媒介上形成舆论焦点。特

殊事件连带着背景因素在网络上聚焦、扩散并

产生群体性行为，这是网络舆情事件的形成轨

迹。在以往的网络舆情事件中，情绪、惯性思

维、先入立场、偏见往往掺杂到事件之中，舆情

很容易脱离事件本身而向外扩散。例如，“天

价过路费”“袁厉害”“房妹”事件，均形成了“媒

介的狂欢”，与这些事件相关的蛛丝马迹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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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从而形成舆论危机。而在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网络舆情会呈现出不同以

往的特征，如２０２０年河南影响较大的“儿童被

埋”事件，虽然舆论关注热度较高，也出现了衍

生事件，但并没有像“袁厉害”等事件那样，被

舆论狂轰滥炸，也没有被深度炒作。这说明，在

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网络舆情呈现

出个案特征，个案本身的特性以及后续的政府

应对成为决定事件走向的主要因素，背景因素

虽然与事件的形成相关，但不再左右事件的

走向。

４．网络舆情事件的爆发力减弱，持续时间

变短

影响网络舆情事件的爆发力和持续时间的

因素是多重的，除事件本身的震撼性、冲击性

外，还取决于背景因素、过程性因素等。外在的

偶发事件如果不触及内在的社会风险，其冲击

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形成持续的群体性聚集。

事件背后的社会情绪、政府应对措施、网民围观

程度、媒介炒作程度都会对事件的演变产生影

响。网络舆情事件的形成是事件、背景、网络三

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它不可能像一般的新闻事

件那样仅仅被民众热议，它必然会引起相关部

门的回应和处置。一旦涉事地相关部门介入，

其一举一动就会在网络聚焦，政府应对成为重

要的可变因素。如果应对恰当、互动渠道通畅，

则网络围观不会持久，网络炒作也难以发挥作

用，事态就会很快平息。随着社会治理水平的

提升和政府对网络乱象的治理，网络舆情事件

的爆发力减弱、持续时间变短。２０１９年“焦作

幼师投毒”“官员深夜带队拆迁被撞身亡”“义

马气化爆炸”“南阳水氢燃料车”事件本身有一

定的冲击性和震撼性，但在当地政府发布通报

后很快消退。２０２０年这类事件表现得更为明

显，除“郭某某隐瞒出境看球经历”“儿童被埋”

事件外，其他事件的爆发力都很弱，持续性都很

短，有些事件甚至瞬间即逝。

　　二、网络舆情折射出的问题

　　在重大突发卫生公共事件背景下，社会风

险的传播与展现方式必然会发生变化，对舆论

生态产生深刻影响。与往常相比，不但舆论聚

焦点与舆情特点有所不同，而且网络舆情也折

射出一些问题。

１．疫情衍生另类“病毒”，“信息瘟疫”“媒

介恐慌”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在疫情发生初期，各种杀死病毒的信息层

出不穷，“槟榔抗病毒”“喝酒抗病毒”“烟花爆

竹能杀死病毒”等，这些花样翻新的“偏方”对

民众产生了误导。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１日，中国科

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联合发布研究成果，称双黄连口服液能够

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这种“体外”实验与中医辨

证理念完全相悖，但双黄连却被视为“抗疫神

药”，一夜之间，双黄连口服液被民众抢购一

空，“信息瘟疫”的影响可见一斑，它已经成为

影响抗疫乃至公共秩序的严重问题。在后疫情

时代，生物病毒的危害性大大减弱，但“信息瘟

疫”却并没有消失，特别是在国外疫情大暴发

的情况下，“信息瘟疫”此起彼伏。“毒王诞生”

“数万华人拥入”“某地封城”“某地出现确诊病

例”等标题新闻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新冠引

发粮食危机”等信息引发一部分民众非理性抢

购。“信息瘟疫”由瘟疫衍生而来，但其传染性

不亚于瘟疫本身，其与谣言类似，但又不是一般

的谣言，其传播基于人们对瘟疫的恐惧，因此，

其比一般的谣言更具传染性和杀伤力。在信息

化时代，民众对世界的认知越来越依赖于媒介，

但媒介对事件的呈现并非真实的和完整的，存

在狂轰滥炸、不当加工、随意捏造的问题。同

时，信息化时代也是资讯泛滥的时代，会带来另

类的信息封闭，为“信息瘟疫”的流行提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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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世界性的疫情还没有完全被控制的时

期，个体焦虑与“媒介恐慌”交互作用，“信息瘟

疫”就会不断涌现，需要认真对待。

２．自媒体乱象频出，网络环境受到污染

２０１３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加大了对网络水

军及传谣网络大Ｖ的治理，网络敲诈和有偿删

帖的现象得到了遏制，少数人裹挟大众舆论的

状况基本消除。净网行动净化了网络环境，对

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随着

移动网络时代的来临，各种新型媒介不断涌现，

信息传播方式、舆论生态、媒体格局发生了深刻

变化，自媒体乱象又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是

网络直播低俗化。网络主播为了吸粉、获得打

赏，进行伤风败俗乃至色情暴力的表演。“‘滴

滴司机’直播性侵‘女乘客’”事件就是这类问

题的典型。“滴滴司机”“女乘客”“性侵”等成

为吸引眼球、获得打赏的噱头，这种自导自演、

以淫秽直播牟取利益的行为非常恶劣。二是公

众号的营销色彩浓厚。公众号与营销号的不同

在于前者有公共、公益的内涵，不应该打着公共

的旗号牟取私人利益；但在现实中，公众号却异

化为隐秘的营销号，成为牟取私利的工具。为

刷流量，利用民众的焦虑和“义愤”发布煽动性

言论；为博关注、赚粉丝，打着“正义”的旗号渲

染民粹情绪，搞道德绑架；为吸粉、博取点击率，

打着“爱国”的旗号，发布类似于“某某国要求

加入中国”的低俗新闻，这些都是公众号异化

的表现。在“郭某某隐瞒出境看球经历”事件

中，一些公众号强蹭热点，利用民众的恐慌情

绪，编造和传播谣言，毫无根据地将郭某某塑造

成“贪官”后代，刺激民粹情绪。在“货车侧翻

掩压路边捡蒜村民”事件中，村民捡前一辆货

车侧翻后遗落的大蒜行为被一些自媒体说成是

哄抢大蒜，并将后一辆货车侧翻说成是哄抢行

为所致，这种编造新闻赚取流量的行为造成了

恶劣的社会影响。自媒体本来可以发挥正面监

督作用，但由于流量、关注度与商业利益联系在

了一起，这种正面效应被淹没在大量的虚假信

息之中。三是微信、抖音、新闻 ＡＰＰ等社交媒

介“圈层化”现象严重，侵蚀了人们独立思考的

能力。网络时代的特征是信息开放，但技术上

的开放并不一定带来认知的开放，反而有可能

带来信息的“圈层化”。由于社交圈子化、信息

获取定制化，加上一些新闻ＡＰＰ利用算法选择

性发送信息，人们看问题的视野越来越封闭，片

面认知不断被强化。大量涉猎和阅读，反而造

成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极端化、非理性的话语

表达盛行［２］，这是自媒体时代独特的现象。

３．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不足，网络空

间的娱乐色彩日渐浓厚

网络空间打破了地理空间的封闭性和界

限，实现了互联互通，消解了现实社会中地位、

身份、职业门槛，为不同地域的群体提供了交

流、碰撞、沟通的平台。网络技术造就的全新交

往媒介改变了社会交往形态，同时也为民众提

供了表达诉求、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任何人

只要掌握基本的设备和技能，就能进入这个空

间进行交流、发表意见。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空

间成为公共交往的平台，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

热情空前高涨。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出现，网民

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但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

与热情却没有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进一步高涨，

相反却呈现回落的态势。手机游戏快速发展，

线上娱乐方式不断更新，占用了人们大量的时

间。与此同时，微信成为最为活跃的社交平

台［３］，朋友圈交往取代了公共交往，信息接收渠

道越来越狭窄，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也开始受

限，网络空间逐步向生活娱乐靠拢。网络空间

娱乐化色彩日益浓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网

络舆论的公共性，其突出表现是：猎奇式心态开

始流行，对怪事见怪不怪，情绪性因素大于理性

探究，从２０２０年河南网络舆情事件中可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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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到这一点。网络舆情形成后，网民的围观、

参与、评论都大不如以往，如果没有传统媒介的

跟踪报道，舆情便会迅速消退，网络舆论的监督

功能开始弱化。

４．一些基层管理部门的舆情应对存在注重
技巧而轻视本质的问题

近年来，地方政府在舆情的应对上下了很

大功夫，应对和处置能力逐渐提升，封、堵、捂、

压、瞒的应对方式不再流行，集体为个体买单的

情况大幅减少，次生舆情也越来越少。然而，由

于旧习气并没有完全消失，舆情应对还没有达

到应有的状态。政府越来越重视网络舆情，但

地方或基层管理部门的舆情应对却存在一个误

区，即注重技巧而忽视本质。“持续监测、准确

研判”、“快报事实、慎报原因”、抓住“最佳４８
小时”、“统一发布口径”、“找到舆论关切点”、

“用好网评队伍”，这些技巧和方法在实际工作

中被经常提及，已经成为政府舆情应对的基本

知识，但是在一些具体事件的应对中，知识和技

巧并没有被用好，在特定的案例中，技巧和知识

甚至成为旧习气的附属物。实际上，舆情应对

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没有理念的更

新，没有直面是非曲直的坦荡态度，不相信民众

的良知和智商，而仅仅以消除负面影响为应对

的出发点，技巧和方法同样可能被用歪。在原

阳“儿童被埋”事件中，舆情监测不可谓不完

善，信息发布不可谓不快，发布口径也不是不统

一，但却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次生舆情，“打记

者”成为影响地方形象的另一个严重事件，对

地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二次伤害。这说明，

技巧、方法若与本质相脱节，舆情应对就不会进

入正确的轨道。舆情应对的根本在于还原真

相、取信于民［４］。只有在本源确立的情况下，应

对技巧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三、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

网络舆情的应对理念与策略

　　在风险社会与网络社会重合时期，网络舆

情事件频发是一种常态，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

事件背景下更是如此，但舆情事件出现之后的

政府应对却是一个能动的可变因素。如果应对

得当，是非曲直彰显，社会风险会借助于事件而

释放，社会负面情绪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

如果应对失当，则会将矛盾引向政府部门，演变

为公共舆论危机，造成社会风险和负面情绪的

积累，影响政府公信力。

网络舆情的正确应对是社会治理的一部

分，需要引入协同治理理念。在协同治理理念

下，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

垂直关系，而是主体间的平等关系。政府是舆

情应对的主导力量，但不是唯一力量。网络舆

情的形成是各个舆论主体围绕事件（议题）相

互作用的结果，其形成原因与影响是社会性的，

其治理和应对需要社会共治［５］。将网络舆论看

作大众对政府的意见，将舆情应对或治理视为

政府对民众意见的矫治，这是人为地将政府与

民众分开，无法真正解决舆情的变异与失真问

题。舆情与实情的脱节，并非管理者没有控制

好被管理者，而恰恰是“舆论共同体”（多元主

体）割裂的结果。如果“舆论共同体”不能共同

治理舆论，被割裂为控制者与被控制者，那么，

舆情就不可能回到正确的轨道之上。信息技术

架构的网络空间具有开放性、水平性、多中心、

互动性的特点，单向垂直性控制模式已经难以

适应这种变化，迫切需要构建新的社会机制以

适应技术革新带来的变化。如果停留在 “以管

控为内核，以应急为重心，以平息为旨归”的模

式之上［６］，网络舆论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以技术革新为契机，以新促新，推动理念和方法

的创新，网络公共空间的正面效应就能够彰显。

１．以彰显是非曲直、解决现实问题作为舆

情应对的根本

网络舆情预警、监测与应急管理已经成为

地方政府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舆情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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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为其必修课，然而当重大网络舆情事件发

生时，应对失当却时有发生，其原因不在于没有

掌握必要的应对技巧，而在于应对之本的欠缺。

舆情应对分为应对之本和应对之术，前者是手

段、方法的依止之处，后者是技术性手段。在网

络公共空间中，虽然有身份、角色的外在差异，

但事件有着本来的是非曲直，这是一切共识建

立的基础。网络舆情在一段时间内有可能与实

情不相符合，但是其不可能长期偏离实情，只要

去除私心杂念，不偏不倚，以真诚的态度去应

对，网络舆情就会回归真相。彰显本来的是非

曲直，公正解决舆情所反映的问题，这是治理理

念的落实，也是应对网络舆情事件的根本出发

点。只有明确了这一根本出发点，应对能力才

会真正提高。如果不相信民众的理性和良知，

将舆情应对仅仅视为搞定舆论、平息事件，再高

明的技巧都无法发挥其正面的作用。摒弃搞定

思维、对立思维，消除“术治论”习气，解决问题

而不是搞定问题，网络舆情才会得到有效治理。

网络舆论需要进行引导，但引导不是以先入之

见去“矫正”舆论，而是主体之间在追求真相和

公道的基础上相互引导。没有探究真相、彰显

公道、解决问题的态度，即便是掌握了预警、监

测和回应技巧，网络舆情也不可能得到真正

平息。

２．区分公众号和营销号，发挥自媒体的正

面效用

公众号与营销号的区别是，前者是非营利

性的具有公益内涵的自媒体，而后者是被市场

逻辑支配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媒介账号。前者创

作、分享的目的是表达诉求、维护社会公正，后

者则以实现自我利益为目的。近年来，出现了

大量出于营销目的的公众号，一些本来以创作、

分享为目的的公众号也为了追求流量带来的利

益而异化为营销号。媒介账号、公关公司、网络

平台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媒介大号追求流量，

公关公司以“刷量”营利，网络平台也从广告主

那里获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正当的经营活

动严重受损，自媒体传播内容日益低俗，公共利

益无从谈起。网络公共空间被市场化，其结果

必然是民粹情绪上升、舆论极化和品位的下降。

舆论环境恶化的问题不解决，谣言、流言、“信

息瘟疫”泛滥的状况就无法被遏制，自媒体的

正面效应就无法发挥。解决网络公共空间的异

化问题，当务之急是规范广告行为，区分公众号

和营销号，对其进行分类标注，斩断公众号营利

的链条。只有保证公众号的公共性、公益性不

被商业资本侵蚀，网络舆论环境才能得到改善。

３．改进信息发布方式，构建良好的互动沟

通环境

信任是社会交往和社会协同中最为关键的

粘合剂［７］。网络公共空间是一个水平式、开放

式的交往平台，垂直性单向信息发布模式在网

络时代已经难以发挥作用，迫切需要在技术的

平等性、交互性基础上实现内涵式提升，建立多

维度、全方位的互动与沟通机制。网络舆情事

件出现后，不是搞一次简单的新闻通报就了事，

独白式、无细节、无证据的信息发布无法满足民

众探究真相的要求，互动沟通应该成为新的信

息交流方式。互动沟通的本质在于通，在于发

现各种意见、态度背后的问题，从而做出合理的

修正。话语沟通的有效性并不是因为话语自身

具备理性，也不是因为交往本身蕴含着真理，而

是因为话语沟通是与人的理性和良知联系在一

起的。真相、公道与公开、理性沟通的舆论氛围

相适应，而强辞、谣言、流言和情绪的鼓噪却只

能在封闭的环境下盛行。在公开、理性的舆论

氛围中，各种偏私的观点、歪曲事实的言论、过

激的意见就会被看得清清楚楚，不会持续地蒙

蔽人的双眼。相信民众的良知和理性，拓宽互

动渠道，构建良好的互动沟通环境，让每个主体

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就能够形成基于真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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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的公共舆论。

４．将清理淤堵作为舆论引导的原则，摒弃

围堵式引导方式

舆论引导与河流引导相似，其基本原则是

清理淤堵。如果不顺应人性、人情，不畅通人

心，所谓“舆论引导”同样会带来祸患。在舆情

事件之上的意见差异和对立，其实类似于河流

的淤堵。本有之明被外物所遮蔽，事件之上附

着了私利、私意、情绪、先入之见，真相和公道就

不能显现。若清理这些障碍，舆论就能回到正

确的轨道之上。因此，舆情失真变异，其原因不

是没有公道，而是人心本有之明被外物所遮蔽，

无法发挥作用。相信人的良知和理性，顺性而

导，则道义通流，舆情自然回归实情。因此，舆

论引导不是防人之口，不是操纵人们的意识、强

行为事件定调，不是构筑堤坝而将舆论引导到

某个方向，而是清理淤堵、通顺人心，还原本来

的是非曲直。舆论需要引导，但却不是一部分

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引导，而是舆论主体相互沟

通、消除主观遮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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