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数字化变革中袁通过信息交往的主体相互形

成实时交互关系袁数字媒介成为公众发声的热门聚

集地袁集群行为和群体极化现象频发袁情绪化的受

众容易使非理性化的倾向走向极端袁进而引发舆情

事件遥 运用 CiteSpace 分析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10 日中国知网上主题为野舆情冶尧文献

来源为野北大核心冶与野CSSCI冶的 2857 篇文章袁可发

现其中的高频词为野网络舆情冶野突发事件冶野舆情治

理冶野新媒体冶等遥
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院

一是对舆情传播规律的分析遥 张军等结合群体行

为理论和收敛交叉映射算法袁提出基于数据驱动的

舆情传播建模方法[1]遥 兰月新等探讨舆情风险监测

机理袁构建舆情传播核心要素指标集[2]遥 唐云锋等

分析了舆情主体圈层化尧舆情传播的突发与裂变性尧
传播平台间的共振性[3]遥 金家新运用社会学尧传播

学尧行政管理学等多学科视角袁探讨舆情传播与风

险沟通过程中信息重塑尧风险重塑尧舆情危机与舆

情极化的形成机制[4]遥 蒋国银等通过开放编码和主

轴编码获取影响舆情传播的因素[5]遥 二是对舆情发

展趋势的把握遥 杨阳等将包含情绪函数的 RDEU
理论引入突发事件舆情演化的博弈中袁研究因情绪

类型和强度差异导致的不同舆情演化趋势[6]遥 谢耘

耕等根据软件测试尧研讨会和实证研究的结果袁提
出人工智能背景下网络舆情监测分析发展的十大

趋势[7]遥 卢恒等基于社会学视角构建了重大疫情中

网络舆情多属性演化分析模型[8]遥 杜智涛认为社会

情感传播和信息级联效是推动舆论场形成与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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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底层因素[9]遥 熊先兰解读了突变效应尧雪球

效应尧长尾效应尧野替代转移冶和野舆情关联冶规律,探
究舆情的形成尧发展尧消减以及转移等各个阶段的

特点[10]遥 三是对舆情风险的治理遥 现有研究大多聚

焦于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尧群体性事件舆情尧网络舆

情风险的治理遥 崔小燕尧张长利从传播政治经济学

视角分析突发公共事件舆情风险诱因系统袁进而探

索舆情风险治理路径[11]遥 文宏基于对群体性事件舆

情大数据的分析和挖掘袁利用网民评论的主题和情

感构建群体性事件中网民对政府回应的反馈图谱[12]遥
沈费伟尧杜芳基于风险治理理论袁结合杭州市野瞭望

哨冶工程袁深入分析网络舆情风险防控的创新逻辑尧
现实问题及优化策略[13]遥 此外袁学者们还利用动态

贝叶斯尧因子分析等方法构建舆情监测预警模型遥
既有研究富有启发意义袁引发笔者诸多思考遥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促使数字传播成为思想文化

集散的重要形式袁那么数字舆情传播有何新的特征钥
数字舆情的演化规律是什么钥如何有效应对数字舆

情钥 本文着力于洞察数字时代舆情传播新变化尧剖
析数字舆情演化的内在机理尧探寻数字舆情疏导的

可行路径袁为防控数字舆情风险尧营造健康理性的

舆论环境提供理论支撑遥

一尧数字时代的舆情传播新趋势

数字时代袁人与技术频繁交互袁不断拓展人的

交往空间遥 人们可以身处野此在冶袁通过数字媒介转

场至屏幕场景中的野彼处冶袁与他人进行共时性交

往[14]遥 在此情境下袁舆情传播范式从大众传播转向

数字传播袁呈现诸多新趋势遥

渊一冤传播媒介从野离身冶到野具身冶
长期以来袁主流传播理论建立在以野离身冶为基

底的大众传播范式之上袁侧重于符号文本的考察袁
重点关注如何实现传播内容通达受众的最佳效能遥
该范式主张传播是身体之外的精神意志的交往[15]袁
信息符号作为表征世界的心灵意识只有超脱于身

体的束缚才能远程传输[16]遥 虽然人们在认识媒介本

质时有理论分殊袁但是大多将媒介视为工具袁认为

其仅充当传输信息的通道遥 在数字时代袁传播媒介

的发展重塑了传播生态袁深刻影响着人的生存与发

展遥 传播媒介的创新直接关涉野存在的升级冶袁不仅

是工具性的进步袁而且定义了新的可能世界[17]遥 传

播活动不再局限于人际间的交往袁而呈现出人与媒

介跨界交互的特质袁传统的野离身冶传播理论已无法

解释人与媒介之间的新境遇遥 因此袁人们开始寻求

野媒介转向冶袁尝试跳出野离身冶理论范式袁回归身体

研究的野具身冶思维框架袁以诠释当下的舆情传播场

景遥 野具身冶概念源于莫里斯窑梅洛-庞蒂渊Maurice
Merleau-Ponty冤的知觉现象学袁主张身体的体验是

认知与心智的根本来源遥 野现象身体冶不仅指人客

观存在的物质性身体渊实在具身冤袁还包括人体验到

的身体渊虚拟具身冤遥 约翰窑杜海姆窑彼得斯渊John Du-
rham Peters冤洞察身体与媒介之间的内在关系袁将身

体定义为最基础的媒介[18]袁曾经以野离身性冶为主的

虚拟空间愈发呈现野具身性冶[19]遥 具身性指代以身体

知觉和运动图式为基础的身尧心尧物尧环境在特定关

系情境中的交互实践状态[16]袁最终呈现物我合一的

互构样态遥 数字媒介的中介性与具身性完美融合袁
融入揭示人的本质的进程之中遥 在媒介的具身化

进程中袁媒介是人的延伸袁人亦成为媒介的延展遥
人尧数字媒介尧传播环境三者互嵌袁共同构成数字舆

情传播系统遥 在此系统中袁数字媒介与人的身体深

度融合袁两者的共生体成为新型传播主体[20]遥 人在

真实世界获得的知觉经验被新型传播主体反馈到

数字虚拟空间袁使人感到身临其境袁体认始终野在
场冶遥 与此同时袁数字媒介也不再以客体形式呈现

其本质袁而成为主体的一部分袁形塑人的认知经验和

具身体验[21]遥

渊二冤传播范式从野单向冶到野交互冶
在传统大众传播中袁信源的权威性直接决定信

息的传播效能遥 因此袁大众传播阶段的传播主导者

多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机构或社会组织遥 在以数

据为基底的数字传播模式中袁人们对信源真实性的

判断依赖于算法等数字技术遥 信息传播从集中封

闭的大教堂模式走向开放自组织的大集市模式袁更
加凸显叙事内容的可感知性袁愈发注重感官的沉浸

式体验袁大大增强受众的临场感[22]遥 随着数字技术

的迅猛发展袁交互式信息聚合平台逐渐成为深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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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认可的信息传播渠道袁推动传播体系结构扁平化

发展袁传播中间层规模呈减少趋势遥 传播层级的压

缩和整合可有效防止中间层对信息的截留袁不仅上

情下达更为高效袁而且下情上传也更为通畅遥 丹尼

斯窑麦奎尔指出袁所有的媒介都能够纳入以计算机

传播为核心的架构中袁交互性成为新型传播的主要

特征[23]遥 交互式信息聚合平台是具有开放尧整合尧激
活尧服务属性的高维媒介袁其运营模式与互联网逻

辑相契合[24]遥 信息发布者与受众处于双向互动模式袁
不再固守野我说你听冶的单向线性模式遥 传播活动

以信息的传递为起点袁以关系的建构为旨归[25]遥 信

息传播平台同时也是关系连接和互动交流的平台袁
扮演着社交关系建立与维护的重要角色[26]遥 相似旨

趣和价值追求的受众齐聚信息传播平台袁通过野点
赞冶野评论冶等方式表达情感认同袁赋予特定信息内

容可见性袁进而影响数字舆情的发展方向遥

渊三冤内容生产从野人工冶到野智能冶
数字舆情传播以智能终端为节点袁以数据替代

传统生产要素袁以智能技术决定内容生产遥 内容生

产的智能化有赖于海量数据积累和强大算力支撑遥
智能技术将世间万物的特有信息以数字化样态存

储于数据处理器袁在强大的分布式存储系统的助力

下袁形成空前庞大的动态数据资源库遥 智能机器分

析处理数据袁独立完成信息内容生产袁并针对不同

用户定向精准传输遥 信息内容生产的主体不再局

限于人类袁机器与人的共生体成为新型主体遥 掌控

智能技术和海量数据的企业组织成为信息生产系

统的中坚力量袁人机一体的写作模式成为内容生产

的主流趋势遥 基于对人类语言的深度学习袁人工智

能可以通过对数据的挖掘和重组形成自己的叙事

风格袁打造不同情景的个性化内容生产曰同时袁还
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工具精准研判受众对传播内

容的接受度袁然后以此为据不断优化内容生产遥 内

容定制化是内容生产智能化的显著特征和发展趋

势遥 至于如何实现舆情信息与用户需求的有效匹

配袁则需要对舆情信息进行智能分发遥 在数字时代袁
信息分发权力逐渐由人类转移至人工智能袁以算法

驱动的个性化推荐逐渐取代传统的精英编辑模式袁
通过个性化算法分发为用户提供合乎口味的定制

化内容遥 算法分发基于数据统筹袁分析用户的历史

行为轨迹袁计算对内容特征的偏好程度袁精准勾勒

用户画像袁继而推荐与用户行为偏好相匹配的信息遥
这种自我反馈的内容分发模式袁基于对用户特征的

深度挖掘和精准把握袁增强了信息与受众的内容关

联袁规避了信息泛化袁实现了千人千面的精准信息

野投喂冶袁将用户从信息海洋中拯救出来遥 通过算法

推送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价值偏向袁其筛选和推荐的

内容不仅容易引发用户的价值共鸣袁而且可以推动

用户的认知和行为向既定方向发展遥 算法分发一

般将内容尧协同过滤尧时序流行度等作为重要推荐

参数[27]袁算法推荐架构尧规则策略等成为信息能否

达至受众的重要因素遥 相较于人工分发袁算法分发

的技术原理难以让大众理解袁其操作常常呈现野黑
箱冶状态遥 利窑巴里瑟提出野过滤泡冶概念袁直指算法

操控问题遥 算法分发在为用户精准匹配有价值信

息的同时袁也野窄化冶和野固化冶用户的信息获取通

道袁导致用户执着于单一认知袁甚至偏见丛生遥

二尧数字舆情的演化机理

数字时代袁公众更青睐于通过数字空间表达诉

求尧维系情感和沟通协调遥 数字舆论场已然成为各

种力量争斗的修罗场袁充斥着激烈的交锋和未知的

变数遥 数字舆情有一定的生命周期袁每个阶段受多

种因素的影响袁在生发机理上存在差异遥

渊一冤数字舆情酝酿期的刺激源

数字舆情的刺激源通常是社会公共事件遥 人

们在自身心理尧经验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

下对刺激源作出回应袁从而推动数字舆情的形成遥
首先袁偶发性事件演变为数字舆论热点事件遥 算法

推荐直接将社会热点舆论以降序形式排列并呈现

于公众面前袁从而使舆论热点更加聚焦遥 突发性的

野导火索冶引爆舆论热点袁点燃公众共情心理袁诱发

单一性的偶发事件走向舆论热点事件遥 数字传播

带来信息过载袁受众在海量信息轰炸中重构事件脉

络袁在感性认知基础上进行浅层解读遥 这些情绪化

的信息在数字舆论场迅速蔓延袁利益趋同群体不断

聚合共同发声遥 在同情弱者尧声援少数的惯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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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袁是非尧对错尧真假等不再是首要考量因素[28]遥
非利益相关群体基于对未来陷入相同困境的隐忧

和焦虑袁迅速与舆论热点事件利益相关群体联结起

来袁持续输出情绪共识袁增强群体话语权袁成为舆论

传播的重要推手遥 其次袁数字舆论热点事件升级为

数字舆情事件遥 意见领袖借助数字传播构建情感

共鸣圈袁赢得围观的道义支撑点和舆论制高点遥 随

之而来的是数字媒介将相关舆论信息呈现于显要

位置袁形成多维信息链袁以此激发舆论热点事件的

扩散袁使其不断汇聚升级为数字舆情事件袁甚至引

发网络集群行为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人们持续关注的

往往是议题背后的权力本质遥 热点事件主要聚焦

于权力运行过程袁包括权力决策者制定的相关政策尧
权力执行者推进决策执行的相关工作尧权力监督者

的工作效能等袁同时重点关注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尧
合法性与公平性遥 若权力主体无法实现权力边界

清晰明确尧权力决策科学合理尧权力运行程序公开

透明的承诺袁公众便会以数字舆情形式来表达督促

权力主体纠正用权失范行为的诉求遥

渊二冤数字舆情爆发期的转向

数字舆情爆发期是数字舆情的扩大化传播阶

段遥 公众尧自媒体尧主流媒体等纷纷加入数字舆情

传播队伍袁不断提升数字舆情影响广度和内容解读

深度遥 在此期间袁公众的需求成为数字舆情发展的

关键推动力遥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生

理需要尧安全需要尧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尧尊重的需

要尧自我实现的需要 5 个层次袁公众的注意力集中

于自身所处及以下层面的需要袁对超越自身层次的

需要关注甚少遥 当社会公共事件的发生导致个体

感知基本生存需要渊即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冤受到

威胁时袁大多数人都会持续关注和参与议题袁从而

成为舆情发酵的推动力遥 随着议题的扩散演化袁数
字传播中衍生出的各种信息蜂拥而至袁导致数字舆

论场出现众声喧哗的场景遥 人们在真实信息与流

言蜚语间徘徊袁难以分辨真伪袁在裹挟效应下更趋

向于相信多数人言论的真实性遥 换言之袁受众在传

播活动中表现出从众心理袁常常在潜意识中受到来

自某个群体真实的或臆想的压力影响袁顺从群体中

大多数人的意愿遥 此现象与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

白窑诺尔-诺依曼渊Elisabeth Noelle-Neumann冤提出

的野沉默的螺旋冶理论相契合遥
数字舆情核爆式的扩散推动了数字舆情事件

本身的议题建构深化袁不断激发网友尧媒体和公权

力机关对事件的深度挖掘袁越来越多关于数字舆情

事件的信息被追踪报道袁数字舆情达到巅峰时期遥
此时袁就事论事的表象论战深化为事件背后的原因

挖掘袁人们开始探究制度机制方面的窠臼袁倒逼关

键领域深化改革遥 人们的注意力由数字舆论场被

引向现实社会场域袁实现数字舆情的场域转向遥 为

避免事态扩大袁涉事主体通常会对数字舆情事件做

出回应袁以期纾解社会情绪遥 一般情况下袁在获得

积极回应后袁数字舆情事件本身不仅可以得到有效

解决袁其涉及的制度机制或政策措施等也会得到及

时改进调整袁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遥 当新的数

字舆情刺激源出现时袁公众关注的热点转移袁既有

数字舆情逐渐回落遥

渊三冤数字舆情处理期的次生灾害

在重大数字舆情事件中袁舆情的生命周期被一

次次延长袁次生舆情危机频发遥 次生数字舆情是从

已处于消亡期的数字舆情中衍生出的新舆情袁新旧

舆情相互叠加袁爆发出力量惊人的舆情海啸遥 次生

数字舆情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院一是数字舆情事件

具有耦合性遥 尽管不同数字舆情事件生成环境有

其特殊性袁但在演化过程中某些事件之间可能存在

隐蔽关联遥 这种联系可能会激活已经消亡的数字

舆情事件袁导致舆情的二次爆发遥 一些已经消亡的

数字舆情事件只是因热度下降而失去传播动力袁其
所涉及的矛盾和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遥 这些仍

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在隐蔽处集聚能量袁在适当的

时机被激发而形成次生数字舆情遥 二是公众的情

绪化心理遥 数字舆情事件易引发社会情绪波动袁公
众对数字舆情事件的认识具有情绪化色彩袁常常持

放大镜视角审视数字舆情事件主体的所作所为袁一
旦发现问题袁便会再次点燃舆情爆点袁引发新的数

字舆情遥 三是数字技术促使舆情快速传播和发酵袁
导致次生舆情加速形成遥 一旦在原有舆情基础上

出现了新的舆情焦点袁数字媒介也会随之转向以吸

引公众注意力袁承接了原有舆情热度的新一波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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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潮迅速蔓延遥 四是涉事主体回应不力遥 在数字舆

情事件中袁如果涉事主体对舆情事件回应不够细致尧
缺乏说服力袁或者回应内容华而不实尧言之无物袁又
或者应对措施不力尧应对方法不当等袁都可能导致

次生数字舆情爆发遥
尽管引发次生数字舆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袁但

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及时有效地填补公众的信息野需
求缺口冶遥 渴望了解真相的公众不得不把注意力转

向信息庞杂的数字媒介遥 在真相模糊不清的境况

下袁个人情绪容易占据舆论制高点袁极易引发负面

社会心理洪泛袁其危害性远大于数字舆情事件本身遥
数字舆情关联的负面社会情绪不断积压袁若不加以

有效疏导必将导致谣言横行遥 进而言之袁如果谣言

屏蔽真相袁那么随之产生的次生舆情灾害甚至可能

引发社会公共危机遥 谣言的盛行程度与其议题的

重要性尧内容的模糊性尧公众的判断力和政府信息

公开程度密切相关遥 传播谣言的目的各有差异袁有
些人为了蹭热度尧上头条制造流量谋取利益袁对专

家解读或客观事实进行重构以制造噱头曰还有些人

利用公权力机关在工作中的失误制造谣言袁煽动公

众情绪袁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遥 因此袁及
时发布客观公正的权威信息尧坚决打击谣言尧有针

对性地化解负面舆论袁有助于统一公众认知尧平稳

社会情绪尧杜绝数字舆情次生灾害的发生遥

三尧数字舆情的治理进路

加强数字舆情的技术规制尧制度规范和主流价

值关怀袁优化数字舆情算法推荐袁打通数字舆情对

话通道袁把握数字舆情核心关切袁才能有效应对数

字舆情危机袁推动数字舆情健康有序发展遥

渊一冤破茧院优化数字舆情算法推荐

算法推荐是指通过生成合成类尧个性化推送类尧
排序精选类尧检索过滤类尧调度决策类等算法技术

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29]遥 相较于人工推荐和社交网

络的野协同过滤冶袁算法推荐在精准感知用户个性需

求上更具优势遥 智能终端根据用户的兴趣爱好和

思维习惯袁通过算法抓取尧生成尧过滤和分发袁自动

过滤野信息杂音冶袁准确推送信息至目标群体袁满足

其个性化需求遥 但算法推荐在根据个体喜好精准

野投喂冶并为其营造沉浸式数字传播环境的同时袁也
会逐步消解人的主体性袁产生野回声室冶效应遥 智能

算法技术通过数据模型分析袁依凭信息首次触达用

户的数据表现来判断用户喜好袁由此固化用户画像袁
阻断不被用户青睐的信息遥 野信息窄化冶的个体长期

沉浸于均质信息包围圈袁陷入相对封闭的舆论场域遥
由此袁人们深陷野信息茧房冶桎梏袁犹如置身野全景监

狱冶袁出现思维定式尧判断失焦尧思想同质等乱象[30]遥
为了突破野信息茧房冶袁我们应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的

关系袁唤醒人的主观能动性袁避免算法陷入技术至

上的迷思袁同时拓展公众多样化需求袁展现世界多

维面向遥
其一袁平衡算法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遥 算法

不是冷冰冰的工具袁它始终承载着特定的价值遥 优

化算法推荐袁促进数字舆情健康发展袁一是要恪守

技术为民的价值取向袁坚持以人为本袁关注人的生

存与发展袁致力于复归人的主体性袁实现人与算法

和谐共生尧相互增效曰二是要强化算法向善理念袁
用主流价值驾驭算法袁克服资本逻辑的操控袁强化

关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生产和分发曰三是

要建立公平合理的推荐标准袁 完善用户自主选择规

则袁以更加公平正义的制度弥合野数字鸿沟冶袁保障

社会成员平等地获取充足的舆情信息资源曰四是要

切实增强主流媒体的数字舆情引导力袁借力算法技

术袁准确把握数字传播规律袁注重内容深度挖掘袁不
断提升信息产品质量遥

其二袁责任伦理嵌入算法设计与应用遥 中共中

央办公厅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叶关于加强科技伦

理治理的意见曳明确要求院野加强科技伦理风险预警

与跟踪研判袁及时动态调整治理方式和伦理规范袁
快速尧灵活应对科技创新带来的伦理挑战冶[31]遥 马克

斯窑韦伯指出袁人应当遵照责任伦理袁无条件地对自

己的行为承担责任[32]遥 算法由人设计袁并服务于人

的需要遥 算法设计与应用所昭示的是人的本质力

量遥 尽管算法表现为野冰冷冶的代码袁但其设计与应

用应当具有野温度冶遥 因此袁必须明确算法设计和应

用主体的伦理责任边界袁通过有效的野链条式冶责任

制度架构袁形成治理责任共同体袁强化野人机冶双重

责任体系的风险防控遥 算法设计和应用主体的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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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责任袁既有野回顾式责任冶袁又有野前瞻式责任冶[33]遥
要在重视野回顾式责任冶的基础上更加突出野前瞻式

责任冶袁注重预判算法应用风险袁尽可能减少技术的

负面效应遥
其三袁健全算法推荐监管机制遥 一是分类分级

设置算法研发者的算法风险评估和算法解释等职

责袁加强监管机构对算法的合规性审查遥 二是强化

违法信息内容的查处袁规范数字平台对推荐算法的

运用遥 三是健全数据收集尧特征提取尧算法设计的

记录留痕尧认证与审查机制袁以及侵害发生后的纠

正机制袁积极预防算法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34]遥 四

是畅通野投诉-举报-反馈冶机制袁着力为数字弱势

群体量身定制适合其认知特点的服务产品[35]遥

渊二冤聚合院打通数字舆情对话通道

民意通道淤塞和应答机制缺失是数字舆情危

机产生的主要原因遥 如果权力主体不能及时疏浚

民意通道尧完善应答机制袁一味封堵民意袁只会导致

民怨沸腾遥 数字传播遵循野社会舆论-数字舆情-官
方关注并解决冶的路径袁其深层逻辑是个体为实现

社会共性需求而通过数字舆情扩大话语影响力袁调
动社会情绪和媒体资源形成强大数字舆论力量袁以
便构建与权力主体沟通交流的渠道袁促进相关事件

的解决遥 鉴于此袁权力主体可以主动出击袁搭建数

字舆情沟通桥梁袁加强对话交流遥
其一袁抓准回应的最佳时机遥 危机管理专家诺

曼窑奥古斯丁主张院说真话袁立刻说遥 信息传播具有

先入为主的特点袁应对突发舆情袁谁首发谁占先机遥
加之数字传播具有即时性袁一旦激起公众共鸣袁相
同情绪会蔓延至数字空间的每个角落袁这就增加了

权力主体解决数字舆情危机的难度遥 如果反应速

度滞后于数字舆情危机的扩散速度袁不能在有限时

间内采取有效应对措施袁必然会错失解决数字舆情

危机的最佳时机遥 因此袁快速反应尧及时发声成为

数字舆情应对的关键遥 快速反应尧及时发声应以真

实有效为前提条件袁必须处理好速度与实效的关系遥
如果权力主体为应付而应对袁在真相未调查清楚之

前就急于发布结论尧模糊舆论焦点袁非但不会平息

事态袁反而会引起数字舆情龙卷风遥 因而数字舆情

治理应避免形式化的快速反应袁权力主体在牢牢掌

控信源真实性的同时袁应及时向公众通报事件处置

的进展情况袁在秉持真实性的同时还要考虑可行性袁
要充分评估应对效果袁杜绝不切实际盲目许诺的行

为袁以免陷入兑现困局遥
其二袁建立多主体沟通交流模式遥 数字舆情沟

通交流的目的是实现对舆情的有效疏导袁妥善化解

矛盾冲突遥 多元主体参与沟通交流能深化对数字

舆情事件的释读袁有效兼顾多方面诉求袁形成专业

且权威的结论遥 因此袁沟通交流过程不仅应有官方

机构代表袁还应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尧数字空间意

见领袖尧代表性社会组织等参与遥 尤其要善于借助

专家学者和数字空间意见领袖的影响力袁引导公众

正确认识舆情事件的真相与本质遥
其三袁构建多样化沟通交流渠道遥 数字技术的

发展为人们的多元化选择提供了可能袁基于特定需

求和兴趣爱好的野社区冶野圈冶野群冶逐渐兴起遥 这些

社群内部有独特的价值取向和话语体系袁传统的舆

情引导举措很难达到舆情消退的效果遥 为此袁要根

据数字时代人们的交流习惯和不同社群的适配语

言袁针对特定数字空间议题构建多元化沟通交流渠

道袁实现数字舆情的有效疏导遥 权力主体尤其要杜

绝自说自话与闭关修炼袁积极主动地通过网络直播尧
网络听证尧政务微博尧政务论坛尧微信公众号等渠道

加强与公众沟通袁了解民情尧汇聚民意尧发布和解读

政策袁在关键节点澄清事实真相尧疏导网民情绪尧引
导数字舆情遥

其四袁健全政务信息公开制度遥 政务信息公开

制度能够畅通政府与公众的双向交互渠道袁有助于

公众了解政府职能尧参与决策过程尧监督政府工作袁
有助于决策科学化尧服务高效化尧治理民主化遥 政

务信息公开不足既难以让公众通过官方渠道获知

事件全貌袁也难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尧参与权尧表达

权尧监督权袁这是一些数字舆情危机生成的重要原

因遥 政务信息公开应具有准确性和权威性袁如果用

词含糊不清尧语焉不详尧反复无常则可能引起公众

质疑进而引发新的舆情危机遥 政务信息公开应遵

循以公开为常态尧不公开为例外和公正尧公平尧合
法尧便民原则袁不断提高政府的工作透明度和依法

行政能力遥 政务信息公开还应把握合理的野度冶袁在
政务信息最大限度开放的前提下袁确定禁止公开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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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公开尧无条件公开的信息范围遥 虽然现有法

律框定了不予公开信息的范围袁但并不意味着含有

豁免内容的信息全部都不予公开遥 可以在不影响

其保密性的前提下袁将不予公开的信息进行分割袁
尔后将分割后的政务信息毫无保留地公开遥 当然袁
在政务信息公开的内容涉及政府数据时应保持审

慎态度袁因为特定数据即使不涉及应当保密的内容袁
在数据经关联尧整合后还可衍生出新数据袁若新数

据与需要保障的数据利益高度关联袁将直接导致政

务信息公开领域的分割原则失灵袁以往的信息分割尧
匿名尧知情同意程序都不再有效[36]遥

渊三冤共鸣院把握数字舆情核心关切

在野大众麦克风冶时代袁信息发布渠道多样化袁
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尧传播者而不仅是接

受者袁发布的信息可以核裂变的方式迅速在全球扩

散遥 在数字媒体异军突起的时代袁当传统媒体失去

主要信息源地位后袁试图借助传统媒体控制信息流

动的做法已难以奏效遥 要有效疏导数字舆情袁妥善

处置舆情危机袁就应当真心实意地解决现实问题袁
设身处地体认社会情绪袁高瞻远瞩地完善制度机制遥

其一袁积极解决现实问题遥 数字舆情往往隐藏

着一定范围内基本诉求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遥
这种反差导致心理失衡袁形成负面情绪遥 这些负面

情绪通过微博尧微信尧抖音尧快手等数字平台扩散和

放大到现实社会袁与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产生的社

会矛盾相互交织尧共同强化遥 因此袁权力主体应当

以坦诚开放的态度面对数字舆情袁积极解决数字舆

情反映的现实问题遥 应当注意的是袁当涉事权力主

体就某一特定议题进行回应时袁公众往往会就回应

本身进行追问袁推动数字舆情获取新的导向袁延长

数字舆情事件的生命周期袁促使权力主体进入新一

轮的回应互动遥 这就要求权力主体以多种技术手

段为基础袁综合运用聚类分析尧关联性分析尧倾向性

分析等方法加强数字舆情监测袁及时发现和综合研

判数字舆情袁准确把握数字舆情新动向袁洞察数字

舆情疏导新向度袁对新提出的相关现实问题做出有

效回应遥
其二袁体察社会情绪热度遥 数字舆情事件的发

生并非偶然袁而是社会情绪长期累积的结果遥 社会

情绪是公众对社会生活形成的具有共性的心理反

应遥 它产生于公众共同的利益需求袁受公众的思想

意识尧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袁在一定时间和

范围内持续传播遥 社会情绪反映了公众对现实社

会的态度袁是窥探社会心态的野窗口冶遥 透过各类社

会情绪袁我们可以洞察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遥 猝不及

防的数字舆情事件常常迅速放大公众的复杂情绪袁
人们带着高预期审视权力主体疏导数字舆情的能

力袁以此决定对权力主体的认同度遥 例如袁在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初期袁武汉红十字会因在物资的统计

和分配中缺乏应有的工作能力而饱受质疑和批判袁
负面社会情绪的迅速累积导致其陷入信用破产危

机遥 当下袁我们面临诸多未知风险袁唯有高度重视

数字舆情中负面社会情绪可能带来的信任危机袁严
控负面社会情绪对数字舆情的影响袁严防负面社会

情绪的扩散袁才能维护社会持续稳定遥
其三袁着力优化相关制度遥 数字舆情事件背后

的行为逻辑是公众期待公权力得到公正合理运用遥
公众对权力主体的希冀除了话语引导式的回应袁更
期待看到行动式的响应以及深层次的制度层面的

关照遥 目前袁权力主体大多遵循野表明立场-跟进调

查-公布真相-事后追责冶的回应路径袁但对于公众

最为期望的制度性规制的跟进较少遥 如果权力主

体仅着眼于平息事态袁不解决制度方面的根本问题袁
必将导致权力主体的公信力崩塌袁最终陷入塔西佗

陷阱遥在诸多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袁网上舆论一边倒袁
以集体狂欢的形式对涉事权力主体予以嘲讽和否

定袁其原因就在于涉事权力主体公信力缺场导致公

众的不信任遥 因此袁要坚持举一反三袁深挖数字舆

情事件产生的制度根源袁填补制度漏洞袁弥补制度

缺陷袁以科学合理的制度来保障权力的公正合法行

使袁通过优化制度来防范类似数字舆情事件的再次

发生遥 同时袁要加强数字舆情治理评估袁考察数字

舆情的疏导效能袁包括数字舆情的回应速度尧引导

实效尧公众满意度等遥 一方面要考察数字舆情治理

主体在数字舆情疏导过程中的职责履行情况袁分析

存在的主要问题遥 另一方面要评估数字舆情疏导

中的人力尧物力尧管理等成本以及公信力收益尧社会

秩序收益和制度机制收益袁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数

字舆情疏导的最佳效益模式和体制机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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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结 语

数字技术模糊了传播主客体的边界袁消解了信

息生产主体的权威性遥 数字传播平台的开放性尧数
字传播渠道的多样性尧数字传播能力的均等化使来

自于不同利益群体的意志交锋交融遥 个体所持有

的观点通过数字平台聚合后更具偏向性袁容易形成

极端的群体表达遥 虽然人们能够在数字信息的海

洋中畅游袁但信息过载反而导致了人的迷茫袁真假

难辨的各类信息使人难以探寻事物的本质袁人们对

世间万物的认知也变得支离破碎袁由此产生的数字

舆情非理性化趋向不容忽视遥 数字舆情传播具有

去中心化特质袁加剧了数字舆情疏导的复杂性袁而
强制性的舆情控制措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遥 数字

舆情疏导应当以解决现实问题尧增强社会信心尧凝
聚社会力量为价值旨归袁将治理绩效作为权力主体

政策调整的参照系遥 权力主体尤其要抓准回应的

最佳时间节点袁把握舆情疏导的向度尧控制社会情

绪干预的力度尧掌控沟通协调的维度袁以技术规制尧
制度优化尧价值引领为突破口袁不断完善数字舆情

疏导机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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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Trend,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Approach
of Digital Public Opinion

LONG Yu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the media has developed from 野disembodiment冶 to 野embodiment冶, which means that
the media and human body are deeply integrated, forming a new form of mutual construction and symbiosis. The
communication paradigm has evolved from 野one-way冶 to 野interaction冶 as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bring together audiences with similar value orientations to shape social relations. From 野artificial冶 to 野intelligent冶
content production, man-computer symbioses have become the main producers of information content, and content
customization has achieved a high degree of matching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user needs. In the new ecosystem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is accelerating the fermentation of digital public opinion stimuli, and
promoting the deep excavation of digital public opinion backgroun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public opinion
field to real social field. Digital media with complicated information can easily cause public opinion secondary disasters
when filling the 野demand gap冶 of public information. To guide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ublic opinion, we
should optimize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digital public opinion algorithm, especially balance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of the algorithm, embed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responsibility ethics into the
algorithm, and improve the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 We should open up the channel of
digital public opinion dialogue, seize the best opportunity to respond, establish a multi-agent communication model,
build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improve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In the meantime,
we should also focus on the major concerns of digital public opinion, actively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keep a close eye
on the emotions of the public, and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optimize relevant systems.

Key words: digital public opinion; communication trends; evolution mechanism; channeling methods; digit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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