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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理路与对策

◇殷 辂 杨静文

一、网络时代舆论生态的特点及问题

（一）舆论主体呈现多元化态势，资讯传导的主

客体结构深度重构

在网络时代，信息生产与传播不再是专业人士

的“特权”。网络技术构建的公共空间突破了时空限

制，打破了地理空间的界限，消解了现实社会中地

位、身份、职业的门槛，任何人只要掌握基本的设备

和技能，就能进入这个空间发布信息、言论。网络媒

介的出现为民众提供了表达的新渠道，信息传导的

主客体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普通民众不再是被

动地接受信息的受众，而是主动的传播者，可以发表

意见和表达诉求。同时，技术构建的立体式的互动

平台激发了民众表达诉求、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民众的主体意识得到了信息技术的支持，单向传播

中蕴含的主导权不再存在，传播者与受众的界限越

来越模糊，主体间关系在技术上得以确认。网络媒

介被普通民众所利用，就有可能形成一种集体力量，

这相当于网络技术对普通民众的赋权。这种赋权现

象虽然没有制度化，但必然对垂直性信息传导结构

产生影响。

（二）网络社会与风险社会重合，社会风险的呈

现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在网络社会来临的同时，当下中国进入了“风险

共生”下的高风险社会。风险社会与网络社会相伴

而生，这是现今时代的最突出的特征。时间上的同

步性并不意味着两者存在因果上的关联，但却会产

生叠加效应。网络媒介具有开放性、即时性、互动

性、发散性等特点，能够快速传播信息、聚焦事件，在

矛盾隐患增多、社会情绪敏感的时期，这些特质会产

生特殊的社会“效用”。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必然会在

网络空间中呈现出来，但这种呈现不是映现式的，而

会受到网络媒介的加工和改造，产生放大、极化、衍

生、失焦等现象。在网络社会与风险社会重合的时

期，风险是媒介化的风险，而媒介是风险社会的媒

介，风险媒介化的过程就是风险建构的过程。

（三）资讯泛滥与流量经济、算法推送结合，造成

新的信息闭塞

在新媒介时代，建立在数字化、超文本、超链接

之上的传播方式将传统的制约因素彻底打破，版面、

时空等因素不再能够限制传播容量，“把关人”也不

复存在，信息传播容量无限扩展，这种即时性、超容

量的传播改变了传统的话语权结构，但同时也会造

成资讯的泛滥。资讯泛滥造成过度的信息冲击，形

成信息堵塞、信息封闭，即大量的有益信息淹没在有

害信息、垃圾信息之中，民众的合理诉求也被信息海

洋所淹没。人们无法正确分辨信息、有效利用信息，

只能以先入立场、刻板之见取舍信息，而算法推送、

流量经济又强化了这一点。算法推送的特点是平台

可以根据用户的行为特征、兴趣习惯推送信息，流量

经济的特点是流量能够变现，这两者与资讯泛滥交

织在一起，形成所谓“信息蚕房”，在这种情况下，民

众更容易接触、接受与自己想法、观点一致的信息，

意见相左的意见、观点被排斥在外。信息开放是网

络时代的重要特征，但在外部因素的作用之下，也会

形成另类的“封闭”，造成舆论的极化和异化。

（四）话语表达情绪化、碎片化，“后真相”现象

凸显

当社会热点事件出现时，网民不能冷静理性地

思考观察，而是站在特定的立场之上，以先入之见取

舍事实，用情绪性话语攻击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对手，

造成舆论的极化乃至撕裂。“后真相”现象的出现与

网络环境有关，但却不是简单的传播问题。在风险

社会，情绪和立场具有社会含义。“群体性极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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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解释网络群体相互感染而丧失独立性的问题，

但却忽略了原初立场和思维倾向产生的社会原因。

话语表达情绪化、碎片化是网络舆论生态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但却是网络环境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

结果，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后真相”现象。

二、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理路

（一）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前提：相信人的理性

和良知

人的理性和良知有可能被遮蔽，但却不会泯灭，

如果否认这一点，真相和公道就无法安立，舆论生态

治理就无从谈起。治理不是管控与驾驭，不是“为物

作则”，其本质是顺道而治，是与开启人人具备的理

性、良知联系在一起的。以阶层、地位、身份等外部

属性来标定道德品性，这是以外夺内，漠视内在的平

等性。如果不相信人的理性和良知，就不存在真正

意义上的治理，自然而然的非强制性秩序也就没有

存在的可能。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不是以“我们”的好

恶影响“他们”的好恶，不是以“我们”的意志对抗“他

们”的意向，而是消除蔽障，回归“人心之所同然”。

网络舆论并不一定是实情，但却不会长期偏离实情，

只要除去私心杂念，返至人人本具的理性和良知，是

是非非就会还其本来面目，“同然之见”就会生成，网

络舆论就会回归正常。

（二）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方式：多元舆论主体

协同共治

信息技术可以为民众赋权并形成多元舆论主

体，但并不会自发地提升主体意识，不会自动带来理

念、机制的变化，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舆论生态，从

多元舆论主体转变为舆论治理共同体，在政府主导

下实现多元共治，这是网络舆情治理的正确方式。

实现多元舆论主体的共同治理，需要克服二元对立

的思维方式。舆论的客体是公共事项（议题）而不是

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舆论治理的客体是舆论而

不是网民。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是主体间（政府、媒

介、平台、网民）共治，而不是某一方对另一方的管

制。克服二元对立思维，树立共同治理的理念，网络

舆论才能得到有效治理。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本质

是发挥各个舆论主体的主体作用，共同治理、共同疏

导舆情，防止舆论被外部力量挟持、被先入之见和情

绪化因素支配。舆论主体各尽其分、相互监督，既不

以刻板成见观察政府工作人员，也不以“问题论”思

维认识网民，在保障言路畅通的条件下，通过公开的

对话和互动沟通，网络舆论就会回到正常的轨道。

（三）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目标：清除阻碍道义通

流的壅塞

生态治理的本质是各种关系的谐和，而谐和的

关键在于消除壅塞。河道存在壅塞，则有水患，清理

壅塞、使之通达无碍，才能消除水患。大禹治水，采

取的就是顺水性、导之入海的方法。这种顺水性、清

理堵塞的方法同样适合网络舆论生态的治理。治水

需要顺应水土之性，舆论生态的治理需要顺应人的

共通之性。共通之性、本有之明如果被外物所障覆，

则舆情就会脱离实情，若疏通壅塞，则真相、公道彰

显。舆论生态的治理针对的是舆论，但其根本却是

人心人情的通顺。网络舆论的失真变异，其原因并

不在于真相和公道，而是因为私利、情绪、先入之见

和预设立场附着在公共事项或议题之上，只要清理、

疏通这些壅塞，事项（议题）本来的是非曲直就能够

彰显。舆论生态治理的目标不是为舆论划界，也不

是将舆论引至特定的方向，而是消除阻碍道义通流

的壅塞，还公共事项（议题）的本来面目。

三、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对策

（一）构建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的舆论生态治理

模式

互联网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互联互

通”，在“互联互通”的背后，是平等、开放、共享的互

联网精神。在为普通民众提供获取信息、表达诉求、

参与公共生活机会的同时，必然会对社会交往形态

和社会治理方式产生影响。互联网造就的网络话语

空间具有平等性、开放性、互动性、多中心等特点，这

与多元协同治理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但技术并不能

脱离人而“自主”地改变社会现实，若社会主体和社

会关系不变，技术带来的变化并不一定是积极的。

顺应信息技术革新，在技术内嵌属性之上实现内涵

式提升，更新理念机制、改善社会关系，实现从技术

到社会的转化，这是网络时代舆论生态治理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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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本质是改变主客体管控机

制，变多元舆论主体为治理共同体，构建多元主体共

治的治理模式。

（二）确保网络话语平台的公共性，遏制商业化

倾向

网络平台的崛起是网络社会深入发展的标志。

在移动互联时代，网络平台逐渐成为社会连接和资

讯传播的枢纽。以微博、微信、今日头条、抖音为代

表的网络话语平台已经成为民众获取信息、发表意

见、表达诉求的重要媒介，行使着舆论传播的功能。

随着网络话语平台权力的凸显，其公共性不足的问

题也开始暴露。通过技术控制和规则制定，垄断资

源、控制受众；强化用户的先入之见和偏好，造成舆

论的碎片化；过度使用数据，侵犯民众的隐私，这些

问题已经对舆论生态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网络话

语平台可以民办、民营，但并不是私人地盘，而是公

共设施，其共有、公用属性不能改变。平台的主办、

运营方有着不可推卸的公共义务和治理责任，可以

通过各种途径获取运行的费用，但不能变异为唯利

是图的商业机构。确保公共话语平台的共有性、公

用性，遏制商业化倾向，这是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重

要环节。

（三）摒弃主客体管控的思维方式，构建政府、媒

介、民众“互动引导”机制

网络舆论鱼目混珠，不但存在情绪性、非理性因

素，还存在恶意炒作、操纵舆论、网络暴力等问题，舆

论引导非常必要，是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的重要环

节。然而，舆论引导并非“精英人士”对普通民众的

引导，而是舆论共同体（政府、媒介、民众）共同引导

舆论。将舆论共同体一分为二，把引导看成是一方

对另一方的“矫正”、灌输和控制，这是对舆论引导主

客体关系的扭曲，完全背离了舆论引导的本质。网

络舆论并不是脱离人的外在之物，而是舆论共同体

相互作用的结果，网络舆论的失真变异，其原因不是

没有是非曲直，而是在共同关注的事件之上附着了

私利、情绪、先入之见和预设立场，在互动沟通中消

除这些主观障蔽，网络舆论就会回到正常的轨道。

网络舆论引导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管制、灌输问题，其

本质是引导舆论而不是引导特定的群体。发挥舆论

共同体各个主体的作用，构建政府、媒介、民众“互动

引导”机制，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舆论引导才

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彰显公共事件的是非曲直，从个案出发形

成讲理的网络氛围

在各种社交圈子层出不穷的今天，公共事件起

到了将各种“私人圈子”串联在一起的作用。从某种

意义上说，网络舆论就是围绕公共事件而形成的，后

者的走向直接影响到网络舆论生态。因此，网络舆

论生态治理需要从公共事件入手，彰显事件的本来

面目。如果公共事件真相与公道不显，改善网络舆

论生态就是一句空话。在社会矛盾凸显时期，必然

存在相应的价值倾向和社会情绪，这些因素往往会

借助于公共事件而表现出来，但公共事件有其本身

的是非曲直，这为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就事论事、彰

显公道，则附着在事件上的“浮沫”就会消散。去除

对立思维、搞定思维、勾兑思维，不被舆论的外部影

响所支配，不让集体为个体行为买单，以信息公开消

除流言谣言，以理性沟通取代力量的博弈，则公共事

件本来的是非曲直就会显现，舆情就会回到实情。

如果每一个具体事件都能够得到治理，社会情绪就

会得到释放，讲理的舆论氛围就能够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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