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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的食品安全
舆论监督与引导
■殷琦

摘 要

新媒体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传

统媒体的传播方式， 它在影响现代

人的媒体行为与社会生活的同时，

也给食品安全舆论监督与引导带来

了更多的机遇与挑战。 本文在对当

下食品安全事件中的新媒体舆论特

点予以归纳总结的基础上， 给出新

媒体时代如何积极、科学、有效地进

行食品安全舆论监督与引导的建议

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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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问题日益关
注。据凤凰网在今年进行的一项调查
结果显示，18458 名被调查人员中，
有 93.4% 的人认为中国当前的食品
安全形势十分严峻，没有什么是吃的
放心的；6% 的人认为食品安全形式
比较严峻，很多食品都有问题；仅有
0.5% 的人认为食品安全领域只是部

分地方出现问题，整体还好。
在此形势之下，近段时期如味

千高汤、血燕窝、人造羊肉等食品安
全事件都迅速成为媒体与社会公众
关注的热点。在这些食品安全事件
被曝光并激起社会舆论巨大反响的
过程中，新媒体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网络论坛、微博、Q Q 群、手机短信
已然成为食品安全舆论监督与引导
的重要新平台之一。

食品安全事件中的新媒
体舆论特点

凭借独特的数字技术特性，互
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兴起深刻地
改变了之前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
广泛地渗入并影响着现代人类的媒
体行为与社会生活，也使得食品安
全舆论监督与引导面对更多的机遇
与挑战。

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
2011》显示，在 2010 年 138 起社会
舆情热点事件中，新媒体首次曝光
的为 89 起，占比 65% ，在舆情传播
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特别是在新近
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中，传统媒体
的舆论监督逐渐出现弱化现象，新
媒体作为舆论源头的首发优势日益
明显。如“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

事件、“地沟油”事件等，都是新媒体
抢先介入，传统媒体再继续跟进，继
而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形成合力呈现
巨大的舆论影响力。

从发展趋势上看，新媒体作为
舆论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
社会舆论、推动社会管理的重要力
量，其舆论呈现出与传统媒体大相
径庭的新特点。

1、个体经历的零散表述
据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部 2011

年 5 月 24 日发布的通信业运行状
况显示，我国手机用户总数数量突
破 9 亿。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
发展的基础上，博客、微博、Q Q、
M SN、短信等多种传播交流手段，
使得几乎每个人都拥有了即时传播
手段。

这些新媒体，尤其如电子布告
栏系统 (B B S)、博客 (B log)、播客
(Podcasting)、微博(M icroB log)、手
机群发(G roup M essage)等自媒体
的兴起，使得个人实现了从“受众”
（audience\reader） 向用户（user）
的转型，意味着信息发布与传播的
主动权由传媒机构转入个人手中。
用户只需在如新浪微博、优酷博客、
天涯论坛等提供自媒体服务的网站
上，或通过移动、联通等电信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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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手机服务，创建属于自己的
信息发布平台，就能随心所欲地通
过文字、音乐、图片、视频等形式描
述自己在遭遇食品安全事件时所见
所闻、表达观点、探讨话题。这种信
息发布形式突破了传统媒体曝光食
品安全问题时所需的组织选题、深
入调查走访、向有关部门核实信息、
审核与编发稿件等规范新闻制作流
程故而在时效性方面经常领先一
筹，却往往因为缺乏专业知识背景
与系统培训，更多地只是一种个体
经历的片段式、碎片化、浅显性的表
述。但是，这些个体经历依托于新媒
体数量巨大的用户基础就能迅速的
产生影响并形成舆论。

2、交织式裂变式传播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影响力主要

架构于社会关系之上，脱离了社会
关系，舆论赖以发展的社会基础就
荡然无存。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
特（M ark G ranovetter）认为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可区分为强纽带和弱
纽带。强纽带就是互动频率高、感情
深厚、关系亲密、互惠交换多的人，
如你最要好的朋友、你的家人；反之
则是弱纽带，如那些你虽认识但不
太关心的人。一项针对随机挑选的
3000 人的研究表明，平均每个美国
人只有 4 个强纽带，大部分的强纽
带在 2 个到 6 个之间；而弱纽带大
部分人最多只能保持在 150 个左
右。

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是强纽带与
弱纽带的交织式传播。在新媒体平
台上通过家人、好友这种强纽带的
信息传播往往令人深信不疑，甚少
积极求证；而通过弱纽带，如网络论
坛爆料、微博传播、Q Q 群发消息、
手机群发消息等方式的传播则可以
实现信息传播速度与范围的几何级

数式增长。
如今年日本地震时期的“抢盐”

风波，就是源自于 3 月 15 日的一
则手机短信：“B B C 报道，日本政府
已经确认严重核泄漏，所有亚洲国
家应该立即采取必要措施……首批
污染物质下午 4 点就会到达菲律
宾”。这则手机短信最早在江浙一带
传播并引发“抢盐”风潮，后经由手
机短信、Q Q 群、微博、网络论坛的
推动，“抢盐”行为迅速蔓延至全国。
而伴随 3 月 17 日全国各大媒体发
布“国内食盐九成是井矿盐”、“国家
存盐充足”的辟谣消息之后，“抢盐”
风潮逐渐平息。

于是，9 亿手机用户、近 5 亿网
民通过短信、Q Q、B B S、微博等新媒
体平台，以及强纽带与弱纽带的交
织传播方式，使得这些信息既具可
信度又能实现快速覆盖，从而形成
强大的舆论甚或谣言。

3、非理性情绪与负面效应放大
2010 年美国尼尔森发布的亚

太各国网民的用户习惯报告称，中
国网民最喜欢发布负面产品评论，
也只有中国网民发表负面评论的意
愿超过正面评论，约有 62％的中国
网民表示，他们更愿意分享负面评
论。而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
41％。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上
周的调查显示，对于尼尔森这一调
查结果，41.3％的中国网民明确“认
同”，41.9％的网友认为批评性言论
更有价值；35.6％的网友认为负面
评论多表明中国网民维权意识增
强。因此，负面情绪在我国的网络用
户及新媒体用户中体现得尤为明
显，而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更是加重
公众对食品安全的非理性态度及对
周围食品安全环境的不信任。

4、真实性与科学性有待提升
新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开放

性、匿名性、互动性等特征让社会公
众轻松拥有了话语权，特别是匿名性
所带来的特有保护功能，使得人们通
过新媒体表达言论能够畅所欲言，无
所顾忌。但是，在肯定网民的意见表
述和情绪表达具有一定的真实性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网络虚拟身份
所引发的无责任感，以及由此带来的
信息真实性和科学性问题。

例如卫生部于 2010 年 4月 22
日 在 其 网 站 公 布 了 《生 乳》
（G B 19301-2010）等 66 项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随后国内多家媒体对
通告及其内容进行了报道，并以“新
乳品国标”、“三聚氰胺零容忍”等主
题进行了评论。其中约有 40% 的网
络信息非常关注乳制品中可能存在
的非食用物质———三聚氰胺的限量
值和检测方法，并以“三聚氰胺零容
忍”、“从允许限量添加更改为不允
许添加”，等观点对新闻进行传播和
转载，引起了消费者对新国标的误
解，也对监管部门的政策准确性提
出了异议。而这些缺乏真实性与科
学性的信息一旦流传开来，就会形
成谣言，引发人们恐慌心理，对社会
秩序的稳定带来极大危害。

新媒体时代的食品安全
舆论监督与引导策略

新媒体在改变人们日常生活及
政治参与方式的同时，也逐渐承载
起了舆论监督与引导的重要职能。
在进行食品安全舆论监督与引导工
作中，新媒体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重
要力量。我们既要充分利用新媒体
舆论反应迅速、互动性强的优势，又
要克服与消减新媒体舆论的非理性
以及真实性与科学性匮乏，通过新
媒体舆论监督积极发现与解决食品
安全问题，并实现对舆论积极、科
学、有效的监督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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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善用新媒体平台，加强政府

信息公开与反馈机制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
品安全直接关系着人民的身体健康
与生命安全，可谓是人民生活的头
等大事。但是，2011 年 2 月 24 日
由中国社科院法学发布的法制蓝皮
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 2011》显示，
食品安全信息是政府透明度短板。
蓝皮书指出，食品安全信息的公开
情况不理想，不少地方政府的质量
技术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网站无法
打开，或者信息栏目内容极少，或者
食品安全信息的更新不及时。

因此，一方面，依托新媒体搭建
食品安全信息整合和交换平台应是
政府进行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时的重
要工作内容，此外政府还可充分利
用新媒体技术，通过网络论坛、官方
微博和短信等多种新媒体平台发布
食品安全相关信息，并可让社会公
众借助新媒体参与到食品安全舆论
监督中来，真实、充分地表达自己的
意愿和看法，加强公众就食品安全
问题与政府的互动，充分发挥新媒
体舆论监督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积
极作用。

另一方面，当面临突发性食品
安全事件时，“疏”比“堵”能更有效
地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除日常的
信息发布外，政府还可通过新媒体
平台搜集分析舆情并进行舆论引
导，这样，在突发性食品安全事件发
生初期就能及时地了解舆情并予以
迅速反应。在此过程中，网络发言人
的培养与设立颇为重要。由既懂得
新闻传播规律与宣传政策，又熟悉
网络特性的网络发言人在食品安全
事件突发时，迅速、主动、准确地发
布权威信息，回应各种误解、疑虑和
传闻，把握新媒体舆论引导的主导

权才能增强政府在食品安全管理工
作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2、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积极互
动，主动引导舆论

新媒体因其自由、开放、匿名的
特点令新媒体舆论极易呈现不稳定
性、非理性和散漫性，以及基于数字
技术的新媒体拥有的海量存储功能
所造成的信息超载使得并非所有人
都能通过新媒体接触或接受所有的
食品安全信息，这些都是新媒体舆论
引导的弱势所在，但是单凭新媒体自
身技术特性无法消弭这些缺陷。

相对而言，传统媒体多年来积
累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使得它们在
舆论引导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形成社会舆论强势，对引导舆论将
起到积极的作用。传统媒体可以通
过媒介议题构建有效地左右人们关
注某些事实或意见，甚至还可影响
人们的态度或行为。议程设置理论
的提出者麦考姆斯和肖（M cC om bs
& Shaw）曾宣称“媒介不仅告诉我
们想什么，而且还可以告诉我们怎
么想”，此后又再度提出“议题设置”
的效果将从认知层面进入到态度和
行为层面。基于此，在舆论声音混
杂、方向模糊、信息泛滥的新媒体时
代，传统媒体作为重要的舆论引导
工具，可以通过议程设置功能让人
们在对传统媒体传递的食品安全相
关信息的接触与阅读中就某些看法
与观点建立共识，从而形成主流价
值观引导下的价值观整合。

3、 加强政府与新闻工作者、公

众的新媒体素养教育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人人
都有可能成为食品安全信息的发布
者与传播者。新媒体的技术特性使
得任何人可以借助数字技术的平台
及虚拟身份畅所欲言，这里没有技
术、文字的把关，也缺乏道德的约

束，在促成公众意见自由表达、鼓励
公众积极进行舆论监督的同时，也
易为谣言的生成创造机会。

就政府部门及新闻机构的工作
人员而言，因其身份的特殊性，他们
在使用新媒体时往往会出现职业行
为与个人行为的交叉与混淆，有时
会出现个人情绪化与琐碎化的表
达，脱离职业身份，忽略自己也代表
着政府及媒体的形象和声音。这样
的行为不仅有损政府与媒体的形
象，甚至还可能误导公众。因此，应
对政府部门及新闻机构的工作人员
的新媒体使用行为予以规范，或者
使用制度性条款给予约束，强化他
们发言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公众的新媒体素养教育也非常
重要。一方面是提升公众对新媒体
信息的鉴别能力，能区分出哪些是
科学知识，哪些是虚假信息，使得公
众在接触食品安全相关信息时能避
免盲从行为，不会轻信谣言。另一方
面，要教育公众科学合理地利用新
媒介获取食品安全相关信息与进行
舆论监督，远离和抵制滥用新媒体
的行为。

总而言之，开展新媒体素养教
育，既有利于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
问题与事件的监督与舆论引导，也
有利于公众积极进行舆论监督，提
高他们对正向舆论的认可度和对负
向舆论的免疫力，还有利于政府食
品安全管理工作开展，以及提高政
府利用新媒体获解舆情、调控舆论
的水平和能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

“手机媒体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

研究”成果，项目号 11CG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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