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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I

论文摘要 

本论文以传统大众媒介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为题，全面考察了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国网络舆论特征和传统大众媒介对网络舆论引导的现状，分析指出了当前传统

大众媒介在网络舆论引导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及其成因。文章最后对如何引导网络

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本文认为，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网民都将由文化低、收入低的年轻

人为主。网络舆论还将长时间聚焦于贫富差距、制度公平等领域。传统大众媒介

担负的网络舆论引导任务更加紧迫。 

随着我国网络的快速发展，传统大众媒介与网络舆论之间的互动达到了新的

高峰。但是，在不同的媒介理念影响下，传统大众媒介尤其是党报党刊等权威主

流媒介依然把大部分注意力投放在国家宣传方面，在网络舆论引导过程中投入不

多，因而造成了两个舆论场现象；另外，由于缺乏准确把握网络舆论的本质的能

力，传统大众媒介在网络舆论引导过程中还存在角色定位不清、引导方法过于简

单等现象，削弱了引导的效果。 

最后，本文从实际需求出发，提出了当前传统大众媒介在网络舆论引导中应

当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包括坚持党性基本原则；坚持群众路线以及尊重

网络舆论发生发展基本规律等。 

 

关键词：传统大众媒介；网络舆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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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Guidance of Traditional Mass Media to th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II

Abstracts  

This paper takes it as a topic that traditional mass media guides th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comprehensively inspects the present Internet public opinion's 

character and the guidance situation that traditional mass media to th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in our country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 it also points out the 

deficiency and cause which exists in this guidance process. The article ends with its 

own view on which the traditional mass media how to guide th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our internet users are mostly composed of young people 

who received the low education and income in the longer future. Besides, th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will focus on fields such as the gap in wealth and system fairness for a 

long time. So the task shouldered on the traditional mass media will be more urg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twork,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mass media and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has reached a new peak, bu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media ideas, Our traditional mass media, especially the party 

publication still pays main attention on the national propaganda, on the other hand, 

relatively ignores the guidance process of th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which resulting 

in two fields of public opinion; Moreover, because lacks the ability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essence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the traditional mass media still unclear the role 

and oversimplifies the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the guidance, which weakened the 

guidance effect. 

Finally, embarked from the reality, this article proposed that currently traditional 

mass media must abide by some bas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which should be 

followed to guide th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correctly including: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party spirit;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ss line as well as 

respect the basic law of developing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nd so on. 

 

Keywords: traditional mass media;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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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2007，中国网络又走过了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网民人数继续以惊人速度

增长，达到创纪录的 2.1 亿。人数快速增长带来了观念的迸发，网络舆论因此风

起云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状态。“周正龙拍虎”、“ 最牛钉子户”、“ 史上

最恶毒后妈”、“ 南京彭宇案”、“ 山西黑砖窑案件”、“ 海艺学生辱师”等事件

轮番登场，在不断冲击人们的眼球之余，也引发了人们对政府诚信、社会道德和

法制建设等诸多领域的思考。可以说，网络舆论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功不可没。

事实也反复证明，几乎所有被网络舆论关注的事件都能迅速得到较为妥善的解

决。网络舆论迸发的巨大能量因此同样令人心生期望，有人甚至因此断言，“随

着网络的发展和普及，相信它一定会成为另一种促进整个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

强大力量”
①
 

但是，在赞叹网络舆论巨大力量同时，我们同样也应意识到，曾经被人们寄

望于解决种种不公社会问题的网络舆论自身也尴尬地成了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一些长期困扰网络舆论的缺陷不会随着网络的发展自行消失；相反，在越来越多

人意识到网络舆论的力量之后，各种恶意炒作事件便呈抬头趋势，虚虚实实的信

息常常令人莫衷一是，网络舆论稍有不慎因此出现偏差，网络舆论引导的难度也

因此不断增大。考虑到网络还将继续快速发展，网络舆论的力量也将进一步强化，

我们必须加大对网络舆论引导的力度，必须深化对网络舆论引导的研究。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 

网络进入百姓生活之后，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生活领域，都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例如在新闻信息发布方面，据有关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

9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为龙头，各地方重点新闻网站为骨干，充分发挥商业网站

积极作用的网络媒体新格局。其中 85%以上的网上时政类新闻信息是由中央和地

                                                        
① 人民网.  [EB/OL].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1&treeView=1&view=2&id=84475146,2008-01-09/200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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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重点新闻网站提供的，重点新闻网站和取得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商业网站，吸

引了 92%以上的网上新闻信息访问量
①
。但是，网络发展到今天，面临的困难也

越来越大，网络虚假新闻以及网络色情、暴力等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

正严重制约着网络在未来的发展。因此，加大网络监管力度，建设积极向上的网

络文化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进入 2007 年以来，党和政府对于加强网络管理工作重视程度前所未有。1

月 23 日，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以“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我国网络建

设与管理”为主题进行，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会上指出：“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

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6 月 1 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意见》，成为指导我

国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纲领性文件。在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加强网络

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再次写入大会报告。 

就在党中央提出号召的同时，业界学界也纷纷采取行动响应。如 5月 18 日，

中国记协召开全国新闻网站负责人研讨会，会后签署了《全国新闻网站坚持文明

办网，净化网络环境自律公约》。又如 10 月 26 日，“中国青少年网络发展论坛”

以“创建绿色网络、创意网络、和谐网络”为主题展开研讨；就连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11 月 15 日发布的 200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课题研

究方向，也将《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发展战略研究》列入。
②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网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舆论自然成为当

前研究的热点领域。自网络舆论走进社会生活到现在，人们对网络舆论的态度也

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在最初过分迷信网络舆论蕴含的巨大力量之

后，人们如今看待网络舆论的态度也越来越客观。不少人曾形象地将网络舆论比

喻为一柄“双刃剑”，如何用好这柄剑，关键还是在使剑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加强对网络舆论以及网络舆论管理的理论研究，改进管理方法，也就成为当前学

界的共识。 

对于网络舆论的管理，本文认为关键是要做好“软硬兼施”的准备：一是要

加强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建设，利用制度的刚性力量规范网络舆论，即

                                                        
① 钱毅,何美.  2007 中国新媒体浓墨重彩的一年.  

[DB/01].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115219/115220/6836403.html,2008-01-16/2008-03-20 
② 闵大洪. 2007 年的中国网络媒体[EB/OL]. 人民网.  

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115219/115220/6836447.html,2007-12-17/200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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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硬”；其次，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还要做好“软”文章，如加强

对网民的素质教育，提高网络交流的质量，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等。只有两种

手段相互配合，双管齐下，网络舆论管理工作才能取得实效，过分迷信其中任何

一种手段都将不利于网络舆论的健康发展。 

加强网络舆论的引导可以从多个角度着手。从引导者角度考量，它包括国家

媒介管理部门、传统大众媒介、网络媒介和网民等多个不同类型的角度。笔者在

搜集、分析网络舆论研究相关资料期间发现，目前我们围绕传统大众媒介对网络

舆论引导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偶有提及，也往往是作为其他讨论课题的

一个组成部分一笔带过，少见细致的分析和具体方法提出。传统大众媒介必须担

负起舆论引导职责早已是学界共识，面对网络舆论，传统大众媒介同样没有理由

置身事外，而我们目前关于传统大众媒介对网络舆论引导方面的研究无论广度还

是深度显然有待进一步深化。 

出于现实需要，本文以传统大众媒介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为题，主要目的就是

要通过分析当前传统大众媒介与网络舆论的互动现状，找出传统大众媒介在网络

舆论引导中存在的不足，并通过理论分析其中原因，进一步提出具体可行的对策，

为相关媒介管理部门和大众媒介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提供参考意见，从而提升我

国的网络舆论管理水平。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概念廓清 

根据选题需要，在明确研究目的后，本文还需对相关概念进行必要的廓清。

针对“网络舆论”这一定义，因为理解不同的原因，部分文章把网站发布的新闻

和评论也归纳其中，如《“超级女声”的网络舆论分析》
①
一文中所述的网络舆论，

实际上就是人民网、搜狐网、湖南电视网和博客中国网发布的评论报道；此外，

暨南大学张杨璐曾把网络舆论划分为网络媒体言论和网民言论两种类型
②
。根据

本文的研究目的，再综合考察当前对网络舆论的研究成果来看，本文中所指的网

络舆论单指网民言论，具体的依据本文将在第二章详细论述。 

此外，关于“传统大众媒介”这个概念，本文认为，所谓传统大众媒介，是

                                                        
① 钱培，陈思. “超级女声”的网络舆论分析[J].今传媒，2005(7);第 49-50 页 
② 张扬璐,董天策. 网络舆论的勃兴与科学舆论生态的建构[C]暨南大学，2007 年 5 月，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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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规模的方式运作，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能够触及并影响社会中每一个人的传

播媒介的简称。它包括许多已长久存在且为人熟悉的媒介，比如报纸、杂志、电

视、广播等。
①
传统大众媒介的任务就是进行大众传播。郭庆光在定义大众传播

时指出，“所谓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

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
②
，这

里所提到专业化媒介组织即本文所讲的传统大众媒介。 

最后，本文还将讨论网络的媒介定位问题。根据丹尼斯·麦奎尔的观点，网

络并未被任何单一团体所拥有、控制或组织管理，而仅仅是一种以相互的协议为

基础，由国际上相互联系的计算机所组成的网络。无数的组织，尤其是服务提供

者和电讯传播组织促成了网际的运作。因此，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网络都不是出于

一种法律上的实体，也不在任何一套国家的法律或者法规掌控的范围里。
③
因此，

本文认为，网络属于一种边缘性的大众传播方式，在目前看来，网络还不是严格

意义上的大众媒介。不过需要注意到是，当前我们的传统大众媒介在网络中开办

的网站显然承担着大众传播的任务，如人民日报社开辟的“人民网”，新华社开

辟的“新华网”，我们认为，这类网站可归纳至本文所述的“传统大众媒介”范

畴中来。 

在明确基本概念之后，为全面客观了解当前学界对网络舆论的研究现状，笔

者以中国期刊网为检索对象，在分别键入关键词“网络舆论”、“舆论引导”、“网

络言论”、“网络评论”，字符匹配程度设置为“模糊”之后，最后筛选出最近三

年相关研究文章 260 篇，硕博论文 28 篇。检索结果显示，虽然这些文章或多或

少与网络舆论引导挂钩，但是完全探讨传统大众媒介对网络舆论引导的文章目前

还凤毛麟角，这也更加坚定了笔者继续此论文的信心和决心。 

为了能更清楚地把握当前网络舆论研究的热点、方向和进度等情况，本文在

分析搜集过来的文章之后，进行了一番梳理，我们认为，当前我们的网络舆论研

究成果大致如下： 

                                                        
① 丹尼斯·麦奎尔.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7 月版.崔保

国、李坤译，第 3页。 

②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 11 月第 1版，第 111 页. 

③ 丹尼斯·麦奎尔.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7 月版.崔保

国、李坤译，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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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网络舆论的基本看法： 

1、一致的赞赏态度。学界对网络舆论持赞赏欢迎态度由来已久。几乎所有

讨论网络舆论的文章都对网络舆论的积极意义和强大力量给予了肯定。有人就表

示，“网络舆论已发展成为洞察社会民意、开展舆论监督的重要窗口”
①
。当前，

关于网络舆论的积极意义的表述虽然各有不同，但并无太大分歧。 

2、暂时的批判态度。当前反思网络舆论不足的文章较多，这与网络舆论力

量逐渐显现，网络暴力等负面因素逐渐增多密切相关。网络舆论招致批判的原因

不一而足，如陈学智、杨晓就把网络舆论的不足概括为网络礼仪与规范、道德修

养以及自律原则的缺失等。
②
不容否认，网络暴力盛行、网民道德缺失、网民偏

听偏信、虚假信息泛滥、网络秩序混乱以及网民素质低下等因素都是导致学界对

网络舆论批判的原因。 

虽然当前对于网络舆论的批判言论随处可见，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这类批判

也不是纯粹为批而批，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探究如何更好地规范网络舆论的发

展。应该说，这种建设性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网络舆论、有助

于网络舆论进一步健康发展。 

二、当前网络舆论研究两大领域 

目前来看，我们对网络舆论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是对网络舆

论引导方法的探讨；二是对网络舆论本身的研究。 

第一、对网络舆论引导方法的研究。 

如何引导网络舆论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这与当前我们的网络舆论引

导工作不断面临新挑战有关，也表明了我们对网络舆论研究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态

度。在引导方法上，目前的主要看法有： 

1、要从法律法规及舆论引导机制建设等方面入手，提高网络舆论引导水平。

如《法德并重，能者导航》一文紧扣“法”字指出：“相对于网络发展，我们的

管理法规仍然显得滞后，进一步完善网络管理的法规建设是规范当前网络舆论的

                                                        
① 周道华. 构建和谐社会与网络舆论引导[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8). 第 129 页. 
② 陈学智，杨晓. 从“全民开讲”看网络舆论的伦理缺失[J].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7(5)，第 46-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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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①
；也有人同时指出，网络立法是“控制网络舆论负功能的有效保障，立

法的最终目的就是推进网站建设，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②
。除了法律法规之外，

还有人认为应该进一步完善机制，提升舆论引导水平，如《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网

络舆情预警及对策机制初探》一文认为，网络舆情由社会冲突引起，虚假讯息和

不良信息可能引发错误的舆论导向，为了正确引导网上舆论，健全网络舆情预警

和对策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③
。 

2、要从考察网络舆论的发生发展规律入手，提高网络舆论引导水平。如黄

文玲、李锐锋指出的，在 BBS 传播中，舆论往往能在短时间内呈现出对某一事件

的众多意见的集纳状态，受“把关人”权力弱化、网民传受者双重身份等因素的

影响，网络舆论极易对国家管理部门和机构造成巨大压力，因此，我们必须坚持

“及时性、整合性、交互性和针对性”等一系列原则来引导网络舆论
④
。另外，

由于网络匿名性、交互性的影响，网络舆论扩散速度快，因此在引导网络舆论过

程中，还应当推进信息公开，提高舆论引导艺术，变过去“以堵为主”为“以引

为主”
⑤
等观点在不少文章中均有体现。 

3、要从网络舆论引导者自身建设着手，提高网络舆论引导水平。一是对主

流媒体网站而言，要做好“办好品牌言论栏目”等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⑥
；

另外，对于网络舆论主要发源地——网络论坛而言，巧借外力打造特色论坛，采

取刚柔并济的手段是引导网络舆论的关键
⑦
。而对于传统大众媒介来说，借助新

媒介技术是提高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的好办法
⑧
。 

另外，也有部分学者从网民角度出发，认为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必须充分考虑

网民的基本特征，如《大学生网络舆论的特点及引导策略》
⑨
一文所述，大学生

是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网络舆论价值取向更多元，主体意识更强，行为

方式更多样，因此在引导中更要坚持民主性、开放性等原则。不可否认，这些研

究对我们今后进行网络舆论引导和研究都具有极高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① 匡导球. 法德并重，能者导航[J]. 新闻战线，2007(4),第 55 页. 
② 彭鹏. 网络舆论的功能及调控策略[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 年第 3 期,第 117 页. 
③ 柯健.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网络舆情预警及对策机制初探[J]. 红旗文稿，2007 年 14 期,第 32-34 页. 
④ 黄文玲，李锐锋. BBS 传播的舆论引导.[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 6 月第 18 期，第

417-420 页. 
⑤ 卿立新. 把握规律，驾驭舆论[J]. 求索，2007（4）,第 71 页. 
⑥ 陈怡. “你”时代主流媒体网站的舆论引导[J]. 中国广播·卷首语，2007 年第 5 期. 
⑦ 陆建义. 办好办活网络论坛，正确引导网上舆论[J]. 今传媒，2008 年 1 月,第 54-55 页. 
⑧ 吴晓刚 陈东. 数字小试牛刀，复用初现效率——金华日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新实践.[J]. 新闻战线，

2007 年第 6 期,第 41-43 页. 
⑨ 余惠琼. 大学生网络舆论的特点及引导策略[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 年 3 月,第 4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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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网络舆论本身的研究也是当前一个热点。由于我国网络正快速发展，

网络舆论新的特征也不断显现，因此，不少学者也把兴趣放在了对网络舆论本身

的研究上，研究范围涵盖网络舆论的现阶段特征、网络舆论的发生发展规律、传

播特点和现实意义等方方面面。 

1、关于网络舆论的本质、特征。当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网络舆论是民意

在网络中的体现。有文指出，网络舆论的焦点多为公共利益事件，且呈现多样化

的姿态
①
。对于当前比较突出的网络舆论演化为网络暴力的现象，也有人试图揭

示其成因。有观点认为，网络舆论暴力现象实质是“集合行为”，是由结构性压

力、触发性事件、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活跃以及网

络匿名性等特征相互作用的结果
②
。还有人认为，网络舆论演变为网络暴力与网

民的心理休戚相关，当前的网络非理性特征揭示了网民具有以下三大心理：一是

感染性；二是从众性；三是情绪化
③
。 

2、关于网络舆论的传播机制、功能及未来走向的研究。有人认为，受网络

匿名性等因素影响，网络舆论在传播时通常善于把私人议题制造成公共议题，但

网络舆论缺乏必要的权威性，网民观点易集合，导致 “极群化”倾向
④
。除此之

外，不少人也对网络舆论的互动性和开放性作出了高度评价，有人因此指出“当

前网络舆论充分体现了新闻平等精神”
⑤
，因为网络舆论的特殊传播机制，网络

舆论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些研究者在看到网络舆论蕴含的巨大力量后，认为网络

舆论“主流”味道越来越浓，未来网络舆论的引导工作因而显得更加紧要。 

关于网络舆论的功能。人们普遍认为网络舆论能够反映民情民意，能有效促

进政府决策透明化、公开化。正如《网络舆论的功能及调控策略》一文认为，“关

注网络舆论，对于准确把握社会脉搏，促进政府决策透明化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

意义”
⑥
。另外，在网络舆论功能的研究中，“网络舆论双刃剑”这一说法被大家

广泛引用，这也说明我们已经能够更加辩证地看待网络舆论的功能了。 

3、关于网络舆论的热点研究。《2007 中国互联网舆情报告》一文对当前网

                                                        
① 涂娟，赵玉翔. 从“馒头风波”看网络舆论环境及传播特性[J].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 年 8

月，第 79 页. 
② 王刚. 从铜须事件看网络暴力的成因[J]. 传媒观察，2007 年 1 月,第 36 页. 
③ 刘正荣. 从非理性网络舆论看网民群体心理[J]. 现代传播，2007 年第 3 期,第 168 页. 
④ 郭万盛. 从“卖身救母事件”看网络 BBS 的传播特性[J]. 东南传播，2006 年第 6 期,第 31 页. 
⑤ 涂娟 赵玉翔. 从“馒头风波”看网络舆论环境及传播特性[J].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 年 8

月,第 79 页. 
⑥ 彭鹏. 网络舆论的功能及调控策略[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3),第 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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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舆论的热点进行了罗列。该文认为，社会敏感问题往往容易成为网络舆论的热

点，具体而言，这些敏感问题包括“经济民生”、“政府管理”、“立法司法”、“道

德失范”、“科教文化娱乐”等不同类型
①
；此外，反腐败问题仍然是网络舆论焦

点之一，陈良宇、段义和等高官落马都在网络中激起了较大反响便是证明。从网

络走进我们生活以来，网络舆论焦点基本集中在固定的几个领域，比较容易把握

归类，因此容易得到学界的认同。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对于网络舆论焦点产生的

历史背景、原因以及未来网络舆论焦点的变化趋势我们还缺乏客观的分析，这值

得我们继续思考下去。 

随着网络舆论的影响日益增强，我们对网络舆论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成果

也越来越多，本文在此只是进行了一番粗略的梳理。我们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

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总结经验，寻找下一个研究突破点。我们

发现，传统大众媒介在舆论引导中的地位受到了人们普遍的认可，一些文章虽有

涉及，但遗憾的是均为一笔带过，深入探讨传统大众媒介对网络舆论引导的文章

尚不多见。传统大众媒介与网络舆论互动的现状、特征、不足以及未来互动的趋

势等诸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传统大众媒介在网络舆论引导中的重要性与突出地

位已经毋庸多言，但对这方面的研究显然不够，为此，本文将以传统大众媒介对

网络舆论的引导为题，在下面逐一讨论上述问题。 

                                                        
① 祝华新,胡春江,孙文涛. 2007 中国互联网舆情报告[J]. 今传媒，2008 年 2 月,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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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面认识网络舆论 

在没有正确认识网络舆论之前，妄谈如何引导网络舆论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

的行为。本质上说，网络舆论仅仅是舆论的一种特殊形态，因此要弄清楚网络舆

论的概念，首先就必须先弄清什么是舆论。虽然“舆论”一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已司空见惯，但要准确地给“舆论”下一定义却是极为棘手的事情。早在 20 世

纪 30 年代，美国舆论学家威廉·艾尔贝格就发现，尽管人们广泛地使用了舆论

这个概念，但对于什么是舆论，人们并没有统一的看法，这种情况，至今仍没有

多大改变。
①
 

在我国，“舆论”一词最早见于《三国志·魏·王朗传》：“没其傲狠，殊无

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 并怀伊邑”。其后见于《梁书·武帝纪》：“行能臧否, 

或素定怀抱, 或得之舆论”。其中“舆论”即公众的言论，或公众的意见。
②
而在

现代，舆论则变成了一种事实或意见通过公共论坛的传播与流动并被广泛接受的

状况
③
 

传播学者陈力丹也给舆论下过这样一个定义：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

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

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

混杂着理性和非理性的成分。
④
这个定义涵盖了舆论的主体、客体、数量、强度、

功能、持续性、舆论本身和质量等要素，算得上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定义之一。 

明确了舆论的基本含义之后，现在我们可以说出自己对网络舆论的理解。所

谓网络舆论，就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对某一焦点事态所表现出的多数人的有一定

影响力的共同意见或言论。
⑤
网络舆论的产生离不开特殊的历史条件。随着社会

制度的逐步完善及公民自我意识的增强，人们了解世界、表达自己意见的意愿也

空前强烈，网络舆论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网络舆论的产生也是网络媒介特

                                                        
① 程世寿. 公共舆论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第 10 页. 
② 甘惜芬. 舆论学知识点. 

[EB/01]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dff5b01008ueh.html,2008-03-13/2008-03-20 
③ 候健. 舆论监督的两种模式. 

[ EB/01]http://www.zeview.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41,2005-01-27/2008-03-20 
④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第 11 页. 
⑤ 李琼瑶. 网络舆论的现状及引导[J].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2),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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