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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作为一种面向普通民众的新兴媒介，互

联网本身所具有的互动性功能得到了充分的

张扬。网络新闻与舆论的互动颠覆了传统的

新闻思路。及时、直接、广泛、多角度的网民评

论在一些网站已成为考核新闻质量和从业人

员业绩的重要指标。中国社科院网络研究员

闵大洪认为，今天网友言论的活跃已达到前

所未有的程度，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国

际重大新闻均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甚至进

而产生巨大的舆论压力，达到任何部门、机构

甚至公众人物无法忽视的地步。
传播理论方面，大众传播媒介“强效果”和“弱效果”之争不绝于耳。学者针对不同的传播环境对媒介

效果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二十世纪 40 年代，以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人民的选择》、
卡兹等人的《个人影响》、罗杰斯的《创新与普及》以及克拉帕的《大众传播效果》为代表研究提出了大众传

播有限效果论。其后，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中提出了

“沉默的螺旋”理论，这一理论提出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人们个人意见的表达，使其产生

趋同行为，从而影响和制约舆论。
2、研究假设

本文通过对网络言论及受众反馈的比较分析，研究网络环境下媒介效果的影响力度和影响因素。假

设如下：

（1）外媒的文章报道态度对受众的评论态度影响有限。
（2）文章报道态度激烈可能导致受众逆反。
（3）激烈的文章态度吸引受众对信源的注意度，对信源的解读将影响到对文章的解读。
3、研究方法

3.1 研究主题及方法

本次研究主题是考察网络语境下媒体发布的言论态度与网友跟帖的态度倾向，包含二者的相关性研

究和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

网络语境下媒介言论的有限效果
———以外媒经济时论为例

陈 卉，王东熙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告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本文通过对网络转载的传统媒介言论及网友回复态度的对比

分析,研究网络环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效果的影响力度，分析网络阅读环境、
网络信源、受众心态等对新闻解读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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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样本抽取

3.2.1 网站抽取

本次研究选取十个中国大陆主流网站为研究分析媒体。
依据以下标准选取：

（1）符合研究需要

应为中国大陆知名的主流网站，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公信

度，新闻阅读点击数和回复率较高。网站附带讨论社区，网友可

针对某篇文章进行评论，评论内容无过分限制和管理删除。
（2）系统抽样法

力求涵盖不同类型网站和社区。以政府权威的信息发布

窗口（新华网）和普通商业门户（QQ、网易、新浪、中华、搜狐）

为主，同时，根据研究需要和网络新闻接收习惯选取其他类

型的网站为研究对象。根据“外媒”影响因子的研究需要，选

取外媒敏感型网站。根据网友对外媒信息接收习惯，选取国

际化的华人新闻社区（凤凰网）和传统媒体的附带网站（环球

网、CCTV复兴论坛）。
3.2.2 评论抽取

从 10 个网站样本中筛选符合条件的评论，进行随机抽

样每个网站抽取 2 条，共计 20 条。本次研究以外媒关于宏观

经济形势的时评为研究对象。依据以下标准选取：

（1）“外媒”言论较中国大陆媒体的言论态度倾向和情绪

化倾向更明显，便于针对相关性的研究展开。
（2）宏观经济形势的评论所指向的新闻事实较客观。避

免因新闻事实的报道偏差对网络舆论的影响。
（3）剔除无效评论后，网友回复数达到 30 条以上。(无效

评论:过分简短的评论，如：顶，符号表情等；单纯引用别人的

评论；偏离主题的讨论；无意义的语句；乱码，等等。引用评论

并表示同意的视同被引用评论，被删除评论不在研究范围内)
3.2.3 言论抽取

使用随机抽样法，按照随机数表对网友回复进行抽样。
每篇评论抽取 30 条回复，共 600 条。

3.3 编码标准

依据研究者对影响因素“外媒”、“爱国”和相关性“态

度”、“情绪化”的假设，建立编码项目如下：

言论编码：

态度倾向：积极，积极暗示，中立，消极暗示，消极

言论情绪：情绪化，理智

评论编码：

态度倾向：积极，积极暗示，中立，消极暗示，消极

评论情绪：情绪化，理智

外媒敏感：提及外媒，不提及外媒

爱国情绪：提及爱国，不提及爱国

3.4 数据统计

制作编码记录表格后，由两位经过训练的编码员进行信

度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对编码标准进行调整。最后测定此次

编码的信度为 0.913，达到内容分析的信度标准。两位编码员

对内容进行编码后采用专业软件进行数据统计。
4、结果及分析

4.1 评论态度均值相关性与回归分析

运用 spss13.0 对评论态度均值与文章态度进行相关性

分析，结果如下：

Pearson Correlation r=- 0.299
p 值 =0.200
评论态度均值与文章态度的相关系数 |r|=0.299<0.3，说

明评论态度均值与文章态度之间线性弱相关。
设评论态度均值为 Y，文章态度为 X1，引入虚拟变量：

se=（0.444）（0.093）（0.236）（0.248）（0.258）
t=（7.851）（- 1.492）（- 1.697）（1.040）（- 0.782）
p 值 =（0.000）（0.156）（0.110）（0.315）（0.447）
R2=0.321 ，表示回归关系只能解释因变量 Y评论态度

14.0%的变异，且回归方程 p 值 =0.186，回归结果并不显著。
由各个变量的 p 值可见引入自变量统计不显著，可见文章是

否情绪化、文章是否来自于发达国家、引用文章时是否添加

评论对因变量 Y评论态度没有显著的线性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外媒言论的态度与回复评论的态度线性

弱相关，而且“外媒言论来源国”、“言论是否有明显情绪”和
“是否在外媒言论后添加自己的评论”等因素都对读者的总

体态度倾向没有显著的线性影响。
评 论 态 度 之 间 的 标 准 差 95% 置 信 度 的 估 计 区 间 为

（0.81，0.93），接近一个态度值，可见评论者之间的评论态度

具有较为均衡的差异，没有出现极端两极化或趋同的倾向，

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网络语境中外媒言论所保持的观点并

不能如同“子弹”般地影响读者的观点。虽然外媒言论态度对

评论的多数态度有较为显著的线性影响，但得出的一元回归

方程 Y=3.701- 0.210 x1 显示言论态度对多数态度的影响因

子只有 - 0.210，且调整后判定系数 R2=0.134，说明外媒言论

态度只能解释评论多数态度 13.4%的变异。外媒言论态度对

评论多数态度有一定的线性影响，但影响是微弱的。
4.2 评论态度与文章态度的一致性

图 3- 1 评论态度与文章态度一致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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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3- 1 可以观察出各篇报道的回复态度一致率相

差较大。文章态度越中立，回复态度与其一致的比例就越高，

接近半数认同文章观点；文章态度越偏激，回复态度就越与

其偏离。
4.3 文章态度与评论情绪倾向

将回复态度标准差根据不同文章态度进行分类，由各类

文章态度对应的回复态度标准差（图 3- 2）可见积极暗示态

度与中立的报道其回复态度之间相差最小，且回复态度随着

报道消极和积极的态度而呈现两极化的倾向。

图 3- 2 文章态度与评论态度两极化分析

4.4 外媒敏感度与态度一致性

在外媒敏感的前提下，受众态度呈现背离倾向。与没有

提及外媒的评论相比（表 3- 4），提及外媒的评论对言论态度

的同意度只有 9.24% ，而不提及外媒的外媒言论同意度达

26.51%，说明“外媒”因素对言论观点的解读负面影响明显。

表 3- 4 提及外媒与否态度同意度

5、综合讨论

5.1 有限效果和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网络言论和跟帖评论的内容分析证明了网络媒

介观点的弱影响。“沉默的螺旋”是一种大众传播的强影响

论，而在网络传播中由于开放宽容的接收环境使受众不再畏

惧“被孤立”的风险，网络更培养了受众思辨理性的思维方

式。本研究归纳网络传播有限效果的可能的原因为以下几

点：

（1）网络新闻板块互动性弱

“沉默的螺旋”建立在人的社会从众心理和趋同行为的

分析基础之上。传统媒介的受众社区、固定 ID 的论坛或社区

是一个为交流意见找寻“同道中人”而设的群体交流和传播

平台，里面的成员易受到 ID 身份认同和群体意见的影响。
本研究选取的新闻板块为研究对象。网络新闻的发布和

评论平台是一个自由开放式的空间，评论者无需注册也无需

留名，没有共同交流的初始动机和群体身份的结构认同。网

友在评论前对其他评论者的观点未进行系统的收集和评价，

对“主流观点”认识模糊。在评论后极少返回关注别人对自己

言论的反应，行为的互动目的弱。这使得网络言论的回复更

真实地反应出言论本身对受众的影响。
从评论态度和文章态度一致性分析来看，积极暗示态度

与中立的报道一致性最高，随着消极和积极的强度呈现两极

化倾向，冷静的文章态度较容易得到冷静的回应，激烈的言

辞导致反对，在网络媒介中群体压力和交际目的较小的情况

下甚至呈现出“反沉默的螺旋”。
（2）网络削弱了“对孤立的恐惧”
“沉默的螺旋”理论所提出的“因害怕被孤立的恐惧感而

不表达自己的异议”的情形在网络匿名环境下逐渐被削弱。
社会孤立恐惧产生的条件缺失或使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

己的所作所为不会被社会孤立。在网络上表现出比现实中更

大胆、更激进、更反叛，并不是因为互联网改变了个体对社会

孤立恐惧的本能，而是使人无需对自己的行为背负心理负

担。在“沉默的螺旋”的产生环境被打破时，传播的有限效果

就清晰地显现出来。
孤独威慑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生存空间的狭小”，网络

无限地扩大了人的活动范围，个人在某个意见上的孤立不代

表在所有问题上的孤立，在一个社区内的孤立不代表在所有

社区的孤立。孤独对人的威慑大大减弱。
5.2 网络信源与外媒成见

通过对“外媒”因素的考察，得出如下推论：

（1）在网络环境下受众对信源有较高的注意度

Web2.0 的推广使传播的信源呈现杂合的特征，人人都

可以成为网络信息的发布者。面对海量的信息，受众必须在

选择接收的过程中进行筛选。“信源”作为信息可信性的重要

标准，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当言论内容趋向

偏激时，受众对信源的提及率明显提高。同时，信息来源被当

成评价该言论可信度的重要原因。
（2）对“外媒”信源的刻板成见

社会学提出“刻板印象”概念，指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

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人们倾向于将不熟悉的事

物归进某个类别，用对此类别的理解形成对这一事物的理

解。大量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失实或敌意的报道在网友心中形

成“刻板印象”，面对新的外媒言论时，人们没有充足的能力

和兴趣形成完整、客观的评价和理解，此时“刻板印象”发挥

作用，用“失实和敌意”的简单理解解读言论。
6、总结

在网络环境下，大众媒体的言论对受众的意见呈弱影

响。有限效果主要受到网络信息传播特点的影响。网络新闻

阅读环境互动性特征弱；网络环境削弱了“沉默螺旋”发生作

用的条件；网络的开放性也培养了受众接收信息的主动性和

思辨性。同时，受众对信源的解读、受众的阅读心态也直接影

响到对观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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