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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7_83_AD_

E7_82_B9_E6_97_B6_E8_c24_645878.htm 近日,中国社科院新闻

与传播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联合

发布《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蓝皮书。该蓝皮书认为,

中国已成为世界新媒体用户第一大国,网络舆论在近七成的事

件中起到了推动政府解决问题的正面积极作用,且已经成为中

国社会中的一股重要的“主流”积极力量。 按照传播学者诺

依曼的理论,舆论是我们的社会皮肤它不仅是个人感知社会“

意见气候”变化、调整自己环境适应行为的皮肤,又在维护社

会整合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防止由于意见过度分裂而引起社会

危机。随着网络时代向纵深发展,尤其当微博成为公众表情达

意的新通道之后,中国社会的舆论格局已经出现了一些新形势

和新变化。 最突出变化体现在,微博时代的传播生态中,信息

的生产、传播和反馈机制渐趋多元,人人手中都有一个“麦克

风”。当一个社会热点在微博江湖中风生水起之时,如果传统

媒体和事件相关各方仍和以往一样“失明”、“失语”,甚至

仍然坚持一种“捂盖子”的习惯做法,很容易陷入被动,错失转

危为机的良机。对于媒体来说,漠视网络舆论会增加自我边缘

化的风险；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若不能适应微博时代的传播新

语境,轻则会因为Out(过时)而损害形象,重则有可能因公信力

流失而“贫血”。 我们不否认,网络传播的低门槛确实可能导

致一些混乱出现,比如谣言的传播和大量负面情绪的发泄,这些

都为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但是,理性地看,社会不能只有

一种声音。各种利益群体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正常的利益博



弈,表达合理的利益诉求,首先应该持肯定态度而不是稍有不适

便对网络舆论进行打压。 在一定意义上,网络舆论充当了社会

减压阀的作用。通过网络这个开放平台,公众将生活中遇到的

各种问题及时与大家分享,也为相关职能部门化解矛盾提供有

益线索,这种良性的互动,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功不可没。反

之,如果社会情绪总是找不到制度化表达途径,如果公众的正当

诉求总是得不到倾听,恐怕会给社会危机埋下祸根。 今年年

初,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

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

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这

里所说的“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显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

管理网络,而应该放到执政智慧的高度加以理解。 值得注意的

是,近年间,有少数地方的领导干部因为网友举报、网络监督而

落马,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些人惧怕和排斥网络舆论。去年,

《人民论坛》杂志联合人民网、腾讯网开展的一项网络调查

显示,约七成被调查者(包括部分官员)认为官员有“网络恐惧

症”,并特别表示,县处级官员最怕被网络监督。这种惧怕心理

可以理解,但我们更希望越来越多的官员都能卸下思想包袱,坦

然面对网络舆论毕竟,身正不怕影子斜。 善待网络舆论,方显

大智慧。当然,在引导网络舆论方面,有关部门和相关官员既不

能缺位,也不能“过敏”,而是应该尽可能地尊重网络时代的传

播规律,呼吁公众通过理性表达和有序参与,来共同实现“良政

”和“善治”。 相关推荐： #0000ff>热点时评：别让“猪坚

强”绑架了我们的经济 #0000ff>热点时评：防范“达芬奇”

“自防”最靠谱 #0000ff>热点时评：电梯事故为何“突然增

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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