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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监测：主流媒体不容忽视

　　随着5G时代到来，媒体深度融合迈向智媒的步伐不断加快，移动互联网加速社会化自

媒体发展，提升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舆论观点传播节点增多，在传播过程中易被放

大、扭曲，极大地影响公众情绪，甚至引发舆情剧烈波动。因此，在全媒体语境下，主流

媒体的内容产品、员工形象、媒体组织等媒介要素都可能成为舆论焦点，媒介不仅是舆情

发展演化的推动因素，也可能成为舆情主体或客体。在全媒体传播格局下，主流媒体的新

闻报道等内容产品发布呈现出多维叠加传播效应。随着报道传播路径变化，受众观点不断

对舆情走势产生影响，新闻报道在舆论场中最终形成的镜像可能出现与主流媒体追求导向

正确、专业权威的初衷一致或不一致的情况，进而影响到主流媒体的声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

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主流媒体的声誉是随着时代发展通过不断与公众

互信互通的形式一步步建立起来的，需要一个不断完善、持续优化的长期过程。声誉充分

诠释了媒体的“四力”，主流媒体在递进式发展过程中能否承袭、利用好这种宝贵的无形

资产和财富，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媒体发展的成败。对主流媒体声誉话题的探讨，特别是

在当前主流媒体从融媒向智媒转型的快速发展阶段，对声誉的关注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声誉监测迎来新挑战

　　在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声誉监测来自读者来信、来电以及其他媒体对新闻报道

的感受和看法，传播影响有限，这是媒体声誉监测的1.0版本。新媒体时代，活跃的社交

平台如新浪微博、知乎、贴吧是受众反馈的集聚地，通过关键词搜索，主流媒体掌握部分

声誉监测的信息，这是声誉监测的2.0版本。融媒时代，主流媒体建立了内容生产和产品

设计、传播、分发渠道等全流程全要素的融合转型升级模式，出现了传统产品与新媒体产

品传播效果不同，话题热度不同，甚至舆情演化路径的差异，媒体声誉监测迎来新的挑

战，即声誉监测3.0版本。

　　从声誉监测的演变过程来看，监测理念和监测手段深度依赖传播模式和技术环境。自

2012年以来，大数据一词越来越多地被提及，麦肯锡称“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

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2017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国家大数据战略，对我国传媒业的大数据应用提出了更明

确、更高的发展目标，大数据逐渐上升为不同新闻媒体晋升一流媒体的优化路径。面对大

数据时代的到来，主流媒体可通过数据优先和技术赋能，建立主流媒体声誉监测多维网

络，结合算法和经验研判，建立健全风险预警、趋势预测、决策建议等声誉管理功能，重

构媒体声誉风险管理模式，在浩瀚无边的互联网中，及时掌握舆情风险点，及早预警声誉

风险，改进传播策略，改善传播效果，打造主流媒体声誉监测新能力。

　　声誉监测依托数据优先和技术赋能

　　移动互联时代，微博、微信和新闻客户端迅速兴起，原有的采编发系统已经被改变，

主流媒体利用社交属性加强与受众的即时互动，并且非常重视舆论反馈。新闻的话题热

度、舆情走势、品质评价等海量数据存在数据库“中央厨房”中，通过数据挖掘，充分发

挥数据量化体系在测评、服务流程中的价值，实时监测舆情动态，评估声誉风险。

　　数据优先，利用数据反馈，及时调整报道策略，打造出叫好又叫座的新闻报道，甚至

缔造现象级的传播精品。2017年新华社引爆网络的“刚刚体”，一条9个字的微信推出10

分钟后点击量达10万+，发布36个小时后收获800万点击量，转发量近50万……这组监测数

据体现了传播效果，微信编辑在留言区与受众积极互动，颠覆了人们对传统官媒的刻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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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而对于受众提出的“废黜”错用为“废除”一事，新华社迅速分析研判并回应，有力

消解负面舆情，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维护了国家通讯社声誉、口碑。

　　当下，主流媒体正处于融媒向智媒转型期，传播环境复杂多变，对媒体声誉管理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要想赢得主动，必须在声誉监测上做到全面、快速、准确，面对海量的、

碎片化的数据，单靠人工难以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依靠技术赋能。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大

数据深度挖掘整合，并通过语义分析技术对舆情分析研判，有助于加强声誉管理的风险防

范和处置应对能力。今年5月，关于孙小果案的报道出现负面舆情，央视及时作出反应，

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道歉文章《向大家道歉：我们错了！》。该文章浏览量瞬间达10万

+，这一措施迅速扭转不利的舆论形势，挽回形象。通过技术赋能，在传播上实现全媒体

大数据监测。建立专门的舆论监测团队，借助舆情监测系统，随时监控新闻发布后的互动

与反馈，及时发现潜在的舆情风险，进行舆情分析研判预警，提出舆情应对建议，有效防

范化解舆情风险隐患，保障和维护媒体品牌声誉。

　　此外，在对网络碎片化舆情整合的过程中，通过技术手段筛选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

寻找潜藏的规律，为智慧型媒体集团的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通过中央数

据库、大数据服务中心最大限度地汇聚内容数据、用户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全面打通和关

联，为数据深度挖掘、智能分析创造基础性条件，推进媒体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深度融合，为受众提供丰富、及时的内容报道，提升传播服务的精准度和抵达率。如《武

松来了》、《洪记鉴证》、《宝览南粤》、《直播广东》、音乐视频《相信》等爆款精

品，大大提高了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

　　利用声誉监测及时掌握舆论反馈

　　通过技术手段对数据的挖掘和分析，让声誉监测结果实时反映舆论走势，并能够直观

地呈现特定舆论事件中主流媒体在舆论场上的“四力”，对媒体战略决策、战术制定有风

向标意义。

　　近年来，传统主流媒体融合转型进入深水区，以智能化、一体化、生态化等为特点的

智慧媒体雏型越发明晰，在媒体形态创新、生产流程再造的过程中，媒体原有声誉、品牌

优势如何在新媒体平台得到继承和发扬，是转型成败的关键。智媒时代，主流媒体以贴近

受众为出发点，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精准推送，推动优质内容生产，打造智能化传播平

台，对大数据理念的引入、智能技术的运用也使得转型过程中的声誉监测可以而且容易实

现量化。因此，媒体声誉的变化可以作为媒体转型效果评估的关键指标，声誉监测的量化

结果对转型过程中的战略决策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近年来，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壮大，一些热点事件的传播呈现出多节点、去中心化特

点，而由于关键信息的缺失或发布者对信息的主观筛选，造成舆情反转波动的情况不时出

现，引发或加重民众焦虑情绪，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危害了新闻的客观性

原则，损害了媒体行业的公信力与权威性。

　　利用声誉监测，让主流媒体及党政机关及时掌握媒体报道引发的舆论反馈，准确评估

已呈现报道的舆论引导效果，利用大数据的精准化特点构建出受众的价值判断图景，进而

在后续的报道中找准切入点主动设置议题，化解负面舆情，传播正确的价值取向，凝聚社

会共识。

 

　　（作者代羽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舆情研究中心舆情分析主管，作者袁婕系舆情分

析副主管，作者罗兴系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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