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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网络从诞生之日起就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也将网络看成了

一个有效的舆论工具。在我国的传媒研究当中，舆论历来就是一个热点和重点。但是在网络日

益发展的今天，网络舆论却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实际上这个问题正是目前我国最值得研

究的问题之一。只有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网络舆论进行研究，才能进一步推动我国传媒研

究的发展。 

【关键词】舆论 网络舆论 传媒研究 

作为国际上公认的“第四媒体”，网络一开始就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网络

自身的特点，其新闻传播媒介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快捷性、信息的海量性、互动性等

网络所特有或者说与其他传媒相比较更有优势的特性使得它比其他传媒的发展显得更加迅速。

同样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在舆论的形成和影响等方面，网络也具有其他传媒所无法具备的特

性。而如今网络舆论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但遗憾的是，这种关注仅仅停留在经验层次上面。在我国传媒理论研究当中，网络舆论似乎还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但研究成果较少，而且有深度的思想也不多。笔者认为，在众多有价

值的主题当中，网络舆论也是应当受到学者们关注的领域。而且可以这么说，它甚至是最有意

义的话题之一。一方面，这是因为它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网络舆论研究将进一步推动我国

的舆论研究和传媒研究；另一方面，在实践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将对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起到促进作用。这一研究的推进，也需要从学界和业界两方面努力，不是单独任何一个方面的

事情。 

一、我国网络舆论研究现状 

舆论学历来是我国传媒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也是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独树一帜的领域。目前我国

的舆论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一个完备而合理的理论框架，完整、逻辑性地容纳学科繁复

多样的内容，对许多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行了界定。这些研究都是创造性的。之所以说是创造性

的，是因为：第一，虽然我国是世界上研究舆论最早的国家之一，但是舆论学作为一门独立学

科的研究，毕竟是一个平地起高楼的工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第二，在建立有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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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舆论学过程中，我们的舆论研究者对一些舆论概念和理论框架没有照搬照抄西方的东西，而

是立足我国的历史与现实，对大量的中外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加以改造和利用，把它升华到

新的理论高度 。 

但是，我国的舆论学研究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研究角度过于单调，很多研究成果

都走不出从宣传的角度对舆论进行研究，框架的构建总体显得单调；第二，研究成果存在雷同

现象，很多舆论学著作缺乏独创性和个性；第三，专业学术性不强，缺乏深入的研究成果。  

而具体到网络舆论研究方面，这些不足更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已经出版的舆论学著作当中，很

少有涉及网络舆论的。而在论文方面，关于网络舆论的也不多。根据笔者从“中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中获得的信息来看，以“网络舆论”为关键词的论文共有33篇（截至2004年6月）。这

些论文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舆论基础研究：研究网络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及其特征。主要代表成果是： 

a)谭伟，《网络舆论概念及特征》，《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5期 

2.网络舆论功能：主要探讨网络舆论与其他传媒在舆论方面不同的功能特性。主要代表成果

是： 

a)彭兰，《试论网络传播中专业新闻机构的舆论功能》，《当代传播》2000年1期 

b)黄鹂，《论网络媒体传播功能的特点》，《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2期 

c)梁蓬飞，《弱势样态：因特网舆论功能的环境描述》，《当代传播》2002年4期 

3.网络舆论导向：指出网络舆论在舆论导向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代表成果是： 

a)王汐艾、张西明，《网络新闻传播：新时期舆论导向的一个重要制高点——我国新闻媒介网

络化发展评析》，《改革》2000年4期 

b)郭天一，《网络时代的舆论引导──网络发展及其对大众传播的影响探讨之三》，《新闻与

成才》2000年4期 

c)魏永刚，《网络点击率不能“点歪”舆论导向》，《新闻与写作》2000年8期 

d)魏超，《网络传播与舆论导向》，《新闻采编》2000年3期 

e)戴升平，《网络传播中的舆论导向》，《军事记者》2001年8期 

4.网络舆论形成：探讨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和影响机制。主要代表成果是： 

a)刘海龙，《沉默的螺旋是否会在互联网上消失》，《国际新闻界》2001年5期 

b)沈刘红，《网络舆论的形成与立体化引导》，《新闻前哨》2004年1期 

5.国际网络舆论：探讨国际传播中的网络舆论。主要代表成果是： 

a)匡文波，《网络传播中的国际舆论斗争》，《中国记者》2001年3期 

6.网络舆论调控：从传播控制的角度来看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调控。主要代表成果是： 

a)曹新伟，《浅议第四媒体对现代舆论管理体制的冲击》，《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2期 

7.网络舆论监督：探讨网络作为舆论监督新手段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以及与传统媒体相

比较的优势。代表成果是： 

a)何源，《网络中的舆论监督》，《当代传播》2002年6期 

b)裴晓军，《网络新闻与舆论监督》，《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 

c)郑獺，《试比较网络与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声屏世界》2002年1期 

d)金霞，《论网络传播的舆论监督》，《湖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2期 

e)张薇薇，《网络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优势解读》，《新闻记者》2004年6月 

8.个案研究：主要以一些网络舆论现象的个案为研究对象。主要代表成果是： 

a)李敬坡，《网络媒体要注重正确导向──兼评网上对“中美撞机事件”的报道》，《当代传

播》2001年4期 

b)王蓉，《网络媒体如何正确引导舆论——从突发性事件的报道说起》，《声屏世界》2002年

1期 

c)陈彤旭、邓理峰，《BBS议题的形成与衰变——对人民网强国论坛的个案研究》，《新闻与

传播研究》2002年1期 

d)李金莲，《社会突发事件中谣言的网际传播现象透视——“非典型肺炎”事件引发的思



考》，《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6期 

另外，还有一些发表在网上的关于网络舆论的论文，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例如： 

●   

闵 大 洪 ， 《 网 上 舆 论 的 形 成 及 特 点 》 ， � 中 国 新 闻 传 播 学 评 论 网 � ，

❈▼▼❐✚✏✏❃❊❒✎❚❊❏●✎❃❏❍✎❃■✏❇❂✏■❏❄❅✒✏■❏❄❅✒✖✑✐✘✏■❏❄❅✒✗✓✓✐✏■❏❄❅✒✘✓✐✔✏◆▲❅❒❏❂❊❅❃▼✑✕❁❉✑✙✕✗✑✒

✖✎❈▼❍●

●   

李 莉 ， 《 浅 谈 网 络 传 播 与 舆 论 监 督 》 ， � 传 媒 学 术 网 � ，

❈▼▼❐✚✏✏◗◗◗✎❍❅❄❉❁❃❈❉■❁✎■❅▼✏❁❃❁❄❅❍❉❃✏❘▲❊❄✿❖❉❅◗✎❊▲❐✟❉❄✝✑✕✐✖

●   

郑 汉 榜 ， 《 ✢✢✳言 论 及 其 演 变 》 ， � 中 国 新 闻 传 播 学 评 论 网 � ，

❈▼▼❐✚✏✏❃❊❒✎❚❊❏●✎❃❏❍✎❃■✏❇❂✏■❏❄❅✒✏■❏❄❅✒✖✑✐✘✏■❏❄❅✒✗✓✓✐✏■❏❄❅✒✘✓✐✔✏◆▲❅❒❏❂❊❅❃▼✑✕❁❉✑✙✘✓✕✕

✕✎❈▼❍●

当 然 ， 需 要 说 明 的 是 ， 上 述 对 于 网 络 舆 论 研 究 成 果 的 梳 理 一 定 还 有 漏 掉 的 地 方 。 但 是 我 们 相 信

这 些 研 究 成 果 还 是 能 够 总 体 上 反 映 当 前 网 络 舆 论 的 研 究 状 况 。 另 外 ， 有 许 多 其 他 方 面 的 研 究 成

果 涉 及 到 网 络 舆 论 。 例 如 思 想 政 治 研 究 （ 如 《 学 校 党 建 与 思 想 教 育 》 ✒✐✐✓年 ✙期 廖 小 琴 的 《 网

络 舆 论 � � 新 时 期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重 要 视 域 》 ） 、 网 络 对 青 少 年 的 影 响 （ 《 湖 南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 ✒✐✐✔年 ✑期 谭 伟 的 《 网 络 舆 论 及 其 对 大 学 生 � 三 观 � 的 影 响 》 等 ） 、 网 络 政 治 研 究 （ 如

《 学 海 》 ✒✐✐✒年 ✖期 赵 波 、 赵 振 寰 的 《 互 联 网 对 政 治 舆 论 传 播 的 影 响 及 治 理 对 策 》 ） 、 宣 传 等

等 方 面 。  

从 上 面 的 研 究 成 果 可 以 看 出 来 ， 目 前 我 国 网 络 舆 论 研 究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跟 舆 论 学 研 究 的 格 局 差 不

多 。 在 网 络 舆 论 的 功 能 、 导 向 、 形 成 ， 以 及 网 络 舆 论 监 督 等 方 面 有 较 多 成 果 。 尤 其 是 在 网 络 舆

论 监 督 这 一 方 面 。 这 跟 我 国 网 络 媒 体 在 舆 论 监 督 方 面 发 挥 的 特 殊 作 用 是 分 不 开 的 。 尽 管 如 此 ，

我 们 在 网 络 舆 论 基 础 研 究 方 面 似 乎 还 有 点 薄 弱 ， 而 一 旦 基 础 框 架 没 有 建 立 起 来 ， 那 么 就 容 易 在

更 上 层 次 的 研 究 上 造 成 混 乱 。 这 是 我 国 网 络 舆 论 研 究 首 先 要 解 决 的 问 题 。  

二、网络舆论研究价值体现  

为 什 么 说 网 络 舆 论 是 未 来 中 国 传 媒 研 究 最 有 价 值 的 领 域 呢 ？ 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 。  

首 先 ， 网 络 舆 论 本 身 会 在 未 来 中 国 社 会 发 展 当 中 占 据 重 要 地 位 。 ✒✐✐✓年 被 誉 为 � 网 络 舆 论 元

年 � 。 在 这 一 年 当 中 ， 很 多 事 件 的 发 生 发 展 都 深 刻 烙 上 了 网 络 舆 论 的 痕 迹 。 例 如 孙 志 刚 事 件 、

宝 马 肇 事 案 、 非 典 事 件 等 。 公 众 通 过 网 络 舆 论 ， 更 能 够 掌 握 社 会 发 展 的 脉 搏 ， 也 能 够 置 身 于 社

会 发 展 的 进 程 之 中 ， 这 无 疑 能 够 推 动 我 国 社 会 的 发 展 。 另 外 ， 网 络 舆 论 有 类 似 � 社 会 安 全 阀 �

的 意 义 （ 陈 彤 旭 、 邓 理 峰 ， ✒✐✐✒） ， 这 对 于 社 会 冲 突 的 消 弭 也 是 很 有 意 义 的 。 网 络 舆 论 发 生 作

用 ，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通 过 网 上 论 坛 发 挥 作 用 的 。  

其 次 ， 网 络 舆 论 研 究 的 进 步 将 进 一 步 推 动 我 国 传 媒 实 践 的 发 展 。 正 是 由 于 在 网 络 舆 论 当 中 ，

� 议 程 设 置 � 功 能 减 弱 、 � 沉 默 的 螺 旋 � 作 用 增 强 ， 使 得 大 众 传 播 的 主 导 地 位 减 弱 ， 导 致 了 宏

观 上 舆 论 的 分 散 和 自 由 ； 而 人 际 传 播 和 组 织 传 播 作 用 的 加 强 ， 又 导 致 微 观 上 舆 论 的 统 一 ， 代 替

了 从 前 大 众 传 播 时 代 宏 观 上 舆 论 的 统 一 和 微 观 舆 论 的 分 散 现 象 。 （ 黄 鹂 ， ✒✐✐✐） 这 些 现 象 都 不

得 不 引 起 大 众 传 播 媒 介 的 注 意 。 我 国 的 新 闻 传 播 媒 介 应 当 更 进 一 步 向 � 受 众 本 位 � 转 变 ， 同 时

加 强 对 网 络 舆 论 的 引 导 ， 只 有 这 样 ， 才 能 杜 绝 流 言 ， 进 行 有 效 传 播 。  

最 后 ， 网 络 舆 论 研 究 的 发 展 能 够 促 使 我 国 传 媒 研 究 者 占 据 传 媒 研 究 的 新 阵 地 。 尽 管 国 外 网 络 舆

论 的 研 究 也 进 行 得 如 火 如 荼 ， 但 是 由 于 这 片 领 域 是 刚 刚 才 得 到 开 垦 的 ， 因 此 我 国 的 网 络 舆 论 研

究 并 不 落 后 于 国 外 。 同 时 由 于 网 络 在 我 国 社 会 当 中 又 发 挥 着 独 特 的 作 用 ， 因 此 我 国 的 网 络 舆 论

 



研 究 更 是 有 自 己 的 独 到 之 处 。 例 如 我 国 关 于 网 络 流 言 引 起 的 舆 论 影 响 、 网 络 舆 论 导 向 等 方 面 的

研 究 就 可 以 说 是 居 于 世 界 前 列 的 。  

三、网络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  

推 动 网 络 舆 论 的 研 究 ， 我 们 应 当 做 好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的 工 作 。  

正 如 我 们 前 面 所 提 到 的 ， 我 们 首 先 应 当 加 强 网 络 舆 论 的 基 础 性 研 究 ， 建 立 网 络 舆 论 学 的 研 究 框

架 。 这 需 要 人 们 做 大 量 的 基 础 性 工 作 ， 但 是 只 有 做 好 了 这 一 点 ， 才 能 够 规 范 网 络 舆 论 学 的 研

究 ， 真 正 推 动 网 络 舆 论 研 究 的 发 展 。  

其 次 ， 我 们 还 应 当 拓 展 网 络 舆 论 的 研 究 范 围 。 从 上 面 的 研 究 成 果 我 们 可 以 看 出 ， 在 国 际 传 播 的

网 络 舆 论 、 网 络 舆 论 的 调 控 等 方 面 我 们 还 做 的 不 够 多 。 另 外 ， 在 网 络 舆 论 带 来 的 政 治 进 步 等 方

面 我 们 还 鲜 有 涉 及 。  

再 有 ， 在 拓 展 网 络 舆 论 研 究 范 围 的 时 候 ， 我 们 应 当 跟 其 他 学 科 联 系 起 来 ， 利 用 其 他 学 科 有 用 的

研 究 方 法 、 研 究 思 想 来 进 行 网 络 舆 论 方 面 的 研 究 。 例 如 社 会 学 、 政 治 学 、 心 理 学 的 思 想 和 方

法 。  

另 外 ， 我 们 还 应 当 加 大 实 证 研 究 的 力 度 。 实 证 研 究 历 来 就 是 我 国 传 媒 研 究 的 一 个 弱 项 。 网 络 舆

论 的 实 证 研 究 在 方 法 上 具 有 方 便 性 ， 通 过 对 网 络 舆 论 的 实 证 研 究 ， 我 们 能 够 反 过 来 推 动 我 国 传

媒 实 证 研 究 的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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