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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网络条件下的舆论引导 

作者： 匡文波  

关键词： 舆论引导┊阅读：387次┊ 

一 互联网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新闻传播的不平等状况，甚至造成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侵略。  

目前在互联网上，英语内容占90%，法语内容约占5%，包括中文在内的其他语种的内容只占5%，不懂英语几乎很难在网上

交流。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说：“在互联网上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英语将成为标准。”这就意味着，对使用非英语的民

族和国家来说，其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权被剥夺了。如果这种被剥夺的局面不能改变，那么非英语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就

将被彻底挤出网络。这是一种“新式的殖民主义”，因为语言是一个民族存在的重要标志，容忍某一语言吞并其他语

言，无异于忍受某一民族的侵略和压迫。  

同时，伴随着网络上英语语言的统治，美国等西方国家必然会依据其信息的绝对优势，向其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文

化覆盖。这就是说我们的网民面临着“殖民文化”和“文化侵略”及单一文化的重大压力，可能成为网络时代单一文化

的被动受体。而互联网在连续不断地传播文化信息的同时，也将其世界观、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念等传播并强加于人，

对受众群体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长此以往，这种影响便会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网民对其逐步产生亲近感和

信任感，并最终走向认同和依赖。与此同时，则告别了对本民族文化与价值观的信任、依赖和自豪感。对于一个国家和

民族来说，这种倾向必然会使其丧失凝聚力，毁灭其意识形态和道德体系，动摇其存在的基础。  

目前，信息强国与信息弱国之间的“信息位势差”极其明显。信息弱国不仅运营成本高、网上浏览速度慢，而且信息上

网数量少。这样，信息弱国只能是被迫接受信息的群体。面对这种“信息位势差”，更叫人感到不安的是，信息强国不

仅依仗他们经济、技术力量的雄厚抢占网络有利地形，而且打击信息弱国。  

二 网络信息传播的无阻碍化使得国际政治舆论更趋激烈  

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传统媒体扮演着受众与信息源之间的“中介人”角色，它们对新闻材料进行取舍，选择一定的传

播时机、传播方式和传播频度，进而控制传播进程，得到期望的传播效果。因此说，在传统媒体居统治地位的时代，受

众对新闻信息的自由选择余地不大。而互联网出现后，任何上网者不仅可以在网上同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打交道，而且

能直接接收到世界各大通讯社的新闻信息，还可以从非媒体机构发布的信息源中直接获取新闻。这样，网络传播的受众

便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传统媒体的依赖，可以更加自主地选择所需要的新闻信息。  

过去中国的媒体只有各级宣传部领导或监管下的报纸、杂志、出版、电台和电视台 等信息出口。而今天，除了2000多家

传统报纸、900多家电视台外，中国国内有近万家网站发布信息，其中包括新闻站点、专业信息站点、公司站点、机构组

织站点、个人网页和电子邮件等等发布或发送新闻。而这些新闻的出口(news outlets)都无需新闻出版部门的审批。海

外更是有无以计数的网站供国内网民自由浏览。  

网络传播的特性使以往在传统新闻传媒上无法实现的个人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得到空前的展现，任何人只要进入网络便

几乎可以无所不言，畅所欲言，形成了言论的“自由市场”。同时，互联网的隐身功能给一些信息造假者和谣言传播者

提供了绝好的舞台，使他们能够在网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或有意散布虚假信息，制造混乱。  

某些道德低下者把黄色文化键入网上，使思想毒素四溢，预防和清除肮脏的意识形态也会产生一系列麻烦。当网络走入

千家万户，对丑恶意识形态的控制就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何控制已是异常艰深的技术难题。实际上，除了色情画

面，科学家们很难解决网络控制问题。  

在国际新闻传播中，政治舆论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控制媒体机器的男男女女，并不是中立无偏见的计算机。他们有

自己的思想倾向，在“客观”的表象下，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及价值。今天的国际舆论和国际传播被美国主导，只要

谁不服从美国的领导，谁就会被认为是美国的敌人，谁就会遭到美国控制的全球新闻传播系统和媒介平台的群起而攻

之。或者是呼吁实施经济制裁，或者煽动民族／宗教事件，或者是以人权为借口在国际上孤立你。  

在网络传播中，信息传播的无阻碍化使得国际政治舆论更趋激烈。网络并没有改变媒介的社会功能。由于大的网络传播

网站（公司）的背后都有巨额国际资本的支撑，这些网络公司处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在网页设计和架构上总是倾

向于自己喜好的内容和议题。  

网络的主导者利用掌握的先进技术大力推行其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这将直接对网民的政治观造成冲击。网络对受众政

治观的影响是隐性的，是潜移默化的，网民有的是政治激情和政治冲动，他们很容易被一些表面的政治现象所迷惑，也

容易被一些虚假的政治信息所蒙蔽，他们的满腔热忱也因此易被别有用心的集团或个人引导而做出一些错误的举动。西

方发达国家也就是看中它的这些特点来推行其政治主张和政治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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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作者：罗晓娜┊ 2006-05-29 

  一、 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

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

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

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

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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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讨 2009-09-27

·第九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 2009-09-24

·[更新]2009“中国新闻传播学科 2009-08-31



三 因特网上的“舆论多元”现象分析  

因特网的特性使以往在传统新闻传媒上无法实现的个人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得到空前的展现，任何人只要进入网络便可

无所不言，畅所欲言，形成了言论的“自由市场”。作为因特网的分支和延伸，中国大陆的网络不可避免地承袭了这一

传统和惯例。  

当前，中国在因特网上所表现出的个人表达自由、言论自由的普遍方式主要有建立个人网页、以电子函件发行网络出版

物、在电子论坛上贴帖子、在聊天室（Chatroom）放言等。因特网技术上的特点使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得以空前的“放

大”。以电子函件为手段发行网络出版物和便是其中之一。目前，代表各种政治观点的网络出版物不断出现。个人发表

言论得到普遍应用的当属电子论坛。  

尽管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对电子论坛和个人网页的管理，但电子论坛、个人网页的特性毕竟为用户开辟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言论空间和自我表达空间。在中国大陆，随着因特网用户数的迅速增加，电子论坛已经开始形成有较多人参与、具

有一定影响的自由言论的园地。在这一园地中，任何人可以就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传递相关信息，这在报

刊、广播、电视等新闻传媒中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而电子论坛在这里起了重大扭转作用，多种声

音而不是一种声音从这里发出。传统新闻传媒可以表现为“舆论一律”，而因特网上的电子论坛，恰恰以“舆论多元”

为最大特点。  

四 中国新闻传媒面临严峻挑战和舆论引导责任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媒尽管朝着民主化、法制化、市场化方面不断迈进，但今天依旧面临着必须进一步改革的

巨大压力。今天受众已不满足于自上而下的灌输式的宣传报道，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必然要提出“知情权”、

“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要求。而当这种要求从国内的新闻传媒上无法、或者很难得到满足时，就会转向海外国

外的媒体寻求信息来源，而且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内受众会拥有更多的主动权、选择权，甚至信息发布的

手段。  

长期以来，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对于社会舆论的影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之一。“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理论

或假说，都试图揭示出大众传播媒介在形成或引导舆论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舆论的形成机制。但是，当网络作为一种

新兴媒介进入人们的生活时，人们却发现，网络传播的兴起，给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带来了冲击，也给传统大众传播理

论提出了新的课题；网络传播环境也给舆论的形成带来的困难。  

在网络传播环境中，由于网络传播的自由性、交互性和开放性，使得非主流的声音得以全球范围的传播，大众传播媒介

对舆论的影响力也由此受到一定削弱。另一方面，在“沉默的螺旋”假设中起重要作用的“从众心理”也会因为网络时

代的到来而有所改变。  

显然，网络社会将是一个舆论更分散的时代。舆论是社会的皮肤，如果舆论的过于分散，并不利于社会的整合，舆论的

极度混乱甚至可能会带来社会的崩溃。所以网络时代仍然需要形成一定的主流舆论。专业媒体机构在形成舆论方面还应

有一定优势，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在新闻传播方面，上网的专业新闻机构拥有天然的品牌优势；专业新闻机构的

“把关”作用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并起作用。  

实际上，在网络传播中，被削弱的主要是政府的“把关”功能而不是专业新闻机构的“把关”功能。然而，虽然政府的

直接控制力相对减弱，为了在网络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保持自己的地位，政府就会采取其他一些策略，其中之一，应是

扩大自己国家的一些主要新闻机构的影响以防止本国受众的流失，并强大本国在网络中的声音。所以政府会在资金、政

策上给予这些媒体以扶持，也就是说，最终，政府的把关仍然会以某种方式融入微观的“把关”中。  

中国必须大力加强网络传播和网上新闻宣传，以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这个阵地对中国进行渗透。要加快重点

网站建设，扩大重点新闻网站的知名度，抢占这个思想舆论阵地的“制高点”。网络传播的发展既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

了现代化手段，同时也已成为重要的思想舆论阵地和国际舆论斗争的新领域。国内外敌对势力正竭力利用这个阵地对我

们进行渗透。现在的互联网上，信息庞杂多样，既有大量进步、健康、有益的信息，也有不少反动、迷信、黄色的内

容……必须兴利除弊，因势利导，增强我们在网上的正面宣传和影响力，努力掌握这一舆论宣传阵地的主动权。  

我们也应该看到，网络传播使国际政治舆论中的斗争尖锐化的同时，也为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由于全

球传播降低了传播费用、经济规模和市场准入成本，而且我们的对外传播的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绕过西方国家充满偏

见的“把门人”，使全世界对日益发展的中国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热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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