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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新闻文化网 新闻 综合新闻

第二届传播与国家治理论坛聚焦传播治国方略 以受众为核心理解网
络舆论的“国进民退”  

作者：周海晏来源：复旦发展研究院发布时间：2013-12-23  中字体

“2013年的舆论可以概括为另一种国进民退。”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网络舆情》执行

主编祝华新在12月21日举办的第二届传播与国家治理论坛上表示，一方面，政务微博等“国家队”

崛起，另一方面，微信正取代微博，成为网络舆论最为集中的平台，“网络舆论下沉到相对更私密

的微信，如果不加重视，社会的压力就得不到有效释放。”

由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举办的传播与国家治理论坛至今已举办两届。中心主任李

良荣介绍说，过去一年中，互联网格局的迅速变化，为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本届论坛围绕

“政府如何运用传播手段来更好地治理国家”的议题，汇集业界、学界智库，共话移动互联网时代

的网络信息传播秩序与国家安全。

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重构了国家治理的格局，这已是与会专家的共识。中国社会

科学院教授、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表示：“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问题多发，再加上

新时期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宣传思想工作已面临与以往大为不同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

境。”祝华新则强调，中国的互联网舆论出现了分层，不同受众往往会关注不同层次的话题，这也

为梳理错综复杂的互联网表达提供了难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

表示，在眼下“我即世界、世界即我”的受众视角中，包括政务传播在内的任何一种沟通，都要

“以人为本”，从具体的受众处找到结合点。

受众是谁，逐渐成为传播与国家治理的出发点。本届论坛发布了“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

大型调查结果。调查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承担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11”工程三期重点

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和大众传媒》子课题。通过分省多级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课题

组对覆盖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37279个样本进行了入户面访。在“受众-用户-公众”的概

念整合基础上，调查报告从媒体生态格局、手机使用习惯、媒体可信度、公众阶层意识与想象等方

面，呈现出受众行为与传播效果的新特征、新变化，从而有助于人们对中国转型期媒介-受众-社会

关系的理解。

“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大型调查发现，中国的媒介生态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媒体接

触来看，受众接触媒体频率的排序依次为：电视、互联网、报纸、广播和杂志，五类媒体的接触频

率之比大致为：25:6:4:3:1（每月天数）。从排序来看，网络已经取代报纸，成为仅次于电视的第

二位媒介类型。网民平均每天花2.92小时上网。就具体网络使用来看，频率最高的前三位行为是

“使用QQ、MSN、Skype等聊天工具”、“浏览新闻”、“使用搜索引擎”。网民使用网络的主要动

机排名前三位依次是：“了解报刊、电视、电台上看不到的话题和观点”、“获得一些平常不容易

看到的内幕信息”、以及“保持自己的社交圈”。

全国受众对不同媒体可信度的评价（1-10分量表）从高到低分别为：电视（7.50）、报纸（6.6

2）、广播（6.37）、网络（5.47）和杂志（5.39）。受众对不同地域新闻，即本地新闻、国内新

闻、国际新闻的可信度评价比较接近，无明显的大幅度差异，均值都在7.7左右。但是，受众普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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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内媒体的可信度要高于海外媒体（6.66）。中央级媒体的可信度最高（8.16），其次是本地媒

体（7.23）。就消息源来看，受众认为专家学者、记者编辑主持人的可信度最高（均为7.17），其

次是党政官员（6.68）、普通百姓（6.55）和民间评论人士（6.21）。在受众深度介入互联网的情

况下，祝华新预计，新闻客户端将在明年成为新闻舆论场的最大看点，其中主流媒体可以发挥更重

要的作用。目前，全国新闻客户端数量已超过3万，一些客户端安装量已突破1亿。

论坛特设两场圆桌会议。“挑战与机遇：互联网技术演进与信息安全”圆桌会议，分三个子话

题展开讨论。在讨论“社交网络与社会稳定”这一话题时，《中国周刊》主编朱学东、上海社科院

社会学副所长李煜、上海大学新闻系书记黄建新、中山大学张志安教授、中国博客网创始人方兴东

等，分别从新媒体传播、社会流动、新闻生产和新闻实务的角度进行了热议。在谈及“移动互联与

传播秩序”时，上海财经大学新闻系主任林晖、上海大学新闻系主任赵士林从新闻理论的角度进行

了探讨，中国青年报总编张坤、深圳卫视《正午30分》主编孙浩元则分别从新闻实务的角度进行切

入时弊。在“信息安全与国家战略”话题上，上海社科院信息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惠志斌、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的研究院蔡翠红、汪晓风畅谈了他们对信息安全的认识，《社科报》主编段刚则从意

识形态的角度剖析了信息安全的重要性，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郑亚楠、《对外传播》副主

编王眉分析了对外传播领域内信息安全的现状与未来。

“探索与创新：互联网法制建设与舆论引导”的圆桌会议也分设三个子话题：网络管理与体制

创新、信息立法与依法治网、舆论引导与媒体改革。在讨论第一个子话题时，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

陈良杰和南方日报社新媒体部主任柳剑能从媒介管理的角度表达了他们对体制创新的认识，人民日

报上海分社副社长李泓冰、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郑涵等从新闻实务的角度进行了阐述。涉及第

二个子话题时，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陈潜、中国联通集团新闻宣传处高级编

辑傅玉辉、上海市政府“上海发布”办公室主任宋炯明，分别从网络管理与政治传播的角度进行了

对话。针对第三个话题，同济大学的陈立生教授、浙江传媒学院的李欣教授等高校教师，与解放日

报评论部副主任王多、《新闻晨报》要闻部主任秦红、《南风窗》记者徐媛、《东方早报》记者周

宽玮、中央电视台制片人庄永志、第一财经编导朱佳沅、SMG编导施喆等媒体人，分别从理论和实务

层面，展开了热烈的对话与辩论。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成功举办了主题为“新媒体环境下执政能力

建设”的第一届传播与国家治理论坛。一年多以来，中心聚焦国家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政

府主管部门提供思考和决策参考，努力建设成为党和政府在传播与国家治理领域内的智库。目前，

中心已有系列成果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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