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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网络评论如何有效表达
——《中国网络评论发展报告（2019）》蓝皮书暨网评智库研讨会侧记

　　日前，由中央网信办网络评论工作局指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南京大学紫金传媒

研究院（北京）承办的《中国网络评论发展报告（2019）》蓝皮书发布会暨网评智库研讨

会在京举行。

　　会上发布了《网络评论蓝皮书：中国网络评论发展报告（2019）》（以下简称《报

告》）。该报告由中央网信办网络评论工作局发起，南京大学紫金传媒研究院（北京）副

院长赵曙光主持，旨在对2018—2019年中国网络评论发展状况进行系统总结与全面分析，

并为未来网络评论高质量发展提供“参照系”、树立“风向标”。

　　来自多家高校、智库、媒体机构的专家参加会议，并就网络评论发展与建设展开深入

研讨。网络评论智库在会上正式组建并聘任首批专家，为网络评论提供更加强大的理论指

引与智力支撑。

　　《报告》亮点：为新时代网络评论“精准画像”

　　赵曙光介绍，蓝皮书以“总报告+8篇分报告”的形式呈现，综合运用知识图谱、社交

网络大数据分析、问卷调查等方法开展研究，全面分析网络评论传播规律，立体化呈现网

络评论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探索新时代网络评论的有效表达路径。

　　《报告》依据行为特点、行为动机和内容偏好三大指标，将网络评论典型用户分为五

类：碎片化低卷入型用户、社会环境洞察型深潜用户、新闻导向型活跃用户、兴趣沉浸型

用户、生活资讯依赖型用户，并从性别比例、地域特征、典型爱好等维度为其“精准画

像”。

　　研究发现，网络评论接触场景趋于碎片化，用户经常接触短文字、图片、短视频，而

较少选择文章、长视频和音频。网络评论用户首要关注新闻，围绕新闻浏览相关评论，

88%的用户认为网络评论与新闻同样值得看，甚至更值得看。用户接触网络评论最主要的

动机是情感性动机，而信息性需求居于次要地位。

　　互联网用户下沉为网络评论传播带来新机遇。分析显示，用户下沉促使新兴网络评论

传播渠道崛起，以拼多多、快手、趣头条、WiFi万能钥匙等App为龙头的新兴网络平台迅

速占领了蓝海市场。同时，来自小城市、乡镇和农村的大量新用户涌入网络评论传播流

程，开启了新一轮的用户红利，形成了新的网络评论文化“圈层”形态。

　　与此关联，“网络评论+”发挥入口优势，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成为《报告》中的

一大亮点。《报告》指出，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短视频网站兴起，网络评论逐渐从图文

形态过渡到视频形态，以口碑评价、短视频分享、网络直播等为代表的网络评论为参与脱

贫攻坚等国家战略提供了重要入口，一些深度贫困地区成为“网红打卡地”。据相关数

据，抖音最热门的100个县域景点中，约三成位于贫困县。

　　专家研讨：“建构一种系统的全媒体评论方式”

　　中央网信办网络评论工作局局长华清表示，网络评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理

论支撑、智库发力，推动网络评论建设要夯基固本，加快网络平台基础性研究；守正创

新，加快网络评论应用性研究；积极发声，构建重大舆论引导新格局。

　　“网络评论不仅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抓手，也是提升网络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

的关键阵地之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皮书研究院院长蔡继辉说，以年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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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形式多维度观测解读网络评论，为网上舆论研究和评论引导提供了有力的实践参考和

理论支撑。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李本乾认为，当前的网络环境发生了三种变化，直

接关乎网络评论的未来发展：一是由议题设计或议程设置转为属性设置，二是从情绪的表

达转为问题的诠释，三是从全民表达转为全民“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

胡百精提出，应该关注“社会疏离”和“偏好聚合”两种网络评论领域存在的问题，探寻

公共协商的可能性。他以有关社会话题为例，说明政府、专家、普通民众如何找到舆论发

酵的合适节点介入，从而寻求彼此共识。人民日报社研究部副主任丁丁认为，构建全媒体

视角下的网上舆论引导机制，要壮大网上原创内容的生产机制，建立网络评论形态创新平

台机制、研发主流价值算法培训机制、完善网上舆论审核把关机制、加强重点平台的舆情

监测机制、健全网络评论的效果反馈机制。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长王晓红指

出，应当建构一种系统的全媒体评论方式或传播理念，不同媒体、不同渠道、不同平台具

有不同传播属性，同一内容针对不同平台应该有不同的传播模式，这不是一个简单长短取

舍的问题。

　　发挥网评作用、助力青少年网民文化价值养成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李正风

的关注所在。他表示，青少年是网络时代的原居民，他们在网络上生活的时间所占比重很

大，要通过适合网络空间发展的评论方式有效引导。

　　（光明日报记者 李晓 王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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