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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社会现实中，人们往往把大众传媒或媒介的言论等同于社会舆论；

把民意等同于社会舆论；把众意或公意等同于社会舆论。然而，所谓社会舆论，

就是针对特定的现实客体，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基于一定的需要和利益，通

过言语、非言语形式公开表达的态度、意见、要求、情绪，通过一定的传播途径，

进行交流、碰撞、感染，整合而成的、具有强烈实践意向的表层集合意识，是“多

数人”整体知觉和共同意志的外化。  

  [关键词] 社会舆论；   概念；   舛误 ；   辩析  

 

  一、社会舆论概念的舛误与谬用  

  为了阐明社会舆论的概念，首先要对目前社会上关于社会舆论概念的舛误与

谬用情况进行简单的说明。  

  1、舛误与谬用之一：把大众传媒或媒介的言论等同于社会舆论  

  尽管大众传媒有“舆论界”的别称，尽管大众传媒上的部分言论可能代表了

一定范围内的舆论，或者这些言论本身就是舆论领袖或一般舆论人作出的，但一

方面不是媒介上的所有言论都是舆论或舆论的体现，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上的某些

言论尽管以社会舆论的姿态出现或自诩代表社会舆论，但实际上并不反映现实公

众的意向。  

  我们经常看到的“新闻舆论”这一提法是否说得通呢？从理论上说，除了虚

假新闻外，新闻是事实的客观报道，所报道的事实有可能成为激起社会舆论的舆

论客体，也有可能就是已经存在的舆论意见或舆论状况，前者成了社会舆论形成

的基础，后者虽然也是客观报道，但客观上起到了传播和放大社会舆论的作用，

但是两者本身都不是社会舆论。  

  从另一个视角看，如果说媒介言论是就是舆论，那么谁是这些舆论的主体

呢？是媒介？不是，因为舆论主体首先得是人，而且是参与舆论发起、表达或传

播的人，媒介只不过是舆论表达和传播的途径、手段和工具罢了。当然，媒介作

为一种人群的自为组合，具有舆论公众的某些特征，即看上去媒体自己在发表意

见、传播舆论，它可以被当作“拟态公众”，但绝不是舆论真正的主体。  

  2、舛误与谬用之二：把民意等同于社会舆论  

  （1）民意与社会舆论的区别。二者区别表现在：其一，外延不同。社会舆

论大于民意，社会舆论包括代表民意的舆论和不代表社会舆论的舆论。其二，规

模不同。社会舆论的规模可大可小，而民意一般是指较大范围内的民心倾向。其

三，存在形态不同。社会舆论一般是能被直接感知的，而民意有时却未必能被人

直接感知到。民意有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尚未表达出来的隐性形态的民意需要

通过民意测验或出现了违背民意的事件后才被凸显，才被人感知。  

  （2）二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当沉默的民意被

测出或激出，又有适当的环境条件便于民意表达，民意就会转化为一种公开的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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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表达；同样，当代表民意的舆论被压制、转移，就会转化为无声的民意；当代

表民意的舆论被人为操纵，这种舆论就有可能异化为违背民意的舆论，即民意被

强奸。  

  3、舛误与谬用之三：把众意或公意等同于社会舆论  

  卢梭指出，人民的意见有众意和公意两种，众意是人们的相同意见和不同意

见的  

  总和，而公意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是众意的最大公约数。显然众意不等于社

会舆论，社会舆论是一种倾向一致的集合意识。公意，如果不带褒贬色彩，含义

与社会舆论相当，但公意又不完全等同于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是众人议论、意见

表达、交流、碰撞和整合的结果，而公意却不一定如此，如事先未经讨论，忽然

就某一公共事务要求全民表决，由此形成的公意就不是社会舆论，尽管此后它可

以转化为社会舆论。  

  二、国内外社会舆论定义梳理与辩析  

  李普曼在《舆论学》中对舆论作了粗糙的描述，“他们头脑中的想象，包括

对于他们自己、别人、他们的需要、意图和关系等等，都属于他们的舆论。”如

果这些想象为集体或集体代言人所使用，就是“大写的舆论”。[1]  

  张友渔认为，“舆论是把少数人排除外的社会多数人的意见。”[2] 

林秉贤认为，舆论是“用富于情绪色彩的语言发表的态度、意见及其相伴随的意象与思想所

构成的，显示出一种在心理上有制约作用的共同意见。”[3]  
  刘建明在《基础舆论学》中指出，“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

性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4]  
杨张乔在《声张自我的艺术——舆论社会学》中指出，“舆论是公众的自我声明，是具有统

一和非统一的双重性的和一定时空形态的公意。”[5]  
  孟小平在《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中指出，“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切的人物、

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

性，并对有关事态发展产生影响。”[6]  
  李广智在《舆论学通论》中指出，“舆论是社会公众对涉及个人利益事件的意见的自由

表达和传播而形成的共同趋向。”[7]  
时蓉华在《现代社会心理学》中指出，“社会舆论是公众的意见与看法，是社会全体成员或

大多数人的共同信念，也可以说是信息沟通后的一种共鸣。”[8]  
  马乾乐、陈渭在《舆论概论》中指出，“舆论，是再现社会集合意识并对社会某一事态

有影响力的多数人的倾向性意见。”[9]   
  甘惜分认为，“舆论是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地位基本接近的人们或社会集团对某种事态

发展大体相近的看法。”[10]  
  项德生在《舆论与信息》中指出，“舆论，就是社会公众或集团对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态

所做的公开评价。”[11]  
  胡钰在《新闻与舆论》中指出，“舆论就是社会中特定群体对特定事件表现出来的特定

意见。”[12]  
  沙莲香在《社会心理学》中指出，“舆论是指大家共同关心的有争议的问题上多数人意

见的总和，是社会上的众人对某些社会事件的一致反应和判断，是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性的意

见。”[13]  
  以上定义的争论点在于：其一，引起舆论的对象即舆论客体是什么？其二，舆论主体是

多数人还是公众？其三，舆论是公共意见，这似乎没错，但用公共意见来定义舆论，对吗？  
  疑点在于：其一，“多数人”这一模糊概念数量上如何界定？其二，李普曼说的“头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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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孟小平说的“信念” 和时蓉华说的“共同信念”等没有公开表达出来的个体意识或群

体意识是否也属于舆论的一部分？  
  三、社会舆论概念的重新界定  
  事实上，现实社会的任何人物、事件、问题、现象（包括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意识现

象）等都可以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从而引起舆论，我们可以统称之为客体。  
  舆论主体是多数人，但多数人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不同的群体范围内，它所指的绝对数

量是不同的。同时，“多数”又不是超过半数以上的简单数学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心理概念，

是人基于生活经验的一种直觉反应、模糊感觉。如果要精确化，确定达到整体的多少时才能

使人产生这种模糊感觉，那就是应用数学根据系统工程得出的“黄金分割点”。一般来说，当

在整体“1”中达到 0.618（61.8%），就能够产生对整体的决定性的、全面的影响；达到临界点

的另一半 0.382 时，就可以使整体感觉到一种重要的影响存在。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持某

种意见的人数达到总数的约三分之一，就可以成为社会舆论；达到约三分之二，就成为主导

性社会舆论。如果这个整体是社会或整个世界，那么“多数人”就是公众，主导性舆论就是显

性形态的“民意”或“公意”。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必要精确到如此程度，可以把这个临界点

的上下各 5％当作社会舆论的边际量。  
  社会舆论是能被直接感知的存在，具有公开性，故人“头脑中的想象”或“信念”等内在心

理不能算作社会舆论。  
  至此，我们似乎就可以给社会舆论重新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了。但是能否用“共同意

见”给社会舆论下定义呢？  
  概念是在头脑里所形成的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定义是对概念的内涵所做的

简要而准确的描述。概念和定义的形成和表述都要借助于一定的语言和语言符号。概念一般

用词或词组来表述，而定义一般用句子或句群来表述。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形

成，表述出来自然就会采用不同的语言符号。英语中的“public opinion”（译成中文就是“公
众意见”、“公共意见”或“舆论”）和中文的“舆论”是同一个概念，是“舆论”这一概念在英语里

的表述方式，就是说“public opinion”只是概念而不是定义。但是，我国很多舆论定义却把英

文的舆论概念“public opinion”译成中文“公众意见”当作舆论定义中的“定义概念”即“种概念”
来使用，这实际上是用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方式来解释该概念本身，是同义反复或“循环定

义”。 
 那么怎样给社会舆论下定义呢？所谓社会舆论，就是针对特定的现实客体，一定范围内的

“多数人”基于一定的需要和利益，通过言语、非言语形式公开表达的态度、意见、要求、情

绪，通过一定的传播途径，进行交流、碰撞、感染，整合而成的、具有强烈实践意向的表层

集合意识，是“多数人”整体知觉和共同意志的外化。这一定义在外延上囊括了各种类型的社

会舆论；在内涵上反映了社会舆论的共同本质——表层集合意识、“多数人”整体知觉和共同

意志的外化；并体现了社会舆论具有的公众性、公开性、指向性、评价性、集合性和表层性

等静态特征和自发性、灵敏性、流动性、惯性和实践意向性等动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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