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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博空间的议题呈现: 新浪
热门微博实证研究

韦�路�胡雨濛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310028)

[摘�要]热门微博基本囊括了网民每天在微博上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成为微博舆论的缩影。对热门

微博的主要议题、议题设置者、设置方式和议题分布进行研究发现:社会和娱乐两大议题成为微博用户最

为关注的内容,体现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在微博上的融合;热门微博的议程设置者主要以精英用户为

主,但也为草根用户提供了参与公共空间的机会;内容是影响微博热度的决定性因素,而媒体形式和叙述

方式等手段可有助于增加微博吸引力;在日常状态下,热门微博的议题呈现零散、琐碎状态,而一旦重大

公共事件发生,微博视点会迅速聚焦,形成强有力的微博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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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PresentationintheChineseMicroblogosphere:

AnEmpiricalStudyofSinaHotWeibo
WeiLu� HuYumeng

(CollegeofMediaandInternationalCulture,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8,China)

Abstract:HotWeiboisanofficialappofferedbySinatohighlightthepopularWeiboposts.Itmeasures
thehotnessofpostsbythenumberofviews,forwards,comments,andcompliments.Thetop100hot
WeibopostsarelistedbySinaeveryday,whichconcentrateonthatday'smostimportantissuesand
becomeamicrocosmofonlinepublicagendainChina.ThroughtheprismofHotWeibo,thisstudyasks
threequestions:(1)whatarethedominatingagendaonWeibo,(2)whosettheseagendaandinwhat
ways,and(3)howaretheseagendadistributedonWeibo?

ResultsshowthatsocialandentertainmentissuesdominateonlineagendaonHotWeibo,which
indicatesaconvergenceofpublicspaceandprivatespaceintheChinesemicroblogosphere.The
distributionofdiscursivepoweronWeibomirrorsthepowerrelationshipintherealsociety.Whileelite
usersconstitutethemajorityofhotWeibocontributors,grassrootsusersdohaveachancetoparticipate



inthepublicsphere.Insomecases,thosenobodieswhodonothavemanyfollowerscanalsobecome
agendasettersonHotWeibobecauseofthehighvalueoftheirWeiboposts.Contentisthemost
importantfactorthatdeterminesthedegreeofhotnessofaWeibomessage,whereastheformand
narrativedomatterinboostingWeiboappeal.Thisresearchfoundthatmorethan70%oftheHotWeibo
sampleshavepictures,whichsuggeststheimportanceofvisualelementinblogging.Meanwhile,asnews
andinformationcanhelpapostbecomeaHotWeibo,commentsandopinionscanalsobecometopWeibo
posts,whichissometimesmorepowerfulininfluencingpublicopinion.TheagendaonhotWeiboare
normallytrivialanddivergent.Onceabreakingpubliceventhappens,however,peopletendtospeakin
onevoiceandastrongcollectiveconsciousnesswillemerge.Weiboagendawillinstantlyamalgamateand
leadtoremarkablesocialcohesion.

However,therearestillafewlimitationsinthestudy.First,thecategorizationof Weibo
contributorsandWeibothemescouldfurtherberefined.Thecurrentcategorizationisbasedonthe
observationoftheoverallsamples,andthescopeandlevelsoftheclassificationmightnotbeoptimum.
Inparticular,the"other"categoryinthemehasasimilarhighaveragedegreeofhotnesstothe"social
issues"category,butdoesnothaveamoreaccuratedescription.Second,thesamplesizeislimited.Only
thefirstfiveWeibopostsonthechosendayswereanalyzed.Toincreasetherepresentativeness,future
studiescouldutilizedataminingtechniquestoconductmorerepresentativesurveysofHotWeibo.

Oftentimes,wehearahubbubofvoicesonWeibo,butunderneathsuchhubbub,wecanalwayssee
atendencytowardsconsensus.Thereisalwayssomethingthatcantemporarilystoppeople'strivial
interestsandprivatediscussions,anddirectpeople'sattentiontoapublicissue.ThevalueofWeibois
exactlythepowertobuildarelativelyfreemarketplaceofideasinwhichpublicmembersdeterminewhat
arethemostimportantissuesfacingthesocietybychoosingwhattoandwhatnottotalkabouton
Weibo.Nevertheless,whetherWeiboistoochaoticortoofocusedtoserveasabetterinstitutionthan
traditionalmassmediainfosteringdemocracyisaquestionweneedtofurtherconsider.
Keywords:microblog;publicsphere;agendasetting;publicopinion

互联网“不仅会改变世界,而且还会改变世界变化的方式”[1]。在网络空间中,网民们得以相对
自由地发声,传递信息、表达观点。这一趋势在微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微博使普通网民可以建立
“自媒体”,更加积极地参与信息传播活动。除此之外,微博用户还能享受充分的“鼠标时代的民
主”,根据自己对信息价值的判断,通过点赞、转发和评论,制造出热门微博,形成网民广泛关注和议
论的社会热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普通网民也可以成为微博信息传播的微型把关者,而微博也成为
当下公共领域最具潜力的舆论平台。

“热门微博”是新浪微博推出的一个官方应用。根据浏览、转发、评论、赞等指标,计算出微博的
“热度”(以摄氏度的形式标注),并列出每天排名前100的热门微博。这100条热门微博基本囊括
了网民每天在微博上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成为微博舆论的缩影。如果说报纸杂志的头版头条和广
播电视的头条播报代表了传统媒体报道的头等大事,热门微博就是社交媒体上的首要议题。本研
究试图以热门微博为棱镜,管窥中国微博空间的议题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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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

公共领域因哈贝马斯而知著,是指介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相对独立的公共场
所[2]3241。进人信息社会以来,对于“网络是否能够充当公共领域”的研究日渐丰厚。部分研究者认
为,网络具有充当公共领域的潜质。“互联网具有最强大的民主传播力量,它将挑战现存政治阶层,
打破政治结构对于强有力的大众传媒的垄断,它将重振因商业化、社会化、消费化等因素分裂而衰
落的公共领域。”[3]24“互联网的参与者较少受到社会身份的限制因而更具平等性,具备形成公众的
条件;同时网络为参与者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度,赋予了使用者更多的自主与控制权,公共
空间由此形成。”[4]439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对网络充当公共领域的期待是一种“乌托邦”似的构想,
是一种狭隘的技术决定论。“海量的批判内容与有限的内容共享之间的矛盾、海量的批判内容与有
限的政治建言之间的矛盾,这两组矛盾的存在严重阻碍网络公共领域向更深层次发展。”[5]71“网络
世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互倾轧,权威信息垄断使公众的‘意见自由表达’举步维艰……当下中
国的网络公共领域仍是一种‘非完全式公共领域’。”[6]222微博的出现似乎加剧了这一争论。一方
面,微博降低了中国公众讨论公共事务的门槛,为网民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意见表达平台;另一
方面,微博的开放性也导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大量无意义、非理性的信息充斥其中。虽然微博对
普遍利益的关注和对权力监督的推崇与公共领域的核心内涵存在一定程度的暗合,但要弄清微博
究竟如何改变舆论生态,在公共事务中扮演何种角色,能否实现公共领域的建构,首先要回答的一
个问题就是,网民们在微博上究竟讨论些什么? 这也导出了本文的第一个研究问题:热门微博的主
要议题是什么?

透过主要议题的研究,另一个问题紧随其后:谁通过怎样的方式设置了微博空间的主要议题?

20世纪中叶,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其时新媒体还未兴起,议程设置
理论的研究对象只针对传统媒体。但理论具有历史性,新媒体的相继出现改变了媒介传播环境,受
众在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议程设置理论逐渐被修正和发展。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网
络媒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给予了高度热情。研究者对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之间、报纸与博客之间
的信息流向和议题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大多验证了传统媒体为网络媒体设置议题的假设;但也有研
究者提出在网络传播模式下的议程设置主体呈现出数量多且“草根化”的特征。既然微博为更多主
体提供了议程设置的机会,究竟谁是微博议题的设置者,通过什么方式设置,就成了网络舆论研究
的另两个重要问题:热门微博议题由谁设置? 热门微博议题是如何设置的?

最后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是:网络中的议题是如何分布的? 1992年,研究者祝建华提出议程
设置的零和理论(AZero-SumTheoryofAgenda-Setting)[7],认为由公众议题的有限承载能力所
决定,议程设置是一个零和游戏。由于受众的媒介接触时间、媒介接近能力、信息的心理容纳能力
等方面是有限的,议题增加意味着议题之间在有限的空间相互竞争;多一种议题,其他议题的影响
力就会减弱,其结果是受众接受的议题总量并不增加,而每一种议题的影响力却相应减弱。对应到
网络媒体中,不同的议题之间存在着博弈,决定了其分布存在特定形态。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提出
结论:“多数网络议题基本处于分散状态,只有极少数议题能从普遍的分散状态中脱颖而出,成为
‘能见度’较高的超级议题,进而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力。”[8]102为了验证网络议题是趋于多元,还是
同质化趋势更为明显,我们提出如下问题:热门微博议题是如何分布的?

二、研究方法

新浪“热门微博”应用对每条微博的转发、评论、赞的数量进行综合计算,并结合一定时间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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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和评论的频率,计算出微博的热度。用户可以检索2012年8月19日以来的每日热门微博,并
按热度进行排序。

本文以“热门微博”应用中2012年10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的微博为基础,观测一年时
间内热门微博的相关情况,随机抽取第一周周一、第二周周二……直至第七周周日组成“组合周”,
共抽取了54天(7个组合周再多5天),每天选取热度排名前五的微博,共形成270条热门微博的
研究样本,对其进行内容分析。

第一,记录样本微博的热度,具体热度数值由新浪“热门微博”应用计算和提供。新浪未公开具
体算法,但说明是根据微博浏览、转发、评论、点赞等指标计算得出。

第二,分析热门微博主题。由研究者对样本微博主题进行判断,将其归类于政治、财经、军事、
社会、科教卫、体育、文娱、人生感悟、幽默趣事、服务、其他等11项中。为避免混淆,本研究将政府
会议、政府机构行为、政策发布界定为政治主题,其余涉及突发事件、社会关系协调的事务均属社会
主题范畴。

第三,分析热门微博议题设置者。逐条记录样本微博发布者是否加V;将发布者身份按照政府
机构、媒体、教育公益机构、商业机构、其他机构、学者、文化名人、娱乐名人、商业名人、记者或媒体
工作者、其他进行分类;判断微博信息来源属于原创、转发还是转载。

第四,分析热门微博议题设置方式。对微博发布时间进行记录;研究微博的主要要素,包括是
否有图片、是否有视频、是否有@和是否有链接;观察微博的类型,是单纯叙述信息,还是单纯表达
观点,还是夹叙夹议。

第五,分析热门议题分布情况。记录每条样本微博的主要内容,选取每日关注相同议题的微博
进行具体分析。为更准确地研究微博集中度,对每天选中的5条热门微博进行赋值,当日没有与之
重复议题的赋值为1,有一条重复议题赋值为2,有两条重复议题赋值为3,有三条与之重复议题赋
值为4,有四条重复议题赋值为5。

三、研究发现

采集数据后,用SPSS对相关类目进行编码。样本的前50条由另外的编码者进行再次编码,
计算得知每项类目信度均在0.75—1之间。

(一)热门微博热度

样本微博的平均热度为163801度(S.D.=145018),极小值为36803度,极大值为1411933
度。考察热度排名靠前的微博,发现最高的两条分别关于“长春婴儿被害”(1411933度)、“雅安地
震”(1299926度),其余都在1000000度以下。

热度排名前十的微博如表1所示。有研究认为,微博热点的形成原因包括:对新鲜事物的探求
欲、自身利益的驱使和情感共鸣等①。分析十条热门微博发现,具有较强公共属性的事件,如雅安
地震,最易形成热点,在前十条中占据四条。而其他事件均带有不同程度的奇异性,如复旦投毒案、
长春婴儿被害、消费者告移动“流量清零”等等,情节较为罕见,比较容易吸引眼球。此外,南派三叔
和刘涛作为公众人物,其婚姻生活能够满足用户的窥视欲,因此也广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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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热度排名前十的微博

排名 �日期 ����事件 ���发布者 ���热度�

1 2013/3/5 长春婴儿被害 头条新闻V 1411933

2 2013/4/20 雅安地震 中国国际救援队V 1299926

3 2013/4/20 雅安地震 WongPokV 750731

4 2013/8/9 消费者告移动“流量清零” 丁来峰V 581734

5 2013/4/16 南派三叔宣布离婚 南派三叔V 568420

6 2013/2/26 刘涛讲述婚姻故事 刘涛tamiaV 555625

7 2013/4/16 复旦投毒案 假装在纽约 489242

8 2013/4/20 雅安地震 新浪四川V 478554

9 2013/4/16 复旦投毒案 复旦大学V 472937

10 2013/4/20 雅安地震 新浪四川V 439270

(二)热门微博主题

研究发现,社会主题的微博占据了最大的比例(66条,24.4%),幽默趣事(57条,21.1%)、人生感
悟(47条,17.4%)和文娱主题微博(41条,15.2%)也是热门微博的重要部分,体现微博娱乐化和私人
化被高度放大的一面。其后主题依次排序为科教卫(14条,5.2%)、服务(13条,4.8%)、政治(8条,

3.0%),最后为财经、军事、体育类微博,各有1条(0.4%)。另有22条微博无法归于上述类别中。
对不同主题微博热度的均值(见图1)比较发现,社会主题微博的热度亦是最高,且显著高于其

他主题(F=12.6,p<0.001)。同样,政治、财经等主题微博的平均热度相对较低。

图1�不同主题微博热度的均值分析(N=270)

(三)热门微博议题设置者

研究发现,热门微博中加V用户的比例为78.9%(213条)。虽然加V用户并不都是名人精

英,但由于个人认证有一定门槛,如要求申请者至少拥有100个粉丝、30个关注和2个互粉已认证
用户,因此加V用户通常是各行各业的名人和专业人士,与未加V的普通用户相比,整体上具有更
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加V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浪微博用户身份地位的标志。加V用户在热门
微博中的压倒性优势,表明精英群体在微博中的影响力也较大,其话语霸权并未得到完全解构。同
时,仍有21.1%(57条)的热门微博的发布用户为并未经过认证的一般用户。可见微博也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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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为普通民众的自由表达提供了机会,为草根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了有效平台。
相关性分析显示,是否加V与微博热度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可见网民并不轻易以发布

者的地位作为其判断的标准,体现出网民操纵鼠标进行“投票”时的相对公平性。
对发布者身份的考察则发现,在微博中发声较多且较容易成为热门微博的往往是娱乐名人(52

条,19.3%)、媒体(48条,17.8%)、文化名人(36条,13.3%)。相对而言,商业机构(8条,3.0%)、
学者(8条,3.0%)、教育公益机构(7条,2.6%)在网民中的整体关注度不高,其发布的微博较少成
为热门微博。

图2显示,在不同发布者中,教育公益机构(F=16.4,p<0.001)和政府机构(F=7.5,p<0.01)发
布的微博往往具有较高的热度,且显著高于其他主题。这说明教育公益机构和政府机构微博虽然跻
身热门微博的几率不大,而一旦成为热门微博,其热度则相对较高,受到网民的关注较强。

��图2�不同发布者身份微博热度的均值分析(N=270)

对微博来源的分析发现,在热门微博中,没有转发微博的身影,即转发微博几乎不可能成为热
门。在样本中,原创和转载的微博分别占88.1%(238条)和11.9%(32条)。转载包括从报纸、网
站等其他媒体上转述信息。可见,只有真正提供原创的信息或发表本人观点,或至少搬运微博之外
其他地方信息、观点的微博才有可能引起广泛的关注。

(四)热门微博议题设置方式

议题设置方式主要包括微博要素和微博叙述方式两个维度。
微博中图片、视频、@、链接等要素都是对微博正文内容的补充,能够增加微博信息,提高微博

与其他用户的交互性。微博中图片、视频的使用能补充微博信息,吸引受众眼球,增加微博信息的
形象性。观察样本微博发现,大多数微博(199条,73.7%)都配有图片。这些图片一类是微博的主
体,如幽默图片;一类起到信息补充作用,如新闻现场;另一类则纯粹是微博的点缀,如关于人生感
悟的微博配一张精致的摄影。包含视频的微博有22条,占总样本的8.1%,大多以分享一些幽默
视频为主。虽然绝对数值较少,但微博视频的技术采纳体现了微博平台媒介融合的特性。

@功能使用户间的交流互动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但从样本微博来看,存在@信息的热门微
博较少(25条,9.3%)。热门微博大多是针对全体网民,而设置@似乎就有一种限制交流对象的意
味,提高了信息的私人化而降低了公共性。

微博140字的限制使一些微博信息表述不完整或不详尽,此时需要链接来对信息进行补充。
从统计来看,有20%的微博(54条)存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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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上各微博要素的各项微博热度进行比较均值的方差分析,发现均没有显著差异。可见微
博形式上的要素对微博仅起到补充修饰作用,不能彻底改变微博的整体价值,因此也不能显著影响
微博的热度。

此外,在对微博观察中发现,微博的叙述方式可包括叙事、评论以及两者结合。研究发现,单纯
提供信息的微博占28.5%(77条),单纯发表观点或进行评论的微博占38.1%(103条),夹叙夹议
的微博占33.3%(90条)。超过三分之二的热门微博包含观点或意见,体现出微博既是信息的集散
地,更是观点的流通室。

(五)热门微博议题分布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看热门微博在时间上的分布。古人根据一日间太阳出没的自然规律、天色的变
化以及人们日常的生产活动、生活习惯,把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辰,对于考察人们的行为习惯具
有一定的合理性。本文将每条样本微博发布的具体时间对应到子时、丑时、寅时等十二地支,270
条样本微博发布时间分布如图3。

微博发布时间分布非常契合现代人的作息规则。热门微博的发布时间集中于两个高峰:一是
巳时(9:00—11:00),有43条,占总样本的15.9%,此时正是一天的工作步人正轨之时;另一个
是亥时(21:00—23:00),达40条,占总样本的14.8%,此时基本是工作完成,可以放松休闲,并
总结一天情况的时候。未时(13:00—15:00)和酉时(17:00—19:00)分别是午休和下班晚餐之
时,相对而言在这个时段微博发布较少。而子丑寅卯四个时辰大多数人已人眠,微博发布较少;并
且此时微博在线者寥寥,即使有人发布,也很少有用户能够短时间内进行转发和评论,因此导致热
门微博频率较低。

图3�微博发布时间分布

其次,再来看看议题是如何分布的。根据祝建华的零和游戏理论,热门微博的角逐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是网民对事件关注度进行的分配。当天没有重大事件,那么关注度分散,热门微博的关注议
题各不相同。一旦发生新闻价值极高的事件,网民的注意力就会高度集中,微博视野被聚焦在同一
个议题上。

研究发现,样本微博集中度均值为1.30(S.D.=0.863),表明每天前五条热门微博中有涉及同
一议题的情况不多。微博集中度与热度显著相关(r=0.52,p<0.01),可见议题撞车的热门微博
往往更加引人注目,能引起广泛讨论。表2显示,在样本微博中,有12天的前五条热门微博涉及两
条及以上的相同议题(共35条,占总样本的13.0%)。其中,前五条微博都涉及同一个议题的是雅
安地震这场重大自然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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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同日涉及相同议题的热门微博统计

日期 当日排名 热度 发布者 内容��

2012/10/25
3

5

156342

118671

微博新鲜事V
长安县令V

温州虐童事件

2012/11/27
1

2

336768

286267

南京市公安局白下分局V
北京消防V

航母style“走你”姿势大热

2012/12/5
1

5

217959

�92455

羞贼

头条新闻V
“切糕”事件

2012/12/13

2

4

5

165822

127641

113072

人民日报V
头条新闻V
在跳的橙子

南京大屠杀纪念

2012/12/21

1

3

4

5

394270

145031

118016

107611

央视新闻V
杨澜V
联合国V
作业本

“世界末日”

2013/2/9

1

2

4

5

197078

176382

140573

132095

邢晓瑶V
央视新闻V
张杰V
李云迪V

春晚

2013/3/5

1

2

3

5

1411933�
430994

354293

238116

吉林公安V
央视新闻V
人民日报V
头条新闻V

长春婴儿被害

2013/4/16

2

3

5

489242

472937

358478

假装在纽约

复旦大学V
央视新闻V

复旦投毒案

2013/4/20

1

2

3

4

5

1299926�
750731

478554

439270

393863

中国国际救援队V

WongPokV
新浪四川V
新浪四川V
雅安同城会V

雅安地震

2013/7/31
3

4

258057

198936

王左中右

萧敬腾V
各地大雨,萧敬腾被戏称“雨神”

2013/8/17
1

5

240889

105344

建昆老师V
央视新闻V

四六级改革

2013/9/3
4

5
�77424

�71859

使徒子

诺基亚V
微软收购诺基亚

在这些相同主题的微博中,温州虐童事件、长春婴儿被害、复旦投毒案、雅安地震等属于突发事
件;而类似于“航母style”等微博,则能够看到利用热门话题进行策划以提升影响力的影子。

研究样本集中度与微博其他指标之间的关系发现,集中度与微博发布者身份和微博主题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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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显著。发布者身份方面,教育公益机构发布微博集中度较高;主题方面,财经类微博主题集中
度较高(但由于样本中财经类主题微博只有一条,故没有实际意义),其次为社会主题。不管是特定
发布者发布的微博还是社会或财经主题,都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往往涉及全民的直接或间接利益,

因而能够充分调动网民注意力,使“众声喧哗”的微博平台暂时变为“异口同音”。相反,集中度较低
的微博则比较关注私人或小团体的信息交流与分享,可以在小圈子内热议,但无法调动整个社会的
注意力。

相同议题的微博并不是简单的信息重复,而是不同用户从不同角度出发的讨论。对于发布者
而言,有V和草根,有政府机构、媒体和普通用户;对于微博内容而言,有发布信息,有发表观点。

如关于“切糕”事件的两条微博,前一条为普通网民针对“切糕”事件的调侃和黑色幽默,后一条为媒
体机构的新闻公布。

四、讨�论

微博促进了信息生产的多元化。表面上看,这无疑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但在众人各说各

话、各行其是的背后,似乎有一根指挥棒在调控整个微博场,甄选微博的主要议题,凸显微博议题的
设置者和设置方式,影响微博议题的分布情况。本研究的若干发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微博空
间的主流舆论形成机理。

(一)热门微博议题:社会与娱乐

微博对普遍利益的关注和对政治权力监督的推崇与公共领域的核心内涵存在一定程度的暗

合,因此被视为网络公共领域的新形态。但同时微博又是个人化的,能满足用户自我表达及小范围
的人际交流。从这一层面来看,微博显示了一种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的矛盾性组合,是公共空间和
私人空间的杂揉。对微博主要议题的分析发现,社会与娱乐两大议题的信息并重,成为微博用户最
为关注的内容。而两者恰好分别契合了微博公共平台和私人平台的特性,成为微博融合公共空间
和私人空间的表征。

社会议题微博主要是社会公共事件所引发的微博讨论。“社会公共事件”一词并非严格的学术

概念,但被普遍认为是指“能引起社会普遍关心、议论以及社会波动的事实”[9],包括突发性事件、群

体性事件。另外,具有话题性和争议性的新闻事件通过媒体的报道披露,进而引起公众的大规模关
注,成为社会舆论焦点,也属于社会公共事件的范畴。社会事件是社会中最敏感、最脆弱的矛盾之
处的直接反映。无论是在监督公权力和维护公民自身权益上,还是在民间公益和社会救助等领域,

抑或是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微博都成为网民发布和获取信息的重要平台,并对事件进程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和导向作用。

娱乐议题则更显私人化。在现代社会,巨大的生活压力和昂贵的生存代价让网民心中充满了
压抑,而微博的低门槛和便利性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欢乐的渠道,制造了一场平民的狂欢。在样本微
博中,关于电影《小时代》的相关微博频频出现,并被广泛转发和评论。诚然有很多用户对这一主题
不感兴趣,但总有一群人为之狂欢,体现微博的私人或小团体性的特征。2011年7月惠普实验室
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关于娱乐休闲类的话题占据了新浪微博热门话题中的最大数量,远高于新闻

时政类的消息[10]。不管是发生在身边的趣事、粮事,还是精心制作的幽默图片、漫画,娱乐微博能

协调关系,成为社会的解压阀,并被广泛传播。然而微博热门话题的泛娱乐化也会使微博内容日益
空洞,热门话题日渐庸俗,分散公众的公共事务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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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议题设置者:精英与草根

从技术上看,微博是一个无中心的公共话语空间,“对语言单一的中心神话、中心意识形态的向
心力量提出强有力的挑战”[11]6。在这样一个理想的环境中,“每个人———不管其出身、地位、经济
收人、教育状况如何———都享有平等的表达话语的权利,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愿望
与建议,都可以通过话语表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12]17。然而事实上,微博话语权的分配并不平
等。加V的精英用户可以单凭一条问候信息即获得成千上万的转发和评论,成为热门微博;而草
根用户的微博要引起关注,其内容需要足够抓人眼球。

话语权的本质不在于能否发出声音,而在于声音被多少人听见,并产生多大的社会反响。微博
话语权分配格局是现实权力关系的投射,精英在现实社会的场域中本身占据有利地位,是话语权的
主导者;而草根便是现实社会中的芸芸众生,是公共空间沉默的大多数。“对精英而言,微博是一个
小型的新闻发布会,对草根而言,微博只能算是一个自娱自乐的日记本。”[13]7因此,草根用户的声
音虽然繁杂,但很大一部分消失在传播洪流之中。人们能听到的,依旧是少数精英发出的相对
一致的声音。

但微博平台上并不是完全没有草根用户的声音。一些个案显示,在某些情况下,原本粉丝量较
少,现实社会中的“芸芸众生”也可以因为其微博内容的高价值而成为微博热门议题的设置者。研
究发现,引起热议的微博可以是粉丝数高达千万的名人(如李开复),也可以是粉丝寥寥、不加V的
草根。如用户“立志做个好少年”,粉丝数仅有39(截至2013年10月6日),其在2013年5月5日
发的一条关于“万人争抢看小黄鸭”的图片微博却被转发80574次,评论16851次,点赞3890次,
成为当日热门微博的第二名。究其原因,该发布者获得机会偶然拍下的照片,或许暗含了某种对
“看客”的讽刺,恰好迎合了网民们的心理,产生共鸣。

(三)议题设置方式:多媒体与述评

议题设置者对议题的设置方式无外乎通过各种手段强调其重要性。虽然议题最终是否能成为
舆论热议的焦点主要还是在于议题主题和内容,但包括重复议题发布、阐述观点、发起活动与讨论、
增加微博吸引力等手段也能有助于一条微博从成千上万条微博中脱颖而出,成为热门。

网络传播的多媒体特征使网络信息传递出现多样化的趋势,微博亦不例外。除了单纯的文字外,
还包括图片、视频、音频、动画等多媒体素材的组合,对某一议题进行全方位的立体推介,调动各种感
官为受众设置更生动形象的议题,以弥补单一媒介的传播缺陷。媒介传播的内容大多为“非强制性接
触”,即公众不能直接体验的一些议题[14]。例如雅安地震,除了灾区人民之外,其他民众没有亲身经
历,微博不仅通过文字播报信息,更是用图片甚至视频,构成形象、直观的立体传播环境。本研究发现
超过7成的热门微博都配有图片,本身就说明了视觉元素的重要性。

然而,过分的多媒体使用也会造成负面效应,如图片泛滥。微博配图片诚然能够吸引受众眼
球,帮助一条微博脱颖而出,然而什么微博都要配图,甚至配上完全不相关的图片,却导致了读图疲
劳。如某用户发布了一条微博,转引莎士比亚的话:“爱所有人,信任少数人,不负任何人。”其所配
图片是一张花卉摄影。在渲染微博气氛的同时,这类图片增加了微博世界中的杂音、噪音。

重要信息的发布可以成为热门微博,但对事件的评论和观点的表达也可以成为热点,并更具有
引导舆论走向的功能。如关于温州虐童事件,“微博新鲜事”发布微博:“#请停止虐待儿童#你可
能觉得好玩,觉得没造成什么伤害,但你看到孩子的眼神了吗?!”该微博被转发66277次,关于“受
虐孩子眼神可怜”的讨论成为了该事件的舆论重点。不管是述是评,还是夹叙夹议,都可以成为微
博议题设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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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议题分布:分散与集中

学者胡泳将网络描述为“众声喧哗”:博客提供了一个与传统形式极为不同的表达论坛,它不像
传统媒体那样有专业化的守门人把关,而是依赖于个人用户在一个持续的基础上产生内容……新
的媒介技术使个人拥有了把个性化的体验向广大公众传播的力量[15]。博客是如此,微博更是将这
种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微博中,每个注册用户都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随时随地发布信息,
表达观点。因此,总有研究者满怀欣慰地宣布:公众的传播权得到彻底回归①。这种断言是否过于
乐观我们暂且不论,但微博传播确实使人人都可以发言,在不违反相关法律约束的空间内,发言的
自由度有了较好的保证。

普通网民发微博更多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概览微博空间,常态下的原创微博偏向私人议题,
诸如旅游、购物、饮食、心情、天气等等,乃至自言自语,无不琐碎。这使得一头扎人微博世界的用户
似乎很难过滤出重要的信息,忽略琐碎的、没有价值的内容。甚至热门微博的议题也呈分散性,议
题的增加使其他议题的影响力减弱,常态下网民的注意力被不同的事件不等量地切割。

然而,一旦发生社会性、公共性的事务,社会的焦点就会被迅速聚集,用户的注意力纷纷转向,
微博内容显现出高度一致性。如2013年4月20日雅安发生地震,微博呈星火燎原之势,前文统计
前五条热门微博都是关于该议题的。进一步观察该日的热门微博,发现除第24条微博是关于书记
公款吃喝被逼下跪致歉外,前50条微博都与地震密切相关。当然,当天确实有很多用户也在发与
该议题无关的微博,可能内容也如平时一样精彩,但在这个特殊的语境下,这些微博的关注度就相
对淡化了。微博的焦点都投在了灾难、救援、悼念之上。这种公共事件下,微博作为公共平台,将信
息的力量和集体的意志极大地发挥出来,呈现出“异口同音”的态势。

要实现这种微博热门议题的集中和统一,就要满足议题公共性的要求,即微博议题是涉及全民
的直接或间接利益的,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事件。这类议题的微博能聚焦微博视野,调动网民注意
力,使微博议题的分布从分散走向集中。

六、结�语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对微博发布者和微博主题的分类方式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
的分类是在观察总体样本之后得出的,分类的范围和层次也许不是最优的,特别是主题中的“其他”
类目,热度与社会主题相近,却没有更准确的描述。其次,本研究样本有限,仅分析每日前五条热门
微博,对于整体热门微博的代表性有限。未来可尝试数据挖掘的方法对热门微博进行更全面的
考察。

对于微博议题何以成为热门的探讨,结论似乎用四个字概括就足够:内容为王。不论公共事件
还是私人事件,不论精英还是草根,只要内容有某种价值,就可以吸引公众的注意,在微博场中占据
显要地位。当然,公共事件和精英用户在微博主流舆论的形成过程中依旧更胜一筹,体现微博公共
平台的潜质和意见领袖的优势。

我们常常在微博上看到众声喧哗,纷纷扰扰,但在这一表象之后,我们又能看到众口一词、异口
同音的时候。总有一些事能够让人们暂时停下私人的、琐碎的旨趣和议论,将目光投向同一公共议
题。微博的价值正是在于为中国公众提供了一个意见的自由市场,通过公众自己选择关注什么,不
关注什么,来形成或集中或分散的社会议题。至于微博是否过于混乱,或者过于集中,以至于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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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黎美纪《社会热点事件的微博舆论传播与引导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主对话方面是否很难比大众媒体做得更好,这恐怕是我们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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