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舆论关系人心相背，是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和企

业竞争的重要社会心理环境，对社会生活具有重大

影响。良好的舆论环境是一种无形的政治资源，正

确引导舆论，有效影响舆论，是国家、社会乃至企业

生存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社会热点的舆论引

导工作，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引导工作是现代

化进程对上到每个国家，下到每个单位、企业提出的

严肃要求。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

期，同样处于社会热点舆论事件的多发期，这决定了

做好社会热点舆论引导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网络时代舆论传播的特点
互联网是人类智慧的结晶，20世纪的重大科技

发明，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我国互联网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截止2014年6月，我

国网民人数已达6.32亿，我国已成为使用互联网人口

最多的国家，互联网在给我们生活带来巨大改变的同

时，也对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质的改变。

（一）新媒体实现了全民互动传播

新媒体在独立的受众之间建立起了低成本高

效率的交流渠道，原本孤立的个体获得了向无限广

泛的社会群体进行传播的能力，任何人都有可能是

信息的发布者也同时是信息的传递者。

（二）新媒体实现了全时全媒体传播

个体可以随时进行传播，而且信息传播一旦启

动，便不再受时间限制，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发布信

息，也可以在任何时间了解事态的进展。据抽样调

查统计，全国约有2.3亿人经常使用搜索引擎查询

各类信息，约2.4亿人经常利用即时通讯工具进行

沟通交流，约4600万人利用互联网学习和接受教

育。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丰富知识、交流沟

通、实现理想，互联网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新的生

活方式。

（三）新媒体实现了全速全覆盖传播

网络媒体以其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广泛性、交

互性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越来越成为人们

赖以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在网络时代，谁发布信

息及时，谁就容易掌握主动，取得舆论引导的先

机。目前，互联网已成为民众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

渠道，在我国互联网上有上百万个论坛、2.2亿个博

客用户，3.27亿个微博用户，国内网站上每天通过论

坛发帖、博客、微博、微信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上百

万条，越来越多的民众习惯通过网上发表言论的方

式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

二、网络时代对舆论传播提出的挑战
新媒体在畅通社情民意，推进执政决策科学化

民主化，有着独特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工作面临着新的复杂形势和

艰巨任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一）网络热点事件增多，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难度

进一步加大

互联网的出现开启了“自媒体”的新模式，每个

人都是网络记者，每个人都是新闻发布者。这种网

络时代多元化的传播主体、海量化的传播信息，和

受众获取信息时高度的选择性、自主性和互动性，

以及网络对传统舆论传播中“把关人”权限的削弱，

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话语权掌握在党和政府手中

的局面，极大地增加了舆论引导工作的难度。一方

面互联网在社会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的传播上所

起的作用，使其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因素的消解力

量，成为弘扬正能量，以正视听的有力武器，但另一

方面也有可能成为助推不实信息传播，加速谣言扩

散的放大器。

（二）敌对势力利用网络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网络世

界的较量日益激烈

互联网的无国界性质和群际传播功能为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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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对我进行思想渗透提供了便利。互联网上的

斗争是全球化、世界化的斗争，是高科技的竞争，而

归根结底是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国际政

治格局中反对霸权的另一种延续。由于我们国家

对互联网的控制力和信息屏蔽能力还很弱，目前基

本上处于“西强中弱”、“敌强我弱”的局面。某些西

方国家乐此不疲地推行互联网外交，大肆鼓吹“互

联网自由”，根本目的就是企图在互联网上寻找突

破口，对我国实行舆论渗透，动摇我国执政的思想

基础。

（三）网上思想多元观点相互激荡，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难度加大

互联网的开放性、交互性、便捷性，为人们表达

不同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提供便利条件。近年来，

网上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新闻自

由”等命题的讨论等，尽管具体主张不尽相同，但一

个共同点就是搞乱人们的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对网上不断出

现的杂音噪音，正面阐释路线方针政策，增强人们

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核心价

值体系的认同、巩固意识形态阵地的难度加大。

（四）信息垃圾、谣言充斥网络，极易对网民产生负

面影响

如果说近现代工业文明产生大量的有毒有害

实体性垃圾，给全球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那么当

今的互联网世界也在产生着无数的虚拟的信息垃

圾，严重污染着网络环境。尤其是对未成年人影响

更为显著，现在的90后、00后们可以说是伴随着网

络长大的一代，而网上的垃圾信息会严重危害他们

的身心健康。

三、当前社会热点舆论引导工作存在的几个

问题
近年来，各单位、各部门在舆论引导方面进行

了有益探索，舆论引导能力有较大提升，舆论引导

的及时性、权威性不断增强，官方舆论的公信力、影

响力不断提高。但面对新媒体时代对社会热点舆

论引导带来的巨大挑战，一些地方和单位在工作中

仍然存在许多不到位、不适应的地方。

（一）对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

认识不足

开展工作时不把舆论引导纳入考量范围，成为

舆论热点时再仓促应对，往往采取删除贴文、锁定

IP、关停论坛等方式进行堵控。这已经远远跟不上

实践快速发展的需要，导致工作上十分被动。湖北

“石首事件”发生后的两天中，当地政府始终处于

“失声”状态，之后又试图用“消防演习”的虚假信息

欺骗群众，激起网上一片哗然，使事态进一步扩大，

酿成网上“突发事件”。

（二）不善用新媒体进行舆论引导

有的部门不能充分认识新媒体作为信息集散

地和社会舆论放大器的特点，不能有效运用互联

网，及时准确发布正面信息，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

掌握舆论主导权。有的不会用新媒体，对网上热点

回应滞后，用对待传统媒体的方法对待新媒体，满

足于单向宣传。湖北“石首事件”发生后，在网上舆

论已经形成炒作之势，石首市有关领导竟说：“别理

它，他们爱怎么炒怎么炒，爱怎么报怎么报”。山西

“黑砖窑”事件引起网上极大反响后，当地县、镇主

要领导都“很忙，没能上网”，临汾市主要领导也是

在相关论坛帖文出现3天后才从电话中得知消息。

（三）领导干部的媒体素养亟待提高

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还不适应

快速发展的网络舆论环境，并没有认识到互联网对

形成社会舆论产生的实质影响的重要作用，“不懂

网”、“不上网”、“不用网”现象在一些领导干部中还

存在着。以至于压制正常采访活动、追打记者，出

现像“你替党说话还是替群众说话”等雷人语言。

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从客观上讲，是由于我

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期，法制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网上来；从主观上

讲，我们对互联网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规律的把握

还处于学习探索阶段。但这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

紧迫课题，因为互联网的发展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

移，如果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不能适应、不能有效利

用互联网、驾驭网上舆论，最终将损害党和政府形

象，损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四、进一步加强社会热点舆论引导的对策建议
不断推动互联网持续快速发展、营造健康和谐

的互联网环境、提高互联网的利用和管理水平已成

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成为我党执政能力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网上舆论

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

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

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一）建立科学完善的领导体制

建立科学完善的领导体制是加强网络舆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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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工作的关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别、各单位的党

政领导要密切关注和研究信息网络发展的新动向，

高度重视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同时设立网络舆论

工作领导小组，建立有党委的主要领导组织，单位

其他领导和宣传部门、网络技术部门相关同志参加

的网络舆论工作领导体制。

（二）建立健全社会热点舆情监测分析机制

早在2006年下发的中央文件中就明确要求：

“健全社会舆情监测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

查调处工作制度”。要使舆情监测制度化，第一时

间掌握网上舆情、社会舆情等信息；要分析研判舆

情走势，预测未来的舆情热点，为下一步的危机应

对做好准备；要进行舆情评估，随时了解危机应对

的措施是否有效、还存在哪些不足。特别是，各单

位、各部门在关系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发

布、重要措施出台前和实施过程中，更要做好舆情

监测分析工作。

（三）完善新闻发言人和网络发言人制度

新闻发言人是各单位、各部门信息的发布者，

是各项方针政策的解读者，是各单位、各部门与媒

体、大众之间的桥梁。作为一种制度，它应有一整

套可持续的工作机制做保障。应建立一个高效工

作的团队，负责从事舆情的收集研判、对事件真伪

的检查，对外的舆论回应等，这样在日常工作中，才

能承担舆论引导的职能。应对新闻发言人加大“授

权”，使其有机会参与政府部门的重要决策和实务

操作，掌握一些核心的权威信息，才能明确热点引

导的方向，在面对媒体和公众时做到胸有成竹。应

加强对新闻发言人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新闻发言

人的专业素养。

（四）坚持公开透明原则，遏制不实信息传播

在网络时代，公开透明，确保公众的知情权监

督权，不仅是各单位、各部门权力运行的必然要求，

也是正确引导舆论唯一选项。2011年8月，在中央

下发的《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

中明确指出，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以正确引领社

会舆论。真相是谣言的天敌，及时公布真相是遏制

谣言传播的根本途径。应对网络谣言，首先要及时

发布准确可靠的信息，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其次对

于已经查明是谣言的网上信息，要正面主动辟谣，

任何事件和话题的真相及时公布于众，抢占舆论先

机，占领舆论阵地，谣言就会不攻自破，实事会变得

更加清晰。

目前，网络已经成为我国最为活跃的信息传播

平台，网络本身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是不具有价值倾

向性的，关键在于使用网络的主体，使得网络可以

为特定的价值主体和目的服务。因此，这就给舆论

引导工作造成了严峻的挑战，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工

作也成为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任重而道远需要我

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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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et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human wisdom. In twentieth century, a significant technological

invention, triggered an unprecedented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at profound

impacted and changed the life of the world politics, economic, culture and society. At present, China has becom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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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people’s fundamental interests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consolid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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