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网络舆情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及其治理

[摘 要] 在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网络舆情贯穿着群体性事件发展的始终。为了有效地处

理群体性事件，政府应该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控制和疏导，建立公开透明的网络信息发布体系，联合

媒体加强网民道德教育，共同治理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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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中，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呈现出一个快速上升的趋势，俨然成为了我国社会管理机制中严
重的不和谐隐患。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降临，网络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日渐明显。对于我国社会管理
体制来说，一方面网络可以快速、便捷地传递政府管理部门的各项决策和方针；但另一方面，伴随着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更多地在网络中体现，网络也同时成为人民大众参与政
治活动、提出诉求、宣泄不满的平台，很多群体性事件都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可以说群体性事件的网络治
理环节给我国的社会管理机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网络舆情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
国家行政学院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所引起的部分公众参与的对社会秩序和

社会基本价值产生严重威胁的事件。”网络舆情是以网络为载体，以事件为核心，广大网民情感、态度、
意见、观点的表达、传播与互动，以及后续影响力的集合，其具有直接性、突发性、偏差性等特点。

根据网络互动性强、传播性广、开放性大等特点，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受过多限制就可以在网络平台上
自由地交流信息、发表意见，让网民随时随地地了解社会动态，无论事件的好坏，都会马上传递到每个人
的信息渠道中，形成了网络舆情。与此同时，某些网民利用社会大众对网络的关注度来发泄不满，提出一
些政治偏见以刺激网民与之相呼应，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性质恶略的群体性事件，并通过网络传播性强的
特点使参与人数不断壮大。由于现在政府对网络的管理还不够完善，一旦爆发群体性事件，虚假的信息和
煽动性的言论更容易误导网民，致使矛盾激化。另外，网络舆情的蔓延不受地域和时间限制，更容易加速
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加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理难度。

二、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
（一） 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现状
我国的社会管理体系中，网络治理一直是薄弱环节。在爆发群体性事件之后，如果能及时有效地控制

网络舆情的发展和走向，将会大大缓解群体性事件带给社会的压力。人民是社会的主体，他们的呼声才是
这个国家的声音。由于人民群众的种种论调难以在政府部门的运作中有所体现，所以才会造成在群体性事
件爆发后，我国政府部门经常受到网络舆情冲击的局面。目前，我国政府部门还缺乏心理、技术以及经验
上的准备，造成网络上群众情绪失控、苛责谩骂等情况的发生。因此，加强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控制成
了我国政府部门治理群体性事件问题的重中之重。

网络虽然不直接损害社会秩序，但却损害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老一套的“封、堵、禁”在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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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发达的今天是行不通的。我国利益代表机制与参与制度的不完善，促使人民大众将网络变成了表达诉
求、监督政府的首要选择。卢梭曾说过：公意永远是公正的，公意只着眼于公共利益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
依归，公意若要真正成为公意，就应该在它的目的上以及在它的本质上都是公意的 [1]。也就是说，只有真
正切实有效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保证社会运转的公平与公正，才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而网络上的种种
论调往往源自于此。

（二） 政府对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的疏导
1.及时公布事态的发展状况、处理过程
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同时，建立起相关的信息发布体系，让网民了解最真实的动态，解除他们心中的

疑惑，可以大大降低网络舆情所造成的不和谐因素的可能性。
2.树立危机意识，建立群体性事件网络预警机制
我们的政府部门目前还缺乏一种危机意识，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因素并不是政府部门所要关注

的全部，真正的危机往往潜伏在事件的表象之下。所以，建立群体性事件网络预警机制，及时把握网络舆
论动态，对于敏感话题、社会焦点以及其他一些舆论加以关注，将信息加以分析过滤，并按照一定危机等
级加以划分区别，拟出适当的处理办法，不仅可以将一些事件从伊始就平息下去，更会节约更多的政府资
源，加大社会稳定系数。

3.加强对舆论的监督和控制，及时掌握大众的情绪发展和舆论导向
对于网络中言论所表现出来的非理性、非均衡性，政府部门要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加强建设网络民

意的研判机制，使网络管理多元化，无论是信息的采集、整编、引导还是控制都要规范起来；对网络中的
积极信息进行宣扬，对恶意信息进行惩戒。

（三） 政府对网络舆情管理的具体措施
1.掌握话语权
2012 年 1 月 6 日的《第 29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 5.13

亿人，如此庞大的群体是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后，政府在敏感问题上一味失语、
妄语、诳语甚至想要完全遏制网民的呼声和意见是不可能的。唯有第一时间站出来，将真实信息公之于
众，掌握话语权，先入为主，才能主导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2]。

2.控制群体性事件的范围
近些年来，很多群体性事件的爆发都是由于民众的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或保障才引起的，所以政府要

将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控制在一定的区域内、一定的时间段里，尽量在网络平台上与网民就事论事，将群体
性事件的爆发原因与国家政治分离开来，这样不仅能降低群体性事件的敏感度，更有利于找到解决的办
法，缓解矛盾。

3.明确责任
在群体性事件爆发之后，面对媒体的质问和网民的指责，政府一定要明确责任，不要模糊界限、混淆

视听。哪个部门出的问题，就要明确指出。在追究责任的同时，要向广大民众显示出政府的决心，给广大
网民一个交代。

4.与网络媒体加强合作
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不要一味地靠国家主流媒体来报道和公布，更要和网络中人气度颇

高的各大网站合作，共同报道事实的真相，毕竟在网民心中，各大网站的可信度颇高。通过网络媒体与网
民沟通和交流，引导网民理解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困难和苦衷，可以缓解网民的不满情绪，同时还能
加强针对网络舆情的真伪研判和应对能力。

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要从人民群众入手，社会管理体制要以人为本，所以在加强网络治理的同时，更要
加强人民群众辨析是非的意识和能力。虚拟世界中，群众很容易受到许多别有用心的人的误导、煽动或蛊
惑，因此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大众的教育，在网络中与媒体和大众直接对话，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及心声。
创立网络互动机制，让大众真正有一个有话能说、有苦能诉的平台。也可以培育、扶持一些百姓创建的非
正式组织，在很多状况下，正是这些社会群体在群体性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将这些民众的意见有
序、有效地集中起来，政府部门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将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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