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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对策研究
□ 王  珩

【摘  要】本文在阐述网络舆情的涵义及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

具体对策，主要是提高政府官员的素养，完善法律法制规定，健全网络舆情的监测和预警机制，加强多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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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我国飞速发展的良好态

势，充分说明互联网已成为人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人们获取信息、

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平台。人们坐在家

里可以在第一时间搜索到全球各地海量

的信息和资讯，通过论坛、微博和贴吧

等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他人进行互

动。于是，基于网络这个平台一种新的

舆论形式便应运而生——网络舆情。

一、关于网络舆情

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王来

华在国内最早对舆情进行了系统性的定

义，其研究认为“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

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

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

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

政治态度。”刘毅在此基础上扩充了舆

情所指向的主体和客体，认为“舆情是

由个人以及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对自

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

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

和意见交错的总和。”综上两位学者所

述，舆情是较多群众对社会中的各种现

象、问题所表达的态度、意见和情绪等

的总和。

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舆情是一个十

分复杂的问题，除了需要了解舆情的一

般含义及要素以外，还必须明确网络舆

情的特性。由于网络以先进的科学技术

为基础，具备独特的传播特征，因此使

得网络舆情也呈现出由此衍生的一些近

似特性。

第一是即时性、广泛性和大容量

性。毋庸置疑，网络的最大特点就是传

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包含信息量

大。传统媒体受制于版面、表现形式和

节目时间的限制，而受众利用网络这个

平台则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发表个人意

见，人与人之间交流不受地域上的限

制，可以浏览到各种立场和角度的发

言，接触到各种情绪和情感倾向。

第二是互动性和多元性。正如尼

葛洛庞帝所说：“在网络上，每个人都

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利用

网络这个平台，人们不分性别、年龄、

民族和学历等任何因素，只要掌握基本

的上网技能，具备上网设施就可以在网

络上发表意见，与他人进行互动，进而

形成网络舆情。网络具备文字、图像、

声音和视频这些丰富的表现形式，搜索

到不受版面与时间限制的关于文化、艺

术、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信息

与观点。

第三是非理性和潜在的巨大影响

力。由于网络是一个虚拟平台，线下使

用者具备一定的隐匿性，因此有人在网

络上发言时就以为具备绝对的“安全

性”，不受道德规范制约的随意发表言

论。更有人或是被一些虚假信息所迷

惑，断章取义、不经思考的盲目跟风，

或是发泄不满和怨气，这些都使得网络

舆情在一定程度上具备非理性。如果零

星、分散的舆情合成一个整体，则会具

备非常大的影响力，而负面网络舆情则

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和不可控性。

二、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意义

人们将网络当成发表心声、参与舆

论、监督政府的工具，使得网络舆情具

备了相当大的影响力。面对网络舆情，

地方政府应该对其给予足够重视，因为

它已经成为影响国家、社会稳定与发展

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维护社会稳定

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现在社会正

处于转型期，有很多新事物、新现象和

新问题出现。正面的网络舆情有利于社

会的发展，而负面的网络舆情则容易在

社会中引起群体事件，给社会的安定与

发展带来威胁。2010年2月20日，网络

上的一条地震谣言令山西太原、晋中、

长治、晋城、吕梁、阳泉六地几十个县

市数百万群众走上街头“躲避地震”，

导致山西地震局官网一度瘫痪。21日上

午，山西省地震局发出公告辟谣，经省

公安机关查明造谣者共5人。

现在我国政府在大力建设和谐社

会，而网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日

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任何一件事

经过网络的传播与放大，都有可能引起

人们的关注与讨论。因此，地方政府应

时时关注网络舆情，正确地加以引导和

控制，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改善政府形象

以往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对于一些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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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端倪的负面网络舆情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没有及时科学地处理，最后造成比

较严重的后果，给政府形象造成一定影

响。2009年2月12日，24岁男青年李乔

明在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内离奇死亡，

公安机关在没有经过深入的调查取证的

情况下向社会公布李乔明的死是因为在

看守所中与狱友玩“躲猫猫”时，不慎

头部受伤，抢救无效后身亡。在网络上

众多网友均表示难以置信，经过网友们

的热议，此事持续发酵，最终在社会上

引起轩然大波。云南省委宣传部迅速采

取措施组织调查委员会对事件真相进行

调查，并公开面向全社会邀请网友和群

众参与调查。

最终查清事件原委，给了公众一

个满意的交代。云南省委在此事上对网

络舆情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尊重，才最

终使得“躲猫猫”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否则必将使政府形象和社会公信力极大

受损。若是政府主动出击，应对网络舆

情，其效果必将事半功倍。

（三）完善民主政治

以往群众表达心声的途径有人大代

表和信访等途径，然而这些方法毕竟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可能一个不落地照

顾到所有人。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社会

转型和政治改革，网络这个高科技手段

为我们完善民主政治、表达民意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工具。现在有一些政府部门

开通了官方微博，建立官方网站，公开

政务信息，与网友进行互动。这样可以

及时了解到社情民意，使每一个人都可

以真正做到当家做主。

像近些年来频现的暴力拆迁事件，

大多在网络上引起网民关注，最终引起

上级领导部门高度重视，这些促使了国

务院法制办连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制定了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取代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且

于2011年1月21日施行。 

三、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对策

科学应对网络舆情，有助于稳定社

会、树立政府良好形象。反之则易引发

群体事件，降低政府公信力。因此，政

府必须重视网络舆情，面对网络舆情中

所反映出的各种问题采取行之有效的具

体策略加以应对，只有这样才能让网络

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正面功效。

（一）提高政府官员素质

政府官员作为应对网络舆情的主

体，其自身素质的高低对处理网络舆情

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因此在机构设置

和人员安排上应该对此予以重视，提高

政府官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增强政

府官员对网络舆情的敏感性。当网络舆

情出现并转化为现实力量时，要正确对

其进行引导，积极主动地表明态度和立

场，并及时采取适当措施进行处理。

（二）完善法律法规制度

在传播手段如此丰富发达的当

今社会，单纯地靠“拖”、“堵”、

“删”，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激

化矛盾，让事件升级。尊重民众的知情

权，让网络这个平台成为完善民主政治

的工具是最为合适和理智的决定。因此

要进行详细的立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网络信息的常态化。

首先是针对网民而言。由于互联网

平台的准入门槛低，信息发布者具有一定

的隐蔽性，因此导致一些信息未加证实便

发布在网络上。还有一些人利用网络发泄

不满，或是被不实信息利用和煽动。当这

些情绪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且政府部门长

时间不采取应对措施的话，就极有可能引

发社会混乱，造成群体事件。

其次，除了对散播谣言的人进行惩

罚外，对于政府的处理不力和媒体的道

德缺失亦要追究责任。一些地方政府从

自身利益和名誉出发，面对灾情时，瞒

报谎报，无视公众情感。如2009年5月

的杭州飙车案，交警在仅仅调查了一天

的情况下就下结论说肇事者当时的车速

为每小时70公里左右，一时间“70码”

成了红极一时的网络流行语，在强大的

网络舆论压力下，最终使得杭州市公安

局公开道歉。

（三）健全预警和应对机制

危机管理依赖于信息交换能力和危

机管理者依据收集的信息制定有效行动

方针的能力。①地方政府应该针对可能

出现的各种网络舆情及其演变做好准备

工作，制定出健全的预警和应对机制，

指导人们按照科学的流程来应对随时可

能出现的网络舆情。

因为网络具备虚拟性，在网络上人

们易受各种情绪的影响，发表不客观言

论，极易误导大众，产生不良的后果。

所以首先应该建立专门的机构和网站对

网络舆情进行实时监控和内容分析，

及时准确地了解网络舆情的动态和走

向。培养“意见领袖”、打造网络“社

论”，发挥正面舆论的“导向”作用，

让理性的声音占据主流的位置。②力求

正面引导网络舆论，将负面的网络舆情

在萌芽时期便解决处理，避免引起大范

围爆发。其次，当网络舆情变强变大且

明显具有破坏力时，政府部门应该掌握

主动权，及时站出来回应和处理，为群

众解疑释惑，平复网民情绪，减轻负面

影响。例如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和

召开新闻发布会等。要与群众及时互

动，发布政府信息，消除网友质疑。

当然，科学应对体系的建成还需要

充足的技术和物质作为保障。人民网在

2008年正式组建了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不定期发布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的排

行榜，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四）加强政府与各方面的交流与

合作

在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政府部

门首先要开展广泛的合作，实现信息共

享。一来可以学习和交流有益经验，二

来可以形成合力应对来自各方面的网络

舆情。

其次正确处理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有的地方政府在面对不利于自己的信息

时，会采取过滤信息、控制媒体的行

为，这样往往会使问题雪上加霜。因此

地方政府在应对网络舆情时，一定要本

着真实、公正的原则，从公众利益出

发，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最后是正确认识政府与民众的关

系。古人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

者在草野。网络这个平台正为这些“草

野”的生长提供了广袤的沃土，政府应

对网络舆情归根结底还是要重视政务公

开和信息透明，这也是我国大力推进政

治改革，完善民意表达方式的要求。
▲ 本文系辽宁省社科联2013年度辽

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项目编号：

2013lslktwx-14）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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