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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 一 一 一

国际新闻界

不应高估网络言论

—基于 个网络议题的实证分析

口 王辰瑶 方可成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北京
,

〔摘要 本文对 周 时间内 个有代表性 网络论坛上 的 个网络议题进行 了实证 分析
,

认为网

络议题在整体上 呈现如下特征 一
、

墓本处于分散状态
,

只 有极少数议题能从普遏的分散状态 中脱颖

而 出 二
、

议题表达的情绪 色彩 浓厚 而 理性分析较弱
,

但 随着讨论的持续
,

部分议题表达 出现 了
“

先情

后理
”

的变化 三
、

大部分 网络议题的讨论不 能随时间的延续而 深入
,

或处在
“

静止
”

状态或被转移 了兴

趣点
。

少数逐渐深入 的网络议题则从对单一社会事件的关注转为对社会现 象的思 考
。

可 见
,

通过 网络

议题表现 出的网络言论最常见的特质是 分散
、

简单
、

不够深入
。

这意味着不应 高估 网络言论的
“

代表

性
”

和 网络言 论产生的社会作用
。

不过
,

那些具有较强聚集能 力
,

或能深入展开
、

进入理性 分析层 次 的

议题 虽然数量稀少
,

却能产生 更 大或更持久的社会影响
,

应得到更 多的重视
。

【关键词 网络言论 网络议题 传播特征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自以 年强国论坛诞生为标志的中国互联网

络言论功能兴盛以来
,

网络世界越来越成为世态百像

的浓缩点
、

集散地
,

成为社会变化的敏感地带
,

成为众

人瞩 目的焦点与核心
。

网络舆论
、

网络民意
、

网络言论

等词汇也迅速成为 刃 年以后网络研究的关键词
。

然而
,

当人们关注网络尤其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公民

意见与社会民主进步等大主题之关联的时候
,

首先碰

到的困惑就是
“

网络民意
”

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随着

网络言论空间的 日趋多样
,

变得越来越难于回答
。

中文网的一位专栏作家近 日专门撰文表达 了对
“

网

民
”

一词的不信任感
,

因为这个名称太容易被过度
“

代

表
”

了
。

与之类似的问题则是
,

那些动辄被冠以
“

网络

舆论
” 、 “

网络民意
”

之名的网络言论
,

又能在多大程度

上真正代表多大范围的公民的意见 为了回答此类问

题
,

研究者必须关注网络言论的整体情况
,

而不是仅

仅研究已经形成社会热点的个案
。

对网络言论进行整体性研究的难度相当大
。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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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是从网络议题的层次上研

究网络言论问题
。

王天意认为网络舆论的起点是网络

公共话语空间出现的某种话题
。

网上话题无数
,

无所

不包
,

但只有少数能引起网民的共鸣
。

这样少数话题

就转换成了网络议题
。

而网络议题中又只有一部分能

汇集网民的共同意见
,

对社会产生影响
,

直到这时网

络舆论才宣告生成
。

从网络言论的生产与传播过程

看
,

网络议题处在一个中间的
、

容易观察和判断的位

置
。

它既是网络情绪的凝结
,

也是有影响力的网络意

见产生的前提
。

因此研究网络议题的特征就成为探索

网络言论整体特征的一条可靠路径
。

本文的研究即是在对 周时间内 个网络论坛

的 个议题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

探讨网络言论

的传播特征
。

在 年 月 日到 月 日的

周时间内
,

研究者囚对新华网发展论坛深水区
、

凯迪网

络猫眼看人论坛
、

新浪网新浪杂谈
、

北大未名 三

角地这四个各具代表性的网络论坛 出现的议题进行

互联 网等新媒体对社会典论的影响 与利 用研 究 项 目批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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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跟踪
,

每周记录下各个论坛上当周回帖数最高的
一 个热帖

。

在排除了纯私人话题和没有实质内容的

祝福帖
、

问候帖后
,

一共得到 个网络议题
。

这

个网络议题可视为是一段时间内体现网络言论特征

的样本
,

也是这一时期网络意见发酵
、

酝酿的母体
。

本

文对这 个网络议题的分析主要围绕三方面展开

一
、

网络议题的扩散特征 二
、

网络议题的表达特征

三
、

网络议题的发展及衰变特征
。

网络议题的扩散

网络传播研穷

提及
,

但相关的讨论却不够热烈
。

只有极少数议题能

在这种分散的状态中脱颖而出
,

在一段时间内在不同

的论坛上多次出现
,

且能引起网民的热烈讨论
。

在这

周中
,

研究者只观测到
“

哈尔滨警察打死人事件
”

一

例具有超强的言论聚集能力
,

论坛上与此有关的议题

有 个
,

且其中 个都属于周回帖数最多的十个议题

之列
。

最后
,

不同的网络论坛搭建的是不同的言论平

台
,

它们所关注的对象和议题类别都有明显的差异
。

见表一
。

表一 各论坛 关注的对象和议题类别的前三位

首先
,

从来源看
,

在这引起 了较多关注的 个

网络议题中
,

属于发贴者原创 这里所说的原创帖既

包括了发帖人 自身作为消息来源
、

个人人际交往所得

的消息
,

也包括大量对新闻事件的原创性评论 的有

个
,

占 发贴者转载传统媒体报道的有

个
,

占 转载 自非传统媒体资源的如转载其他

网友帖文等
,

有 个
,

占 此外仅有 个议题

不属于以上三种情况
。

这说明
,

网络议题的形成与网

民个体的经历及思考
、

人际交流渠道和传统媒体的报

道有最直接的关系
,

议题的来源相当分散
。

虽然传统

媒体的报道是网络议题的一个重要来源
,

但传统媒体

的议程显然无法局限住网络议题的广泛性

其次
,

从这 个议题所直接涉及的对象看
,

农

民农民工 个
、

普通市民 个
、

社会名流及历史

人物 个
、

经济精英及企业 个
、

医生患者群体

个
、

教师学生 个
、

,其他群体 个 等各类

社会群体 在网络议题 中都有所涉及
,

且差别并不显

著
。

唯有涉及到政府官员和权力管理部门的议题数量

个 远远超过其他群体
。

这说明网络议题涉及到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各种群体
,

但对
“

公权力
”

及其

行使更为关注
。

再次
,

通过观察网络议题的周回帖数和关注同一

内容的网络议题数量发现
,

议题被关注的次数与议题

被讨论的热烈程度并不一定一致
。

例如关于
“

丹麦渔

民屠杀海豚事件
” 、 “

耽误治疗孕妇大出血死亡
” 、 “

女

主持人捷克挨打
”

等内容的议题在某一论坛上讨论得

很热烈 周回帖数高
,

但仅出现一次 而关于
“

岁

退休政策
” 、 “

列车为 日本旅客停车
” 、 “

杭州副书记谈

房价
” 、 “

阎崇年被打事件
”

等内容的议题虽然出现了

一次以上
,

但每一个议题的周回帖量并不在前列
。

这

说明大部分的网络议题其实处在一种相对分散的状

态 有的议题虽能引起一群网民的强烈共鸣
,

但并不

被其他网民所关注 有的议题虽然在不同场合被频繁

论论坛名称称 议题涉及群体的前三位位 议题类别的前三位位

新新华发展论坛坛 政府宫员和权力部门门 国内政治治

不不不涉及具体对象象 经济济

普普普通市民民 社会问题题

凯凯迪猫眼看人论坛坛 政府官员和权力部门门 社会问题题

其其其他他 国内政治治

社社社会名流及历史人物物 文化学术体育娱乐乐

新新浪杂谈谈 其他他 社会问题题

政政政府官员和权力部门门 国内政治治

医医医生患者群体体 文化学术体育娱乐乐

北北大未名三角地地 教师学生群体体 文化学术体育娱乐乐

论论坛坛坛坛坛坛坛坛坛坛坛坛坛坛坛坛坛坛坛坛坛坛 政政政府官员和权力部门门 社会问题题

社社社会名流及历史人物物 国内政治治

使用 软件对论坛与议题所涉及群体进行相

关分析 几。 发现
,

两者的皮尔森相关

系数为
,

在 水平上显著相关
。

而对论坛与

议题类别进行相关分析发现
,

两者的皮尔森相关系数

为
,

在 水平上显著相关
。

也就是说
,

网络议

题所涉及的群体和所属类别与它们所在的网络论坛

有明显的关联
。

从这两个指标可以看出
,

不同的网络

论坛形成了不同的网络言论的关注点
。

对论坛和网络

议题进行交叉分析 还发现
,

在 周内
,

出现

在两个以上论坛
、

关注同一内容的议题数量为 出

现在两个论坛上
、

关注同一内容的议题数量为 个
,

相比于本文观察的 个议题总量
,

比率是相当低

的
。

这说明
,

虽然网络空间从形式和技术上说都是开

放的
,

但不同的网络论坛之间却存在着无形的
“

区

隔
” ,

议题要突破论坛的
“

区隔
”

而在网络上普遍扩散

并不容易
。

通过以上分析
,

本文认为
,

网络议题的基本状态

是分散的
,

只有极少数议题才具备从分散状态中聚集

起来的能量 —这就是网络言论空间的真实面貌
。

不

加辨识地把任意一个拥有较多回帖的网络议题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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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网络民意或网络舆论
,

只能说是一种误认和误导
。

国际新闻界

网络议题的表达

深入的理性分析较少
。

但是
,

随着议题的延续
,

这种状

况会发生较大的改变
,

出现
“

先情后理
”

的特点
。

如表

表二 网络议题表达方式

除了网络言论的普遍状态
,

网络言论的表达也是

一个需要关注的领域
。

研究者往往从网络言论的表达
“

质量
”

来揣度网络言论对社会的影响到底是积极还

是消极
。

如赫维茨 认为
,

网络上的言论是

即时反应的
,

这与民主所需要的审慎思考有极大的落

差
。

他因此对网络言论对社会民主的促进作用持相当

谨慎的态度
。

台湾研究者方念聋
、

苏彦豪依据哈贝马

斯公共领域理论与沟通行为理论
,

把网络空间中言论

的展开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
,

言辞沟通 真实或规范

宣称遭到质疑 第二层
,

理论或实践论述 提出确证
,

为宣称辩护 第三层
,

后设理论论述 深究论辩架构

的概念或语言形式 第四层
,

后设伦理论述 针对概

念或语言形式所植基的知识系统续行辩论
。

这四个

层次意味着网络讨论深度的递增
。

但不少研究都证

明大部分网络言论只能在浅层次徘徊
。

如黄靖惠归纳

的网络言论表达的特质就包括
“

直接而未深人
” 。

早

期的不少研究都指出
,

网络言论带有相当的情绪性和

非理性
,

网民往往热衷表达 自己的情感态度
,

而鲜有

对相关事件的理性分析
。

不过
,

近来的相关研究结果

有所变化
,

例如
,

李卓钧
、

朱智红在分析 了 年几

例重要的网络公共事件后指出
,

网络意见已不再单纯

纠缠于情感的表达
,

相反
,

理性的声音逐渐成为主导

力量
。

与以个案为主的以往研究不同的是
,

本文对 周

内 个网络议题的表达情况进行了整体性考察
。

本

文按照网络言论的表达重点和讨论深度将网络议题

分为
“

情感性
” 、 “

事实性
”

和
“

理论性
”

三种
。 “

情感性
”

表达指对某一事物的简单而直接的情绪性宣称
“

事

实性
”

表达指对事物的真伪以及事实细节进行的讨

论
“

理论性
”

表达指发言者能提供一定的根据
、

道理
,

对发言内容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证和阐述
。

此外
,

本文

还发现
,

在同一网络议题下展开的讨论重点往往会因

时间的延续而不同
。

例如
,

有关
“

阎崇年挨打事件
”

的

网络议题
,

最初的表达几乎全是情绪性的
,

但到 了后

期则上升到应该如何看待
“

民族主义
”

的较为深人的

思考
。

因此
,

本研究把每一个议题按先后呈现的讨论

重点区分为
“

第一讨论点
”

和
“

第二讨论点
” ,

这样能对

网络议题的表达特质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
。

分析结果发现
,

网络议题最初的表达确实如此前

不少研究者所指出的
,

简单而直接的情绪宣泄较多
,

情情情感性性 事实性性 理论性性 无第二讨论点的网络议题题

陆陆一讨论点点

津津二讨论点点

在网络议题刚刚被讨论的时候
,

大部分网上发言

者习惯直接表达和抒发 自己的情感与态度
。

但随着议

题的发展
,

理论性的表达有了较大的增长
。

这种
“

先情

后理
”

的网络议题表达现象值得关注
。

一方面
,

这是讨

论逐渐深入的表现
,

毕竟单纯情绪性的宣泄难以持

久 另一方面
,

这种现象也显示出不少网 民有从现实

权力运作
、

体制
、

法律
、

经济等较深层次上对议题进行

分析的愿望和能力
,

这正是网络
“

理性
”

的一大表现
。

以新华网发展论坛深水区上关于干部考察问题的议

题为例
,

在讨论的前期
,

发言者往往言辞激烈地表达

一些负面情绪
,

而到了讨论的后期
,

有不少网 民不再

停留于情绪性的爱恨憎恶
,

而是进行理论性的分析
,

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

尽管很多建议表述尚不严

密
,

但它们都是网民根据 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

并联系

国内外的制度
,

思考之后所进行的发言
。

当然
,

考虑到仍有近一半的网络议题不存在第二

讨论点
,

从
“

情
”

过渡到
“

理
”

的网络表达尚谈不上是普

遍现象
。

但对一些引起了持续社会关注的网络议题来

说
, “

先情后理
”

的表达特点是比较明显的
。

这正可说

明为什么一些研究重大网络议题表达方式的个案
,

得

出了网民是
“

理性
”

的结论
。

一些重大网络议题虽然以

激烈的情绪宣泄开始
,

却很有可能转变为较为深入的

理性思考
。

后者不会产生直接
、

激烈的社会行动
,

但却

会指向持续性的
、

深层的社会革新诉求
。

此外
,

无论是第一讨论点还是第二讨论点
,

都有

近 的议题在关注事实的真伪和细节
,

而且这些议

题往往长久地牵扯着人们的注意
,

并随着对事实判断

的变化引起网络意见的巨大转折
。

例如在
“

哈尔滨警

察打死人事件
”

中
,

最初网络意见一边倒地谴责警察

而对死者抱以同情
。

在现场监控录像 不完全版 被公

布后
,

有相当部分的网络意见转而批评死者骄横无

理
。

此后
,

论坛上出现了观点的混战
,

对已公布事实部

分的质疑成为网络讨论的主要内容
。

对于这些 已经 引

起社会关注的事件来说
,

网络议题的讨论持续性地停

留在
“

事实性
”

层面
,

体现了网民对常规社会信息传达

渠道的不信任
。

尤其是
,

一些政府部门和官方媒体发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国际新闻界

布的信息也不能得到网民的认可
,

这说明作为全社会

信任体系核心的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问题必须引起

高度的重视
。

网络议题的发展及衰变

随着讨论的进行
,

网络议题发展乃至衰变
。

表面

上看
,

所有的网络议题都随时间的推移
,

讨论帖的数

量越来越多
。

但从讨论的内容上看
,

的网络议题

其实处于
“

静止
”

的状态
,

帖子数虽然增加
,

但内容本

身既无深化也无开拓
。

这部分网络议题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

其中最常见

的是网络意见呈交替出现的态势
,

讨论空间的互动和

交流气氛不足
,

网络发言者仅仅满足于陈述 自己的观

点
。

此类议题占全部议题的
。

例如
,

新华网发展

论坛深水区一个名为
“

如何应对 西方领袖争相夸奖

中国 中国突遇表扬潮
”

的网络议题
,

网民的意见大概

可以分为三种
,

一是认为中国应该保持冷静的态度去

面对这股表扬潮
,

二是认为中国应该帮助西方国家度

过金融危机
,

三是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把精力放在搞好

国内经济上
。

这几种意见 自始至终交替出现
,

并没有

出现深化或转移的情况
,

彼此之间也没有互动 还有

部分网络议题出现了
“

灌水化
”

的特征
,

也即转向无关

的聊天
、

漫谈
,

此类议题 占全部议题的
。

例如
,

在未名 三角地版关于农民工问题的议题中
,

到讨

论的后期
,

谈论基本偏离了议题原来的内容
,

开始涉

及美国总统选举
、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

印第安人等无

关话题以及各类私人问题
,

最后成为几个网民之间的

互相戏谑
。

不过
,

这种
“

灌水化
”

的议题发展在版主监

管比较强势的论坛 如新华网发展论坛深水区 很少

见到
。

还有 的议题演变成了少数几个网民的
“

拉

锯战
” ,

在这样的议题中
,

尽管回帖数看上去很大
,

但

实际参与交流的网民数量并不多
,

只有几个 在活

跃地交流
。

的网络议题随着讨论的进行出现了
“

转换
”

的发展态势
。

也就是说
,

讨论不是纵向
“

深化
” ,

而是横

向
“

平移
” 。 “

转换
”

发展态势的网络议题也可区分两种

情况
,

一种情况是话题的 自然转移
,

如在北大未名

三角地版关于
“

北大校长换届
”

的讨论中
,

发言者

先是讨论校长的换届问题
,

此后议题平移为校园建设

问题
。

自然转移的讨论点与原来的讨论内容往往存在

一定的联系
,

但仍是一个新的讨论内容 另一种情况

则是随着讨论的进行
,

不断出现新事态
,

从而引起 了

新的讨论
。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

哈尔滨警察打死人事

网络传描研穷

件
” 。

在此事件中
,

随着新的录像内容被公布
、

当事人

身份引发各种
“

猜想
” 、

尸检结果公布
、

当事人亲属陆

续表态等一系列真真假假
、

虚虚实实的
“

情节
”

接连发

生
,

网络言论也不断生出新的讨论热点
。

此前的讨论

内容还未达成共识
,

旋即就淹没在新的热点之中
。

在

一些事态复杂的议题中
,

网络言论往往表现得缺乏耐

心
。

真正随着讨论的进行而逐步深入的网络议题
,

仅

占全部议题的
。

此类议题的共同特点是
,

讨论

的内容由具体事件抽象为一般社会现象
、

讨论点层次

由情感宜泄或事实求证上升为理性分析
。

例如
,

在新

浪杂谈上关于
“

柑橘生蛆事件
”

的讨论中
,

网民最初的

回帖仅是简单地表示 自己是否会买橘子支持果农
,

然

后又扩大为对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同情与思考
,

最终

网民们的表达开始走向更深层次
,

对中国农民的保障

机制
、

食品安全问题
、

政府危机公关
、

煤体与舆论的力

量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刻地反思
,

并思考人们应该怎样

理性对待并解决此类事件
。

从网络议题的走向上看
,

能够使讨论逐步深入的

议题不足二成
,

大部分议题或止步或转移了兴趣点
。

本文无力在此深究背后的原因
,

但除了议题本身的可

讨论空间
、

外部因素的促进或阻滞等原因外
,

这一现

象也反映出网络言论 自身确实具有
“

难以深入
、

缺乏

耐心
” 、 “

跳跃性强
”

等特质
。

从网络议题的衰变上看
,

最主要的议题消失的原

因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衰变
,

被新的议题取代
。

此类情况占全部议题总数的
。

在信息量大
、

更

新迅速的网络论坛上
,

这种情况尤为明显
。

这也证明

网络言论从整体上说确实具有很明显的
“

喜新厌旧
”

的性格
。

此外
,

有
,

的网络议题因为某些活跃发

言者的退出而导致议题衰变
。

如在新浪杂谈关于医疗

改革的议题中
,

发帖者以一个临床医生的视角
,

提出

自己对新一轮医疗改革的看法
。

在其后 多个帖子

的讨论中
,

发帖者一直亲身参与其中
,

推波助澜
,

促进

话题的讨论和进展
。

而当发帖者停止回复和
“

顶帖
”

之

后
,

这个议题也便迅速下沉了
。

还有 的议题衰变是

出于版主的干预
。

如版主删贴或把帖子变为
“

只读
”

状

态
,

即只能看到帖子而不能再继续发帖评论
。

结 论

通过对 周时间内 个有代表性网络论坛上

个网络议题的实证分析
,

本文认为网络议题在整体上

呈现如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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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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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议题表达的情绪色彩浓厚而理性分析较弱
,

但随着讨论的持续
,

部分议题表达出现了
“

先情后理
”

的变化

三
、

大部分网络议题的讨论不能随时间的延续

而深人
,

或处在
“

静止
”

状态或被转移了兴趣点
。

少数

逐渐深人的网络议题则从对单一社会事件的关注转

为对社会现象的理性思考
。

可见
,

通过网络议题表现出的网络言论最常见的

特质是 分散
、

简单
、

不够深入
。

这表明
,

我们不应高估

网络言论的
“

代表性
” ,

也不应对网络言论的作用抱过

高的期望
。

因为
“

分散
” ,

很少有网络言论能真正代表
“

民意
”

或
“

舆论
”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不少传统媒体在

报道中动不动就使用
“

网上民意认为
”

或
“

网络舆论认

为
”

这样的表述
,

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
“

过度代表
” 。

网

络空间尽管开放
,

但网络言论要聚集起来也并非易

事 因为
“

简单
”

和
“

不够深入
” ,

大部分网络言论扮演

的其实是常规化的社会沟通角色
,

其意义在于交流本

身而不是交流产生的结果
。

当然
,

扩大社会交流的渠

道
,

这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但是认为网络上

的讨论一定能促成社会及时而有效的变化
,

却是不切

合实际的
。

不过
,

那些具有较强聚集能力
,

或能深入展开
、

进入理

性分析层次的议题虽然数量稀少
,

但却理应得到更大

的重视
。

因为这样的网络言论无疑会对社会的影响更

大或更持久
。

在网络言论的普遍状态中辨识具备这些

特征的网络议题
,

应成为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社会监

测的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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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时代的传媒转型
”

国际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

年 月 日
,

在
“

数字化时代的传媒转型
”

国

际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

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会长喻国明教授出席会议
,

并

作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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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
,

向他颁发了世界传媒经济大会授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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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由清华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等四单位主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