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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背景下舆论传播的嬗变

戚鸿峰

摘　要：随着现代通信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介入、改变着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传统媒体社会下形成的舆论传播模式。文章从新媒体

发展的现状入手，结合新媒体背景下舆论传播主体的变迁，从舆论形成机制、舆论传播方式、舆论的作用

机理等三个方面的变化来深刻阐述新媒体背景下舆论传播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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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已迈入新媒体时代

技术的不断变革使媒体传播发生深刻的革命，互联

网等新兴媒体正经历着从传播方式到内容的双重变化，

在技术上突破了传统的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

播和组织传播，在形式上突破了内向传播和大众传播，

在模式上突破了线性传播，实现了一对多、多对一的

点对点互动传播。新媒体按照传播媒介的不同，包括

以下几种类型：基于网络的有电子杂志、电子书、网络

视频、博客、播客、视客、群组，其他类型的网络社区

等；基于数字广播的有：手机电视、数字电视、车载电

视、公交电视等；基于无线网络的有：手机短信、手机

ＷＡＰ等；基于跨网络的有ＩＰＴＶ等。本文所指的新媒体

主要包括手机、网络以及网络衍生产品如论坛、虚拟

社区、电子邮件、ＭＳＮ、个人网页、ＱＱ、博客、微博

等，它们具有开放性、人性化、个性化等特点，人们可

以在网络和手机上自由地上传和转发照片、签名、音

乐、图片等相关个人信息，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

见或别人的意见，实现信息的公开转移、交流和汇聚。

手机和网络作为高端开放和高度兼容的互动平台，具

有即时性、匿名性、互动性强、海量信息等的特点，因

此，手机、网络以及网络的各类衍生产品更是成为了

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ＣＮＮＩＣ第２７次报告指出，

２０１０年我国网民总数达到４５７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

到３４３％，全年新增网民７３３０万，年增幅１９１％；我

国网民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一，占全球网民总数的

２３２％，亚洲网民总数的 ５５４％。另据统计，２０１０年

底我国移动手机用户已经近７亿，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

移动通讯市场。

新的传播方式使新媒体展现出了强大的社会影响

力，对于民众生活、社会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产

生了巨大的作用。从 “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中传统媒

体与新媒体的充分联动，到 “７·２３”甬温线特别重大

铁路交通事故中微博发挥的重要作用，新媒体所具有

的强大传播功能和舆论影响力，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

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随着人们对新媒体使

用的日渐频繁与广泛，新媒体在满足用户基本信息获

取需求的同时，已日渐成长为一个集信息、观点、民意

为一身的舆论平台。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热点事

件不断表明，新媒体对于舆论的影响力正在迅速增强。

我们已迈入新媒体时代。

二、新媒体时代舆论传播主体的变迁

（一）网络已成为公众舆论传播的中枢

借助于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发展的网络丰富了信息传

播的手段和渠道，使网络逐步成为人们参政议政、表达

观点、反映心声的重要平台。新媒体时代下信息传播更

加顺畅，为人们表达意愿和利益诉求、参与决策讨论提

供了快捷的渠道；同时，网络亦在成为消解大众不满情

绪的解压阀。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传统媒体解压阀的功

能逐渐被以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工具所取代。在

社会热点事件中，人们利用手机、网络等新媒体，获取

自己所需的信息，缓解恐慌情绪，或者利用新媒体交互

性与开放性，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愤怒，从而满足心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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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今天，网络已经成为公众舆论传播的中枢。

（二）手机媒体成为特殊的舆论放大器

作为离人最近的传播工具，手机已经被很多使用者

内化成为自身的一部分。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人们许多

时候是通过手机在第一时间获取信息。特别是在危机事

件中，受众对人际传播信息的需求比在日常生活中要高

出很多。而手机和网络的结合更使用户具有对社会舆论

的高度互动性与参与性。手机的传播模式是一个开放的

体系，人人皆可为传者的前提，决定了手机传播信息主

题的多样性与信息的海量性。与传统社会不同，新媒体

时代意味着人人是传播者，而同时人人皆为受众。人们

在传播舆论信息中不断糅合进自身的主观意念，使得舆

论信息不管从传播的数量上还是从内容的解读上都呈现

出几何级的放大效应，以某一关键词为中心，生发出无

限的话题。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手机媒体传播点对点的

精准性与及时性，决定了信息在每一个传播节点，都可

以被全面而准确地发送，并进行及时的交互与反馈，从

而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在特定条件下手机媒体往往

成为特殊的舆论放大器。

（三）微博成为人们表达观点、参与讨论的重要

工具

微博迎合了即时网络的发展趋势，缩短了从信息源

发布到信息传播的路径和时间，从而实现了信息传播的

零时间。正是因为即时性保证了瞬时传播，高度的互动

性才成为可能。网民通过微博真正实现了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发表感想，其参与热情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从

国际事件到民计民生，从政治事件到娱乐八卦，从医患

矛盾到社会琐事，网友可就任意感兴趣的事件或话题提

供事实素材或发表意见，这些信息通过微博网络的扩散，

在短时间内就能得到他人的反馈。这样的机制不仅刺激

了发表者的积极性，更赋予了公众更多可以自由选择的

议题。微博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资讯内容与资讯获取的

便利，也带来了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之间的更

多互动，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传播、表达的媒体平台。

三、新媒体背景下舆论传播方式的变化

（一）舆论形成机制发生变化

首先，网络传播的平等性打破了传统的话语垄断。

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作家、新闻发

言人”，借助互联网技术，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传

统文化固有的等级观念和时空观念，改变了泾渭分明的

社会阶层原本存在的天然强弱地位，更打破了传统媒体

时代的话语垄断权利，人人可以在网络上掀起一番舆论

热潮，人人都可以成为舆论领袖，这在传统媒体时代是

不可想象的。其次，舆论主体缺失现象严重，舆论环境

更加复杂。网络世界的虚拟性放纵了舆论的恣意狂欢，

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人们隐匿了姓名与身份，淡化了

角色和责任，现实世界中的各项清规戒律和道德常识常

常被人们所淡忘、忽视，在交流信息、发表意见时更加

自由、更加随意，因为无需负责，网络世界光怪陆离，

舆论失范失德现象严重， “网络世界中永远的主人就是

谣言”。第三，网络传播的交互性加快了舆论传播的速

度，蝴蝶效应更加明显。网络信息发布的低门槛和信息

传播方式的灵活性使得网络对社会舆论和社会热点事件

的关注和报道更及时、更迅速，网络传播的双向、即时、

互动的特点更能激发人们的参与欲望。由于相互之间反

馈迅速，意见沟通、扬弃、整合的效率大幅提升，舆论

形成的时间大大缩短，舆论传播的速度加快。在一个真

正的互动的环境中，信息不再是依赖于某一方发出，而

是在多方的交流过程中形成并无限放大的。任何一个看

似简单的话题或事件，经过网络的传递就有可能酝酿形

成一个巨大的社会热点问题。

（二）舆论传播形态发生变化

在传统媒体社会里，舆论的传播形态主要限于口口

相传以及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信息传递，而

新媒体时代舆论传播的核心形态是数字化技术，数字化

是新媒体存在的前提，在所有的新媒体上无论是文字、

图像、声音，归根到底都是通过 “０”和 “１”这两个数

字信号的不同组合来表达。这使得信息第一次不仅在内

容上，而且在形式上获得了同一性。数字化的革命意义

不仅是便于复制和传送，更重要的是方便不同形式的信

息之间的相互转换，如将文字转换为声音。这是传统的

媒体社会在传播形态上所无可比拟的。其次，新媒体传

播颠覆了过去那种 “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既

有点对面的传播，又有点对点、多点对多点的传播，这

使得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具有了传统传播手段不可比

拟的优势，既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丰富了信息传播形

态，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消费理念。网络

也因此逐渐担负起跨媒体、跨区域、跨层次舆论传播媒

介的角色，日趋成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舆论传播的集

散地和舆论监督的新阵地。第三，与传统大众传播方式

不同，网络传播者可以是一个机构也可以是个人，他们

绝大多数未像传统媒体从业人员那样经过专门训练，信

息的采集、加工、取舍、甄别都没有较为严格、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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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与制度，这使得舆论的发布更具有不确定性、混乱

性、盲目性、褊狭性和情绪性。第四，舆论传播介质的

不断丰富。与传统舆论介质不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

体在舆论传播介质上更具丰富性，文本、音频、视频、

动画及其不同的组合使得信息的发布方式更加灵活，信

息的形式更加丰富多样、生动具体。新媒体实现了报纸、

广播、电视三大媒介的优势整合，实现了文字、图片、

声音、图像等传播符号和手段的有机结合。

（三）舆论的作用机理发生了变化

首先，舆论的作用力度空前增大。传统媒体诸如报

纸、广播、电视，在单位时间 （节目）和空间 （版面）

中所传播的信息都是有限的，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

由于在信息传输量上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和在信息形态上

具有的丰富多样性，其所贮存和发布的信息容量巨大，

有人将其形象地比喻为 “海量”。因此，在数字化传播

手段的帮助下，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振臂一呼，应者

云集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舆论的 “星星之火”迅速就能

形成燎原之势，对舆论主客体的影响更加巨大，对当事

人、机构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关注度和舆论压力，进而

改变人物和事件的发展进程。新媒体下的舆论作用力度

空前增大的原因还源于新媒体在技术上所达成的信息的

可存储、易复制和易检索性，互联网通过超文本链接的

方式，将无限丰富的信息加以贮存和发布，用户可以很

方便地输入关键词进行资料检索，全面了解事情事件发

生的原貌，及时便捷地加入到舆论讨论和传播的环节中

去。其次，舆论的作用广度空前拓展。借助以网络为中

心的新媒体传播，人们可以轻易地突破原有的时空界限，

随时获取和传递各种信息，轻而易举地介入经济、政治、

社会生活的领域。同时，舆论的地域性特征减弱，其作

用方向和影响范围也随之拓展，呈现出国内舆论国际化、

国际舆论国内化的倾向。第三，舆论的作用速度空前加

快。即时性、交互性是网络传播的突出特点，舆论形成、

扩散、反馈的过程因此大为缩短，舆论对客体的作用变

得更加直接、迅速。舆论作用机理的上述变化，使网络

舆论自身的能量急剧扩张，杀伤力空前增大。第四，舆

论引导和控制更显无力。新媒体时代下舆论传播所形成

的是海量的信息，同时，伴随新媒体的交互性，舆论主

体成千上万，舆论发布形式千变万化，舆论引导更具难

度、控制更显无力。某种意义而言，网络上不再有信息

传播控制者，而只存在信息传播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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