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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舆情爆发的因果机制根源于复杂系统的涌现性ꎬ因此网络舆情生成

和传播的涌现机制研究处于网络舆情基础理论研究核心位置ꎮ 本文利用古斯塔夫勒

庞的“心理群体理论”对网络舆情生成传播的涌现机制进行刻画ꎬ特别是意见领袖的作

用ꎬ分析其在网络舆情的生成和传播过程中的人际互动和具体作用方式ꎬ由此得出网络

舆情管理的规范含义:摒弃“舆论控制”的传统维稳思维ꎬ坚持多元、差异、开放性ꎻ利用

互联网在政府与公众间建立更加灵敏的沟通渠道和机制ꎻ建立灵敏响应机制化解网络

群体事件ꎻ加快培训和建设“政府印象管理”ꎻ政府相关部门与意见领袖之间需建立长期

合作伙伴关系ꎬ同时要求意见领袖在法治要求下引导网民理性讨论和思考ꎮ
〔关键词〕心理群体ꎻ涌现性ꎻ意见领袖

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客户端技术的兴起ꎬ其交流便捷、低成本、匿名性、开
放互动性、同步性从而传播迅速、突破时空限制、分布式并行计算从而具有反控

制的特点ꎬ使得民意涌动通过互联网传播已经成为主渠道ꎬ互联网已经作为继报

纸、广播、电视以后的第四媒体迅速成长为“第一媒体”ꎮ 网上舆论的生成传播

与社会群体事件直接联系起来ꎬ网上网下“两个舆论场”已经成为事实ꎮ 对网络

舆情生成传播规律和网络舆情管理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ꎬ其中对网络舆情生成

和传播的涌现机制研究处于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位置ꎬ因为大量网络舆情爆发

的因果机制正是根源于复杂系统的涌现性ꎮ 戴媛等综述了网络舆情分析的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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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关键性技术ꎬ网络信息采集与提取、话题发现与跟踪、网络文本的倾向性分

析和多文档自动文摘ꎮ〔１〕然而网络舆情分析的实用技术真正起作用仍需要以网

络舆情涌现机制为支撑ꎮ 王元卓等研究网络大数据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涌现

性ꎬ提出涌现性是网络数据有别于其它数据的关键特性ꎬ网络数据的涌现性主要

表现为模式涌现性、行为涌现性和智慧涌现性三种情形ꎮ〔２〕 李澎淞在其博士论

文中基于 Ｎｅｔｌｏｇｏ 平台构建的多主体系统仿真模型中发现意见领袖在话题传播

与舆论演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ꎬ随着意见领袖的吸引半径与视野半径不断提

升ꎬ系统从惰性状态逐步转化为活性状态ꎬ且意见值收敛于非对称极化状态ꎮ〔３〕

同样基于多主体建模仿真方法ꎬ郭勇陈发现ꎬ意见领袖在舆情初期的“形成”和
“爆发”阶段对舆情演化影响很小ꎬ当舆情发展到“高峰”阶段后ꎬ意见领袖对帖

子的关注会对舆情演化产生影响ꎬ可以形成“反复”阶段的二次爆发ꎻ有意见领

袖参与的舆情事件存在时段比没有意见领袖参与的要长ꎮ〔４〕 根据网络舆情生成

传播的涌现机制研究ꎬ管理者需要针对不同议程设置的转化阈值采取有针对性

的沟通策略ꎬ以及通过“议程设置”、培养“意见领袖”等措施对网络危机舆情进

行引导ꎻ利用网络舆情分析的实用技术观测受众注意力资源分配状态ꎬ为危机舆

情管理决策提供信息支持ꎮ
以上研究尚缺乏对心理群体的研究ꎬ本文试图在既有文献基础上利用“心

理群体理论”对网络舆情生成传播的涌现机制进行刻画ꎬ分析在网络舆情的生

成和传播过程中的人际互动和意见领袖的具体作用方式ꎬ由此得出网络舆情管

理的规范含义ꎮ

一、复杂网络中的涌现机制

互联网是伴随着现代通讯技术出现的一类人类交互复杂系统ꎮ 复杂系统的

动态演化表现为层级间的涌现性(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ꎮ 涌现概念的实质性使用

最初出现在化学领域ꎬ后经生物学进入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ꎮ 所谓涌现性是

指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实质性地不同于其组成部分ꎬ下一层级的涌现

性产物的性质也不能用其组成部分层级的概念和理论予以解释ꎬ如果下一层级

指的是人这样的有心智能力的行动主体ꎬ那么涌现产物对于行动主体而言是非

意图后果(ｓｕｐｅｒｖｅｎｉｅｎｃｅ)ꎮ 涌现性思想运用于合作秩序研究的一个重要推论是

存在所谓“下向因果”(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ꎬ即复杂系统演化动态涌现出来的制

度和合作秩序强烈地影响低层级实体的行动和决策制定ꎮ “涌现性”是理解复

杂系统运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ꎮ 最为成熟的涌现概念出现在生物学中ꎬ恩
斯特迈尔指出涌现现象常见于生命、意志和意识等复杂现象中ꎬ它是系统的一

个特征———即整体特征不可能由构成整体的部分来推断ꎬ即使对每一部分或其

局部不完全组合的特性已完全研究清楚也是如此ꎬ这种整体中新特性的显露称

为涌现ꎮ〔５〕认知科学和心智理论家汤普森认为ꎬ没有充分理由独立于特定解释

背景来寻找单一而简单的涌现概念ꎬ基于认知科学背景ꎬ汤普森定义涌现性(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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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从复杂网络(Ｎ)组成部分间的非线性动态涌现过程(Ｅ)中呈现ꎬＰ 和 Ｅ 并

非由 Ｎ 的组成部分的内在特征决定ꎬ其中涌现机制由三个核心命题构成———非

线性动力学(原因结果不对称)、全局到局部的影响(下向因果)、关系整体(近可

分解性)ꎮ〔６〕约翰Ｒ塞尔以其长期对意识的涌现研究为基础给出一个通俗的

涌现性定义———系统 Ｓ 由元素 ａꎬｂꎬｃꎬ组成ꎬＳ 的特征不一定是 ａꎬｂꎬｃ 的特

征ꎬ而是必须用元素之间的因果作用来说明ꎬ这称之为“因果涌现的系统特

征”ꎮ〔７〕桑塔菲研究所(ＳＦＩ)代表人物之一霍兰提出涌现的本质是以小生大ꎬ由
简入繁ꎻ涌现现象出现在生成系统中ꎬ生成系统中整体大于部分之和ꎮ〔８〕 典型的

涌现现象是组成部分不断改变的稳定模式ꎬ稳定模式的功能是由其所处的环境

来决定的ꎮ 更高层次的生成过程可以由稳定性的强化而产生ꎮ 经济学家哈耶克

的后期著作中不断强化涌现性思想ꎬ他是继门格尔以后这一思想最重要的阐发

者和运用者ꎮ 在取向上ꎬ哈耶克属于“弱涌现派(ｗｅａｋ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ｓｃｈｏｏｌ)”ꎮ〔９〕 哈

耶克把性质上不同于纯粹物理现象的一类如生命现象、精神现象和社会现象称

为复杂现象ꎬ这些现象中因为相互之间存在简单关系的要素之数量增加而引起

自我维持的新模式的涌现ꎬ这意味着这个更大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某些普遍

或抽象特征ꎬ它独立于个别要素的具体数量而反复出现ꎬ因而这个整体成为理论

解释的明确对象ꎮ〔１０〕同为经济学家的西蒙也持有一种涌现的“弱解释”立场ꎬ〔１１〕

即涌现意味着复杂系统中组分的相互关系在这些组分相互孤立时是不存在的ꎮ
涌现的弱解释原则上坚持还原论ꎬ具体方法是在复杂性的每一连续层次上构建

近似独立性理论和中介理论ꎬ以说明每一较高层级怎样用较低一层次上的组分

及其关系来解释ꎮ 在“近可分解”的层级结构中ꎬ高频动态过程一般与子系统相

关ꎬ而低频动态过程与较大系统相关ꎮ
以上研究形成了关于涌现性的一般共识ꎬ当一个复杂系统中出现涌现性现

象时ꎬ涌现性的特征如下:(１)出现全局模式的整体秩序或宏观秩序ꎻ(２)从简单

中生成复杂的新颖性ꎬ即新特性的生成ꎻ(３)涌现性来临的不可预测性ꎻ(４)层级

之间的不可完全还原性ꎻ(５)存在下向因果作用ꎻ(６)有生命的复杂系统采取分

布式并行计算ꎬ由此系统具有可纠错性ꎬ学习能力和可进化性质ꎮ 下面我们将借

用涌现性理论解释网络舆情现象ꎮ

二、网络舆情生成传播中“心理群体”的涌现性

与传统媒体的传播者和受众以及主客体划分有很大的不同ꎬ网络舆情传播

过程中ꎬ一个超越主客体、传播者和受众的新主体同时扮演着主体和客体、传播

者与受众的角色ꎬ这就是心理群体ꎮ
(一)心理群体ꎮ 广场上随机聚集的人群不能算是一个心理群体ꎬ心理群体

中的行为者之间必须发生某种联系ꎮ 在网络舆情的生成传播中ꎬ隐匿在终端设

备后面的网民并不需要在生活中彼此认识ꎬ但他们因在某一时期内共同关注某

一个议题而“聚集”ꎬ他们构成一个本文所研究的“心理群体”ꎮ “在既定条件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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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特点ꎬ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点ꎮ
聚集中的人ꎬ其感情和思想共同转向一个方向ꎬ他们的个性退隐从而形成一种集

体心理ꎮ 它是暂时的ꎬ然而它确实表现出一些非常明确的特点ꎬ这些聚集者进入

一种状态一个(临时)组织化的群体”ꎮ〔１２〕 按照勒庞的划分标准ꎬ网络舆情

传播中的心理群体属于典型的“异质性群体”ꎬ且属于异质性群体中的“无名称

群体”ꎬ它与议会和陪审团诸如此类的有名称群体区分开来ꎮ 网络舆情传播中

的心理群体是因为共同关心的议题而临时聚集的匿名异质性群体ꎮ 虽然具有临

时性ꎬ但这种群体的聚集也不像一堆土豆装进麻袋那样简单相加ꎬ而是产生了

“涌现性”ꎮ
(二)心理群体的涌现性ꎮ 一个完整的网络舆情过程通常包含一般五个步

骤:酝酿潜伏阶段、初始阶段、沸点阶段、波动阶段、消减阶段ꎮ〔１３〕 本文关注的是

第二阶段心理群体的涌现及其在后续阶段的行为ꎮ 移动互联网技术极大便利了

心理群体的形成ꎬ成千上万的个人因网络中的某个特定事件引发关注而“聚
集”ꎬ他们并不需要在物理时空上聚集ꎮ 在一个网络舆情热点事件中聚集的人

群ꎬ虽然匿名个体间彼此不熟悉ꎬ但却称得上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群体”ꎬ因为这

个临时性群体的形成中发生了“涌现性”过程(见图 １)ꎮ 为探究这个涌现过程ꎬ
我们从两个层次来分析:一是没有构成心理群体时刻的各个分散的独立个体ꎻ另
一个是分散的独立个体形成心理群体后所呈现出来的超个体特性(情感的、思
想的和行为的)ꎮ 在业已形成的心理群体层级ꎬ所卷入的个体身上呈现出的情

感、思想和行为特征在原来的个体身上(当回归原来的独立个体状态时)已不存

在(“跟换了一个人似的”)ꎮ 这些个体结合在一起时ꎬ“就像结合成一种新的存

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ꎬ表现出一些特点ꎬ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

点大不相同ꎮ 在形成一个心理群体的人群中ꎬ并不存在构成因素的总和或

它的平均值ꎮ 实际表现出来的ꎬ是由于出现了新特点而形成的一种组合ꎬ就像化

学元素———反应后形成了新物质一样ꎬ它所具有的特性十分不同于使它形成的

那些物质”ꎮ〔１４〕在形成心理群体的过程中ꎬ个人的才智和个性被削弱了ꎬ异质性被

同质性所吞没ꎬ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群体层级的新特性是如何出现的呢?
图 １　 网络舆情生成传播中的心理群体涌现机制

依托涌现性理论我们来看心理群体的具体涌现过程ꎮ 第一、形成群体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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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觉得人多势众有力量ꎬ于是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不必担责ꎬ而在未卷入

这种心理群体时的个人则通常抑制这种本能欲望ꎮ 第二、发生传染现象ꎮ 在群

体中ꎬ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ꎬ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

他的个人利益ꎮ 群体意味着组分之间的结构化ꎬ而传染正是个体间结构化的实

现方式ꎮ 网络舆情的短时间内快速传播ꎬ正是某种情感、思想和行动在人际间传

染的结果ꎮ 第三、心理群体中的个体易接受暗示性ꎬ这使得心理群体中个体与孤

立的个体表现截然相反ꎮ 进入心理群体中的个人易被带入一种失去人格意识的

思想催眠状态ꎬ导致情绪极容易在个体间传染ꎮ 正如我们在网络舆情传播中看

到的ꎬ在特定事件中意见领袖、网络大 Ｖ 的一句话、一个表态就可能极大影响其

粉丝的言行ꎬ粉丝们的人格意识暂时消失了ꎬ自由意志和辨别力一并弱化到极低

的状态ꎮ 责任感的消失ꎬ“人格意识的消失ꎬ他不再是他自己ꎬ他变成了一

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ꎮ 孤立的它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人ꎬ但在群体

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ꎮ 他的思想和感情变得如此深刻ꎬ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

得挥霍无度ꎬ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ꎬ把老实人变成罪犯ꎬ把懦弱变成豪杰”ꎮ〔１５〕

第四、正反馈驱动机制ꎮ 网络舆情产生传播中突发网络事件的产生几乎都有一

个正反馈驱动过程(如股市崩盘、社会骚乱、战争爆发、交通拥堵和政治运动)ꎮ
正反馈驱动的微观机理ꎬ首先受到爆料者或者意见领袖的驱使而导致单个个体

的成本—收益改变ꎬ“法不责众”的心理预期形成ꎮ 其次是从众心理、道德召唤、
沉默的螺旋机制引起“我应该如此、我不得不如此”的行为触发ꎮ 两个因素联合

起来导致短时间内推动网络舆情事件爆发ꎮ 但是勒庞的解释没有考虑到下向因

果作用ꎮ 在网络舆情的生成传播中ꎬ涌现现象生成的初始出发点存在多个潜在

心理群体ꎬ这些心理群体之间存在竞争关系ꎬ在群体选择作用下ꎬ具有某些(感
情、思想、行动)特征的心理群体占据优势而生存下来ꎮ 因此第五ꎬ由于潜在心

理群体之间的群体竞争ꎬ导致事实上观察到的优势心理群体击败不占优势的心

理群体ꎮ 这种群体选择的竞争在漫长的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已经重复过无数

次ꎬ因此存在一种社会记忆ꎬ一旦面临心理群体涌现的条件ꎬ这种社会记忆被唤

醒而发生作用ꎮ 第五点旨在说明高层级影响低层级的下向因果作用ꎮ

三、结构洞、幂律与意见领袖

心理群体具有服从领袖的本能情感ꎬ因此网络舆情生成传播中的意见领袖、
“网络大 Ｖ”的作用不可忽视ꎮ “意见领袖”在网络社会科学中被认为处于“结构

洞”(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ｈｏｌｅ)位置ꎬ即存在于网络中有两个或多个没有紧密联系的节点集

合之间的“空地”ꎮ 它的优势在于ꎬ第一、信息方面它更早地获得来自网络中多

个互不交叉部分的信息ꎮ 第二、处于特殊节点位置ꎬ可以合成多方信息和观点ꎬ
而这正是创新的重要来源ꎬ因此结构洞具有创造性生成和有放大功能ꎮ 第三、结
构洞的位置意味着该节点具有某种“社交把关”的机会ꎬ意见领袖常常行使“把
关人”的角色ꎮ〔１６〕 简而言之ꎬ处于结构洞位置的意见领袖发挥作用的方式是ꎬ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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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包括任何自媒体)提供的“流入”到意见领袖那里ꎬ再从他们那里方便地传播

到他们的追随者(可能几万人到上亿人)那里ꎮ〔１７〕他们担当思想原创(或自媒体

最新信息)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中介角色ꎬ其本身也可能是初始信息或原创思想

的提供者ꎮ 结构洞是网络中的“枢纽节点”ꎮ 处于枢纽节点的个体是社会网络

中的重要元素ꎬ他们引领潮流和趋势、促成交易、传播流行时尚ꎬ他们把不同种

族、教育水平、社会背景的人联系起来ꎮ 互联网世界中的信息流动不是一个随机

过程ꎬ而是呈现所谓“幂律分布”ꎮ〔１８〕这说明互联网信息流动的非随机、非平等特

性使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只是数以亿计的文档中的极少一部分ꎮ 在幂律约束下ꎬ
互联网上人与人之间获得关注的流行度非常不平等ꎮ 一个对多达 ２. ０３ 亿个网

页组成样本的观察表明这种严重不均衡性:多达 ９０％ 的网页只有不到 １０ 个导

入链接ꎬ同时ꎬ有 ３ 个网页被近 １００ 万个其他网页链接ꎮ〔１９〕正是互联网中幂律分

布的存在ꎬ赋予了意见领袖以巨大的号召力量ꎮ
按照古斯塔夫勒庞的理论ꎬ意见领袖的动员手段核心不在于理性的推理

和论证ꎬ而在于“断言、重复和传染”ꎬ同时ꎬ意见领袖的声望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感染力和支配能力ꎮ〔２０〕意见领袖的声望具有麻痹心理群体随众的批判能力的作

用ꎬ让跟随者充满惊奇和敬畏ꎮ 身处结构洞位置的意见领袖的声望可能来自先

天的称号、财富、权力、机构和荣誉ꎬ但成功(获得权势、业绩)是声望的最重要来

源ꎮ〔２１〕群众需要声望以敬仰ꎬ因为有声望者能提供现成的意见ꎬ免去群众思考的

负担ꎮ 声望起源于成功ꎬ但依赖于成功的声望也因成功的消失而随之消失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黑龙江庆安县徐纯合遭枪击案中ꎬ公众围绕“是否符合开枪条

件”“徐纯合与李乐斌的身份背景”等焦点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舆论热议ꎮ 一些意

见领袖深入参与了此事件网络舆情的发展ꎮ 当地媒体报道ꎬ枪击案发生次日ꎬ该
县副县长董某慰问了案件中受伤民警ꎬ并对其在负伤的情况下坚持与歹徒搏斗

的行为给予肯定ꎮ 不久董某就被网友曝光其学历造假、妻子在政府部门吃空饷ꎬ
距离慰问日仅隔了三天ꎮ 可见网民“曲线救国”之意ꎬ旨在倒逼枪击案真相本

身ꎮ 庆安枪击事件从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上升为网络热点事件ꎬ一开始警方迟

迟没有回应ꎬ局面向意见领袖倾斜ꎮ 此案虽然最后由更高层级政府拍板定性ꎬ但
其影响深远ꎬ堪称 ２０１５ 年经典舆情事件ꎬ意见领袖在其中所起作用可见一斑ꎮ

四、网络舆情生产传播中“心理群体”的情感、观念和行为特征

身处互联网中ꎬ“受众”变成“公众”ꎬ他们既是接受信息的受众ꎬ又是信息发

布者的网络舆情制造者ꎮ “公众”构成一个动态的拓扑结构ꎬ每一个特定时空中

积聚的公众构成一个心理群体ꎬ心理群体成员并没有身份或阶层、阶级的限制

(所谓“社会背景线索”弱化〔２２〕)ꎮ
道德、习俗和社会规范是在早期人类社会形成的ꎬ它的执行机制早在互联网

时代之前就形成了ꎬ它的形成时期的典型特征是面对面的熟人社会———即充斥

着社会背景线索ꎬ它的有效执行环境大大不同于今天的互联网环境ꎮ 网络的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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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性、开放性也激发了人性中的消极因素和放纵行为(保守主义者马基雅维利、
霍布斯、埃德蒙伯克、迈斯特、施特劳斯对此有深入研究)ꎬ这种消极因素和放

纵行为在今天的真实社会场景中仍会得到较大抑制ꎬ但在互联网中可能得到强

化ꎮ 当具备如下条件时ꎬ个体行为就展现出“去个体化”倾向ꎬ而“去个体化”的
个体与古斯塔夫勒庞的“心理群体”如出一辙ꎮ 去个体化条件与互联网中个

体行为的适用性见表 １ꎮ
表 １　 去个体化的条件与互联网的适用性

资料来源:亚当乔伊森:«网络行为心理学———虚拟世界与真实生活»ꎬ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３６ 页ꎬ有改动ꎮ

网络舆情中的心理群体一旦形成ꎬ它就表现出独特的情感特征、观念和理性

能力特征、行为特征和道德观ꎮ 古斯塔夫勒庞总结了心理群体的八大特征:
(１)冲动、易变和急躁ꎻ(２)易受暗示和轻信ꎻ(３)心理群体情绪的夸张和单纯ꎻ
(４)偏执、专横和保守ꎻ(５)低劣或高尚道德境界两个极端ꎻ(６)只接受简明而通

俗易懂的观念ꎻ(７)低劣的推理能力ꎬ无法批判性思考ꎻ(８)易被鲜明的形象所打

动ꎬ事件发生的方式比事件内容本身更能促发群体行动ꎮ〔２３〕

互联网的匿名性使得人们的身份和社会角色很容易被隐藏ꎬ相互之间打交

道无需面对面ꎬ主体身份边界模糊ꎬ人们方便地从一个社区转移到另一个社区ꎬ
从一个微信群转移到另一个微信群ꎬ这部分减少或弱化了生活中习俗和社会规

范对个体行为的约束ꎻ与此同时ꎬ由于互联网的非面对面交流ꎬ过滤掉了现实生

活交流中必不可少的非语言信息以及社会背景线索ꎬ〔２４〕为了“弥补”这种信息缺

失ꎬ体现在互联网交流中常常是更激烈的语言表达ꎬ注意力更加聚焦到信息本

身ꎬ社会规范约束弱化ꎬ交流变得更加非人性化和更加自由ꎬ或者更以自我为中

心、更高水平的极端行为ꎮ 因此网络心理群体成员表现出比日常社会生活中的

自己更冲动、易变和急躁ꎮ
２００８ 年法国当地时间 ４ 月 ７ 日ꎬ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受干扰事件引发了全国

各地打砸家乐福超市事件ꎮ ４ 月 ２２ 日ꎬ商务部发表声明呼吁人们“理性爱国”ꎮ
抵制家乐福事件中网络上形成的心理群体在爱国热情驱使下ꎬ行动逐渐转向暴

力ꎬ显然暴露出“冲动、急躁”特点ꎮ 爱国主义情怀与破坏市场秩序、破坏企业财

产竟然如此紧密联系起来ꎬ显示出心理群体低劣与高尚道德境界的奇特结合ꎮ
此时形成的心理群体根本没有仔细思考火炬干扰者为何干扰火炬ꎬ以及在民主

法治国家抗议和游行示威是一种常态现象ꎬ法治国家里现场警方也不能过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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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暴力执法ꎮ 此时的心理群体显得“毫无推理能力、无法批判思考”ꎮ 当“小 Ｋ”
站在北京家乐福前举牌时ꎬ她举牌的场景也被传递到网络上ꎬ这种鲜明的形象很

能打动网友ꎬ为抵制家乐福推波助澜席卷全国做了很好的铺垫准备ꎮ 这正印证

了“易被鲜明的形象所打动ꎬ事件发生的方式比事件内容本身更能促发群体行

动”ꎮ

五、网络舆情管理的规范含义

互联网正在深刻改变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ꎬ渗透到消费、生产、教育、医疗、
就业、购物、交通等各个方面ꎮ 网络舆情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民意的“晴雨表”ꎬ
对于互联网和网络舆情“放任自由”和“打压”都是不可取的ꎮ 基于互联网本身

的特性(开放性、匿名性、涌现性)ꎬ管理互联网和网络舆情不同于一般市场或行

业的管理ꎬ这要求管理者:
第一、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互联网发展和网络舆情ꎬ摒弃“舆论控制”的传统

维稳思维ꎬ坚持多元、差异、开放性ꎮ 互联网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天然具有开放性

特征ꎬ一味“打压”是无济于事的ꎬ反倒可能诱致对抗的非组织化和极端行为ꎮ
第二、利用互联网建立更加灵敏的政府与公众沟通渠道和沟通机制ꎮ 加快

建设电子政务ꎬ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ꎮ 及时利用网站及其

互动平台、电子邮箱、微博、微信等技术与公众沟通ꎬ化解矛盾、提供服务ꎮ
第三、建设有预见的政府ꎬ主动设置议程ꎮ 一个良序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冲

突的社会ꎬ而是一个具有灵敏响应机制及时化解矛盾和冲突的社会(经济学中

称之为“适应性效率”)ꎮ 网络舆情危机爆发都有一个潜伏、酝酿和爆发过程ꎮ
需要秉持善治理念ꎬ承担社会责任ꎬ在第一时间调查事实真相公布事实真相ꎬ在
网络舆情爆发之前化解冲突和矛盾ꎮ 互联网时代政府要尽可能掌握舆论主导

权ꎬ及时信息公开ꎮ 政府要讲清事实内容的来龙去脉、展现负责任的态度、措辞

上客观描述切忌语焉不详大而化之ꎮ
第四、加快培训和建设“政府印象管理”ꎮ 政府是“法律和秩序”的提供者ꎬ

是矛盾和纠纷的仲裁者ꎬ一定意义上在公众的期待中政府是公正的化身ꎮ 在信

息瞬间广泛传播的互联网时代ꎬ政府需要强化印象管理ꎬ并将印象管理贯穿于工

作全过程ꎬ对有损政府作为公正和秩序提供者形象的过失建立灵敏的响应机制

和修复程序ꎮ
第五、正确对待和处理与“意见领袖”的关系ꎮ 由于网络中所谓“幂律”现

象ꎬ实际上真正有影响力和发挥作用的是极少数意见领袖ꎮ 政府部门与意见领

袖之间需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ꎬ保持沟通渠道畅通ꎬ同时也明确要求意见领袖

在法治要求下引导网民理性讨论和思考ꎬ对个别意见领袖的违法行为进行追责ꎮ
移动通讯技术已然普及条件下ꎬ网络舆情与线下群体性事件融合趋势日益

显著ꎬ意见领袖、抗争活动组织者客观上行使的组织化作用有其积极意义的一

面ꎬ如果看不到这一积极面而对其严厉打压容易导致抗争活动“去组织化”ꎬ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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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暴力化和极端化ꎮ 因此对网络舆情的管理需要在对话沟通协商与引导控制之

间寻找微妙的平衡ꎻ长期而言需要不断完善作为社会正义基础的法律与秩序ꎬ为
不断出现的社会冲突解决建立制度性通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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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ꎬ即拥有 ｋ 个链接数的网页近似正比于 １ / ｋ＾２ꎬ１ / ｋ＾２ 这种函数成为幂律函数ꎮ 通常ꎬ经验上 Ｋ 的幂次数

是略大于２ 的正数ꎬ如２. ０９ꎬ２. １ 等ꎮ 从几何图形上看ꎬ幂律函数极大不同于对称的正态分布函数ꎬ而是带

着一个长尾ꎬ表明那些访问量极大的少数几个节点在全部网站中的所占比例极低ꎮ
〔１９〕〔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链接:商业、科学与生活的新思维»ꎬ浙江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８４ 页ꎮ
〔２２〕“社会背景线索”弱化是萨拉基斯德和斯普劳尔 １９８６ 年提出的研究网络行为经济学的概念ꎬ

后来由亚当乔伊森进一步阐述ꎮ 乔伊森认为前二者的“社会背景线索”理论是网络行为心理学中这方

面最完善的理论ꎮ 社会背景线索包括时间位置:地点、时间、距离ꎻ地位和社会阶层:如工作头衔ꎻ以及年

龄、性别等信息ꎮ 在网络行为中ꎬ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非面对面交流ꎬ社会背景线索不同程度弱化了许

多ꎬ这样行为主体就会更加以自我为中心ꎬ以现在为导向ꎬ地位平等取向ꎬ社会从众方面的自由、非常规和

极端取向ꎮ 见亚当乔伊森:«网络行为心理学———虚拟世界与真实生活»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３２ －
３３ 页ꎮ

〔责任编辑:力　 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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