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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微传播平台的广泛应用,

标志着微传播兴起.微传播的出现是当下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网络技术快速发展和大

众心理需求的必然产物.充分体现出即时性与社交化的融合,展示着网络社交的发展

趋势.微传播显示出强大的舆情效应,与其主要特征息息相关.当前,要理性看待微传

播及其舆情效应,就要科学分析微传播的时代背景,准确把握微传播的主要特征,为创

新网络社会治理体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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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传播的发展与微传播的出现

(一)传播的相关概念

传播学中的“传播”一词,是英语communication的对译词.１９世纪末,这
个词已成为日常用语.２０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

中为传播下了这样的定义:“传播指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

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中得到传递,在时间上得以保存的手段.
它包括表情、态度和动作、声调、语言、文章、印刷品、铁路、电报、电话以及人类征

服空间和时间的其他任何最新成果.”〔１〕杜威指出:“社会不仅通过传递(trans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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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通过沟通(communication)而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

中、在沟通中生存.在共同、共同体和沟通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人
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且沟通乃是他们达到共同占有

东西的方法.”〔２〕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写道:
“当我们从事传播的时候,也就是在试图与其他人共享信息———某个观点或某个

态度传播至少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３〕阿耶尔明确指出:“传播在

广义上指的是信息的传递,它不仅包括接触新闻,而且包括表达感情、期待、命
令、愿望或其他任何什么.”〔４〕可见,传播作为一种客观机制在维持社会运动和系

统运行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
在中国,“传播”一词早在１４００多年前就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据方汉奇教授

考证,最早见于«北史突厥传»,文中有“传播中外,咸使知闻”语句.〔５〕我国学者

大多认为:传播特指人类交往的社会现象,在共同的生产劳动中,人们为了生活

相互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由此产生了传播活动.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给“传
播”下的各种定义数以百计,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进行阐述.刘海龙认为:“传播是

一定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中的信息传递与知识共享行为”.〔６〕潘忠党认为:“传播

至少包含三重含义:一重为单向度的传递(transmit),一重为双向的交流和信息

共享(share),一重为引起不同理解的传递”.这三重含义折射出传播主体理论、
社会文化交往理论以及文化解释学理论.〔７〕

(二)网络传播与微传播

根据传播的方式和内容,当前可以把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划分为五种类型:
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而网络传播是以互联网

为平台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的传播活动.〔８〕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广泛

应用,网络传播给现代社会的传播方式带来革命性冲击.网络传播利用网络传

递和交流信息,汇集了多种传播方式的优势,成为更加个性化、更加平等交流的

新的传播类型.网络传播在发挥监视环境、决策参与、文化传承、大众教育以及

提供娱乐等大众传播功能的同时,又具备信息沟通、思想沟通和情感沟通等人际

传播功能,并将它们的功能发挥得更加充分,将大众传递和交流信息的社会行为

更加扩大了.
国外最著名的微博twitter产生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０９年８月新浪网推出的

“新浪微博”成为国内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门户网站.到２０１０年,人们以微博

为平台,对公共话题发表观点、分享信息,在网络中聚集人气,常易形成网络舆

情,标志着微传播的正式出现,这一年也称作“微博元年”.信息技术的不断进

步,促进了微传播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移动通讯技术的融合发展、网速的不断

提升及资费的逐步下调,智能手机日益成为微传播壮大的重要载体.２０１１年,
腾讯公司推出微信这一即时通讯服务平台,与腾讯微博和手机的绑定,很快成为

微传播的又一平台.智能手机和便携电脑等移动终端加速了微博、微信、客户端

等微平台的普及,大众使用微平台随时随地发表评论、分享信息.随着我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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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势必加快微传播的发展,导致当前“微信息、微媒

体、微观点、微社区”成为网络传播的主体.伴随着网络舆情空前活跃的“大众麦

克风时代”的到来,微传播的概念逐步形成.唐绪军等指出:“微传播是以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方式,其具备针对性强、受众明确、
传播内容碎片化等特性.”〔９〕王锁明指出:“所谓微传播,是指借助数字通信技术,
运用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等方式,以微博、微信作为媒介,通过移动便捷的显示

终端,进行以短小精炼为文化特征的一种传播活动或传播方式.”〔１０〕

从人类社会的传播发展看,微传播无疑属于网络传播范畴.微传播在网络

传播中展现出较大的影响力与广泛性,满足了大众在较短时间里上网了解信息、
交流沟通、意见表达等需求,使得网民的话语权得到释放,大众同政府间的沟通

渠道更加便捷.当前,微传播有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主要形式,随着信息技

术的发展及网络社交的需求,微传播将不断出现新的形式.从舆情分析的角度,
我们将微传播的定义概括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众生活节奏的加快,网民

在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网络平台上,以公众话题和社会事件为对象发布信

息、自由评论,具有内容简洁、传递快速和互动及时等传播特征,对网络舆情产生

影响的社交传播活动.

二、微传播产生的时代背景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表明,“２０１５年中国的大众传媒舆论场上,报纸、杂
志、电视等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进一步下降,‘两微一端’(微博、微信、移动

客户端)成为很多中国人了解新闻时事的第一信息源,特别是拥有月活跃用户６．
５亿以上的微信成为社会舆论的新引擎.”〔１１〕从传播媒体的演变看,一种传播媒

体普及到５０００万人的时间节点,收音机用了３８年,电视机用了１３年,互联网用

了４年,而微博只用了１４个月.〔１２〕微传播能在较短时间内,成为我国广泛影响

的传播媒体,与我国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一)我国转型期经济社会话题与微传播的契合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确为公众带来前所未有的实惠,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由于社会个体资源禀赋、社会资本和自

致能力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个体在社会资源占有、社会阶层地位等方面

的两极分化.由于我国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以及分配领域改革的滞后,经
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并未在各社会群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皆呈正相关上升,社会

改革与发展的成本在全体社会阶层中分担的不均性,使得社会主体阶层承担的

改革成本与改革收益脱节严重,加上当前政府调控性再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

尚不完善以及弱势群体的权益得不到及时的保障,导致各种经济社会话题不断

涌现.而计算机、手机的普及以及通讯技术的发展,涌现出论坛、博客、微博和微

信等网络社交平台,提供给公众浏览信息、发表言论的新阵地,由于缺乏“把关

人”,人们可以自由的转发评论、阐述观点,尤其是微博、微信等微平台,由于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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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门槛低、发布便捷、传播迅速以及文本简洁等特点,日益成为当下公众维护权

益、揭露黑幕、造谣传谣等的阵地.大众借助微传播这一新型人际传播,一个微

平台链接另一个微平台,各种公众话题和社会事件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开来,极
易造成一边倒的舆情态势,引发较大的舆论影响.

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双重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变迁速度过

快客观上会导致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的庞杂多元,而社会价值多元的背后是整

个社会信仰的多元,社会成员真伪难辨,易造成社会核心价值的迷失,进而导致

社会秩序混乱,公众的社会归属感缺失.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长期累积的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不断显现,阻碍着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

期稳定.如:贪污腐败、滥用职权、征地拆迁、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而这

些问题,已成为微传播的主要话题,形成的舆情将加剧社会信仰的多元和社会秩

序的紊乱.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生活、工作之余的闲

暇时间不断出现“碎片化”“微细化”的倾向.微传播的出现,不仅迎合了公众快

节奏生活中空闲时间零散、细微的需求,也契合了公众获取信息便利、快捷和省

时、省力的心理需求.而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使公众的参与意识和自我实现

意识不断增强,微传播的出现同样满足了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

活、社会生活的愿望以及不断提高对于信息多样化和政治透明化的需求.微传

播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以及交流、表达方式,也促进了舆情

表达的社会化进程.
(二)当前网民的群体特征与微传播的流行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我国网民规模达６．８８
亿,手机网民规模达６．２０亿.网民以１０－３９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７５．１％:其
中２０－２９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２９．９％;１０－１９岁、３０－３９岁群体占比

分别为２１．４％、２３．８％.网民中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占比分别为

３７．４％、２９．２％.网民中学生群体的占比最高,为２５．２％,其次为自由职业者,比
例为２２．１％;网民中月收入在２００１－３０００、３００１－５０００元的群体占比较高,分别

为１８．４％和２３．４％.〔１３〕可见,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的群体仍是我国网民的主

体.而网民是民众的一部分,作为网络舆情的主体,可以成为一个整体,也可成

为相对独立的部分.“对于那些具体和微观层次上的普通民众来说,倾听他们的

声音和关心他们的疾苦,是应该在舆情的发现和研究中予以特别关注的”.〔１４〕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我国大众社会参与和自由表达的意愿

日益增强,参与讨论各种事件尤其是社会公共事件的热情越来越高,在网民中表

现得尤为突出.微传播具有相对隐匿性、表达自由快捷等特性,使得公众的话语

权得到极大的释放.而我国网民低龄化、低学历的群体特征及标新立异、跟风从

众等心理特征,导致在微传播的话语表达上要“语不惊人死不休”,解构一切可解

构的主流意识,甚至以讹传讹.由于网民在现实生活中大多处于社会中下层,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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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当前贫富分化、生存压力的不断加大,失衡、紧张、焦虑、不满等负面社会情绪

涌现,面对一些社会事件和网络话题时,虽然多数大众选择沉默,可一旦在微传

播中遇到与自己现实中相似事件或话题时,在法不责众、隐匿等心理暗示下,情
绪会集中化地宣泄出来,迅速引爆网络舆情.

在微传播中,网民有如下表现:由于微博群、微信圈的存在,很多网民参与讨

论的目的大多是进行情感交流和情绪宣泄,而网民之间讨论的话题转换频繁,思
维处于发散状态,多数言论未经过深思熟虑,言语呈现口语化、非逻辑化、情绪化

等.网民作为既是传者又是受者的网络社会中的成员,在微传播语境中,网络交

流呈现平等化、弱规范化、自由化、多样化等特性,使得传播表现出非理性现象,
极易形成群体行为.在我国,由于网民的低龄化和低学历,对社会事件的判断不

太成熟,较易情绪化,群体感染性较强,群体极化效应较为明显.而从众心理使

得网民个体得到安全感的同时也有效地回避了责任,尽管其动机与行为可能完

全是理性的,但在微传播群体非理性行为的裹胁下易受影响.
(三)信息技术的进步推动微传播发展

卡斯特指出:“信息技术范式并非演变成为一个封闭系统,而是成为一个开

放的多变网络.就其物质特性而言,信息技术范式相当强势而壮大,但就其历史

发展而论,则具有适应性且开放.全面性、复杂性与网络化乃是其明确特

性.”〔１５〕微博、微信等微传播形式的出现,迎合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大众交往的

需要,公众的社会话语权得到了极大地释放:“大众麦克风时代”来临,微传播建

构了网络社会的基础,传统社会的话语权力格局开始解构,整个网络社会结构变

得扁平化,网络空间里草根阶层日益成长.微传播在改变媒介传播格局的同时,
网络舆情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因为“每一个时代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都会带来权

力的转移.”〔１６〕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众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网络社会中,大
众接触信息的方式更加多样,接触信息的时效性更加迅速.大众在获取信息、选
择信息和利用信息过程中,微传播使大众非常便利地获取所需信息,并进行广泛

互动,这就极大地影响到大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在微传播中,网民创造、
转载各类话题,书写微博、转发微信、观看微电影、参与微公益,这些明显个性化

的表达方式较易得到迅速聚合,常获得微博圈、微信群的认可和转发,使得个体

意识演变为群体舆情.而无数个微博圈、微信群,又使网民聚合成各个圈、群,形
成一个个小的“信息茧房”和“回音室”.〔１７〕在微传播中,网民参与传播所耗费的

时间、精力、金钱皆很少,这就普遍增强了大众的主动参与意识.对于生活点滴、
公众话题乃至社会事件,网民可以很便利地通过微传播平台自由发表看法、表达

意向.
而当前信息社会有序的运行和发展,离不开大众的参与.通过微博,网民发

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发出微言碎语,转载感兴趣的社会话题,在不经意间就形成

强大的舆论场,折射出强烈的社会心态,成为社会的变奏符.〔１８〕微传播技术操作

—１９—

微传播的时代背景与主要特征



极其简便,为大众乐意接受.微传播又是一个基于信任链和自愿前提的传播,可
提供网民吃穿住用行等信息需求,也满足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一些网

民将生活中每日见闻、偶有所感在微博或微信中快速地记录下来,及时传播出

来,希望引起他人注意.但曝光和八卦心态也在微传播中得到了极大体现,使隐

私权利受到危害.话题的盲目转发与分享,多数网民缺少独立思考的时间,而一

些意见领袖发表观点或评论,引导公众思维和价值观,也应引起关注.微传播使

公众都有在网络面前展示自己、释放自我的机会,虽然力量微小但不容忽视.

三、微传播的主要特征

公众可以运用微传播的内容简洁、及时快捷的表现方式向外传播信息;也可

通过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平台,随时随地实时获取信息.由此产生的网络舆情

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微传播产生广泛的舆情效应,与其主要特征是密不可分的.
(一)微传播的碎片化与去中心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大众对信息的

需求越来越大,而获取信息的时间要求越来越短,微博、微信、微电影等微传播平

台,适应了公众这一需求.微传播在促进大众交流的同时,把公众传播时间分割

得越来越琐碎,大众可选择在零散的时间里接收或传播信息,这种随意化、情绪

化的表达方式使微传播呈现出较强的碎片性.也正是微传播碎片化的内容,抓
住受众的眼球和注意力.而大众身处不同的社会群体,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

等都有差异性,微传播的个性化、特色化等方式,满足了大众的信息需求和言论

自由.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微平台在较短时间内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它碎

片化、个性化的传播内容不无关系.
由于技术门槛较低,微传播呈现出大众化趋势,由传统的单向传播模式变为

双向交互传播乃至网状传播模式.每一个手持移动终端的个体都会作为一个传

播的节点.大众运用微传播平台,每个受众可随时随地传播信息,成为信息传

者;每个传者运用捜索功能寻找信息,成为信息受者.信息技术使传者和受者的

位置发生交替、错叠并逐步融合起来,公众的传播方式变得更加高效、简便.微

传播中,每个网民在对话中实现了话题的参与,成为传播活动的主体,使传播的

长尾效果越加明显.而传播话语权的放开及传受身份的交替,使微传播呈现出

去中心化特征,实现了公众特别是草根阶层拥有传播渠道的愿望,去中心化的趋

势越来越明显.公众话题通过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微平台的多级转发、评论,不
断扩大影响力,舆情效应呈现出逐级裂变不断放大的特征.

(二)微传播的即时性与互动性

微传播可以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发布第一手信息,具有较强的即时性.在各

类突发性事件中,微传播的即时性表现得更加突出,甚至成为传统媒体发现新闻

报道素材的信息源.当前,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移动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上

网,微博、微信等作为微传播的主要平台,和手机等移动终端的结合,使微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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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微博和微信技术门槛低使网民随时随地发微博、发
微信,信息传播更加及时,简短的文字和图片、视频结合的传播方式具有更强感

染力和影响力.而微传播的交流不仅是信息交流,更多的是情绪和情感的交流.
传播手段的移动化及平台设计界面的个性化、多样化,使用方式的低门槛和便利

性,都使用户使用微传播更加频繁、使用时间日益增加,促进了微传播的即时性,
也导致“手机控”现象的出现.

微传播平台提供了关注、转发、评论、回复、私信、语音对话、邮件分享等互动

功能,网民可以用文字,也可通过“表情”,还可通过不写一字的“＠”的提示和转

发来实现多种形式的互动,表现出较强的互动性.这种互动方式带有很强的灵

活性和非强制性,又因为受众的逐级转发而呈现较强的扩散性和多样性.这种

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互动,使网民的沟通和交流变得更加便捷.加上微传播

发布文字较少,可通过智能手机、便携电脑等移动终端发布,传播内容的更新时

间非常快捷,增强了网民的互动兴趣.对于话题传者来说,短小的信息量不仅提

高传播速度,也加快内容更新,方便信息发布.对于话题受者而言,信息内容和

数量非常丰富,吸引受众的阅读兴趣,并对感兴趣话题产生互动的愿望.
(三)微传播的聚合性与传播效果

微博和微信等微平台为大众传播装上了“麦克风”,可使社会事件以现场直

播的方式进行交流,导致网民的转发、评论,可产生较广泛的社会舆情,对社会事

件的发展和处置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中,如果有微传

播平台的参与,网民可利用各种手段在微平台上发表信息,阐述观点,引起网上

用户关注和转发,形成较大的聚合力,其实时性、现场感以及快捷性的信息流,将
导致较大舆情效应.微博、微信等微平台使用方便,网民只需注册一个账号就能

拥有个人发布信息的平台.而碎片化、随意性的表达方式,充分迎合了草根阶层

的话语权.通过微传播,大众能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也能自由转发话题、发
表评论.由此,微平台已成为大众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理想场所.当前,各级

政府也积极利用政务微博、微信账号开展网络问政,公开征集建言、提案及意见

等,激发了大众参与政务讨论、为社会发展建言献策的热情.大众也可通过这些

微平台向政府表达意见,与政府机构或官员互动,使得大众参与政务的方式更加

直接有效.
微博、微信等微传播平台具有强大的传播效果,较易形成网络意见共同体,

这是因为“微博传播是拥有关系资源‘背书’的内容传播.”〔１９〕在微传播中,微博

圈中网民可能并不熟悉,而微信群中网民之间较为熟悉,这使得微信传播更加流

行.当然,微传播中的网络信息仍存在真假难辨现象,大众对微传播的信任和重

视程度与传者、受者的关系密切相关.但微传播的信息传递是建立在关系资源

上的信息传播,其关联是以相互信任的“好友”为基础的.在微博圈、微信群中,
网民大多属于相近的社会群体,在价值观念、兴趣爱好上有共通之处,较易形成

相似意向,发出相同的声音.因此,微传播具有较好的传播效果,容易产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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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影响力.
作为我国新兴的舆论场,微传播能否健康发展,事关社会稳定和谐.通过分

析微传播的时代背景和主要特征,可以看出:当前微传播仍处于成长过程中,在
诸多时候仍是情绪化舆论场,客观理性的声音较易被情绪化的舆情所淹没.要

引导微传播走向成熟、健康发展,就要洞察微传播的时代背景,把握微传播的主

要特征,创新微传播社会治理体制,健全微传播舆情引导机制,充分发挥微传播

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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