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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舆情主要发生在民间，通过群众口头或书信的方

式进行传播，很难找出舆情的传播者。而如今随着互联网时代

的发展，舆情的传播方式也变得多种多样，舆情的传播来源虽

然有迹可循，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却也稍纵即逝。如果不及时

关注舆情任由其发展，很有可能引发舆情危机，影响社会稳

定。因此，如何应对舆情便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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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产生

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知道舆情的本质

是民意的反映，而且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知道舆情的主要构成因素

是由作为舆情主体的民众、作为舆情客体的管理部门、中介性

社会事项构成。从中我们看出舆情往往是“主体——中介——

客体”这一主客对应关系。在这之中“中介”在舆情的发生、

发展和变化中产生重要的作用，而这“中介”产生的场所被称

为舆情空间。舆情空间从其构成上可分为有形和无形，有形空

间是指生活、居住、学习工作的这类场所，比如学校、家庭、单

位等。这类场所是人们容易进行思想情感交流也是作为舆情主体

的民众社会政治态度产生和表达较多的地方。无形空间则指秩序

规定、角色规定、目标规定和部分民族文化传统等无形的或非物

质的内容。当民众处在舆情空间中时，无论面对何种中介性社会

事项，民众社会政治态度的产生除了受到中介性社会事项本身所

带来的影响，也会受到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空间所带来的影响。在

“主体——中介——客体”这一结构中，正确的引导“中介”所带

来的影响，那么对“客体”则会产生积极作用，有利于社会的和

谐稳定。如果我们用“主体间性”理念的角度来看待舆情，可能

对舆情的产生应对有全新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在“主体间性”理

念中，与传统传播的“主体——（中介）——客体”的二元对立

关系，即只承认一个主体存在的理念不同，“主体间性”理念认为

舆情的传播和处理中，所谓的主体和客体是统一的，传播是传播

者之间互动的行为，即民众和管理部门之间互相进行互动，在传

播过程中交往双方互为主体，即“主体——中介——主体”的传

播方式。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将行为分为四种：主

体利用工具介入客观世界而实现目的的工具性行为；群体内约束

于共同价值的规范调解行为；将社会成员看作观众，表现自我的

戏剧行为；以符号与语言为媒介的互动交往行为。在其看来，工

具行为呈现主客体关系，交往行为则为“主体间性”行为，要遵

守主体间相互认同的规范。就是说，我们在理解“主体间性”的

理念上，思考作为舆情主体的民众和作为舆情客体的管理部门如

果相互理解、相互沟通，互相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

问题，那么会更好的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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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舆情应对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研究命题。本文从社会交往中的“主体间性”，即“主体——中介——主体”社会交往原
则，对当下舆情应对中的理论基础予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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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科技发展迅速，世界每一天都发生着巨大的改变。这

几十年来信息传播的工具由原先的书信到现在的手机电脑，传播

速度越来越快，缩小了人们时空上的距离，地球也被喻称为地

球村，信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被提高到绝对重要的地位，人类

社会从“蒸汽时代”“电气时代”演变到如今的“互联网时

代”。2021 年 2 月，据第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2020 年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 亿，互联网普

及率达70.4%，手机网民规模达9.86 亿，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

7.43 亿。庞大的数量背后是互联网时代下舆情应对的重担。对

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而言，应对网络舆情，需要建立网络舆

情预警机制，对网络舆情进行及时的监测。网络舆情主要可以

分为热点舆情、法制舆情、环保舆情、教育舆情、交通舆情、

文化舆情、旅游舆情、经济舆情、社区舆情、军事舆情、各

地舆情等，根据舆情的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对舆情的数据进行

分析，尤其关注热点舆情的发生，对不同地域的舆情制定相应

的处理方案，时刻做好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准备。在网络舆情

产生后要对舆情进行良性的引导，及时发布官方舆情处置信息，

对舆情信息的疏导要彻底，在最佳的时间内对问题进行澄清，

不要让一件较小的社会事件通过网络发酵成社会热点事件从而引

发群众进行网络热议。网络舆情的处理往往涉及到多个部门，

需要多个部门联合出动、协调解决，不仅仅是某个部门或者是

某个地方政府的责任，在出现网络舆情危机的征兆后，各部门

要及时协作，将危机扼杀在摇篮中。网络舆情危机产生时，群

众不仅仅是关注舆情事态的发展，同时也关注网络舆情事件的相

关处理结果，因此需要落实相关的问责制度，奖罚分明，对不

作为的政府人员做到依法必究，树立政府公信力。对作为主体

的民众而言，当下的“互联网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就

从我国截至2020年12月的数据统计，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43

亿，民众从过去通过纸质媒体到如今通过互联网媒体来了解当下

的时事新闻。以往的媒体主要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传播的

形式，这类的媒体更多是官方媒体，通过职能部门对媒体统一

管理的做法，虽是过滤掉了有害的、不利的声音，却也限制了

媒体的操作能力、创新能力。现在互联网媒体作为第四媒体，

与以往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相比，传播范围更广、信

息量具有多样性和无限性、内容可存储、易复制、易检索，而

且成为媒体的门槛变得越来越低，每个网络用户都能成为媒体，

都能通过网络传递信息与获取信息。

因为网络信息传播快、受众多的特点，诞生了一种网络写手，

他们针对网络上发布的特定信息内容伪装成普通网民或消费者，

在网络上发布消息来影响正常用户对信息内容的判断，这种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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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手被称为网络水军。前文所说舆情的结构是“主体——中介

——客体”，而水军就像是混在“主体”中的“中介”，伪

装成“主体”发布信息使其内容更容易受到“主体”的信任，

引导着舆情的走向，他们往往是舆情中的未知因素带有很强的目

的性，需要制造舆情来达到其目的，且其制造的舆情通常在短

时间内就会成为热点舆情受到社会的关注，如果不注意其输入信

息的内容及时对其信息进行疏导，很容易制造舆情危机影响社会

的和谐稳定。但这也给我们对舆情应对的“主体间性”理念有

了存在基础。舆情中作为主体的民众必然会受到作为客体的管理

部门影响。管理部门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引导舆情的走向，对国

家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实现国家形象的建构。国家形象是指国

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投影，也就是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印

象、看法、态度、评价的综合反映，是公众对国家所具有的

情感和意志的总和。国家形象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

但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实际状况，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

被塑造的。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引导舆情来构建自身国家形象，

强化决策的公信力，增强国家民众的凝聚力，得到国际上的支

持。国家形象可分为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两者之间往往存在

着很大差异。国内形象多为“自塑”的结果，而国际形象则

来自“他塑”。自塑指在国家形象塑造、传播中积极、主动

地自我形象塑造，他塑则是消极、被动地被他国所塑造。不论

是自塑还是他塑均不能呈现一个真实的国家形象，有时二者还会

出现强烈的反差，只有将二者予以综合考量才能更加接近真相。

舆情已经成为当下信息时代不容忽视的存在，与人们的生活

也越来越密切，参与舆情的民众也越来越多，因此成为国与国

之间宣传博弈的武器。对民众而言，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取

向，对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而相关管理部门，则应通过正确

的应对舆情、处理舆情、利用舆情来建构良性的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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