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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议程设置下主流媒体生产机制与传播逻辑探析
张　特

（沈阳体育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传统主流媒体受众迅速流失，社交媒体因为其自身即时性、互动性等优势吸引了大批受众，加上“去

中心化”趋势明显，受众拥有极大的自主权，使得传统的议程设置功能进一步弱化，主流媒体面临着诸多挑战。采用文献研究法，从网

络议程设置下主流媒体的生产机制与传播逻辑进行分析。主流媒体在融合转型的过程中，要使“正流量引导大流量”，需要主流媒体在

生产机制上主动关注社交媒体上的热点内容，自下而上地设置议程，主动引导舆论，构建主流价值观；在传播逻辑上构建多元传播主体，

培养网络议程下的意见领袖；传播内容上注重情感报道，关注人民呼声；构建多样化的传播方式，构建传播矩阵；关心受众的情感反应

与趋势变化。让正流量与大流量之间因势互补，助推主流价值观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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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倒逼传统主流媒体进行自我革新，5G 技

术和移动互联网终端的逐渐普及，使社交媒体迎来了大流量时代。

传统主流媒体受众大批量流失，舆论引导、把关能力稍显不足，

使得社交媒体上乱象丛生，由舆论引发的危机事件不胜枚举。面

对这一现象，提高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能力迫在眉睫。

在社交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下，需要主流媒体发挥领头羊的作用，

时刻关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舆论走向，关心受众正在热议的上升

事件，自下而上地设置议程，及时泛化或消解不良舆情，使非正

常舆情事件回归正轨，真正达到宣传主流价值观的作用。本文立

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网络议程设置，从社交

媒体时代下主流媒体的生产机制与传播逻辑进行研究分析，力图

为我国主流媒体的融合转型发展提供可操作的建议。

一、议程设置理论的变迁与发展

议程设置理论自诞生至今已有 50 年的历史，1972 年美国学

者麦库姆斯和肖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地区开展对总统大选与媒

介报道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被媒体强调的内容与人们日常

关心的事件息息相关，研究最终验证了议程设置假设：大众媒介

为政治运动设置议程，影响政治事件的显著度。议程设置理论的

灵感最初来源于伦纳德 . 科恩的一则论述：大多数情况下媒介并

不能告诉人们该怎么想，而是告诉人们该想什么。第二级议程设

置也称属性议程设置。相对于第一级议程设置对公共议题，即“客

体”的关注，“属性”则聚焦于每个议题的特点和特性。历经 50

年的发展，议程设置理论也在不断更新，从关注媒介议程到公共

议程再到网络议程，关注的内容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相比于传

统的议程设置，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议程设置更是发生了颠覆性

的变化，利用社交媒体即时性与互动性强的优势，引发了一轮轮

的热点事件，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的受众在社交媒体上各抒己见，

形成一波波的舆论热潮。网络议程在建构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

式，援引社交媒体上意见领袖的观点来选定议题，议题在传播的

过程中呈现出迅速性、广泛性的特点，并且极易引起群体极化，

形成更广泛的舆论事件，在这期间，就需要主流媒体来有效引导

社交媒体，主动设置议题，促使形成正能量的议题，使议题内容

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要求，来对议题进行规范或者泛华消解。

二、网络议程下主流媒体的生产机制

（一）社交媒体网络议程设置引发的问题

1. 群体极化现象

群体极化指在群体决策情境中，个体的意见或决定往往会受

群体间讨论的影响，从而产生群体一致性的结果，并且这些结果

通常比个体的先前个别意见或决定更具冒险性。群体极化一旦形

成，就难以更改，受众会在群体内寻找与自己观点相一致的信息，

来进行积极的暗示，寻求群体间的认同，类似于从众效应的影响，

并且不同群体间还会相互攻讦，群体之间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观点

可能导致两个群体间形成舆论场，不断升温，吸引更多的人参与

其中。

2. 违背主流价值观的树立

在网络议程形成的过程中，一些意见领袖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意见领袖来于各个阶层，各自所代表的视野上的差距不同，

可以从各个角度来对议题的设置发挥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有意挑

起对立言论的意见领袖，由于社交媒体平台对受众的管控力度不

够，平台上发布内容多且杂，对这些信息进行把关存在操作上的

难度，就会使得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挑起社会矛盾，刺激受众进行

讨论，形成违背主流价值观的舆论场。

（二）网络议程下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机制

1. 关注社交媒体，掌握热点事件

社交媒体下的舆论狂欢，是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受众渴求表

达自己观点的现实要求，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给

了受众极大的自主权，在社交媒体的加持下，人人都是麦克风，

都有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但由此产生的诸多不良现象也不

由得我们不进行反思。主流媒体在这期间要发挥积极作用，关注

社交媒体平台正在上升的热点事件，掌握事件的来龙去脉，发挥

引领作用，让正流量引导大流量。

2. 主动设置议程，宣扬主流价值观

对待热点舆情事件，受众的积极参与正说明这与受众的切身

利益息息相关，凡是引爆舆情热潮的事件均不是小事情，需要主

流媒体时刻关注，广泛吸收来自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不能被少数

意见领袖所左右，对待用舆情来控制事件的发展的，更要深入考

虑各方利益得失，从事件本身出发，从社会公正良俗出发，采纳

各方建议，主动设置议程，宣扬主流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观

点相似或相同的受众组成一个个群体，强化个体间的联系，脑补

出了一份在造的真实，对当地政府、当地人民都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这就需要主流媒体主动设置议程，及时披露相关事实，将真实的

一面展现给受众，从而维护政府形象，引导受众从事实的正面进

行讨论，及时缓解因虚假的真实造成的舆论危机，从根本上对那

些企图借助舆情事件搞小动作的不良组织以打击，起到正确的导

向作用。

三、网络议程下主流媒体的传播逻辑

社交媒体对主流媒体的冲击，需要主流媒体走融合转型发展

之路，借鉴社交媒体的传播逻辑，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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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个维度来进行分析，从而使主流媒体达到

获得大流量，引导正流量的目的。

（一）构建多元传播主体，培养意见领袖

传统的主流媒体在议题设置方面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

难以关切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在社交媒体时代，去中心化趋

势明显，把关人的作用微乎其微，人人都有了发声的机会，这就

要求传统的媒体工作者在媒体融合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要与时俱

进，真正培养一批能对危机事件起到良好的舆论引导功能的意见

领袖。要真切融入到人民之中，听取各方意见，自下而上地设置

议题，抓住舆情事件的本质，从根本上去引导，去规范舆情。培

养一批具有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主体，以此来进行社会正

能量的培养。

（二）传播内容上注重情感报道，关注人民呼声

传统主流媒体下的议题议程在设置上以硬新闻为主，传播内

容在功能上以宣传为主，在传统媒体融合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有

必要加强共情能力，在新闻内容的传播过程中，多使用一些网络

热词，容易吸引受众的关注。新闻形式须改变以往的宣传模式，

要真正融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来，注重情感报道，用真情实意的

报道打动受众。另外在议程规范或泛化消解过程中，传统主流媒

体应持续跟踪事件的最新进展以提升自身影响力 ]。社交媒体下的

网络议程设置因为舆情发酵的迅速性，短时间内会迅速发生改变，

社交媒体对这些事件的后续报道不足，只会持续追逐热点议题，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主流媒体主动进行后续的报道，最终通过

规范或消解议题，达到宣扬主流价值观，带动主流媒体转型发展

的目的。

（三）构建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形成传播矩阵

在议题传播过程中，主流媒体应积极利用社交媒体的巨大流

量，采用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形成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传播矩阵。

在人们获取信息碎片化、快餐化的时代下，抓住受众的碎片时间，

用短视频、一句话新闻、融合新闻的方式去报道事情，使得受众

在短时间内最大程度地获取信息。以社交媒体的传播形式，结合

主流媒体宣扬的价值观，互为表里，促进双向的发展。如在社交

平台哔哩哔哩上火爆的《守护解放西》，从第一季开始，直到第

三季的更新，剧集在制作内容上以宣传法治为主，进行真切的案

例报道，是典型的主流价值观的宣扬，但却是在社交平台上进行

传播，既有效利用了社交媒体在传播逻辑上流量大的特点，又做

到了对主流价值观的发扬。

（四）关心受众的情感反应与趋势变化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受众是基于自身价值观来判断一件事情

的好坏的，也就是说大部分受众的观点都是最直接的情感流露，

是偏于感性的。区别于传统的议题，都是主流媒体在权衡相关利

益后，综合考虑各个方面而进行的。社交媒体时代，个人的情感

极容易受到一些意见领袖、群体内持相似观点的受众的影响，引

发群体极化，造成不好的影响。需要主流媒体关注受众情感的变化，

重要的是把舆情事件的前因后果更方便报道出来，引导受众去进

行合理地讨论，最后主流媒体设置议题，带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

构造。

四、结语

社交媒体时代，网络环境错综复杂，受众个体本身的情绪化

评论、追逐热点事件的行为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在事件

尚未明了的情况下，引发社会群体间的冲突，形成社会危机，但

不可否认的是，社交媒体拥有庞大的流量，能在事件发生的第一

时间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时代表现出信息

滞后性的弱点，但长期以来树立的权威性使得人们更乐意接受主

流媒体所传达的信息。网络议程设置下，主流媒体的融合转型需

要关注社交媒体的生产机制与传播逻辑，依靠自身的权威性和社

交媒体流量大的优势，转型发展，用正流量带动大流量，使主流

价值观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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