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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舆情包括网络媒体、公众言论和社会影响力三大构成要素。正面网络舆情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提供

多样网络媒体，营造了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众话语环境，扩大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影响力。为有效化解社

会矛盾，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网络媒体发挥积极作用，引导公众的话语形式和内容规范化，以及引导网络

舆情发挥正面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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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民众更多地依托网络媒体来关注社会事

件，在关注过程中发表的公众言论构成网络舆情。依据目前

我国学术界对网络舆情的定义，本文将其界定为：通过网络

媒体呈现社会公众对社会性事件的言论，并产生一定社会影

响力的集合。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网络舆情的积极引

导作用，能够最大程度发挥网络舆情效应。

1 网络舆情的构成要素

1.1 网络媒体

“在过去，铅字和口头语言垄断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

除此之外，人们很难有获取信息的媒介”。然而现在，互联

网时代极大丰富了民众获取信息的媒介，其主要体现在网络

媒体的普及化和多样化；网络媒体的普及化保障民众所获信

息的全面性，网络媒体的多样化则提高民众获得信息渠道的

适配度。

于局部，这两者作用于民众；于整体，这两者贯穿于舆

情发展始终。雷蒙德·弗农在论述“生命周期理论”时指出：

网络舆情的发展可分为初始传播、迅速传播和消退阶段，其

中初始和迅速传播阶段以“是否发展为群体性事件”为标志。

在社会事件尚未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前，其在“在潜伏

中蔓延”；随着其发酵为“群体性事件”，民众会大幅提高

对其的关注度；但在社会事件的影响力消解后，其又会退出

公众视线。因此，网络媒体的普及化和多样化在构建民众与

外界环境联系的同时也决定了社会事件传播和发展过程的

周期性。

1.2 公众言论

网络媒体发展带来的变化并不限于提供众多新载体，更

在于民众思维方式的巨变。民众思维方式的变化体现在“阐

释时代”的到来，阐释作为一种表达途径；其出现存在可能

性和必然性。

可能性在于民众身份的转变：“网民”新身份的普及使

得民众能在网络媒体上发表个人对社会事件的看法。必然性

在于民众智力的“变质”：信息量的剧增和现代媒体话语形

式不鼓励民众进行深入思考，而是使民众智力“变质”，即

“智力”不再是理解很多东西而只是随从于“意见环境”。

1.3社会影响力

网络舆情不仅提托互联网时代成为现实，更是反作用于

这个时代，其反作用也就体现在社会影响力上。社会存在决

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正面的网络舆

情充当先进的社会意识推动社会发展，负面的网络舆情则充

当落后的社会意识阻碍社会发展。

在特定社会事件的冲击下，网民更倾向于发表涉及该事

件的言论。因此，为规范特定社会事件的影响力性质和尽可

能引导其正向发展，马克思的“新闻观”中提出报刊的使命

论，即“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

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

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在互联网时代，“报

刊”应引申至各大网络媒体；同时，各大媒体于该使命的完

成度关系到舆情和特定社会事件的性质和影响力划分。

2 正面网络舆情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2.1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提供多样网络媒体

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网上座谈会”等方式

有效扩充分布渠道。“网上座谈会”存在意见领袖和附和群

众：正面舆情使道德模范成为意见领袖并使其亲自传播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附和群众也跟随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同时，正面舆情还提升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网

络性。由于线上（网络）传播具有方便和范围广等优势，符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息在各大网站和软件均有分布，

线上传播已然成为传播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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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营造了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众话语环境

正面热搜如“共同富裕，浙江先行”，反映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层面要求；正面热搜如“清澈的爱，只给

中国”，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层面要求。无数

正面热搜在检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号召力的同时也形成

了正面舆情，在“孤立”负面言论的同时也壮大了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众言论。

2.3 扩大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影响力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如果一个教授上课

时表现幽默，人们就会带着记忆下课”，而正面舆情正是以

具备记忆点的教育短片形式来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社会影响力。负面网络舆情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

影响力，其表现为负面舆情使网络沦为不顾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法外之地。负面舆情在社会事件暴发初期表现为谣言

四起，各种谣言在博足眼球的同时也使民众被“消息灵通”

所蒙蔽。但“消息灵通并不等于获得大量正确消息”，众多

有违事实的言论反而“孤立”了真相。如此恶循环，只会让

民众在“认知—判断—行动”中被持续蒙蔽，网络舆情也相

应周期性地恶性发展。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作用

3.1 引导网络媒体发挥积极作用

当代信息的传播模式已然从传统的自说自话向现代化

的交流互动模式转变，即通过双向沟通以发生情感共鸣。双

向沟通的典型特点是民众通过网络媒体的“麦克风”实现信

息接受者和反馈者的统一。因而，在社会事件暴发期间，网

络媒体具有保障民众和政府开展双向交流的潜力。在此过程

中，政府得以知晓民众需求和现存舆情性质来制定具体的引

导措施。进一步，该潜力的挖掘需要传播策略从显性向隐性

传播转变，即通过“看不见的宣传”来加快实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目标。

通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以特定社会事件为题材

的影视剧相融，即以喜闻乐见的隐性传播，民众终被濡化成

社会主义者的坚定支持者。不仅如此，网络媒体还充当了化

繁为简的加速器，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对特定社会事

件的主流态度以简易的话语加以概括以增强其号召力。

3.2 引导公众的话语形式和内容规范化

《娱乐至死》中提到：“公众话语的形式是规范乃至决

定话语内容的，例如你不可能用烟雾来表示哲学，因为它的

形式已经排除了它的内容”。由此可知，规范话语形式为规

范内容的基础。加之，由于当代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

越来越难以划分，所以文化话语的内容也就改变了。由此可

知，进一步规范当代文化话语内容实属必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价值目标

上的统一，自然能从国民、公民和网民三个价值层面对话语

形式和内容加以规范。于国民，“富强和民主”保障网民话

语形式和内容的多样化，而“文明和和谐”则要求适配度。

于公民，“自由和平等”给予网民自由选择话语形式和内容

的权利，而“公正和法制”则划定选择底线。于网民，“爱

国和敬业”要求网民不逾越社会主义框架，而“诚信和友善”

则倡导其坚守中华传统美德。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

仅能具体规范网民的话语形式和内容，更能从国家和社会层

面倒逼和加速其进程。

3.3引导网络舆情发挥正面影响力

在充分挖掘网络媒体“双向沟通”潜力、成功规范网民

话语形式和内容的前提下，正面网络舆情得以成为现实。在

此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调和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

系。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得正面

网络舆情起到社会监督的倒逼作用。因正面网络舆情的监管

主力是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众，故其会揭露周边有

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行为并通过媒体反映措施落

实程度；从而使社会矛盾得到有效化解。对于“弱势群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正面网络舆情设立“关注弱势群体”

的目标。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

“扩大友善人群队伍”的期待，正面网络舆情更多关注于弱

势群体，其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

综上可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引导网络舆情的过程

中，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网络媒体为媒介，公

众言论为客体；最终形成正面网络舆情。

同时，该过程应贯穿于全过程，其具体表现为：在初始

传播阶段，网络媒体应当借助官媒权威并客观公正报道以促

使重要事件引发群体关注，即官媒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

当“双重保险”来助推水花扩散。在迅速传播阶段，网络媒

体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事件报道相耦合以稳定网络

舆情。在消退阶段，网络媒体应保持热度以使民众持续关注。

在该阶段，由于过剩信息的挤压，民众更倾向于从网络上获

取正能量；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正能量恰能够重振疲

软的民心和网络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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