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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事件新闻传播中自媒体舆论场功能略论 
◆刘  皓  卢子瑜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510520） 

 
摘要：自媒体环境下，公众对社会焦点事件的关注和参与与日俱增，由
网民流量汇聚而成自媒体舆论场在一些焦点事件的发展走向上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有时甚至会主导事件的走向。本文主要分析近年来“长生疫
苗造假案”、“赵宇见义勇为反被刑拘案”等社会热点事件中的自媒体新
闻传播特性，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自媒体传播的特性与自媒体舆论
场形成的条件与过程，形成对人为事件新闻传播中自媒体舆论场常见功
能与不足的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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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媒体重要构成的自媒体，以“双微”——微博平台与
微信平台为主要平台，形成了特征鲜明的媒体传播。在新闻传播
中，自媒体传播虽然具有较强的个人性，也同时具有信息来源的
不确定性，但同样也构成新闻来源的一部分。自媒体的网络传播
融合了传统媒介（1 对 N）和人际交往（1 对 1）的信息传播
特征，形成一种发散型网状传播结构，其辐射传播没有固定的边
界，这使得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递的具有更多可能。 

自媒体信息传播具有传播实时化、传收广泛化、内容个性化
等特征。相比较传统媒体和常见新媒体传播，自媒体信息传播更
迅速、更广泛、也更有观点。 

一、自媒体舆论场的发展和效能 
自媒体新闻传播的效率来自于“流量”，即知晓事件发生和

关注事件发展的人数，流量在一定条件下进化成“舆论”，舆论
在发酵下形成“舆论场”。自媒体舆论场产生的首要条件是有讨
论和传播价值的公共话题。公共话题来源广泛，但只有能引起网
民的广泛关注、强烈反响以及热烈讨论的公共话题最终才能形成
有影响力的舆论场。 

（一）从“长生疫苗事件”看舆论场对民生矛盾的关注意识 
2018 年 7 月 11 日,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爆出疫苗

造假，引起了一定反响，这一疫苗造假案正式进入网民的视野，
随后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成调查
组进驻企业开展全面调查。四天后，国家药监局发出公告：“长
春长生狂犬疫苗造假, 收回其 GMP 证书。”网民通过讨论、转发
形成发散型传播，传播者在传递信息的同时参与讨论与互动，加
剧了舆论场的影响力。 

目前自媒体舆论场内较易形成迅速传播的是包括教育、医疗
等在内的民生问题。这次事件中自媒体舆论场的发展一方面源于
对受害者的同情，另一方面主要是来源于利益共同体对民生矛盾
的敏感和关注。这种关注在推动社会公平，促进民生和谐上有着
重要的作用。 

（二）从“赵宇见义勇为案”等案看舆论场的“社会正义意
识” 

2018 年 12 月 26 日，福建福州的赵宇目睹邻居女子邹某受
李华殴打，他将李华拉拽分开，见赵华还起身欲还击后将其打伤，
被福州市公安局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刑事拘留，行凶者却逍遥法
外，真正引起舆论巨大反响并形成舆论场的结点在于，赵宇在微
博平台求救，执行正义之人反而面临被判刑和索赔的处境。短短
一天之内，数十万网民接收、转发并参与进了这个事件的讨论。
而福州公安面对舆情再次移送起诉赵宇、晋安区人民检察院将赵
宇见义勇为的行为定义为防卫过当，将舆论场对正义的声援推向
高潮。在舆论场的强烈质疑声中，最高检察院介入本案，最终进
行纠错，对赵宇进行无罪的法定不起诉决定。 

这个事件中，舆论场的推动力除了“利益相关者”心理，还
有网民的“维护正义”心理和“悯弱”心理。相似的案例还有“昆
山龙哥案”和“涞源反杀案”，在这三起自媒体舆论成功影响司
法判定结果的相似案件中，受到舆论支持那方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弱势。自媒体舆论场的这种公平正义意识能够监督和推进司
法进步，维护社会安定，实现公平和正义最大化。 

此外，自媒体新闻传播尤其是人为事件新闻的传播过程表
明，自媒体新闻转发行为具有较高的谨慎程度，但回复的随意性
仍然较大，这同样也会构成对自媒体新闻传播可信度的一定影
响。  

二、自媒体新闻传播的局限性 

（一）自媒体新闻传播的突出问题 
自媒体舆论场中，信息随着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而大量涌入，

导致传播者众多、观点纷杂。 
1.自媒体新闻传播者众多，为有效管理增加了难度。如“长

生疫苗事件”发生的初期，不少自媒体从事件中选取最能够挑起
受众情绪的事实，不断渲染、夸大负面信息，戳中受众的情绪点，
点燃受众的转发冲动，导致碎片化解读、标签化引导、审判式介
入等现象发生。 

2.信息的真实性仍需警惕。例如，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据
传是原吉林省委书记、原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的女儿，并披露高
狄个人简历和照片等资料，由于内容存在某种关联性，让不少人
信以为真。这些都加大了受众对疫苗的不信任感和排斥情绪，甚
至引发了群体性抵制，造成国内“疫苗危机”。 

3. 互联网的匿名性引起的攻击性舆论场，也是自媒体新闻
传播的深水区。 

目前，自媒体新闻传播依然较少涉及知识产权问题，这从侧
面说明了自媒体传播者的“趋利避害”心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了自媒体新闻传播真实性监督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二）自媒体新闻传播问题原因分析 
网络平台具有低门槛、传播快等特点，自媒体的质量良莠不

齐，在针对重大事件的传播中容易出现伦理失范现象，从而挤占
理性话语空间。 

另一方面，组成“流量”的网民素养参差不齐，我国网民以
中青年群体为主，并持续向中高龄人群渗透。截至 2018 年 12 
月，其中 20-29 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整体网民比最高，达 26.8%；
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占比分别为 38.7%和 24.5%；
在自媒体舆论场中, 网民众声喧哗, 不理智的声音比比皆是，影
响舆论走向的因素不再完全是事实真相, 而是网民的情绪、态
度。在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三项核心使命——启蒙群
众、监督权力、民主论坛非但没有被取代，而且愈发重要和紧迫。
公民新闻、公共新闻的有效参与和补充，是对上述功能的一个拓
展，同时也构成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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