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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政府网络舆情治理问题及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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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自媒体平台的普及，政府在进行网络舆情治理中除了要面对传统媒体更主要的是要面对自媒体。

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主体，必须时刻关注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在网络空间中的舆情聚集状况，积极主动地对网络公民参

与、网络舆情进行必要的干预及疏导，只有真正找到适合我国实际的网络监管道路，才能真正保障民众对政府监督权的实现，

才能真正获得民众的支持，增强政府公信力，进而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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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popularity of we media platform,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only face the 

traditional media, but also face the we media. As the core subject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 government must always pay attention to 

the public opinion gathering situation of emergencies and hot issues in cyberspace and actively intervene and dredge the network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Only by finding a network supervision road suitable for Chinese actual situation can 

we truly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eople's right of supervision over the government and truly obtain the people public support,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n improv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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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网络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观点的重要平台，随之，网络舆情演化为一种新的民意空间与社会力量。

在缺乏网络道德约束、社会法律规制的环境下，网络舆情容易出现情绪化、复杂化和放大化的问题，这给我国社会治

理带来了不小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在此背景下，如何完善网络舆情的治理，成为新时代强化网络治理能力的重大课题。 

1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形成及其特点 

1.1 网络舆情的起源 

从对网络舆情所下的定义来看，网络舆情出现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于网络媒体的传播，而是源于由媒体传播的事

件上，如若没有出现引发大众关注的事件、没有引起广泛讨论的话题，就没有所谓的意志、意愿、情绪以及态度的表

达。而网络媒体的传播只是一种使“舆情”发酵的媒介，促使了网络舆情的形成。因此网络舆情起源于引发大多数公

民讨论的突发事件或是热点话题。如地震、海啸、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问题或矿难、医疗事故等社会公共问题等，对此

类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的各个阶段所发表的具有一定主观意向的看法和观点，并且借助网络空间，在各大网络平

台引起大量的反响和共鸣。 

1.2 网络舆情的形成过程 

在自媒体平台快速壮大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网络舆情的形成是由突发公共事件、热点话题所引起的大众关注为起

缘，其中与大多数社会公民的根本利益、受损害程度相关性较小的“茶余饭后”式的八卦讯息虽然会有网友跟风起哄

发表言论，但尚不能引起共识，不会导致大规模的网络舆情的爆发。但是与此相反的与公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突

发事件、社会问题就会使得广大网民形成一致的态度和情绪，继而就会产生相关的意见倾向。这些倾向通过网络的传

播会在各大自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等引发大量网友的关注和讨论。这是较为常见的网路舆情的形成模式，没有明

显的预兆，常见于自然灾害、社会公共问题等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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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特点 

一是网络舆情传播途径增多，受众面积增大。传统媒体时代，由于受众较少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治理难度不大。但

在 2009 年 8 月微博平台正式开通，并于 2011 年达到巅峰状态后，直到现在微博依旧在网络舆情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是近年来较为典型的自媒体传播平台。与此同时，2011 年腾讯推出“微信”，其一开始的功能与“QQ”相似，都

是用于人际交往的聊天工具。但随着用户的增多，“微信”又推出了公众号功能，引发了大量机构和个人入驻，其影响

力也不可小觑。此外由于自媒体平台的大幅增多，其受众也不断增加。这便加大了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难度，对政府

网络舆情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是“舆论倒逼”现象发生频繁。“舆论倒逼”是一个刚兴起不久的新概念，它是指在民众中形成了与政府、官方

媒体、企业等所预料和希望形成的舆论所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舆论。而这些舆论反过来迫使政府、官方媒体、企

业等对其中涉及民众利益和底线的问题做出回应，并做出与大众期盼相符的处理措施。“舆论倒逼”现象的频繁发生于

与自媒体的快速发展息息相关，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意民情。所谓“舆论倒逼”的实质就是舆论的监督作用，

它离不开自媒体发展大生态，并呈现由网络传播的特性衍生出的新特点。 

三是突发事件、热点问题传播速度加快。因为突发事件与公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且有毫无预兆的特性，因此

这类事件自带网络传播“热点”，一旦发生便会引起广泛关注。而当地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维护者，必须马上做出应对

措施，尽可能的减少突发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规避引发网络舆情危机的风险。如果突发事件发生，政府反映滞后，

使一些不了解事情真相的网络媒体先行发声，导致谣言传播开来，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将大打折扣，这对政府的执政

能力是一个考验。 

2 自媒体时代政府网络舆情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1 政府网络舆情治理观念有待转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信息的传播已慢慢开始摆脱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自媒体传播已然渗透入人们的

生活。近几年来短视频与网络音频爆炸式增长更是网络传播平台的重大变化，多个部门和主流媒体驻扎在短视频平台

上，使短视频在政务宣传、宣传引导、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从舆论传播的角度来看，由于短视频

发布门槛较低，适合当前网民的移动、碎片化、快节奏的阅读模式。加上短视频比文字、图片更具“真实感”，因此易

增强网民信任感与参与感、推动舆情快速发酵及广泛传播。 

然而依旧有些地方政府不重视自身业务能力与时俱进，积极主动接触新事物利用网络平台意识依然淡薄，浅显的

使用网络的情况较多，没有深层次的接触网络的利与弊。不重视处理事务方式方法和观念的更新，在引导和处置网络

舆情时，错误地认为网络媒体像传统媒体一样完全可利用权威掌控，“搞定了网信办就搞定了互联网”，幻想通过封堵、

删帖等传统手段应对互联网。不重视与新兴的媒体平台打交道，或者“敬而远之”。不重视工作保障，一方面惧怕网络

舆情的发酵，视其如“洪水猛兽”一般，另一方面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机构设置等方面舍不得投入。这便使有的地

方政府建立健全网络舆情应对长效机制的积极性不高，从而导致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大大增高。 

2.2 网络舆情管理机制不完善 

目前看来，全国各政府部门对于网络舆情的管理以及网络宣传等方面工作是非常重视的，政府的相关部门也在机

构设置以及人员配备方面上做出了相应措施，在应对网络中的突发事件上也有了一定的效果。然而从上述的山东寿光

洪灾事件来看，由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没有做好网络舆情及时预警、发现并解决的准备，原本可以通过积极应对的

方式来减轻事件的影响力，当地政府却选择隐瞒实情、消极回应民众诉求，忽视了自媒体传播的重要性在网络舆情的

预测和处理上存在不少问题。一是监测不倒位。当地政府没能检测到可以引起网络舆情危机的因素，任由其肆意发展，

形成了负面舆情。特别是此类突发事件，如果不能及时发表有力的官方回应必然会引发流言四起进而演变成网络舆情

危机。二是应对措施失当。突发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不能正面客观事实，企图遮掩瞒报，反而引发了网民讨论热潮，

影响了政府的形象。 

2.3 网络舆情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当前，我国互联网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为落后、内容也不健全，公众舆论的压力，导致政府部门

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缺乏法律保障和规范
[1]
。由于网络地理情感的特殊传播规律，要想有效地控制网络舆论，就必须从源

头抓起，建立强有力的责任追究制度，对政府的网络公共管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损害政府形象的行为追究法律的

责任。但目前我国没有单独根据网络舆情管理来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仅有于 2002年 11 月 15 日开始执行的《互联网

管理条例》，该条例在网络舆情管理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真空区，已不能适应越来越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因此，要避免

出现法律真空，当务之急就必须为依法管理网络舆情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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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媒体时代下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优化路径 

3.1 完善网络舆情管理机制 

要建立网络舆情管理机制首先要制定多个应急预案，确保打好提前量，不至于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措手不及。政府

干预的时效性越差，网络舆情热度越高，有关部门应该积极引导和监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以适应公众不断提升的政

治及网络素养
[2]
。建立应急预案有利于防患于未然，在事件发生后可以按照预案的大方向并结合实际情况及时处理，减

少谣言和误传的出现。其次要和媒体做好沟通，在各家媒体报道之前把握当前的舆论走向，将重点、热点工作信息及

时公布，解答民众关心的问题，不做无谓的争辩制造人为热点。再次，应对网络舆情危机要建立对不实言论的处理机

制，正面回应和疏导。对于一些没有事实依据的猜想和恶意中伤的批评应该及时解释，对于情节严重的应采取法律手

段，坚决维护政府权威。最后要对整个舆情做好风险评估，建立相应的等级机制，以便启动与之等级相对应的反应机

制。及时有效的舆情引导是疏导社会情绪、维护政府公信力的必要措施。 

3.2 充分发挥主流网络媒体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拥有的主流媒体大多都是党政机关的新闻编辑、思想宣传机构，在大众中具有比较权威的地位。但是

目前来看，这种权威并没有延续到网络中来，这些媒体所管辖的舆论范围只存在于政府网站、党报党刊等核心网站。

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大力扶持本地具有大流量数据的主流核心网站，发挥它们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让他们成为被政府指

导的引导舆论走向的权威网站
[3]
。各大网络媒体应该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不能为博眼球吸引流量就发布虚假信息和对政

府进行毫无事实依据的批判，做好信息发布的把关人，营造良好的、积极向上的网络环境。应坚持正确的舆论走向，

用正确的声音消除社会上的各种误解和反动不良的影响。 

3.3 提高公职人员应对网络舆情能力 

面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环境，政府如今不仅应该具备应对舆论压力的承受能力，更重要的是应该提升现阶段应对网

络舆情的水平。学者荀明俐、徐晔等指出“信息化时代不仅仅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结果，更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和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形成的，社会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催生了诉求的多样性。再加

上当前自媒体的超速发展使得‘人人都是麦克风’‘呼百应’的环境成为常态，对人力资源管理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4]
。

政务透明、信息及时公开等不应该成为一个地方政府人人夸赞的优点，而是应该成为一个政府所具备的常态。在网络

舆情治理方面，可以通过专门的培训，提高公职人员与媒体特别是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提高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敏

锐度，确保政府机关在应对舆情中的绝对话语权。当然，同时政府也应该接受网络监督，在民众的批评和建议中不断

改进自身问题，真正把人民大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树立正确的网络舆情观念对政府建设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有些地

方政府还没有意识到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上的舆论成为他们的处理事务的盲区，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及时接受新鲜

事物，应对新事物带来的挑战。 

3.4 完善网络舆情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网络舆情治理工作较为落后，并没有将网络舆情纳入法律管理体系之中，这也

是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上的一块空白。就现阶段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加快立法，使造谣生事的人知晓互联网并非法外之

地，在网络中发表不不实言论也是有行为成本的。首先要结合现阶段涉及互联网的法律法规制定一套统一的互联网基

本法，保留原有法律中至今依旧适用的，淘汰不适用的。其次要对未涉及的领域加以补充完善法律的全面性。最后在

法律执行方面要明确责任追究认定，要惩治滥用互联网发布虚假信息的欺诈行为及侵害他人权益的信息侵权行为，合

理确定网络媒体的责任，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要求网络媒体承担一定的监督义务。 

结语 

总之，在自媒体背景下，政府针对网络舆情的治理不是一挥而就的，民众获取舆情信息途径越来越多，政府对舆

情治理的难度也愈加提高。在治理的思维上，要从骨子里转变。在信息公开上，一定要注重透明。在舆情的监测上，

要增加投入，完善各方面监管措施
[5]
。舆情消退后的问责也不能敷衍了事，只有真正把症结所在揪出来，才能使问题不

再发生。当然，以上所有措施的实现都是以法律建设为基础的，有了强大的法律后盾才能使措施行之有理，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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