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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舆论传播机制的负面舆情应对策略研究 
阎红 

（武警警官学院） 

 

摘要：网络舆论传播具有突发性、传播迅速和渗透性强等特点，为负面舆情的应对提出了极大挑战。本文从舆论传播机

制出发，通过分析舆论传播周期各阶段舆情发展特点，探索应对负面舆情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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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作为第三空间，由于网络媒介在传播中的快速性和

便捷性，人们可以快速获得资讯，分享感受，这使得网络在

信息交互和舆论传播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网络受众能够

通过复制、改造、转发信息以及发表个人意见等方式参与整

个网络的信息传播过程，这也使得网络传播和网络舆论有别

于其它传统媒体传播模式。 

一、 网络舆论传播与演化机制 

网络舆论是公众对于公共事务通过信息网络公开表达

的具有影响力的意见[1]。网络舆论从形成机制来看是网民以

网络为依托将舆情信息大范围传播而生成的。相较于传统媒

体空间中传播者与受众的界限分明，网络舆论的传播者呈现

多元化、去中心化。且传授关系更为密切；传播内容可以被

任意加工、修改，且主观色彩较强。与此同时，网络舆论的

传播机制也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首先是信息流动方式主要体现在点对面的传播，传播范

围更加广泛且渗透性强。其次，影响信息传播的因素更多地

取决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最后，从传播规律来看，网

络舆论的生成与发展都存在一定的生命周期，从产生到消亡

共分为五个阶段，即初始阶段、上升阶段、高潮阶段、衰退

阶段和消弭阶段，随着网络媒介的诞生，舆论发展产生了时

空的延续性，产生了反弹阶段。因此应前瞻性地发现负面舆

情征兆和苗条，防患于未然。 

二、 网络负面舆情的传播与危害 

从各阶段舆情发酵特征来看，负面网络舆情出现的初始

阶段，话题只出现在少数网络新媒体中，刚刚吸引网民的注

意，尚未形成规模。很多参杂着个人的意见、看法和情绪的

言论经过酝酿-萌动-初始等环节逐渐生成。从孕育期到成长

期，界限并不明显。这一时期网民会在庞大的社交网络中就

自己支持的观点进行传播，若相关事件或观点得到有影响力

的主流媒体推广，会使得相关话题 持续高关注度，形成舆

论事件。网民在未完全了解事件始末的情况下，极易受传播

导向影响造成两极分化阵营，如果控制不好，舆情事件可能

会偏离正确的轨道，造成负面影响。往往舆情事件的上升阶

段和高潮阶段持续事件较长，往往需要意见领袖进行舆论引

导，使网络意见逐渐统一，形成群体性意见，权威话语权增

强，秩序和方向逐渐明显，网络舆论正式形成。至此，舆论

逐渐走向衰退和消弭阶段。这一阶段负面舆论可能向着三个

方向发展： 消散、成为隐舆论或转换为新舆论。 

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无序性使得网络舆论的负面效应

和消极内容被放大，近年来，一些网民在事件发生现场拍照

或录视频将事件传播到网上，先在小范围内产生群体或组织

传播，产生群体合议，然后经过各种网络传播途径大范围传

播，最终引发社会舆情事件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不仅会对网

民的认知和行为带来一定的影响，也无形中增加了网络负面

舆情管控的难度。 尤其是在应对突发事件时体现得更为明

显。由于网络舆论的无序性和舆论监管的力不从心，面对网

络突发负面舆情如何进行有效应对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

点。 

三、 负面舆情的应对策略 

（一）按照时间节点，针对性回应 

丁俊杰和张树庭【2】通过 IRI 监测数据总结道，每个

网络舆情热点议题的平均存活时间仅为 16.8 天，一般都集

中在两周内，75%的重大新闻事件在报道后的第 2 天至第 4

天关注量最大。当然事件发展出现新的情况、新变化，新逆

转时，都会使舆情呈现高潮迭起的特点。某些敏感问题在被

曝光后 3-6 小时之内即可形成社会焦点，在 1-2 天内便会形

成社会舆情高潮，因此必须掌握舆论传播机制，主动出击，

分阶段按照舆情发展态势做出针对性应对。 

（二）构建沟通平台，构建全媒体舆论阵地。 

当突发事件和负面舆情爆发后，应迅速建立信息沟通平

台，让人们了解灾害和危机程度，明确下一步部署。发挥人

民群众的作用，及时与群众进行良好的信息沟通，并不断反

思与调整。同时，在全媒体时代，政府部门既要重视对电视

等传统媒体的建设，又要注重包括融合媒体、自媒体的舆论

阵地建设。通过媒体来消除信息差，掌握舆论的主导权和话

语权，善用议程设置来引导舆论，注重意见领袖的引导作用。 

（三）和而不同，着重疏导 

“和而不同”时中国古代哲学最为经典的政治智慧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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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文化精华，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根本特征和重要价值取

向。该思想在当今社会负面舆情应对中也具有重大意义。”

和而不同”表现出来的是将相互不同、彼此对立的因素，通

过高度调节而达到的统一由平衡的状态。比起管控，舆情应

对应着重于疏导。这些思想在社会舆情疏导工作中，既是坚

持原则又不排斥不同意见，促使辩论在相互辩解中建立新的

共识。 

（四）因势利导，扭转乾坤 

遇到突发事件和负面舆情时，不要惊慌失措和消极逃

避。舆情是把双刃剑，事件进入消弭阶段应对重点则在于重

塑民心，修复形象。喻国明【3】认为舆情作为调整社会政

策和解决问题的重要参照系，可以用来安排社会政策、社会

管理。任何一个大面积流行的舆论背后，一定有人心公道在

支撑。舆情背后也体现了正能量和人心向背，必须因势利导

地做出相应的舆情应对。良好的沟通往往能盖过最初的负面

事件，有助于重建公信力。 

互联网为网民提供了表达空间和话语权，借助于网络空

间舆情热点形成迅速，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增加了网民诸多非

理性情绪甚至是对抗等情绪，使得网络负面舆情应对面临严

峻考验。在应对过程中应坚持软硬两手抓，善用媒体主动出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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