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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舆情的收集研判与有效沟通》以网络为代表的媒介化社会真正到来了！
身处这一社会，如何看待当下易发、高发、频发的网络舆情？
如何收集云起潮涌的舆情信息？
如何研判极为复杂的舆情信息？
如何对舆情事件进行有效的媒体沟通乃至实施正确的舆论引导？
⋯⋯这一切的一切，仿佛都印证着莎翁的那句名言：“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
”网络并不虚拟，网络是现实的镜子！
汹涌而燃点极低的舆情，活跃着民意的影子，也可能暗藏着敌意的攻击。
网络承载着现实世界复杂多元的利益诉求。
如何在这面魔幻般的镜子中，以问题为导向，真实探寻到反映世情、国情、党情，社情和民情的深层
脉动和有机联系，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成为此书最大的追求和期盼。
十年砺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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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现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省部级新闻发布评估组负责人、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传
播学会副会长。
在新闻传播、公共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上均取得了突出成绩，出版《网络文化论纲》、《广播电视新闻
写作》、《中国公共关系发展报告》、《城市形象与软实力》、《当代广播电视概论》等学术著作十
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裴增雨，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省部级新闻发布评估组成员。
在新闻传播、公共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上取得了诸多成果，特别在新媒体研究、舆情收集与研判、突发
事件与媒体沟通等方面成绩突出。
出版（或参与）《城市形象与软实力》、《城市主题文化的传承与升华》、《医院形象与危机公关》
等学术著作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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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两个舆论场的存在与博弈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不同的舆论场，其中，官方舆论
和民间舆论是两个最大的舆论场。
官方舆论代表着官方立场，是执政机关以及主要领导者通过正式的法律法规、文件意见等形成的舆论
；而民间舆论则是公众民意的客观反映，是公众意见的自发、自然传播的表现。
在官方舆论和民问舆论之外，新闻媒体因其在信息获取、加工和传播中的独特地位，在沟通官方舆论
和民间舆论的过程中，自身也成为一种舆论场，即媒体舆论。
在中国特色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下，传统媒体的舆论场，特别是由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
等主流媒体构成的主流媒体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基本保持一致。
 近年来，这种格局受到了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舆论场的极大挑战。
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快速崛起与全面普及，在信息源、信息量、传播速度、传播模式等诸多方面
极大地动摇了传统主流媒体的地位。
网民们的发帖、阅帖、跟帖、转帖、签名、投票等任何一种网络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或显或隐地表
达着立场和态度。
这使得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原本隐性、低调的民间舆论场走
向了显性与高调。
 从表现形式来看，如下四种载体成为民间舆论场的集中表达区域。
首先是新闻跟帖。
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的热门新闻后面，跟帖数量动辄数万、数十万。
其次是网络论坛。
目前大部分门户网站都设有BBS论坛，一些网站更是以其论坛知名，如天涯社区、凤凰社区等，其中
相关部分的帖文影响相当巨大。
三是博客、个人空间等。
一些网络以及现实中的知名人物，常针对热点事件进行深度点评，从不同视角来解读事件。
四是目前炙手可热的微博。
它集纳了上述载体的诸多优势，将原创、转载和评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二、时效性：网络媒体“倒逗”传统媒体 受媒介技术物理特性的影响，在传统媒体时代，纸媒中出
版周期最短的是日报；广播、电视等媒体理论上也可以实现对事件的现场直播，但受诸多因素的制约
，绝大部分的新闻性信息从拍摄、剪辑至播出，最快也得一两个小时。
那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相互呼应的路径是：传统媒体报道——网络媒体转载——网友留言——网
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互动——影响政府决策。
其舆论的形成过程基本上是一个扇形辐射放大的过程。
但当互联网技术日益成熟之后，网民借助网络平台和相关技术手段，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将相关信息
上传至互联网，包括文字、图片、视频，使得网络媒体在时效性方面具备了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
，构成了对传统媒体的“倒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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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舆情的收集研判与有效沟通》汇集了两位作者十年的观察、思考、工作和实践，其非同之处，
尽在其间。
希望此书能够成为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改善舆情工作，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的案头必
备。
当然，也渴望此书成为提高全民网络素养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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