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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府新媒体传播：直面新媒体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是国内第一本全面而系统地梳理政府新媒体
传播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著作。
对于政府机构而言，由新媒体重构的传播方式、传播格局以及藉此广泛增强的社会公民意识，已经对
其旧有的执政理念和工作方式带来巨大的挑战，应对不当或调整过慢，不仅会影响眼下的工作成效，
更可能进一步损害自身的形象和长期执政能力。
基于这一情形，排除自身对新媒体的“恐惧”与“轻视”，主动地学习和了解新媒体的相关知识，认
识到新媒体在获取社情民意、有效引导舆论、加强社会监督、汇聚民计民智等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对于政府创新社会管理、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和推动民主法制建设就变得非常关键。

　　本书从新媒体的主要传播特征入手，基于网民个体阐释了“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这一新媒体传
播的内核，围绕网民群体的特点分析了其在网络上积极和消极的两种指向，并提出“批判”、“对抗
”和“对话”这三个存在于网络平台上的政民关系，意在帮助政府工作人员“知媒”而“懂媒”。
在“用媒”层面，本书结合典型案例，详细介绍了政府机构在利用新媒体优化政府形象、开展舆情监
测、实施网络问政、完善信息公开和强化危机应对等方面的得与失，从而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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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网络舆情的形成过程　　在前一节我们曾提到，舆情的生发一般经过社会公共问题积淀社
会意见、社会变动诱发意见表达、群众互动引导舆情形成三个阶段。
网络舆情的发展基本上也会遵循上述步骤，但在具体的表现形式、强烈程度等方面，又会具备一些新
的特征。
　　以舆情的强烈程度为依据，网络舆情生成及发展的过程可大致分为孕育潜伏、显现爆发、持续演
进、缓解衰退、解除消失五个阶段。
①　　1.第一阶段：社会矛盾积淀，网络舆情孕育潜伏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总会有些难以调和的
社会矛盾和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存在。
这些问题常会引起公众的关注，并可能在相关领域内酝酿出相应的社会意见和社会情绪。
不过，由于没有“导火索”性质的公共事件发生，此时的意见还较为分散，强度也稍弱，并未形成明
显的舆情。
　　孕育潜伏期的网络舆情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网民意见只是零星地由个体发表，往往不容易引起
人们的注意；第二，信息和意见散播在论坛、新闻转帖等各处，未集中在某一网络媒体或网络专题上
，也未引起网络媒体的规模化转载；第三，网民的评论或转载数量较少.未形成集中讨论。
　　2.第二阶段：社会变动，网络舆情显现爆发　　这一阶段，“导火索”性质的社会变动事件发生
。
这类事件或经过网民爆料，或经由媒体报道，引起多数网民关注。
一方面，网络媒体会迅速跟进，转载新闻或制作专题页面，并且相关页面的访问量和信息点击量也会
爆炸式增长；另一方面，网民的意见和情绪表达也被具体事件激发，围绕事件的评论和留言数量同步
增长。
　　该阶段的网络舆情有三个表现：第一，网民大量访问页面和积极参与讨论，相关舆情信息的点击
量迅速上升，在网络上形成普遍关注的态势；第二，多个网络媒体，特别是重点新闻网络媒体和商业
门户网站，将相关舆情信息置于显要位置呈现，并开设相关网络专题页面，集纳各种媒体关于该主题
的报道信息，形成信息链；第三，网民纷纷通过新闻跟帖、论坛留言、微博评论等方式，集中表达意
见和诉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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