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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节社会背景分析　　即使网民在这个空间里“吐口水”、“撒野”甚至“低俗”一下，这也
是一个相对健全的社会所应该容忍的。
须知，虚拟空间的发泄性代偿总比现实的社会冲突代价低得多。
　　研究表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事实是，传统社会建立在信息资源垄断基础上的社
会治理模式发生了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根本性转换。
所谓“全景监狱”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对人类社会控制的方式的一个比喻。
福柯发现，在传统社会，社会管理者主要是通过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来实现成本更低、效率很高的社会
治理的。
这种控制形式恰如古罗马人发明的一种金字塔式的监狱：犯人被监禁在不同的牢房中，狱卒则处于最
高一层牢房顶端的监视室内，他可以看到所有犯人，而犯人们却看不到他，并且犯人们彼此之间也缺
少有效沟通和传递信息的渠道。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管理者是否到位或者缺位，犯人们都假定它的存在，因而不得不接受外在控制，
同时也自觉地规罚自己。
　　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真正变化是，传播的技术革命正在促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共景监狱”
。
与“全景监狱”相对，“共景监狱”是一种围观结构，是众人对个体展开的凝视和控制。
他们之间信息的分配已经比较对称了，管理者在信息资源把控方面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试图通过信
息的不对称所实现的社会管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人们不再一如既往地凝神聆听管理者和传媒的声音，人们在“交头接耳”中沟通着彼此的信息，设置
着社会的公共议程，质询、甚至嘲笑着处于公共视野之中的领导者或者媒体。
于是，处于场中央的管理者与观众的交锋一触即发。
几乎每个管理者都感受到了集体凝视和挑战的压力，大声疾呼被视为托辞辩解，沉默无语被认定为俯
首认罪。
一般而论，观众在交锋中的胜算总是比管理者更大一些。
理由在此：数量优势，管理者寡不敌众；道德优势，善良、同情、公正“天然地”是大众的特质；新
信息传播技术带来的诸如匿名、暗示、传染等适合“起哄嫁秧”的集合心理机制。
　　毫无疑问，这种社会话语能量的巨大释放给社会的管理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无穷的困扰。
在当前的社会情势下，国际金融危机给人们所带来的社会心理恐慌与不确定感，国内减薪裁员和社会
保障体系方面的缺口、农民工返乡与大学生就业难等背景下，社会紧张度日益加剧，人们积压的情绪
需要找到一个出口进行宣泄。
心理学中代偿机制理论认为，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追求某种东西而不得时，就不再去追求原来的对象
了，而是试图“重新”设定一个对象来追求，而这个替身是可以追求得到的。
这样，假借它去造成一种“目的实现了”的假象，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构建一个社会的公共话语平台，制度化地实现人们社会情绪宣泄的替代性满足的对象，这便是当前亟
待建立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我们认为，由于中国社会目前处于深刻的转型期和利益调整波动较大的时期，社会公众的利益诉
求多元化，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造成民众的浮躁化，进而引起民众情绪化的淤积。
引起网民情绪化的对象太多，由于社会代偿机制的不健全，网民能够宣泄情绪和不满的渠道和场地有
限，网络目前承载着社会安全阀的功能，因此，在目前的政治考量和社会稳压的前提下，一定数量的
情绪宣泄通道和场地是必要的。
即使网民在这个空间里“吐口水”、“撒野”甚至“低俗”一下，这也是一个相对健全的社会所应该
容忍的。
须知，虚拟空间的发泄性代偿总比现实的社会冲突代价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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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的内部逻辑和文化价值体系，以科学方法对新兴的网络舆情进行采集、
评价、对比分析和预测，目的在于为正确审视和妥善解决中国社会在新的发展阶段面对的新问题、新
矛盾贡献自己的视角。
本书适合新闻传播学师生及从业人员使用，也是关注中国社会舆情的读者之有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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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网络舆情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开放是系统有序化的前提，是耗散结构形成、维持和
发展的首要条件。
一个良好的系统，必然是一个有序、开放的自组织系统，通过对外界开放，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
能量和信息等的交流，这样才能具有适应环境的能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在整个媒介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系统中，网络舆情系统是一个有着自组织特性的子系统，同时又是一个
开放的子系统。
网络舆情系统需要与社会系统、传统媒体以及个人等外界信源不断发生联系和交流，通过信息流和意
见流的持续输入与输出，在对社会公共事件及矛盾的交互式探讨和交流中，使意见得到沟通，使问题
得到解决，使舆情从无序走向有序，最终实现其“社会减压阀”的功能。
因此，网络舆情系统的生存和发展是在与外界不断进行信息和意见交换的开放过程中实现的。
　　（二）网络舆情系统是非平衡态的系统　　非平衡态是一个系统的有序之源，是指系统内部各个
区域的物质和能量分布是有差别的，是极不平衡的。
一个充满活力的系统，必定是一个有差异、非平衡的系统，只有远离平衡态，使系统内部存在差异、
分化和矛盾，才能形成有序结构和动态特征，使系统功能更加完善。
而平衡态下的系统，其内部无序性高、竞争性弱。
这种表面上的平衡，会对系统发展起到极大的阻碍作用。
对开放的网络舆情系统而言，公众针对公共事件释放的刺激性信息形成的情绪、态度和意见不仅是多
元的，而且往往会在“群体极化”的作用下发生分化，形成极具差异和对峙的“核心圈子”，并且随
着时间和公共事件的向前发展，这些“核心圈子”也不断扩大或缩小，相互处于此消彼长、远离平衡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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