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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动力的产生机制，将网络舆情传播动力分为内源性动力和外源性动力。
内源性动力是整个网络事件传播的动力源，即网络事件的信息存在方式——议题信息文本，本研究通
过内容分析法等方法研究了网络议题的宏观特征，在此基础上，借助修辞学、符号学等理论，在国内
同类研究中较早地研究了微观层面上议题的具化建构和议题话语修辞，归纳出目前主要的议题修辞手
法和类别，并就每一种类别进行了分析。
外源性动力主要是网络事件传播过程中的四类重要信息节点——传统大众媒体、网络意见领袖、网络
搬运工和网络水军。
本书的面世具有学术开拓价值，为未来的国内舆情研究提供了研究范式层面的借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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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005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获新闻学学士学位，2005年-2010年就读于中
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媒经济学专业(硕博连读生)，获传媒经济学博士学位。
目前已在国内外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公开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SSCI文章1篇)；专著2本，参与编写书
籍4本；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1项、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1项、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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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加速了网络社会的崛起
　一、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崛起
　二、社会化媒体崛起的影响
第2章　网络舆情传播的内源性动力——网络舆情议题研究
　一、宏观特征研究——网络舆情议题的内容分析
　二、微观属性研究——网络事件的议题建构与修辞技巧
第3章　网络舆情传播的外源性动力之一——传统大众媒体
　一、网络传播场域中的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互动与共生
　二、传统媒体在网络舆情传播场域的作用和角色扮演
　三、传统媒体信息场域与网络舆情信息场域关系模型
　四、案例分析——抢盐事件中传统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分析
第4章　网络舆情传播的外源性动力之二——网络意见领袖
　一、网络意见领袖文献综述
　二、网络意见领袖的分类
　三、网络意见领袖的筛选和测量方法
　四、网络意见领袖特征描述和行为表现研究
　五、网络意见领袖议题偏好的隶属网络分析
　六、网络意见领袖中特殊群体——网探
　七、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时代的网络意见领袖研究
　八、微博时代的意见领袖影响力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
第5章　网络舆情传播的外源性动力之三——网络搬运工
　一、网络搬运工的定义
　二、网络搬运工的测量和筛选方法
　三、网络搬运工特征描述和行为表现研究
　四、网络意见领袖与网络搬运工的决策树分析
第6章　网络舆情传播的外源性动力之四——网络水军与网络公关
　一、网络水军的定义界定
　二、网络水军的运作流程
　三、网络水军的组成及生存状态
　四、网络水军“看上去很美”——网络水军的作用分析
　五、四种外源性动力综合分析
第7章　应对新媒体环境下传播动力变化的若干结论性建议
　一、宏观层面：文化和制度的保障
　二、微观层面：改变危机管理策略和话语修辞，注重传播动力节点
附录1　网络意见领袖评价指数的问卷调查
附录2　网络意见领袖主观量表问卷
附录3　网络意见领袖问卷调查
附录4　网络意见领袖调查结果的数据呈现
附录5　网络搬运工问卷调查
附录6　网络搬运工调查结果的数据呈现
附录7　网络水军调查问卷
附录8　网络水军调查结果的数据呈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谁在网络中呼风唤雨>>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从上表6-1综合可以看出，网络水军的作用是有限度的。
笔者试着从网络水军参与策划成功的事件数量、成功率、网络水军适用范围的有限性、实现传播效果
的层次和其天然的缺陷等几个角度来阐释。
一是从网络公关公司自己公开承认的参与事件不足20个，一手操纵和策划的事件仅15件左右，虽然有
些事情可能没有被网络水军所公开承认，但由于网络公关公司出于宣传的目的还存在一些冒领网络事
件、虚报业绩的情况，如贾君鹏事件目前有三家公开承认是自己公司一手策划了该事件，再加上一些
网络事件网络水军参与了但仅是小打小闹，没有进入大多数网民的视野成为网络事件。
因此，并非像一些媒体报道的网民视阈中的至少50u/o以上的网络事件是由网络水军操纵的二是网络水
军参与和策划的事件并不是想象中的成功率那么高。
按照该行业内规模较大的1024互动营销顾问有限公司的自我宣传，其先后服务于100多家知名公司、相
关行业的领军企业，拥有监控10万个论坛及维护言论的能力，拥有1000人的营销队伍的业绩，而在上
表总结的不到20个网络事件案例中仅见到其成功策划的名气比较大的一个事件，成功率实在太低了，
看来网络水军并非传说中的“一招鲜”。
三是网络水军的发生作用的范围和领域是有限的，主要集中在商业领域，在关系到民生和国家利益的
社会重大事件上，基本看不到网络水军的身影。
从上表可以看出，网络水军参与的事件中，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对市场竞争对手打压的商业行
为；二是“造星”，让小人物短时间成为网络红人。
贾君鹏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相关利益公司对关闭网络游戏魔兽服务器的一种不满和反抗，也属于商业利
益的范畴；罗彩霞事件中虽然后期有网络水军的介入，出现了大量对顶替者王佳俊同情的帖子，但很
快被网民识破，掀起了对五毛党的讨伐，没有改变王佳俊父亲王峥嵘被刑拘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即
使网络水军参与了该事件，也是以失败而告终，这也是目前笔者能够收集到的唯一网络水军参与的网
络时事类事件，但也恰恰是其败走麦城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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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谁在网络中呼风唤雨》网络舆情传播的动力点和动力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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