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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学锋、辛宏主编的《我说》是北京晚报“新闻观点”版的精选集。

　　《我说》分九个篇章，围绕民生热点，通过事件中核心当事人原生态语言的呈现，反映新闻人对
社会进程的思考，在论争和思辨中探求公正与合理。

　　当代报纸的竞争正在从简单告知向表达意见、从报道现象向深度解读、从反映事件向反映情态全
面转变。
诞生于2010年4月6日的“新闻观点”版，正是北京晚报探索舆论多元态势下报纸新闻生产的新形态，
探索受众接受心理个体化下报纸新闻表现新语态的一个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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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离婚买房
被房价扭曲的
“内部认购房”关系网
买房小门槛伸缩还挺大
IT企业为啥争着发钱？

婚前协议时代来了
总理发话，咱能抄底？

花钱买路
花钱买路
飞机上有保命坐椅吗？

摇中，五味杂陈
经济杠杆一撬就灵
过路费，那些扎眼的红
错时，都说好都不停
高速路，那些说了白说的事
钱包喊痛
1000万养老？

蒜比肉贵
工资啥时不再负增长？

海囤，值吗？

墓地只“住”20年，凭啥？

孩子真虚
雷人第一考
校长是谁？

帐篷哥：这一年我憔悴了不少
“五道杠”，大人的病
2000万买校车，值！

作文，不“作”不快
别再缠着我念状元经
大学没围墙国内行不通？

差生戴绿领巾，违法！

孩子真虚
税有乌龙
税：馒头不是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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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公告，一个奇迹？
！

争的不是月饼，是减税
加名税，合法不合情
税，谁痛谁知道？

利润25％，一年白干？

发票反腐
统计局的同志不买菜？

发改委又辟谣啦！

申报，请给群众看看
中石化练托儿很正经
悲哀的发票反腐
学习审计署好榜样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发言人
慈善，他们为啥单干？

好有亲和力的政府哦！

突然受宠
租个老外撑门面
临近年关突然受宠
晚会打假晚会而已
“谣盐”何以惊众
挺过14天，危机就没了？

勾兑，没安全什么事？

病假有病
有高温无补贴，有补贴无高温
中秋就是个“托儿”
护理费上涨护士不乐意
假借春晚说点啥
该这样解救乞讨儿童吗？

一声爆竹的快乐成本
防灾演习，少数人的游戏？

假如是我，会救她吗？

还有什么瞒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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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假有病
人民威武
教授查房
我的孩子叫郑钱花
就想动动公车私用的筋骨
人民威武
我甩词唱新闻
叶青：“一把手”管车轮
纪委干部“叫板”县委书记
慈善，做给他们看
萝卜哥：没必要谴责抢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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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民网一组以“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为主题的系列评论，成了网民和网络舆论关注的焦点。
　　这组由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打造的“五连评”，从“遇事就简单地封堵民间舆论，是惰政行为”的
直切要害，到“网民的本质是公民”的深入探究，都让网民们精神一振。
FT中文网的专栏作家评说：《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近期在一些社会热点话题上的表现，得到了民间集
体赞扬。
　　与此同时，在舆情监测室搜集的反馈信息中，既有24％的网民表扬了“人民网威武”，也有10％
的网民认为这是“人民网在作秀”。
　　那么，在“五连评”的作者们眼中，中国当下的网络舆论环境究竟如何呢？
　　“互联网是社情民意最敏感的那一部分”　　记者：从你们的舆情监测来看，目前我们的“网络
民意”和真实民意是否一致呢？
　　单学刚（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五连评”的作者之一）：“网民”不是空的，是现实中
的人，他们的意见是民意的一种代表。
当然，也不能把网民的意见当成全部人的意见，毕竟我们还有近六成的人不上网，而上网的人很大一
部分未必发表意见。
　　喜欢在网上发声的更多是年轻人，他们对一些现实问题的体会更深、更紧迫。
比如刚毕业走入社会的大学生，他们可能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子，更容易产生不满的情绪，也更喜
欢通过网络发泄出来。
　　另一方面，网民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他们的代表性也在不断加强。
原先只有两亿网民的时候，这可能是一个相对小众的群体，现在我们已经有4亿多网民了，再过几年
，会达到6亿、7亿，就突破半数了。
过去网民都是年轻人，现在年纪大的人上网的也多了；过去网民都在城市，现在农村网民也多了。
所以，网络民意的代表性会越来越强，越来越趋近于全体公民的真实意见。
　　祝华新（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五连评”的策划人）：“网络民意”不代表全部的民意，
我们自己计算过，经常在网上发声的大约只有一成人。
作为政府，不仅要倾听这些“有声”的中国人的诉求，还要照顾到另外那些“无声”的诉求。
　　但必须承认，互联网是社情民意最敏感的那一部分。
虽然它只是那一成，但关于民生问题，关于公共治理中存在的瑕疵，在互联网上能得到最充分的诉求
——这些最敏感也最擅长表达的中国人的诉求，值得充分尊重。
　　我想，对于网络舆论，公权力应当有一种敬畏感，在当前法制还不够健全、利益表达通道还不够
畅通的情况下，网络舆论有时候是唯一比较顺畅的表达渠道。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来分析网络舆论的一些偏差和情绪上的偏向。
　　“偏激的声音通常会有多元的声音和它制衡”　　记者：关于网络舆论的“偏差”，此前一些评
论关注了谣言的问题，认为微博这样的新媒体已经成为滋生和传播谣言的“最佳工具”，你们监测到
的情况是这样吗？
另一种关于网络舆论的担忧，就是“情绪上的偏向”了，比如有观点认为，网络民意通常会放大一些
负面的情绪？
　　单学刚：网络舆论有自我修正的功能。
在网络上，一旦有东西传得很热，就会有人自发地去求证其真实性。
比如微博上现在自发诞生了很多“辟谣联盟”、“谣言粉碎机”之类的用户，主动去进行信息甄别。
最近网络上热传的成都听证会“专业户”，怀疑那个老太太是当地政府安排的“托儿”。
但是很快就有人出来更正这个信息，指出来她并不是政府指定的，而是因为报名参加听证的人本身就
很少，而她很积极，报了三十多次名，所以多次中选。
　　网络事件发生一段时间之后，网民的意见会逐渐形成共识。
总体而言，网络舆论通过不断自我修正达成的共识，往往是相对客观、理性的诉求点。
比如“郭美美事件”当中，网民要求我们的慈善组织信息更加透明、减少佣金、和有利益纠葛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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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进行切割等都是合理的诉求。
　　偏激的声音也会出现，但通常会有多元的声音和它制衡，不会形成主流，很难成为网民的共识。
　　祝华新：近年来，网民的意见不是趋于两极化或者多元化，而是经常“一边倒”。
不问是非地“扶弱抑强”，不辨析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只是诉诸头脑中已经形成的“刻板印象”
的善恶。
比如，公务员、警察、城管等社会群体，在网络上被严重妖魔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指责“民声”偏激，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官声”过于傲慢，不屑对老百
姓讲一点沟通技巧，而是凭借公权力的强势地位来压制不同的声音。
　　“‘娱乐化悲情’可能让民众心里更受伤”　　记者：除了网络舆论自身的特点以外，政府部门
对网络舆论的应对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
你们一直都定期发布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能力的排行榜，据你们观察，现在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的表
现怎么样？
　　祝华新：我们对解决舆论危机秉承两个评判标准，一个是平息了事态，恢复了社会稳定，这是刚
性标准；还有一个柔性的标准，就是是否修复了政府的公信力，我认为后一点更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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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每一次调控房价不仅打击了炒房客，同时，政策的“擦枪走火”让普通的买房自住者也很受伤。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 马光远　　　　你知道有句话吗？
上帝想让他灭亡，就先让他疯狂，我现在给他再往下接一句：上帝想让他疯狂，就先让他买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周孝正　　　　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中石化怎么能做“假借普通网民
之口宣传油价上涨合理”这种事情呢？
这样做的水平实在是有点低，甚至是不能简单用“不妥”来形容，这怎么说呢⋯⋯真是让人无言以对
。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 韩晓平　　　　破坏法律底线的企业，还算比较少，但破坏道德底线
的企业，现在看来还是很多。
　　——经济学家 梁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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