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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媒介形态的不断变革和移动化、碎片化

传播的普及，信息流立体传播的网络舆论场让广

电媒体时刻面对着比以往更为复杂的舆论环境。

当前，网络舆情已成为广电媒体日常工作中微妙

而棘手的难题。广电媒体如何做好网络舆情工作

是一个具有复杂模型的交叉学科问题，但通过对

各类网络舆情事件从源头上进行归因，总体脉络

是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的。笔者试结合自身工

作，对当前的网络舆情进行大致分类，并梳理出

网络舆情处置中的难点和共性，进而给出相关工

作建议。

一、网络舆情的类型划分

根据历年对国内各广电媒体涉网络舆情事件

案例的梳理，网络舆情不仅与涉事主体直接相

关，某些不同的舆情事件之间看似孤立，但分析

梳理之后亦可发现其中的共性，如发生场景类

似、所涉关键人物相似、周期性反复发生等。从

网络舆情事件的根源回溯，主要可将其分为

三类。

一是突发类舆情。此类型的舆情事件在发生

时间、发生场景上没有规律可循，与舆情主体直

接相关的突发意外事故、突发公共性事件等均可

归为此类。例如某卫视2015年曾出现的“突然

退赛”风波就是典型的突发性舆情事件。

突发事件导致的舆情，一般直接涉及舆情主

体，具有预测难、应对复杂的特点，在处置时要

高度重视，迅速反应。

二是衍生性舆情。一般来说，初次引发舆论

关注的舆情事件可将其定义为主舆情，而当主舆

情在后续发酵过程中，由于话题的敏感性或所涉

核心人物影响力等其他因素不断被裹挟搅动，往

往会加剧网络群体的持续关注，舆论焦点会逐渐

转移到与事件性质、关注对象等相似的话题上，

从而引发新的衍生性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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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传播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助于促进舞蹈节

目在融媒体环境下的高质量发展⑤。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综艺节目《舞千年》在融媒体时

代的成功破圈突围，对新时代背景下舞蹈节目的

创新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鉴于此，新时期在

对舞蹈节目进行创意开发的过程中，应探索全新

的节目特色开发优势，确保能形成良好的节目影

响效应和传播效应，使舞蹈节目在现代社会融媒

体传播中能得到受众群体的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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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性舆情与主舆情的关联度很高，但性

质却不尽相同，在舆情发酵初期往往也不会直

接与舆情主体相关联。在进行舆情监控工作

时，若对主舆情的研判出现偏差，后续从不同

角度延展发酵的衍生性舆情将进一步对舆情主

体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例如，2021 年某卫

视知名主持人的亲属因未按时履行法律义务被

法院强制执行，引发了巨大的网络舆论争议。

此事在发酵过程中，还衍生出其本人也曾收受

贵重礼物等负面信息，被网民进行关联后引发

出新的抨击点，这就是一起典型的衍生性

舆情。

三是周期性舆情。主要是指多频次、被网

民攻击的角度相似、在固定时间段重复出现的

舆情，是网络群体对舆情主体在特定时间发生

的类似事件所持有的情绪、态度和意见的总

和。周期性舆情一般有以下特点：1.如果突发

事件舆情和衍生性舆情的处置效果不理想，将

有很大可能会演变成周期性舆情；2.舆情主体

如果没对以往发生的舆情进行总结，也没有对

相关舆情风险点引起重视、加以改进，则有很

大可能成为周期性舆情；3.大部分周期性舆情

可以提前预测或规避。例如，某些广电媒体每

年在播出一些综艺节目时，对参演嘉宾的背景

调查出现疏漏，或对上级部门的管理规定执行

不到位等负面信息在网络上反复被传播时，常

会引发相似的周期性舆情。

二、处置网络舆情面临的难点与共性

一是情绪化传播充斥舆论场。当前的网络

舆论场中，各群体在年龄分布、教育程度、性

别比例上差距甚大，彼此虽是未曾谋面的陌生

人，但经常会因为对某一事件存在相似观感、

情绪共振而迅速聚集，形成复杂的舆论合流。

目前，国内逐年增加的网民数量、越来越低的

上网成本、不断更新的网络产品形态，再加上

受固有成见、情感投射等心理效应影响，用户

大数据、算法推荐机制带来的信息茧房困境使

得网络群体在面对舆论事件时，往往呈现出情

绪宣泄多于理性思考的现象。这也造成了很难

用单一、集中的手段安抚所有网络群体的情

况，大大增加了网络舆情的处置难度。

二是新兴渠道暗藏巨大风险。近年来，新

媒体渠道已不再局限于早年所谓的“两微一

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头条号、百

家号、问答号等互动提问平台，逐渐成为各类

自媒体账号、流量营销号等野蛮生长的沃土，

也是大量涉广电媒体网络舆情事件的信息源

头。例如，某综艺节目的女主持人，其丈夫也

出道于该媒体举办的知名选秀栏目，在其逐渐

淡出荧幕后，不断有自媒体账号、营销号炒作

二人早年的一些所谓花边八卦，近年来更是由

于一些官司纠纷，两人成为各平台热搜榜的

“常客”。这些自媒体营销号反复添油加醋地炮

制流量文章，标题中往往还会附带上他俩原服

务媒体的名字以扩大关注度。虽然这类批量生

产的推文大部分缺乏真实性，也没有什么传播

量，但通过各平台的算法推送机制，不断地被

分发到用户推荐页等流量集中的位置。这些推

文造成的影响并不大，但要对这些内容进行批

量清理处置却非常困难。客观来看，由于技术

投入成本和工作时效成本等因素，通过爬虫工

具、人工定向监控等方式，很难全面掌握网络

上所有涉及具体广电媒体的内容和数据，如何

准确、有效地开展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成为一

大难题，也让各广电媒体在进行舆情处置时显

得十分被动。

三是众声喧哗中孕育“灰犀牛”。很多网

络舆情的本质是社会现实问题在网络中的映

射。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

众声喧哗的舆论生态如滚雪球般形成，信息

要素也不可避免地走向繁杂无序。在涉广电

媒体网络舆情的处置过程中，有时在研判上

会低估部分个体或自媒体账号在炒作旧闻时

的零散流量，得出个人账号爆料关注度有限、

某些问题之前已反复出现，网络舆论场已对

此类信息脱敏等主观臆断。这些零散但常态

负面信息实则蕴含“灰犀牛”特质,例如潜伏

周期不定，初期苗头微弱，既可能转瞬降温，

也可能突然多点爆发，这为网络舆情的监测和

处置带来了较大难度。

四是危机公关手段不再万能。对所涉主体

带来不同程度的形象损害是网络舆情最明显的

危害之一。在舆情处置过程中，人们通常期望

在平息舆论的同时，亦能修复广电媒体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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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但如果应对策略稍有不当，则往往会

弄巧成拙，形象损害最终将变成难以代谢的

沉疴。例如，本着真诚客观原则，迅速回应

网民关切、澄清事件真相，是处置网络舆情

时经常被提及的核心思路，目的是快速有效

地消弭、压制舆论场上的负面舆论声音。诚

然，快速回应与及时切割等危机公关手段，

虽然能争取到一部分客观中立群体的支持，

但对于那些情绪发泄者和恶意攻击者来说，

这类沟通措施往往会失灵；而对直接涉事人

进行快速切割的处置方式，也很容易被视为

一种避重就轻、逃避责任的消极态度。总结

来看，由于当前网络舆论事件频发，网民对

舆情主体应对水平及回应态度的期待阈值也

在不断提高，把握沟通回应、责任切割的

“时度效”已变得越来越困难。

五是“淡化”“降温”并非捷径。某些广

电媒体在网络舆情的处置中，习惯通过自然

降温或是淡化处理的方式来降低舆论热度，

期待新的舆论热点出现后可以转移网民对舆

情的关注焦点。笔者认为，这类方式往往会

成为衍生舆情、周期舆情的隐患。目前流行

的一种说法是“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但事

实是，网民总能把舆情主体在以往舆情事件

处置中表现的消极应对态度，与当下的舆情

事件再度关联，舆情主体会面对网络群体

“翻旧账”后进行更为猛烈的攻击，对广电媒

体的网络形象造成进一步损害。

三、广电媒体做好网络舆情工作的一些

建议

一是导向意识入心入脑。首先要把握好

新闻报道的时度效，不要为了流量而挑动舆

论场的敏感神经。比如在被网民高度关注的

敏感、热点问题报道中使用不恰当的表述、

针对群体矛盾进行议题设置等；其次要避免

侥幸心理，做好综艺内容或大型活动中的嘉

宾艺人、冠名商、第三方合作机构的背景调

查，对可能“爆雷”合作者要及时停止合作，

提前切割；再次要规避跟风炒作、唯流量至

上的观念，不把标题党、八卦狗血花边等噱

头作为吸睛手段。

二是宣传管理有效前置。广电媒体中的

宣传管理部门要发挥“吹哨人”角色，提升

舆情监测和研判能力，及时发现存在风险的

舆论异动，提醒相关业务部门及时做好预警，

协同建立舆情处置预案。

三是业务能力打磨不懈。业务生产部门

要把责任意识、专业主义精神落实到位，坚

决杜绝因剪辑、字幕、标题、技审等低级工

作失误，引发不必要的舆论争议。

四是刀刃向内排查风险。对于广电媒体

内部网络舆情频发的高风险业务部门，要形

成常态化的舆情风险排查工作机制，尤其是

对反复出现的周期性舆情应定期做好梳理总

结，各业务环节对照做好自查工作，及时修

正工作纰漏。

五是及时研判有效发声。监测到突发网

络舆情时，舆情相关工作部门要在掌握初步

情况的基础上，及时根据舆情发酵情况与舆

情主体做好沟通，通过科学研判进一步指导

处置工作。如结合最新舆论情况，通过声明

发布、大 V 发声、召开发布会等形式及时引

导舆论场情绪，遏制舆情扩散。

六是责任切割快速精准。舆情发生之后，

若涉事主体确实存在工作失误或个人不当言

论，要本着不包庇不护短的原则，该解决的

解决，该追责的追责，积极回应网上舆论关

切；若涉事主体确无明显不当，舆情源头存

在“无事生非、造谣生事”的情况时，要敢

于积极发声，果断回应，以正视听。责任切

割的总体目标是将广电媒体自身及内部重点

业务部门的网络形象损害降到最小。

七是复盘总结举一反三。要充分重视网

络舆情处置之后的总结、分析、建档工作，

尤其在每次重大舆情总体平稳后，仔细做好

工作复盘。总结复盘一方面是为了举一反

三，通过问题来解决问题，充分剖析舆情发

生前后暴露出的内部问题；另一方面是对处

置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学

习，不断提升广电媒体的网络舆情工作相关

能力。

（作者单位：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总编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