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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心理与网络舆情有着密切的联系，舆论作为社会某群体所具有的一种心理现象，是社会心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社会的复杂化导致网络心理呈现盲目从众、娱乐消遣心理占据舆论场，

加剧了网络心理治理的风险。应着力于对当前网络心理以及网络舆情的审视，梳理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网

络舆情产生的因素，提出网络舆情处理和应对的措施，加强网络舆情的合理预判和有效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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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psychology an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s closely related. Public opinion as a social group 
has a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psych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the complexity of network society lead to the blind conformity of net-
work psychology and the occupation of entertainment psychology in the field of public opinion, 
which intensifies the risk of network psychological governance. We should focus on the review of 
the current network psychology and online public opinion, sort out the factor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put forward the treatment and countermea-
sure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strengthen the reasonable prediction and effective coordina-
tion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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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络的发展已经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人们交流的平台，对人的思想行为等方面已经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舆论作为某一群体所具有的心理现象，是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社

会心理是社会舆论的基础，社会舆论是社会心理的产物(俞国良，王浩，2017)。网络舆情作为在新环境下

的产物，网民心理是网络舆论的基础，及时发现并掌握社会心理动态，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见社会舆

论，对社会舆情的治理也就事半功倍。分析网络心理特点对引导社会舆论的影响，并试图在详细分析的

基础上，提出一定的心理策略，以促进社会心理的有序发展，从而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治理。 

2. 网络心理相关概念阐述 

心理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它伴随着人类活动而产生，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以不同的

形式作用于我们的器官，结果以感觉、记忆、情感等形式反映在我们头脑中，产生不同的心理现象。网

络心理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伴随互联网的产生而形成的。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与人的沟通交流离不

开网络平台，在与人进行交流时，人的心理活动必然要与这个网络现实产生密切的联系。在网络世界，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进而产生新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网络社会与

人的心理的频繁互动，网络心理也就由此而产生、发展。因此，网络心理可以定义为，网络心理是随着

网络技术发展，以网络平台为载体，基于网络空间的活动的特性，包括感觉经验的有限性(不同通道的信

息接受量)、身份的变动性与匿名性、地位的平等性、空间界限的超越性，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 
相比于传统环境和空间，网络空间的跨越性、非同步性、匿名性和去抑制性等特性成为了重新审视

和分析人的行为结构的基点(周宗奎，刘勤学，2016)。这四种心理特性，可以作为网络空间描述行为活动

的基本维度，能够更清晰看待网络中行为的特点和差异，深入了解互联网行为的相互联系。 

3. 在网络话语的审视中分析网民心理 

舆情是由个人以及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密

切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刘毅，2007)。网络舆情是在

传统媒体舆论传播的基础上，以网络为载体来表达大多数网民的情感、态度和观点(姜洪胜，2008)。随

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不断发展，在互联网上的网络心理活跃度逐渐高于现实生

活，特别是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普通民众可以自由选择和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想法，在网络空

间的自由性和隐匿性使网民在网络空间逃离在现实生活中的束缚，从而恣意妄为，甚至为了流量“博

眼球”发表不正当言论，这是造成网络舆情乱象的前提。所以要准确把握好网民心理特点，防范网络

心理基础上网络舆情带来的社会治理问题，这就需要对当前网民心理的整体效应和网络心理动态发展

过程进行相应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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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网民话语整体效应分析下网民心理特征 

整体来看，网民的主要群体为青年网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51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2 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 10.67 亿，互

联网普及率达 75.6%，在年龄结构方面，20~29 岁、30~39 岁、40~49 岁、50~59 岁网民占比分别为 14.2%、

19.6%、16.7%、16.5%。从数据中可以看出，“70 后”“80 后”正在成为网络舆论场中的中坚力量，“90
后”“00 后”也在重大事件中表现出积极活跃的态势。互联网已成为当代青年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和成

长空间。互联网网民话语效应主要表现为“代价效应”、“虹吸效应”和“蝴蝶效应”(陈坤，刘雨，2022)。 
由于“代价效应”“虹吸效应”和“蝴蝶效应”，会产生相应的自我实现心理、盲目从众心理和娱

乐消遣心理。1) 自我实现心理。不同年龄段的网民对同一事物的认知会产生不同的意见，都渴望表达自

己的观点，并得到他人的认同，特别是互联网开放性、虚拟性、娱乐性特点，没有了现实生活中有形的

束缚，更是畅所欲言，在能得到点赞和转发的认同下，更能够得到相应的自我实现感。2) 盲目从众心理。

在对某一热点进行围观讨论时，当一种观点被越来越多人认同并讨论时，盲目从众心理产生，对该热点

一知半解的网民也会默认这一观点的正确性，甚至为了“跟风”而盲目转发，导致社会舆论的畸形发展。

3) 娱乐消遣心理。追求娱乐之上的时代，大众娱乐凭借短视频等网络平台，获取即时、瞬间的快感，尽

管可以缓解现实生活中带来的压力，但毫无意义的碎片化表达使人越来越成为娱乐软件的附庸，逐渐失

去独立思考的能力，逐渐扭曲原本的价值观。 

3.2. 网络空间心理动态发展过程分析 

从网民心理演变的过程分析，当代网民心理特质主要有偶然性、依赖性和衍生性，主要是从网络空

间心理生成、认知以及效果来说的，如下： 
1) 从网络心理的生成来看，当代网民心理的生成具有偶然性和爆发性等特征。 
偶然性是网民心理的生成来源的不确定性，以及心理生成动机的突然性，就网络社交平台热搜词条

为例，某个具体的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的生成甚至是被顶上热搜的时间是极其迅速地，但是被网民们广

泛关注的社会现象未来朝什么方向发展也是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甚至在另一个社会热点出现

之后，此社会热点便会不再受到广大网民关注。与此同时，一个社会热点在产生之后，也会引起相应的

“蝴蝶效应”，也就是在话语热度形成之后，相关网民心理就会在网民群体中呈现爆发性特征，并引起

争相讨论和引用。 
2) 从网络心理认知来看，当代网民心理具有依赖性和单一性特征。 
依赖性是指网民们对某种观点的一种盲从依赖。并且这种观点的发起者对网民，特别是青年网民心

理往往有广泛影响，形成例如“贴吧”这样的话语圈，甚至形成“信息茧房”。网民群体对信息的理解

通常是从他们的认知中获得事件内涵和相应指向，从而向全网络范围内进行传播和运用，这样也很容易

形成心理认知单一化的特征，导致网民对某一事件的理解和认知趋向扁平化，从而致使真相会难以被发

掘，被舆论所淹没。 
3) 从心理效果来说，具有衍生性和传导性的特征。 
衍生性是指网民心理的次生效应。一方面，由于网民的情绪化反映，产生次生心理；另一方面，由

网民心理驱使其言论传播范围和内容超出原本的话语场域。这些不同特征的心理和话语相互碰撞，甚至

极大可能影响网民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应正确分析审视网络空间心理发展

的特点，以引导网络舆论健康发展为手段，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侵扰。面对网络空间喧闹嘈杂的声音，过

滤网络负面言论和错误观点，弘扬主旋律，从而不断促进网络环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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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络心理视角下新网络舆情治理的现实挑战 

网络虽然是虚拟的，但其是现实生活的映射，网络已经与现实紧密相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

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亿万网民在上面获得信息、交流信息，这会对他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会对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工作、对人生的看法产生重要影响”(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2017)。要想做好网络舆情治理工作，就必须明确当前网络心理中所存在的短板和问题。 

4.1. “数字鸿沟”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   

当前网络心理动态发展中，存在严重的“数字鸿沟”。由于优质互联网平台供给不足可能造成“数

字鸿沟”，以及网民内部对事件的理解也存在数字鸿沟，要想顺应数字时代要求、提高国民素质、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就要弥合“数字鸿沟”，实现由“网络大国”到“网络强国”的转变。 
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所有领域，是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影响全球经

济生活最重要的技术领域之一。数字技术在深刻改变经济生活面貌的同时，许多群体却不能充分享受数

字经济带来的好处。数字鸿沟使得相当部分人群无法或者难以全面享受数字技术红利，是不平等发展的

重要因素之一。“数字鸿沟”用于描述数字技术应用机会和能力的存在差异并影响当事人相对的经济社

会表现的这种不平等状态。 
第一，优质互联网平台供给不足造成“数字鸿沟”。大量的优质互联网平台是网络心理生成与传播

的前提，但就目前而言，优质互联网平台存在数量偏低，就目前网民心理特点来看，具有较大的盲从及

偶然性，很容易受到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除此之外，目前互联网平台“娱乐至死”“资本化”现象

严重，更多内容仅仅是为了满足大众猎奇心理，很多信息都是转瞬即逝，仅仅为了迎合受众的需求，造

成传播效果上的“数字鸿沟”。 
第二，受众心理诉求的割裂造成“数字鸿沟”。网络宣传教育通常通过重大主题话语进行宣传教育，

但主题宣传流于表面，通常作为瞬时消息呈现，甚至仅仅只重视说教，没有真正了解网民心理特点、真

正进入到网民们的数字生活，就无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因此针对网民的心理特点必须注重情感激发，

切忌单纯说教。 

4.2. 网络内容存在短板 

随着网络空间各类信息、思想的不断涌现，网络内容短板不断涌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海量信息中，虚假内容和错误观点严重干扰网民们的理性判断，主流话语公信度和权威性受到削弱，甚

至处于边缘化状态。2、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网络对我国进行文化、经济、政治渗透，妄图以西方价值

观对我国实施意识形态层面的霸权主义，如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等，采用网络文化产品变

相渗透资本主义价值观。3、虚假新闻及低俗信息充斥于网络媒体环境中，加上缺乏健全的网络信息监管

机制，突破道德底线的失范行为频出，错误思潮严重干扰着网络秩序。 

4.3. 网络载体“泛娱乐化严重” 

“泛娱乐化”偏向于一种畸形的消费观，与消费主义思潮风靡有关。在资本的驱动下，部分社交媒

体为了调动大众的情绪、吸引更多的流量，在涉及公共利益、道德伦理、社会价值观等问题上采用暗示、

隐喻等手法表达出隐含冲突性、媚俗性等亚文化内容，推动公共消费由理性消费为畸形消费观，构建娱

乐消费经济模式。虚假新闻及低俗信息充斥于网络媒体环境中，加上缺乏健全的网络信息监管机制，突

破道德底线的失范行为频出，错误思潮严重干扰着意识形态话语秩序。同时，部分网民也会为了博取关

注和存在感而无底线的创造话题和流量，再加上“流量为王”的导向，也会形成“浮夸风”“浮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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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良风气，这种风气也会随着网络一步步发展到现实社会。这种“泛娱乐化”现象使受众无法进行理

性判断而做出自己的选择，大多数网友会随波逐流，跟着网络舆情走，同时也让庸俗、媚俗等文化等不

健康网络心理有机可乘。从人的本质和心理出发，现代人追求的“快餐文化”，致使对待网络事件缺乏

理性心理看待，浅层次的物质追求和娱乐放松的心理受到追捧，从而传达出错误的价值观。 

5. 网络心理视域下网络舆情的应对 

网络心理与网络舆情密切相关，网络舆情中发酵的非理性批判心理不仅对网络环境健康发展造成负

面影响，还有可能向现实社会蔓延。网络空间治理不是一项暂时的工作。在网络心理视域下，网络舆情

治理需要遵循以下几点： 

5.1. 主体层面：坚持主导化和多元化相统一 

新媒体视域下，舆情一旦发生，往往使管理部门措手不及，传统的网络舆情治理手段只会让舆情治

理陷入被动，非但不能解决舆情造成的混乱局面，还容易错失舆情治理的时机。有学者指出，高校需要

改变以往存在的单方向、命令式思维(姜良杰，王星淇，2020)；有学者指出，当出现网络舆情危机时，地

方政府应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对，高效及时的公开信息，而不是封锁信息，让公众及时知晓事情的原委

及发展远胜于公众的自我猜测(熊晓茂，杨艺，谭阳梅，2016)；有学者认为，“有效引导思想舆论的关键

在舆论引导人员”(周良发，2022)；还有学者主张线上线下协同联动，网络舆情虽发酵于线上，但处置关

键在线下，线上重点在于沟通了解情况，线下则是探索如何解决问题，线上线下联动才能有效治理网络

舆情(米歇尔·福柯，2001)。综上而言，采用硬性措施指标而不治本，一味封锁消息、主流媒体集体沉默，

反而欲盖弥彰，在失真性谣言形态以及攻击性娱乐心态的支配下，只会让网民不断猜测，不明真相或借

机炒作的网民会对相关谣言进行点评、猜测，继而形成曲解围观，最终形成“沉默的螺旋”。 
针对网络舆论治理，强力控制已经不再适合现在网络环境治理，需要以疏为主，采用柔性政策。加

强引导激励，唤醒广大网民的主体性意识，这就要求治理主体要坚持主导化和多元化相统一，坚持信息

公开透明，在网络舆情出现后第一时间发声，主动设置议题，掌握舆情引导的主动权。建立与网民的良

性互动机制，在沟通中消除误解建立信任。要注意舆情背后民众的切身利益需求，切实反思公共政策的

可行性和有效性，以及在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源头治理是从根本上解决网络舆情的关键。 

5.2. 话语层面：优化网络舆论场话语内容构建 

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权利，“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张帆，2022)。有学者认为，网

络舆情的应对需要一定的方式和方法，用事实说话、忌空洞引导，快速出击、抢占先机，善用网络语言与

网民平等交流，善用民意、因势利导(刘静，2015)；还有学者指出，应对网络舆情还要掌握网络舆论引导

的方法与艺术，从而提升政府网络舆情综合应对能力(刘甜甜，2023)；也有学者从高校层面出发，指出在

高校网络舆论的应对中，要建构新型的高校传播话语、以主流价值观点进行话语统摄、升级优化网络话语

环境条件、为教育客体提供反馈交流渠道、实现教育的双向互动及时反馈(王春宇，徐明磊，李恒忠，2018)。 
综上，要使网络舆论在网络平台得到健康发展，就要赋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以活力，使主流意识形

态话语的具体内容掷地有声。首当其冲的是要加强政治领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学术领域主流意识形态

话语的融合。网络心理发展离不开政治话语，然而只有政治语言其语言环境未免过于单调，缺少感染力，

容易导致地方部门的网络治理浮于表面，长此以往不仅会降低治理主体话语公信力，甚至还会引起民众

的逆反心理，所以要想让网络心理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就要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接地气”。在鱼龙混

杂的网络环境中也要结合网络心理、网络意识形态等多角度分析，判断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规律，制定相

应的措施，进行正确有效的价值观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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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法律层面：完善法律法规以提升法治素养 

新媒体视域下，网民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仅仅靠道德约束网民的行为以及心理活动是远远不

够的，尤其是在网络新媒体不断发展的当下，任何一个具有独特标识的个体热点都可能被鼓噪为公共事

件(冯培，2019)；有学者认为，网络法规能够对网民的言行、网络生态环境等形成一定的制约。网络立法、

规范公民网络参政行为是净化网络空间、减少网络情绪型负面舆论的有效保障(刘翠莲，申灿，2017)；有

学者指出，政府网络舆情意识淡薄、缺乏舆论引导协调联动机制、网络责任意识不强、网络法规不健全

等问题(鲁宽民，李运，2020)；有学者指出，政府应当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并不断加以完善，同时构建

信息发布机制，引导自媒体以及网民科学、合法地发布及传播信息。其中，针对散播网络谣言的相关法

律的设置与完善至关重要，认为只有在完善的法律前提下，网络舆情的应对才能摆脱道德感、社会责任

感约束下的不确定性，得以有效控制(郭燕波，2019)；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现今网络舆情治理从法制角

度层面，需优化法律法规、规范行政执法、多元主体治理、强化软性引导四个应对措施(姚倩，田宇，2020)。
由此可见，网络的虚拟身份为网民的非理性表达提供了庇护，导致网络空间伦理秩序混乱、失衡现象频

发，娱乐化、跟风化、个性化等表达冲击着理性的利益表达秩序，导致与真实身份和真实社会相联系的

法律责任意识淡化，所以加强相关法制建设迫在眉睫。 
综上而言，应对网络舆情热潮，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保障网络舆情治理在法制轨道上健康

运行。长期以来，在对网络舆情的治理上，各级地方政府缺乏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目前，我国已

经颁布了关于互联网安全的法律法规制度，如出台了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信息安全、互联网信息传播

等方面的相关法律，但缺乏专门的互联网舆情治理相关的法律，网络舆情治理的主体、程序、责任等边

界不清，对追求网络舆情涉案主体的责任以及规范网络舆论的处理欠妥善，所以要加快网络舆情立法，

出台体系完备、可操作性强的规范网络舆情的法律法规，确保网络舆情治理程序化、法制化，把网民的

话语权力限制在法律规范的轨道之内。 

5.4. 技术层面：实现网络舆情监测的全面化和自动化 

“精准识别网络思想舆情动态是有效引导网络舆论的前提基础。”(周良发，2022)随着大数据时代的

发展，大数据借助挖掘技术和人工智能语义、音视频识别技术，丰富了网络舆情的来源和数据类型，拓

宽了网络舆情监管的渠道，使互联网中海量的数据成为有价值的舆情信息资源，提升了网络舆情监管的

效能。对于网络舆情监测方面，有学者认为，完善舆情监测机制是意识形态网络舆情治理的前提。要加

大科技投入，完善常规监测和搜集工作、完善重大舆情重点监测工作、完善舆情信息报送制度，除此之

外，还要完善监测联动机制，提高舆情监测的全面性与准确度(余晓青，2021)；还有学者指出，政府部门

可通过完善应对制度体系、合理布局组织架构途径、开展技术建设、坚持政务公开的方式提升网络舆情

应对水平(姚瑶，2022)；还有学者认为政府人员也要学会与网民“平视”，当前技术的发展使得微博引导

舆论的作用逐渐突出，可通过提高引导力量、加强政府人员使用微博的培训(熊萌之，2021)。因此，对突

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监控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危机转化为更大的危机，加强对网络舆情的

掌控，有利于网络舆情的解决。 
综上所述，针对网络舆情的监控，要做到第一，网络舆情监管人员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和相关设备，

对于网络上话题主体、类别进行分类，特别是微博上的“超话”以及百度“贴吧”、微信群等小型互联

网集聚区进行网络实时监控，对话题以及相关字句进行智能识别，在舆论传播过程中进行舆情治理。第

二，运用大数据和舆情监测功能对舆情发展走向进行分析，动态监测舆情发展。依托感知人工智能和数

据流挖掘技术，实时处理高速传播的大量舆情数据，把握网络舆情的产生来源和传播趋势，实现全网热

点舆情的实时监测，使网络舆情监测工作更加全面和及时。第三，运用大数据进行科学监测，实现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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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决策的科学化。对网络舆情数据进行监控和收集的目的在于，发现舆情热点，分析舆情信息，进行舆

情数据监测。在突发事件中，专业人员的舆情分析研判能够帮助舆情主体进行舆情危机处理和舆情回应，

指导相关主体采取提前公开信息、征集群众意见、持续舆情监测等措施，增强舆情主体防范和化解舆情

危机的能力。网络舆情研判人员应对海量信息进行分析，抓取、研究和判断网络舆情背后的价值和数据

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网络舆情演变模型，预判舆情趋势的走向，将网络舆情治理的时间点提前到网络

舆论爆发阶段的初始时间点。 
网络心理发展复杂，在网络舆情中，不同的舆论观点代表了不同网民的观点。网络舆情治理需要正

确分析网民的心理特点，在此基础上还要坚持治理方式主导化和多元化相统一，以技术为支撑，以法律

为最低底线，理念层面上坚持柔性策略以提升网络舆情治理温度，刚柔并济，推进我国网络心理健康发

展、网络舆情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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