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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信息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也伴

随着垃圾信息充斥、软色情弹窗等负面影响。本论文旨在结合网络传播中把关人的类型和具体案例，阐

述卢因的把关人理论的主要观点，并探讨其在网络传播中的挑战。为实现该目标，笔者收集有关把关人

理论和网络传播的相关研究资料，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卢因的把关人理论为我们理解网络

传播中的重要角色、决策过程和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框架。通过深入分析把关人的类型、权力作用、行为

模式和动态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网络传播的发展和影响因素。这对于管理者和从业者在网络传播中的

决策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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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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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aily life.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also been accompanied by 
negative impacts such as spam and soft pornographic pop-up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
tegrate the types and specific cases of gatekeepers in online communication, elucidating the main 
principles of Luhmann’s gatekeeper theory, and exploring its application in online communica-
tion. To achieve this goal, a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ology was adopted, collecting relevant re-
search materials on gatekeeper theory and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conducting analysis and 
discussions with specific cases. In conclusion, Luhmann’s gatekeeper theory provides an impor-
tant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crucial roles,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nd transforma-
tions in online communication. By conducting in-depth analysis of gatekeeper types, the influence 
of power, behavioral patterns, and dynamic chang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can be obtained. This holds significant guidance 
for decision-making and practices in online communication by managers and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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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使得信息传播变得越来越容易和快速。然而，互联

网上的信息也往往存在着真假难辨、虚假宣传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会形成恶性的信息传播，损害公

众利益[1]。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保障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把关人作为一种信息质量保障机制，

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2. 研究背景与目的 

2.1. 研究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使得信息传播变得越来越容易和快速。然而，互联

网上的信息也往往存在着真假难辨、虚假宣传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会形成恶性的信息传播，损害公

众利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保障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把关人作为一种信息质量保障机制，逐

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2.2. 研究目的 

① 了解把关人的概念，探究把关人的作用机制以及作用方式。有些把关人倾向于维护社会和公共利

益，有些则更注重个人或特定团体的利益，把关人的利益动机、实际作用与社会责任等因素，都对其在

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方式产生影响。 
② 分析把关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实际作用，探讨其对信息真实性、公正性和多样性的影响。把关

人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是保障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公正性和多样性的重要手段之一。把关人在发挥这种

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把关人的重要作用是平衡言论自由和社会公共利益之

间的关系。在信息传播中，应该适当保留言论自由的权利，但也要考虑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的权益，合

理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确保信息传播的公正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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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探讨把关人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平衡关系，分析把关人对于言论自由所带来的制约作用和促进作

用。把关人的存在，显然与言论自由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关系[2]。一方面，把关人的存在可以保障信

息传播的真实性和公正性，从而促进言论自由的发展；另一方面，把关人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关系和权力

争夺，导致信息传播受到一定的控制和限制，单一化的意见甚至是错误的信息也可以传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把关人的作用和意义进行分析和探讨，提出了相应的研究目的、方法和论点，

旨在促进把关人理论的深化和实际应用，以实现网络信息传播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3. 国内外研究情况 

在国内，也有众多学者对把关人的作用和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李金霞在《网络传播对“把

关人”理论的挑战及对策》中提出了网络传播对把关人理论的冲击以及对策，以便给网络传播带来新的

启示。目前，把关人的相关研究已经涉及众多学科领域，包括传播学、社会学、新闻学、信息科学、心

理学等。各国学者对把关人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和扩展，如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廉·埃德利在其著作《网

络与国家》中，探讨了政府在网络治理中扮演的把关人角色，以及把关人对于言论自由与网络开放的影

响；英国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则在其著作《网络政治》中，研究了媒体把关人对互联网政治的影响力

和制约作用。 

4. 理论发展情况 

① 卢因——“把关”概念提出：“把关人”理论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

库尔特·卢因在研究家庭主妇对于家庭食品的把关作用时提出的。而后在其《群体生活中的渠道》一书

中，认为在群体传播中过程中存在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

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他的理论主要侧重于个人的心理动因在把关中的作用。 
② 怀特——引入新闻领域：1950 年怀特将“把关人”概念正式引入新闻传播领域，他明确提出了

新闻筛选的把关模式。他认为，社会上存在大量新闻素材，而传媒组织在社会信息流通中拉起了一道“关

口”，所有受众接收到的信息都是经过“关口”筛选过滤的内容。见图 1。 
 

 
Figure 1. White news chooses the gatekeeper mode 
图 1. 怀特新闻选择把关模式 

 

此模式突出的缺点就是过分强调把关者的个人权限，而忽略了“把关”的组织性和各种联系所形成

的必然和社会性。并且该研究并未说明把关的标准，只把“个人因素”当作把关的标准，忽略了新闻信

息的客观属性，专业标准、市场标准以及媒介组织的立场和方针。 
③ 麦克内利——新闻把关模式：1959 年，麦克内利提出了新闻把关模式。在整个信息流通的网络

中，往往存在这一系列把关环节，而并非只有一个关口，麦克内利的把关模式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提出的，

是对怀特单一把关说的修正与发展。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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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cNelly news gating mode 
图 2. 麦克内利新闻把关模式 

 

此模式的重点在于它被认为比怀特模式更接近新闻编辑室的现实，即新闻事件会经由不同层级记者

编辑的数次把关，最终达到受众；每一道把关，把关人并非简单地接收或拒绝某条新闻，而是会对新闻

进行删改；在新闻流动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存在反馈虽然这种反馈往往是间接的。缺陷在于它将每个把

关人及其作用都等同起来，认为每一个关口都是处于同一层次上的，不分主次，人们看不到哪道关口最

为关键，最为重要，最需引起注意。 
④ 巴斯——双重行动模式：1969 年，学者巴斯将视野扩展到组织层面，提出了“双重行动模式”。

将把关分为新闻采集阶段与新闻加工阶段。在新闻采集阶段，把关的主体为新闻记者；在新闻加工阶段，

把关主体则主要以编辑为代表。他认为第二部分的把关即新闻加工比第一部分的把关即新闻采集更具决

定性。见图 3。 
 

 
Figure 3. Bass dual action mode 
图 3. 巴斯双重行动模式 

5. 卢因“把关人”理论的主要观点 

5.1. 把关人的概念 

5.1.1. “把关人”的定义 
把关指传播者对信息的筛选与过滤，把关人指对信息进行过滤和加工的人或组织，控制了信息的流

量和流向，产生受众的拟态环境。把关人指的是在采集、制作和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对各个环节和决策产

生影响的人[3]。记者在采集和制作新闻时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并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收集

素材，将这些观点融入新闻作品中以影响受众。在这个过程中，媒介组织对新闻信息进行筛选，决定哪

些内容最终通过这个“关口”传达给受众。这个把关人的理论从人们的无意识行为发展到成为大众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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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有意操作的实践，从而在更广泛和深入的范围内影响新闻传播。 

5.1.2. “把关人”的实质 
第一，大众传媒的新闻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而是依据传媒的一定

立场、方针和价值标准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第二，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受到媒体

的经营目标、受众需求以及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但是，与媒介的方针和利益一致或相符的内容

更容易优先入选；第三，传媒的“把关”是一个多环节、有组织的过程，总体上是传媒组织的立场和方

针的体现。 

5.1.3. “把关人”的类型 
① 社交媒体把关 
社交媒体把关是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对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核和管理的过程。社交媒体把关旨在确保

用户生成的内容符合平台的政策、规定和社区准则，并保护用户免受不良、虚假或违法内容的影响。 
社交媒体把关通过以下几方面发挥把关人职能： 
内容审核：社交媒体平台会利用自动化工具和人工审核团队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核。这包括文

字、图片、视频和链接等形式的内容。审核人员会根据平台的政策和规则，评估内容的合规性和适宜性。

他们会筛查不合规的内容，如涉及恶意攻击、仇恨言论、色情、谣言、虚假信息、侵权等。 
投诉处理：社交媒体平台鼓励用户举报或投诉违规或不适当的内容。用户可以通过举报功能、指定

邮箱或在线表单来向平台报告不良内容。社交媒体公司会对这些举报进行调查和处理，根据情况删除或

限制违规的内容。 
② 媒体的把关 
加强网络编辑的素质，提升舆论引导能力：相比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网络传播由于低门槛、即时

性和互动性的特点，使得把关更加困难。因此，在网络传播环境中，网络编辑需要更强的把关意识和更

严格的标准。编辑人员应具备广博的知识体系，以确保传播的内容科学性和先进性。 
控制话语权，树立权威舆论形象：要成为有影响力的媒体，传统媒介需要围绕人们的生活和偏好提

供内容和服务。现代媒体需要关注如何持续提供优质且个性化的内容，如何组织受众成为一个虚拟社区，

让他们有归属感和参与感，从而牢牢掌握话语权。 

5.1.4. “把关人”的主要观点 
卢因：他的“平坦把关人”理念是建立在“渠道理论”基础上的。他认为在群体传播中存在着把关

人，符合群体规范和把关人价值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主要侧重于个人的心理动因在把关中的作

用。 
从卢因的思想中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1) 卢因的“把关人”理念是建立在“渠道理论”基础上的。由于事物的运动必须通过渠道，而渠道

不是光滑，其中存在着不少关卡，因而也就存在“把关人”； 
(2) 尽管卢因以为“把关”的除了人之外，还有一些“规则”，但规则最终还是由人掌握的，因此，

卢因的“把关人”主要针对人，尤其是个人； 
(3) 研究“把关人”实际上就是研究导致把关人做出某一决定的因素，也就是探析隐藏于“关”的开

闭行为中的各种因素； 
(4) 在卢因看来，影响把关的就是人的心理因素，因此研究个人的心理因素在把关中的作用，是他的

主要动机和目的。 
怀特：传媒组织在社会信息流通中拉起了一道“关口”，所有受众接收到的信息都是经过“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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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过滤的内容。他指出，社会上存在大量新闻素材，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不是也不可能是“有闻必录”，

而有一个取舍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介组织形成了一道“关口”，通过这个“关口”传达到受

众那里的新闻只是众多新闻素材中的少数。 
怀特与卢因的研究如出一辙：把关人——个人；方法——观察“把关”的行为；研究目的——发现

影响把关人的因素；结论：个人的心理(价值判断)起着主要作用。 
麦克内利：新闻把关模式。在整个信息流通的网络中，往往存在这一系列把关环节，而并非只有一

个关口，是对怀特单一把关说的修正与发展。因为中间人经常改变那些在运转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新闻报

道的形式和内容；守门行为并不随着新闻媒介而结束，因为最初的接收人经常为其他人当守门人。信源

与信宿、新闻事件与最终接受者间存在着一系列的把关环节，绝非怀特所谓的孤零零“门区”。 
巴斯：双重行动模式。提出将把关分为新闻采集阶段与新闻加工阶段。在新闻采集阶段，把关的主

体为新闻记者；在新闻加工阶段，把关主体则主要以编辑为代表。他认为第二部分的把关即新闻加工比

第一部分的把关即新闻采集更具决定性。 

5.2. 网络传播下的“把关人” 

“把关人”理论在网络传播中的变化 
网络传播时代以网络的发展为代表，在网络盛行的年代里，信息具有重复性、通俗性、内容浅显、

甚至是恶俗的特征[2]。因此，必须有把关人对其进行把关，有效的制止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不良信息，

传播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信息。 
网络传播时代下的把关人不可避免的对传统媒体的把关提出了挑战，环境的变化并不意味者把关过

程的终结，而是一个新的把关时代的开始。网络传播时代的把关发生在信息传播的各个方面。与传统媒

体时代的把关相比呈现以下特点： 
① 把关的作用弱化，难度增大 
传统的把关人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而网络传播时代信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地加大传播的

速度，扩大传播的范围。网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能最大限度的传递信息，并能够大量的复制和转载。

在数以万计的信息面前，一些不良的信息也会混在其中干扰受众，把关人也会感到力不从心，从而不

能及时的将其剔除出来。同时把关环节缺乏“组织性”，这就使得把关的难度大大加大，弱化了把关

的作用。 
② 把关的形式多样化 
传统的把关一般只是由新闻记者或编辑来进行把关，很少有网民的参与，政府也只是在必要的时候

把关。这是一种比较单一化的把关模式。网络传播时代下的把关不仅有记者、编辑、政府、还有各大网

站，不管是职业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都有权利和义务对信息的传播进行把关，最重要的是增加了网

民的自我把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把关的环节更加的严格与规范。 
③ 把关的标准市场化 
把关的标准市场化主要是指把关的内容更倾向于民众的需求和媒体的收益，不再仅仅局限于充当政

府的耳目喉舌，也更注重媒体自身的发展。在市场化的前提下把关更多的是注重对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

信息，这样才能吸引受众，获得更大的收益。 
④ 由事前把关转变为更多的事后把关 
传统的把关更多的是注重事前把关，因为传统的把关人拥有绝对的权威性，所以对信息的传播更多

的是采用事前把关。但随着网络的发展，把关人的地位和权力都有所下降，再加上网民自由度的不断扩

大，这就使得事前把关的难度大幅度的加大。因而，更多的采取事后把关，将那些正在传播的不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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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阻止其继续传播。 
综上所述，在网络传播时代下把关人仍继续存在，只不过把关的方式和措施有所变化。但无论怎样，

我们都必须坚信把关不会消失，只会更加的完善。 

6. 把关人的案例分析 

6.1. 媒体把关人 

水门事件报道属于典型媒体类型把关人。 
1972 年，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伍德华德和伯恩斯坦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调查，暴露了尼克松总统

政府在水门事件中的受贿行为，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辞职。因此这些新闻报道被誉为美国新闻报道史上

的经典之作。 
本次事件体现了以下把关人理论： 
媒介门控理论：水门案件的报道体现了媒体在扮演把关人的角色时的重要性。媒体通过选择报道水

门事件，以及深入调查和揭示政府的腐败行为，起到了对信息传播和公共舆论的引导和决策的作用。他

们在报道中起到了媒介的门控作用，决定了哪些信息被传播和被关注。 
信息筛选理论：水门案件报道体现了信息筛选的实践。记者和编辑通过选择报道水门事件，并进行

详细的调查和报导，对信息进行了筛选和加工，为公众提供了真实、全面和重要的信息。他们决定了哪

些信息被提供给公众，对舆论的形成和意识形态的塑造产生了影响。 
调查记者的角色：在水门案件的报道中，调查记者扮演了重要的把关人角色。他们不仅仅作为信息

的搜集者和报道者，而且通过深入的调查、追踪和采访工作，揭示了真相，并向公众提供了有关政府腐

败行为的证据。调查记者的工作为把关人理论提供了实践和范例。 
水门案件的报道反映了把关人理论的实践和原则。媒体扮演了把关人的角色，通过选择性报道、信

息筛选和调查记者的工作，揭示了政府的腐败和不法行为。这些报道对公众的信息获取和对政府行为的

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 

6.2. 社交平台把关人 

Facebook 的内容审核属于典型的社交平台把关人。 
2016 年，Facebook 被指控在其“热门动态”(Trending)栏目中，编辑员有意压制保守派媒体的新闻

报道。一名前 Facebook 员工爆料称，编辑员经常忽略保守派媒体提供的新闻话题，将其排除在“热门动

态”中，从而影响了用户对不同政治观点的了解。 
本次事件体现了以下把关人理论： 
选择性报道：选择性报道是指媒体在报道和呈现新闻时对某些事件选择性地关注或忽视。在 Facebook

的平台审核中，如果存在主管或审核人员的偏见、偏好或政治倾向，他们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性地

处理和审核特定类型的内容。这可能导致一些内容被忽视、屏蔽或审查，从而影响用户对事件或议题的

全面了解。 
媒介门控理论：媒介门控理论认为媒体在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把关的作用，决定了哪些信息可以通过，

哪些信息被屏幕控制起来。这些门控者可以通过审核规则和标准来决定哪些内容可以在平台上展示，从

而影响用户所接触到的信息。 
信息筛选理论：信息筛选理论认为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性地获取和接触信息，形成信息

的过滤和筛选。平台的算法和推荐系统会根据用户的兴趣、行为和历史选择性地呈现内容。这种个性化

的信息推送可能导致用户接触到趋同化和偏好性的信息，形成信息的过滤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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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公众人物把关人 

金斯伯格作为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属于典型的公众人物把关人。 
金斯伯格在其 30 年的职位中影响了美国法律及社会的很多方面。她强调机会平等，并持续争取同等

权利和更广泛的一些人群的利益。她在一些重大案件的判决中发挥了重要的把关人作用，推动民权的经

济，政治和社会平等取得了更进一步的进展。她的工作甚至影响到了全球，被誉为现代社会中最具影响

力的女性之一。 
本次事件体现了以下把关人理论： 
意见领袖理论：金斯伯格作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她在司法界的地位和权威，成为了一个具有

意见领袖地位的公众人物。她的观点和判决对广大民众、法律界人士和政治决策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会变革理论：金斯伯格的工作对美国法律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民权和社会平等的进

展。她持续争取同等权利和更广泛群体的利益，推动了社会变革，并为实现公正和平等的目标做出了重

要贡献。 

7. 结论 

卢因的“把关人”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来理解网络传播中有影响力的个人和他们在舆论形成和

社会变革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本文通过结合网络传播中把关人的类型和具体案例，对卢因的“把关人”

理论的主要观点进行了阐述。 
首先，卢因认为把关人是那些在社会中具有专业知识、独立思考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个人。他们通

过传播自己的观点、塑造舆论和影响他人的看法和行为，对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网络传播为他们提供

了一个更广泛和有力的平台来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其次，把关人的类型多种多样，包括意见领袖、权威人士、公众人物等。意见领袖是那些从事特定

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个人，他们的观点和意见被广泛接受和认可。权威人士则是凭借其身份、

地位和专业知识在社会中具有权威性的人，他们的声音和决策对公众产生重要影响。公众人物则是通过

媒体曝光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受到大众关注的人，他们的言行对公众产生重要影响。 
具体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把关人的作用和影响力。例如，在社交媒体上广受关注的意见领袖，通

过发布高质量的内容、引领话题、建立粉丝群体，他们的观点和建议往往能够引导和影响大量的人。著

名专家或权威人士在特定领域的声望和知名度，使得他们的观点和决策能够对整个行业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公众人物如明星或政治家，通过媒体渠道对公众的言行和形象影响力巨大。 
总之，卢因的“把关人”理论为我们理解和研究网络传播中的影响力和舆论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把关人的类型和具体案例展示了他们在社会变革和舆论塑造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理论对于我们更好地理

解和应对网络传播时代的挑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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