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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网络舆情的复杂性、多样性、脆弱性，从社会生态学视角出发，对网络舆论生态

的意义与结构进行反思与重构。研究认为，网络舆论有其自身的生态逻辑，是一个由多种生态要素

相互影响、相互协调、自我演化的生态系统，个体与群体、舆论与环境、过程与结果等因素都是有机

统一体，网络舆情介入与治理更应该强调各生态要素之间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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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关于网络舆论的研究不断增多，传播学、

管理学、情报学等诸多学科不断介入，相继推出一系

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１７］。但同时我们看到，作为多

种现实社会因素复杂互动的结果，网络舆论的研究

与治理更需要综合视角与理念的介入［８９］，本文在社

会学视域下，全面审视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并尝试

对网络舆论生态进行意义重构，以此推进网络舆论

治理中生态理念的介入。

一、社会生态学的概念介入

　　在生态学中，生态的概念是指生物之间以及生

物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１９

世纪 ６０年代，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了“生态

学”一词，即研究生物体、种群、群落与其周围环境

相互关系的科学［１０］。在“生态学”概念中，环境要素

是构成生态系统的重要物质基础。这就将生物本身

与其所处的环境联系在一起［１１］。需要指出的是，这

种环境不再局限于自然环境中的空气、水分等无机

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包括了生物与其他生物体

之间的竞争、共生等有机环境之间的关系［１２］。在此

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生物个体与一系列环境

系统相互嵌入与影响的关系，并对“生态系统”进行

思考。于是，关于生态问题的研究，出现了生态—生

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社会—自然”生态系统

的研究脉络，“生态”概念也从原来的生物学范畴延

伸到社会学领域，从对自然生态的关怀转向对社会

生态的关注。

美国生态学家布克钦在《生态学与革命思想》

一书中提出“社会生态学”概念，全面阐释了社会生

态的思想，指出人类社会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

互影响［１３］。他提出了“社会”和“生态”两个向

度［１４］，“社会”向度强调从社会视角对生态问题进行

考察和分析，以寻求构建平衡的生态社会，体现的是

社会关怀。“生态”向度主要从生态学视角出发，倡

导运用生态学的相关思路和方法进行自然重建，更

多体现的是一种工具价值。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中

国一些学者对社会生态的研究也逐渐兴起并发展，

生态意识不再停留在社会因素对生态的作用上，而

是将社会作为独立的有机生态系统进行思考，由此



推及到网络社会。

遵循社会生态的逻辑思维，网络社会无疑也是

一个自我协调演化的生态系统。它不仅是一种技术

结构，更是一种社会文化关系，即表面上是技术化延

伸的结果，但实质上是社会互动关系的具体投射。

网络社会中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

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相互联动、相互影响，组成了复

杂的生态系统。其中，网络舆论作为网络社会的重

要因子，直接影响着网络社会生态的发展。当然，以

社会生态学视角重新审视网络舆情，并不是简单地

将其作为网络社会生态的因子，而是要看到，网络舆

论的发生和发展也不是孤立的，具有自身的传播和

发展规律，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我生成和演化的

生态系统。

二、网络舆论生态的意义建构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谣言、舆论暴
力、舆论绑架等诸多问题不断显现，网络舆论生态概

念的重构，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网络技术大发展带来

的诸多舆论问题的回应和反思。在此，将网络舆论

生态概念的核心定义为“关系”与“互动”，强调个体

与群体、舆论与环境、过程与结果等各要素的有机统

一与和谐共生。

（一）关系

网络舆论生态关注的是一种关系。网络舆论生

态的概念是将网络舆论本身视为一种关系结构。不

同的舆论产生于不同的环境，舆论的相互作用又会

创造新的环境，因此，我们在研究网络舆论生态时，

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了解舆论本身，而是要关注舆论

之间、舆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关注舆论

自身所创造的符号环境或所创造的特殊文化对社会

生活的影响。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网络社会与现实

社会相互嵌入与映射的前提下，网络舆论生态系统

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现实社会舆论生态发生直接或

间接的关系，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从某种意

义上说，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网络社

会环境与现实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此概念中实现

统和。

（二）互动

网络舆论生态强调的是一种互动。与网络舆论

环境的静态描述不同，网络舆论生态概念的核心是

“互动”，即各要素或系统之间的互动，并且关注如

何通过这种互动产生一种健康平衡的舆论环境。其

中，任何与舆论产生一定互动关系的环境都可以是

“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要素，包括技术、经济、政

治、文化等。它关注环境中各种因素的互动。

（三）平衡

网络舆论生态倡导的是一种平衡。生态学提出

了“平衡”的概念，强调保护性、恢复性和创造性的生

态解决办法，特别强调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

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１５］。生态平衡是生态环境治理

的最高境界，也是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目标，其核心

要义在于，网络舆论各要素系统（包括舆论主体与舆

论环境及各中介要素等）通过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等

作用实现结构与功能的协调与稳定，最终实现和谐共

生。需要指出的是，网络舆论生态平衡是一种相对

的、动态的平衡，并不具有稳定性，而是具有阶段性特

征。而且，这里所说的平衡与正面舆论、负面舆论的

多少无关，与舆论活跃程度无关，是网络舆论各要素

之间能够互相激发、协调的一种状态。因此，网络舆

论生态的治理目标也不是消灭负面舆论，而是实现正

负舆论协调共生的健康状态。

（四）开放

网络舆论生态提倡的是开放和多元。网络舆论

生态概念内容丰富，可以从不同视角、不同领域、不

同维度去解读。从舆论主体来看，包括草根舆论生

态、媒介舆论生态、官方舆论生态等；从具体内容来

看，网络舆论生态也分为政治舆论生态、经济舆论生

态等；从舆论平台或途径来看，也可以分为微博舆论

生态、微信舆论生态、手机舆论生态等。

（五）思维

网络舆论生态传递的是一种思维。它不单将网

络舆论作为一种“生物”现象，而是将其作为一系列

的有机整体，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它将个体与群

体、舆论与环境、过程与结果等有机统一起来，综合

起来进行考察。这有利于提升网络舆论研判的客观

性、全面性和准确性。

三、网络舆论生态的结构分层

　　网络舆论生态既崇尚以人为本，将人看作是生
态系统的核心，同时也强调技术理性，关注技术对网

络舆论的影响。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物质环境，及

其衍生或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成为网络舆论生态

系统的重要环境结构，直接影响网络舆论生态的发

展状态，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渗透，以达到动

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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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环境

媒介本身就是一种技术。各种舆论场中，媒介

传播技术直接决定和影响着网络舆情的发生和发

展，不同媒体的报道方式和手段，不同媒介平台，均

会导致舆论发生不同的走向。从总体上看，作为网

络舆论的生存环境，技术性特征是网络舆论实现的

关键性因素，直接影响着网络舆论传播的速度和广

度，也影响着舆论传播的深度。如博客、ＢＢＳ上的舆

论传播速度和广度远远低于微信和微博。同样，由

于微信和微博在信息传播上的差异性，也导致这两

个舆论生态场明显不同，微信舆论主体之间的关系

大多是强关系、小圈子，相对比较稳定，微博舆论场

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弱关系，处于相对松散的不

确定状态。当然，我们所说的技术并不单纯指媒介

技术。其中既包括计算机应用技术、网络传播技术

等纯技术范畴，也包括网络语言等影响网民发表和

舆论传播的技术性要素。换句话说，网络舆论在其

发生和传播过程中，也受到非媒介技术规范的钳制。

比如，人们因为掌握信息技术、语言技术等关键资源

和因素能力不同，而在网络舆论生态环境中处于不

同的位置，拥有资源多的人则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

舆论生态中往往成为核心或者领袖。当前，随着自

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舆论出现跨群体、跨地

域、跨国界的交互式扩散，受众由被动地接受信息到

主动参与传播信息，原有的“主流”与“非主流”、“权

威”与“非权威”等概念被不断解构，网络舆论生态

中一些关系和现象遭遇新的解读和重组。

（二）社会文化环境

网络舆论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构成的

社会文化环境成为网络舆论生态的重要滋生土壤，

它们建构着网络舆情的社会文化生态系统，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了网络舆论的复杂性、多元性和碎片化

特征。纵观以往研究，许多都是以舆论为中心，强调

舆论给社会带来的进步和风险［６］，却不同程度地弱

化了社会文化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受众等等）

对舆论的作用，比如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价值观等

对“网络舆论生态”的建构和影响。换句话说，网络

舆情的发生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形态紧密相关，其

中不断传递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准则、道德

规范等为网络舆情提供了空间和可能。需要注意的

是，这里所说的“社会文化”形态既包括网络社会文

化，也包括现实社会文化，二者相互嵌入、相互影响，

共同构成网络舆论生态的文化圈层。但在实践中，

网络社会文化比现实社会文化更具有开放性和多样

性，更容易催生各种社会热点问题和焦点现象，这也

直接决定了网络舆论生态的多元、多样和多变的

特征。

（三）网络舆论

网络舆论的发生、发展与消解有其自身的演化

规律。在这个过程中，网络环境、媒体平台、网络话

语等生态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催化，其中任何一个要

素发生变化都会引发舆论的变异，由此影响网络舆

论生态的平衡状态。当前，网络舆论表现出以下特

性。第一，舆论热点的转化性。具体舆论事件衍生

出其他事件，某个舆论议题转向其他议题。舆论的

转化性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如“表哥”杨达才事件

中，关注点由对包茂高速公路上重大交通事故，转向

杨达才在事故现场面带微笑的照片。在事件的发展

过程中，又从“微笑门事件”转向到“表哥事件”，从

态度问题衍生出贪污腐败问题。第二，舆论主体的

罗宾汉情结。在舆论事件中，人们往往具有同情弱

者的心态，如在涉及到官与民、贫与富之间的矛盾

时，总不自觉地站在“弱势群体”的一边，其中可能

会忽略事件的是非曲直。第三，舆论传播的高度传

染性。单线传播转向交互传播，传统媒体的线状传

播转化为网络媒体的网状传播，形成了链状、环状、

树状相结合的传播结构，实现了舆论的裂变式传播，

速度和广度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迅捷和广泛。例如

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首先在推特上发酵，后来迅

速在中东一些国家扩散蔓延，这种传染力是非常强

大的。第四，舆论的不确定性。网络舆论变得越来

越复杂，事实与谣言并存，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

模糊，其不确定性、模糊性、脆弱性不断显现。

四、网络舆论生态的变迁

　　从近年来的网络热点事件中可以看出，知识分
子作为网络舆论的重要主体，在突发事件发展舆论

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媒体和网站等平台成为网络舆

论发展的重要环境要素，而语言文本等则成为反映

网络舆论生态图景的重要因子。在此，仅从官方话

语、知识分子话语及媒体话语的转变，发现当前网络

舆论生态已经发生变化。

（一）官方舆论生态的大众化

当前，传统的官方话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

不适应网络时代人们的思想习惯，这不仅损害了人

们对官员的信心和信任，也直接影响了政府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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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国，实干兴邦”后，空洞、客套的官方话语生态开

始悄然发生变化，话语吸引力、感染力、感召力进一

步提升，假、空、长等不良风气得到有效改善，尤其是

习总书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等生动

形象的语言，成为当前官方舆论生态改善的重要

典范。

（二）媒体舆论生态的“萌”化

在网络社会中，新闻媒体成为话语权的重要掌

控者，在舆论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在当前，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的

社会文化环境下，新闻媒体，无论是传统新闻媒体还

是网络媒体都处于角色的碰撞和转换之中，媒体的

话语风格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一改过去较为严肃、拘

谨、呆板的形象，变得更接地气、更有亲和力和活力。

例如，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微博发了条“再

见了，北京”的微博，借用某夫妻移居大理的心路历

程，吐槽北京的雾霾现象，文风清新，一度成为网络

舆论场焦点［１６］这一微博的表述方式打破了媒体官

方体例的束缚，成为网络舆论生态变化的标志性

事件。

（三）网络舆论生态复杂化

当前，网络舆论生态环境越来越复杂，脆弱性越

来越凸显，在此必须认清几个趋势。第一，移动化趋

势锐不可挡。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设备的地位

更加巩固，智能媒体不断发展，尤其是智能穿戴设备

爆炸性增长，其在网络舆论中的终端作用越来越明

显。第二，媒介融合大势所趋。从技术上看，新媒体

的快速发展决定了这个大方向；从政策上看，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再次强调了要着力推进媒

介融合。我们也看到，媒体边界将变得越来越模糊，

自媒体的出现让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都有可能成

为媒体。一些大 Ｖ的微博甚至比媒体更具有传播

力。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两个舆论场的重合部分

越来越大，其舆论强度也越来越强。第三，网络社交

私密化趋势明显。互联网之所以具有这么强大的组

织动员能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出自于网络社交功

能。当前网络社交私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Ｐａｔｈ、

Ｗｈｉｓｐｅｒ、无秘、吐司等用户不断增多。这种私密社

交使网络舆情的私密化、隐蔽性、复杂性越来越强，

给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因此，我们强

调多元治理模式，即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鼓励社会

力量的共同参与，促使自上而下的舆论引导模式实

现扁平化转向，与此同时，要弥合官方和民间、主流

与非主流的隔离状态，促进网络舆论生态的平衡与

协调发展。

五、结语

　　从社会生态学视角出发，对网络舆论生态进行

重构，提出“关系”“互动”“平衡”“开放”“思维”５

个关键词，并从技术层面、社会文化层面与网络舆论

本体层面对网络舆论生态的结构特征进行系统的阐

释，这不仅赋予了网络舆论生态新的概念内涵，而且

强化了网络舆论生态平衡的治理理念。需要指出的

是，由于网络舆情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因

此，网络舆论生态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的研究

体系，需要根据社会事实的发展特点而不断调整和

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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