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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影响中国舆论传播格局的四大基本变量

1.政府规制

2.市场产业

3.技术革命

4.社会安全



二、舆情研究所需面对的第一现实：媒介化

   1.解决战略问题比解决战术问题更为重要

   战略问题解决“在哪儿做”、“做什么”的问题，即“做正确的

事”；战术问题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即“把事情做正确”。战略

问题的解决是“系衬衣的第一个纽扣”

      2.媒介化：社会生活变革的第一现实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重要改变的就是媒介化，所谓媒介化就是以媒

介的逻辑重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互联网已经不仅仅是架构社会生

活的基础设施，而且已经成为重构社会生活的“设计师”。



三、泛众化传播时代的到来

     1. 社会构造：“微粒化”社会的到来；

     2. 社会赋能：“连接”成为一种赋能赋权的力量源泉，横向价值

成为社会影响力建构的关键所在；

     3. 传播主体：舆论生产供给侧的传播主体正在经历着从专业化到

精英化，再到泛众化加智能化的改变；

     4. “全时在线”、“万物互联”与MGC的涌现；

     5. 专业传播媒介与传播工作者的角色转型

  



四、视频语言成为社会交流的主流手段

     1.从4G到5G，从短视频到中长视频，是视频语言走进社会交流舞

台中央的过程；

     2.视频表达的崛起和主流化，使越来越多的非逻辑非理性的因素

成为社会交流和影响社会共识达成的关键性因素；

     3.“摆事实，讲道理”远远不及“关系认同”和“情感共振”的

力量。

       



五、数据和算法成为控制和影响传播领域的“霸权者”

     1. “万物互联”与“全时在线”造成海量数据的泉涌，成为传播

领域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信息存在；

     2.对数据的智能化价值挖掘及算法处理使数据已然成为舆论传播

领域的关键性控制力量；

     3. “社交机器人”和“深度合成”等新数字技术手段越来越成为

影响传播和舆论的重要角色。

       



六、舆论治理中三个关键性传播节点

     1.信息触达：要解决“看得到”的问题
        以用户洞察为先导，构建接力传播的能力。这其中，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
之间的“接力-协同”尤为重要——当下社会舆情的生成发育的过程中所存在的“哑
铃效应”。

     2.信息解码：要解决“看得懂”的问题
    一个内容作品至少具有两个价值维度上的建构任务：一是纵向的深度价值的操

作与表达，使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表达符合严整、深刻、生动、传神、真实可信等
要求；二是横向的宽度价值的连接能力和共振效果的营造，即营造可以使不同文化
属性的人们在同一内容作品的激发下实现情感共振、关系认同的能力。

     3.信息认同：要解决“说与做”的协同问题
        传播是重要的，但不是万能的。俄罗斯的谚语说：“天上的仙鹤不如手中
的麻雀”，而法国也有一句名言，叫做“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行胜于言，
是社会认知与价值判断的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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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来的舆情传播：实践版图的重新架构

喻国明：5G时代新闻传播学科的系统重构10

• 数据霸权

• 关系赋权

• 算法即媒介

• 以人为本

读懂未来舆情传播的关键词

舆情传播创新的三个价值尺度

    1.能否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流动性；

   2.能否扩大人们社会实践的自由度；

   3.能否提升人们对于主客观世界的把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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