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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分析
Public Opinions Analysis

【摘要】次生政治舆情深刻影响社会舆情的性质和方向、公民道德教育环境和公众道德共

识的生成，如果处置不当，会带来不可预料的“二次危机”。应当辩证分析次生政治舆情

的发展演变和内在规律，以制度建设、舆论引导等方式加强次生政治舆情建设，促进次生

政治舆情与原生政治舆情良性互动，并使其真正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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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生政治舆情对公民道德养成有何影响
王路娟

在互联网技术广泛普及的今天，人类进入了情绪化表达、

非理性言论大肆传播的“后真相”时代，在这种时代

环境中，政治舆情传播发生了深刻变化，以情绪宣泄、个人

信仰为主体的次生政治舆情占领了公共政治舆情空间，并形

成了独特的次生政治舆情生态。

“后真相”背景下次生政治舆情具有后发性、关联性和

敏感性特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网络空间中草根阶层、

小镇青年成了话语传播的主体，情绪化表达、非理性言论成

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内容，这无疑推动了舆论表达和信息传播

的多元化，但也带来了主流媒体话语缺失、知识精英话语权

式微等问题。美国学者凯斯·桑坦斯将之称为“后真相”时代。

他认为，虚拟的网络世界带来了话语传播的“糟托邦”，事实

和真相也可能被遮蔽。“后真相”时代的政治舆情传播呈现出

极端化、片面化、猎奇化等特征，社会大众往往会被网络造谣、

花边新闻、情绪化表达所吸引，反而忽视了政治事件和热点

问题的事实真相及发展过程，这些深刻影响了当代政治生态

的发展，并带来了次生政治舆情泛滥的传播局面。

次生政治舆情是相对原生政治舆情而言的，是原生政治

舆情在各个舆论场传播中经过再加工和再创造所形成的新舆

情，如果对次生政治舆情处置不当，往往会带来不可预料的“二

次危机”。一是后发性。次生政治舆情是原生政治舆情“裂变”

和“病毒式”传播的结果，是围绕原生政治舆情展开的。比

如在“严书记事件”中，网民们围绕严书记身份产生了许多

猜测和情绪化观点，但是当严书记违法违纪问题被查清、其

本人受到惩处后，各种次生政治舆情也渐渐消散。二是关联

性。当原生政治事件发生后，事件相关的利益主体也会成为

次生政治舆情的重要指向，比如某一事件爆发后，与其相关

的政府部门、官方媒体都可能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三是敏

感性。次生政治舆情往往比原生政治舆情更具话题性、情绪性、

极端性，可能会刺激大众敏感的神经。比如，当涉及政府官

员、权力部门与弱势群体的关系时，网络舆论会将新闻事件

与伦理道德、社会正义、贫富差距等方面联系起来，以极端化、

情绪化、道德化的方式进行传播和扩散。

次生政治舆情对公民道德生成的影响

次生政治舆情并不局限于公民政治参与、政治文化建设

等领域，会对公民道德观念培育、道德共识生成、道德环境

建设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是社会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

次生政治舆情影响公民道德观念培育。在网络化、多元

化的时代，各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肆意传播，

给公民道德意识培育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比如，利己主义、

消费主义等不良价值观就影响着青少年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

式。次生政治舆情是政治民主化在网络空间的表现形式。在

负面舆情中，各种政治观点、政治谣言、情绪化表达泛滥，

传统道德、现代观念、西方价值观相互交织，情绪化表达、

极端化言论肆意传播，这使真相和事实变得微不足道，情绪

宣泄、自我表达才更重要，由此，人们会产生“找不到北”

的道德无助感，好像被抛弃到了“陌生的荒原”。这严重影响

了公众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道德建设。

次生政治舆情影响公民道德共识生成。公民道德教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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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的道德共识为基本前提，只有对公共生活、公共道德

产生价值共识，才能更好地推进公民道德教育，将外在的道

德原则内化为公民的道德人格和道德自觉。虽然在“后真相”

时代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独立意识不断增强，

但是其政治参与能力并没有明显提高，许多社会成员缺乏政

治定力和是非分辨能力，对主流媒体的报道持否定态度或不

满情绪，更喜欢小道消息、花边新闻、道听途说，这使他们

常常以情绪宣泄、个人偏好等方式发表政治言论，进一步加

剧了负面次生政治舆情的泛滥。

次生政治舆情影响公民道德环境建设。次生政治舆情具

有正向和负向两重功能，正向次生政治舆情往往

能够营造一种自由民主、宽容独立的公共政

治环境，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舆

论氛围，并进一步强化公共权力和公

共道德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负向次

生政治舆情以情感、信念等方式对

公共权力进行报复和反制，质疑公

共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导致无政

府主义、虚无主义、极端主义等不良

价值观泛滥。于是，谣言和谎言泛滥，事

实和真相湮没于汹涌澎湃的网络民意之中，公

共伦理、公民道德湮没于情绪宣泄、“娱乐至死”的浪

潮之中，公民道德环境随之恶化。同时，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下，

不明真相的公众不愿接受复杂的论证过程和严谨的逻辑推理，

更愿意相信经过包装的政治谎言，那些明白无误的、简洁明

晰的、绝对式的、带有强烈情绪色彩的言论更能够吸引公众

眼球。

合理引导次生政治舆情，为公民道德建设营造积极向上

的舆论环境

虽然次生政治舆情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不良的影响，但

只要合理引导，是能够促进次生政治舆情与原生政治舆情良

性互动的，也能使其真正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引领公民道德观念，保障次生政治舆情的道德合理性和

价值正当性。如果说原生政治舆情是独立的、内生的、理性的，

那么次生政治舆情就是信念和情感主宰的、主观性的、偶然

性的。这意味着次生政治舆情不免带有主观偏见，可能会在

民意的浪潮中随波逐流，所以说它是“情本位”的政治文化，

是个人信念“抱团取暖”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以正确

的信念、积极的情感引导，促进次生政治舆情和原生政治舆

情良性互动，为公民道德建设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环境。应

当将理想秩序作为次生政治舆情的首要价值，引导自媒体、

新闻网站、社会舆论等媒介正确传播政治舆情，保障次生政

治舆情的道德合理性和价值正当性。

提高公民道德教育的有效性，推动次生政治舆情的法治

化规范化。作为社会政治舆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次生政治舆

情内蕴了公众的情绪表达、个人信念、价值理想等要素，并

且有着广泛的社会参与度。显然，次生政治舆情建设也是影

响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应将自由、民主、理

性等政治价值观融入公共政治建设中，培养

公众的平等意识、公共道德意识和思想

政治觉悟，提升次生政治舆情的道德

合理性、价值公正性和舆论导向性 ；

应加强公共舆论监管体制，用法律制

度规范次生政治舆情传播行为，推动

次生政治舆情的法治化、规范化，将

公共政治舆情转化为推动公民道德教育

的重要力量 ；应明确微信、微博、今日头

条等网络媒体的主体责任，将各种极端的、反

社会的、误导公众的政治舆情屏蔽在传播体系之外。

加强道德环境建设，降低负向次生政治舆情发生的可

能性。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利己主义、享乐主义、

物欲主义等思想文化肆意传播，弱化了公众对主流道德观

念的价值认同。以次生政治舆情培育引领公民道德建设，

应加强公权力运行机制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机制和行政问

责机制，不断减少各种掩盖事实真相、逃避公众监督的现

象发生，从源头上降低负向次生政治舆情发生的可能性 ；

应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开展文明上网实践，培育公众公共

道德意识，提升公众政治参与能力，为次生政治舆情的良

性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作者为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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