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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tories焦点问题︱

自 21 世纪初期以来，计算机技术的飞速革新深刻影

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目前，“互联网”这一新时代的科

技产物已经覆盖到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当传统

媒体遇到“互联网＋”时，新媒体的时代便“应运而生”，

数字化技术改变着大众的日常交流传播的方式和获取信息

的渠道手段。无论国际政治时事、社会热点新闻还是文化

现象、艺术娱乐，新媒体都能做到“先声夺人”，传播方

式迅速多样，且渗透到各个阶层，对于不同的群体、国家

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新媒体时代下的传播本质

关于“新媒体”的定义，美国杂志《连线》所作出

的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事实上，所谓的新媒

体，更多的是一种泛指概念，一种传播沟通的环境；是指

除了报纸、广播、电视、户外四大传统媒体外，以互联网

为介质，以手机、电脑等作为终端媒介向大众进行信息传

播和提供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因此，新媒体也被定义为

“第五媒体”。根据传播学研究的创始人威尔伯·施拉姆

的定义，“媒体”一词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指的是信息

传递所借助的具体媒介，如电视，杂志等；第二层是指信

息发布的机构。

但是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媒介更加依靠技术的手

段达到更快、更广泛、更有效的传播，这种传播慢慢从内

容性转变为技术性，因此新媒体也就不再属于某一类的具

体媒体机构，而是新的信息载体。

过去，传统媒体在发布信息或者舆论时往往都是单

向静态传播，即受众无法反馈个人的意愿和反映，只能被

动的接受信息的传递。所有的媒介内容、传播方式以及输

出的时长都掌握在传统媒体的发布人手中。当新媒体在社

会上的角色越来越趋于成熟时，信息发布的权利落到了每

个受众的手中，形成双向传播形式；受众可以反馈意愿，

话语权下，每个网民手中部握着一个发声的话筒，同时也

能将身边新闻及时有效地传播给他人，人人都是自媒体。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完善，新媒体传播的方式

更是多种多样，比如在微博上，人们隐去现实生活中的身

份，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地位，都用平视的视角相互交流，

人们之间距离被拉近，差距缩小。微信平台更是自媒体的

发声利器。客户终端的评论区，经常成为舆论新闻观点的

曝光台。当然传媒平台的多样性也带来了一把“双刃剑”，

受众在享受急速自由的信息交流互换时，也会社会带来一

定的风险和隐患。

二、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舆论

（一）网络舆论的内涵

随着近几年互联网及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媒体得

到了大力发展和广泛的应用，由此产生了崭新的舆论类

别——网络舆论。网络舆论属于社会舆论的一部分，它是

以网络为载体的一种新型的舆论方式，对社会热点、新闻

事件等进行表达的集合。网络媒体产生的舆论所呈现出来

的便捷、及时、广泛的特征是电视媒体这样的传统媒体无

法替代的。

在网络传播中，并不是所有的话题都可以成为热点，

电视新闻舆论基于新媒体时代下的新型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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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网络成为我国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新媒体时代的
到来，让更多民众能够参与到社会舆论中来，为社会建设献言献策。但新媒体时代下由于约束难度加大，
给舆论带来巨大的压力，不利于社会舆论的正向引导，由此也对电视新闻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新的挑
战。文章在分析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本质后，系统分析了电视新闻舆论引导工作面临的挑战，由此发挥
电视新闻在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和助推社会发展过程中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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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关注点往往只会集中在某些特定事件上，因此对于

网络舆论内容的精准分类，有助于网络舆论涵义的阐释。

（二）网络舆论的特征

1. 多样性

网络舆论的多样性首先体现在话题讨论的内容上。

网络作为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全球性的新闻和重大事件都

能在极短时间内传播到世界各地。互联网又是观念自由 -

资源共享平台，所以网络舆论囊括了各种具体细节，网民

在互联网上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

2. 多元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不

断的改变。站在不同的角度、阶层、社会关系中看待相同

问题，却有着不同的看法。网络舆论相对传统舆论方式更

加自由，资源共享的传播方式大幅提高了大众的地位，再

受制于网络舆论通常是匿名的，因此网络上的意见或讨论

就表现出了多元性。

3. 迅速性

网络舆论形成速度很快，这跟传播媒介是分不开的。

网络的速度在不断提升，信息技术一直在突飞猛进，这些

都是互联网发展的催化剂，进一步加快网络舆论形成速度。

网友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清楚了解到事件的前因后果，并

通过软件分享给更多的人。

4. 广泛性

网络舆论的多样性其一是因为处在丰富的网络空间

中，只需要一部手机，你可以关注热门话题，也可以参与

讨论、了解他人的想法、发表自己的观点、参与热烈的讨

论。同时广泛性还问表现在参与人数多、内容丰富等。

三、新媒体下电视新闻舆论引导面临的
挑战

（一）去中心化造成舆论控制力弱

新媒体在当下环境中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传统电视

新闻单一“中心化”的信源控制、议题设置、舆论引导地

位，而是赋予了其它新闻网站、视频平台乃至于海量的自

媒体渠道以采集、传播和助推信息事件的“手段”和“能

力”。这逐步弱化乃至于消解了电视新闻设置和引导舆论

的中心化角色，甚至与新媒体信息源丰富、传播速度快、

互动效应强方面的优势相比，电视新闻显然受制于线索、

采写、编辑、制作与传播的限制，造成信息传播速度慢与

实效性差的问题，继而无法在舆论生成与引导过程中抢占

先机。这必然带来电视新闻被动发现舆情线索与被动跟随

舆情走势的问题，弱化了其对整个舆论事件的引导与控制

能力，促使新媒体成为舆论生成与演化的主要平台和渠道。

在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舆论在引导方面需要面对这一

严峻的挑战。

（二）单一传播造成话语声量有限

从本质上来说，舆论也即是一个“信息声量”的概

念，是其区别于小范围内传播的普通信息的一个主要特征。

新媒体之所以能够设置舆论议题并迅速催生庞大的舆论事

件，主要得益于特定信息的“引爆因子”，能够在微博、

微信、QQ、公众号、抖音、BBS 论坛甚至是新浪、百度、

腾讯之类的信息平台中，通过网民或者是特定新闻单位的

主动链接、分享、转发、讨论活动，促使信息呈现出 1 到

10、10 到 100、100 到 1000……病毒裂变的“网状”传

播模式，瞬间引爆新媒体，产生庞大的信息声量。而电视

新闻节目往往局限于单一电视媒体或者是同步网络电视频

道的固定时间点和有限传播频次，与网络空间海量平台、

大众传播相比，显然无法形成有效的“信息声量”，最终

必然会湮没于网络信息之中，从而也就无法产生应有的引

导舆论的功能。

（三）观众分流导致舆论影响降低

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舆论引导工作还面临着媒体

属性差所带来的观众流失严重的挑战。与网络媒体互动性

强、传播速度快、内容可选择性便捷的优势相比，电视媒

体主要是单向传播，内容选择性差，且限制观看时间和地

点，对于注重时效性的电视新闻节目来说，显然无法为观

众带来更好地的观看体验，最终致使大众抛弃传统媒体。

这在根本上决定了电视新闻在监测和引导舆论过程中处于

弱势地位，无法吸引并维持足够数量的观众群，也就不能

形成良好的舆论引导效果。电视新闻作为党政机关领导下

的官方媒体信息传播渠道，在整个社会中承担着环境监测、

解释与规定、社会化教育、提供娱乐的主体任务，直接影

响到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从而对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发

展造成影响。这充分突显出了电视新闻在面临诸多挑战的

情况下积极创新传播理念与传播机制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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