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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其事件发生的紧迫性、影响范围大、造成损害后果严重等特点引起了公

众的广泛关注。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迭和媒介环境的变化，舆论格局也呈现出新的特征，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对我国政府、媒体而言更是举步维艰。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疫情的突然爆发，对我国政府、媒体而言在危机状态下的舆论引导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因此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建立健全的舆论引导机制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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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have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the public due to their urgency, 

large impact range and serious damage consequences. With the constant change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media environment, the pattern of public opinion also presents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on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s even more difficult for our government and media. 

During the 2020 COVID-19 epidemic, the sudden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is a major test for China's 

government and media to guide public opinion in a state of crisi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ou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mechanism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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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事发突然难以预料、影响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危及人们的财产

和生命安全且对社会影响极大的事件。从 2003 年抗击非典到 2020 年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这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应对风险挑战以及在危机状态下的舆论引导而言是一次重大的考验。而

舆论作为民意的集中表达，是社会思想观念和各种意识形态聚集的集中反映，如果引导不当则会

使公众陷入一片慌乱之中，加剧社会的不稳定性。因此，只有把握新媒介环境下舆论环境变化的

新特点，立足我国国情，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和“民本”底线思维，将群众的惶恐不安和心

理诉求转换为凝心聚力的强大精神力量，才能克服困难、转危为安。 

一、新媒介环境下舆论格局的新特征 

（一）传统媒体话语权旁落，传播主体多元化 

过去的传统媒体时代，人们的信息来源渠道单一，传统的报刊、电视是大多人获取信息的主

要来源和渠道。人们在选择信息时是相当被动的，只能选择“看”或“不看”，而无法通过自身

来选择信息内容，因此在传统的舆论引导过程中，政府及官方主流媒体的话语权较大，他们不仅

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媒体定位来发布信息，还能有效控制舆论走向。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迭，

技术赋权让任何用户在平台上有了信息发布权，改变了过去由传统媒体“一家独大”的舆论格局，

人人成为信息发布者，传播方式也由此从“一对多”变成了“多对多”。传播主体多元化消解了

传统媒体权威，从而导致其话语权旁落。 

（二）热点议题应接不暇，舆论环境更加复杂 

技术赋权使得“人人都是媒体”，再加上社交媒体的发展，用户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

过平台发布内容。因此，相较于传统媒体占据主导地位时期，在新媒介环境下舆论环境变得更加

复杂，众生喧哗消解了主流媒体权威，再加上各种热点议题频发充斥着网络平台，传统媒体在第

一时间引导舆论被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舆论引导的速度跟不上热点议题的更新速度。其次，如

果遇到突发事件，因其本身敏感度就高、影响范围大，人们的不安情绪会促使受众对事态的变化

及发展时刻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如果没有政府和官方媒体的及时引导，各种热点议题会持续发

酵，舆论环境复杂多变。 

二、新媒介环境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的困境 

（一）公信力下降，政府易陷入“塔西佗陷阱” 

在重大突发卫生事件面前，公众情绪恐慌，如果没有官方第一时间发布的权威信息，公众极

易陷入混乱的舆论漩涡当中，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在网络新媒体时代，一些新媒体平台异军

突起，在重大事件尤其是突发性事件当中，率先传递信息、发布内容的不再是记者而是事件发生

的主人公、参与者等。其次，根据卡茨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即把受众成员看做有着特定“需



求”的个人，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个

人会根据“使用”媒介的“满足”程度来改变自己的媒介印象，从而改变自己对这一媒介的期待。

于欢案中就出现了“毛驴怼大巴”一事，致使官方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大大降低。一旦相关部

门和媒体陷入“塔西佗陷阱”，那么在突发事件当中，舆论引导难度便会不断被加大。 

（二）众声喧哗，舆论引导共识难以形塑 

自媒体的兴起，“新闻搭车”效应导致网络舆论表达的多元化，自媒体不像官方主流媒体，

把关不严且信息发布审核机制相对匮乏。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人们会基于自身需要通过“蹭热

度”的方式从而实现“搭车”的目的，使得众生喧哗越来越成为常态化。这种多元化表达，一方

面有利于公众在平台上表达自己的诉求，但另一方面也必然带来两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人们观点

不一，各种观点和意愿相互碰撞，如果此时缺乏官方媒体的舆论引导，会不断恶化舆论环境。新

媒介环境下，众生喧哗使共识难以达成。 

（三）信息公开程度低，流言谣言满天下 

根据流言流通量公式 R=I*A*U，公众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关联程度高，与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和切身利益相关，在这种环境下，公众个人恐惧和慌乱情绪增加，而此时如果政府信息发布渠

道不畅通，公众的信任感缺失，就加剧了环境的不稳定性。在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华

网官方微博“新华视点”发布了一则“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消息，一度引发了各

大媒体纷纷转发，从而导致公民疯狂抢购药物，再加上当时官方信息发布不到位，各种谣言滋生，

公众情绪又处于慌乱和紧张当中，连一些与双黄连相关的药物也被群众哄抢。因此，如果缺乏官

方权威消息的及时发布以及信息的公开透明，滋生流言谣言的土壤也会更加肥沃。 

（四）媒体深度融合，谣言治理难度加大 

新媒介环境下，各种类型的传播形式相结合，加强了媒介的深度融合。信息发布者与用户个

人、各媒体平台间相互影响不断加深，从而实现信息内容的叠加和强化。尤其在“两微一端”、

知乎、抖音快手等平台，信息通常不经授权，不需要标注原创消息源就可转发，再加上人际传播，

线上线下双渠道传播，使得内容源头难以寻找，其真实性考证难度加大，各种谣言、虚假信息的

治理举步维艰。 

三、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机制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环境难以把控，如果能将舆论生态引导到一个积极良好的方面，

则有利于快速转为危机、化险为夷。因此，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过程当中，需要总结经

验、把握事件发生的规律和特点，构建强大的舆论引导机制，以此来提升政府在重大风险挑战面

前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提升公众的社会信任感。 



（一）建立舆情研判监测预警机制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通常是危机的爆发形态，建立一个强大的预警机制便成为公众应对风险的

基础工作和预防措施。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不断加强，一件微小的

事情很可能因为“蝴蝶效应”不断被放大发酵，这就要求我们要提前建立一个应对风险挑战的预

警机制，这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关键和前提，在事件舆情发酵之前有先见之明，做好相应的防护措

施和应对策略。拉斯韦尔提出大众传播有环境监测功能，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当中，媒体要

利用好自身的环境监测功能，及时监控、了解、把握环境的变化，尤其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更

应时刻关注网络舆情动向、发展态势，并且根据党和国家在第一时间的下达的决策、文件、方针

路线随时调整战略，把舆论引导到一个积极良好的方面。其次，政府、媒体应提升研判能力，对

可能发生的情况和风险危机要尽早做好监测和评估，未雨绸缪。健全的舆情预警监测机制有利于

政府和媒体化“被动”为“主动”，更好地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导权，提升对风险挑战的应对和控

制能力。 

（二）建立负责有效的新闻发布机制 

1.率先发声，占领舆论的制高点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及时有效地处理事件一般遵循“黄金两小时”原则。事件一旦

发生，政府要迅速了解事件状况、性质、进展、以及发生的来龙去脉等，集中力量调动一切资源

力量处置突发事件。其次，新闻媒体是社会的“瞭望塔”，政府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要利

用媒体率先发声，将最新的真实的情况和处理动态告知公众。网络新媒体时代，新闻发布的“实

时性”变成了“即时性”，这对媒体抢占先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突发事件面前，媒体可将一

次性的终端报道变为分阶段的追踪报道，在网络上实时更新最新动态，从而在第一时间抢占舆论

先机，以权威性的信息发布和观点表达，引导公众的理性讨论。 

2.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有利于提升政府权威 

从 2003 年非典之后，我国政府开始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政府召开

了不少新闻发布会，不仅会主动设置议题，引导公众对热点事件议题的聚焦，及时更新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发展动态，而且还会邀请一些专家、医生对疫情防控知识进行讲解和普及，为公

众释疑解惑。其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有利于回应舆论，从而形成一个“正反馈”，例如上海市新

闻发言人尹欣，她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提出一种实行村委会、居委会、指

定药店购买口罩等措施的供应模式，并且表示要通过“复工”加大口罩生产和国际上的采购问题，

从“口罩”问题入手直接回应公众关切，有利于缓解公众在疫情期间的焦灼和恐慌情绪。除此之

外，还有张文宏医生，被称为疫情期间的“金句专家”，他以对话的姿态回应社会关切，在官方



与公众之间起着一个重要的桥梁作用。 

但是，有的新闻发布会上会频频出现失误，如发言人敷衍了事，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不彻

底，从而产生一系列的负面舆论。因此，新闻发言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强与公众的双向

沟通，将准确、可靠的官方信息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而并非敷衍应对。如 “天津港爆炸”事件

中，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共举行了十四次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发言人面对记者的提问多次出现“回

头核实”、“暂未统计”等情况，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三）建立多方协调联动机制  

1.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医务工作者和广大干部群众

中引发强烈反响。他表示，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

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党

中央和政府始终秉持“人民至上”原则，尽最大可能挽回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一方面，党和政

府要善于利用媒体，在报道事件和舆论引导过程中，要注意反映、了解人民群众呼声，及时下达

党和政府的政策和方针，让人民群众了解党和政府的关切，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汇聚起强大的

力量；另一方面，媒体在报道中要注重人文关怀，在疫情期间，一些媒体在微博上报道了大量的

感人事迹，如“最美骑行者”甘如意、奔赴一线的钟南山院士、负重前行的民警陈德春等等，用

一个个暖心的故事传递人间正能量，以温情感染受众，安抚群众情绪。 

2.媒体：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双管齐下 

（1）要发挥好主流媒体的“压舱石”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也是人民的事业。做党、政府和人民的

耳目喉舌，是我国新闻事业的根本性质，也是对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然而，我国在国际舆论场

中的话语权仍然较弱，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益复杂、尖锐，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外国媒

体恶意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和“武汉病毒”，忽略了中国在全球抗疫中做出的巨大贡献，

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的处理。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我国的主流媒体必须要牢牢地把握住立场，坚守意识形态阵

地，在信息传播、宣传、突发事件引导中要充分发挥“压舱石”的作用，以真实的内容、详实的

数据、鲜活的语言弘扬主旋律。突发事件波及范围广，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密切，媒体要加

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和联系，及时贯彻党中央下达的指令和方针政策，在第一时间传递给人民群

众，加强有关政策措施的宣传解读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主流媒体绝不能失语、误语，

要率先发声，打好“引导第一牌”。  



（2）科学规划议程设置 

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

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

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媒体的舆论引导仍然离不开议程设置。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人们切身利益关系密切，容易在网络上发酵形成热点，一旦热点扎

堆，会导致舆论失焦。媒体可在舆论发生之初就及时根据公众关注的焦点设置议程，并且选择合

适的方式进行报道，引导舆论向核心议题深入，防止舆论失焦。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电视

节目可以适时推出“疫情防控专题节目”来普及疫情防治的知识。此外，传统媒体较网络媒体更

具客观性和专业度，在网络媒体环境下更容易激发谣言的传播，传统媒体是辟谣的可靠方式之一。

在谣言开始时，运用短消息、新闻报道等形式及时进行疏导，与谣言拼时间、比速度，随后及时

还原事件原貌，采用评论、深度报道等方式遏制谣言的进一步传播。 

（3）重视对自媒体的利用，构建强大的传播矩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对舆论导向问题提出，不论什么新闻媒体类型、

新闻产品种类和报道的呈现方式都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媒介环境下，自媒体信息传播及时，

这为用户快速获取信息提供了便利，自媒体的兴起不断消解了官方主流权威，并且与官方主流媒

体在互联网上争夺舆论主导权。一方面传统媒体如果在新媒体平台开疆拓土，可以扩大其影响力，

另一方面，自媒体平台发布重要的新闻信息如果有主流媒体发声和支持，这样便能提升其权威性，

增强用户粘性。由此可见，自媒体和传统媒体两者只有相辅相成、加强融合，才有利于舆论引导。

自媒体要当主流媒体的帮手，做好补充工作，构建强大的传播矩阵。 

（4）发挥自媒体平台的“把关人”角色 

自媒体平台方要做好门户网站“把关人”，建立健全的辟谣机制。平台可利用技术加持，加

大对技术的资金投入，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及区块链技术加强审核，及时删除、屏蔽谣言和劣质

内容，对发布人予以警告或禁号处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学健康类谣言和引起公众恐慌、

危害社会秩序稳定的不良信息层出不穷，不少平台对此建立了辟谣平台。例如 “微信辟谣助手”、

公众号丁香医生的辟谣专栏、腾讯的“较真查证”等，这些平台发布的内容较权威可靠，也获得

了大批受众的信任。但由于微信朋友圈相较于微博更封闭，公众大多只能通过人际传播、好友推

荐才能了解更多的信息，所以各平台各自为政建立网络辟谣账号已显得收效甚微，公众也无法对

各平台的信息一一关注。因此，应由政府牵头，自媒体平台通力合作，建立一套官方统一的系统

辟谣平台，共同治理谣言。 

（5）自媒体从业者应坚守新闻职业道德，不散播谣言 



技术赋权降低了信息发布的门槛，使得“沉默的大多数”转变为“人人都有麦克风”，打破

了传统媒体在危机信息传播时一家独大主导舆论的格局。然而近年来自媒体乱象丛生，发布虚假

新闻、散播谣言、一味地满足受众追求刺激、猎奇的心理而没有底线地发布“三俗化”内容的现

象层出不穷。例如咪蒙忽视公共利益，往往会用煽情、夸张等手法撰写一些低俗、猎奇、虚假的

内容以激起人们负面情绪，违背了基本的职业道德，不仅会消解主流价值观，甚至出现劣币驱逐

良币的现象。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就要求我们的自媒体从业者在为受众提供信息的同时，不能

违背基本的职业道德，坚守新闻的真实性原则。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自媒体平台并不是无

所作为，也不代表可以任意妄为，而是在任何时候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新闻职业道德。 

3.公众：应提升媒介素养，保持理性 

媒介素养影响人们对信息认知、判断、评价和使用能力。互联网信息内容过载，各类信息鱼

龙混杂、泥沙俱下。如果公众素养不足，则在内容甄别和选择中会更加困难。如在我们的微信群

当中，很多不实消息带来的认知上的偏差都是以讹传讹造成的，受众媒介素养不高，虚假信息的

传播也由此多了一种“再次传播”的可能。因此，我国要加强对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可通过活

跃在网络的意见领袖、主流媒体引导、社会教育机构等多种方式共同来提升受众对信息的甄别和

批判、免疫能力。同时在任何情况下，对于网络上纷繁复杂的信息，个人都要始终保持理性思维，

多源求证信息。 

（四）加强法律体系保障机制 

新媒介环境下，舆论引导困难重重，因此必须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让新媒体的信息传播在

法律规范的制度体系下合理运行。一是要加强对新媒体平台的监管以及行业自律；二是要加大惩

处力度，严格打击网络散播谣言行为。2019年 12月 2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网络

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为进一步净化网络空间环境保驾护航。2020 年春节，疫情突如其来，

市民们人心惶惶纷纷闭门在家，然而不少自媒体用户在网络上散播谣言，甚至有公众个人在朋友

圈发布不实消息，更是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突发事件面前，谣言留言

满天下，对此我国应加大惩处力度，严格监管自媒体平台和网民个人，对一些违规内容和不实消

息进行严厉查处，以净化网络环境。 

（五）打造新型“意见领袖” 

在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仍然活跃在互联网各个角落，这些意见领袖粉丝

基数庞大，在既定的群体范围内拥有一定的话语优势，他们在网上的言行、举动都会影响群体内

的各个成员，有时甚至会超过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意见领袖就是发布信息

和舆论酝酿的始发地，甚至会影响舆论走向。政府及主流媒体应有针对性地打造一批新型“意见



领袖”，可以通过名人、权威专家、网络大 V 等在其网络账号上发表观点和言论来协助媒体引导

舆论，充分发挥其优势作用，让他们替政府和主流媒体发声，建立庞大的粉丝群。 

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凤凰网推出的《暖暖的中国》节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最后

一期，主讲人陈铭作为一个有着较大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倾情演讲《我来》，讲述了火神山医院建

立的过程以及背后涌现的一系列感人事迹，向人们展现了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还有一些媒体如

央视新闻通过采访钟南山院士、张文宏医生，将他们的第一手采访信息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发布到

新媒体平台，不仅有利于引导舆论，而且还缓解了公众的焦灼情绪。 

四、结语 

新媒介环境下，舆论环境复杂多变，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不论是对政府还是媒体而

言舆论引导举步维艰。总而言之，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由于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在多种因素

的影响下容易滋生网络谣言，并在网络空间不断蔓延，衍生各种“次生灾害”。因此在舆论引导

的过程中，要多管齐下、同声共振，注意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机，坚持适度引导，构建一个以政

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舆论引导机制和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形成舆论引导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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