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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回顾刚刚过去的 2013 年，观察官、民两
个舆论场发现，以下4个特点格外鲜明：年度
关键词结束了“绝对草根”时代；政务微博

“自媒体”属性真正展现；官民双方在与网络
谣言赛跑中“携手共赢”；党和政府的网络形
象逐步“去脸谱化”，表现出别样魅力。

这些特点都表明，2013 年，官方舆论场
引领舆论的能力正“渐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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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提
示

自媒体
自媒体是指一个普通市民或机构组织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访问网络，通过现代数

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提供并分享他们的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一种途径和即时传播方式。当前，
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已成为网络传播最活跃的主体和新兴舆论场。

“2014就是爱你一世，那就让新闻联播和您一
起传承一生一世的爱和正能量吧！”一向被誉为央视
最严肃节目的《新闻联播》，在2014年第一期玩起了
浪漫。这一不同寻常之举，收获了网民一致赞誉，被
草根网民誉为“满满的都是爱”。

这一转变看似偶然，却并不突兀。因为纵观整
个2013年中国整个舆论平台，“官方无个性”的时代
已悄然结束：

换句话说，靠单向信息输出而引领舆论的方式，
正逐步被官民平等交流所取代；官方摆脱“板起脸说
话”的形式束缚，靠平等、自信与开放等多种“魅力因
素”赢得网民好感，是一条值得探索的新途。

习近平主席的2014新年贺词备受舆论赞扬就
是一例。

据参考消息网报道，有美国媒体分析，这是中国
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引领“魅力攻势”的信号。来自
民间舆论场的反馈同样佐证了此结论：习近平主席
办公室里的生活照，成为当日微博热议话题；去年

12月中青舆情指数显示，习近平主席前往包子铺就
餐，是当月公众“满意度最高的”的新闻，甚至“主席
套餐”也因此热销。

从中规中矩到有血有肉，《新闻联播》的转变也
有迹可循：播报“京城最帅交警”孟昆玉，关注“航母
style”网络走红事件，免费为湖南四兄弟播发寻母
启事……回想2013，近日的“卖萌”总结语，只是其
中一个注脚。

2013年年底，两部爆红网络的视频是另一个注
脚。在一部名为《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短片中，
中国领导人首次以卡通形象在视频网站上现身，
短片以轻松形式比较了多国领导人的产生机制，
截至去年 10 月底，其中文版总播放量已超过 246
万次，英文版被播放10万余次。而《中国共产党与
你一起在路上》视频，用 3 分多钟讲述了一个个朝
气蓬勃的中国梦，被七成网民“点赞”。

在服务信息发布和与网民互动中体现人性关
怀，也成为2013年不少政务微博的新做法。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官微“江宁公安在线”，
在去年以一个区县下属机关之身，赢得了43万多名
粉丝，连续 10 个月保持全国政务微博影响力前 5
名，秘诀正在于“始终将群众广泛关注的信息第一时
间公开发布，确保权威性和时效性”，同时也注重内
容策划，充分运用“卖萌图”和潮语产生影响力。

点开“江宁公安在线”，“那些你不知道的警察故
事”“警犬传说：不靠谱儿警犬小分队”“家庭防盗的
五个误区”“光棍节安全防范指南”等内容，持续被网
友疯转。该微博开通近3年来，共收到转发和评论
计近480万条，平均每天近5000条。

在新媒体带来的话语平权时代下，2014年更受
网民欢迎的官方形象平台会更注重服务性、个性
化。政务微信已“小荷初露”。

中青舆情监测室从腾讯网获悉，截至去年10月
底，经认证的政务微信总数超 3000 个，未来，它们
可能从官民“弱关系”向“强关系”转化，在一对一、个
性化的深度沟通中影响中国。

“接地气才有生气”，有个性好过庸庸碌碌、无存
在感，这是官方舆论场的价值方向。

（本版稿件据新华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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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两个舆论场共振共赢，
官方舆论平台结束“无个性时代”——

年度关键词，承载着国民对过去一年生活的记
忆符号。在 2012 年，这十大关键词可能是北京暴
雨、舌尖上的中国、莫言、江南 style……但在 2013
年，此榜单已悄然发生改变：“中国梦”与“三中全会

《决定》”力压“土豪”“中国大妈”等，成为2013年最
强音。

评出这份榜单的是《新周刊》，微博粉丝超800
万，已连续3年对中国年度关键词做出盘点。2013
年以前，大众记忆曾持续被网络流行词占据，来自政
府的“好声音”最多不过一成。而去年，这一比例一
举占到四成，堪称“官方的逆袭”。

这4个关键词分别是：中国梦、《决定》、废除劳
教和单独二胎。如果说它们有共性，那就是个个都
处在官、民两个舆论场的“交汇点”上。

改变看似寻常，却意味深长。
长期以来，官、民舆论场都呈某种割裂状态：以

传统媒体为主的官方舆论场和以草根媒体、新媒体
为主导的民间舆论场各说各话，而进入2013年，它
们间的“共振”明显增多。

“中国梦”在腾讯网、财经网、《新周刊》乃至《咬文
嚼字》编辑部分别评选的2013十大关键词（流行语）
中，不约而同地位居第一，只是此“共振”的一个注
脚。有媒体评论员这样分析其“成功秘诀”：“新领导
人上任了，得有自己叫得响的口号。这个口号，一方
面要有政治味，另一方面还要有大众味。与以往硬邦
邦的政治口号相比，‘中国梦’同时具备这两种味道。”

官方不再被动，而是主动用承民生、接地气的议
题乃至话语来“打通”两个舆论场，是2013年网络舆

情生态的最大特征之一。
中青舆情监测室梳理的2013年分周微博热点

话题排行也显示，2013年，由官方主动设置议题并
引发民间舆论场热议的话题占比，由年初的平均每
周不足一成（8.1%，两会期间除外）增至约三成

（33.6%）。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到年底
的这段时间，对各项改革举措，官方都在稳步由“习
惯被倒逼”发展为“主动出击”。

在它们平均十几万、几十万甚至数百万的微博
讨论数背后，其实都对应着一个民间舆论场热词。

“无论官与民，谁说的不重要，说什么更重要。”互联
网上信息流通的这则铁律，残酷但公平。

为何这次官方能实现“逆袭”？因为他们在阵痛
期中逐渐摸清，在新的舆论阵地上，“直面民意、内容
为王”才能赢得关注和掌声。

于是我们看到，面对民众强烈的改革诉求，十
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六大目标和时间
表；千呼万唤中，存在了 56 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寿
终正寝”；开启“单独二孩”，让中国人口政策发生重
要转向……改革力度之大，使它们连续两周居日均
热度值第一位，超出微博榜单第二位近6倍；更重要
的是，这些举措看似由官方主导，实则得益于呼应民
间舆论场的关切，实现两个舆论场的良性互动。

如果说互联网是个新议政厅，那么在2013年，
我们初见：“每个人的微选择，都汇聚成改革洪流，最
终，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走向。”

两个舆论场携手做出的选择，稳扎稳打，落子无
悔。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
预测》蓝皮书总结，2013年网络舆情的重要特点之
一是司法案件引发的舆论热点猛增。

薄熙来、李某某、唐慧、曾成杰、夏俊峰、“表哥”、
“房姐”……历数一个个名字，他们或曾身居高位，或
曾辛酸卑微，但都在去年的某一刻成为法庭上的主
角，并成为网络舆论的“暴风眼”。

在这当中，如果让你回想政务微博最“史无前
例”的一个举动，恐怕不少人脑中冒出的第一个词是

“济南中院微博直播薄熙来案庭审”。
去年8月22日至26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连续对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
在新浪微博、人民微博上进行了图文直播。受审者
的级别之高、庭审的透明度之高“出人意料”，在香港
文汇网刊发的“2013海外华媒评选十大中国新闻”
中，这场“世纪庭审”位列第一。

破除司法神秘化思维定式，主动设置议题并及
时提供“重事实，讲证据”的权威信息，此举带动的粉
丝增长，或许令济南中院自己都始料未及。中青舆
情监测室注意到，短短4天内，庭审的微博讨论数翻
了近25倍，@济南中院的微博粉丝数增长了近8倍。

如果说政务微博元年2011年就已到来，那么直
到2013年，它们才真正以微博直播薄熙来案庭审为
标志，在其自媒体属性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自媒体，长期以来似乎与在重大公共话题上“惜
墨如金”的政务微博“无缘”，仅是意见领袖和普通网
民的代称。而在武汉大学教授、新媒体专家沈阳看
来，济南中院直播薄熙来案的标志性意义，在于“微
博直播致信息主导权转移到政务微博，政府机构面
对重大热点事件‘直接发声’，必然能够减少信息变
异误差、提升信息传播精准度、压缩不实信息传播空
间。”

于是2013年，第一批政务微博开始华丽变身：
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自媒体继续引领舆论，而且不
再靠被动回应或“一问一答”，而是靠主动、自发地持
续播报来赢得粉丝。

薄熙来案直播不是政务微博自媒体之路的开
始。早在2013年6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对王
书金案两次庭审进行了微博直播，51条微博，单条
最多转发数超过 7000 次，诠释了政务微博的自媒
体之路春潮涌动。薄熙来案庭审直播之后，据《人民
日报》报道，全国至少有17个省已开展了庭审微博
直播工作，法院通过网络发布庭审相关情况“渐成常
态”。去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院开通官微，连发 10
条微博并公布《刑事裁定书》全文，详解曾成杰案，为
其赢得超过83万名粉丝。

转型之路，政法微博已走在前列，预计2014年
会有更多“追随者”加入这一阳光矩阵。

网络大V薛蛮子、“秦火火”等一批“意见领袖”
走下神坛，冀中星、陈水总选择以个体暴力的方式自
我表达。回望2013年，这两类看似毫不相干的人，
一个纽带却把他们连在一起——在微博平台上，他
们曾处于话语权“强”与“弱”的两极。

在薛蛮子因涉嫌嫖宿被拘前，其新浪微博粉丝
已超过1000万，单条微博转发数动辄上千；而冀中
星在事发前，也曾用微博“讨公道”，但9条微博的转
发数均为零；陈水总曾在微博上陈情冤屈，但在纵火
前的那一刻，没有任何微博被大V转发。

而2013年8月以后，这种强弱两极化的情况在
微博平台上悄然改变。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中央对网络谣言的清
理让微博对公共议题的兴趣骤减，“大 V 退场后，
一片萧条”。但中青舆情监测室数据显示，伴随着
少数大V“退场”，真正话语平权初步显现——草根
网民开始成为新一波网络话题的引领者，政务微博
也“异军突起”，成为平衡网络社会话语权的重要新
生力量。

中青舆情监测室对去年6月至7月、8月至9月
两个时段，每月排名前25位的微博热门话题分别监
测后发现，在话题引领者中，和6月至7月相比，大V
的比例从 40%大幅降低至 24.8%，从原来最主要的
话题引领者降至第三位，普通网民的比例则从
22.4%大幅增加至36%，成为引领热门话题的最主要
群体。与此同时，专业微博和政务微博所占比例虽
然绝对值仍不高，但增速很快。其中，专业微博增加
133%，政务微博则增加100%。

在一个良性的网络社会环境里，本就应该由不
同群体引领不同话题。只有各个群体均衡发声，网
络社会这张网才更健康。

在净化网络社会环境的同时，政务微博乘势而
进，表现抢眼，逐步走入网络社会信息供应的“中央

球场”。
2013 年，政务微博的数量首先在“逆境”中井

喷：来自新浪、腾讯两大微博平台的数据显示，2013
年年底，新浪平台上的政务微博超过10万个，相比
上年增长率超过60%，77个中央部委初步形成了政
务微博“国家队”；在腾讯，2013年政务微博总量达
16万个，比2012年翻了一番，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在
内的47个部委微博同样构成“国家队”序列。

中青舆情监测室发现，政务微博所发布的信息
得到了更多网民的关注和回应。

在去年6月至7月和8月至9月两个时间段，监
测室根据转发数，排列了由政务微博原创的最热门
的前 50 条微博，统计发现，8 月至 9 月排名前 50 的
政务微博转发总数，较6月至7月增加了43.58%，评
论总数增加了18.91%。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新媒体蓝皮书》披露，
在 2012 年微博热点事件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
1/3。而在 2013 年，普通网民、中 V、政务微博已开
始携手与谣言“赛跑”——政务微博直接面对普通网
民“发声”的情况，极大压缩了谣言空间。

比如在雅安地震中，“@雅安市政务服务中心”
账号及时普及地震救生常识，对澄清各种不实传言
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余姚水灾面前，有网民在微信、
微博上散布“水库即将倒塌”等言论，“@姚江先锋”
账号获悉后，及时向水利部门进行核实，广播真实信
息，有效遏制了谣言的扩散。

在有关专家看来，遏制谣言的最好武器莫过于：
在应对突发事件、热点舆情时，政务微博能够发布权
威信息，迅速澄清事实，遏制谣言传播，有效安抚民
众情绪。

“借力微博，党和政府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夺回了
互联网上的麦克风，夺回了一些突发事件和敏感议题
的话语权。”《2013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这样写道。

官、民两个舆论场的共振在增多

微博直播让官微真正成为“自媒体”

与谣言“赛跑”让官、民舆论场共赢

新闻联播“卖萌”标志官方“无个性时代”结束

2014年元旦晚上的《新闻联播》最后播放了一段全国各地新年日出景象的风光片，主播康辉的
画外音适时响起：“朋友们都在说，2013就是爱你一生，2014就是爱你一世，那就让新闻联播和您一
起传承一生一世的爱和正能量吧！”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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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官方微博（网络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