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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问题与治理策略
金兰婷

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541006；

摘要：在突发公共危机中，网络舆情的快速演化对现有的舆情治理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本文以公共危机事件为

例，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结合网络舆情的全生命周期，探索主体行为决策的演化路径，以期揭示网络舆情的演化

问题与治理策略。研究发现，当前治理体系在面对网络舆情时暴露出诸多问题，结合网络舆情在突发公共危机中

的演化规律，主要存在三大演化问题：（1）形成阶段：相对信息匮乏下的谣言蔓延；（2）发展阶段：网络言论

规制中的“罗生门”；（3）消亡阶段：现实社会问题的镜像映射。因此，政府应制定三种治理策略：（1）透明

化构建与谣言防控的双重机制；（2）规制标准的明确与平台自律的强化；（3）从现实映射到多元合作的协同治

理。本文提出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应予提升治理能力，且关键在于实现和公众的良性互动，从而为互联网下公共危

机治理的创新提供科学依据与实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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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

平和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

理效能”
[1]
。随着信息技术持续进步，我国互联网普及

率快速攀升。据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截至 2023年 12 月，网民规模达 10.92亿，普

及率为 77.5%
[2]
。当前，中国已构建起先进数字化社会

体系，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

信息社会中，微博等社交平台成为民众传播信息的

关键阵地，形成复杂舆情生态，给政府带来挑战。自媒

体兴起拓宽传播渠道，但也可能扩散不实信息与极端观

点，加剧舆情复杂性，威胁公共危机管理及社会稳定与

经济发展。公共危机在现代化进程中已常态化，网络多

因素促使信息形成舆情，增加政府压力。网络空间传播

力强，自媒体恶意助推使舆情扩大变异，防控难度加大。

误判误导还会引发社会恐慌，加速恶性演变，危及社会

安定与经济发展。针对网络舆情恶性演化问题，本文基

于复杂系统理论，聚焦公共危机网络舆情演化，结合全

生命周期探索主体行为决策路径，为政府舆情治理提供

依据，助力治理体系完善。

2 理论基础

2.1 文献综述

在突发公共危机管理领域，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网

络舆情的生成、传播和演化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可以

归纳出三类研究方向。在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研究取

得了显著成果。墨玉
[3]
深入分析了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

的网络舆情治理问题，并提出了理论模型来解释网络舆

情的发生机制。孙菲
[4]
从公共危机治理的角度出发，通

过调查和数据分析揭示了现有舆情引导体系中存在的

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并提出了解决措施。徐晓日和刘丹

琳
[5]
利用 CiteSpace和 VosViewer分析工具，对我国突

发公共事件舆情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与演进趋势进行

了可视化分析，指出了研究的不均衡性和未来发展方向
[6]
。在技术应用方面，研究多与突发事件、政府治理相

关，学者们结合国情，从网络舆情的监测分析、态势研

判、应对导控、危机预警等理论和方法上展开研究
[7]
。

李明德等指出，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网络舆情

治理工作提供了全新的信息资源、技术手段和治理范式，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网络舆情治理的全面化、自动化、

科学化、精准化和个性化，增强了网络舆情治理的效能
[8]
。同时，也存在算法呈现舆情与真实社会民意存在偏

差、舆情预测干涉和情绪分析复杂性导致舆情误判等问

题
[8]
。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方面，周春霞

[9]
利用

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分析了国内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现

状，指出了研究的热点和发展方向，强调了多元主体合

作在网络舆情治理中的必要性。粟路军和冯姗
[10]
通过双

案例研究法，构建了公共危机信息响应模式对公众应对

行为的影响机制，丰富了危机沟通理论，揭示了信息供

给与公众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任宗哲和李笑宇
[11]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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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演进、问题与优化路径，提出了

推进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建议，强调了多元主体在

治理体系中的作用。

2.2 框架建构

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控制凸

显了主体行为的复杂多样性，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复杂网

络系统。
[12]
其中真实与虚假信息混杂，形成“信息迷雾”，

影响网民情绪和行动。此系统展现非线性、动态性、自

组织性和涌现性等复杂系统特征，主体间的互动与反馈

推动舆情不断演化。从复杂系统理论看，系统内主体互

动展现自组织特性，塑造适应性系统结构
[13]
。政府部门、

新媒体平台、官方媒体和网民是此系统的关键参与者。

政府部门发布权威信息、采取监管措施；新媒体平台影

响舆情走向；官方媒体提供理性视角；网民则直接塑造

舆情氛围。舆情演化经历形成、发展、高潮和消亡四阶

段，每阶段都伴随主体间的博弈与策略选择。政府部门

需迅速介入打破“信息迷雾”，加强监管引导，果断回

应公众关切，并在消亡期保持警惕。基于复杂系统理论，

构建网络舆情演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博弈分析与战略模

型来探讨各主体在不同阶段的策略选择及其相互影响。

3 突发公共危机中网络舆情的演化问题

网络舆论是网民通过网络媒体表达的观点、情绪和

态度的集合，突发公共事件因其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易导

致舆论生态失衡，伴随互联网产生新型舆情难题。为应

对这些挑战，需剖析舆情机理，构建科学高效的治理体

系。网络舆情演化可分为形成、发展和消亡三个阶段。

3.1 形成阶段：相对信息匮乏下的谣言蔓延

在网络舆情的形成阶段，网民围绕公共危机事件迅

速汇聚，表达态度、观点和言论，展现出强烈的发散性

和初步的组织性。然而，此时信息总量虽大，但有效、

可靠信息却相对稀缺，形成信息匮乏状态。网民在信息

海洋中难以分辨真伪，容易陷入“信息迷雾”
[14]
。在公

共危机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滋生与蔓延是相对信息匮乏

的直接体现。从非典时期的食盐谣言，到暴雨中的虚假

灾情，再到新冠疫情期间的各类不实信息，均因信息传

播速度远超网民的阅读、辨别及反应速度，使得信息筛

选难度加大。前互联网时代，信息经过筛选，质量较高；

而互联网时代，信息生产与流动模式转变为“即时发布，

后续过滤”，发声主体和渠道多元化，普通网民难以获

取有用信息，常因缺乏辨别能力而陷入困境。网络谣言

的数量、精密度及复杂度不断上升，进一步加剧了网民

辨识信息真伪的难度，导致社会恐慌加剧，增加了公共

危机治理的难度。

3.2 发展阶段：网络言论规制中的“罗生门”

在网络舆情的发展阶段，网民易形成共识，产生强

烈情感共鸣和行动意愿。此时，“罗生门”现象显著，

线上出现“人肉搜索”、网络恶意攻击等侵犯隐私、扰

乱秩序的行为，线下则可能出现如“厦门反 PX 事件”、

“河北天主教事件”等实际的社会行动。中国网络言论

规制体系虽重要，但面临挑战。由于信息量大、内容庞

杂，多采用机器自动管理或屏蔽关键词，缺乏透明度，

易引发网民质疑。网络删帖作为治理手段常受质疑，反

而加剧网民疑虑和不满，使问题复杂化，加剧“罗生门”

现象。“罗生门”现象不仅损害网络言论规制公信力，

也影响社会稳定和谐。它降低网民对官方信息的信任度，

加剧社会不信任感。同时，信息不透明和缺失导致网民

依据想象和猜测填补空白，进一步加剧舆论复杂性和不

确定性，增加了公共危机治理的难度。

3.3 消亡阶段：现实社会问题的镜像映射

在网络舆情消亡阶段，政府的有效介入和科学引导

至关重要。高效应对公共危机并主动引导网络群体，可

管理网络行为，舒缓紧张局势。若引导不力，舆情消散

缓慢，将损害政府公信力，累积风险。网络舆情是现实

社会问题的镜像，解决网络舆情的关键在于解决现实社

会问题，特别是民生议题。线下民意诉求长期未回应，

网络空间成情绪宣泄出口。政府与民众沟通机制缺失导

致舆情误解与隔阂，加剧负面情绪与错误解读。网络空

间集体意识形成，加剧舆情复杂性与治理难度。线上情

绪极端化与线下问题交织，加速危机转化风险。随着网

络治理有效开展，网民心态渐趋冷静理性，认同主流价

值，愿参与正义发声
[15]
。因此，网络舆情的消亡阶段是

对现实社会问题治理成效的检验，需政府积极介入，科

学引导，以实现舆情平稳消散和社会和谐稳定。

4 突发公共危机中网络舆情的治理策略

互联网时代下的危机管理面临复杂多变、透明度高

等挑战，网络媒介加速了信息传播，易引发广泛的网络

舆情危机。为应对这一挑战，政府需引领构建多元共治

框架，通过立法、制度、文化、技术等手段优化治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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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旨在找到秩序与活力的平衡点，实现网络舆情的善

治。

4.1 透明化构建与谣言防控的双重机制

在网络舆情形成初期，信息不完整和不对称易滋生

谣言。此时，治理的核心在于构建信息透明化机制与强

化谣言防控。政府及权威机构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通

过官方渠道发布权威信息，确保信息流通畅通，打破信

息壁垒，为公众提供全面客观的事件描述，减少谣言生

存空间。同时，政府应设立谣言监测与辟谣机构，运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快速识别谣言，并与主流

媒体和意见领袖合作，形成辟谣联盟，共同维护网络信

息真实性与可信度。

此外，公众教育与引导也至关重要。政府需加强与

公众的沟通与互动，确保公众诉求得到有效回应，提升

治理的民主性和透明度。通过提升公众的信息素养和媒

介素养，培养其对信息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使其能够理

性判断信息真伪，避免盲目跟风传播谣言。综上所述，

构建信息透明化机制、强化谣言防控、加强公众教育与

引导，是有效遏制网络舆情形成初期谣言蔓延的关键策

略。

4.2 规制标准的明确与平台自律的强化

随着网络舆情的深入发展，言论自由与规制之间的

张力日益凸显。此阶段，治理策略的关键在于明确言论

规制的标准，并强化网络平台的自律能力，以实现两者

之间的动态平衡。政府需明确言论规制标准，加快网络

立法，保规制合理合法且适应变化，同时平衡言论自由

与社会公共利益。此外，政府应强化网络平台自律，推

动其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提升信息审核效率，鼓励

平台承担社会责任。网络平台也应积极合作，提升自律

能力，共同维护网络生态。在此阶段，应对网络舆情进

行类型化处理，如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采取不同治理

路径，以避免治理的“内卷化”和路径依赖问题。

4.3 从现实映射到多元合作的协同治理

网络舆情的消亡并非终点，而是现实问题在网络空

间中的映射与反映。政府应深度剖析舆情背后的现实问

题，跨领域合作制定全面治理策略，兼顾经济、社会、

文化等因素。通过电子参与加强政府与公众互动，完善

议程设置，形成治理合力。面对复杂常态化的公共危机，

政府需有效组合治理工具，进行横向与纵向型构。网络

舆情作为政府社会治理的晴雨表和民意表达渠道，其治

理成效关乎社会和谐稳定与民主法治。因此，应高度重

视网络舆情治理，提升治理能力，不断优化策略，以应

对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和网络舆情全生命周期，深

入研究了主体行为决策的演化路径，揭示了网络舆情演

化的内在规律与治理策略。研究发现，当前治理体系在

面对网络舆情时存在三大核心问题：在形成阶段，信息

匮乏导致谣言滋生。政府需建立透明化构建与谣言防控

机制，及时、准确、全面地发布信息，剥夺谣言生存空

间。在发展阶段，网络言论规制出现“罗生门”现象。

政府应加快网络专项立法，明确规制标准与边界，强化

网络平台自律，平衡言论自由与社会责任。在消亡阶段，

网络舆情成为现实社会问题的镜像。政府需深入挖掘舆

情背后的现实问题，跨部门、跨领域协同合作，加强电

子参与，形成治理合力。综上所述，突发公共危机中的

网络舆情治理复杂艰巨，政府需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实

现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并加强多方合作与协调，形成多

元共治格局，共同推动网络空间健康、有序发展。这为

互联网时代下公共危机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与实用参考，

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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