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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与分析
1.1 理论背景与分析

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在民意季刊上

发表了《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一

文，证实了此前科恩等人提出的议程设

置猜想的成立：即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

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

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的认知[1]。

并经过验证得出了议程流向是一个媒介

议程向公众议程流动的过程。议程设置

论是从定量的角度研究媒介议程对公众

的议程，随着研究的深入，“究竟是谁

影响了媒介议程的设置”变成了关注重

点，于是议程设置的研究者们开始寻求

新的外延拓展点——框架理论，高夫曼

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

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

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2]，后来的学

者根据高夫曼的理论把新闻媒体框架看

作是新闻工作人员，消息来源，受众，

社会情境之间的互动的结果[3]，框架理论

所导出的议程设置的新动向表明“新闻媒

体不能告诉我们该怎样想，却可以告诉我

们该想些什么”这一陈旧的表达有必要做

出新的修改：“新闻不仅告诉我们该想些

什么，而且告诉我们该怎样想[4]。” 

电子媒介的出现与发展改变了传统

意义上的媒介与公众的关系，媒介技术

的发展越来越影响着公众的社会行为，

电子媒介与公众的互动的频繁以及互

联网导致的新的社会情境重组的现象使

公众议程与媒介议程的关系变得更为复

杂。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是媒介分析

领域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结合麦克卢汉

的媒介技术决定论和戈夫曼的剧场理

论，指出电子媒介是通过改变社会的情

境从而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梅罗维

茨将两者的理论糅合到一起并注入自己

的见解，提出了自己的传媒社会影响力

对微博时代下公众议程与媒介议程

的博弈关系的探究与思索

——以twitter对《纽约时报》的影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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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时代运用互联网技术而异军突起的新媒体已经逐渐超越传统媒体（一般指广

播，报纸等）成为媒介话语权新的“霸主”，迅捷而自由的沟通情境衍生出了论坛，博客，以

至现在的微博等一系列新媒体形式。基于传播效果研究的议程设置理论虽然不断更新发展,但限

于理论研究本身的局限性，难以迎合高速发展又充满变数的新媒体的需要。Twitter作为最有代表

性的微博网站已经成为了许多媒体的合作伙伴，国际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更是其中的先驱。

以二者为例，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的方法，研究议程设置理论中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博弈关

系及其变化，从而在特例中发现当今媒介与公众新的互动本质和一般规律，发现问题并提出对

策，以完善议程设置值理论并促进传播事业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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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社会秩序的责任的人的自由。似乎

咋一看，“网络推手”好像不是褒义

词，甚至被认为是贬义词。因为网络推

手总给人这样的坏印象：被认为是在网

上兴风作浪、制造谣言、欺骗公众的

人。但网络推手以及幕后团队或许不能

等同于网络谣言推手，网络推手更不是

网络黑手。而真实情况是有许多网络

“谣言”或者留言，并非推手故意作弄

出来的结果，更多的是社会集体意识的

投射和反映。但相反，在网络这个虚拟

空间里，互联网更加繁荣的原因之一是

因为有了网络推手。业内人士分析，网

络推手只要不做有损国家及人民利益的

行为、不采取非正当手段替客户打击竞

争者、不做行业内负面消息、严禁范道

德失范，同时增强受众的理性认识,对网

络舆论进行理性分析、解读、引导，也

是题中之议。

参考文献

[ 1 ]  C N N I C 中 国 互 联 网 络

信 息 中 心 2 0 0 9 年 7 月 发 布 的 报 告

http://www.sg72.cn/shengda-

network/2802/2009(7).

[2] 今日博客传播即呼吸 2009媒介

事件（7－9月）“贾君鹏回家”事件：

舆论加速产品化Aug 2009(6).

Tag： http://today2100.blogbus.

com/logs/43633873.html

[3] 郑智斌. 飘在网海·网络人际

传播论. 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2004(9).

[4] 从传播学视角浅析“网络推手”

现象. http://www.cjr.com.cn　中国

新闻传播学评论(CJR)2007(7).

[5] “公共空间”和“私人圈子”. 

麦田的读书生活http://blog.sina.com.

cn/maitian 2008(3).

（南昌大学研究生院09级传播学，

江西南昌  330031）

写作指导教师：郑智斌

DOI:10.19483/j.cnki.11-4653/n.2012.04.062



10302/2012  SCIENCE & TECHNOLOGY FOR CHINA'S MASS MEDIA

的逻辑思路：新媒介——新情境——新

行动。[5],[6],[7],[8]

当然梅罗维茨时代的电子媒介主要

指电视，但电子媒介的特点在互联网技

术上得到了传承，互联网创造的新的情

景正如后来的学者所言：“人们借助

视频，空间，留言等可以窥视他人的生

活，乃至犯罪的过程、性与暴力的过

程。人们的私有空间成了媒体聚焦之

所，整个世界方方面面的事又不必要地

展现在家里[9]。” 这种公共领域与私

人领域界限的消失意味着社会处于一种

“透明”的状态，在这种“透明”状态

下信息流通更加畅通无阻，媒介与公众

之间互动的性质也因此由简单的传递反

馈的线性结构变成了分散间隔的网状结

构。

当今时代博客乃至微博客的出现及

发展使公众议程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公

众议程的设置不再仅仅围绕媒介议程，

公众可以根据自己情感，态度以及社

会关系的需要更加及时迅速地发布自己

的信息并通过链接等方式浏览他人及媒

体的信息，这种似乎并不经过媒体“熏

陶”全凭自己意愿的信息发布逐渐形成

令媒体不可小觑的舆论力量，其传播速

度之快，累积效应之大令媒体也望尘莫

及，有的通过微博在第一时间内发出的

简短报道甚至成为了主流媒体的头版新

闻的第一信息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公众议程引导了媒介议程。这种“引

导”便是“新情境”下的“新行动”。

关于议程设置中媒介和公众“决策

者”和“参与者”的角色定位问题可以

用博弈论进行科学的解释和分析。《博

弈圣经》中博弈取胜的文化理论让博弈

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娱乐等

社会的各个领域具有了可应用性，使其

终于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具体操作，成为

普通大众处理竞争和合作关系的有利工

具。 “我们把动物利用大自然移动的瘾

魂，在决策人期待的空间里，形成相对

均衡的语文学理论，称为博弈论[10]。”

其定义便道出了博弈论的核心——均

衡。媒介和公众是传播系统中最重要的

两大体系，公众作为曾经的信息接受者

能否反客为主，成为信息真正的决策

者？如果公众真的成为决策者，在公众

话语权充分实现的前提下会不会出现类

似“媒体话权霸权”的弊端或新的诟

病？二者能否实现均衡？若可以，怎样

实现均衡？又如何实现二者发布和享受

信息的正向利益最大化？这些都是需要

我们深思的问题，值得我们长期探索。 

1.2 技术背景与分析

微博(Microlog)，顾名思义,是博客

的“微型版”。当今微博的发展大有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在媒介形态上,

二者都依赖于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可以发

布多媒体如文字、图片、影音剪辑等,

但微博与博客的发布方式却有着诸多不

同。博客的发布依赖网络页面,这对博客

的发布带来诸多限制,如及时性、随意性

等。而这点正是微博的制胜之道:它是一

种允许用户及时更新简短文本(通常少于

200字)并可以公开发布的博客形式。它

允许任何人阅读或只能由用户选择的群

组阅读。它最大限度实现了手机与互联

网的融合——微博允许用户通过手机短

信、即时消息软件、电子邮件、MP3或

网页发布信息,形成了具有及时性、随意

性和点对点传播方式。根据拉斯韦尔的

5W传播模式， 即： 谁(who)， 说什

么(what)， 对谁(whom) 说， 通过什

么渠道(what channel)， 取得什么效果

(what effect)，我们可以简单构建出一

个信息传播的过程。考察微博客信息传

播的过程中的构成要素可以看出，微博

客具备鲜明的4A 元素：Anyone（任何

人发布）， Anywhere（任何地点），

Anytime（任何时间），Anything（任

何内容），从而成为一种新的媒介形

态。传播微博信息一般20秒更新一次。

这个时间段差不多就是读完一条微博客

信息所需要的时间。由此,微博形成了一

种自主、互动、简洁、快速的信息传播

方式。

微博客的代表性网站是Twitter,这

个词甚至已经成为了微博的代名词。

Twitter作为一个互联网平台,参与者可

以自由编辑自己想要告诉他人的内容,

他人作为一个跟随者,可以及时查看该

信息并发表评论。媒体看到了微博的力

量，纷纷将微博作为推广和沟通的平

台。《纽约时报》在Twitter上的官方网

站已经有90多万名关注者， 一线杂志

都开辟了 Twitter账号，其中《新科学

家》、NME 等杂志的关注者都在2万以

上。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年6月，《纽约

时报》招聘了一个新的职位：社会性编辑

（social editor）。这一西方主流大报的

举动表明：如何利用这些以微博客网站为

代表的社交网站被提上了主流媒体业的正

式日程。核心目的就是如何在利用微博客

等网站，使新闻流程中的选题来源、采

访、报道等环节变得更加有竞争力。可见

微博客网站对新闻传播已经产生和即将产

生的影响已经被认同[11]，[12],[13],[14],[15],[16],[17],[18

]

2　举例例证
为探究利用微博进行新闻议程设置

的公众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以

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奥巴马与希拉里的

初期竞选阶段的新闻为例，原因有二：

1）微博在竞选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度引导了竞选走向，这是微博在“政

界”的第一次大显身手，也是第一次真

正意义上摆脱媒体引导充分行使话语权

的印证。2）例证中twitter为微博代表，

《纽约时报》为媒介代表。twitter最早

发展也最成熟，是目前可以将微博作用

发挥到最大的微博网站。在报道竞选的

新闻中twitter明显引导了《纽约时报》

的态度走向，而这种走向在社会上形成

了强大的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

实的竞选。以这二者的关系作为研究对

象具有代表性。

作者统计了《纽约时报》（网络

版）2008年1月到5月所有有关奥巴马与

希拉里竞选的报道一共683篇（包括简

讯，分栏目正文报道，首页报道，博客

文章），将报道内容主要分为竞选演讲

分析，党内投票意见变化，民众意见变

化，选举人资历和参政历程以及选举人

私生活五个维度进行量化统计，从而分

析这五个报道维度在四个月内的报道量

的变化情况与庞大的关注《纽约时报》

的微博用户之间的关系。经分析得出：

在1-3月阶段，奥巴马与希拉里的舆论

支持率不相上下，甚至希拉里一度占上

风，但在四月份出现了转折性的突发事

件，一个twitter的微博用户在自己的

微博里公开了希拉里在外交访问某国时

受到热烈欢迎的照片，照片本身并无太

大新闻价值，但就在照片发布前一天希

拉里在竞选演讲中以此次外交经历作为

自己外交经验丰富的见证，然而她的叙

述是“受到当地非法武装袭击后临危不

乱，最终克服危机不辱使命地完成外交

任务，维护了美国人的尊严。”照片的



104 中国传媒科技 /2012/02

Network media    网络传媒

简短介绍是“我本人无意侵犯未来可能

的总统，但这些无意被我发现的照片却

可能有意指向了什么。”照片一出，立

刻疯传，这位博主和《纽约时报》所有

的关注者和以及所有在这条“关注链

条”上的在线关注者都在第一时间看到

了这条消息，按统计的方法以美国人使

用微博的平均情况计算这位博主在发布

信息后的20 s内有近亿在线受众得到了

这条新闻，尽管还未经核实和确切地了

解，但根据滚雪球效应和人的接受心

理，这条消息已经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

形象，在有不成文的“选举明星制”的

美国，这个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在随后

是4月，5月希拉里到处“救火”，来抑

制全民性的“搜集希拉里假消息”的网

民运动，尽管希拉里的忠实支持者依旧

势力强大，但于事无补，这件事无疑给

希拉里的落败打了一针“强心剂”，希

拉里在当地时间6月7日宣布停止竞选。

这样便由微博为源头引发了一系列的连

锁反应，而且事件中有明显的公众议程

引导媒介议程的倾向。由统计图可以更

直观地观察变化：

经过初步分析可得出结论：

1）竞选演讲分析的报道数量成下降

趋势；党内投票意见变化的报道数量基

本稳定；民众意见变化的报道数量稳步

提升；以每月的报道数量为基数，选举

人资历和参政历程以及选举人私生活的

报道数量的比例在4月份超过50%，且对

选举人资历和参政历程回顾及真实性调

查的报道数量有大幅提升。

2）可以初步确定《纽约时报》关于

2008年奥巴马与希拉里竞选的4月份的报

道情况直接与twitter用户发布的消息有

关，并且这种网络舆论很快就对现实生

活产生了影响。即事实证明微博的确可

以发挥其优势挖掘新的报道素材，引领

媒介的报道走向。

3　进一步分析及对未来的展望
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目前处在

对媒介议程形成因素以及媒介议程设置

会不会对公众的态度，观念和行为产生

影响的阶段，作者认为在当今新媒体

“爆炸”的年代，对议程设置理论的研

究，尤其在媒介与公众关系的研究上已

不适宜按具体的时间阶段来划分，实践

已经证明媒介议程的确能够对公众的态

度，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

便包括了公众发掘新闻素材进行积极的

自我议程设置，公众的“积极”特征已

经不局限于“接受”上，而扩散到了

“验证，搜索，创造，发布”的过程，

作者虽然举例中是以twitter用户发布自制

新闻为断点研究微博对媒介议程的影响，

但这之前媒介对总统大选的密集报道却是

twitter用户这一行为的直接诱因。

“个人简报”诞生及盛行是否预示

着议程设置流向的颠倒甚至功能的消

失？这有待长时间进一步的探究。即使

在互联网时代，目前来说国内外的在线

新闻的议程设置仍然掌握在“权威”的

网络媒体手中，这些网络媒体中有纯粹

的网站，也有的是对传统媒体服务的扩

展和提升（如《纽约时报》），微博式

的“个人简报”基本上也都是对这些媒

介议程设置的反映，这种原创消息的新

闻价值和真实性都有待考证，一些“危

言耸听”的新闻借助微博的快速传播极

易对社会产生恶劣的影响，而且绝大多

数消息甚至称不上“新闻”，公众对于

媒介议程设置依然具有较大的依赖性，

需要媒介提供给自己真实而丰富的新闻

消息。微博目前还不能成为一种可以消

蚀传统新闻受众的新的新闻，微博里产

生的新闻多为个人经营，没有成熟媒介

的多层编辑体制和对新闻的审阅和质量

把关。由此微博等新媒体的健康发展除

了依赖公众本身新闻素养的提高，还需

要建立完备的监督传播体制。

但公众通过微博等新媒体发布自制新

闻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媒介议程设置的现

象是值得我们探究和思考的，任何一件新

事物的诞生和发展必然引发一系列问题，

但只要这些问题得到正视和解决，新事物

便会促成与之相关的事物的本质上的变

化。媒介要想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和

发展，就要学会处理好与公众，与公众议

程设置的关系，使自己与公众的博弈处在

促进双方共同向前发展的均衡中。要以客

观的态度“利用”公众极其议程设置，最

先掌握自己的信息网漏掉的具有新闻价值

的信息，以应对微博以至于今后任何一种

新媒介形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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