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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的形成与公民新闻的传播

彭暋涛
(成都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成都610106)

暋暋摘要:既有涉及社交网络(SNS)舆论引导的研究,将SNS中公民新闻信息由个体走向大众这一复杂过程解释

为公民记者、舆论领袖与SNS独特传播结构的共同作用的过程。然而自专业的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开始大规模

介入SNS,“社交媒体暠因此形成后,SNS中原有的传播格局已然改变,使得SNS用户在关注身边琐事的同时也开

始去关注宏大的社会事件。一旦有重要社会事件发生,就会促使网络舆论围绕“社交媒体暠快速成型,并在“社交媒

体暠的引导下,与现实社会舆论逐渐趋同,最终合并为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这表明公民新闻信息由个体走向大众

的过程并不像既有研究解释的那样简单,而是一个在社交媒体主导下多因素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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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近年来,学者对社交网络(SocialNetworkSite,以
下简称SNS)在国内外重大社会舆论事件中扮演的角

色展开了研究,对社交网络引导舆论的机制以及如何

消除舆论负面作用方面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然

而,这些研究大都在SNS框架中对公民新闻信息由个

体走向大众这一复杂过程作了简单化处理,忽略了专

业的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SNS中的作用,因其未能

将网络舆论形成中的重要环节抓住,也就很难找到行

之有效的应对策略。本文拟从社交媒体的形成入手,
剖析专业的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SNS中的作用方

式,希望为理解网络舆论形成的机制提供更具说服力

的解释。
一暋问题的提出

国外学者用“社交媒体暠(SocialMedia)来总括各

种形式的SNS,认为在“关系暠的作用下,SNS正在成为

重要的社会信息传播载体。目前,国内学者还未广泛

使用“社交媒体暠这一概念栙 ,但相关研究成果与国外

学者的认知趋向一致。
国内关于SNS的研究在经历了初始的两个阶段

后栚 ,逐步将研究重心转向SNS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作

用,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学者注意到SNS在近

期国内外重大社会舆论事件(如“宜黄拆迁事件暠等)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随着研究重心的转移,国内学者对 SNS中的“公
民记者暠与“公民报道暠、SNS中舆论形成的模式、SNS
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以及应对策略等问题展开了大量讨

论。从这些讨论中可以看出,在SNS的社会影响力方

面,学者普遍认可这样一个逻辑:由于SNS传播特性

使得人人可以成为“公民记者暠,能够独立快速地传播

“公民新闻暠,加之基于“关系暠的SNS传播结构确保了

与“公民新闻暠相关的信息能够大规模迅速扩散,因此,
舆论在众多“关系暠用户的合力作用下最终得以形成,
并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这一逻辑建构对于理解近期网络舆论的形成方式

具有积极意义,但却过度强化了公民记者和SNS独特

传播结构的作用。因为,在这一逻辑脉络中存在一个

明显的断裂,即从“第一时间的公民新闻报道暠到“最终

舆论合力的形成暠这一过程是如何得以实现的,二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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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缺少了一个充分且必要的联系。因为“第一时间的

公民新闻报道暠只是凸显了新闻的时间属性和个体属

性,却未必内含最核心的属性———真实性。而且,SNS
中用户间的“关系暠纽带只是确保了信息传播的频度,
却不能保证每条信息都能被频繁传递。此外,这一逻

辑缺少对SNS与现实社会相互影响机制的关照,因而

不能解释为何SNS中的舆论事件可以迅速在更宽广

的现实社会层面造成巨大影响。
质言之,既有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将SNS中公民

新闻信息由个体走向大众这一复杂过程作了简单化处

理,使其仿佛变成不证自明的“真理暠,但事实显然并非

如此清晰。尽管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环节的缺失,
但却将此归结于SNS中被泛化了的“意见领袖暠的作

用栛 ,亦不无偏颇。因此,欲理解在SNS中舆论形成的

模式(特别是源于“公民记者暠所报道新闻事件的舆论

形成模式)以及在更广泛社会层面所形成的舆论合力,
针对其特征拟定能有效消除其负面影响的措施,首先

需要面对的问题便是:SNS中公民新闻信息是如何由

个体走向大众的?
对此问题,不少关于网络事件传播的研究都有所

涉及栜 。但这些研究将网络事件相关信息的传播简单

放置在“网络暠这一涵盖了论坛、即时通讯、博客、SNS
和网络游戏等完全不同的应用方式中,显得过于笼统,
一定程度上丧失了阐释的能力。因此,较为可行的方

法是针对不同的网络应用展开具体讨论。本文将深入

探讨SNS中公民新闻信息由个体走向大众的过程,以
便为理解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解

释,同时也为在其他应用中开展类似研究提供理论范

式。
鉴于社交媒体与公民新闻传播之间的逻辑联系,

问题的探讨将从既有研究认知逻辑中缺失的关键环

节,即对专业的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后文统称“专业

媒体暠)在SNS中表现的失查开始,而这一问题又与社

交媒体的形成存在逻辑关联栞 。
二暋社交媒体的形成

“社交媒体暠概念在国外虽已广泛使用,却并不是

一个十分清晰的学术用语。2010年,安德里亚斯(Ka灢
planAndreas)和麦克(HaenleinMichael)将社交媒体

定义为 一 系 列 基 于 网 络 的 应 用,这 些 应 用 建 立 在

web2.0的理念和技术基础之上,允许用户自由发表信

息、交换信息栟[1]。有趣的是,这一定义与博伊德(Dan灢
ahM.Boyd)和埃里森(NicoleB.Ellison)[2]对SNS所

下定义几乎相同。其他一些学者在概念的使用上也存

在类似混淆,比如周文英(Wen灢yingSylviaChou),阿

苏尔(Sitaram Asur)和莱恩哈特(AmandaLenhart)

等[3-5]。显然,这些学者并没有明确SNS与社交媒体

之间存在的区别和联系。为了更好描述社交媒体的特

征,让这一概念内涵得到充分准确的展示,有必要按照

学术规范重新对其进行界定。

1.社交媒体概念辨析

界定“社交媒体暠需要对“媒体暠内涵有所了解。在

通常的认知中,它主要指创造、传播新闻信息的专业机

构,特别是大众传播机构。不过,在新媒体兴起之后,

这一概念有泛化的趋势。目前,一些具有发布、传播新

闻信息能力的媒介形式也被归入媒体的范畴(比如手

机媒体的概念),表明“媒体暠的内涵正逐步因媒介形式

的变化而改变。这可能也是安德里亚斯和麦克将社交

媒体定义为一系列网络应用的原因。

维基百科对“媒体暠的定义相对清晰,反映出了概

念运用的变化。维基百科认为,媒体是传播信息资讯

的载体,即信息传播过程中,从传播者到接受者之间携

带和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质工具,不仅可指代新

闻媒体或大众媒体,还可指代任何传播信息和数据的

工具[6]。这暗示“媒体暠有广狭两层含义:广义的“媒

体暠指具有信息传播能力的媒介形式;狭义的“媒体暠指

具有创造、传播新闻信息的媒介形式和机构。

沿用“手机媒体暠式的定义方法,可以将“社交媒

体暠理解为以社交网络(SNS)作为载体的媒介形态或

以社交网络应用为基础的信息传播平台。需要注意的

是,这一界说建立在广义的“媒体暠概念之上,只是描述

了SNS所具有的信息传播能力,并未涉及其是否具有

创造、传播新闻的能力。同时,起源于“六度理论暠的

SNS比较强调媒介内部的信息传播,而并不重视与社

会在更广阔维度上的互动。所以,单纯以SNS应用为

基础的社交媒体还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媒体暠。

但是,当专业媒体开始大规模进入SNS时,SNS发生

了新的变化。

在我国,专业媒体进入SNS大致始于2009年底,

在2010和2011年达到高潮。以新浪微博为例,截止

2011年11月6日,专业媒体先后开设了6618个微博,

具体情况如下表栠 。

专业媒体在新浪微博开博数量统计表

媒体类型 类别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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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

机关报 62

都市报 327

专业报 186

杂志

时政 65

体育 38

IT数码 49

文化文学 192

科普教育 120

专业刊物 231

商业财经 127

汽车 41

房产 38

生活 227

时尚 191

娱乐 50

其他 17

新媒体

数字媒体 82

手机媒体 79

移动媒体 18

媒体网站 262

通讯社 5

新浪产品 288

其他 291

电视频道
卫视 69

地方频道 245

电视栏目

体育类 79

财经类 166

科教类 96

生活时尚类 524

文化娱乐类 682

新闻类 480

军事类 12

少儿节目 75

老年节目 5

农业类 26

法制类 68

电视全台 29

电台频率

交通类 127

新闻类 86

音乐类 71

文艺类 40

都市民生类 73

经济类 19

其他类 6

电台栏目 615

电台全台 39

合计 6618

暋暋这些媒体微博开设之后大多表现活跃,在新闻信

息方面展现了远超其他信息发布者的传播能力栢 。比

如新浪网官方新闻微博———头条新闻,开设两年共发

表、转载新闻33000余条,拥有粉丝数量超过650万

人。除了这些媒体微博之外,还有难以计数的媒体从

业人员所开微博,潜在影响力也不可小觑。他们的介

入,使得 SNS中新闻信息的传播明显增多,改变了

SNS中原有的信息传播格局。
因此,与发端于SNS的网络舆论形成密切相关的

“社交媒体暠概念可以界定为以社交网络应用为基础,
能够创造且广泛传播新闻的信息传播平台,其中广义

的社交媒体兴起于SNS的盛行,而带有明显新闻性质

的社交媒体则形成于专业媒体大规模进入SNS之后。

2.专业媒体在SNS中的作用方式

专业媒体介入SNS后,有学者将传统媒体(不包

括网络媒体)在SNS中的作用方式归纳为三种。(1)
独家发布原创内容。其发布及传播方式仅通过微博,
内容与传统媒体内容相关性不大,既包括独家新闻,也
包括独家“转发—评论暠。(2)转发传统媒体的原创作

品。通常是传统媒体内容的导读和补充,有时也会对

传统媒体或该媒体记者的微博进行“转发—评论暠。
(3)微博与传统媒体报道对象一致,但不是自创内容,
而是引用或转载其他微博内容[7]。这三点涵盖了传统

媒体在SNS中内容呈现的主要方式,却没有很好总结

出它与现实社会的互动方式。
若仔细辨析,可将专业媒体在SNS中的作用方式

分为四种。(1)将其他媒介中的内容发表在 SNS中,
其中既包括媒体转发自家的新闻,也包括转载其他媒

体的新闻。(2)将SNS作为专业媒体与受众互动的平

台。由于传统大众媒介缺乏反馈机制,大众媒体很难

和受众进行即时互动。因此,当SNS(特别是微博)的
传播特性逐渐显露时,大量大众媒体开始利用其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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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受众即时互动的平台。在新浪的6618个媒体微

博中,大部分电视栏目和电台栏目微博都属于此种性

质。(3)将SNS作为新闻报道题材的来源。当“公民

记者暠将第一手事件信息发布在SNS中时,如果该事

件有足够影响力,会吸引大量专业媒体围绕它展开详

尽深入的报道,从而影响事件的发展,同时吸引更多人

群关注该事件。(4)将SNS视为专业媒体本身媒介新

闻报道的补充平台。当某些新闻报道无法在专业媒体

的主媒介上发布或即时发布时,可以将相关报道以

SNS的形式推出。另外,也有部分专业媒体记者将采

访资料作为新闻素材发布在SNS上。
将专业媒体在SNS中的作用方式作上述拆分式

的阐释,是为了讨论与理解的方便。就事实观察,SNS
中传播格局的改变是这四种方式共同及往复作用的结

果。在过程演绎上,专业媒体大规模介入SNS,开启了

SNS内部在新闻信息方面的互动联系,同时为新闻信

息在SNS和社会的互通提供了可能。这种互动的机

制,在国内很多发端于SNS的著名舆论事件中表露无

疑,轰动一时的“宜黄拆迁事件暠、“动车追尾事故暠、“故
宫失窃丑闻暠、“株洲自焚事件暠、“钱会云案暠和“钱明奇

案暠,都体现了这样的互动。正是因为专业媒体的介

入,才使得社交媒体真正形成,尽管这一概念已与国外

学者的界定略有不同。
三暋用户注意力的转移

社交媒体的形成,意味着SNS中的传播格局已然

改变,但是要完全以此作为核心来理解引发现实社会

与网络共振的强力舆论形成的过程依然很难。一方

面,尚缺乏有效方法来测定社交媒体对受众的影响到

底达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从SNS用户使用状况的

视角来看,舆论合力的形成也并非轻而易举。
从最 初 特 拉 斯 科 特 (Tom Truscott)的 Usenet

(1979)到如今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的 Face灢
book(2004),SNS虽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但是它的核

心却从未更改。正如伯克(MoiraBurke)所说:“SNS
几乎就等于用户分享的内容,因此,SNS的设计者总是

寻求不断改进所有用户的体验的方法,以鼓励他们分

享更多的内容。暠[8]这表明,就SNS的开发主旨而言,
它是为人们用于自我表达和维系“关系暠服务的,具有

鲜明的“个性化暠特征。利文斯顿(SoniaLivingstone)
和莱恩哈特(AmandaLenhart),以及国内学者郝若琦

进行的关于使用 SNS动机的研究都为此提供了佐

证[9-11]。
然而,这种使用上的个性化直接造成SNS的内容

文本逐渐碎片化,使得用户对社会的关注被娱乐和身

边琐碎事件分化消解栣 。于是,在使用动机个人化和

内容信息碎片化的背景下,具有相对一致性的舆论合

力能否形成,便构成理论上的一道难题。顺着这一逻

辑推演,有学者认为,微博信息的碎片化消解了传统媒

体、“元叙事暠和理性意义,具有明显的“去中心化暠效
果,并引发了虚假信息泛滥和娱乐化倾向等系列问

题[12]。
然而,现实中遭遇的困难显然没有这样严峻。在

“7.26动车追尾暠事件中,舆论从SNS发端,然后迅速

席卷整个网络和现实社会,其牵涉人群规模之巨和责

问政府有关部门声音之一致,为SNS中舆论合力能否

形成这一问题做出了正面回应。尽管动车追尾事件本

身的重大程度可能是左右舆论合力形成的重要因素,
但也非唯一决定因素。通常,拥有如下三种特性的事

件容易被关注并导致舆论趋同:(1)具有严重的社会矛

盾与冲突;(2)具有显著的社会现实意义;(3)具有奇异

性[13]。比如,对并不重要却具有奇异性的“五道杠暠少
年事件,从信息披露的5月1日晚到相对平息的5月4
日,短短3天,新浪微博相关评论已达162986条,位居

新浪热门话题排行榜第四,同时,带有强烈反讽意味的

话语“五道杠暠亦迅速红遍网络和现实社会[14]。这些

都表明在SNS中舆论合力的形成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一致的舆论合力是如何越过使用动机个人

化和内容信息碎片化的屏障呢? 对此,研究者很难找

到确切的数据来支撑论证。但是,在议题事件出现之

后,舆论的形成往往与新闻信息传播过程直接相关,密
集的、存有倾向性的传播更容易引发社会心理和认知

的共振,从而形成一致的舆论栤 。因此,若结合专业媒

体在社交媒体中的作用方式,从追寻新闻信息扩散的

途径入手,会有助于理解舆论合力形成的过程。
以“故宫哥窑瓷器门暠事件中新浪微博的表现为例

加以说明。2011年7月30日晚,一名叫“龙灿暠的网友

在新浪微博爆料称,“北京故宫馆藏宋代哥窑瓷器严重

损毁秘而不宣暠[15],引发轩然巨波,SNS中的各专业媒

体纷纷跟进事态发展。从事件发生到8月20日风波

相对平息,20天里,新浪微博媒体影响力排行榜前10
中共有7家媒体不同程度关注了此次事件枮爜爧 。其中

“头条新闻暠向410余万粉丝共发表24条相关信息,累
计被转发数量超过29000次,累计被评论数量超过

13000次;“财经网暠向150余万粉丝共发表16条信息,
累计被转发数量超过6800次,累计被评论数量超过

5600次;“新周刊暠向260余万粉丝共发表3条信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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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被转发数量超过17000次,累计被评论数量超过

5000次。在排行榜前10之外,对此事有所关注的专

业媒体更是不胜枚举。比如,“三联生活周刊暠向180
余万粉丝共发表3条信息,累计被转发数量超过7000
次,累计被评论数量超过2300次。与此相较,作为“公
民记者暠的爆料人“龙灿暠向1万余粉丝共发表大概60
余条信息,累计被转发数量约21000次,累计被评论数

量约5000次枮爜爩 。
从数据上看,单看新闻在 SNS中的散布过程,公

民记者的影响力就已很难和专业媒体相比较,遑论专

业媒体在大众传播领域(非SNS传播领域)对舆论合

力形成所起到的更为强大的推动作用。这表明就相关

新闻信息的传播和对事件的推动而言,专业媒体所起

的作用远远大于“公民记者暠,这使前者成为舆论形成

的重要推动者,并彰显了带有新闻性质的社交媒体的

形成在化解使用动机个人化、内容信息碎片化与舆论

成形之间的矛盾方面所起作用。新浪微博“头条新闻暠
的粉丝数量从2011年8月初的410万到11月初的

650万,增长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这很好地说明了不

仅专业媒体正在努力融入普通用户的SNS生活,普通

用户也正在逐步将专业媒体作为日常网络生活的一个

组成部分。
于是,专业媒体通过对用户日常活动的渗透,对

SNS用户的注意力和使用习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

响,能够在某些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事件发生时避开使

用动机个人化和内容信息碎片化对舆论的消解作用,
吸引用户积极关注事件,并在这一过程中突出某种对

待事件的态度或立场,最终完成对网络舆论的引导。
这颇有些类似大众传播时代“议程设置暠的效果。注意

力的转移和使用习惯的变化在平时看不出明显的作用

痕迹,只是引导SNS用户在关注身边琐碎的同时也去

关注更宏大的社会事件,一旦有重要社会事件发生时,
它将促使网络舆论立刻围绕社交媒体快速成型,并在

社交媒体的引导下与现实社会舆论逐渐趋同,最终合

并为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
这种媒介融合的效果多少有些让人始料未及:在

众人的翘首企盼中,原本气势汹汹准备横扫传统媒体

的新媒体,反而在其前哨阵地SNS被传统媒体率先从

内部攻破了。
四暋结语

在SNS中的公民新闻信息由个体走向大众这一

过程中,专业媒体所发挥的作用是其他角色所不能企

及的,其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 SNS
用户的注意力吸引到日常新闻报道中;二是作为联系

SNS与现实社会的纽带。当民众在专业媒体的作用下

开始广泛关注某一事件时,舆论便随之逐渐成型。然

而,舆论成型的过程亦是它脱离专业媒体作用范围的

过程,一旦成熟便如脱缰野马,难以掌控。
但有时被视为发端于SNS的极端舆论事件其实

只是子虚乌有,很难得到证实。这样的事例在国内外

并不鲜见。2011年8月6日,英国发生了持续数日的

全国骚乱。8月11日,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发表演

讲称:“任何看到这些可怕行为的人,都会对‘暴徒暞如
何通过社交媒体被组织起来深感恐惧。信息的自由流

动的确能带来好处,但同时也可能带来坏处。因此,当
人们利用社交媒体发动暴力时,我们必须阻止它。暠[16]

卡梅隆将英国民众暴乱的缘由归结于社交媒体的作

用,并表达了可能关闭英国境内所有SNS的想法,这
得到大量民众和媒体的认可。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事后《卫报》分析与骚乱有关

的250万条Twitter消息,却几乎没有发现使用社交网

络煽动骚乱的证据[17]。卡梅隆和英国民众对社交媒

体的认知与社交媒体真实角色之间的矛盾再次表明,
社交媒体并不针对事件直接表明某一立场、态度或者

引导舆论,而仅仅是吸引用户积极关注事件。这一事

例还表明,尽管英国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及对SNS的

运用状况有所不同,但共同的是社交媒体的形成已是

大势所趋,舆论的形成也必然会以社交媒体为重要取

向。所以,如何认识并消除此类极端舆论事件可能带

来的负面效果已成为理论和现实的紧迫论题。虽然在

舆论逐步成型的过程中还存有“意见领袖暠的身影,但
因其形单影只,已无法与专业媒体的庞大队伍相提并

论。
总之,社交媒体因专业媒体大规模介入SNS而最

终形成,它为第一时间的公民报道能够以“病毒暠传播

的方式席卷网络和现实社会提供一条路径。对它的认

知,为更好理解网络舆论(特别是发端于SNS的舆论)
如何形成、发展、衍变提供了可能,也为有效规范的规

制提供了思路。

注释:

栙国内只有少量学者简单运用了这一概念,如刘丽芳(《微博客的传播特征与传播效果研究》,浙江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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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汤宇时(《传统媒体如何应对新媒体时代的转型》,《中国传媒科技》2010年8期)、汪慧和杨新敏(《社交媒介与谣言传播

的新变》,《东南传播》2011年6期)等。

栚中国关于SNS的第一阶段研究主要将注意力放在SNS的渊源、发展、技术特征、运营状况和中国化等方面;第二阶段则开

始关注SNS的传播结构、用户特征、传播文本和传播心理等,并尝试运用各学科经典理论分析SNS中的典型现象。

栛部分学者将SNS中的“名人暠(特别是明星)看作典型的“意见领袖暠,如郭萍(《从“抢盐风波暠看微博在舆论监督上的作为》,
《新闻传播》2011年5期)和罗双江(《对突发事件中微博传播效应的思考》,《传媒观察》2011年3期);有些学者认为具有一

定知识水平和强大关系网络的人更易于成为意见领袖,如孟思齐(《浅析微博公民新闻生产的新特征———以“村长钱云会之

死暠事件为例》,《新闻传播》2011年5期);还有学者认为人人皆可能成为意见领袖,如毕宏音(《“微博暠热潮下的网络意见领

袖变化趋势》,《新闻爱好者》2011年15期)。另外,丁汉青和王亚萍认为,SNS网络中被“泛化暠的意见领袖可以根据发言质

量、网络活跃度、媒介接触状况和影响力来判断(《SNS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暠特征之分析———以豆瓣网为例》,《新闻与传

播研究》2010年3期)。

栜比如:李彪的《网络事件传播空间结构及其特征研究———以近年来40个网络热点事件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3
期)、白寅的《网络流言传播的动力学机制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5期)、顾明毅和周忍伟的《网络舆情及社会性网

络信息传播模式》(《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5期)以及魏丽萍的《网络舆情形成机制的进化博弈论启示》(《新闻与传播研

究》2010年6期)等。

栞史亚光、袁毅在《基于社交网络的信息传播模式探微》(《图书馆论坛》2009年6期)一文中提到了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作

用,但是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栟安德里亚斯和麦克认为社交媒体具体包含了如下几种应用:Collaborativeprojects,blogs,contentcommunities,socialnet灢
workingsites,virtualgameworlds,andvirtualsocialworlds。这一看法几乎与博伊德关于SNS的定义相同。参见:KAP灢
LAN,AndreasM.&HAENLEIN,Michael.Usersoftheworld,unite! The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ofsocialmedia
[J].BusinessHorizons,2010,53(1).

栠该表由笔者统计制作,具体数据散见于新浪微博,http://verified.weibo.com/media/。

栢夏雨禾调查发现新浪微博中媒体发布信息数量远超其他信息发布者。详见夏雨禾著《微博互动的结构与机制———基于对

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4期。

栣很多学者都存有类似的观点。比如:向春香和陶红在《微博的碎片化信息传播对“中心暠的消解及其问题探究》[西南农业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5期]一文中认为,微博开创了“碎片化信息时代暠,使人们更依赖自由、随性的表达。贺小桐

也在《微博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新特征及其成因研究》(《新闻传播》2011年5期)一文中表示了“微博信息具有非常典型

的随意性、碎片化的特点暠的看法。

栤韩立新和霍江河认为,网络舆论中的这些意见派系正如一个个不同的振动波,它们相互此消彼长,能量(舆论的规模和强

度)相互叠加,有时难以控制,导致“蝴蝶效应暠般的共振方式发生,最终形成一致舆论。参考韩立新和霍江河《“蝴蝶效应暠与
网络舆论生成机制》一文,载《当代传播》2008年第6期。

枮爜爧截止2011年11月6日,前10名分别为:头条新闻、微群小助手、新浪娱乐、新周刊、财经网、新浪科技、南方都市报、创业家

杂志、新浪体育和米娜。其中微群小助手、新浪体育和米娜没有报道事件相关信息。数据来源于新浪微博,http://data.
weibo.com/top/influence/media。

枮爜爩数据来源于新浪微博,http://www.weib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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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FormationofSocialMediaandtheSpreadofCitizenJournalism

PENGTao
(College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Chengdu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16,China)

Abstract:Thepopularizationofcitizenjournalismisinterpretedbycurrentresearchesinvol灢
vingSNSpublicopinionguidingasasynergyofjournalists,publicopinionmakersandtheunique
newscommunicationstructure.However,asprofessionaltraditionalmediaandnetworkmedia
invadeSNSandsocialmediacomeintobeing,restructuringofnewscommunicationinSNShas
completed,whichleadstomoreinterestsingreatsocialeventsbesideoriginalattentiontodaily
trivialitiesbySNSusers.Onceapieceofbreakingnewscomes,internetpublicopinionscentering
“socialmedia暠willbepromotedandgraduallyconvergewithsocialpublicopinionsunderthe
guidanceof“socialmedia暠,bothofwhichwillcombineintoastrongpublicopinionpower.Itisa
signthatthepopularizationofcitizenjournalismisnotassimpleascurrentinterpretationshows
butacomplicatedprocessunderchecksandsynergiesofmultiplefactorsleadingbysocialmedia.

Keywords:socialmedia;citizenjournalism;SNS;micro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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