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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突发舆情危机事件引发衍生问题已是常态现象，既包括不同事件形成同一衍生

效应，也包括同一事件形成多种衍生效应。研究表明，突发舆情危机事件衍生效应是由网民、媒体、

社会问题和网络特征等多种因素而促成。衍生效应会推动真相揭露、问题解决和治理转型，但也会

导致社会压力增加、社会情绪累积和社会秩序混乱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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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年来，突发舆情危机 事 件 诱 发 衍 生

问题的现象开始引起学术界专家学者们的

关注。有学者指出，在网络传播作用下，小

范围本体事 件 会 演 化 出 变 体 事 件①；或 在 突 发 事 件

网络舆情作用下，会引发衍生突发事件及连环突发

事件②；或在网络众声喧哗氛围中，舆情热点事件同

类样本“批量生产”和“同类复制”③。

以舆情呈现方式为视角，我们发现突发舆情危

机事件衍生效应有以下几种类型：

１．舆情聚 焦 带 来 的 衍 生 效 应。由 于 网 络 传 播

参与成本低，人气集聚快，传播规模和影响可迅速扩

大，网络舆情 发 展 集 聚 效 应 十 分 明 显④。在 舆 情 聚

焦态势下，网民发挥各种显能或潜能，对事件进行全

方位审视、解读和解剖，上演“群体围观”，形成“共景

监狱”⑤。在网民以及媒体的作用下，突发事件因舆

情聚焦而“爆出”或“牵出”更多“次生事件”，这些事

件可能是当事人在其他场所（彼时）某些负面事件的

呈现，也可能是当事人及相关者的某些事件的呈现。

通过网民或媒体搜索、挖掘等行动，当事人及相关者

被“暴露”在网民或媒体视野中并接受“拷问”。

２．舆情发散带来的衍生效应。在全民“麦克风

时代”，每 个 人 都 可 成 为 信 息 渠 道 和 意 见 表 达 主

体⑥。突发舆情 危 机 事 件 发 生 后，舆 情 在 网 民 作 用

下向更大空间、更多受众发散。在舆情发散过程中，

更多人注意到事件舆情功能，会刻意制造类似事件

以实现利益诉求，导致“类事件”增加；有些网民或媒

体会借助舆情热点，爆出更多类似问题，导致“类问

题”增加；尤其当某个事件作为一种现象被热议，网

民或媒体会将类似现象暴露，导致“类现象”增加。

３．舆情动员带来的衍生效应。在网络时代，政

治动员的主 体 不 再 被 以 往 权 威 性 国 家 和 政 党 所 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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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其他力量 已 跻 身 政 治 动 员 主 体 行 列①。在 突 发

舆情危机事件发生后，各主体出于不同动机而发布

“动员型舆情”，并成为衍生效应触发因素。在动员

型舆情作用下，突发事件可能出现“甲地骚乱、乙地

声援、丙地联动”的情况，朝着规模更大、危害更严重

的方向发生 变 异②。在 某 些 特 定 情 况 下，小 事 件 不

仅会引发大事件，而且会引起多地区全民性行动，导

致事件 在 多 个 空 间 同 时 或 接 连 发 生，造 成 全 局 性

问题。

４．舆情变 换 带 来 的 衍 生 效 应。舆 情 发 生 后 会

随中介性社会事项及民众自身情况和利益关系变化

而变化③。突发 舆 情 危 机 事 件 发 生 后，网 民 和 媒 体

以此作为表达某种“类诉求”的机会。而对于涉及权

力、金钱等强势群体的事件，网民会“启动”某种“类

情绪”，如“仇官”、“仇富”、“仇警”等。此外，网民或

媒体会不失时机将“门”、“最牛”、“史上”等类概念引

到新事件标称中，从而使相异事件成为事件关联体

或“事件群”。因为类诉求、类情绪或类概念，新事件

还会诱发系列记忆，这种记忆促使网民对某些问题

或现象进行再认知或再反思。

此外在突发舆情危机事件发生后，为平息舆情

风波或避免公信力损伤，政府会采取应对行动，包括

政策调整、治理理念与方式转换、人员配置或领导成

员变动等。当政府政策、治理方式及人员结构变换

后，其后续影响会逐渐凸显。一般而言，当地方政府

被动应对而造成更大舆情危机时，上级或中央政府

会出面。

二
　　突发舆情危机事件衍生效应的出现并

日益增多，是网民、媒体积极作为和社会问

题增多、网络特征凸显等因素共同造成的。

１．各类网民的积极推动。一个事件发生后，网

民会关注当事人，希望获得当事人经历、背景等相关

信息，以探查事件发生及处置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另外，打破时空限制的互联网让人们“相信”事件就

发生在身边，且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④。由此，一些

网民试图借助突发舆情危机事件来实现自我利益、

权利。网民 将 事 件 作 为 阐 释 或 呈 现 自 我 遭 遇 的 机

会，甚至从事件中学习获得张扬自我、表达诉求的方

式与渠道。一些网民还尝试通过自我话语引导、主

导他人行动，从中获得乐趣或收益。此外，网民在社

会生活及交往中会形成对各种现象、问题的认知及

情绪定势，而当某些事件契合这些情绪或诉求时，网

民会借机表达，从而造成基于特定事件的类诉求、类

情绪的呈现。相关研究表明，突发舆情危机事件中

不仅有自发行动的大众网民，还有基于权力、知识、

技术等形成的精英网民，以及为获取利益、权力、金

钱等而组织起来的网络推手、打手、黑手等。有些网

民或为名、或为利而刻意将事件放大，甚或从事件中

挖掘更多事件，旨在以此诱发更多事件、催生更多情

绪，他们深谙普通网民心理和行为习惯，能以契合普

通网民需求的方式进行引导、操控行动。由此，突发

舆情危机事件会出现看似正常而实质被操控的衍生

效应。

２．媒体的议程设置与刻意报道。一方面，媒体

可通过对事件细节的持续追踪以及挖掘类似事件使

更多事件被爆出，由此促使突发舆情危机事件的衍

生；另一方面，媒体会追踪网民舆情动向，如及时采

集并报道网民话语、指向等。媒体有时会有意识地

提供各种通道使网民进行更多元的舆情表达，催化

事件的衍生效应。如媒体为赚取注意力资源，会在

新闻标题、摘要中呈现、放大一些能够引起网民关注

的元素，如官员、自杀、隐私、内幕、骚乱等；媒体还会

制造或吸 纳 具 有 新 颖 性 或 感 染 性 的“类 概 念”和 标

签，如某某门等，并在报道中反复使用，从而呈现了

某类事件不断增加的“假象”。

３．普遍性 或 共 同 性 社 会 问 题 的 存 在。网 民 和

媒体能找到推动衍生效应发生的元素，表明当今社

会确实存在某些具有类效应的问题。首先，从当前

社会生态看，现实社会中各种问题有不断增多趋势，

网民和媒体很容易寻找或构建具有类化或关联特征

的问题，如食品安全问题；其次，官员腐败、富人为富

不仁等现象，“可观可感”且容易引起共鸣和义愤，民

众可感到某些强势群体超越规则、法律及道德、伦理

的行为。这些都促使民众产生并强化某种认知或情

绪，从而导致“类情绪”淤积，形成情绪和认知的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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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刻板印象。再次，当下正常的、制度性的表达、救

济渠道并不畅通，民众需借助媒体和网络进行利益、

权利的表达。而突发舆情危机事件也提供了民众表

达利益或权利诉求的机会，这又给民众某种暗示，促

使民众关注、寻找更多的事件、更大的事件。

４．网络的 广 泛 链 接 功 能。无 所 不 在 的 网 络 为

呈现社会中各种诉求、情绪及信息、事件提供了机会

或工具。尤其是随着网络应用形式的不断增加、网

络空间的拓展、网民队伍的迅速壮大，网络与现实空

间的交互 性 越 发 显 著。随 着 各 种 网 络 载 体 的 及 时

化、无缝化，各种事件、信息可在极短时间通过各种

方式传播到各个角落。当事件发生后，网民可及时

获得各种舆情，也可将自我诉求、观点、看法等发布

或传递出去。由此，网络可在瞬间提供网民交流、协

商、动员、组织的多元化机制和平台，网络日渐呈现

的“泛在化”特点可使任何人通过相关载体对任何事

件表达看法，或提供类事件、类情绪的参照、比较和

强化，并促生更多关联事件、情绪、问题和舆情，从而

不断放大和延长事件的衍生效应。

三
　　突发舆情危机事件衍生效应作为一种

日渐常态化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

一是有助于揭露 事 件 真 相。通 过 网 民、媒

体等作用，突发事件导致次生事件增加，而次生事件

会推动民众 对 突 发 事 件 相 关 信 息 和 真 相 有 更 多 了

解。当事件真相得以呈现，任何试图掩盖真相或操

控事件的企图都会失败。二是有助于推动相关问题

的解决。当突发舆情危机事件衍生更多事件，并附

着“类 诉 求”、“类 情 绪”、“类 问 题”而 形 成“舆 情 球

体”，且带来更大压力时，相关单位会通过各种方式

促进问题解决。三是有助于推动政府改革或转型。

一方面，网络发起“扒粪运动”促成舆论压力，使公权

部门不能肆意作为①；另一方面，随着事件衍生效应

带来类事件及舆情增多，当政府应对举措也成为衍

生效应一部分时，会推动政府在人事、工作作风乃至

理念、体制等方面的变革。

衍生效应因其揭露、放大、施压、勾连等功能，也

会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一是给当事人带来更多压力。

当突发舆情危机事件中当事人甚至相关当事人被全

面关注时，其工作、生活都会受到影响，其精神、心理

将经受煎熬和考验，无所不在的舆情压力甚至会对

当事人及其家庭等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二是造成

社会问题弥漫。在衍生效应作用下，“类问题”不断

产生，民众感到问题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会对社会

产生悲观认知和判断，从而影响社会信心培育。三

是带来特定情绪感染、累积和强化。“类情绪”因事

件衍生效应而不断凸显并强化，而“类情绪”具有累

积性、仇视性、反向性和否定性等特征，由此带来社

会裂痕和社会对立，有时一个事件形成的伤痕或记

忆会成 为 下 一 次 舆 情 事 件 的 激 发 元 素 或“催 化 药

剂”②。四是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一些负面、动员

性的舆情诱发的衍生效应，会在短期内引发群众有

组织或无组织集体行动，这不仅对交通、通信造成压

力，也对社会、市场秩序等造成破坏。当衍生效应指

向执政党、政府和政治制度时，则可能引发社会混乱

和政治动荡。

总之，突发舆情危机事件衍生效应在推动真相

呈现和问题解决等正面效果的同时，也会带来社会

压力、心理危机、恐慌及社会秩序混乱等负面后果。

由此，对突发舆情危机事件产生的衍生效应需适当

规制或管控。一方面，网民和媒体要认识到衍生效

应的危害，要减少助推、演绎行为，如媒体要避免刻

意制造并放大类概念，避免在同一时段大规模、高频

次报道类事件或问题；网民也要避免对某个问题简

单贴标签，要增强综合吸收信息和做出独立判断的

能力，减少模仿、跟风和盲从，以及将事件与类诉求、

类情绪的勾连。另一方面，政府应尽早解决矛盾和

问题，疏导舆情，以减少舆情“拉锯化”或“焦灼化”并

带来衍生效应。同时，政府要通过公正有效的治理，

建立和完善常规性的、制度性的、畅通的诉求表达渠

道，避免类事件不断发生和类情绪的不断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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