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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快速发展，尤其是

媒体微博迅速崛起，并已成为重要的“信息源”和“舆

论场”，且其议程设置能力持续提升，社会影响力日

益加深， 由此也导致了以报刊和广播电视为代表的

大众传播格局加速碎裂和解构， 舆论生态环境变得

更加复杂多变。 “微博是当前最时尚、最炙手可热、最

具舆论影响力、也最让人纠结的新兴网络应用。 微博

的 出 现 和 广 泛 应 用 是 一 场 人 类 信 息 传 播 形 态 的 革

命，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全新的即时网络时代，它带给

我们的是一个信息即时传播、 信息高度共享、‘人人

都能发声’‘人人可能被关注’‘一条信息可能引发一

场变动’的时代。 ”[1]人们还形象地比喻，当关注的粉

丝超过 100，你就像本内刊；超过 1000，像个布告栏；
超过 1 万，像本杂志；超过 10 万，像份报纸；超过 100
万，像 份 全 国 性 报 纸；超 过 1000 万，你 就 成 了 电 视

台。 [2]此说尽管有些夸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点出了

新媒体的强大威力和影响。 所以，在这种媒体格局形

势下， 要想引导好话语走向、 把握好舆论引导主动

权，迫切需要着眼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并存、互补、融

合、创新的新型传播格局和多元复杂的话语环境，对

传统的宣传引导工作进行改进升级,着力打通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两个舆论场”，推动网上、网下舆论“同

频共振”“协同发声”，努力唱响时代主旋律，聚合社

会发展正能量。

一、提升舆情研判力

搞好舆情监测和准确研判是引导话语走向的前

提和基础。 监测得越早、研判得越准，越有利。 众所周

知，新媒体时代的舆情事件多由网络引发，许多舆情

事件最初都是起源于微博，而且一经微博“点燃”，就

在网络领域迅速蔓延、持续发酵，在较短的时间内形

成众说纷纭的热点话题。 如比较典型的 “郭美美事

件”，就是由微博上的“炫富照片”和验证称号而引发

的对红十字会的质疑，一时间“线上舆情沸腾、线下

民意激荡”，产生持续强大的舆论压力，并不断向有

关方面“挖掘”和延伸，最终演变成为群众热议和网

民穷追不舍、持续声讨的网络事件。 再如，2013 年 8
月 28 日，《南 风 窗》杂 志 关 于《村 官 腐 败 透 视》的 报

道，在网络上以《村支书性侵村民留守妻子，村里一

半都是我的娃》为标题被疯狂转载，一夜之间就将三

门峡市置于舆论漩涡的中心，一场“舆论风暴”来得毫

无征兆。 [3]而且，随着网络自媒体的深入发展和“微博

大 V”影响力的加深，网络的舆论导向和动员作用愈

加突出， 在 2013 年 5 月昆明市民集体抗议抵制 PX
项目群体性事件中，网民先是在网络社区呼吁，继而

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进行散发，并最终实现

由网络到现实社会的实际行动，在全民抵制 PX 项目

的风潮下，昆明市政府不得不宣布项目下马。 [4]在如

此复杂多元、突发多变的舆情环境下，如果没有快速

高效、准确科学的舆情研判，要引导话语走向的健康

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
健全完善舆情收集研判机构和队伍。 尽快完善

一个能够联络各方、快速联动、全天候高效运转的专

门机构，形成一支由宣传思想主管部门、重点媒体、
资深媒体人士、专家学者以及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
新技术人员等组成的敏感性强、预见度高、眼光独到

的舆情分析师、数据挖掘师等专、兼职舆情分析监测

队伍。 “数据正在呈指数级增长……如何收集、管理

和分析数据正在日渐成为我们网络信息技术研究的

重中之重。 以机器学习、数据挖掘为基础的高级数据

分析技术，将促进从数据到知识的转化、从知识到行

动的跨越。 ”[5]33 针对新媒体迅猛发展、传播源更加分

散、各种信息急剧增长的大趋势，如果没有专门的舆

情研判机构和力量，所带来的后果只能是被动。 据权

威媒体报道，2013 年 9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

论新媒体时代话语引导能力的创新
□吴 震

【摘要】新媒体时代舆情生态发生重大变化，话语走向更加复杂、多元、多变，搞好引导
工作需要全面创新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需要进一步强化舆情研判力、快速反应力、传播
渗透力、深度解释力，真正唱响时代主旋律，聚合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正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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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就业促进会素质就业办副主任吴凯表示，网络舆情

分析师已正式纳入人社部“CETTIC”职业培训序列。 [6]

倍加重视新媒体领域舆情信息的收集与研判。
刘正荣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 互联网不仅改变了大

众传播格局，而且改变了整个社会舆论环境，进而对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产生着难以估

量的深刻影响。 互联网上的舆论现象已经很难用传

统的传播学理论作出完整的解释。 在信息网络化环

境下已形成了“新舆论场”，在这个“场”中，受不同政

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的各种信息同时在一个环

境中传播，形成交互、多元、多变的舆论气候，而且由

于公众的广泛参与， 公众舆论的作用日益增强并影

响着舆论环境的形成和走向， 这是截然不同于传统

媒体大众传播的一种新的传播模式， 它不是一个清

晰的传播过程，而是一个有诸多共生效应的“场”。 [7]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多变，具有诸多共生效应的“新舆

论场”，倍加需要保持高度的敏感和警觉，尤其对网

络、手机领域的“异常变动”和热点话题，需要全程搞

好舆情的跟踪研判，直至舆情恢复正常状态。
提高舆情研判技术装备水平。 2011 年 5 月，世界

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发布了《大数据：下一个创

新、竞争和生产力的前沿》报告，麦肯锡认为，大数据

是指其大小超出了典型数据库软件的采集、储存、管

理和分析等能力的数据集； 并细数了可用于大数据

分析的关联规则挖掘、情绪分析、预测模型等关键技

术和大数据应用于各行业的关键发现。 其中“关联规

则挖掘” 典型的例子就是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很多超

市的顾客在买尿布的同时也会买啤酒。 [8]涂子沛先生

在《大数据》一书中引用享有世界声誉的美国统计学

家、 管理学家爱德华兹·戴明的名言：“我们信靠上

帝。 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 ”“近年

来，随着大数据的迅猛增加，美国联邦政府各个政府

部门都在尝试 ‘用数据来决策’‘用数据为管理’‘用

数据来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既务实

管用又令人耳目一新的做法和应用。 ”[9]目前，在商业

领域数据分析已深入到行业的每一个细胞，比如“顾

客分析” 方面已经达到了可以通过其消费记录留下

的数据痕迹预测其消费意愿， 主动为其提供个性化

的销售和促销服务的水平。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利用

谷歌公司提供的“心情分析工具”，从千万条网民留

言中归纳出六种心情， 进而对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变

化进行预测，准确率高达 87%。 复杂的舆情总是通过

庞大的信息数据来展现，搞好舆情信息研判，同样需

要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 应借助“数据挖掘”①、“数据

可视化”②等先进技术整合分析网络、手机领域中不

断产生的数据信息以及其他与社会舆情相关的数据

信息，进而收集分析热点事件，挖掘舆情动向，以提

高新媒体条件下的舆情洞察力、精准分析力、科学预

测力，真正达到对舆情变化了如指掌、应变自如，从

而为引导话语走向、 构建积极健康向上的话语氛围

提供坚实保障。

二、增强快速反应力

在新媒体时代，整个社会已经高度透明化，任何

想“捂盖子”“封消息”“删帖子”“隐真相”的想法和做

法都是愚蠢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就连回避、拖延、
回应不及时也会遭到全社会的唾弃和谴责， 更会给

话语引导和事情处理造成被动。 因此，引导话语走向

必须坚持公开透明、及时回应，先声夺人、以快取胜。
结合近年的舆情研判实践，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出

了“黄金 4 小时法则”，2011 年，武汉大学的沈阳教授

在点评“7·23”动车事故的舆情时指出，突发事件的

传播应充分把握“黄金 1 小时”，进一步强调了快速

反应的重要性。
抢占报道先机，争取早发声。 网上传播的消息比

电视快，网上发布的东西比报纸全，QQ、MSN、SKYPE
比电话更真实，E-mail 比传真更方便……网络具有

天生的“迅捷性”，若不在“快”字上下功夫，就必然丧

失引导时机。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你不抢在第一

时间发声，让公众最先听到你的声音，就会有其他声

音来填补，会造成小道消息满天飞，流言、传闻泛滥

成灾，甚至酿成群体性的恐慌和混乱。 近年来，因反

应迟缓、“慢半拍”而造成被动，导致“信任关系”破裂

的例子不胜枚举， 即使后来再费很大的力气进行解

释，都难以弥补之前造成的“认知裂痕”和由此带来

的公众的不信任感。 当然，因发声早、占领报道先机

而赢得主动的例子也很多，比如业界公认的 2008 年

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报道，新华社在地震 18 分钟后发

布第一条确认地震报道，抢占了权威舆论引导先机；
2013 年 8 月针对因《南风窗》杂志刊发的《村官腐败

透视》报道而引发的舆论风暴，河南省省、市两级党

委、政府和组织、宣传、公安、检察快速反应，报媒和

官方微博联合快速发声、及时回应、持续跟进，使全

国网络舆情迅速扭转，《人民日报》 等权威媒体刊文

回顾南风窗事件，以《一场网络声讨的 7 天逆转》为

题予以报道和赞赏。 事实反复证明，早报比晚报好，
早说比晚说好，主动说比被动说好，不论是传统媒体

还是新媒体，都要在“快”字上下功夫。
用新手法占领新阵地。 网络和手机传播有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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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特点，主要表现是信息的海量性和开放性、空前

的强时效性、多媒体的形象性、高度的交互性与易检

性和传播环境的鲜明个性化。 网络、手机领域作为一

个“奇特的社区”，有其自身的“生态系统”。 应坚持

“网上来网上去”的原则，人在哪里就把工作做到哪

里，在哪里出现问题就把问题解决在哪里。 宁波晚报

袁志坚撰文指出， 媒体微博特别要讲究舆论引导的

方法，提出了“诚、快、准、软、联”的“五字诀”[9]，并特

别强调最重要的是态度要好，言语要真诚。 应积极适

应 网 络 舆 情 复 杂 多 元 多 变 的 特 点 和 网 民 发 声 的 习

惯，问题集中在哪个地方（网络空间）就主动在哪个

地方去“发声”，用“网民的话说网上的事”，滚动式报

道事实真相和进展，及时辟谣、回应质疑，适时推动

议题转换， 真诚维护互信关系， 最大限度地争取网

民、争取群众。 同时，着眼网络舆论环境是整个社会

舆论环境的折射、 社会舆论环境与网络舆论环境密

切相关的实际， 把占领新媒体高地与解决实际问题

紧密结合起来，把网下“干得好”与网上“说得好”紧

密结合起来， 及时把解决网络舆论所关注的现实问

题的思路、做法、成效发到网上，推动网上舆论话题

合理转换，进而赢得网上话语主动权、主导权。
传统媒体快速跟进。 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微博

的时效性明显高于传统媒体， 大多数舆情事件的第

一信息源基本上都是微博。 微博等新媒体已经对传

统媒体“舆论源头”的优势构成了极大挑战，成为公

众舆论的助推器和制造者。 在这种情势下，传统媒体

也要想方设法抢占第一报道先机， 并针对微博等新

媒体传递信息 “碎片化” 的弱点， 在信息的第二落

点———可信度上发挥优势， 快速持续跟进， 进行细

致、集中、深度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努力掌握议

程设置的主导权。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许

天颖撰文：就目前中国总体的传媒架构而言，基于与

政治权威的密切关联、更充分的报道资源、覆盖更广

的受众规模以及较高的可信度， 传统媒体在中国传

媒体系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 新媒体的力量常常需

要传统媒体的报道来“加冕”和肯定。 [10]而且，传统媒

体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引导话语走向的机制

措施，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对引导话语走向仍然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特别是报纸等纸质媒体具有深

度解读、全面报道和“白纸黑字”促人思考、读后难忘

等新媒体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专长。 引导话语走向仍

要充分发挥好传统媒体的功能优势， 进一步提高快

速反应力，进一步强化深度解释力，与新媒体一起设

置互动议题，相互借力，联动发力，最大限度地谋求

两个舆论场的“交集区”“共鸣区”和“共振区”，形成与

新媒体“同步发声”“同频共振”“协同引导”的强势舆

论， 真正打通两个舆论场， 形成报纸和网络良性互

动、同步引导话语走向的新格局。

三、强化传播渗透力

首先，要优化媒体结构，提升整体传播实力。 据

统计，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 5.64 亿，
手机网民规模达 4.2 亿， 网络化生存已成为常态，互

联网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第四媒体”。 应把进一步加

强网络媒体、 手机媒体建设作为优化媒体结构的重

点，继续加强重点新闻网站建设，并依托重点新闻网

站抓好传播新业态、新手段、新技术、新渠道的开发

与运用，抓好传播引导形式的创新与升级，尤其要在

微博客领域打造专业平台和专业团队， 组建微媒体

领域的引导力量， 使其真正在新的话语环境中发挥

引领作用。 同时，对照新媒体、新业态推动传统媒体

扬长避短，创新编辑理念和传播方式、报道手法，确

保跟上媒体格局快速演变的形势要求， 在引导话语

走向中继续发挥主阵地、主渠道作用。 2012 年，大河

报社针对微博等新媒体发展的新形势， 进一步完善

纸媒与新媒体的协调机制，提出“互融互粉”的全媒

体战略，全力打造贯通纸媒、网媒的“全媒体”，受到

业内专家学者的齐声“顶”“赞”。
其次，构建新的传播话语体系。 很明显，在新媒

体时代人们交流采用的语言、 说话方式正在发生演

变，近年来网络和手机领域“亲”“粉丝”“吊（屌）丝”
“逆袭”“给力”“犀利哥”“失控姐”以及“××的不是×,是
寂寞”、“妈喊你回家吃饭”“元芳，你怎么看”“不要迷

恋哥， 哥只是个传说”“我决了个定”“我爸是李刚”，
还有诸如 “咆哮体”“淘宝体”“撑腰体” 等网络新词

语、新句式、新表述不断涌现，并成为一个时期的“口

头禅”和流行语。 2013 年，在网络领域中“土豪,我们

做朋友吧”“何弃疗”（为何放弃治疗）、“我伙呆”（我
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人干事”（这是人干的事
吗）、“中国大妈”“女汉子”“摊上大事儿”等网络语言

一直热度不减。 据 2013 年 12 月 16 日《东方今报》报

道，针对郑州雾霾天气，有奇葩网友创作雾霾版《领

悟》：“我以为我瞎了，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掏出我的

手机，却连屏幕也看不清楚，这何尝不是一种领‘雾’
……啊，多么痛的领‘雾’，郑州又十面霾伏，只愿你

挣脱晴的枷锁、 霾的束缚， 用力追逐， 别再肺癌受

苦。 ”以此来抒发雾霾笼罩下的复杂情绪。 网络、手机

是一个充满语言创新的领域， 众多网民总是变着花

样以“新”“异”的词语发表新观点、传播新想法，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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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经常掺杂一些“表情”符号和一些奇异的“代码”，
由此带动网络语言不断出新、出奇、出彩，这可以说

是网络领域的“群众性语言”，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

强劲的感染力。 在这种话语体系中引导话语走向，需

要学会运用适应网络语言环境下的新语言和新句式

来进行叙述、表达和传播，唯有如此，才能让公众和

广大网民感到可亲可近、产生共鸣，才能产生较强的

吸引力和感染力。 值得提出的是，“官话”“套话”“没

有温度的话”和“自说自话”已经没有市场，与新的话

语环境“不对接”“不入流”，也不可能打动读者的心。
再次，加强传播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是

引领话语走向的根本保障。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在 《信息社

会与新媒体的格局与走向》 一文中指出：“怎么认识

今天的媒体形态？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无处不在（整
合）、无时不有（在线）、无所不能（交互）。 ”广大新闻

从业人员面对的是一个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新旧并

存、功能互补、边缘融合、形态创新的全新媒体生态

环境，无疑对素质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此，一方

面，需要持之以恒地抓好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

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他们的政治、业务、
技术等多个方面的素质能力， 特别需要加强的是新

媒体、 新技术相关知识的培训， 引导其更新思想观

念、完善知识结构、增强工作本领；另一方面，应着重

抓好新媒体从业人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网络媒体、
手机媒体从业人员数量庞大、参差不齐，迫切需要把

这支队伍纳入正常的新闻从业人员管理培训体系，
特别是那些重点新闻网站和辐射面、 影响力比较大

的移动媒体传播平台的从业人员。 2013 年 4 月 19
日，《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正筹

划在北京试点数字编辑职称评定；5 月 9 日，《大 河

报》报道，微博将纳入河南省新闻奖评选序列，在规范

新媒体运作及其从业人员管理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

四、加强深度解释力

引导话语走向不仅需要较强的舆情研判力、快

速反应力、传播渗透力，更需要很强的解释力和说服

力，真正以事实的证明力、理性的思辨力、话语的说

服力来廓清认识、赢得人心，达成共识、协调行动。
多角度深化解读，全面客观准确报道。 群众的眼

睛是雪亮的，广大网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网易新闻页

面有一句口号：无跟帖，不新闻；不顶不新闻，新闻看

跟帖；网易跟帖，就是“网聚人的力量”。 而且，网友们

坚持“留言要有新思想，灌水要有新思路，吹牛要有

新突破，抬杠要有新局面”，弘扬“一不怕手酸，二不

怕麻烦”的大无畏精神，改变“几天来一趟，想到才来

上，来了不说话，逛逛就走人”的方式。 [2]101 网民正是

在跟帖、回帖、顶帖、发帖中参与新闻报道，在跟帖中

逼近真相、深化认知、形成共识的。 传播学理论也早

已证明，社会大众绝不是应声倒地的靶子。 而且，在

当今网络跟帖评论、交流讨论、多方求证的传播格局

下，公众再也不会听受一隅之见，更不会接受任何带

有蒙蔽性的言行，尤其对那些“不真诚”“掩耳目”“推

责任”“兜圈子”“绕弯子”式的回应，必然会激起网民

的痛恨、嘲笑和反击。 在 2007 年周正龙参与的“华南

虎假虎照”网络事件中已充分彰显了“网众”的智慧、
勇气和力量，正是由各个知识层次水平组成的庞大的

网民群体不停地就虎照进行质疑和多方求证，一步步

推动着华南虎照疑团的解开。 专家呼吁千万“不要犯

常识性错误”，千万“不要侮辱网民的智慧”。只有加强

对事实的全方位解读，全面报道与事实相关的各个方

面的情况，才能赢得“网众”的理解和支持。 凡是网民

和公众普遍认为这件事情与哪个单位相关联、“企求”
其站出来“说话”，就应该积极报道和传播这个方面的

情况，在充分满足公众知情权中进行引导。 按照有关

学者研究，信息的发布要遵循梯度规则，即由高层人

员到基层人员，从官员到专家，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

面，从政策层面到技术层面，确保把事实真相、各有关

方面的情况和理性认知客观全面地传导给公众，使公

众正确认识事实、准确判断真相、理性表达诉求。 在

“众声喧哗”的舆论环境下，引导话语走向就要看谁对

资讯的分析整合能力强，看谁的“解释性报道”做得到

位，分析整合能力强者将拥有更多的社会话语权和影

响力，也更能赢得受众的理解和信服。
精心设置议程，进行强势引导。 精心搞好议程设

置是强化深度阐释、引导话语走向的有效手段。 “议

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

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 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

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

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 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

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 比如 2010
年，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在推动“中原经济区”的报道

中，统筹运用媒体资源，精心策划，周密运作，全方位

出击，全媒体联动，各类报道疏密相间，张弛有度，不

断深入地进行解读和再解读， 用媒体议程去推动政

府议程和公众议程，仅在 3 个月的时间内就使“中原

经济区”这一崭新的概念和新颖的提法，走进人们的

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之中， 并转化成为中原人的共

同意志，掌握了“中原经济区”话语权的制高点，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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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促进中原崛起提供了强

有力的舆论支持。 著名新闻时评人曹景行在谈到《时

事开讲》的成功之道时曾经说：“我们争夺‘第一报道

权’，现 在 还 在 争 夺‘第 一 解 释 权’。 ”曹 景 行 阐 释，
“第一解释权” 不仅是指对新闻事件快速作出即时

性 解 释，且 指 这 种 解 释 最 站 得 住 脚，最 能 被 受 众 所

接受，引导他们更深了解新闻背景、来龙去脉、未来

走势。 “面对重大新闻事件，你不解释，人家解释；中

国不解释，外国解释；官方不解释，老百姓自己会解

释。 ”实践证明，只要在议程设置上下足功夫，就能

实现政府议题、 媒体议题和社会议题的顺利转换，
推动政府议题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最终使

公 众 在 心 理 上 产 生 高

度的认同感，进而凝聚

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着力深化评论创

新 ， 进一步增强说服
力。 评论是媒体的旗帜

和灵魂，以其鲜明的立

场 和 严 密 的 逻 辑 在 话

语引领中发挥着“定音

鼓”的作用。 尤其在重

要历史关头、重大事件

面 前 和 人 们 面 临 思 想

困 惑 、方 向 不 明 、路 途

不清之时，其作用更加

突出。 但应当看到，当

前 舆 情 生 态 环 境 复 杂

多变，多元声音、多元观点纷纷呈现，特别是网络上

的声音愈加纷繁多 样，呈 现 出“对”与“错”的 交 织、
“正”与“负”的并存，而且还总是出现对正统“声音”
“观点”进行质疑、“肢解”，甚至调侃、讽刺的泛娱乐

化倾向。 有学者认为，与严肃的报纸评论相比，网络

评论始终“弥漫在散漫无稽的氛围中”，大多数网民

发表言论时，更多地注重率性和痛快，而不屑于或者

不能够以建设性、创造性的态度来看待问题、解决问

题。 过去一篇评论定乾坤的影响力已经不那么奏效

啦。 能不能发挥好评论的旗帜作用，发挥好评论在多

元中立主导、在多变中强主流的导向作用，面临着新

考验。 对报刊来讲，更加需要出彩的评论文章，进一

步发挥好报刊评论的优势和功能；对网络、手机等新

媒体来讲，一方面要及时转发报刊评论，以报刊评论

的力量影响网民，更重要的是针对网络传播分众化、
个性化的特点， 进一步畅通评论渠道、 优化评论结

构、丰富评论语言，把握好话语引导的时机、节奏、力

度和方法。 综观目前国内网站的网络时评， 基本是

“三驾马车”：原创评论、转载评论、一部分个人自主

发帖和博客文章。 张东旭撰写《网络时评的现状与趋

势》认 为，网 络 时 评 发 展 下 去，势 必 促 成“多 媒 体 评

论”的诞生。 这种新型评论由文字、漫画、图表、照片、
音频、 视频还有相关资料的超级链接等多种元素组

合而成。 只有“多媒体评论”才能彰显网络时评的特

色。 2013 年 8 月 5 日，在第八届红网《红辣椒评论》佳

作颁奖暨十周年座谈会现场， 东南网编辑部副主任

李艳说：“网络评论需要融合微时代的传播特点，推

出‘短平快’的新闻事件微评论，注重及时反馈。 适应

了读者的阅读需求，还是能成为网站内容的主流。 ”
注 释：
①“数 据 挖 掘 ：是 指 在 海

量 的 数 据 当 中 通 过 分 析 和 建

模，发现数据背后隐藏的模式

和微妙的关系，以揭示过去的

规律、预测未来的趋势。 ”（涂

子 沛 .大 数 据 [M].桂 林：广 西 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2：173）
②“数 据 可 视 化 ：是 指 以

图形、图像、地图、动画等更为

生动、易为理解的方式来展现

数据的大小，诠释数据之间的

关系和发展的趋势，以期更好

地 理 解 、 使 用 数 据 分 析 的 结

果。 ”（涂子沛.大数据[M].桂林：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201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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