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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博弈分析的网络舆情政府供给侧监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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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意义]从净化源头开始治理网络舆情污染问题，遏制娱乐至上的舆情传播扩散趋势，引导网

民向热情、自主思考和提升价值判断能力的正能量舆情传播转变。[方法 / 过程]分析网络舆情传播利益主体

之间的策略互动关系，研究网络舆情供给侧博弈过程的影响因素。[结果 / 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网络舆情

的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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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 Significance] To control the pollution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starting from clearing the

source, restrain the spreading trend of public opinions which regard entertainment as supremacy and to guide net

citizens to "spread positive energy" with enthusiasm,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enhanced ability of value judgment.

[Method / Process] We analyze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among stakeholders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

tion, construct a dynamic evolution model, and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game process on the supply sid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Results / Conclusions] On the basis of our anallysis, we put forward the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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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自媒体是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袁 也成为舆论

的主战场袁 网络舆论空间生态恶化袁 舆情低俗文化泛

滥袁 西方国家凭借网络数据信息跨境流动尧 主体识别

和权力行使困难等特点袁 从娱乐信息的传播和扩散入

手袁 着手实施的 野Tittytainment 渊奶头乐战略冤冶袁 千方

百计侵蚀和扭曲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袁 不遗余力地

削弱青年一代的价值判断能力遥 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尧 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与侵蚀不容忽视[1]遥 国家网

信办曾经多次 野亮剑冶 自媒体乱象袁 所以袁 对网络自

媒体的舆情传播进行治理势在必行袁 特别是从舆情的

供给侧进行严格监管和引导更为重要袁 要强化互联网

主管政府部门的责任袁 笔者采用博弈分析这种最适用

的策略互动分析工具袁 分析舆情供给侧的策略互动过

程袁 旨在控制网络舆论的萌芽状态袁 从而引导网络舆

情发展的演进过程袁 透过舆情表象找到其传播扩散的内

在规律袁 为政府有效引导和监管网络舆情献计献策[2]遥

1 网络舆情政府供给侧监管的理论依据

需求与供给在经济学中对应着效益增长动力天平

的两端袁 但在网络舆情的传播扩散领域袁 优化舆情供

给结构尧 创新治理制度等才是促进网络舆情健康发展

的根本动力袁 而这都属于供给一侧袁 只有针对网络舆

情的供给侧进行治理袁 才能不断地提升网络舆情信息

供给质量和效率袁 满足网民新需求[3]遥
1.1 供给侧与网络舆情供给侧结构

所谓供给侧 渊Supply Side冤袁 即供给方面袁 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旨在提高供给质量袁 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

变化情况的灵活适应度袁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袁 更好满

足群众的需要袁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4]遥 2016

年 叶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曳 坚持 野科技创新和

体制机制创新冶 双轮驱动袁 彰显国家制度和技术 野双
轮驱动冶 的经济增长战略遥 因而袁 探讨网络舆情供给

侧结构治理袁 也必须沿着 野技术冶 与 野制度冶 路径袁
从技术供给视角和制度供给视角制定相应的措施[5]遥 从

野制度冶 供给看袁 野制度冶 供给又分为软性制度尧 强制

制度和契约制度遥 软性制度包括院 网络舆情的文化尧
价值观尧 社会风俗习惯曰 强制制度包括院 网络舆情的

法律尧 法规和政策规定等袁 制度是对网民个体与组织

的一种外在约束曰 契约制度则是网民个体和组织 渊企
业和政府冤 之间的约定袁 网络舆情契约制度受到网络

舆情软性制度的影响及强制性制度的制约[6]遥 野制度冶
供给中的 野法律冶 供给依靠法治思维和法治行为完善

网络舆情治理要要要野法无授权即不可为冶遥 野制度冶 供

给中的 野政策冶 供给需要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

用袁 特别是政府要行使政策的 野保障性托底冶 作用[2]袁
积极鼓励尧 引导和支持非营利性的个体和社会组织参

与网络舆情治理曰 从 野技术冶 供给看袁 野技术冶 供给

包括院 野人才培养冶 和 野技术创新冶 两个方面遥 野技
术冶 治理需要培养科技人才尧 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袁
只有 野人才冶 才能研发和创新网络舆情治理的关键技

术遥 网络舆情治理的专门 野人才冶 包含院 网络舆情的

专业技术管理人才尧 网络科技创新人才和具有国际化

视野的战略规划人才遥 野技术创新冶 包括各种科技要

素的创新[7]遥 野制度冶 供给和 野技术冶 供给两者相辅相

成袁 形成有效联动袁 野制度冶 供给是前提和保障袁
野技术冶 供给袁 推动科技进步袁 必将进一步创新网络舆

情治理模式袁 优化网络舆情治理环境遥
1.2 网络舆情政府供给侧监管的路径分析

野软实力之父冶 要要要约瑟夫窑奈教授认为院 网络舆

情体现社会流行文化袁 这种文化不仅与个人主义密切相

关袁 而且包含 野能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价值观冶 [8]遥
舆情的传播扩散也是赢得民心的主渠道袁 正合舒尔斯

基的观点院 网络舆情是一场无声的战争遥 因此袁 必须

防止西方国家的舆情文化渗透袁 识破网络低俗文化的

野奶头乐冶 陷阱袁 抵制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尧 主流

意识形态的消解与侵蚀袁 否则将失去网络文化战场的

领导权尧 主动权和话语权遥 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时绝

不能缺位袁 但也不能越位和错位袁 必须从网络舆情供

给侧入手袁 坚持政府主导的网络舆情治理的制度设计遥
从全球治理层面袁 研究网络舆情治理的供给侧路径袁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遥 沿着 野技术冶 与 野制度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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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路径袁 从网络舆情供给侧的 野法律冶尧 野政策冶尧
野契约冶尧 野文化冶尧 野人才冶尧 野技术创新冶 等视角袁
制定公开透明的舆论表达规则体系[9]袁 形成网络舆情的

生态机制袁 促成网络舆论的自成长和正面价值的 野涌
现冶袁 维护 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冶 的主权平等与合

作遥 把正确的人生观尧 价值观尧 政治立场尧 行为规范

等舆情信息袁 有计划地输出袁 为中国梦的战略目标提

供精神养料袁 在网民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
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领网络阵地袁 传播和扩散正能

量信息袁 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巍然耸立[10]遥
1.3 网络舆情政府供给侧监管的责任分析

网络舆情面向整个社会袁 具有全体公民共同受益

或联合消费的特点袁 全体网民可以共同接受和传播袁
而无法把网络舆情归属于某个人尧 某个家庭或企业曰
同时袁 网民对网络舆情的消费无法排他袁 即某个人或

者家庭尧 企业对网络舆情的接收尧 传播并不影响尧 妨

碍其他人同时接收尧 传播曰 另外袁 网民的受益具有不

可阻止性袁 即无法在技术上拒绝任何个人尧 家庭或企

业对网络舆情的消费袁 因此袁 网络舆情的传播扩散属

于公共物品范畴袁 政府对网络舆情进行监管和引导具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1]遥

2 政府监管的稳定性分析

博弈分析方法是研究主体间竞争与合作策略互动

的工具袁 通过博弈分析来研究舆情传播扩散者个体的

行为选择和优化策略袁 理解舆情传播扩散者的行为并

预测各种舆情传播扩散主体的行为结果袁 为政府科学

治理舆情传播扩散确立依据遥
2.1 网络舆情供给侧监管链

网络舆情政府监管主体包括院 网信办尧 工信部尧
公安部以及文化部尧 广电总局等专门部门及其地方对

应机构遥 2014 年 2 月 17 日成立的 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领导小组冶袁 2018 年 3 月改为 野中国共产党中央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冶遥 同年袁 经国务院授权的各

省尧 自治区尧 直辖市人民政府重新组建各级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 渊简称网信办冤遥 网络舆情供给侧除了各级政

府的网络监管者外袁 还涉及到舆情信息生产者尧 传播

者尧 存储者尧 推动者尧 支持者等多方主体袁 这些主体

在地理位置上存在分离袁 使得舆情信息跨境流动袁 舆

情信息的利益主体识别困难袁 监管和引导的权力行使

面临困难袁 网络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尧 舆情信息数量的

巨量性尧 舆情信息质量的模糊性等也让网络舆情供给

的多方主体间存在各种利益的博弈遥
2.2 监管者群体行为的稳定性分析

网络舆情政府监管是一个群体的行为袁 根据行为

科学理论袁 各级监管者主体的行为既是由其内在需求

决定的袁 也是受外部环境影响的袁 网络舆情监管者会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袁 因此各级网络舆情监管者与政

府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袁 如图 1 所示遥 网络舆情政

府监管者行为的变化可用概率表示袁 政府监管者行为

的转移过程矩阵袁 如图 2 所示遥
图 2 中 仔i 为图 1 中的各级政府监管者从不采取监

图 1 网络舆情供给侧监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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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转移概率矩阵

管行为向采取监管行为转变的概率曰 酌i 为各级政府监

管者从采取监管行为向不采取监管行为转变的概率遥
因为各级政府监管者群体中各人的考量不一样袁 即 仔i尧
酌i 对于不同的政府监管者个体而言是不同的袁 可用

野生灭过程冶 的数学模型描述各级政府监管者群体的转

移行为袁 仔i尧 酌i 具有较好的属性袁 满足生灭过程的数学

特性袁 就可以求出采取监管行为的各级政府监管者的

概率袁 即在某种监管力度下袁 虽然每个各级政府监管

者的行为是随机的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袁 采取该行为

的各级政府监管者的概率 p0 是稳定的袁 体现出一定的

统计规律性[12]遥
2.3 政府监管者群体严格监管的必然性

在网络舆情传播扩散领域袁 国家要在网络空间舆

论战场中掌握领导权尧 主动权和话语权[13]遥 不仅要树

立 野破釜沉舟冶 式打击负面舆情的决心袁 同时要让各

级监管人员明确 野不作为即下岗冶 式的岗位职责袁 并

使这种 野威胁冶 具备 野可信性冶袁 在政府监管机构内部

也必须依据相关的法律尧 法规和政策尧 制度规定等袁
对监管机构内部个体与组织行为进行外在约束袁 必须

杜绝各级监管人员不作为的现象遥 图 3 为杜绝监管者

群体不作为的动态博弈遥

图 3 杜绝监管者群体不作为的动态博弈

对图 3 的动态博弈分析可以看出院 如果在政府监

管机构内部没有依据相关的法律尧 法规和政策尧 制度

规定等袁 对监管机构内部个体与组织行为进行外在约

束袁 那么对政府各级监管人员来说袁 采取 野不作为冶
的方式对待网络舆情袁 收益最大 渊0.5>0.3冤袁 因此袁
野严格约束冶 前的博弈均衡是网民 野任意作为冶袁 监管

人员 野不作为冶袁 网络舆情将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管和引

导遥 政府在监管机构内部依据相关的法律尧 法规和政

策尧 制度规定等对监管机构内部个体与组织行为进行

外在约束后袁 那么对监管人员来说袁 如果采取 野不作

为冶 的方式对待网络舆情袁 收益最小 渊0冤袁 各级政府

监管人员必然采取 野严格监管冶 策略遥 根据逆向归纳

法袁 可知袁 此时网民必然选择 野约束自己冶 策略 渊因
为 0>-1冤袁 此时袁 网络舆情受到有效监管[14]遥

3 政府供给侧监管的演化博弈分析

演化博弈是一种研究系统演化的方法袁 网络舆情

供给侧不同群体之间的博弈是一个动态过程袁 且在博

弈过程中供给侧不同个体通过 野学习冶 积累经验袁 相

互影响袁 逐渐适应袁 最后形成演化稳定策略[15]遥
3.1 供给侧监管的演化博弈矩阵构建

网络舆情供给侧包括院 政府监管机构和各类网络

舆情传播者袁 传播平台包括院 音频尧 直播尧 微视尧 弹

幕尧 微信圈尧 VR尧 收费互动尧 宗教互动尧 贴吧尧 QQ

空间尧 分答尧 知乎尧 花瓣尧 B 站尧 云音乐尧 野悟空问

答冶尧 头条号尧 网易号尧 大鱼号尧 百家号等袁 这些新平

台成为网络舆论博弈和争夺的重要阵地遥 各级政府监

管机构必须用敏锐的眼光发现问题袁 以清醒的头脑面

对问题袁 以巨大的勇气研究问题袁 以非凡的魄力解决

问题袁 对网络舆情进行严格监管袁 为网络舆情的传播

扩散打下扎实的思想防线袁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遥 网

络舆情供给侧的政府监管机构与供给舆情的网民之间

存在对立统一关系袁 竞争中合作袁 合作中竞争袁 正因

为这种关系的作用袁 网络舆情供给侧生态系统才会从

不和谐状态慢慢向和谐状态演化遥
基本假设院 网络舆情供给侧博弈竞局中局中人都

是理性人曰 政府监管机构可以采取两种策略院 严格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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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渊Y冤袁 不作为 渊B冤袁 C 代表政府严格监管的成本曰
各类舆情传播者也可以采用两种策略院 遵守相关制度

规范 渊Z冤袁 不遵守相关制度规范 渊H冤曰 如果政府监管

机构严格监管袁 则网络舆情生态环境和谐袁 但政府监

管机构要付出成本为 C曰 若政府监管机构不作为袁 但

舆情传播者选择遵守相关制度规范袁 政府监管机构可

完成更多的其他职能袁 因而袁 可获得 S 的正效用 渊因
为存在机会成本袁 一般 S>C冤曰 如果舆情传播者选择不

遵守相关制度规范袁 当政府严格监管时袁 则政府会对

舆情传播者实施处罚袁 政府惩罚收益为 F曰 舆情传播

者选择不遵守相关制度规范袁 且政府不作为时袁 舆情

传播者超额收益为 E袁 但此时网络舆情生态环境不和

谐袁 社会收益为 -T曰 若舆情传播者选择遵守相关制度

规范袁 不管政府严格不严格监管袁 舆情传播者超额收

益都为 0遥 这里用到的所有符号都大于零袁 构建政府监

管机构和各类网络舆情传播者博弈双方的赢得矩阵袁
如图 4 所示袁 图 4 的赢得矩阵不存在纯策略均衡遥

图 4 赢得支付矩阵

博弈求解过程略[16,17]袁 根据系统演化的局部稳定性

分析推理可知局中人选择协作策略时的动态演化相位

图 5 所示[18]遥

图 5 选择协作策略的动态演化相位图

3.2 演化稳定均衡

诠释图 5 可知袁 在政府监管机构和网络舆情传播

者的动态过程形成的博弈动态演化相位图中袁 两个不

稳定点 L(1,0)尧 M(0,1)与鞍点 连成的折线形成显示系统

演化收敛状态的分界线遥 当演化初始位置落在在 G 所

在区域 渊四边形 OMPL冤 中时袁 系统的演化将向 O

(0,0)点收敛袁 代表的意思是局中人都采取不合作的策

略曰 当初始状态节点落在 F 所在区域 渊四边形 LPMN冤
中时袁 系统演化将向 N(1,1)点收敛袁 表示的意思是局

中人都采取协作的策略遥 政府监管机构和网络舆情传

播者的动态演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袁 在长期内将保持

博弈的状态遥 从演化博弈模型可知袁 影响该系统演化

的参数有院 舆情传播者在不遵守相关制度规范时袁 政

府监管机构的惩罚力度 F袁 舆情传播者选择不遵守相

关制度规范时的超额收益为 E袁 代表政府严格监管的

成本 C 等因素遥 政府监管机构和网络舆情传播者的协

同演化过程遵循以下规律[19]院 总体上 MPL 折线上方的

四边形 LPMN 的面积越小袁 演化系统收敛于 N(1,1)点

的概率就越大袁 博弈各方就越趋于稳定的博弈演化遥
3.3 均衡结果实证

渊1冤 若惩罚力度 F 足够大袁 那么袁 P( C＋T－F
S＋T－F窑

F
F＋E

)→P(1,1)袁 即博弈向 N(1,1)点演化袁 所以袁 对不

遵守相关制度规范的舆情传播者的惩罚力度 F 越大袁
舆情传播者就越可能选择遵守相关制度规范袁 越有利

于舆情传播环境和谐遥 例如袁 2017 年 4 月袁 标题为

叶帝都西站袁 骗局众生相曳 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发布后袁
引发负面舆情传播袁 给北京西站带来很大的舆情压力袁
但该信息为不实信息袁 网络监管者联合北京铁路局尧
北京西站袁 在地区管委会的支持配合下袁 联合地方公

安机关和工商尧 城管等部门进行治安综合整治袁 并对

恶意传播不实网络舆论的相关责任主体进行处罚袁 相

关舆情暗流才渐趋平缓袁 网民对相关部门 野又快又狠冶
重拳出击表示肯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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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2冤 当政府监管机构不作为时袁 舆情传播者超额

收益 E 必将非常大袁 此时袁 P( C＋T－F
S＋T－F窑 F

F＋E )→P(1,0)袁

即博弈向 O(0,0)点收敛袁 此后袁 政府监管机构必将采

取事后严格监管策略袁 净化舆情环境袁 从而达到消除

负面舆情的目的遥 例如袁 2008 年的蛆桔事件院 野某地

发现生虫橘子冶 的新闻袁 被网络转载后引发舆情危机袁
使得仅次于苹果的中国第二大水果要要要柑橘严重滞销袁
损失达 15 亿元袁 达到了别有用心传播者的目的遥 10 月

21 日袁 四川省农业厅召开新闻通气会袁 表示此次柑橘

大实蝇疫情仅限旺苍县袁 并且该县蛆果已全部摘除袁
落果全部深埋处理袁 其他地区的柑橘并无疫情袁 食用

国内柑橘不会造成健康威胁袁 网络监管机构加大对不

实言论的监管和处罚袁 才逐渐消除了舆情危机袁 减少

桔农的损失遥
渊 3冤 当 C→S袁 那么 袁 P ( C＋T－F

S＋T－F
窑 F

F＋E
)→

P(1, F
F＋E

)袁 即政府监管机构致力于采取严格监管策

略袁 虽然付出较大的监管成本 C袁 但促使舆情传播者

遵守相关制度规范袁 舆情传播者不遵守相关制度规范

时的超额收益 E 减小袁 P( C＋T－F
S＋T－F窑 F

F＋E )→P(1,1)袁

即博弈向 N(1,1) 点演化袁 此时舆情传播环境趋于和谐遥
例如袁 2017 年 4 月袁 网传四川省泸县太伏中学学生赵

某的死因系未交 野保护费冶袁 被五名 野校霸冶 殴打致

死袁 引起网络舆情危机遥 相关舆情监管部门立即行动袁
并积极发声袁 4 月 4 日袁 新华社发布专电 叶拿出澄清谣

言的事实需要多久要要要三问四川泸县校园死亡事件曳袁
4 月 5 日袁 野人民日报评论冶 渊微信公众号冤 发布文章

叶锐评 泸县中学生死亡案院 权威声音如何才能掷地有

声曳袁 这些在网络监管部门推动下的报道迅速控制了负

面舆情传播袁 消除群众误解袁 使事件真相得以澄清遥
渊4冤 当 T 值非常大时袁 那么袁 P( C＋T－F

S＋T－F
窑 F

F＋E
)

→P(1, F
F＋E

)袁 此时博弈也向 N(1,1)点演化袁 因为此时

网络舆情生态环境极其不和谐袁 负的社会收益极大袁
迫切需要政府监管机构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监管遥 当政

府监管机构严格监管时袁 即加大对不遵守相关制度规

范的舆情传播者的惩罚力度 渊F 增大冤袁 舆情传播者就

会选择遵守相关制度规范袁 舆情传播环境趋向和谐遥
例如袁 2018 年 12 月 28 日袁 博文 叶税改在即袁 小心你

下载的 野个人所得税冶 APP 是木马浴曳 开始在自媒体传

播袁 2018 年 12 月 30 日袁 国家税务总局官方微博辟谣

指出院 税务总局官方 野个人所得税冶 APP 未发现存在

木马病毒问题袁 并对传播 野税务总局 耶个人所得税爷
APP 存在 62 例木马冶 的谣言袁 进行严厉监管袁 消除了

不实信息传播遥

4 网络舆情政府供给侧监管的策略

如果期望政府监管机构和网络舆情传播者的动态

博弈最终的收敛结果是网络舆情环境和谐发展袁 就必

须使网络舆情传播者选择遵守制度规范策略的收益更

大袁 网络舆情传播者选择不遵守制度规范的收益更小袁
这样才会使博弈的均衡向网络舆情环境和谐发展袁 即

博弈向 N(1,1)点演化遥
4.1 杜绝政府舆情监管机构的不作为

根据政府供给侧监管的演化博弈分析可知院 当政

府监管机构不作为时袁 舆情传播者超额收益 E 将非常

大袁 此时袁 P( C＋T－F
S＋T－F窑 F

F＋E )→P(1,0)袁 即 MPL 曲线

向 O(0,0)点方向收敛袁 网民会借助微博尧 微信等自媒

体平台的匿名化尧 开放化特点袁 传播扩散内容良莠不

齐的舆情信息袁 西方敌对势力也会借助网络作负面宣

传袁 导致网络暴力尧 网络谣言产生袁 因此袁 政府监管

机构必须树立 野破釜沉舟冶 式打击网络负面舆情的决

心遥 政府监管机构和相关监管人员 野不作为冶 与 野作
为冶 具有等价性袁 而且袁 野不作为冶 虽然在 野物理意

义冶 上是 野无冶袁 但这种 野不作为冶 的状态本身是受监

管人员的主观意志支配的袁 因而必将是 野态度上冶 的

野有冶袁 所以袁 监管人员故意的 野不作为冶 正是其 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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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为冶袁 即使监管人员是过失的 野不作为冶袁 但监管人

员的工作职责存在 野意识冶 义务袁 因而仍然可以归结

为监管人员的 野态度冶 问题袁 所以袁 政府监管机构内

部也必须遵守相关的法律尧 法规和政策尧 制度等袁 对

监管机构的行为进行外在约束袁 杜绝监管机构的 野不
作为冶 [20]遥
4.2 加强网络舆情的制度建设

当 C →S袁 那么 袁 P ( C＋T－F
S＋T－F 窑 F

F＋E ) →P (1,

F
F＋E

)袁 即政府监管机构付出成本 C 与政府监管机构

获得的正效用 S 趋近时袁 那么袁 P( C＋T－F
S＋T－F窑 F

F＋E )→

P(1,1)袁 即博弈向 N(1,1)点演化袁 这说明政府监管机构

对网络舆情监管投入的越多袁 则网民越会遵守网络舆

情传播的制度规范袁 舆情传播环境越和谐遥 政府对网

络舆情的监管投入主要在 野制度冶 建设袁 第一袁 要把

网络舆情监管纳入法治轨道袁 在网络舆情领域袁 包括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曳 存在 10 余部相关的专

门法律规定袁 同时袁 中国的 叶民法曳尧 叶刑法曳 等法律

中也有相关法律条款涉及网络舆情治理的相关规定[21]袁
基本涵盖了互联网舆情信息的 野内容生产冶尧 野传播冶尧
野管理冶 各个层面袁 但是相关法律尚不完善袁 而且可操

作性不强袁 因此袁 在网络舆情领域不能只是 野法不禁止

即自由冶 [22]袁 还必须强调 野法无授权即不可为冶 [23]曰 第

二袁 在制度建设时要发挥 野政策冶 作用袁 但中国政府更

倾向选择直接干预的强制性政策工具管理网络媒体袁 舆

情监管以禁令和处罚措施居多袁 调节型尧 社会型尧 自愿

型政策较少袁 对舆情产业发展和舆情媒体融合的促进作

用相对薄弱袁 所以袁 政府要制定相关新政策袁 实现政策

的 野保障性托底冶 作用袁 积极鼓励尧 引导个体和社会组

织参与网络舆情治理[24]曰 第三袁 重塑网络舆情主体的意

识形态袁 培养网络舆情中最有效的传播者 渊如意见领

袖冤袁 对网络舆情的文化尧 价值观尧 社会风俗习惯进行

重塑和引导袁 制定舆论行为规范尧 积极处理舆情危机尧
对网民进行信息素养的宣传教育袁 提高互联网业界和

用户的道德水准袁 引导公众正确解读舆情内容[25]遥
4.3 加大对不遵守相关制度规范网民的惩罚

力度

对不遵守相关制度规范网民的惩罚力度 F 足够大

时袁 那么袁 P( C＋T－F
S＋T－F窑 F

F＋E )→P(1,1)袁 即曲线 MPL

向右上方收敛袁 博弈向 N(1,1)点演化袁 说明袁 对不遵

守相关制度规范的舆情传播者的惩罚力度 F 越大袁 越

有利于舆情传播环境和谐遥 加大不遵守相关制度规范

网民的行为成本袁 当行为成本达到阈值范围时袁 惩罚

将变成利他性惩罚袁 迫使网民遵守相关制度规范 [26]袁
惩罚方式包括对不遵守相关制度规范网民的惩戒尧 责

罚和处罚遥 第一袁 要惩治网民的过错袁 通过各种经济

处罚袁 甚至行政拘留形式警告尧 责令其悔过袁 旨在制

止和预防网民违规尧 乱纪行为的再次发生遥 第二袁 要

形成舆论环境袁 舆论是针对特定的网络舆情信息袁 网

民们公开表达的尧 趋于一致的信念尧 意见和态度的总

和袁 这种舆论场域会影响对舆情信息的社会评价袁 是

社会心理的及时反映遥 要消除个别网民偏激的个人意

见袁 维护代表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多数网民的共同

意见袁 使舆情中偏激的观点形成孤立遥 第三袁 依据国

家的相关法令尧 规章制度袁 对不遵守相关制度规范的

舆情传播扩散者受到政治或经济上的严厉惩戒遥
4.4 网络舆情危机管理至关重要

当网络舆情生态环境不和谐时袁 社会收益为 -T袁
而当 T 值非常大时袁 那么袁 P( C＋T－F

S＋T－F窑 F
F＋E )→

P(1, F
F＋E )袁 此时曲线 MPL 向右上方收敛袁 博弈也向

N(1,1)点演化袁 说明负的社会收益极大袁 此时非理性言

论开始流传袁 网民偏颇的情感被无限制地宣泄袁 开始

滋生各种网络谣言袁 特别是公共问题更容易引起网民

情感共鸣袁 网民不满情绪极易被放大袁 并借助舆情事

件发泄出来袁 出现舆情危机[27]遥 但是袁 危机也是契机袁
借助舆情危机事件的影响力袁 正是政府监管机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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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络舆情的监管的良机遥 首先袁 要颠覆原来主客体

的等级格局遥 在舆论危机状态下袁 政府不能只占领舆

论的至高阵地而不与网民平等对话袁 相反袁 政府监管

人员必须练就与网民对话的能力袁 就公共事务和热点

舆情与网民平等对话交流袁 以获得网络的认可与赞同曰
其次袁 政府要做好形象恢复与形象塑造工作遥 由于舆

论危机更是信任危机袁 政府监管机构必须要做到内外

信息公开透明袁 平衡各方的信息分布袁 降低舆情事件

本身的炒作空间袁 重塑形象创造条件 [28]遥 政府监管机

构要与各种信息传播媒介通力合作袁 扭转负面舆论无

限蔓延的被动局面袁 政府权威部门在关键时刻不能失

语袁 必须及时通过政府门户网站以及新闻发布会尧 党

报尧 党刊等在第一时间公开真相袁 并与商业网站尧 论

坛建立合作关系袁 重塑政府在网络空间的形象曰 其三袁
开辟新媒体舆情宣传阵遥 监管机构要锁定公共热点舆

情信息袁 开展全方位尧 立体型尧 多元化的发声遥 利用

专题网站尧 微博尧 微信尧 微视频课程等方式袁 加强与

网民的互动遥 针对网络舆情传播特点袁 运用数据发掘

技术尧 统计技术和监管人员的理性判断与分析能力袁
在互联网海量信息中甄别敏感问题袁 提前预测舆情爆

发点袁 有效地完成舆情预警工作[29]遥

5 结语

网络舆情的传播和扩散不只是个人选择袁 需要舆

情监管机构与公民尧 法人和社会组织之间进行商谈尧
对话袁 以达成理性共识袁 推动舆情传播扩散的和谐发

展[30]遥 网络舆情供给侧监管的博弈分析袁 运用行为管

理学尧 法学尧 经济学尧 社会学尧 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

和分析方法袁 研究网络舆情相关主体的策略选择和策

略互动袁 对网络舆情传播扩散系统中的个人行为及行

为结果进行有效预测袁 寻找网络空间正能量舆情传播

扩散的监管路径袁 对舆情传播者的错误行为进行矫正袁
达到政府舆情监管的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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