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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WEN AIHAOZHE（2024·3）

一、智媒时代生态环境舆论事件的背景与现状

（一）“乌卡时代”：生态环境舆论事件的产生背景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进入新的动

荡变革期，全球危机四伏，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风
险无处不在；与此同时，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
险挑战并存的时期，“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涌现，
整个社会面临着地缘、经济、技术风险等多重不确定
性因素。这些不确定性也意味着“乌卡时代”（VU⁃
CA）的来临，即，流动不稳定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
（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以及模糊性（Am⁃
biguity）。新场景对生态舆论治理和引导提出了更为
严峻的挑战与更高的要求，而如何改进舆论引导的
认知和思维方式，增强风险观念和忧患意识，增强舆
论引导的稳健性、敏捷性和适应性是一项重要的课
题。[1]

1. 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场情绪：民众“解难”“解

惑”也需“解气”

这表现在当前舆论场的特征中，主要是后真相
时代“情绪在前，真相在后”的特点：情感先于事实、
观点优于真相、立场胜于逻辑。例如，近年来舆论场
中虚假消息的传播和泛滥，其中的主要原因也是后
真相的“情绪情感陷阱”和“认知框架陷阱”。不过，
后真相也意味着网民对于真相的追求从“一元理性”

到“多元理性”的过程，对于事实和真实的建构，逐渐
脱离了权威环宇，转向了多元的社会互动，真相碎片
化地交织在不同圈层的立场和表述中。例如，在日
本核污水排海后，我国发出针对日本水产品的禁令，
但是西方主流媒体又呈现以日本渔民个体化叙事为
主的微观新闻报道，开始“打感情牌”蓄意引导国际
舆论。[2]

因此，“乌卡”与后真相时代的生态环境舆论事
件，一方面表现为情感因素超越理性因素的情绪激
化与观点极化，另一面也产生于多元理性趋势下受
众的阶段性情绪和长期性的情绪的反映。如何疏解
不确定性社会民众的情感和道德上的积压与困惑，
对于受众进行心理按摩和情感慰藉，让民众“解难”

“解惑”还要“解气”，也是当下生态环境舆论事件引
导所必须注重的几个要素。

2.环境领域的“人类世”：网民行动与舆论场“人

工草坪”与“意见气候”操纵

当下社会，包括生态环境领域在内的舆论场域
引导，安全逻辑成为影响传媒业态和网络生态，以及
传播逻辑和治理逻辑的“第四维度”，特别是对于非
传统安全因素的考虑。在生态环境领域，学者专家
提出“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概念，来描述人类
进入新的地质年代，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核污
水排放、气候危机、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等现象，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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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智媒时代，生态环境领域舆论在新技术变革的背景下变得流动与复杂，面临

着众声喧哗下公信力弱化，民间与官方话语对抗，生态环境类议题的严肃性被泛娱乐化倾

向消解，情绪化传播遮蔽生态风险等问题与挑战。值得关注的是，生态环境类舆情事件的

圈层化、娱乐化、情绪化传播，也反向推动官方媒体传播话语的温暖转向和人本关注。未来

可从“物理—事理—人理”三个层面，提升生态环境热点事件的建设性叙事与舆论引导力。

物理层面，从管理到治理，自上而下搭建生态环境舆论引导前瞻布局；事理层面，多源流、跨

平台媒体专家发挥协同效应，实现舆论引导效果提升最大化；人理方面，面对受众圈层精准

传播，转化话语策略，讲好生态故事，打破“专家—媒体—公众”沟通壁垒。总而言之，生态

环境热点事件舆论引导过程可看作一个动态复杂的系统动力，需实现舆论引导与以人为本

的双核驱动与双向互动，这也是检验未来智能媒介化社会中生态环境舆情引导能否多方共

赢、协同创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标准。

【关键词】生态环境舆；建设性叙事；可持续发展；“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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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改变地球生态为主要特征。尽管围绕人类
世目前还存在诸多争议，但是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
于我们思考当下时代的生态环境类议题，走出人类
中心主义。这里的人类主义不仅意味着人与环境的
相互影响，还意味着人所发明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形
成“意见气候”“人工意见草坪”，即生产自动化舆论
方面，对于生态环境领域舆论场造成的影响。有研
究发现，智能化的社交机器人在舆论场生成大量的
被操纵的讨论发帖，深刻影响网络受众的气候观点，
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类至少是网民群体在全球气
候变化趋势领域形成共识。

（二）智媒时代的网络舆论总体现状与特征
1.舆论主体：从精英到普罗大众，从常人到生成

式“新常人”

在舆论传播主体方面，一方面，随着媒介化程度
的加深，传统的大众媒介如报纸、电视、广播等已经
逐渐转移阵地、建立媒介矩阵，而更加具有传播声量
放大效应的，是不断发展的新型网络媒体，如社交媒
体、短视频、直播等。以往以制度保障的绝对性的传
播声量被瓦解，社会普罗大众的声音被解放，多元意
见和价值观在分布式媒体得到传播。在此基础上，
随之而来的是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社会和细粒度的传
播场景。这一巨大的社会结构与动员逻辑的转变也
加剧了社会风险，构成生态环境舆论事件发生发展
的媒介化社会的“土壤”。

另一方面，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AI）
的发展，舆论场的传播主体成为常人与“新常人”共
在的传播格局。从“常人”的观点来看，哲学家海德
格尔认为其具有从众、淡漠、平庸、不承担责任的特
点，这也符合舆论场域中大部分公众的特点，而生成
式人工智能以及社交机器人账号，在知识整合和信
息分发方面，其实也具有以上这些特征，因此形成了
舆论场中的“新常人”，某种程度上这也暗合了大模
型的机器生产逻辑，对于舆论事件的应对也增加了
新的风险和挑战。

2.舆论传播介质：从离身到具身，从单一感官到

多模态“拟态环境”

在智媒时代，舆论传播的媒介也实现了从离身
过程向具身过程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媒介对受众的
延伸方面，从单一的感官通道，到对五官五感的全方
位多模态的模拟。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即人的延
伸”，为人类活动带来一种新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
和模式变化，例如借助元宇宙技术，传播主体将以虚
拟化身的形象在赛博空间中实现信息传播和数字交
往。多模态的感官通路模拟下，受众所感知到的“拟

态环境”可能与真实环境更加接近，带来了对真实新
闻事件的全貌式的感知理解。不过，也可能使得受
众被感官牵动，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中获得真实
感的消解与迷失。

3.舆论受众：从“衣帽间式共同体”到自组织的

“仪式化繁殖”

当前舆论受众在网络上的典型画像可以用“仪
式化繁殖”与网络民粹主义的喧嚣来做侧写。流动
的现代社会中，个体之间的连接可以被比喻为仅仅
在短暂的演出中通过穿着统一服装来实现，演出落
幕后再复归日常生活角色，这种连接也被社会学家
鲍曼概括为“衣帽间式共同体”，是现代社会中个体
不安感和不确定性的一种体现。这种群体缺乏团
结的纽带和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容易参与网络狂
欢的喧嚣，而并非发出理性的声音，任由非理性因
素仪式化地繁殖。这种基于松散连接的群体，在情
感的宣泄下，并不能起到促进舆论生态健康发展的
作用。

不过，在步入Web3.0时代时，如克莱·舍基所
言，智能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有可能再次润滑被工业
社会拧干的人际关系，使得人与人又重新联结和凝
聚，形成理性的自组织力量。例如，在生态环境领域
舆论事件中，核污水的排放事件前后，很多自媒体科
普视频也基于爱国主义和科学精神，对民众进行相
关知识的科普传播，引导受众关于饮水健康、水产安
全等议题的关注，同时通过辨析“核污水”与“核废
水”的区别，积极在国内外舆论场中形成声量，对抗
西方媒体在此领域的话语霸权。

4.舆论传播效果：从改变行为前置到改变认知，

从技术解到心灵解

在舆论传播效果研究方面，一直以来都在强调
内容对于受众态度和行为的改变。随着“认知竞争”
的提出，更加需要重视的是态度与行为改变的前提，
即如何改变人的认知框架。传统媒体的核心资源从

“注意力经济”到“影响力经济”，在智媒时代“认知经
济”包括注意力、认知基模、认知框架成为衡量引导
力和影响力的新的标尺。对于认知的争夺，关键在
于对于某一个舆论课题的定义权和贴标签等话语权
的争夺，从而影响人们的认知基模和思考框架。这
也是一种“快思考”的社会表现，突出了舆论事件的符
号价值。简言之，这对于我们应对舆论事件的启示在
于，不应仅仅依赖以物质治理为代表的“技术解”，更
进一步需要的是认知治理为代表的“心灵解”，重新凝
聚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在心理安全的基础上实现社会
信任和社会共识，重构线上线下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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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环境领域热点舆论事件传播的问题和
趋势

（一）智媒时代生态环境领域舆论传播问题
1.舆论主体：众声喧哗下，如何聚焦放大权威信

源与专业人士声量

不同于大众媒体时代，智媒时代各类传播主体
的涌入使得舆论场呈现出众声喧哗的景象。生态环
境舆论与民众生活相关，具有很强的接近性和相关
性，舆情通常呈现出热度居高、集中爆发状态、迅速
传播扩散的特点。智能传播时代，用户不再是传播
末端的“受众”需要依赖反馈程序完成“逆向”的信息
传播，简单的“我说你听”已经无法满足用户诉求。
在智能时代网络这一“话语容器”中，既有民众的诉
求表达、政府的政策发布，也存在议事秩序紊乱等景
象。因此，对事件进行权威信息发布、专业研判与知
识科普的政府、学者、权威机构等专业人士的声音会
被淹没在人数众多的网友讨论之中，在“众声喧哗”
中难以有效发挥传递知识、凝聚共识的作用。

2.舆论议题：当公众诉求与媒体议题匹配不对

位时，易导致信任波动

网络媒介技术的赋权引发私人领域公共化的新
现象，网民个体的私人事务进入网络舆论场中，并成
为规模庞大的舆论内容。例如，在“日本核污水排
放”事件中，网民观点主要集中在担心核污染对海洋
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成潜在影响，呼吁采取更加
谨慎和科学的决策，并认为这是对环境和人类的不
负责任行为，呼吁寻找其他更安全的处理方式。可
见普通网民的关注点更多在于个人层面，如身体健
康、生活质量等。如果相关媒体的议程设置未能及
时有效匹配网民朴素的个人诉求，此时这种信息的
偏差就会使得网民对政府、专家等专业人士的信任
出现波动，不利于对热点事件舆论的正向引导以及
缓解公众焦虑情绪。

3.舆论生态：情绪在前的社会焦虑，影响科学理

性信息的有效传播

情绪已然成为当前网络空间中广泛传播的重要
信息。特别是在生态环境领域中相关舆情事件多为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由此引发的巨大不确定性常常
会使得公众陷入焦虑情绪之中。此时大量散布于网
络空间中的焦虑情绪形成情感传染，最终导致情感
极化。加之网络空间中信息生产者数量的快速攀
升，以及关键把关人角色的社会缺位，使得大量未经
证实或夹杂着个人主观臆断的假新闻、谣言和情绪
性信息充斥在公共讨论空间。在极端的焦虑情绪影

响下的公众往往会选择相信虚假信息与情绪性信
息，而放弃理性思考，不再接受政府与媒体发布的理
性信息。此外，公众围绕特定事件容易形成一套固
定认知框架，即“民间逻辑”。此时公众这种非理性
的信息接受行为不仅不利于舆论正向引导，甚至会
导向网络怀疑主义等不良后果。

（二）智媒时代生态环境领域舆论传播态势
1.圈层化趋势：阻碍“政府/专家—媒体—公众”

建设性叙事传播

随着智能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网络舆论圈
层化现象愈发凸显。在生态环境类议题的舆论发酵
过程中，一方面，技术赋能的圈层化为生态舆论提供

“圈”“层”并行的传播路径，不断衍生出了圈层舆论、
圈层传播，以及圈层文化等新的传播形态；另一方
面，圈层化也诱发和加剧多利益相关方主体在生态
环境类议题中“习惯性怀疑”“对抗性发声”等非理性
现象，阻碍“政府/专家—媒体—公众”形成良性对话
沟通。[3]

在应然状态下，构建环境议题的主体多元发挥
着不同的功能，传播建设性话语；但是在很多热点舆
论事件中，政府、媒体专家到公众之间却存在编码与
解码的误差。在公众圈层易形成“环境反话语”，个
体以自己的方式去解读相关领域，并呈现出分化的
生态环境观。例如，在某地垃圾焚烧事件中，部分业
主以“我们不要被代表”等对抗性叙事框架，在微信
公众号上搭建了民间垃圾治理的话语叙事。由此可
见，传播与舆论引导的成功与否，一方面在于传播叙
事本身的科学性、权威性、合理性、建设性，另一方面
还在于其表述方式能否得到民众的广泛理解与认
同。只有从“破圈”到“入圈”，各个主体形成相互合
作、相互配合的关系，才能凝聚广泛的共识，推动生
态环境问题共商解决与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2.“泛娱乐化“趋势：消解生态环境类议题的风险

与严肃性

社交媒体平台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界限的桎梏，
也是当前包括生态环境领域在内的突发舆论事件信
息流动的重要场所。网络公共事件的特殊语境渗入
至社交媒体碎片化、非理性逻辑的信息系统中，构建
全新的信息传播场景。在常态社会语境下，社交媒
体上普遍传播的戏谑、搞笑类的信息可以被理解和
接受；然而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语境下，特别是当涉及
自然灾害、风险环境事件的议题时，舆论场中过分娱
乐化的信息则容易消解生态环境议题的严肃性，掩
盖科学类子议题的进一步传播，削弱媒介公信力。

在一些突发自然灾害事件中，有部分网民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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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媒体制造和传播带有恶搞性质的段子、表情包等
泛娱乐化信息，情绪狂欢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原本严
肃的防灾救灾信息的传播。因此，生态环境类舆论
的泛娱乐化趋势放大将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娱乐暴
力”，挤压了媒体其他社会功能，[4]使生态环境舆论出
现背离科学和理性的趋向，阻断民众对风险危害程
度形成正确感知的路径。网络空间表面的娱乐、戏
谑与狂欢，将遮蔽真正的生态环境的严肃讨论，从而
隐匿了潜在的舆论风险。

3.情感叙事趋势：有温度的生态环境议题传播

引发多元共振

情感并非是理性的完全对立物，而会伴随理性
认知运行于社会公共空间之中，同等重要地作用于
公共话语的构建过程。在生态环境类议题当下的网
络传播中，群体性和个体性的日常情感表达也引发
了更多元的共振。

由热点舆论事件中网民话语情感分析可知，网
民的表达往往传递出对于个体生存境况的朴素感知
以及内隐的生态环境情感。由于生态环境议题本身
的特殊性、流动性和复杂性，情感在认知过程中辅助
判断与决策的影响作用体现得更加明显。例如，报
刊文章“观察自然：封控生活里的一束光”讲述了人
们在等待中发现自然就在身边，并在观察自然的过
程中治愈自我的故事。这一报道借助美学的表达方
式，重构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并通过情感
叙述，传达了自然是人类肉体与心灵的栖居地的生
态美学观念，达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因此，情感叙事和有温度的传播，可以引发多元
共振，让更多主体进入到生态环境领域议题场域的
讨论和积极建设中来。这既能够为相关部门、专家
了解民众生态环境价值观念提供分析入口，也反过
来推动媒体和机构的叙事话语策略实现情感转向，
做到既从理性科学层面“正中议题靶心”，又在情感
关怀层面“温暖社会人心”。

三、智媒时代生态环境领域热点事件舆论引导
策略

从生态哲学观的视角出发，生态环境领域的舆
论信息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风险性、多样性、复杂性
的动态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即舆论场域的主体之
间、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以及生态环境内部的构成
因子之间，都存在着紧密联系、互动与协同。[5]智能
信息传播时代，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
断迭代升级，技术成为社会变革的“核心序参量”，媒

介的高层次进化使得智能化程度成为其重要特质，
加之其进一步内嵌于社会的关系结构，媒介的力量
在无线连接中聚合，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逐
步模糊，形成“涌现”性的传播能量，多元主体协同的
生态环境舆论引导策略需要逐步构建。[6]

智能化信息时代，生态环境舆论风险不仅仅是
信息层面的对冲产物，更是社会系统性风险性和脆
弱性的表现，因而缓解冲突、应对风险、适应变化、正
向引导生态环境舆论的能力和策略更为至关重要。
根据“物理—事理—人理”的系统方法论，[7]将复杂的
研究问题视为一个系统整体，并分解为多个要素，以
探索各个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可以探讨智媒
时代生态环境领域的舆论引导策略与协调路径。

（一）“物理”：自上而下搭建生态环境舆论引导
前瞻布局

智能传播时代，在“物理”维度层面，相关机构与
部门自上而下整合资源，弥补舆论主体缺口，实现正
向舆论引导的生产与扩散，扩散显性内容、规避风险
内容、挖掘隐性价值、实现舆论价值的增值，搭建生
态环境舆论引导的前瞻布局。

在治理理念层面，从传统的“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的应对性管控理念，转向应急性的预防为主、先
手布局与复杂性治理。传统的治理思路虽能取得表
面之效，但由于生态环境领域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
紧密相关，因此突发性舆论事件一旦发生，则反映为
社会关注度高、处置难度大、风险性和破坏性极高，
且牵一发而动全身。[8]因此，在协同理念层面，相关
部门和机构在应急和舆论引导的过程中，既要注重
突发性事件的“急救”，也应注重日常舆论引导的“培
育”，搭建社会治理机制、法律规制机制、媒体报道机
制和网民自律机制等多方协同系统，共同承担网络
生态环境舆论引导传播的主体责任；搭建跨地域、跨
机构、跨公网的网络生态环境舆论联合治理平台，实
现从“统一治理”到“分类治理”、从“事后应对”到“事
前布局”、从“突发管理”到“日常管理”。

（二）“事理”：媒体协同效应实现舆论引导效果
最大化

智媒时代，生态环境舆论引导和传播，不仅仅在
于信息内容的单向度扩散，本质上还在于生态环境
类科学知识和认知框架在“最后一公里”的受众触
达。“事理”维度，主要在于传播介质的作用，发挥多
源流、多平台媒体矩阵的协同效应。一方面，加强主
流媒体引导力度，提升话语亲和力。主流媒体应主
动肩负社会责任，积极作为，引导和传播生态环境信
息，宣传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以及社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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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大
局观；满足公众对于生态环境信息的潜在需求、拉近
与公众之间的距离的情感需求；讲好中国生态环境
故事，逐步形成阶段式扩张的传播模式。[9]

另一方面，发挥社交媒体的圈层传播效应，抓牢
网络意见领袖和关键少数，实现生态环境舆论的全
过程引导和生态环境科学知识的全面共享，为公众
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分发厨房”，提升公众的生
态信息传播的参与与建设意愿，推动生态环境舆论
的观点聚合和意见表达。既以情感共振实现良好传
播效果；又以具有影响力的“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
数”，实现舆论引导效果提升的最大化。

（三）“人理”：舆论引导与以人为本双核驱动、双
向互动

“人理”维度指的是统筹协调舆论引导的资源，以
生态环境舆论内容体系迭代为基础，实现舆论引导创
新，优化舆论引导的供需匹配，坚持平等沟通、科学开
放，提高传播效率，满足智媒时代的受众需求，实现舆
论引导与“以人为本”理念的双核驱动、双向互动。

首先，建立生态环境领域科普与辟谣平台，打破
“专家—媒体—公众”沟通壁垒。一方面。注重相关机
构部门、企事业单位、高校研究所等智库主体的联动和
协同，系统化、专业化地阐释生态传播的科学内涵、降
低信息差异，从战略角度完善生态环境舆论引导的顶
层设计；另一方面，建立生态环境领域科普和辟谣平
台，在开展科学普及的同时，不断强化舆论引导和价值
引领功能，扩大辟谣“朋友圈”，形成“捕捉线索—及时
辟谣—正向传播”的有效辟谣和双向传播机制。[10]

其次，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舆情实
时动态监测与管理，形成网络舆情监测目标从内容
向“内容+关系+情感”的转向，借助打标签、区块链等
技术功能实现相关内容的分类存储和传播溯源，完
善全流程、全环节、多层次的舆论风险评估体系。[11]

同时，实现对网络用户的情感心理和社会关系的多
维度测量，实现舆论引导内容的呈现方式从“平面
化”转向“立体化”，实现生态环境类信息场景化、沉
浸式、精准化、个性化推送，提升生态环境舆论引导
的准确性、有效性、智能化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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