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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技术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上每一次重大科技发明，都成为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大引擎。
互联网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基础性科技发明之一。
据最新调查显示，互联网已覆盖全世界240多个国家和地区，网民超过15亿。
我国网站总数287.8万，网民2.98亿，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
互联网的问世和应用，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革命性飞跃，正在成为信息社会的基本工具；带来了人类社
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新兴的、潜力巨大的技术平台和信息传播平台，互联网不仅具备通讯功能，而且具备媒
体功能。
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有着开放度高、信息量大、互动性强等特点，突破了传
统媒体的时空界限，加剧了世界范围内不同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加剧了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多样、
多变的特征，社情民意和思想动态也更集中地在网上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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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章 网络舆情概述
　一、 网络舆情的内涵和类型
　　（一） 网络舆情的内涵
　　（二） 网络舆情的类型
　二、 网络舆情的表现途径
　三、 网络舆情的结构和变动
　　（一） 网络舆情的结构
　　（二） 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变动
　　（三） 网络舆情的变动周期
　四、 网络舆情的特性和环境因素
　　（一） 网络舆情的基本特性
　　（二） 影响网络舆情的环境因素
　五、 网络舆论的形成与演变
　　（一） 网络舆论的形成
　　（二） 网络舆论的互动
　　（三） 网络舆论的变化
第二章 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的地位作用、任务要求
　一、 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的内涵和特点
　　（一） 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的内涵
　　（二） 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的特点
　二、 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一） 做好网络舆情信息工作是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
　　（二） 做好网络舆情信息工作是保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
　　（三） 做好网络舆情信息工作是掌握宣传舆论工作主导权、增强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性的需要
　　（四） 做好网络舆情信息工作是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需要
　三、 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的方针和原则
　　（一） 服务大局、服务决策
　　（二） 关注大事、把握大势
　　（三） 真实准确、全面客观
　　（四） 灵敏高效、快捷畅通
　　（五） 把握规律、与时俱进
　　（六） 掌握新知、探索前沿
　四、 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 重大决策部署类网络舆情信息
　　（二） 经济发展类网络舆情信息
　　（三） 社会热点类网络舆情信息
　　（四） 突发事件类网络舆情信息
　　（五） 宣传思想工作类网络舆情信息
　　（六） 社会思潮类网络舆情信息
　　（七） 重要境外涉华类舆情信息
　　（八） 互联网发展类舆情信息
第三章 网络舆情信息的发现和研判
　一、 发现筛选
　　（一） 发现和筛选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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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发现和筛选的主要方式
　　（三） 发现和筛选的“四眼法”
　二、 动态跟踪
　　（一） 动态跟踪的对象
　　（二） 动态跟踪的方法
　三、 分析研判
　　（一） 分析研判的基本要求
　　（二） 分析研判的主要方法
　四、 传递报送
　　（一） 传递报送的具体要求
　　（二） 传递报送的主要方式
　　（三） 传递报送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第四章 网络舆情调查
　一、 网络舆情调查的方式
　　（一） 网上问卷调查
　　（二） 网上议题设置
　　（三） 电子邮件调查
　　（四） 网络会议调查
　二、 网络舆情调查的过程
　　（一） 前期准备阶段
　　（二） 调查实施阶段
　　（三） 撰写舆情报告
　三、 网络舆情调查的优势和问题
　　（一） 网络舆情调查的主要优势
　　（二） 网络舆情调查的主要问题
第五章 网络舆情信息的编写
　一、 网络舆情信息的编写要素
　　（一） 逻辑结构要素
　　（二） 形式结构要素
　二、 网络舆情信息的编写要求
　　（一） 选题要求
　　（二） 内容要求
　　（三） 材料要求
　　（四） 数据要求
　　（五） 语言要求
　三、 网络舆情信息的编写技术
　　（一） 制作醒目标题
　　（二） 区别不同类型
　　（三） 重视信息摘要
第六章 用互联网新技术推进网络舆情信息工作
　一、 互联网新技术的现状和趋势
　　（一） 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现状
　　（二） 互联网新技术的特点及影响
　　（三） 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二、 互联网新技术带给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的机遇
　　（一） 有利于呈现和把握网上社情民意
　　（二） 有利于搜集和整理网络舆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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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有利于分析和预测网络舆情走势
　三、 互联网新技术对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的挑战
　　（一） 增加了网络舆情信息的复杂性
　　（二） 冲击了传统舆情信息工作的方式
　　（三） 加大了防范和处理有害信息的难度
　四、 增强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开展舆情信息工作的主动性
　　（一） 充分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创新网络舆情信息工作
　　（二） 增强网络舆情信息工作者的技术素质
　　（三） 提高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的自动化水平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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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变动　　认识了网络舆情结构，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变
动。
　　1.影响个别舆情形成的要素　　个别舆情的形成主要依赖于三个要素。
①　　第一，特定公共事件或话题是个别舆情形成的诱因和依托。
个别舆情的形成，通常是由于某些公共事件或话题的出现及传播所带来刺激的结果。
尽管社会公共事件与话题每天都存在，但是，并不是所有事件与话题都能刺激起较大的舆情。
具有下列几方面特点的事件或话题容易成为个别舆情的诱因：反映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或矛盾；与
某个时间点上社会发展的特定诉求相契合；与社会公众在特定时期的需求与利益相关；在思想或认识
上具有较大的争议性，等等。
网民正是通过参与具有以上这些特点的事件与话题的讨论，才有机会充分表达个人观点并展开互动，
并由此形成网络个别舆情。
　　第二，个体意见倾向是个别舆情形成的基础。
网民个体在获得公共事件的信息后，会形成自己意见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形成与个体的性别、年龄、
文化程度、职业、社会地位等多种背景相关，也与个体的价值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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