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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形态，需要一定的舆论环境和舆论形态相适应。构建适应社

会发展需要的舆论战略，首先必须弄清我们所处的社会进程状况，必须对当前社会舆论特点和

规律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当中。人类社会发

展的实践证明，任何社会形态，在转型过程中都将伴随着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利益重组，社会

矛盾和利益冲突的集中显现。中国也不例外，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建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巨大成就，彻底地化解了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居民物质文化需求增长与供应极度短缺的矛盾，

也基本解决了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仅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

促使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步入了富裕阶层行列。 

        然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并不能够自动消除和解决社会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及改革进程中的某些矫枉过正的做法，旧的社会问题虽然得以化解，但，新的社会问题与社会

矛盾却在不断出现，我们走过了共同贫穷的时代，也在发展中步入了一个新的不和谐的时代。

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化，带来的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劳资

关系失衡导致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带来的劳资之间矛盾和利益冲突；城乡发展失衡导致的城

乡差距扩大化，带来的城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地区发展失衡导致的地区差距扩大化，带来的

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失衡导致的价值观扭曲，带来的道德滑坡；

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的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破坏，带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

突。正是因为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日益显现，也便带来了社会舆论的复杂性、多元性、对抗性。

精英、强势群体主导的舆论受到挑战，利益集团控制舆论的现象受到质疑。同时，也为舆论引

导的方针原则、议程设置、引导方式的确定以及舆论引导社会效果的把握、媒体功能的调整都

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二）  

       面对社会转型中不同利益群体日益突显的利益冲突和矛盾，试图采取回避或忽视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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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群体的呼声，以一种声音代替其它声音，社会舆论就不会和谐。而且，还将会把社会舆论

引向情绪化与破坏力危险的边缘。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中只有尊重不同利益群体舆论诉求，寻

求实现多样性、差异性的统一才能构建起和谐的舆论。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和谐既是一种价值判断，更是一种心理感觉。人们判断社会是否和

谐，既是在判断其权益是否得到适当体现和维护，判断社会发展状态是否处于比较协调包容状

态，更是对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一种感受，对自己愿望实现状态的一种心理感觉。各种利益

群体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其对社会的的感觉自然不同，那么舆论诉求也不会相同。由于

社会转型，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社会利益分配多样性，必然带来利益群体诉求的多样性。尊重

这种多样性，尊重不同利益群体的舆论诉求，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总体的舆论诉求中实现统

一，那么，社会舆论就会实现多样性的和谐。和谐社会的舆论决不是一种声音、一种表达形

态、一种利益诉求。它应是多种声音、多种表达形态、多种利益诉求的和谐统一。通则不痛，

痛则不通。舆论也是这样，大家都能自由、平等地表达意见，那么，社会的离散力就会减弱，

而在不同意见的表达基础上，实现共同意见的统一，那么，社会的内聚力就会增强，社会和谐

就会实现。  新闻舆论要在增强社会的内聚力上做文章。要正确处理政府舆论与社会舆论、精

英舆论与平民舆论、强势群体舆论与弱势群体舆论的关系。要寻求多种舆论的统一。“统一”

不是“一统”，既不是政府、精英、强势群体舆论的一统，也不是社会、平民、弱势群体舆论

的一统。应是各种舆论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总的舆论基调上的统一。 

       

要实现各种舆论的统一，主流媒体就要把握以下几条原则：      

       

 --用主流舆论引导非主流舆论。所谓主流舆论，就是那些反映 社会本质和时代前进方向，反

映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舆论。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公平、民

主、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舆论，是时代的主旋律。用这一主旋

律的舆论引导非主流的舆论，是主流媒体首要的责任。既要为不同舆论诉求的表达提供空间，

同时，又要用不同舆论表达所追求的同一目标去引导和统一多种舆论。反映分配差异也好、反

映地区差异也好、反映城乡差异也好，其实，核心是追求不同利益分配的公平与合理，而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恰恰表达了所有人的心愿。用这一舆论来统一不同利益群体的

舆论诉求，就能够实现舆论的和谐。当然，这种與论的表达不应是概念式、口号式，而应是事

实的表达；不应是单一利益诉求的表达，而应是兼顾不同利益的合理诉求的表达；不应是简单

化的目标激励式表达，而应是建立在对形势、对问题和困难的分析和对实现目标所应付出努力

的表达。因为，我们面临的矛盾、困难、利益冲突相当复杂，积累的问题很难即刻解决，因

此，只是简单化的、概念式的、激励式的舆论表达，已经很难产生引导效果，也不可能产生影

响力和说服力。 

--用正向的舆论引导负向的舆论。正向的舆论是全面反映客观事物真实情况，反映客观规律，

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意见。而负向舆论则是充满片面、怪诞、过激、虚妄的社会意见。

正向舆论按照公众事务的内在联系解释客观世界，体现出对客观事物内在本质的认识与追求。

正向舆论对正义、先进的事业和思想总是给予支持、歌颂、肯定和赞许，反之，则给予尖锐的

批判、否定和谴责。而负向舆论的内容则是以偏见为主，以歪曲客观事物的真相为基础，以实

现自主欲望为目的的舆论形态。在社会转型期，不同利益群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有

意制造一些歪曲事实的舆论给政府施压，或为了某种目的散布一些不利改革、发展、稳定的谣

言。这些负向舆论对社会构成了一定的危害。对于负向舆论最有效的引导办法就是弘扬正向舆

论，就是要坚持正面、正向舆论为主的方针不动摇。主流媒体在议程设置上，虽然要考虑各种

舆论的诉求，但却不能为了追求刺激、看点，做负向舆论的传声筒。新闻媒体尤其是主流媒

体，反映客观事物不能一叶障目，只见其表，不见其里，只见其果不问其因。对于负向的舆论

不是简单地说“不”，而是要用事实说话，用真相说话，用反映客观、全面、本质的规律说

话，用以消融、统一负向的舆论。  

 --用建设性的舆论引导破坏性的舆论。在社会转型中，由于各种 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对撞，社



会舆论异常激烈和复杂，一些情绪化、对抗性、破坏性的舆论时有发生。应当说，在各种利益

相互对撞与冲突当中社会上出现一些这样的舆论亦属正常，但，如果这种舆论得不到及时正确

的引导，就要对社会产生某种破坏力。最有效的引导方法就是用建设性的舆论来统一和引导破

坏性的舆论。建设性的舆论既是对社会舆论意见的回应与疏导，也是对如何解决社会舆论反映

的问题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因此，建设性的舆论是对社会舆论的整合，是对其合理意见的吸

纳与反映，对其不合理意见的疏导与消解。建设性的舆论不应回避问题与矛盾，恰恰应在正视

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以理性、建设性的态度来分折产生矛盾和问题的原因，探讨解决

问题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顺社会情绪，才能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齐心协力解决矛

盾和问题上来。 

        -- 用辩证、客观的舆论引导片面、极端的舆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全面与片

面、客观与主观、辨证与极端之分。不同的认识，舆论的指向不同，结论和结果也不会一样。

由于我国社会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期”与矛盾的“突显期”同时并存的特殊时期，特别是不同

利益群体对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社会分配的认识与整个社会发展总体状况和发展方向以及应

追求的总体价值目标认识之间的差距，必然产生这样那样代表各自利益诉求的舆论顷向，这样

的舆论顷向往往都不会是客观和辨证的，更不会是全面的，因此结论也必然带有片面性。历史

告诉我们，任何片面、偏激、极端的舆论对社会发展与进步，对矛盾与问题的解决都是有害

的。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中，必须把握和谐社会的本质，在舆论引导中防止片面和极端，必须

明确：和谐社会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消除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它需要建设一种能够不断解决

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一种在矛盾中仍能保持和谐和快速发展的机制。因此，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个长期的和伟大的历史过程； 和谐社会不等于平均主义，也

不等于大锅饭，不等于均贫富，它是充许差别存在的，但差别或差距应当被控制在社会各阶层

能够接受和容许的限度内；稳定不等于和谐。社会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但稳定不

等于和谐，因为稳定是社会控制的结果，而和谐却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自然的良性状态。用社会

和谐的观念来解决社会稳定问题，而不是用社会稳定解决社会和谐问题。社会控制下的社会可

以实现一定程度和一定时间内的稳定，但不会带来长久的稳定，因为稳定求得的是一种相对的

安静状态，但却不能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而和谐是一个建立在解决社会问题、社会矛

盾、社会冲突的基础上实现的目标，它带来的必然是长久的、稳固的社会稳定；公平不等于无

差别。和谐社会必然以平等与公平为基本原则，但平等与公平是在效率和公平的统一下构建

的，我们既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求得效率，也不能不要效率而求得公平。要实现效率与公平

的协调统一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不能自动实现和谐。经济发展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但市

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并不能自动地实现社会和谐。把握不好，就要产生片面的引导。因此，媒

体在舆论引导中要理性、科学地构建舆论框架，把握舆论引导的正确方向，防止引导上的片面

性和由此引发的社会舆论的对抗，更要防止错误地理解和阐释党和政府的政策。当前，尤其要

更加关注和体现弱势群体的舆论诉求，更加切实地体现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 

                                                 

（三）  

      

       和谐社会需要的是对各种社会舆论的整和，是对复杂的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疏导，更

是对建设和谐社会方向的引导。因此，舆论引导要讲求艺术，要提高驾驭社会舆论的能力和引

导水平，任何零散、肤浅、疆硬灌输性的舆论都不会起到良好的引导效果。因此，我们的舆论

引导： 

          --要由零散向全面和系统。零散的舆论形不成主流的舆论引导，也不可能完整、客

观、准确地展示现实世界的状况。“碎片化”的现实世界，对于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现实，把

握发展趋势，统一社会群体思想都是十分不利的。正如喻国明所说：“单篇新闻报道再优秀也

无法构成人们的信息安全保障，知情权保障要求新闻媒介的报道结构是完整的，无重大遗漏

的。”“凡是与人民生活有关，影响人们有效决策和社会判断的重大新闻和资讯，无论它是

‘喜’还是‘忧’，无论它对于我们是‘有利’还是‘不利’都应该为基础性的资讯保障。”

重大的新闻事件报道如此，反映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报道更是如此，党委、政府作出了什么

 



决策？发布了什么政策需要报道。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策？要出台这样的政策？这些决策和

政策将给社会公众带来哪些利益？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些决策和政策，如何运用这些决策和政策

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行为决策？这些系统、完整的信息不仅对社会公众而言是有价值

的，同时，也会为党委、政府决策和政策的推行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客观、准确、全面地反映社会现实，要求新闻传媒必须既报喜又报忧，不然就不会是

一个真实的世界。只报忧不报喜，呈现给人们的只能是一个扭曲了的世界；而只报喜不报忧也

不会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任何社会、任何决策、任何政策都不会是尽善尽美的，任何工作也不

可能都是一帆风顺、一派大好。如果只是一边倒的报‘喜’的舆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会起

到鼓舞人心的作用，但，这样的作用不会持久，相反，还会在人们陶醉而盲目的欢乐中陷入危

机。社会需要鼓舞人心的舆论，社会也同样需要对环境的守望，需要理智，需要时时的危机预

警，以提防灾难的降临。大跃进时期一边倒的“假大空”的舆论，几乎把国人引入疯狂的巅

峰，同时也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这样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要由肤浅向深度和深刻。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舆论引导不能肤浅，肤浅的舆论

回答不了人们内心的疑虑。实践告诉我们，肤浅的舆论形成的只能是舆论的泡沫，而舆论的泡

沫除了带给人们眼花缭乱的浮躁的舆论碎片以外，没有任何意义，也不会起到有力的舆论引导

作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多元化、冲突化，情况十分复杂。社会群体心理复杂，社会舆

情也更加复杂。面对复杂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舆情，只是表象式地反映客观世界，而不能从社会

深层去剖折产生矛盾和问题的原因，不能从社会公众心理深处去把握社会脉搏，那幺就不会有

效地引导社会舆论。 

        --要由宣导向解惑和解读。主流媒体肩负着党和政府喉舌的重要功能。如果这种喉舌

只是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照抄照转，只是党和政府声音的简单发布，只是没完没了的会议

公告和领导的讲话。既使是形成了排山倒海的舆论强势，由于其缺少社会公众所需要的资讯，

从传播效果看，仍然产生不了有效的舆论影响力。社会公众不仅要知道党和政府决定、出台了

什么？而且还要知道为什么决定和出台这些决策和政策？如何站在不同利益群体的角度，尤其

是广大普通社会群体的角度去理解这些决策和政策，而这些信息恰恰是需要传媒给予梳理、提

炼、揭示和解读的。宣导性的舆论最大的缺失是没有从社会公众利益需求出发去构建一种关

联，没有把方针、政策的制订与解决社会公众所面临的疑惑、矛盾和问题联系起来，没有把党

和政府所要办的与人民群众所盼望的统一起来，所以社会公众是不喜欢的，也是不需要的，对

于协调社会关系、理顺社会情绪无益。正如喻国明所说：“我们过去的许多‘新闻’，其实并

不是新闻，而只是一种宣传--它不是为着人民群众的环境守望而传播，而是为着舆论导向和社

会控制而传播--尽管它的‘质料’用的是新闻题材。”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的

情况、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如何认识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需要媒介给予深层的解

析，如果这些情况、问题、矛盾得不到及时、有力的引导，那么，社会心理就得不到疏通，社

会情绪就得不到理顺，和谐的社会氛围就很难形成。因此说，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是解惑和解

读的舆论，而不仅仅是一厢情愿的舆论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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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和谐社会

· 都市报构建和谐社会的"和声" (2006-1-5) 

· 从新闻真实性谈与和谐社会构建 (2005-12-4) 

· 媒体和谐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 (200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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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社会的舆论构建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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