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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汶川地震看社会化网络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 

 
［摘要］“5.12”汶川大地震后，新闻媒体表现出的职业精神让国人感动，但是对抗震救灾的舆论监督明显不

足，而这方面却让社会化网络媒体大出风头，并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社会化网媒以其自己的独特优势，像“电

子眼”监视着那些有悖于社会良知和道德的行为。这既保证了政府有关抗震救灾工作的公开透明，同时也在一定

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稳定，让公众对政府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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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四川汶川大地震，既是一场大灾难，也是对我国新闻媒体的一次报道大检阅。灾难面前，中国媒体表

现出的职业道德和新闻记者的敬业精神让中国感动，让世界感动。［1］在这场新闻报道战役中，我们已清楚地看

到，传统媒体固然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但一直被视为新兴媒体的网络所发挥的作用也不能低估，在灾难的磨砺

中，它走向成熟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特别是一些社会化网络，其双向和多向传播的特点得以充分地体现，其传

播的“交互性”使舆论监督的力量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张扬。 
我们认为，除官方网站以外的网络媒体应称社会化网络媒体，在这场凝聚民族精神的抗震救灾中，正是它们

的自由、充分地交流，才使某些人的不良行为得到有效地监督和遏止，从而，从某一个侧面为抗震救灾助了一臂

之力。 

 

一、社会化网络媒体成为监督抗震救灾的“电子眼” 

 
在网络媒体传播中，由于舆论主体大多数是普通网民，他们可以较自由地在网上“发帖或跟帖表明自己的立

场观点、交流思想”，而这种交流具有“开放性、及时性以及有更强的针对性等”。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舆

论的主体，可以自由讨论、交流意见，参与舆论的形成”。[2]（P 241）网络媒体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它与传统媒

体的舆论监督相比，有其特殊的优势。而正是这种特性，使它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就像“电子眼”，随时监督着那

些损害抗震救灾利益的单位和个人，尤其使那些想发灾难财、占抗震救灾之便的人无处藏身，只要他们胆敢动一

动，其人性的丑陋便被“电子眼”扫描并曝光在公众的视野里。 
在抗震救灾中，网络媒体快捷的沟通渠道给予了广大公众较多的话语权，在网络交流的广阔天地中，一旦网

民反馈出的某个话题得到其他网民的响应，该话题的关注度便呈现爆炸式增长。此时，如果传统媒体再介入互

动，那这个话题就会直接进入到现实的社会中，并形成某种舆论而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进而促使政府及时地调

查解决。这正是网络媒体的方便快捷，传播主体的大众化，传者和受传者的广泛性，所显示出的舆论监督的威

力。 
随着社会的进步，网络舆论的力量将会越来越强大。我们知道，“一些事情可能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得到传统

媒体的关注，但是相关信息被放在网上后，就可能受到极大的关注，并因此而使事情发展产生影响。处于不同时

空中的网友们，似乎更容易通过互联网这个媒介为了一件事联合起来，发挥公益的力量。”[2]（P 229）

“5.12”大地震后，网络媒体，尤其是社会化网络媒体空前活跃，其监督功能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回顾抗震救灾中

的“网络事件”，最为典型的网络舆论监督，首推“成都帐篷事件”，该事件的暴露和解决，充分显示了网络舆

论强有力的公益力量。我们不妨从中去感受一番社会化网络媒体舆论监督的能量。 
5月21日，《全搜索捉鬼行动，缉拿挪用救灾帐篷者(全城征集线索中)》一帖在《成都商报》社区金版的论坛

中掀起轩然大波，并被网友转载到天涯社区。该帖点击率很快就超过5万次，关注速度之快，程度之高，令人大跌

眼镜，过千网友回帖，呼喊要缉拿挪用救灾帐篷的罪魁祸首。[3] 
帖子一开始就爆出了惊人的消息：救灾帐篷不在救援站，而出现在成都各大小区，并随后粘贴了大量网友举报供

图。根据网友贴图，在成都市区内万科城市花园、万年场沙河公园、上河城附近、锦官新城西区会所、四川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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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成都航空仪表公司社区操场等15个地方均出现了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监制”的救灾专用帐篷，甚

至还出现了印有“科威特红新月”标志的帐篷。而从部分贴图中可以看到，帐篷均安置在一些高楼林立、绿化环

境较好的小区或公园，有的帐篷旁边还停有小轿车。一张图片说明中甚至还提到“据说里面坐着一个衣着光鲜，

还在使用手提电脑的人”。 
此后，成都全搜索网站在5月22日上午11时成立了“成都全搜索特别行动组”，与当地110联系，一起把这批

救灾帐篷的来源追查到底，向网友公开。“直播”显示，他们分别去到成都市上东阳光小区、万福桥头、万科城

市花园搜索，但“由于有人通风报信”，一些帐篷已提前撤离。上午12时48分，他们终于在上东阳光小区找到了

救灾专用帐篷，并在物管方面的配合下，对这个救灾专用帐篷进行了拆除，并立即将其交到红十字会，送往灾区

第一线。 
“请成都网友继续通缉，也希望民政局和政府彻查救灾物资挪用的事实。”网友“fanciful”在咒骂挪用救灾

帐篷者的同时，表示希望其他网友一起加入通缉行列。该提议得到众多其他地区网友的赞同。中午1时，网友“雄

爷”还表示自己已经向中纪委举报。 
在这一事件中，帖子所报道的问题真实、深入，监督问题的影响力非常广泛，人们关注的程度很高。对此，我们

探究其原因，不难看出关键的一点是网络媒体具有“开放性”、“及时性”，以及有很强的针对性等优势，它散

点传播，方便快捷，没有传统媒体那么多羁绊。 
显然，该事件的性质非常恶劣，占用救灾帐篷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众志成城抗灾救灾，因此，5月22日，国家民

政部和四川民政厅表示高度关注此事，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就此事展开调查。同时，财政部当天也发出紧急通

知，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加强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的监管。 
由于社会化网络媒体及时有效的监督，网民网媒传播对此事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所以成都市区一些人占

用救灾帐篷的歪风很快被刹住了。 
在强大的舆论推动下，5月29日，成都相关部门发布了“帐篷事件”调查结果，声称出现在成都某小区的帐篷

系都江堰受灾群众转借给成都朋友的，同时，政府为了遏制类似不良事件的发生，及时下发了《关于迅速对该市

非灾民集中安置点使用赈灾帐篷和睡袋进行依法查处的紧急通知》。至此，该事件得以平息，人民群众对处理结

果表示满意。这一结果，我们不得不给社会化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记上一功。 
除帐篷事件外，还有不少抗震救灾中的丑陋行为也是由社会化网络媒体曝光于众的。如果不是网络媒体的监督，

不是那么多网民参与监督，这些人的行为不但得不到正义之声的谴责，或者有关方面的制裁，反而还会像瘟疫一

样传染给更多的“害群之马”。 
我国的网络媒体发展到今天，其舆论监督功能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其中，社会化网媒

就像一个个电子眼，将任何与抗震救灾有关的事件，无论是真善美的，还是假恶丑的，都一一地展现在公众的眼

前。试想，如果没有社会化网络媒体的监督，在这场特大的地震灾害中，不知还有多少人胆大妄为，干出多少有

悖社会良知和道德的事情来。社会化网络媒体参与监督，既确保了政府有关抗震救灾工作的公开透明，同时也在

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让公众对政府充满信心，众志成城，重建家园。 

 

二、这次地震中网络媒体舆论监督的特点解析 

 
人们在了解灾情，为严重的灾难而震惊，为人们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壮举而感动的同时，几乎没有人否认其

间新闻媒体不可替代的信息传播力量。在特大灾害面前，新闻记者、新闻媒体展现了特有的风采，《人民日报》

评论他们在“大灾面前，媒体交出了合格答卷”。传统主流媒体及其记者以行动感动了中国，让人称赞。当然，

在这次特大地震灾害的各种报道中，社会化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更是无处不在，并呈现出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特

点： 
1.舆论监督的广泛性 
由于互联网通达全球，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通讯终端设备浏览网络媒体的信息。正是

由于互联网的这个特性，使得许多曝光在网络上的事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人们广泛传播和关注，并参与讨论。

发生在广东惠州三中的为灾区捐款作秀事件被网民揭穿，此事即充分证明了社会化网络媒体舆论监督的这一特

性。广东惠州三中的捐款丑闻一经曝光，随即受到全国各地网友的声讨，他们的举动甚至被网友斥责为“看看禽

兽是怎样炼成的！”，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作秀者成了过街的老鼠。 
2.舆论监督的及时性 
互联网是基于电子器件的虚拟世界，信息通过互联网的传播速度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法国戛纳当地时间5月

24日，好莱坞女星莎朗·斯通在出席公开活动时口吐狂言，称“发生了地震，这是不是报应呢？如果你做得不够



好，然后坏事就会发生在你身上。”此言一出，让在场众人惊讶不已。远在中国的媒体、民众通过互联网几乎同

时得知此事，网民们愤怒不已，大规模地谴责她的这一言论，就连美国的媒体都大骂其“白痴”。随后其代理的

品牌迪奥中国宣布，立即撤销并停止任何与莎朗·斯通有关的形象广告、市场宣传以及商业活动。 
在这一事件中，社会化网络媒体舆论监督的及时性得到充分地展示。 

3.舆论监督的强大性 
互联网由于其拥有较强的互动性和传播的广泛性，越来越多的人把互联网作为舆情反应的首选渠道。而且网

络媒体越有影响力越权威，就越能吸引网民到该媒体反馈信息。多数网民在网上的相同观点往往代表一种主流意

向，可以为事件提供解决的参考依据。 
发生在5月21日的“疑似罗江武装部官员侵吞赈灾物资”事件便是抗震救灾过程中展示网络舆论监督力量的又

一个典型案例，在此事件中，网络舆论监督的强大力量可见一斑。 
5月21日13时22分，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万安派出所接群众报警：“可可斯”童装店有人侵吞救灾物资。万安派出

所立即出警赶赴现场处置，在群众代表的监督下从现场查获印有“救灾物资”字样的裤子1箱、食品和饮料15箱。

罗江县公安局迅速传唤嫌疑人王亚栋。经查，王亚栋属罗江县民兵训练基地聘用管理员。县委、县政府领导向群

众承诺，将彻查此事，若群众反映属实，将严惩不贷！罗江县公安局随后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取证。17时40

分，专案组在群众代表的见证下打开另一门面，发现里面仅有帐篷2顶，便将该门面贴上封条准备离去，此时，围

观群众已增至千余人。随后20余名武警官兵抵达现场维持秩序。德阳市副市长以及市公安局局长，罗江县委书记

等相继到达现场疏导群众。22日零时40分许，在市、县的共同努力下，群众逐渐离开现场，事态基本平息。作案

当事人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受到被刑事拘留的制裁，可见网络媒体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查阅有关信息不难发现，“疑似罗江武装部官员侵吞赈灾物资”事件的第一报道媒体，即为Myspace社区网

站，原帖名称为《网友爆料：德阳罗江武装部官员侵吞赈灾物资》，发布时间是5月22日17：43分。综观中外灾难

期间的舆论监督事件，往往都是最受公众关注的，这次地震中的“罗江事件”在网上一出现，原帖点击量在5月22

日当天就过万次，5天后，该帖的累计点击便近5万次。期间，此帖还被各大网站转载，网民纷纷“灌水”、“拍

砖”，谴责当事人的丑恶行径。 
由于此事通过网络媒体的广泛传播，所以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有关部门必须对此高度重视，必须严

肃处理，否则舆论难以平息。经过专案组调查取证，很快便揪出了损害抗震救灾的元凶，有效地维护了当地在抗

震救灾期间的社会稳定。 
4.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性 
“5 12”地震灾害发生后，全国各地的红十字会均纷纷在网络上发出号召，紧急呼吁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

发扬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向身处困境的灾区同

胞伸出援助之手，为受灾的灾民和困难群众奉献一片爱心，以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网民积极响应，跟帖呼

应，推动有关部门的善举。 
各个受灾地区政府网站也纷纷在第一时间将官方信息在网站上公布，及时通报信息，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受灾地

之一的德阳市政府网站不仅及时发布信息，还坚持更新“市长信箱”栏目，为灾区群众解决了不少困难。群众有

问题、有困难皆可通过网络向政府提出，或者及时交流沟通，并得到解决。只要这段时间经常上网的网民都会承

认，在抗震救灾中，政府充分利用网络，了解民意，加强与民众的互动，及时解决问题和消解某些矛盾。 
5.解决问题的公开透明性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政府不但重视社会化网络媒体舆论，而且，对网上监督的事情及时调查，解决问题公开

透明，为今后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培育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一段时间，网上传言,5月20日,四川省卫生厅农村卫生处长马步钢,到江油市长钢总医院检查工作时打了志愿者一耳

光。这一事件在网上影响甚大，网友纷纷对当事人进行言辞激烈的批评。四川省卫生厅党组高度重视此事,并对打

人事件展开调查。经过核实,四川省卫生厅农村卫生处长马步钢,当时在广元、青川组织救灾,根本不在绵阳现场,不

存在打人的可能；而与志愿者发生冲突的则是工作人员张建新。 
事发后,省卫生厅责令张建新作出检讨和深刻反省,当晚他已公开写出了“检讨并致歉书”，并于事发后第二天

当面向这名志愿者道歉。 
这一事件的发展和政府的解决过程和结果，每一步都处在网络媒体的监督之下，解决问题的公开透明，不仅

及时纠正了网络上疯传的错误消息，同时也平息了公众对这一事件的愤怒情绪，进而树立了政府良好的公众形

象。 
三、对这次特大地震新闻报道的思考 
在抗震救灾中，新闻媒体、新闻记者迸发出的难能可贵的职业精神应在新闻史上写下厚重的一页。人们不会

忘记，5月12日，当四川汶川大地震的“警报拉响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往外跑，但有两种人往里走，一是军人，一



是记者。”[1]短短几个小时，全国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派出记者赶赴灾区第一线，把实际的灾情及时地传向全国，

以至全世界。但是，分析报道的全过程，传统媒体在正面报道方面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而在舆论监督方面似乎

无暇顾及，往往让社会化网络媒体大出风头。 
（一）各媒体联合作战显示了舆论监督的强大力量 
我们必须承认，灾难面前，全国主流媒体响应迅速，第一时间及时报道，全天候、全覆盖连续报道，多种媒

体联合作战是这次抗震救灾报道的显著特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建明客观地总结了抗震救灾期间各大媒体的报道的五大特点：一是媒体反应迅速

及时；二是记者运用连续报道方式，展现突发事件的延展过程，把新闻的真实性确切而逼真地推进到巨大的社会

空间。三是多种媒体的联合作战；四是打破了以往突发事件报道模式，冲破了新闻披露的“单一化”、“单渠

道”、“单音讯”的模式。五是在灾情和抢险报道中，体现了记者的高度责任感、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山崩

地裂，方显英雄本色”。[4] 
在肯定媒体功不可没的同时，也要看到，传统媒体对抗震救灾的舆论监督不够有力，真正影响较大的舆论监

督大多是社会化网络媒体发挥的作用。大灾面前，网络媒体不甘示弱，国内各大网站建立了以新闻中心为主、博

客、播客、论坛、WAP等多个频道参与的报道团队，24小时不停息地滚动播发汶川地震最新的新闻、信息和评

论。5月12日至26日，人民网和中国抗震救灾网共推出关于四川地震的文字新闻报道近5万篇，其中中文稿件4万多

篇，外文报道7000多篇，图片新闻报道近2万篇，原创稿件近4000篇，视频新闻1000多条。[1]  
网络媒体对汶川地震的报道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可以用史无前例来评价。网媒既在正面报道方面形成了强大

的舆论阵势，又让众多的社会化网络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犹如战时的游击队，发挥了灵活快速的“作战能力”，

在抗震救灾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 
（二）舆论监督泛滥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 
当然，我们在看到网络媒体舆论监督在这场灾难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注意网络媒体舆论监督带来的

负面效应。 
1．虚假信息泛滥影响抗震救灾 
对互联网而言，最具杀伤力的就是谣言和错误信息的泛滥。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及时互动性，很多未经证实

的消息、言论随着网络媒体的爆炸式传播便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在互联网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的今天，网络谣言

是破坏和谐社会的主要魔力之一。 
目前，我国对互联网的管制程度在世界范围来讲是比较宽松的，而面对高速发展的互联网，就如何有效地利用

它，让互联网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建设，有益于人们的生活，已是各界共同面对的问题。 
由于网络的特性所致，许多别有用心的人在网上大肆传播虚假信息，故意干扰人们的视线，扰乱人心，以致

影响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比如一则关于5月20日晚有人在四川绵阳五一广场搭建救灾专用帐篷并恶意伤人的网络

传言，竞莫名其妙把绵竹团市委书记范晓华给卷了进去。从5月12日起她就一直奋战在抗震救灾最前线，但强大的

网络人肉搜索引擎依然给这位共青团女干部带来了莫名的烦恼和心灵痛苦。鉴于传言在网络上跟帖较多，流传甚

广，已对范晓华及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共青团干部队伍形象产生了极坏影响，高度重视此事的德阳团市

委最终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共青团四川省委更迅速将此事上报四川省委宣传部，请求

有关部门协助澄清谣言。 
这件事虽然最终被证明是网络举报人张冠李戴，但由此也看出网络舆论监管方面的盲点。无论现在和将来，加强

网络管理很有必要，特别是在突发事件的非常时期，作为网络媒体既要保障网民的发言权，又要保证信息真实可

靠。这虽然是很难办的事情，但并非鱼和熊掌的问题，政府必须千方百计做好网络舆论的引导，否则因虚假信息

的泛滥，会使一些灾难事件雪上加霜。 
2.负面消息的炒作干扰灾后重建 

地震发生后，全国各个地方媒体大量涌入地震灾区采访报道，在营救被埋群众期间确实为信息披露作出了贡献。

但在抗震救灾进入灾后重建过程，许多媒体置主流意识于不顾，开始大肆披露抗震救灾中的负面消息，在社会上

产生了恶劣影响，客观上煽动了灾区群众的某些情绪，在灾后重建的关键时刻扰乱了政府的正常工作。网络媒体

及时跟风，对这一类信息的发布更激起网民对所谓“黑幕”的声讨，一时间要求“彻查学校豆腐渣问题”的声音

在网络上不绝于耳。不可否认，地震中垮塌的学校可能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大地震刚过，现在更需要的是化悲痛

为力量，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还不是反思问题和追查责任的时候，如果不把握好负面消息的报道火候，势必影响

人们重建家园的大业。 
另外，由于大部分商业网站没有新闻采访权，只有新闻发布权。他们为了吸引公众眼球，在这场新闻大战中

占据有利地位，大量引用境外媒体的报道，结果导致大量虚假信息在网络上传播。例如，比尔盖茨捐2500万美

元；6月7日国内多家网站转载香港《大公报》有关“传失事飞机已找到”等等，这些虚假信息都很不利于抗震救



灾大业。  
（三）对非常时期网络媒体的管理对策 
虽然网络不实信息不可避免，但通过分析可见，这次汶川地震中网络媒体的报道，我们发现许多网络谣言在

经媒体批驳甚至被公布事实真相后，谣言很快就被平息。如在抗震救灾期间，网络上传言广东地区将发生大地

震，引起民众恐慌，广东省地震局立即予以澄清：该省的各项地震观测手段没有监测到任何异常，网上的传言没

有任何科学根据。谣言不攻自破。 
5月14日19时45分，太原市公安局网监支队的干警发现，太原市有网民在《百度贴吧》“太原吧”栏目下以《李四

光预言的四大地震带只剩太原了》为题发帖称：李四光预言的四大地震带只剩太原了，绝对不是无中生有。公安

机关网警部门立即展开调查，17日凌晨在太原市将发帖人——太原市矿山机械厂下岗职工李某抓获，据李某交

代，那几天他待在家里闷得慌，便瞎编了这些帖子在网上随意散布。 
面对网络谣言，不仅政府部门应采取积极行动，及时发布官方权威信息，同时，作为网络力量，无论是官方

网，还是社会化网媒都应肩负起社会责任。 
可喜的是，伴随对大灾报道的反思，5月20日，由荆楚网发起的“千家网络媒体联合抵制地震谣言倡议”活动启

动。人民网、新华网、新浪、腾讯、大河网等百余家网站积极加入，表示“共同抵御谣言，从我做起，不转载、

不传播、不炒作！”。倡议活动呼吁全国的网络媒体和网民，同心协力抗震救灾，共同抵御谣言。“从我做起，

不转载、不传播、不炒作并及时删除有关地震的各类未经证实的消息、猜测、戏谑、迷信言论，积极引导网上舆

论”。[5]通过各网络媒体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引导，网络谣言的生命周期大大缩短，网民在对待有争议的问题时更

趋于理性。 
今后对灾难性事件怎样加强网络舆论监督呢？我们认为应采取这样一些办法： 

第一，进一步强化网络媒体舆论监督机制 
主管部门应针对灾难性事件的进展，提前制定不同的宣传策略，通过新闻发布等形式，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统一宣传口径，避免社会化网络媒体传播不实信息，避免谣言满天飞。各网络媒体在保证网民的正常网络话语权

的同时，严格控制不实信息的发布，凡不符合事实真相，或扰乱人心的网络信息均不予发布。 
同时，多数拥有新闻发布资格的新闻网站都具有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舆情上报的权利，类似于传统报纸的

“内参”。在处理灾难性事件的过程中，这些网站应该积极发挥这一功能。网民反馈的“敏感”问题，不能全部

将其“扼杀在摇篮里”，多数问题是可以上报给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处理的，这能为政府了解灾难性事件处理效果

提供参考。网络媒体的舆情上报功能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同样充当着电子眼的角色。 
第二，形成系统完善的突发事件网络报道机制 
具有新闻发布资质的网站在发布新闻时，应该尽量不使用境外媒体的稿件。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长期以来以

西方媒体为首的境外媒体总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总是在妖魔化中国。这些媒体在报道中国问题时往往是基于西

方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其报道经常会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使简单问题复杂化。国内新闻网站转载后，很可

能和当前的舆论氛围不符，扰乱民心。 
针对危机时期，网络媒体报道的规范性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制定相应的管理规范，以引导网络媒体的报

道方向和方式。 
第三，形成良好的网络舆论引导机制 
现在，网络舆论监督的力量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监督的主流力量之一。灾难性事件发生后，由于民众处于恐慌

心理中，再加上信息沟通不畅，往往一些谣传容易被认为是真实的信息。因此，宣传主管部门对舆论不是无理封

杀，而应加以积极地引导，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导到增强客服困难，重建家园信心的层面上。同时，及时对虚假信

息进行调查，澄清事实，并向社会曝光，对有碍于事件处理或灾后重建的信息采取技术手段适当屏蔽。尤其要控

制好舆论监督与舆论炒作的关系，使舆论监督有利于推动工作，而不是扰乱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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