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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网络评论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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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交流者使用匿名，相互不知道对方是谁而可以最大限度地无所顾忌，给人们交流带

来了不确定性。由于网民评论的爆发性、自发性 、透明性，因此对网络评论“度”的把

握就尤为重要。 

基于互联网互动性之上的网络新闻评论，已经是当前新闻网站的关注点和生长点。仅仅依靠即

时新闻已经不能满足网民的需要，新闻正向专题化、评论化方向发展。人民网的《强国论坛》

和“人民时评”、新华网的《发展论坛》和“焦点网谈”等在新闻媒体中已具有很大的影响

力。网络评论中最具互联网特征的无疑是网民的交互性评论，这是新闻网站吸引网民的新颖形

式，也是网络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网上评论的多元化 

网络评论是在网络媒体上就新闻事件或当前事态发表的评价性意见。当今社会呈现出生活多样

化、文化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的客观趋势，而网络评论最能反映出多元而驳杂的现象。 

网上评论与网络的互动参与。互联网强大的实时交互功能，使网民不再像电视报刊一样只是被

动地观看阅读，而可以积极而及时地参与讨论。每一个网民都是信息的获取者，也是评论的提

供者。网民可以把自己知道的信息或发表的意见传播给别人，还可以针对别人的信息来发表自

己的见解。许多新闻网站在主要新闻后面经常加上“我要说两句”、“我要发表评论”，以鼓

励网民对新闻互动参与。 

网上评论与网络的平等自由。在传统媒体关系中，由于评论传受的“地位”的不均等性，新闻

评论不时具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今天的互联网络在信息传送上，BBS为普通人提供了平等交

流，不受空间限制的物质条件，真正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对称性。评论者要求以一种平视的目光

来关注生活，着力从受众的意识、情趣和情感世界去寻找、认识和衡量新闻价值。在网络传播

体系中，传者和受众不但要实现技术上的平等，而且要实现事实上的平等。 

网上评论与网络的舆论引导。“互联网的大众媒体的社会属性和其他媒体一样，在对社会产生

影响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网上传播什么、不传播什么，都有一个代表什么样的文化

发展方向的问题”（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蔡名照语）。网络评论有责任引导网民正确认识新闻

事件，正确参与社会热点问题。通过评论的舆论正确引导，沟通政府和群众联系，传播党和政

府声音和表达人民群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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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评论与传统媒体评论具有密切的联系，由于互联网络功能、网民的认识价值等的变化，因

此网络评论较传统媒体评论在内容和形态上又形成了自身特点。 

网上评论的价值度。网络评论理应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符合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事实上

以网民为主体的网络评论不同于传统媒体评论，它带来了新的内容不确定性： 

有益性：网络新闻评论理应属于有益性范畴，这也是体现新闻评论地位和特色的主要抓手，网

络媒体的时政性论坛最能体现有益性，而网民评论大多也是“有益的”。中国宁波网的“宁网

时评”，就是通过网络时政评论建立了自己的互动品牌。由于互联网的开放即时等特性，导致

“无害的”网络评论的外延远比“有益的”概念来得宽泛。它们的客观存在对互联网的发展是

有意义的，对丰富网民的文化生活也有促进作用。另外，由于网络反映社会的多元而驳杂，导

致有些网络评论总体上是有益的，但枝节上有一定的不正确之处。如在人民网“抗议美机轰炸

中国驻南使馆”的BBS上，不少网民言辞偏激，有的甚至出格。对此，要把好“度”，或留或

改或删节，坚持有益性。 

口水帖：网络评论中还有一种特殊而又很常见的现象，那就是口水帖。严格意义来说，口水帖

并不是网络评论。但是由于许多口水帖就掺合在网络评论中，就出现了让不少人觉得讨厌无聊

而又无奈的互联网交互性的衍生物。生活在社会中，人们总会有不如意处，很多人会需要一个

宣泄的地方，而虚拟世界提供了这种现实需求。对于互联网口水帖，应该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

和合理性，在适宜的区域内让它“聊天有理，灌水无罪！”。 

网上评论的开放度。网络受众追求开放的新闻信息传受在互联网上比传统媒体更容易得到满

足。开放的心态、平和的态度是网络评论实现传播和交流的基础。前年3月5日，新华网现场文

字直播朱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直播一段朱总理报告，跟发一批网友的即时评点。很好地运

用了网友随文跟贴的报道形式。 

网络评论的开放性还体现在网民对新闻热点事件的超时空关注。在这里没有空间距离，没有时

间间隔，也没有人为障碍，网民即时对同一社会热点共同论说。克林顿性丑闻案是1998年全球

关注的新闻焦点。400多页的斯塔尔报告首先通过互联网公诸于世，长达4个多小时的克林顿供

证录象也上网播出。许多网站纷纷开设论坛，天下人评论如潮。 

网上评论的参与度。今天的网民对于网络新闻不仅仅满足于消费，而表现为强烈的参与。它为

现实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多元的空间。其强大的互动性，吸引了天南地北的网友广泛参

与，在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迅速形成舆论。网络新闻评论可以看作是一种“互动式评论”。许

多网站在新闻栏目开设“我要评论”且人气很旺，这种实时交流反映民意的速度之快，显示着

网上舆论急遽更新的趋势。 

网上评论的集纳度。网络评论拥有跨时空、超文本、大容量、强互动的魅力，随着人们对新闻

评论认识的日趋成熟，仅仅依靠单条新闻评论往往不能满足网民的需要，新闻评论正向专栏集

纳化方向发展。它要求随着新闻事件向纵深发展，网络评论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跟进事件的发生

发展，通过网民的互动参与对新闻评论整体推进。中国宁波网2002年开设新闻互动《对话》栏

目，为政府提供与市民沟通交流的平台，仅一年就有20多个市政府局长与市民热点“对话”。

《对话》也曾邀冯骥才与网友就宁波旧城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对话”。现在每期《对话》在线

访问平均6万人次以上。 

把握网上评论的度 

网上评论因其强大的互动性，往往在重大问题发生时具有迅速形成舆论的功能。同时也应看

到，网上交流者使用匿名，相互不知道对方是谁而可以最大限度地无所顾忌，给人们交流带来

了不确定性。由于网民评论的爆发性、自发性 、透明性，因此对网络评论“度”的把握就尤

为重要。 



首先是对网上评论形态的认识度。  

网络评论作为一种交流语言，与人们的日常交际语言一脉相承；网络评论作为一种文体，与传

统媒体的评论也无本质上的区分。但是互联网带给我们生活上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即使网上评

论也不再是传统媒体概念中的新闻评论。 

一是网络评论从常规的书面语言向网民的网上语言的转变。网络语言介乎于书面语言和口头语

言之间，又加有自己特定的网络语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熟悉网络语言是很难写出网民感受

亲和、贴切的网评的。二是网络评论从传统媒体尤其报纸评论的“规整”向网上论帖“随意”

风格的转变。论坛上发表的论点给人的印象有时甚至是不完整的，有的还是支离破碎的，但是

它往往与网上热点、中心事件结合得最为密切。三是网络评论从传统言论以自主评论为主向论

坛网评重在因势利导的转变。中国宁波网《宁网时评》，2004年初专门开设“宁波精神大家

谈”，构建一个宁波百姓各抒己见、集思广益的交互平台。利用网络的超时空特性大量选入网

民的论帖观点，参与互动性非常强。四是网评员从论坛删帖为主向论坛跟帖为主的转变。以删

代管的网评管理理念往往很难得到网民的认可，网站要培养更多的跟帖写手，在与网民交手中

引导网民舆论。五是网上评论放在具体的网络环境上来认识，“从网上来到网上去”。要求网

络评论象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一样纯而又纯，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失去网络舆论阵地。 

现在不少新闻网站为了加强网上评论，大量将报纸评论不经选择加工就粘贴到网上去，而不是

在网帖互动中下工夫，其结果是收效甚微。网络评论在杜绝反动言论的基础上，以我为主，不

求独尊；讲求有益，不拒无害；维护大局，酌留声音。使我们的主流声音在网上更强更远更

久。 

其次是网上评论内容的管理度。   

网络评论行为的社会效果是我们评价网帖的基本尺度。从理论上来说，任何网络评论都是可以

掌控的。新闻网站都申明拥有对论坛有害信息的删除权，诚然，这是一种基于内容的管理。而

网络新闻评论的掌控度，更多地体现在BBS评论的引导上，如：论坛申明网民不得上贴违反国

家宪法等六种言论；新闻网站根据需要决定具体网络评论栏目的取舍；论坛针对网民的评论提

出启事声明和要求；版主在网民的评论上发表言论跟帖；新闻网站围绕社会热点在BBS栏目设

置中心议题；网站编辑对重点评论提供相关新闻链接等。凡此种种都为达到对网络评论控制的

适宜的“度”。 

而对网络论坛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又是一种系统适“度”的网管方式。中国宁波网“天

一论坛”2002年开通后，创设了“分类分级、审发结合、注重互动、加强引导”的核心管理方

式。在内容上，将时政类、文化类、休闲类版块“分类管理”。“事事关心”等时政性版块先

审后发，网管在政治倾向等予以认证；“三江文苑”等文化情感类版块即发即审，避免消极腐

朽的思潮网上传播；服务休闲类版块随机监看，剔除低级庸俗的内容。在人员上，实行网评

员、版主、网管、区长的“分级管理”。邀请新闻工作者、作家、教师担任时政版块网评员或

文化情感版块版主；网络警察作为“网督”随机监看论坛。建立专业网络新闻论坛阅评制度。 

网络评论数量大、速度快、互动性好，在评论社会热点问题、快速传播新闻论点和受众互动参

与方面，网络评论具有先天的优势。网络评论应承担满足普通受众需要的角色，以其所营造的

平等的、无时间空间限制的舆论平台，促进受众对社会热点和新闻事件的关注，使其有通畅的

发表言论的渠道。同时更要充分把握好网络评论的度，使网络媒体发挥好更大的舆论引导作

用。 

田勇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中国宁波网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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