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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通报重大争议性事件需抓好"三个着力点"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主任舆情分析师 郝伟凡

2021 年 1 月 20 日

全媒体时代，一些敏感事件经网络曝光后迅速引发全民围观，甚至在舆论场掀起大规模争论，

演变为重大争议性事件，给舆情处置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

现阶段，重大争议性事件的呈现方式大多

为，一些容易挑动舆论敏感神经的碎片化信息

或单方面报道出现，随后在网络上形成有明显

倾向性的舆情热潮，引起两方或多方观点激烈

争执和互纠，最终事件可能水落石出、出现反

转或不了了之。

针对此类事件，涉事部门或主管部门及时

开展调查、对外发布官方调查通报，可以起到

对事件权威定性、平息舆情的作用。值得注意

的是，在调查结果通报环节，舆情处置主体直

接面向公众，与公众就事件调查过程和处置结

果进行"对话"，往往面临着较大舆论压力。其

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网络围观带来放大

镜效应，有关部门通报时机选择不佳、通报内

容出现疏漏、通报措辞处理不当，都有可能引

发次生灾害;二是，"首因效应"影响网民认知，

舆论审判先行，官方调查结果面临被裹挟的困

境。后真相时代，网民常常以情绪替代理性、

以观点替代事实。一旦官方调查结果与网民心

理预期不符，调查的公正性、可靠性往往会受

到强烈质疑。

基于以上分析，为增强重大争议性事件官

方调查通报的说服力和公信力，需做好三项关

键工作∶

一、需要切实回应舆论关切，经得起舆论

检验。以重庆保时捷女车主掌捆男司机事件为

例， 2019 年 7 月 30 日该事件在网络上引发大

规模关注。重庆渝北区警方成立调查组开展深

入调查，并于 8月 12 日发布两千余字的事件调

查通报，对网民关注的女车主家庭财产状况、

违章处理记录、从业情况，以及女车主丈夫是

否涉嫌违纪等问题，悉数作出说明。这份官方

通报展示的"有疑必查、有查必复、复必详尽"

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舆论认可。

二、需要破除舆论"特权想象"，化解舆论

审判压力。重大争议性事件发酵过程中，往往

伴随着网民对涉事人员的"特权想象"，甚至引

发"涉事人员'能量巨大'、破坏规则，影响调查

过程、处置结果"之类的联想。疫情期间发生的

"刑满释放人员黄某英离汉进京"事件中，网民

对"黄某英系何许人也""如何突破层层封锁自

驾回京"两大疑问的种种猜测甚嚣尘上。在此情

况下，一旦官方调查通报与网民心理预期存在

差异，很可能受到质疑。"黄某英离汉进京"事

件调查结果公布次日，《新华每日电讯》刊发

题为《"黄某英事件"水落石出，鄂京两地分别

追责》的报道，以"水落石出"表达了对调查通

报的认可，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均以《司法部牵头的联合调查组

公布"黄某英事件"调查结果》为题进行报道，

重点强调了此次调查的高层级，用媒体权威性

为调查结果的真实性背书，有助于压缩舆论的"

想象空间"

三、需要巧妙疏解网民情绪，提升社会治

理水平。在重大争议性事件的舆情处置过程中，

影响官方调查通报说服力和公信力的重要因

素，还包括网民情绪是否得到疏解。在"鲍毓明

涉嫌性侵幼女"案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联合督导组通报显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鲍毓

明的行为构成性侵犯罪"。同一天，山东省烟台

市公安局通报称，"美国人鲍毓明在华期间违反

律师执业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公安部决定对鲍

毓明驱逐出境"。将两个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一天

公布，达到的效果是网民情绪得到了安抚，舆

情得以平息。另一个疏解网民情绪的有效方式，

则是后续规范制度的建立。重大争议性事件往

往暴露出社会某个领域的顽疾，进而触发网民

的集体情绪。鉴于此，官方调查通报中也可适

度释放针对此类问题建立相关制度规范的信

号，后续持续公布相关工作的进展，有助于重

塑舆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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