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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低门槛、高扩散的互联网场域中，网络热点舆情事件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公众情绪的爆发和蔓延。尤其

在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中，食品安全的利益相关性及互联网匿名效应所带来的无限约束，致使网民情绪

表达呈负面偏向化和交叉传染化，为负面情绪的生成演化提供了“滋养温床”，给舆情应对带来了新的

挑战。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将舆情事件划分为潜伏期、发展期、爆发期三个阶段，以江西鼠头鸭脖事件作

为个案分析，对舆情不同阶段中负面情绪的唤醒、强化、传染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负面情绪的疏导提

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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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field with low threshold and high diffusion, the emergence of online hot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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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 events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the outbreak and spread of public sentiment. Especially in 
food safety public opinion events, the interest relevance of food safety and the unlimited con-
straints brought by the anonymous effect of the Internet have led to the negative bias and cross 
contagion of Internet users’ emotional expression, providing a “breeding ground” for the genera-
tion and evolution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bringing new challenges to public opinion respons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ife cycle, public opinion event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cubation 
period, development period, and outbreak period. Taking the Jiangxi Rat Head Duck Neck Incident 
as a case study, this study deeply analyzes the awakening, strengthening, and transmission of neg-
ative emotion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public opinion,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guidance of negative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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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简称 CNNIC)在京发布的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1109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6.4% 
[1]。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带来了舆情线上线下的“集体狂欢”，为我国的舆情治理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近年来，地沟油事件、金华敌敌畏火腿事件、老坛酸菜事件、江西鼠头鸭脖事件等重大食品安全问题为

人们敲响了警钟。食品安全与公众利益紧密相关，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极易引发社会关注，引爆舆

情。在此过程中，网民的负面情绪成为影响网络舆情发展态势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关键因素。因此，研究

网络舆情事件中负面情绪的生成与疏导机制，科学把握舆情发展各阶段中情绪所发挥的效用，从而引导

公众在网络舆情事件中理性表达自我情绪，进一步构建健康和谐的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2. 认知基调：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中的情绪呈现 

食品安全，即食品无毒无害，不会对人体生命健康造成危害。其涉及范围较为广泛，其涵盖了种植、

养殖、加工、包装、储藏、运输、销售、消费等多个方面[2]。食品安全是广大公众最为关心的领域，也

是政府竭力监管的领域，需多方协同努力、协同治理，方能守护“舌尖上的安全”。食品安全类舆情的

风险可理解为网民针对某一食品安全热点事件，在互联网平台热议所产生的观点、情绪与行为的集合，

对于网络生态秩序及社会现实空间造成的不确定性危害[3]。基于对食品安全类舆情的风险判断，对以往

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演变态势进行梳理，总结出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呈现出了情绪燃点低、情绪传染快、

情绪长尾化等基本特性。 
(一) 情绪燃点低 
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与广大公众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在公众权益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多样化的

新媒体平台也为公众提供了“发声”渠道。一旦涉及食品安全问题，社会公众普遍持高度敏感和不容忍

的态度。轻则在朋友圈等强关系链接下的公共空间进行“圈层化传播”，累积负面情绪，这一阶段也是

舆情的“潜伏”状态。重则会在维权思维的驱动下通过各类新媒体平台进行弱关系链接下的“链条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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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唤醒各类处于“潜伏”状态下的舆情，并在“集聚效应”的加持下短时间内爆发大规模、大范围

的舆情事件。公众情绪燃点低，炸点多，处于一个“一引即燃”的状态，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极易引起

社会不安情绪蔓延。 
(二) 情绪传染快 
在本质上，人际传播可被视为一种多媒体传播形式。因此，在网络的去抑制效应下，食品安全类舆

情事件无论是在强关系链接下的“圈层化传播”，还是在弱关系连接下“链条式传播”，皆具备高扩散

的基本属性。因食品安全的利益相关性，广大公众普遍关注此类事件。同时，根据自身经历易对他人相

似经历“感同身受”，在虚拟的网络空间进行“抱团式”的情绪宣泄。在无数零星负面情绪的“滚雪球

效应下”，舆情传播、扩散速度进行迭代升级，呈现出不可逆、不可控的发展态势。公众情绪传染速度

快，往往容易导致网络环境恶化，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安情绪，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 情绪长尾化 
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一经爆发，公众的负面情绪往往会进行大规模、高强度扩散。主流媒体、专家

等网络空间的意见领袖纷纷参与其中，引导舆论走向。但由于舆情信息源的多样性、公众对事实信息的

渴望及对官方回应的期待、政府部门取证时间周期较长等各类因素，专家意见、情况说明、调查结果、

主流媒体、自媒体等多方主体进行交相互动，致使互联网空间下谣言纷纷，舆情热度起起落落，持续时

间较其他类别的舆情事件都要长，形成了“长尾效应”。 

3. 底层逻辑：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中负面情绪的生成与演进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公众主体性身份的转变使其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网络舆情事件的爆

发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公众的表达欲望，公众情绪化的表达也会成为舆情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食品安

全关乎广大公众切身利益。以下将从潜伏期、发展期、爆发期三个阶段来厘清负面情绪在舆情事件中的

演化机理。 
(一) 舆情潜伏期：负面情绪的唤醒 
人的情绪状态通常由认知过程、生理状态、环境因素所汇聚而形成。沙赫特在两因素情绪理论中提

出，情绪的产生存在两个重要的唤醒因素，其中一个因素为个体的生理唤醒，另一个因素则为个体对自

身生理状态的变化所进行的认知性唤醒。这可以将上述理论转化为一个工作系统，称为情绪唤醒模型[4]。
在网络舆情事件中依靠此模型来分析大众的情绪唤醒过程，可以帮助我们对舆情发展各阶段中情绪所发

挥的效用有更清晰的认识。舆情事件发生时，个体在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的双重刺激下，会对所接收到

的信息根据自身经验以及对当下环境的观察进行认知上的重构并产生情绪反应。江西鼠头鸭脖事件最开

始是以主题为“江西一高校饭菜中疑似吃出鼠头”的短视频形式在网络平台传播。“学校”“吃出鼠头”

等敏感词的传播扩散，迅速引发了全网公众的关注。食品安全类问题作为广大公众利益的痛点，一旦触

发就会激发广大公众对自身食品安全问题的经历、情绪的唤醒，实际上包含了心理和生理双重因素，公

众的情绪一旦被唤醒，便会成为推动舆情演进的潜在力量。 
(二) 舆情发展期：负面情绪的传染 
食品安全类热门话题引爆成为舆情事件时，个体对事件真相的求知需求被逐渐放大。随着舆情事件

的真相、细节通过图片、文字、音频、影片等多重符号形式在各大社交媒体传播，满足了广大公众的求

知欲望。此时，个体的心理感受逐渐从渴望事实真相的初级需求上升到了情绪表达的高级需求，情绪表

达成为了其自我实现的象征物。江西鼠头鸭脖事件最初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中以视频形式传播，视频画面

中的饭菜内，可以看到体积较大的黑色异物，异物还有类似动物“牙齿”的东西。在南昌市场监管局与

涉事学校官方皆在未出具详尽证据下“指鼠为鸭”，引发了广大公众的质疑，舆论场基调转向以追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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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为主。由于官方事实性信息的缺失，公众对事实的渴望愈加强烈。除此之外，网上流传的一张截图

显示，涉事学校发布官方声明后，还拟定相关引导话术要求学生进行跟评，试图扭转舆论风向。聊天截

图被曝光后弄巧成拙持续引发质疑，大部分公众认为校方调查不实却重点“封口”的操作有“此地无银”

“欲盖弥彰”之嫌。在视频、图片、文字等符号的加持下，舆情相关信息快速扩散，网民的负面情绪在

互联网场域下逐步蔓延，舆情走势与负面情绪的扩散呈现出“正相关曲线”。 
(三) 舆情爆发期：负面情绪的集聚 
在网络便捷化的表达渠道中，各种相似的观点在不断印证与肯定中形成一个个信息“集散地”，认

同的强化和“共识”的建立容易在“回音室效应”的助推下激化食品安全类事件中焦虑、紧张、担忧的

社会情绪。随着第三方专家知名科普博主@无穷小亮的介入，指出“如果只看当前的视频和照片，就是

老鼠头”。权威专业人士的发声更加坚定了群众持有的立场，舆情声量在此刻到达了顶峰。在舆情爆发

阶段，如“鼠鼠我鸭”“指鼠为鸭”等带有暗讽意味的“梗”文化进行破圈传播，由这些网络热梗、自

定义标签等词衍生出来的舆论热议，使舆情外的旁观者产生了严重刻板印象和认知偏见，使得群体负面

情绪被不断刺激、强化，形成了巨大舆论声势。同时，根据“媒介间议程设置”理论分析，某些媒介最

先报道新闻后，其他媒介会跟进报道，这些媒介所报道的内容，又被其他媒介所采用，形成连锁反应。

在此次江西鼠头鸭脖事件中，自媒体、主流媒体等争相报道，舆论场域充斥着复杂多元的声音，网友受

着不同媒体的影响和引导，类似的情绪形成“集聚效应”，并持续性放大扩散，最终导致舆情的爆发。 

4. 情理交融：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中负面情绪的疏导路径 

随着传播生态的深度变革，公众地位提升，形成了客观存在的“新意见阶层”。与此同时，政府身

份“下沉”，形成了“平等对话”的全新生态格局。食品安全关乎广大公众的直接利益，一旦触及食品

安全问题的“燃点”，便会引起全国各地公众的情绪共鸣，形成大规模的网络舆情事件。由此可见，负

面情绪疏导的重要性已然不言而喻。下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提出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不同阶段的负面情

绪疏导机制，以期为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中大众负面情绪的疏导提供有益参考，消除食品安全类舆情事

件所引起的社会恐慌和不确定性，重构广大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一) 舆情潜伏期：主动引导 
随着社交网络时代的到来，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成为了广大公众的情感痛点。

政府要积极转换思维，化被动为主动，在舆情潜伏期不仅要及时捕捉公众的诉求、意见、情绪等，还要

主动引导公众参与到食品安全的日常管理中来，构建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的协同管理机制。用技术手段

优化官方话语表达，对舆情问题进行科学宣导和合理化解[5]。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具有低容忍、高扩散、

持久性等显著特征，具有极大的舆情风险隐患。政府在面对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时不能一味的进行危机

管理，而是要加强该类事件的风险认知，将应对关口予以前移，进行源头性的思考和处理。在食品安全

类事件的日常管理中，以科学化、简明化的方式向公众传达风险信息。引入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

传播的相关理论，通过可视化图表、演示材料等方式，向公众直观地呈现风险等级和相应的安全措施。

负面情绪的爆发基于前期的情绪积累。以往的个体情绪分散在各个角落，力量微弱。新媒体“把公民个

体分散的力量聚集起来，把无数弱小的个人呼声转换为强大的集体呼声，并将呼声不断放大”，这才使

得负面情绪不断扩散蔓延。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在舆情潜伏期积极鼓励公众参与。通过听取公众意见、建

立投诉渠道、举办公开论坛等方式，增加公众的参与感，让公众有机会表达意见和关切，提高其自尊感

和满意度，减轻负面情绪，也能为政府食品安全的治理提供线索和建议，实现互利共赢。 
(二) 舆情发展期：及时公开 
舆情发展期正是情绪扩散、蔓延的时期。在面临危机的情境下，如果政府未能充分、及时地回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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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信息需求，很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这种情境下，政府的公信力会遭受严重损害，导致其发表

的任何言论或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容易受到负面的评价[6]。政府情绪疏导的首要任务便是实现信息的公开

透明，确保及时发布准确、全面的信息。政府、相关食品安全机构和企业应当主动公开信息，包括问题

的性质、影响范围、采取的措施、监管情况等，以消除公众对隐瞒信息或不透明行为的担忧。通过透明

度和信任的建立，减轻公众的负面情绪。其次要善用媒介。媒体在舆情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政府

和相关机构应与媒体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定期的新闻发布会、专题讲座等形式，向媒体提供准确、

全面的信息，同时回答媒体和公众的问题。与媒体的及时、准确沟通可以更好地引导公众情绪，消除虚

假信息和不实传言的影响。最后要专家介入。专业知识和科学依据是解决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负面情绪

的关键。政府和相关机构应与专家合作，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专家应提供明确的解释，解答公

众的疑问，并提供科学支持和有针对性的建议。 
(三) 舆情爆发期：真诚回应 
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与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舆情事件爆发时期，公众负面情绪到达极点，

舆情回应当以安抚公众情绪为先，再进行事实的陈述。舆情爆发期一旦回应不当，极易损坏政府形象，

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如 2023 年 7 月的齐齐哈尔体育馆坍塌事件中，政府因忽略当事人及公众的情

绪，一味进行官方说明，致使舆情回应陷入困境，引起了广大公众的不满与质疑。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

更应如此。我国《食品安全法》自 2009 年颁布实施以来，对食品安全高度重视，虽取得一些成效，但仍

存在隐忧，致使公众对政府工作能力产生信任危机。因此，在公众负面情绪爆发时期，政府应正视问题，

放下“身段”，诚恳回应，对公众所提出的疑问耐心且真诚回应。主动进行换位思考，积极与公众沟通，

消除公众的不安和恐惧，平息公众情绪、取得公众信任。同时，政府要积极运用接地气的平和话语与公

众进行沟通交流。如果部分政府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一味的用官话、套话敷衍公众，只会加深公众的

不满情绪，促使舆情恶化。 

5. 结语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是一个重大的民生主题。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频发，与社会深层次的结构性

矛盾紧密相关。在食品安全类舆情事件中，政府既要主动作为，更要善作善为；既要注重事实真相的公

开透明，更要注重公众情绪的疏导。以主动、及时、真诚的方式与公众进行沟通，为公众解疑释惑、情

绪疏导，促进政民关系和谐发展，形成和谐有序的全新社会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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