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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媒体人微博是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与媒体人所供职的单位没有隶属关系,但由于两者在品牌、信息资源等方

面有一定关联,媒体对其员工微博的规制有一定合理性。 在微博世界中,媒体人微博可以起到滤清器和引导者功能,它构建

了一种 “内源冶的、“软性冶的过滤和引导机制,是规范微博时不可忽视的力量。 媒体人微博有较强的公共性,它开辟了“公共

话语空间冶,富有“公共领域冶气质,应当在公共生活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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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媒体人开设微博已经成为极为普遍的、引人注

目的现象,这些为数众多的媒体人微博淤对信息的

充分传播和共享,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对媒体品牌价

值的提升,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相互沟通等诸多

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同时,它们所引发的麻

烦和争议也一直不断。 针对员工微博出现的各种问

题,近年路透社、BBC、CNN、纽约时报等多家国际媒

体先后出台了员工使用社会化媒体的管理规范,力
图对员工使用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行为加以规制,
但对这些管理规范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的争议也一直

不断。 近几年来媒体微博引发争议的一些事件凸显

了媒体人微博这一新生事物给我们带来的新课题和

挑战,凸显了媒体人微博在角色扮演、责任担当、规
范管理及其与所供职媒体关系等诸多问题的复杂

性,而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议,反映了人们对这些问题

的认知和理解并不清晰、深入,甚至是混乱、肤浅的。
因此本文就媒体人微博性质与功能问题进行探讨,
望能有助于人们对这一新媒体领域重要现象的认

识,并促进相关问题的讨论和解决。

一摇 媒体人的言论“自留地冶

媒体人微博的权属问题并不复杂,它由媒体人

创设,归媒体人个人使用,媒体人有权决定在自己的

微博中发布什么信息、关注什么人。 除非有特殊的

协议,媒体人对自己的微博享有在法律允许范围内

的充分自由。 因此,本质上看,尽管媒体人微博并非

独立的法律关系主体,其权利和义务要由拥有它的

自然人来落实,但从传播的角度看,媒体人微博是一

个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与媒体人所供职的单位并没

有隶属关系(除非有特殊的协议),双方是平权的。
从这一点看,媒体人微博的权属界定跟普通人的微

博并没有区别,在一般情况下,媒体人可以像普通人

那样去使用自己的微博。
然而实际状况要复杂得多,公众对媒体人微博

的角色期待和身份认知并不像上述的那样一清二

楚,他们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将微博中的媒体人作

为一个普通人看待,而是将他与其职业身份混同,并
往往认为该微博是其供职媒体的某种延伸。 于是当

媒体人微博出现有争议言行的时候,不管博主如何

地声明其微博的私人属性,其供职媒体也总要被殃

及。 而媒体人在微博中也很难简单而潇洒地进行身

份转换。 事实情况是,媒体人在微博中的信息传播

行为与其工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很可能会在

其微博中享用工作中所得到的信息资源和人脉关

系,会把在工作中形成的价值观带入微博……而其

职业身份还为其微博提供了品牌支撑和信誉证书,
让其微博有更高的关注度,更加受信任,而一旦他们

在微博中言行不当,其供职的媒体往往也会受到损

害。 这就使得媒体人微博与其供职的媒体不能割裂

开来,它们在品牌、信息资源、人脉资源、价值观等各

个方面都有关联,恰如路透社的《网络报道守则》所
说的“网络打破了记者作为自由人和作为专业人士

之间的界限,记者应该明白,在社会化媒体上,职业

行为和个人行为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冶 [1] 中山大学



教授张志安也认为“记者微博发布的内容大体上是

职务作品冶 [2]。 这就让媒体有去规范其员工微博的

必要性,而这种规范也有其合理性。
媒体人微博是否就应当服从所供职单位的管

理,媒体能在多大范围内对其员工的微博进行规制

呢? 要搞清这些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尽管媒体

人微博与其所供职的媒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

并不能改变其权属,如上文所述,媒体人对其微博享

有独立的所有权和充分的言论自由,媒体人微博是

他们自己开垦,自己耕作,收获归自己的“言论自留

地冶。 媒体对其员工的微博并没有直接约束的能

力,它对其员工微博进行规制的作用机制有二:如果

其员工在微博中的言论违反了媒体的工作制度,媒
体则可以根据这些制度,要求员工规范其微博言行,
如果员工拒绝,尽管媒体可动用解雇等手段对员工

进行惩戒,可并没有直接对员工微博施加强制力的

能力;如果员工在微博中的言论侵害了媒体的权益,
则媒体可以作为平权的主体,通过对其员工发起诉

讼或其他的方式,由相关主管部门施加强制力。
因此媒体对员工微博的规制虽有其合理性,但

并不能突破我们上述的框限。 媒体在对员工微博进

行规制或者出台相关管理规范的时候,应当充分理

解媒体人微博的这种性质,以支持与鼓励的态度,采
取正面引导的方式,多制定引导性和劝服性的规范,
少制定禁止性规范,不要动不动就挥起禁止和惩治

的大棒。 这样的管理方式也将有利于媒体人微博言

论自由的保障,有利于它们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更

好地发挥其积极功能,从而让这块宝贵的言论自由

的“自留地冶更生机勃勃。 当然,媒体人微博也有其

言论的界限,这种界限一则体现在法律和公序良俗

的约束,二则体现在职业伦理和工作制度的约束,当
媒体人在微博中使用自己职业身份时,就意味着他

应当对所供职媒体承担一定的责任,在一般情况下,
其言行也当为所供职媒体着想。

二摇 微博传播领域的“滤清器冶、“引导者冶

微博作为“个人信息即时共享综合平台冶,其传

播的目的和结果是与众人共享,是一人发布,众人可

见。 微博“在事实上为每个人的社会喊话‘装上麦

克风爷,而且这种‘喊话爷是以现场直播的方式进行。
区别于 QQ、MSN 这类‘点对点爷的传播方式,微博是

一种点对面的即时通信。 通过微博喊话,这样一种

迅捷通讯方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导致的后

果是全社会的围观。冶 [3] 可见,微博传播的性质依然

是一种大众传播。 然而作为一种新媒体,微博有区

别于传统大众媒体的特性,它有很强的个人性和自

主性,被认为是一种“自媒体冶或者“私媒体冶。 它为

普通人发起大众传播创造了条件。 微博这种由个人

发起、个人把关的大众传播改变了传统大众传播的

形态。 它大大增加了个人言论的自由程度,传播的

多元化和多维性也得到了加强。 但大量普通人的加

入,也使得微博众声鼎沸,并出现了种种乱象或者不

尽如人意的地方。 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微博传播

中低俗、庸俗的倾向和虚假的现象比较严重;二是微

博更多地成为展示私人生活,宣泄个人情感,甚至是

满足对他人私生活窥视欲的渠道,更多地发挥了私

的功能,而较少发挥大众传播应当有的社会监控、文
化传承等公共功能。 毫无疑问,微博既有其鲜明的

传播特性和积极的功能,也确实有需要引导和规范

的地方于。
媒体从业人员微博的性质与普通人微博有相似

性,其传播也是一种个人性和自主性较强的大众传

播。 但其传播目的、状况和功能却与普通人微博有

区别。 据美通社发布的《2010—2011 中国记者社交

媒体使用习惯报告》披露,接近八成的记者表示会

“通过微博‘关注或参与我感兴趣报道的相关话题

讨论爷,以及‘结交更多同行 /业内人士交流信息爷;
还有超过 60%的记者表示为希望通过微博‘寻找有

价值的选题线索和更多的采访资源爷冶 [4],这表明媒

体人使用微博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自言自语、自娱自

乐,他们往往通过微博寻找新闻线索,参与或发起公

共讨论,或将微博世界的信息引入传统媒体。 虽然

还缺少更充分的定量研究,但以笔者对一百多个较

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微博的观察,媒体人微博的确是

媒体人职业角色的某种迁移,从内容、风格、价值观

等各个层面看,其底色依然是媒体人职业特色。 当

这些媒体人带着他们的职业素养,带着他们高出普

通人一筹的传播技巧和能力,带着他们在工作中所

积累的资源和所形成的价值观进入微博世界的时

候,他们非常自然地成为微博传播领域的“滤清器冶
和“引导者冶。 他们通过微博去关注、参与某些话

题,发布信息、发表观点,去推动和引导信息潮流,在
众声鼎沸的微博世界中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声音,
从而形成了一个“内源冶的和“软性冶的微博信息过

滤、引导机制。 这方面的例子举不枚举,如闾丘露薇

微博澄清金庸去世假消息,如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

众多媒体人微博对舆论的有效引导……都体现了媒

体人微博的这种功能。
可见媒体人微博对改变微博世界虚假信息充

斥,低俗庸俗流溢以及过分私人化的状况起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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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用。 甚至可以说,媒体人微博所构建的这种微

博世界中“内源冶的、“软性冶的信息过滤和引导机

制,是独一无二和不可或缺的,是我们引导和规范微

博言论必须重视的一支力量。 而作为微博世界中意

见领袖的媒体人,其言行也应当符合公众对其角色

期待,符合其职业伦理的要求,应主动担当一定的责

任,其传播态度应当是负责任而审慎的。

三摇 媒体人微博的公共性分析

微博的开放、平等、自主曾使人们欢欣,人们认

为它有可能开拓一片公共领域。 而事实情况是,虽
然有不少微博参与、影响公共事务、公共生活的案

例,但大多数的微博并没有用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上,
而成为展示私人生活,宣泄个人情感,甚至是满足对

他人私生活窥视欲的渠道,加上碎片化表达、非理性

倾诉、商业性侵袭等诸多因素,使得微博公共性难以

彰显,或者说其开放而“适合讨论普遍利益冶的可能

性远没有发挥出来,离公共领域的构建距离尚远。
与一般人的微博或者其他名人微博(如娱乐明

星微博)相比,媒体人微博却在内容、风格、功能上,
显示出更多的公共色彩。 在内容上,媒体人微博虽

然也有私人生活及纯粹个人情感、思想的描述和表

达,但从总体上看,媒体人微博之所以广受关注,主
要还是因为其内容与公共事务、公共生活有关,比起

普通人微博的个人化、琐碎化,比起娱乐明星微博的

商业化和官员微博的行政化,媒体人微博及其传播

群落更多体现了讨论“普遍利益冶的倾向,其内容的

公共性较为鲜明。 从风格看,媒体人微博受博主线

下身份和职业素养的影响,其语言显示出了更强的

理性特征,比大多数微博表达的话语暴民化和随意

化的倾向要好得多,体现出更强的参与公共事务的

意识和能力。 从功能上看,媒体人微博及其传播群

落更多地就公共事务、公共生活进行讨论,一方面是

对公共事务有影响,很多事件甚至是由于有媒体人

微博的参与才进入公共视线,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公

共事件,并促进问题的解决,如近来媒体人微博对

“宜黄拆迁冶、“阶梯电价冶等公共事务的讨论就是典

型例子;它另一方面的公共功能体现在,由于这些媒

体人微博的带动,一些普通受众成为“公共生活冶中
的人,培养了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和能力。

而媒体人微博之所以会有如此之高的关注度,
固然有其个人魅力和素质的因素,但其职业身份的

品牌支撑,所供职媒体的信息资源,以及公众对于它

们的角色期待,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媒体人

微博能有这么大影响力,部分原因是它们是“衔着

公共资源出生的冶,从一定程度上说,媒体人微博是

公共资源进一步延伸的表现,大概可以说是一种

“间接冶的公共资源。 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媒体人

把这宝贵的资源用到跟公共生活、公共事务有关的

领域中,而不是去聊些家长里短,不咸不淡的事情。
由此可见,媒体人微博有,也应当有一定的公共性。

对公共性研究的既有理论很多,它们在不同的

层面和意义上使用了这一概念,其中对公共性研究

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哈贝马斯曾这样阐释它,“公共

性本身就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

私人领域相对。 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

共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抗衡。冶 [5] 而他

又这样解释公共领域概念:“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

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

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
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

论。冶 [6]“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 公共领

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

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 那时,他们既不是

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

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 当

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

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 因此,这种行动具有普遍

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

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冶 [7] 虽然哈贝马斯对公共

领域前后表述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基本上强调了这

样的几个表征:(1)对普遍利益问题进行讨论,形成

公共舆论;(2)开放、自由、独立;(3)批判性和理性。
如果在公共领域的视界下看媒体人微博的公共

性,我们会发现,比起官员微博、娱乐明星微博等其

他类型的微博,媒体人微博体现出更强的公共性,但
也还存在很多不足或者尚可进步处。 首先,媒体人

微博比起大多数的微博更加经常探讨公共事务,在
探讨公共事务时,它比起官员微博和政府微博的行

政色彩和官方色彩要弱得多,但受制于我国较严格

的传播制度和媒体人的特殊身份,它对一些重大公

共议题(如重大政治问题)的讨论还并不十分普遍

和充分,和一些传统媒体相比,媒体人微博也尚未有

力量就这些重大公共议题形成强大的公共舆论,所
以媒体人微博可谓经常就“普遍利益冶问题进行讨

论,但这种讨论的范围、深度和影响力还尚待加强。
其次,尽管各种有形无形的制约依然不少,但微博的

确为媒体人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由的言论空

间,这种独立和自由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但媒体人

微博作为“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冶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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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自由、独立程度还不够,这既体现在其受到“国
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冶依然较多,还体现

在媒体人作为博主有过强的主导性和控制力,使得

他与参与微博讨论的网民之间存在力量和身份的悬

殊,给网民提供的开放和自由度还是不够的,意见交

往尚不够充分、平等。 最后,尽管媒体人微博比起其

他微博,显示了更强的批判性和理性特征,但受制于

我国相对较多的传播规约,这种批判性和理性伸展

空间不足,而主要靠个人来维护的媒体人微博,力量

也尚微薄,无法“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抗衡冶,其批

判的力度和深度都是有限的。 而由于微博快餐式传

播和浅阅读特性,让媒体人微博也难以形成完整的、
深入的公共舆论,它甚至得借助一些娱乐化的、感性

的方式来抓取眼球,扩大影响,这就使得它的批判性

和理性色彩更打折扣。 这些先天不足决定了媒体人

微博必须和其他媒介相配合,来增加它的公共性,更
好地发挥公共功能。

可以这样看待媒体人微博的公共性:它是一个

“公共话语空间冶,而媒体人则充当了这个“公共话

语空间冶的意见领袖,从目前的情况看,还不能说它

构建了“公共领域冶,但由于媒体人的职业素养、身
份特征和价值追求,使得它相对超脱于各种利益冲

突,相对独立于行政和商业集团之外,使得它成为我

国最富“公共领域冶气质的媒介之一。 在社会转型

时期,需要构建一个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各种利益团

体之间进行调节的开放领域,以输入诉求,化解矛

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也需要更多的“经济市民冶
通过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参与,培养公共事务参与

意识和能力,转变为“政治公民冶。 作为一个“公共

话语空间冶,媒体人微博无疑能够,也已经在这些方

面起一定作用。 因此,媒体人微博不应当仅成为修

身自娱的“私器冶,而应当关注公共事件,维护公共

利益,开放和吸引公众参与,应当富有公共精神和人

文关怀,更多地作为一种公共性的、公益性的存在。

注释:
淤本文所讨论的媒体人微博仅指通过实名认证、告知工

作单位等方式,告知或透露博主职业身份的媒体从业人员

(主要包括编辑、记者、主持人、制片人等)的微博。 匿名并

且无任何方式透露其媒体人职业身份的媒体从业人员的微

博,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于本段和论文的第三部分与本人另一篇论文《论官员

微博的性质与功能》 使用相同的理论进行分析,故部分记

述、论文有相同之处,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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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ature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Microblogs of Media Practitioners

ZHANG Zhi鄄jian
(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 362021,China)

Abstract:摇 The microblogs of media practitioners i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subject. They have no affiliation with the media that
media practitioners work for. However, due to the relationship of brands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it is reasonable that media regulate
its employees爷 microblogs. In the world of microblogs, the microblogs of media practitioners can play the function of filter and guide,
they form an “endogenous冶 and “soft冶 filter and guide mechanism,and are forced to be reckoned when we want to regulate microblogs.
the microblogs of media practitioners have strong nature of public,they opened up a “public discourse space冶, rich “public domain冶
temperament, and should be allowed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public life.

Key words:摇 the microblogs of media practitioners;摇 function;摇 the nature of public;摇 regu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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