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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的技术特征 

    微博是集成了博客、视频共享、社交网站、维基百科之后的新一代“社会化

媒体”，其最大特点是信息网络技术的集成化和信息传播的社会化。微博用户可

以通过浏览器、移动设备、即时聊天工具和其他外部应用程序接口等多种途径随

时随地发布消息和图片，同时可以实时关注并评论其他用户发布的信息，并将自

己感兴趣的内容转发给其他用户。与过去的互联网技术相比，微博具有以下三方

面的独特性： 

    第一，信息发布门槛低。每条微博信息不多于 140 个字，可以随意表达即刻

心情或观点，甚至可以通过手机，在事件现场发布消息和上传照片，任何人都可

以成为播报员和评论员。 

    第二，信息传播速度快。微博通过基于关注、被关注、转发和评论的传播机

制，形成虚拟社会的关系和信息传播网络。微博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被关系网络

内的其他成员所看到，并通过转发渗透到其他关系网络中，最终跨过虚拟社会与

现实社会之间的分界线，进入国内外传统媒体和现实人际网络中。 

    第三，信息收发干预难。即便是关闭服务器或者删除源信息，借助与其他社

交网络媒体、传统主流网络媒体（如论坛）、个人信息阅读器（如 RSS、Email、

QQ）等之间的开放性接口，用户仍然可以阅读到微博内容。实际上，我们面对

的不仅仅是微博这一种信息沟通工具，而且是由微博和其他网络媒体共同组成的

新型信息传播网络。 



    微博的工具属性及其“双刃剑”效应 

    作为一种新的沟通工具，微博具有明显的工具属性和“双刃剑”效应。对于微

博可能引发的影响，我们既不能忽视，也不应该过分夸大。目前微博所体现出的

各种影响力，其根源主要在于其一方面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会交流需求，另

一方面有着远超传统交流方式的传播速度。作为一种传播速度快到近乎失控的沟

通工具，微博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带来了生活的便利，也对依赖于传统信息

交流方式的社会运行机制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虽然微博只有 140 个字的简短消息，但是其伴随时事背景、新奇内幕和情感

元素，人们往往还来不及辨识信息的真伪或意图，就已经读完接受并且传播该信

息。微博工具既可以被用来传播谣言，也可以用于澄清谣言。谣言泛滥，其责不

在“工具”，而在于对工具使用的监督以及全社会文明使用与责任意识的提升。最

近美国 Twitter 发布了一项新功能，用户可以为微博信息添加一个“可能敏感”的

标签，以此来提醒阅读者有选择地看待微博信息的内容与观点，可见关于用户对

信息的真伪和意图缺乏识别能力是全球普遍现象，而这种积极主动利用微博技术

来减少负面影响的做法则值得我们借鉴。 

    一般民众并没有、也无必要具备专业的新闻传播职业素养，但是在微博中却

扮演了新闻传播、评论和加工的重要角色。缺乏有效监督和自我管理机制的微博

受众群体，既可以推动网上舆论向着积极正面方向发展，如微博“打拐”引发全国

性的解救被拐儿童公益行动，同时也可能导致恶性舆情的爆发，最终损害广大群

众的利益，如微博“碘盐”谣言导致抢盐事件。微博作为受众聚集和信息传递的平

台，能否健康和可持续运营，关键在于提高受众群体的社会责任感和网络文明意

识。 

 



    积极应对微博所带来的变革与挑战 

    微博所带来的挑战只是网络时代因技术变革而带来一系列矛盾的“冰山一

角”。微博技术只是外因，内因乃是传统的社会管理和运行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

应信息技术背景下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

虚拟社会已经越来越“实体化”，并开始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中发挥特殊的功

能。虚拟社会的运行内容是信息，网民群众中的舆论传播与信息加工是其运行的

基石，而微博正是其核心工具与手段。微博有其自身客观的技术属性和运行规律，

以微博用户为代表的“网民”正在成长为新时期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微博各方参与

主体，不论是企业、政府还是个人，不论是公众明星还是草根民众，都应该积极

主动适应信息技术背景下社会交往方式的深刻变化，共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坚

持“群众路线”、负责任和可信任的微博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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