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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社会热点事件上升为意识形态论争的频率加大，公众舆论泛政治化、泛娱乐化倾向日

益严重。准确分析和把握当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面临的舆论现实困境，尤其是对噪音与非理性因

素的舆论治理尤为重要。作为一种新兴技术，ChatGPT 可以在舆论分析、情感识别、信息过滤、风险预测

等方面为政府和企业的舆论治理提供支持。ChatGPT 的发展为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思路，将对新闻

传播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实践产生长远的影响。

【关键词】智能 ；噪音 ；舆论治理 ；ChatGPT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06（2023）04-0030-5

ChatGPT 开启了一个智能互联时代。从 PC 互联到移动互联、再到智能互联，舆论要素发生了从传播

范式到情感范式、再到关系范式的转向。在以人作为主体的内部关系价值重构的传播背景下，多舆论主

体的圈层化传播容易产生噪音和偏差，成为传播领域新常态与潜在风险。本文以网络舆论中的噪音与偏

差为研究对象，试图研究智能互联时代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对舆论治理的作用机制与实际

应用，从而为未来传媒生态与舆论治理路径提供多元化的研究视角。

一、ChatGPT ：一种新的舆论研究可能

ChatGPT 是由 OpenAI 团队开发的一个基于深度学习的大规模语言模型。其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 2015

年。OpenAI 的前身 OpenAI Labs 成立后，其团队开始探索构建一个能够自动学习人类语言知识的模型。

2018―2020 年，OpenAI 先后推出 GPT-1、GPT-2 和 GPT-3 模型，从一个单向的语言模型，到目前可以

生成连贯自然的个性化对话的设计模型，被广泛运用于各种任务和场景。

在舆论研究方面，ChatGPT 技术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是提高情感分析的准确性和效率。相比传统

的情感分析方法，ChatGPT 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和分析不同文本中的情感表达。二是改变舆论研究的方式。

传统的舆论分析方法往往需要人工参与，耗时费力。而 ChatGPT 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特点使得舆论分析变

得更加高效和智能化，能够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有学者使用 Chatbot 来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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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现，它能够更有效地收集用户意见和观点，并为研究人员提供更多的数据和洞见，是未来舆论研究

中一种非常有前途的工具。①三是促进跨语言的舆论研究。ChatGPT 的多语言支持使得研究人员可以更加

方便地进行跨语言的舆论研究，这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媒体和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噪音与偏差：网络舆论治理的重大课题

噪音与偏差的舆论治理，是引领社会思潮、关涉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重大课题。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迭代不仅从技术层面催生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范式的变革，也在话语整合层面加剧了不同

主体的舆论分化。如果缺乏治理，可能会引发社会信任危机，甚至诱发破坏性的思维与群体行动，使不

信任的社会病毒传播开来。物理空间中存在的病毒可以通过“隔离”降低患病风险，而社会交往中的观

点却会因“隔阂”而产生偏见，偏见酝酿冲突成为社会发展在传播领域中的一种新常态与潜在风险。因此，

噪音与偏差在网络舆论治理中的发现与应用，不仅为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应对负面舆情事件提供了可

能的解决路径，也成为关涉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重大课题。

噪音（noise）是信息学者香农和韦弗在《传播的数学理论》（1949）一文中提出的，②本文是指网络

舆论中一些无效信息或者冗余信息。这个概念既包括技术噪音又包括语义噪音。网络舆论中的噪音多了，

必然产生认知偏差的结果。偏差（bias）是网络舆论中一些主观的或者错误的观点，其反映的是公共舆论与

客观现实的偏离程度。比如，虚假编造的谣言、极端偏激的观点、人身攻击的网络暴力和博取眼球的低俗

内容等。这些噪音与偏差的存在，不仅影响对舆论的正确分析，更可能导致错误的舆情判断与引导方式。

（一）噪音来源 ：舆论主体话语“冗余”或“失语”

噪音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对这个信息的理解是否符合传播者的本意。无论信源的“话语冗

余”“频频失语”，还是网络平台的“挟技居奇”，都是造成舆情事件“噪音”的来源，偏见也随之产生。例如，

2022年11月14日，G20峰会上，以美联社为首的西方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抵达印尼巴厘岛后，

因“心脏问题”被紧急送往医院，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拉夫罗夫为了证明身体健康，公开了一段自己正在看

文件的视频。原本视频的发布意味着一场论战的结束。然而，画面中的一个小细节又被西方媒体抓住不放

并频频提出质疑，他们称俄罗斯外长佩戴了“苹果智能手表”，宣扬俄方高层是“苹果粉”。拉夫罗夫辟谣健

康问题却没想到牵连出新的“噪音”。之后，《俄罗斯报》出面澄清他佩戴的是“华为智能手表”，这场舆论

风波才告一段落。又如，美国的社交网络平台“推特”（Twitter），将大量开设在该平台上的中国媒体账号，

包括直播大熊猫生活的 iPanda 账号，都打上“中国政府官方媒体”的标签，还关闭了数十万家与中国政府相

关的账号。中国主流媒体在国外社交平台上的集体“失语”，使得推特上涉及香港、台湾、COVID-19 话

题的噪音与偏见甚嚣尘上。整个传播环节中，讯息可能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噪音干扰，从而产生变化乃

至失真。这些舆情事件说明噪音不仅来自信息传输的内容本身，还来自外部环境因素的干扰。

（二）受众“圈层化”认同加剧观点极化

群体传播中的信息级联（information cascades）与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加剧了观点认同。这

是因为在泛政治化、泛娱乐化的网络舆论环境中，噪音在社交媒体的回声室（Echo Chamber）与过滤气泡

（Filter Bubble）等负面效应加持下，③逐渐演化为“部落化小圈子”中不断发酵的信息与情绪宣泄的观点。

狭窄的圈层认同，被误认为是社会认同，并通过网络舆论进一步放大，偏见随之产生。具体而言，“信息

级联”是一个人在作出决策时，会参考周围其他人的决策和行为。在群体传播中，“信息级联”体现在当

一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条言论，会引发其他人的回应和转发，从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信息

级联的效应不仅会造成信息的扩散和强化，也可能会导致“群体极化”现象。比如，2020 年美国总统选

举期间，社交媒体上的信息级联使得支持不同候选人的选民陷入深度分裂和极化状态。选民在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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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经常看到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和政党的信息，这些信息会引导选民更加坚定地支持他们原本的立场和

观点。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后，一些选民对选举结果的合法性表示怀疑，甚至导致了一些争议和暴力事件。

这个案例表明了信息级联的影响：人们在群体中相互交流和影响，从而使得个人的观点和态度趋于极端化。

（三）舆论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三种偏差类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噪声》一书中认为偏差和噪音是人类依据因果关系的偏好

思维进行判断的两类错误。由于我们平时大多数情况下生活在“常态谷”（valley of the normal）中，事情

虽无法预测但我们几乎总是能在事后找到解释原因。④网络舆论偏差通常具有结论性、替代性与过度一致

性等三个特征。一是结论性偏差。比如，“北溪”管道泄漏事件发生后，在西方国家引起轰动性效应，美

国和乌克兰成为重点怀疑对象，但随后西方媒体的舆论风向突然调转，将矛头指向了俄罗斯。结论性偏

差是我们倾向于通过结果来找寻噪音发生的原因，以支持那个我们认为或者希望获得的结论。事件发生

不久有人就预测西方国家参与调查一定会将事故归咎于俄罗斯，这是典型的结论性偏差。二是替代性偏差。

国际舆论事件发生后，我们的网络舆论也反映出人们当下的社会心态。例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

身亡之后出现了“调侃”等多元的舆论杂音。这是由于部分网民基于相似性的事件进行判断，将对日本

侵略之恨带到现在的和平年代，替代性偏差由此产生。三是过度一致性偏差。2022 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

而部分西方媒体仍固守偏见、扭曲事实传播舆论噪音。美联社以“人造雪”为由指责北京冬奥会不够环保、

易发生危险，把首钢滑雪大跳台旁冷却水塔描述成“核电站”，还有的指责点火的主火炬手和点火方式的

创新是在炒作某种身份。西方媒体放大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初始印象，产生的正是过度一致性偏差的结果。

综上，舆论主体的话语“冗余”或“失语”、舆论受众的圈层化极化的群体传播，以及传播过程中产

生的结论性、替代性和过度一致性偏差，都是此前网络舆论治理中出现噪音和偏向的原因和难点所在。

目前政府与企业进行舆论治理已经开展了一系列治理行动。2022 年中央网信办开展推进“清朗”专项行动，

包括技术和意义两个层面的噪音治理。在技术层面，整治误导公众的账号标识、“僵尸”粉、机器粉、“算

法歧视”、违规弹窗推荐等，涉及账号运营、算法推荐、应用程序等 ；在意义层面，加大对网络暴力、封

建迷信、拜金炫富等相关的内容整治，全面清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民生科普等领域的谣言信息。

网络平台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推特（Twitter）为了消除“口罩对防护病毒没有效果”等谎言，

增加了一个新功能 ：当用户搜索与疫苗有关的信息时，将自动发布一则请求他们前往权威公共卫生网站

的提示。YouTube 则会删除如“疫苗会致人死亡、导致不孕”“接种疫苗时会把微芯片植入人体内”等与

当地卫生官员或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共识相悖的言论以及含有虚假信息的视频。国内互联网平台向已经看

过谣言视频的用户推送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精准辟谣”“精准推荐”等。⑤

三、纠正噪音与偏差：ChatGPT 的作用机制与实践应用

ChatGPT 作为一种人工智能技术，具有较强的纠正舆论中噪音与偏差的能力。它以深度学习的方式不

断为文本的生成注入“以人为本”的新要素，打破过去人工智能的有限度、有圈层的传播状态，以无界

的方式与开放的姿态全面融入人类的传播实践之中，并呈现出对关系因素、情感因素的学习和融合，⑥将

对噪音与偏差的舆论治理机制产生变革作用。

ChatGPT 纠正舆论中噪音与偏差的能力，主要是基于其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对舆论数据的

大规模学习，ChatGPT 可以理解语言的含义，进而对文本进行理解和分析，自动地检测出舆论中的噪音和

偏差，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同时，它还可以针对特定的舆论问题，自动生成

不同角度的文章，来引导舆论的发展方向，甚至自动生成答案，快速解答网民的提问，避免出现不准确

的答案，从而更好地纠正舆论中的偏差。其能力具体体现在情感识别、信息过滤与趋势预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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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感识别 ：判断情感倾向和调整报道角度

ChatGPT 可以用于情感识别，即分析舆论事件中的情感极性（如正面、负面、中性等），以便更好地

了解公众对事件的情感态度。一些新闻机构用它进行情感分析，以了解公众对新闻报道的情感倾向，进

而调整新闻报道的内容和角度，以提高新闻报道的可读性和影响力。比如，在 2021 年东京奥运会期间，

英国广播公司（BBC）收集了大量关于奥运会的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评论，并使用 ChatGPT 进行情感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英国观众对于奥运会的情感态度倾向于中性和积极情感，其中赛事的结果和表现、运动

员的故事和成就等方面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和情感共鸣。通过分析公众的情感态度，BBC 可以更好地

了解英国观众对于奥运会的情感需求和兴趣点，以优化报道的方向，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提高传播

的效果。

（二）信息过滤 ：防止负面舆论扩散与信息污染

信息过滤功能主要是帮助用户从大量的信息中筛选出与用户需求相关的信息，以降低信息过载带来

的负面影响。同时，该技术通过识别和过滤不相关或低质量的信息，进一步提高信息过滤的精度和效率。

这对于防止负面网络舆论的扩散和信息污染非常重要。一些新闻机构正在使用这项技术自动过滤掉与之

无关的内容，通过分析新闻报道的语言风格、情感和内容等特征，帮助记者快速地搜索和筛选与特定话

题或事件相关的新闻报道，提高新闻报道的效率和准确性。比如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ChatGPT 可

以帮助医疗专家和公共卫生官员过滤和管理涉及疫情的信息，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帮助防止虚

假信息和恐慌情绪的传播。这些案例展示了其信息过滤功能在不同领域和场景中的应用和价值，对于提

高信息质量、减少虚假信息的传播、促进网络舆论的治理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趋势预测 ：提前预警危机和保障社会稳定

ChatGPT 除了可以用于情感识别和信息过滤等应用之外，还可以用于预测网络舆论事件的发展趋势和

可能的结果。比如，2019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推出了一款名为“Soup”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使

用大规模的无监督学习算法对海量的社交媒体数据进行建模和训练。该系统可以对大量的社交媒体数据

进行情感分析、实体识别、主题提取等多方面的分析，并用来预测全球范围内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事件，

包括暴力事件、政治动荡、自然灾害等。当时南非一家电力公司提高了电价，“Soup”系统在分析南非社

交媒体数据时，发现有很多用户在表达不满和愤怒情绪，甚至有一些用户提出了组织罢工和示威的呼吁，

系统预测了可能会有更多的抗议和示威事件发生。南非政府依据预测结果和数据分析，提前采取了一些

应对措施，避免了可能会发生的社会危机。这个案例说明了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舆论分析和预

测模型，可以帮助政府、企业和公众更好地了解社会动态、预测未来趋势，更有效地管理社会风险，保

障社会稳定和安全。

四、结 语

ChatGPT 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展望未来，它能够提供更高效的舆论分析、更准确的情感

分析、更精细的文本生成、更广泛的应用场景和更个性化的应用。从全球来看，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研究

机构开始开设关于 ChatGPT 和舆论治理的课程，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的专业。比如，斯坦

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开设了名为“人工智能与社会影响”（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ocial Impact）

的课程，该课程涵盖了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在社交媒体舆论分析和治理中的应用 ；麻省理工

学院（MIT）开设了名为“社会公益的数据科学”（Data Science for Social Good）的课程，该课程的重点是

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技术在社会问题解决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应用，包括舆论治理方面 ；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计算机科学系和新闻学院联合开设了名为“计算新闻学”（Computational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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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其中包括了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新闻报道和舆论分析方面的应用 ；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开设了名为“应用自然语言处理”（Applie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的课程，该课程涵盖了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舆论分析和舆论治理中的应用。这些

课程的设置，反映了 ChatGPT 在舆论治理和分析中的重要性和应用前景，以及在学术和实践领域受到了

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目前，ChatGPT 的发展为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思路，将会在未来舆论分析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

用，为决策者提供更加准确和全面的分析结果，从而更好地指导决策，进而对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和实

践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应注意的是，ChatGPT 作为一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仍然有其局限性。

当面对某些主观性较强、复杂度较高的问题时，其准确性和可靠性仍有待提高。此外，舆论的产生和演

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仅依靠技术手段很难完全纠正舆论中的噪音和偏差。因此，ChatGPT 在舆论研究

和治理中的应用仍需结合其他手段和方法进行。总的来说，ChatGPT 在舆论研究方面的应用还处于初步阶段，

未来还需要更多的专家和学者投入到这一领域，以探索其在舆论分析、舆论治理等方面的应用和潜力。

（责任编辑 ：颜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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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ng the Value of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Smart Internet

Liu Yang，Yu Guoming

Abstract：The frequency of social hotspots rising into ideological debates has increased，and the 
tendency of pan-politicization and pan-entertainment of public opin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accurately analyze and grasp the current public opinion dilemma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mainstream ideological communication，especially the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of noises and irrational factors. As an emerging technology，ChatGPT provides support 
for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in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in terms of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sentiment identification，information filtering，and risk prediction，etc. The development of 
ChatGPT provides new tools and ideas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and will have long-term impact 
on talent training and research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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