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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网络舆论已成为重要的民意表达形式，其对司法有着重大的影响，在国内已出现一批具有影响
力的典型案件。
《网络舆论与司法》探讨网络舆论与司法之间的诸多问题，包括网络舆论与司法之间的矛盾，网络舆
论影响司法的原因和过程，如何建构两者之间的理性关系等。
《网络舆论与司法》还对近年来涉及网络舆论的典型司法案件进行归类和剖析。
《网络舆论与司法》的目的在于厘清对司法公正与网络舆论的诸多误解，使得实践中网络舆论能够推
动司法民主化、维护司法公正、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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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信息刺激的能量必须足够的大。
公共舆论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以信息极大丰富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公众每天都要接受成百上千条
新的信息，如果信息刺激的能量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不会进一步产生广泛的舆论讨论了。
“信息刺激的能量包括两方面，第一要涉及大部分公众的利益关系；第二要有足够的新异性。
如果事件所具备的利益关系只涉及一部分人或者没有足够的新异性，就不可能产生公共舆论。
”例如交通事故，天天都在发生，而孙伟铭酒后驾车连续撞死4人，药家鑫撞人后杀人，“我爸是李
刚”，杭州“七十码”飙车撞人案则关系到开车族和行人的广泛利益，同时也具有新异性，从而产生
了公共舆论。
 2.信息刺激和公众固定成见之间的对比要足够强烈。
有的事件本身的信息刺激比较大，但由于和公众固有的观念、阅历或经验之间没有落差，是人们司空
见惯的或意料之中的事，也就不会形成公共舆论。
只有“信息刺激的方向和公众预期之间的反差越大，公共舆论形成的可能性就越大”。
例如四川泸州的二奶继承案，就与人们传统固有的伦理道德形成巨大的反差。
 3.信息流动渠道必须足够畅通。
“公共舆论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公共论坛的扩散作用，其中，无论是会议模式还是大众传媒模
式都属于社会公开的范畴，而社会公开的条件之一就是信息流动的渠道是否畅通。
因此，公共舆论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流动的自由度和公开性。
”通过互联网对舆论的扩散是司法案件广受关注的重要原因。
 二、网络舆论的形成 网络舆论的形成最初来源于网络社区独立的个人意见表达。
“舆论的产生首先是由分散的、彼此没有发生联系或很少联系的个人意见开始的，表现为个人对现实
问题的看法。
在这个阶段，个人意见以自发形式出现，呈现出个人意志和观念的单独活动的方式。
”个人意见在网络上的发生和传播是网络舆论产生的关键环节之一。
方便自由的网络通道为网民提供了表达意见的平台，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讨论话题也为之提供了发表
个人意见的机会。
在个人意见形成的过程中，人们总是最先感受到社会问题的困扰，然后逐步形成态度，最后通过新闻
组回帖、BBS论坛、电子邮件、聊天室、个人网页等实现意见的表达。
由于网络的匿名特征，网民表达的观点也较为直接和真实。
“个人意见的多样化，必然导致个人意见的交融，造成某种意见赞同人数骤增的趋势，这是舆论由个
人意见向社会共同意见转化的起点，是无数个人意志融合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其产生机制得到进一步延伸。
网络中不同的言论、意见以跟帖或独立发帖的形式进行自由的、平等的交流和辩论。
相互对立的意见通过去伪存真，正确的个人意见不仅在讨论中逐渐取得多数，更得到多数人的承认。
最终，将一种多数人赞同的个人意见变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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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舆论与司法》共分九章探讨网络舆论与司法之间的诸多问题，其基本脉络是从基本理论出发，
分析网络舆论与司法的矛盾、网络舆论影响司法的原因和影响的过程，然后建构两者之间的理性关系
。
《网络舆论与司法》的目的是厘清对司法公正与网络舆论的诸多误解，使得实践中网络舆论能够推动
司法民主化、维护司法公正、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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