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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腾的冰点》

前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提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
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问政于民、问需
于民、问计于民”。那么，如何进行问政、问需和问计，如何把握人民拥护、赞成、高兴、答应的民
意走向呢？互联网无疑是众多的渠道和手段中十分重要的一种。　　网络舆情的影响越来越大，受到
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解析网络舆情，具有深刻的社会效用和重要的学术意义。网络舆论的发展状态对
整个网络环境建设、甚至是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都有直接的关系。互联网已成为反映民意的重要渠道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人民日报社工作与网友在线交流时就指出，要利用互联网来提高
执政力，具体要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　　本书是中国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典范之作。
在本书中，杜骏飞教授及其学术团队重点考察了政府网站、网络媒体、博客、论坛等网络传播渠道，
从中分析了2009年几乎全部的重要网络舆情事件，通过追踪网络舆情议题的因果缘由，阐释了现实政
治经济文化生态中的网络传播机制，这些讨论对我们理解网络舆情发生和发展的机制，均具有重要的
启发价值。其中，特别应该关注的议题包括：政府在面对网络舆论监督时应该如何做到信息公开々应
该如何处理网络谣言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如何才能够因势利导，通过公共空间内的有效沟通，构建不
同社会阶层间理性、宽容的对话机制？如何引导公民在表达网络舆论中实现自律？这些都是网络舆情
研究的重要问题。　　网络舆情研究十分复杂，杜骏飞教授及其团队撰写的这本书也或许有不周全的
地方，这是难免的。但总体上这本书有很高的实用和学术价值，适合所有关注互联网、关注社会管理
的各阶层阅读，相信读者在浏览本书之后，会感到耳目一新，更会对诸多网络舆情问题乃至现实问题
引发新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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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腾的冰点》

内容概要

汇聚了2009年最热点、最重要、最有用的网络舆情事件，紧密追踪网络热点的来龙去脉和因果缘由，
冷静选取了来自传统媒体、专家和网友的连珠妙语，真实呈现了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在网络社会
中的反映，理性剖析网民心理和媒介素养，深入研究网络舆情发生的学理机制。更为重要的是，本书
特别关注各个地方政府在应对网络舆情事件的新观念、新做法、新经验、新成果、新问题，客观评点
政府表现，交流舆情监管工作经验，是您面对网络舆情必不可少的“智库”，为您做出正确决策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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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2006－2010年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IAS）、复旦
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创始人，《中国网络传播研究》（学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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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我们研究了什么？卷一  2009中国网络舆情综述卷二  网络舆情全景扫描卷三  网络舆情10大案例
详解  1.“躲猫猫”案  2.罗彩霞案  3.胡斌飙车撞人事件  4.邓玉娇事件  5.重庆打黑风暴  6.上海市钓鱼执
法  7.“绿坝”风波  8.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  9.南京医生“偷菜门”  10.“贾君鹏”事件卷四  网络舆情案
例学理讨论  1.“躲猫猫”事件追踪分析  2.江苏省人民医院艾滋事件追因分析  3.杭州飙车案追因分析 
4.绿坝事件：信息如何成为权力政治  5.“魔兽世界”事件：网络集群的政治社会学卷五  中国网络社会
心理报告附录  附录1  南京大学一谷尼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实验室简介  附录2  谷尼国际软件（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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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7年1月23日，北大医学院教授熊卓为因腰椎出现轻度滑脱在北大医院接受手术，据北大医院称
此手术成功。　　2007年1月31日，手术后的第7天，北大第一医院宣布，熊卓为因发生术后并发症肺
栓塞，抢救无效死亡。死者丈夫王建国面对妻子的猝死，多方查询调查，他发现参与抢救、并开过处
方药的于峥嵘、段鸿洲和肖建涛三位医生竟然都是没有行医资格的北大医学院的在校学生，且没有在
术后对患者采取抗血凝措施避免发生血栓。王建国及其律师发现，事故发生后，病历多处被修改。　
　2007年9月27日，熊卓为家属王建国等于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状告北大医院，认为其在抢救过
程中，“由毫无临床经验的未取得医师执业注册的实习生做胸外按压”，致使熊卓为断了三根肋骨，
心脏和肝脏破裂，最后导致死亡。王建国质疑参与抢救的于峥嵘、段鸿洲和肖建涛三位医生的执业资
格，认为根据《执业医师法》，“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北大医院
构成“非法行医”。　　2009年7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对一审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均不服。　　2009年11月3日21时，央视《经济半小时
》栏目报道《医院非法行医，北大医学教授惨死北大医院》，各方媒体转载报道，该事件进入公众视
野。　　2009年11月4日，北大医院在其官网上发表公告《北大医院非法行医之说不实》称央视报道失
实、断章取义，针对各种质疑予以解释，谴责央视记者缺乏职业道德，讨伐央视报道存在“媒介审判
”的嫌疑。同日晚，卫生部新闻办表示，已责成北京市卫生局对此事进行调查，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熊卓为家属王建国重新在其新浪博客上发文，延续始于20C)7年的文字讨伐。　　2009年11月5日，北
大医院“非法行医”案，在北京高级法院二审开庭。　　2009年11月5日，新浪“同志医生的BLOG发
布《中央电视台向北大医院正式道歉》的新闻，但中央电视台、北大医院等相关部门没有任何关于“
中央电视台向北大医院正式道歉”的声明和消息，被不少网民认为是“假新闻”。　　2009年11月8日
，北大医院在其搜狐官方博客上发文《针对央视经济半小时失实报道郑重回复广大网友》。这期问一
些医界人士通过博客、社区论坛发表个人见解，解释事件中涉及的专业知识，如“心肺复苏术”几乎
必然会引起肋骨断裂。来自医院的澄清为其拉拢了一部分舆论，部分网友表示理解医院。北大医院和
王建国两方声音各执一浏。　　2009年11月10日，卫生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央视北大医院“非法
行医”报道是错误的。　　2009年11月至12月，双方舆论依然对抗运行，但批评媒体“不实报道”的
言论减弱。部分网友称北大医院与央视已经达成和解，二审判决结果基本明晰。此期间，舆论集中在
一方以讨伐中国医疗制度的健全为主，北大医院可以予以原谅；另一方站在死者家属方要求坚决严惩
北大医院。讨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存在确切证据证明北大医院不存在“非法行医”及实习医生能否独自
开处方药等问题。并且爆发了以“慕盛学”和“皇城御猫”为双方代表的“博客大战”。　　2．传
播路径　　(1)扩散过程　　2009年11月3日21时，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报道《医院非法行医，北大
医学教授惨死北大医院》，随后，被各大网站转载。同日23时，网民zmii爆料《央视：公益医院非法
行医致北大医学教授死亡》，网民在论坛、博客、微博客热议此事。　　2009年11月4日，北大医院在
其官网上发表公告澄清事实。　　2009年11月4日，熊卓为家属王建国重新在其新浪博客上发文，提供
各种证据的影印版及其他文字材料。　　2009年11月5日，新浪“同志医生的BLOG”发布《中央电视
台向北大医院正式道歉》的新闻，但被不少网民称为“假新闻”。　　2009年11月8日，北大医院在其
搜狐官方博客上发文《针对央视经济半小时失实报道郑重回复广大网友》，这期间一些医界人士和医
学校学生通过博客、社区论坛如校内网发表个人见解，表示理解北大医院。医院的解释开始引导了部
分网友倾向于谴责媒体的无知和道德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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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中规中矩的一本书
2、对了解一年之内的网络大事，比较有帮助
3、学术含量太低
4、学姐都参与编书了，我还飘在江湖
5、那个时候看一看，对我们接触网络还是有帮助的。
6、一本实用的网络舆论监督工具书，一本简略的舆情报告。
7、南大贡献的力作，谷尼提供数据和观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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