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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在社会运动集体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初探
———以“启东事件”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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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 本文以“启东事件”为例，将事件划分为环境运动和民权运动两个阶段，采用戈夫

曼的“框架理论”，通过对两个阶段中新媒体平台中新闻报道和网民意见的分析，再现该事件

中集体认同形成的过程，探讨新媒体在集体认同形成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本研究认为，新媒

体在社会运动集体认同形成过程中主要起到范畴化、唤醒并生产集体记忆、生产和再生产意识

形态和提供不同类型话语间充分竞争的可能性的作用，这些作用在认同形成的“聚合”“融合”
和“磨合”的三个环节中都有体现。 而新媒体的作用均是依附于既有的现实展开的，对这一问

题更为深入的讨论应该对阶级、个人利益、文化等因素进行进一步的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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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前互联网时代，地理空间的限制、沟通方

式的有限性和共同话语体系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了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①的发生和发展，那么

互联网作为一种沟通技术的共和性则为打破地理

空间、建构共同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可能性。 近年

来，在中国，无论是自发性很强的小范围集体行动，
还是组织程度较高、涉及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更广

的较大型社会运动都时有发生，社会各阶级之间进

一步“断裂” ［１］。 互联网，尤其是网络新媒体在这一

过程中功不可没。
一方面，社会转型中各种矛盾短期内无法改

变，想减少这些事件的负面影响，研究新媒体在社

会运动过程中的作用十分必要。 另一方面，认同的

建构在社会运动中至关重要，要研究新媒体在社会运

动中的作用，首先就要研究新媒体在社会运动过程中

集体认同建构的作用。 当然，这也有助于厘清新媒体

在当下中国民主政治实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认同、新媒体与社会运动

通常对认同的定义包括文化视角和集体视

角［２］。 本研究从集体视角出发，强调认同的微观层

面，认为认同是互动性建构的产物，社会运动正是

通过这一机制开展和维持。 查尔斯·泰勒认为，集
体认同是由一个拥有共同利益、共同经验和团结所

作的定义，通过互动而建构、激活和维持“我们”共

同的感觉［３］。 即集体认同是人们对集体成员、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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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和集体活动所达成的一致的定义。 由此引申

集体认同形成的过程：将自己与其他群体隔离和区

分开来的边界的形成、用来判断团体地位标准的意

识的发展、通过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方式稳定某个团

体的本质性差异［４］。
对于新媒体与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两者关系

的研究，其思路最早可以追溯到伊尼斯的研究，他
认为任何技术都带有一定的偏向，即“一种新媒介

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５］；紧随其后的

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在内的媒介环境学派的

成员［６］都从这一观点出发，探讨媒介与社会的互

动。 社会运动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与

媒介的关系也可从中窥见。
对两者之间关系更为直接的研究也有很多，曼

纽尔·卡斯特认为新媒体生产出了新的以信息系

统为边界的虚拟社区，人们在这个社区中共享信

息、分享情感，形成对社会运动的认同感，新媒体起

到了提供边界的作用［７］。 Ｌａｕｒａ Ｓｔｅｉｎ 通过对社会运

动网站的使用和社会运动集体认同的关系的研究

指出，利用好“社会运动专页”的社会运动组织者或

发起人能够更快捷有效并且更持久地吸引人们的

共识，社会运动的效果也更明显［８］。 Ｍｅｌｉｓｓａ Ｗａｌｌ 以
针对全球化的抗议活动为对象的研究则表明，电子

邮件在社会运动组织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
不同邮件内容和诉求重点对社会运动的走向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９］。
这些研究多从社会建构论出发，或从理论层面

直接发展结论，或从特定媒介出发研究其在社会运

动集体认同中的作用，而从中观层面针对具体特定

的事件进行分析的研究几乎没有。 本文试图在这

一方面做出努力，丰富相关知识，同时也为理解社

会运动中集体认同的建构提供一个模型。

二、“环境运动”＋“民权运动”
“启东事件”萌芽自 ２００２ 年南通市政府“达标

污水排海工程”的项目建设的提出［１０］；２００４ 年，排
污入海口定在了启东蒿枝港和塘芦港之间，引发了

民众对污染的担忧；六次官方研讨会后，２００７ 年，工
程进入实质运营阶段，旨在征求公众对该工程的意

见的调查公示在南通市环保局官方网站上贴出；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２０１１ 年南

通市开发区管委会发布的工程情况汇报显示，项目

总投资约 １２．５ 亿元［１１］。
与此同时，市政府内部也流行着“谁也不愿意

自己的厨房被别人当作厕所” ［１２］ 的说法；２００６ 年，
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致信温家宝称因易致污染，王
子制纸项目需慎重考虑；２００７ 年项目进入实质操作

阶段后，专家报告中的经费和规模不断被调整；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环保人士“私自闯入”王子制纸厂后，政府

中有人开始意识到之前的座谈会似乎很不成功。
但是市政府方面执意推进，先后成立了项目办公

室、“王子办”等机构，在这些机构的文件中，“确保、
力求通过”等字样大量出现。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南通市政府网站贴出了一

段名为《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的视频，称排海工程

正在进一步论证评估，与之前的说法并不一致。 ７
月 ２８ 日早 ７ 点左右，市政府大楼被市民占领。 他们

沿街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冲进市政府大楼并从中

搜出保险套、名贵烟酒、红包及许多旅游照片，并在

警察到来之前将这些物证陈列在政府办公楼前，市
长甚至被扒光衣服。 事件一发生便震惊全国，最终

以政府永久叫停该项目［１３］，对占领政府大楼的百姓

“不再追究”告终。
但此次事件现场的环境诉求似乎已经被淹没，

出于种种原因，抗议者行为的诉求和指向已经远远

超出了阻止项目上马本身，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

满的宣泄在后来的行动中超越前者，成为主要诉

求。 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将事件分为两个阶段

分别进行：环境运动阶段和民权运动阶段。 前者主

要指事件酝酿的过程，而后者则主要指抗争手段较

为激烈的突发过程。
当下中国与此相类的社会运动，从启蒙、发展

直至矛盾集中爆发，都经历了协商空间从有到无的

过程。 官民矛盾在这一过程中从温和走向尖锐，抗
议方式也由温和走向激烈，最终矛头都会指向政

府。 民众利用这种抗争向政府争取本该属于自己

的权力和利益，社会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转型成为

民权运动，“启东事件”在此意义上具有代表性。

三、“启东事件”中新媒体参与认同建构

过程的再现
本研究主要依托尔文·戈夫曼的框架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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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行文本分析，对认同过程进行再现，定量描

述并定性分析事件每一阶段的认同建构过程。
在戈夫曼的论述中，所谓框架是沿着舒茨的现

象学思路阐发的、关注人们在生活中如何建构社会

现实这一问题的理论工具［１４］。 相应地，框架分析则

是试图厘清人们如何组织经验、赋予其意义，以及

这一过程对人们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方

法论。
在使用这一方法讨论新媒体对社会运动集体

认同建构的作用时，本研究主要涉及到的框架有两

大类：媒体框架和受众框架。 这两个框架并不能截

然分开，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网络新

媒体因其对传统媒体内容和受众生产的内容具有

同样的包容性而显得更为复杂，事实上在两者之间

也起到沟通桥梁和为两者的互动提供平台的作用。
框架分析方法的使用还涉及框架作为自变量

还是因变量［１５］，即谁影响谁的问题。 在这一问题

上，本研究考查的是新媒体在集体认同建构中的作

用，这一问题的逻辑在于媒体框架对受众框架的影

响。 依据前面的分析，这一过程较为集中地体现在

了新媒体平台上。 由此，本研究删繁就简，以新媒

体平台上传统媒体内容、新媒体内容和受众生产的

内容为分析对象展开分析。
（一）环境运动阶段集体认同的建构

所谓环境运动指的是旨在反对环境的污染和

破坏行为的社会运动，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国

家兴起。 阿兰·图海纳曾提出社会运动分类的三

个重要标准：运动的认同、运动的敌人和运动的图

景 ／社会模式［１６］。 卡斯特据此将环境运动分为 ５ 个

大类，主要认同类型分别为“大自然的爱护者” “保
卫自己空间的地方共同体” “反文化生态主义的绿

色自我”“拯救地球的国际生态卫士”和“倡导绿色

政治的相关公民” ［１７］。 这里的“倡导绿色政治的相

关公民”指的是国家层面的宏观政治架构，主要关

切在于国家政策对环境的关注和环境相关政策的

制定。
在抽取这一阶段南通当地受关注度较高的论

坛中各种帖子和少量微博共 １５０ 条，逐一按照戈夫

曼的框架分析法进行分析归类后，笔者得出表 １。
根据表格，对照卡斯特提出的环境运动的五种

认同类型和新媒体中关于该事件的报道，笔者归纳

出“启东事件”在环境运动阶段的三种主要认同类

型：“保卫自己空间的地方共同体” “大自然的爱护

者”和“错误决策的受害者”。

表 １　 “启东事件”环境运动阶段的新媒体内容的框架分析①

框架 条数 百分比 框架含义

“政府贪腐” ３５ ２３．３％

　 主要指那些认为政府

及其工作人员从这个工

程中获取个人利益，并
以此为依据反对工程建

设的言论

“政府违逆民意” ８ ５．３％

　 主要指那些认为政府

没有做到信息公开透

明，没征求老百姓意见，
并以此为依据反对工程

建设的言论

“害人工程” １０７ ７１．４％

　 主要指那些认为这一

工程对环境、对他们自

身以及他们后代有害

处，并以此为依据反对

工程建设的言论

１．保卫自己空间的地方共同体

在扬子晚报网 ２００９ 年对江苏省发改委批复该

工程建设的报道中，“南通”和“启东”作为事件的发

生地多次被提及，但是这篇报道并没有刻意强调地

域的概念，也没有提及环境污染问题。 而在随后的

报道中，对环境问题关注的声量远远超出其他。
２０１１ 年《经济观察报》一篇针对该工程预算的调查

性报道首先提出并分析了该工程可能导致的环境

问题，当中引用了许多专家的观点，报道总体对该

工程的建设提出了质疑，并对南通这个“江海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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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该表格数据系笔者随机抽取南通当地受关注度较高的论坛中各种帖子和少量微博共 １５０ 条进行框架分析

的结果，主要论坛包括南通社区网、南通论坛、百度贴吧·南通吧、百度贴吧·启东吧以及其他影响较大的论坛等，微博则以

新浪微博为主。 由于时间跨度过大，２００６ 年之前的一些材料已经无法搜集，能找到的都是零碎的情绪化表达，故这一阶段数

据采集的时间范围为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前。



“扬子第一窗口”表达了深切的忧虑。 报道一出，网
络媒体纷纷转载。 在各大论坛，尤其是南通当地的

论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南通论坛、南通社区网等

当地主流论坛中，这篇报道都曾被全文转载并置

顶，网民参与回复的数量也有几千条之多。 政府决

策可能导致的污染和“江海明珠” “扬子第一窗口”
的称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符号性的称谓唤起

了市民对南通的担心和忧虑，南通作为一个利益主

体由此被突出。
除了当下的环境外，在有“中国长寿之乡”美誉

的南通，人们的另外一个诉求点是该工程建设对子

孙后代的影响。 ２０１２ 年初南通社区网有网友发帖

表达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忧虑之后，得到了近百名网

友的支持。 随后这一观点流行开来，在南通论坛等

其他当地论坛，甚至是《南通日报》上，都出现了相

似观点的报道。
以上两个诉求点构成了环境运动阶段网民反

对工程实施的主要依据，“南通”，无论是在媒介的

报道中，还是在网友的评论和发帖中，都已经成为

一个象征性的符号。 当南通的利益遭到破坏时，网
友们便被唤醒，发起抗议。

２．大自然的爱护者

同样是在《经济观察报》的报道中，作者沿用了

此类报道通常的写作思路，将爱护环境定义为“正
确、符合时代潮流的行为”，将环保主义者定义为

“现代公民”；而《南都周刊》在后来的一篇报道中则

将环保问题定义为“经济发展首先要考虑到的问

题”“有利于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这些报道一方面通过对项目建设可能带来的

问题进行详细解释，对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评

估，引用专家的科学话语并加以日常化，引证相关

法律法规质疑该工程建设的真实性以及引用社会

科学相关理论探讨公民享有生活在良好环境中的

权力等“进步”的话语，暗示读者环保是现代文明对

每个人的要求，而现代文明是积极的，是每一个现

代的人都应该毫不怀疑地追求的；另一方面通过对

其他国家对相同问题的处理方式及其对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的深度剖析，厘清经济发展、社
会可持续发展和环保三者的关系，并展现给读者。
这种“两面理”的叙事策略对促进共识的产生和持

续有着积极作用。

３．错误决策的受害者

对于 ４３ 条认为问题在于政府的帖子和微博，曼
纽尔·卡斯特并没有给出足够的理论支持。 事实

上，把“政府贪腐”和“政府违逆民意”两个框架的含

义与中国实情做一个对照，不难理解这两个框架产

生的原因。
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意见似

乎并没有动摇政府进行工程建设的决心，用一些网

民的话来讲“政府肯定收了王子造纸厂很多钱”，能
够不顾民意执意推行如此浩大的工程只有在“强政

府，弱社会”的语境下才会成为可能。 而曼纽尔·
卡斯特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他书中所有的例证恰恰

来自“弱政府，强社会”的语境，没有考虑过这种情

况也是现实情况所决定的。 但在本研究中，这一认

同类型是不可或缺的。 无论是“政府贪腐”框架，还
是“政府违逆民意”框架，整个事件的归因都指向政

府。 在这两个框架下，典型的言论有“为了点钱还

顾老百姓死活啊？ 迟早有一天被抓” “开什么座谈

会，根本就是走过场，完了我们老百姓还是什么都

不懂”等等，网民事实上是把自己摆在了一个“错误

决策的受害者”的位置上。
在对媒体报道的分析中，这一点也得到了很好

的印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经历了 ２８ 日矛盾的集中

爆发，“启东事件”才开始真正意义上有全国影响力。
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南都周刊》对该事件的报道中，“攻击

者还是受害者”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该报道经新浪

微博发布后，转发过十万，被“赞”近万次，大多数网民

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关键，也问到了他们的心坎上。
（二）“启东事件”的民权运动转型及其认同的

建构

如果说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环保人士“私自闯入”王
子制纸厂时，“启东事件”还可以算是环境运动的话，
那么当几次座谈会后启东人民的声音都没有体现在

政府决策中，当“确保通过”“务必开始”等字眼越来

越多地出现在媒体对政府推动该工程建设的报道中

时，“启东事件”已经悄然开始向民权运动转型了。
民权运动即维护公民权力的运动，其目标指向

很明确，就是损害公民权力的人或机构［１８］。 笔者在

前文分析的环境运动阶段的三种认同类型中也曾

提及“错误决策的受害者”一说，但是前一阶段中，
“保卫自己空间的地方共同体” “大自然的爱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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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占据主流的集体认同类型。 而且到了第二

阶段，虽然认同类型同为“错误决策的受害者”，但
是抗议的对象已经由“污染源” “无拘无束地开发”
转向了以政府及其决策人员为主体。 至此，“启东

事件”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环境运动了，转型已经

悄然发生。
转型后的微博和论坛言论的分析结果呈现出

更加多样化的趋势，如下表 ２ 所示。 事件集中爆发

之前的 ２６ 日，启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新在

市政府官方网站贴出的名为《致全体市民的一封

信》视频中，他延续启东市政府一贯的口径，突出强

调排海工程可能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

长，同时淡化工程可能造成的污染。

表 ２　 “启东事件”环境运动阶段的新媒体内容的框架分析①

框架 条数 百分比 框架含义

归因政府

框架
４０ ２６．７％

　 主要指那些认为政府

及其工作人员从这个工

程中获取个人利益，或
是政府没做到公开透明

导致错误决策，并以此

为依据反对工程建设的

言论

决策受害者

框架
７１ ４７．３％

　 主要指那些觉得自己

是建此工程的直接受害

者，认为政府不应该做

出这样的决策或抱怨政

府的行事作风一直如

此， 应 该 有 所 改 变 的

言论

害人工程 １６ １０．７％

　 主要指那些认为这一

工程对环境、对他们自

身以及他们后代有害

处，并以此为依据反对

工程建设的言论

其他 ２３ １５．３％
　 主要包括将此次运动

中个别的媒体兴奋点作

为中心进行评论的言论

　 　 这时，又有好事者翻出了年初网友对子孙后代

所表达的忧虑和《经济观察报》的分析文章，并在南

通社区网和南通论坛等网络新媒体空间重复发帖，
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迈克尔·豪格在《社会认同过

程》一书中分析社会认同和集体运动的关系时指

出，“当某一议题对于个体来说是重要的、显著的、
密切相关的、关乎个人价值的时候，增强效应（群
聚）会明显增加” ［１９］。 相比副市长空泛的“演讲”，
网友的发帖无论在行为主体的社会距离上，还是在

传播内容的接近性上，都对民众更重要，更显著，更
密切相关，更关乎他们的个人价值。 加上环境运动

阶段人们对这一问题已经有所认识，市长的讲话反

而促进了民众“错误决策的受害者”这一共识的达

成，也因此，在笔者随机抽取的 １５０ 个分析样本中，
有多达 １１１ 份是对政府的抱怨和反对。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对的声音中，还有许多

声音与“启东事件”游民星空本身并没有任何关系，
而是跳出具体的事件，矛头直指政府的一贯作风。
而对政府的批评，尤其是对政府作风的批评，一直

是中国媒体热议的一个话题。 而且，此次事件无论

就其影响力，还是事情本身的当事双方、事件的性

质，都足以成为支撑政府负面形象的证据，故事件

一经曝光，这个一贯的报道思路不可避免地被媒体

采用。
贝尔特·克兰德尔曼斯在《抗议的社会建构和

多组织场域》一文的研究中指出，“在公共话语中，
论点是在对反论点、新的信息和新的事件做出回应

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媒介话语已经成为这一渐进

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２０］，民权运动阶段的认同

建构实际上是基于环境运动阶段的，两者并不能截

然分开。
回顾整个认同建构过程，无论是以官方的种种

文书和官方媒体及其新媒体平台为代表的官方舆

论场，还是以《经济观察报》《南都周刊》以及南通社

区网和新浪微博网友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都对集

体认同的建构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两者在以

新媒体为平台的对立互动中不断补充新的信息，并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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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该表格数据系笔者随机抽取南通当地受关注度较高的论坛中各种帖子和微博共 １５０ 条进行框架分析的结

果，主要论坛包括南通社区网、南通论坛、百度贴吧·南通吧、百度贴吧·启东吧以及其他影响较大的论坛等，微博部分则主

要从新浪微博抽取；依据本研究对“启东事件”的分阶段，这一阶段数据采集的时间范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之间。



在对以往事件的回顾中不断强化“排海工程是害人

工程”“政府问题很大”的观点，网民“保卫自己空间

的地方共同体” “大自然的爱护者”和“错误决策的

受害者”三种认同类型也先后被强化。 这在赋予参

与运动网民一种“抗议是正义的”的符号资本的同

时也赋予了抗议运动的合法性，抗议活动由此得到

开展。

四、新媒体在社会运动集体认同建构过

程中的作用

至此，本研究已经分两个阶段从社会建构论的

视角出发对“启东事件”的认同建构过程进行了描

述和分析，新媒体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可以初步

窥见。 以前述 “三步走”的认同形成过程为分析框

架，本研究认为：新媒体在社会运动认同建构过程

中主要起到范畴化、唤醒并生产集体记忆、生产和

再生产意识形态和提供不同类型话语间充分竞争

的可能性的作用。
（一）范畴化

范畴化即认同群体的聚集［２１］。 社会认同路径

主张，社会是由社会范畴组成的，这些范畴在权力

和地位上彼此相关。 “启东事件”认同形成的过程

中，新媒体发挥范畴化作用主要有三层意涵。
首先是新媒体天然的范畴化属性，认同形成的

先决条件就是要有人关注它，并且关注它的人能够

聚集到一起，“启东事件”中扬子晚报网等媒体最初

的报道即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其次是聚集与议题相关的人，最后是聚集与议

题无直接关联的人。 环境运动阶段，新媒体聚集的

人群主要包括渔民和与事件直接相关的南通市民，
这一阶段中新媒体中的发声者主要来自江苏省内

媒体、南通当地的论坛，诉求框架也主要集中在“政
府贪腐”“政府违逆民意”和“害人工程”，这与上述

两类人群相呼应；而民权运动阶段，诉求框架多了

１５．３％的“其他”，即 “将此次运动中个别的媒体兴

奋点作为中心进行评论的言论”，这其中就包含与

事件并非直接相关的人，他们通过新媒体被聚集，
从自己的视角声援这场运动，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

良好的舆论和社会基础。
（二）唤醒并生产集体记忆

唤醒并生产集体记忆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 首先，相较于传统媒体的新闻形态，新媒

体的新闻报道更具有整合性和全面性，通过链接、
专题等各种内容形式和技术手段，新媒体将相互联

系的各种因素综合呈现在受众面前，这些相互联系

的因素与受众既有的认知结构相重合，由此唤醒与

运动相关的集体记忆。 “启东事件”中，新媒体对

“长寿之乡” “江海明珠”的提及和使用就鲜明地体

现了这一点。
其次，新媒体还会参与集体记忆［２２］ 的生产过

程。 历时地看，“启东事件”两个阶段的诉求框架具

有一定的继承性，新出现的“其他”框架事实上也是

先前报道的素材的整合和内化与长期以来的社会

基调相结合的产物。 在此次事件认同形成的过程

中，先前关于政府不公的集体记忆在新媒体的动员

下被整合到了当下运动的话语体系中，达到了凝聚

与事件不直接相关的人群的作用。
（三）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

新媒体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在

一定程度上是前两者综合的产物。 如果将这一过

程简化为具体事物生产的过程，那么可以看到，这
一过程中的“原料”是既有的集体记忆和新媒体报

道的事实，加工的容器是由新媒体聚集而来的人，
而制作工序则由新媒体本身完成。

事实上，在本文第四部分描述的整个过程都是

新媒体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主要

方法包括重复、寻找联系、赋予特定观点的正当性、
借由已具正当性的观点使人产生对特定观点的同

情等。 这从“启东事件”开始之后，“南通” “抵制污

染是文明的”“长寿之乡”“江海明珠”等符号先后成

为抵抗的资本，获得运动参与者的同情，从而在最

后成为为整个运动服务的意识形态中可见一斑。
此外， “反集体记忆”，或者说“反观点” ［２３］，也

是意识形态生产的一个重要原材料。 这些材料在

新媒体的加工过程中并不如“正集体记忆”或“正观

念”一样那么顺利，而是通过相应的报道角度、报道

惯性和特定的利益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的考量，生产

出的一个综合的、关于这一观念的、有利于推动运

动发展的意识形态。 “启东事件”中，对政府又恨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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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的反意识形态经过各方力量的角力，最终成为

运动的推动性意识形态之一，这有违中国环境运动

“一直在争取政府同情”的共识，因而从这一角度重

新思考这一共识也显得尤为必要。
（四）提供不同类型话语充分竞争的可能性

前述的三个功能都为整个运动提供了来自各

方的话语，这些话语如果想占据上风进而主导运动

的发生发展，就一定要在一定的场域内与其他话语

进行竞争。
之所以说新媒体提供了这种可能性，首先在于

技术。 如果没有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交互性，很难想

象仅仅依靠“启东事件”的参与者们及时与政府产

生互动，就能迫使政府多次修改提案。 最终运动发

生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基于新媒体这种交互

性的斗争民意的一边倒，政府成为弱势，社会运动

成为可能。
其次，“启东事件”发展过程中，曾经一度官方

话语占据媒体话语的主流，传统媒体对政府言听计

从，政府说什么就报道什么，不敢也不能提出任何

异议。 但是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会对政府帮助

企业建立管道将污水直接派入大海中这一计划抱

有质疑。 而当《经济观察报》捅破这层窗户纸，通过

新媒体迅速而广泛的扩散，加上新媒体本身的匿名

性，民间话语出现井喷，事实不断被厘清。 没有了

复杂关系网络的束缚和对利益的担忧，人们的表达

也更加真实可信，新媒体由此成为官方话语和民间

话语竞争的平台，不同类型话语的竞争成为可能。

五、结语

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在认同建构的过程中虽

然有着诸多的功能，扮演着诸多的角色，但这并不

意味着仅有新媒体就能够促成认同的建构，乃至运

动的发生，而框架分析的结果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整体的情况，并不能以偏概全。 当代中国的媒

介体制下，新媒体的作用至多只是在认同建构的过

程中的黏合剂和催化剂。 谁是参与建构的人，建构

出的认同是如何的，又将如何作用于社会运动，这
些问题远远不是单独做新媒体的内容分析所能解

决的，继续追溯的话还需要借助政治学与社会学的

论述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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