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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健宁

互联网与集体行动：
一个分析框架的建构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2013年7
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了《第32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2013年6月

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较2012年底增加2656万

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4．1％，较2012年底提升了2．0个百分

点”。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和用户规模急剧膨胀，互联网对

现实社会的影响力也日益凸显。2010年，“王家岭矿难救

援”、“方舟子打假”、“宜黄强拆自焚”、“李刚之子醉驾

撞人”等一系列事件通过网络曝光后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
2011年，“微博打拐”活动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

童”的微博行动引起全国关注，这些都彰显了网络舆论的

影响力，并相继被载入“中国互联网发展大事记”中。
人们不仅在网络上各抒己见，越来越多的网民也会因为

某个公共事件的影响，自发或有组织地聚集在某一个网络公

共场域，进行网络集会、网络投票，甚至人肉搜索、 〔1〕 网

络恶搞 〔2〕 等网络集体行动，或者通过互联网进行现实中集

体行动的组织、交流和动员。 〔3〕 因此，以互联网为媒介的

集体行动日益为学者所关注，互联网在集体行动中的角色

也成为了核心的关注点之一。 〔4〕

围绕着互联网与集体行动这一研究主题，国外起步较

早，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从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政

治学等多学科视角展开，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5〕 〔6〕

而国内的相关研究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了一些进展，学者们

从不同的学科视角、从宏观到微观等不同的层次、从组织

化程度较低的集群行为到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运动等不

同的切入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7〕 〔8〕 虽

然多元化的视角提供了多样化的分析工具，有助于人们深化

理解两者关系，但也由于缺乏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使得现有

的研究成果之间无法有效的进行沟通交流，特别是不能将现

有的一些研究结论上升到理论层面，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

行动特征所展现出的丰富理论意涵尚有待挖掘。因此，基于

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国家社会关系下，本文试图回答，互

联网对集体行动有哪些影响？是否扩展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

的前提？最后，本文借鉴现有的相关实证研究成果，提出一

个由参与者、互联网、集体行动、制度背景四个要素及相互

作用关系组成的问题分析框架，以便为今后研究不同条件下，

研究互联网与集体行动理论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打下基础。
一、互联网与集体行动的结合：网络集体行动的概念

界定

广义的集体行动常指由相互关联的众多个体参加，为达

到某一特定的共同目标而做出的努力，“包含了从突发的集

体行为到正式社会运动在内的一个连续统，涉及了从草根组

织到全球化社会运动，从宗教教派运动到恐怖主义活动在内

的所有组织化政治表达形态在内”。 〔9〕 因此，作为一个学理

性的统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表现为“集体抗争”、
“集体维权”、群体性事件”、“社会冲突”等多种现象。 〔10〕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产生了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网络集体

行动。作为信息技术与集体行动相结合的产物，网络集体行

动既具有集体行动的核心特征，又呈现出自身独有的新特

征。首先，参与的主体是网民，他们的身份往往是虚拟的，

表现为符号性的ID或网名，具体到中国，根据《第32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民的社会特征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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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男性、城市居民、学生等最主要职业群体为主和低龄化的

特点。其次，互联网作为主要媒介，不仅在集体行动的信息

传播、组织动员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有时也直接成为集体

行动的战场。最后，参与方式以文字和图像为主要形式，信

息是网络集体行动中的核心公共物品。
基于此，本文将网络集体行动概念界定为“为实现某一

集体目标，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而相互关联起来的一定数量

的网民，采取在线或离线的某些策略与技术而共同参加的行

动”。与传统以报纸、广播和电视为主要媒介的集体行动相

比，网络集体行动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具有以下优势： （1）
便捷性。网络集体行动中，依托互联网，信息的传递非常快

捷，参与网络集体行动也很方便。（2） 低成本。网络集体

行动以互联网为组织动员媒介，其组织动员成本远远低于传

统集体行动。（3） 风险小。由于网络环境中，参与者往往

使用虚拟的身份和网名，且信息来源难以追溯，网络集体行

动的参与者承担参与风险较小，因此使得行动者有较大的发

挥空间。（4） 跨地域。只要接入互联网，不同地方的人可

以跨越地域的阻隔而联系起来、共同行动，最大程度发挥集

体行动的功能。
二、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机制：对现有研究的反思

互联网的引入不仅产生了一种新的集体行动类型———网

络集体运动，而且在三个层面上具体地影响着集体行动的

产生与发展，即扩展机会结构、增加动员潜力并有助于框

架建构。
其中，目前相关研究首要关注点是互联网的动员潜力。

这一主题的研究强调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信息沟通媒介，成

为集体行动组织动员新途径。首先，互联网的远程传播能

力、快捷的信息传递及较低的沟通成本、信息量大及参与匿

名性等特点便于进行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 〔11〕 其次，互

联网中传播的传闻、谣言充分调动了群众的情绪使之产生普

遍一致的行动目标与聚集行动的心理能量，从而起到情感动

员作用。 〔12〕 最后，互联网能有效促成舆论的积聚和放大，

将单一的社会事件借助互联网可以在传播和扩散过程中转变

成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公共问题的确认和政策议程的建

立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舆论动员作用。 〔13〕

朱力和卢亚楠 〔14〕 试图将互联网的上述动员能力进行

整合，提炼出网络助燃理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聚动员和

外扩动员。内聚动员指网络及其人际传播对集体行动的产生

可以起到组织动员和情绪感染的内部助燃作用，将集体行动

发生的条件和资源不断集聚；外扩动员指网络人际传播可以

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为集体行动提供合理化依据与舆论支

持，影响媒体报道和政府对集体行动的处理。因此，在大规

模集体行动发育和扩散过程中，互联网作为信息载体和舆论

平台，提供了一种不可缺少的结构性条件。此外，也有研究

从网络动员角度详细分析了网络社会动员的成因、特点、过

程及机制，认为网络动员过程中包括事件的发生、网络热议

及网络动员和付诸现实行动三个程序。这其中，话语建构和

资源利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网络动员的诸结构性因素对

于网络动员及集体行动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5〕

因此，现有研究的确揭示了互联网为集体行动动员带来

便利条件，但是互联网在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动员过程中的

作用是否存在差异，互联网作为动员工具的有效性条件，互

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在动员策略、动员机制上与传统媒介

相比存在哪些区别和联系，以及在动员结构上网络集体行动

与传统集体行动是否存在根本不同等一系列问题尚未得到明

确解释，因而无法进一步揭示传统动员理论在解释网络集体

行动动员问题时的适用范围，不能有效地将相关的研究结论

整合进动员结构的理论框架。
其次，互联网对于集体行动的重要影响还体现在它对机

会结构的扩展。这一主题的研究强调互联网提供的沟通渠道

能通过降低国家对信息和政治沟通的管控能力，为集体行动

产生提供了便利条件。一方面，互联网的网状结构使信息可

以相对自由地从任意节点在任何时间传播到网上，因此掌控

成本非常高，政治压制的风险也随之降低。 〔16〕 另一方面，

互联网可以突破具体的时空限制，有助于跨国集体行动的产

生。 〔17〕 这使得一个国家的政治机会结构也不断地受到来

自国际联盟的影响。
具体到中国，互联网对机会结构的积极影响还体现在提

供了重要的非制度化参与渠道。首先，互联网有助于拓展公

民非制度化参与途径，在政治系统和公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新

的信息沟通桥梁；其次，互联网有助于信息的多元化，降低

政治控制，便于公民公开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同时降低了参

与非制度化政治行动的成本与风险，有利于提高公民非制度

化参与能力；最后，互联网开放、自由、平等特性以及网络

言论多元性有利于扩大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 〔18〕

但是，考虑到具体的国家、政治等因素，特别是中国特殊的

国家社会关系，互联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集体行动的机会

结构尚有待商榷。虽然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都肯定了互联网

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他们也似乎一致认为，国家的控制

能力并没有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而被彻底削弱。 〔4〕

实际上，集体行动的机会结构是多方力量不断动态博弈

的结果。一方面涉及政府的管控能力和管控程度，另一方面

则涉及集体行动者利用技术突破现有管控的能力和投入。因

此，互联网对集体行动机会结构的影响研究就不能停留在一

般意义的探讨上，而是需要深入到具体的案例分析中考察互

联网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最后，互联网对集体行动中框架建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互联网提供了一个独立于官方和官方媒体的公共舆论平台，

作为新生的公共领域，成为集体行动产生的温床。 〔19〕 互

联网这个新生的公共领域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新

的媒体空间，来对事件进行阐述和报道，进而可以影响公共

舆论，导致集体行动。黄荣贵将之概括为公共领域的模型，

该理论模型中具有两个核心假设：第一，互联网对政治讨论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在线领域，也可能

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并且反过来政治讨论也会促进政治参

与；第二，在线讨论的过程同时也是公共舆论 （至少是群体

舆论） 形成的过程，本质上讨论的过程是参与者对所讨论事

件的再框架化的过程，该过程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促进抗争

的行动者。互联网上多样化的讨论平台，比如QQ群、邮件

组、在线论坛等，与传统的媒介相比，具备更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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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其参与者更为广泛，参与者的观点也更加多元化；第

二，成本更低，在线讨论过程中，选择加入讨论的时间与地

点参与者可以自由。 〔4〕 此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在这个平

台上，改变了互联网出现之前，参与者与传统媒体之间不对

称的权力关系，话语权不再为少数媒体所垄断，不同立场的

参与者、不同的声音都有表达的机会。互联网不仅是一个信

息发布的平台，而且对大众话题的议题设置功能也在不断强

化，网民已在逐渐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动权，比如，互联网已

经成为反腐败的重要曝光台。 〔20〕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互

联网及其用户构成了公共舆论生产和问题界定的行动网络。
但总的来看，目前这一主题的研究还停留在现象描述阶

段，从互联网所营造的公共领域到公共议题的设置、对公共

舆论的影响再到集体行动的产生，这整个逻辑链条各个环节

的具体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既有的框

架理论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解释框架，但是在新的情景

下，其适用范围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三、不同条件下的互联网与集体行动：分析框架的建构

现有的研究虽然关注到网络集体行动和传统集体行动的

差异，以及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机制，但主要在一般意

义上探讨互联网对集体行动产生的积极作用，没能详细的区

分集体行动产生的不同情景和不同组织特性，没有区分参与

者的社会特征和技术使用习惯差异，也没有区分互联网内部

不同的功能应用，进而无法明确不同条件下互联网影响集体

行动产生和目标达成的具体机制，也就不能进一步理解互联

网作为一种新的媒介与传统媒介的深刻差异，以及互联网对

集体行动的影响在什么意义上扩展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共享

的前提。
传统的集体行动研究发端于西方，以欧洲和北美这两个

社会文化地理区域为代表。发展到今天，从总体上看大致可

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非理性行动模型为核心的“古典时

期”，二是以理性行动模型为代表的“主流理论”时期，三

是以“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综合时期”。 〔21〕

无论以非理性行动模型为核心的“古典时期”，还是以

理性行动模型为代表的“主流理论”时期，或是以“社会建

构论”为代表的“综合时期”，三个阶段的集体行动理论虽

然在理论假设、核心概念和问题以及适用范围都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甚至矛盾，但是它们都共享了以下一些前提：集体行

动都处在面对面的互动的发生情景之中，因而运动的参与和

组织都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以电

话、通信、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为动员、组织的技术载

体，以人际网络为主要的信息传递和和沟通渠道，以社区、
地区和民族国家为主要行动的地理边界，并且在传统的集体

行动中，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运动是主要集体行动类型。
互联网作为一个集体行动产生的新媒介，区别于传统媒

介最主要特征是它在功能和资源上的整合，即将信息的产

生、加工、集聚与扩散集中在一起，使接入互联网的用户能

够便捷低成本的享受到海量信息资源，并也能相对自由地加

入到信息生产过程，所以对互联网功能和应用模式的把握是

理解互联网与集体行动关系的基础。故在一般意义上，互联

网能够扩展下述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前提：一是互联网的出

现和日新月异的发展，扩展了集体行动发生的环境，即在传

统的面对面的互动的现实空间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巨大的虚

拟空间；二是互联网提供了一种低成本、低风险、高效率参

与组织的可能选择，使得集体行动的产生不必依赖于大量资

源，结构松散、组织规模较小的集体行动发生因此得以可

能；三是互联网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提供了低成本、多样化

的讨论平台，改变了互联网出现前，参与者与传统媒体之间

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打破了话语权垄断局面；最后，互联网

的出现使得集体行动不再为民族国家或其他的地理边界所

限，有助于跨国集体行动的产生。
互联网在集体行动中为参与者主要提供了信息获取渠

道、信息发布平台和沟通互动工具，具体的技术应用按照功

能的不同可以区分为通讯 （如即时通讯，电邮）、社交 （如

facebook，微博、论坛）、资源共享 （如门户资源、论坛资

源） 等类别；按照发展时间先后可以分为Web1．0时代以文

本传输为主的应用，如电子邮件、公共论坛和万维网，

Web2．0时代以个人生活化为核心的应用，如博客、社交网

络等。 〔22〕 而不同应用在集体行动中的发挥的作用实际上

存在差异，但这一点常常被现有研究忽略。因此，进一步探

讨互联网中不同技术应用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集体行动参与者的主要来源是网民，但不同网民的

社会特征、网络技术能力和使用习惯都存在差异。现有研究

较少关注这些参与者的社会特征与互联网使用习惯对集体行

动参与行为的影响。有研究指出，互联网的不平等接入机

会、使用能力上的差异会对集体行动参与存在影响。 〔23〕

比如，刘德寰和刘迪通过对网络人肉搜索主体的Logistic回

归模型分析，研究了网络人肉搜索参与主体的人口统计特

征、基本网络使用情况以及具体的网络参与行为对其参与人

肉搜索的影响程度。 〔24〕 但社会特征具体哪些维度、使用

行为中怎样的习惯在什么条件下会影响集体行动的参与行为

尚缺乏实证研究，特别是其中具体的影响机制尚未得到明确

的揭示。如果考虑到集体行动中行动者不同的角色扮演与其

社会特征、使用行为的交互影响，进而影响集体行动的参与

行为，问题将更为复杂。因此，这方面的相关问题还有待深

入的探讨。
如前所述，现有研究中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互联网对集

体行动的影响机制。Garrett （2006） 基于McAdam等 （1996）
学者提出的集体行动研究的理论架构，对现有的文献进行了

梳理。在文中，他指出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可区分为以

下三种，即“互联网对动员结构的影响”、“互联网对政治

机会的影响”以及“互联网对框架化过程的影响”。其中，

他将动员结构进一步操作化为参与水平、抗议行动和组织问

题，探讨了相关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而在互联网对机会

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互联网影响了全球经济过

程，促进了跨国经济活动的发展，进而影响了国际层面的政

治机构结构，同时经济全球化过程与跨地区合作的日益增

多，一个国家的政治机会结构也被国际事件和联盟所影响；

另一方面，互联网开放的特征也降低了国家对信息和政治交

流的管控能力。最后，互联网对于框架化过程的影响体现

在：互联网可以通过创造新的网络来促进不同“框架”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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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互联网上内容的权威性得到广泛认可，但与此同时网民

的期待也增加了行动参与者生产议题相关内容的压力。 〔25〕

黄荣贵 （2010） 则进一步阐释了互联网影响集体行动动员过

程的不同机制。通过对互联网与抗争行为、市民社会、公共

领域以及常规政治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研究的回顾，归

纳出“信息流”、“社会资本”以及“公共舆论 （及公共领

域）”等三个主要理论模型。 〔4〕 但是，既有理论研究结论

主要基于西方经验，在中国特殊制度环境下，具有不同技术

使用偏好和技术能力的集体行动参与者，如何利用互联网不

同的技术应用影响集体行动的产生与维持尚有待更加丰富的

经验研究加以论证。
而任何一个集体行动的产生都嵌入在特定制度背景之

中。因此，中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也影响了互联网与

集体行动的关系。不论是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机会结构、组

织动员过程还是框架化过程的影响，在这三个层面上，国家

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及其结果都会影响互联网实际扮演的角色

和作用。目前，在对国家控制和互联网的政治影响关系的讨

论中，存在着“政治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两种不同的

观点。“政治决定论”支持者认为，政府能通过充分的工具

和手段对互联网进行管理和控制，而“技术决定论”者的意

见恰恰相反，认为互联网有能力突破政府对信息的控制，有

助于促进市民社会的发育，从而带来更大的自由和民主。但

实际上，这两种取向都存在问题。因此，只有具体分析互联

网、集体行动、常规政治以及社会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才

能更好地理解“互联网作为充权工具”以及“政府管理互联

网”之间的紧张关系。 〔4〕

综上，对互联网与集体行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共包含四

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藉此可建立如下的分析框架：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主要包含参与者、互联网、集体行动

和制度背景四个要素。其中，具有不同人口学特征、社会特

征和技术使用习惯的参与者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来参与集体

行动，互联网通过影响集体行动的机会结构、动员结构和框

架建构来影响集体行动的特征、过程和结果，而参与者在这

一过程中又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即领导者、积极分子、普通

参与者或是从旁关注，从而不同程度的参与到上述过程。互

联网、参与者和集体行动及其相互关系又整体嵌入在中国特

定的制度背景下，受到一个国家特定制度环境的制约。因

而，未来的互联网与集体行动研究，参考这个分析框架，将

需要进一步研究四个要素不同情况时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

机制，以深化理解不同具体条件下的互联网与集体行动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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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And Collective Action：

Establish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Yu Jianni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The Internet affect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action by extending the opportunity
structure and increasing the mobilization potential of collective action，as well as providing a platform of public
opinion that independent of the official media． Meanwhile，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collective action extends
the premise of the tradi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in four aspects： extending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collective action occurs；reducing organizational costs； breaking the discourse monopoly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restriction from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Therefore， the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collective action needs to be placed i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which includes actors， the Internet，collective
action，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and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m． Only by investigating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the four elements that mentioned above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can we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collective action．
Key words：internet；collective action；network collective action；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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