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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近期湖北省的社会热点及其舆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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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武汉430071； 

2.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武汉430077） 

【摘 要】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表明，我省社会热点前10 名排序依次为社会治安、腐败问题、教育乱收费、住

房问题、贫富差距、物价问题、社会风气、社会诚信、食品安全、医疗改革（ 生态环境的关注人数相同）。我省

社会热点的基本特点表现为持续性、典型性、集中性和复杂性，并呈现出热点类型将继续保持经济类领先、政治类

随后，关注内容正在由个体利益发展到社会整体利益、由物质利益发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利益关注的态势。

为此，舆论的引导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大形势政策宣传力度，使群众知情；对重大社会热点问题，应及时组织力量调

研，为群众查情；一时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应实事求是，向群众陈情；对社会热点的舆论引导要周密部署，对群

众真情。 

【关键词】 湖北省；社会热点；舆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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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热点是与城乡居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且因其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发展而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为了进

一步了解近期城乡社会热点的基本情况、产生原因、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作好舆论引导工作，不久前我们进

行了一次以问卷调查为主的专题调研。本次调查共列出了当前社会上较为流行的24 个热点问题，即贫富差距、医疗改革、社会

治安、腐败问题、社会风气、生态环境、神六飞天、物价问题、弱势群体、食品安全、住房问题、工资问题、子女就业、社会

诚信、台海形势、看病难、禽流感、教育乱收费、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全面小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中美中日关

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等。统计结果显示，关注人数超过50%的热点问题依次为：腐败问题，70.9%；社会治安，69.3%；贫富

差距，64.2%；社会风气和教育乱收费的关注人数相同，均为57.5%；住房问题，57.0%；食品安全和物价问题的关注人数相同，

均为56.4%；生态环境，55.9%；工资问题，54.7%；医疗改革，53.6%；社会诚信，52.0%。 

依据对上述热点的关注程度，请被访者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列后，居前10 位的热点依次为：1、社会治安，2、腐败

问题，3、教育乱收费，4、住房问题，5、贫富差距，6、物价问题，7、社会风气，8、社会诚信，9、食品安全，10、医疗改革

和生态环境。 

一、社会热点关注的群体性差异 

对本次调查数据的交互分类表明，不同群体对上述热点的关注程度具有差异性。显然，认识这种差异对于认识社会热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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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特征以及增强制定相关政策的针对性是至关重要的。 

1.不同性别群体对社会热点关注的差异性。 

统计数据显示，男性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热点依次为：社会诚信（ 75.9%）、腐败问题（ 75.9%）、贫富差距（ 65.5%），

比女性分别高出14、14、3.6 个百分点。女性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热点是社会治安（ 73.0%）、物价问题（ 68.3%）、

食品安全（ 66.7%），比男性分别高出5.8、18.3、15.8 个百分点。不过，在上述热点排序中，女性群体比男性群体的关注度

更为广泛，10 大热点中有7 大热点的关注人数比例超过男性，这7 个热点分别是社会治安（ 73.0%）、社会风气（ 63.5%）、

生态环境（ 57.1%）、物价问题（ 68.3%）、食品安全（ 66.7%）、住房问题（ 58.7%）、教育乱收费（ 65.1%）。 

2.不同年龄群体对社会热点关注的差异性。 

根据统计数据，20 岁以下群体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热点依次为：生态环境（ 73.9%）、食品安全（ 73.9%）、

社会治安（ 69.6%）；21 岁~35 岁群体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热点依次为：腐败问题（ 72.3% ）、社会诚信（ 72.3% ）、

社会治安（ 68.3% ）；36 岁~55 岁群体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热点依次为： 贫富差距（ 79.2% ）、腐败问题（ 79.2% ）、

社会诚信（ 79.2% ）；56 岁以上群体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热点依次为：贫富差距、医疗改革、社会治安（ 此外还有腐败

问题、社会风气、社会诚信、拖欠农民工工资，它们的占比均为71.4% ）。在这里，大龄群体对社会热点的关注范围更广泛。 

3.不同学历群体对社会热点关注的差异性。 

统计表明，初中以下学历群体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热点依次为：贫富差距（ 82.4% ）、物价问题（ 76.5% ）、

教育乱收费（ 76.5% ）；高中学历群体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热点依次为：社会治安（ 72.2% ）、腐败问题（ 68.5% ）、

社会风气（ 68.5% ），此外，百分比并列的热点还有食品安全、社会诚信；大专学历群体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热点

依次为：社会治安（ 69.2%）、腐败问题（ 67.3%）、社会诚信（ 67.3%）；本科以上学历群体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

热点依次为： 腐败问题（ 78.2%）、社会诚信（ 78.2%）、社会治安（ 70.9%）。在这里，高中以上学历群体中，关注人数占

比多的社会热点比较一致。 

4.不同收入群体对社会热点关注的差异性。 

统计数据表明，500 元以下收入组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热点依次为：教育乱收费（ 76.7%）、社会风气（ 69.8%）、

贫富差距（ 65.1%），此外，还有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的占比均为65.1%；501 元~1500 元收入组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

热点依次为：社会治安（ 72.4% ）、腐败问题（ 67.1% ）、社会诚信（ 67.1% ）；1501 元~3000 元收入组中，关注人数占

比较高的前3 个热点依次为：腐败问题（ 81.0% ）、社会诚信（ 81.0% ）、社会治安（ 69.0% ）；3001 元~5000 元收入组

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热点依次为：腐败问题（ 85.7% ）、社会诚信（ 85.7% ）、生态环境（ 78.6% ）；5001 元

以上收入组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热点依次为：医疗改革（ 100% ）、食品安全（ 100% ）、住房问题（ 100% ）。

在这里，低收入组与高收入组的社会热点关注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而中低、中等、中高三个收入组的社会热点关注则具有明显

的交叉性。 

5.不同职业群体对社会热点关注的差异性。 

从交互分类的结果看，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热点依次为： 腐败问题（ 90.0% ）、社会诚信

（ 90.0% ）、社会治安（ 80.0% ，此外，占比相同的还有物价问题）；专业技术人员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热点依

次为：腐败问题（ 81.5% ）、社会诚信（ 81.5% ）、医疗改革（ 77.8% ）；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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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热点依次为： 腐败问题（ 84.6% ）、社会诚信（ 84.6% ）、社会治安（ 76.9% ，此外占比相同的还有住房问题）；企

业生产人员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热点依次为：社会治安（ 80.0% ）、物价问题（ 70.0% ）、食品安全（ 70.0% ，

此外占比相同的还有教育乱收费）；私营业主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热点依次为： 社会治安（ 92.3% ）、生态环境

（ 69.2% ）、贫富差距（ 61.5% ，此外占比相同的还有社会风气、物价问题、食品安全、住房问题）；自由职业者中，关注

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热点依次为：腐败问题（ 78.8% ）、社会诚信（ 78.8% ）、物价问题（ 69.7% ）；农民中关注人数占

比较高的前3 个热点依次为：贫富差距（ 88.5% ）、社会诚信（ 73.1% ）、教育乱收费（ 69.2% ）；学生中关注人数占比较

高的前3 个热点依次为：社会治安（ 73.9% ）、教育乱收费（ 73.9% ）、社会风气（ 69.6% ）；军人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

前3 个热点依次为：生态环境（ 72.7% ）、物价问题（ 72.7% ）、食品安全（ 72.7% ）；失业者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

热点依次为：贫富差距（ 100% ）、腐败问题（ 100% ）、生态环境（ 100% ，此外占比相同的还有物价问题、社会诚信）；

离退休人员中，关注人数占比较高的前3 个热点依次为：贫富差距（ 80.0% ）、医疗改革（ 80.0% ）、教育乱收费（ 80.0% ）。

在这里，农民、失业者、离退休人员3 种职业群体的热点关注具有相近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中高层管

理人员3种职业群体的热点关注具有相近性，而私营业主和自由职业者的热点关注则具有各自的独立性。 

二、我省社会热点的主要成因 

一般来说，社会热点形成的原因既与人们的主观状态，例如人的认识能力、思想方法等自身素质相关，又与客观环境，例

如社会政策、社会风气、社会公平与公正等相关，是主客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此外，由于社会热点既有正向功能，也有负

向功能，因此，其形成原因错综复杂。综合本次调查的统计结果，被访者认为上述热点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力度不

够所导致的占25.1%；认为是由于政策宣传不够所导致的占16.8%；认为是由于政策执行不得力所导致的占69.3%；认为是由于影

响了群众切身利益所导致的占36.9%；认为是由于影响了群众情绪所导致的占13.4%；认为是由于形势发展鼓舞人心所产生的占

5.6%；认为是由于群众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产生的占41.9%；认为是由于群众更加关心国家发展而产生的占21.2%； 认为

是由于国际斗争形势严峻所导致的占10.6%。按百分比排序，认同人数占比在25%以上的选项依次为：政策执行不得力、群众担

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伤害、影响了群众的切身利益、改革开放力度不够。四大成因中占比最高的是政策执行不得力。那么，

不同群体对政策执行不得力原因的认同程度如何呢？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从不同性别群体看，男性中认为上述热点产生原因主要是政策执行不得力的占69.8%；女性占68.3%；

二者的人数比例十分接近，认识趋同。从不同年龄群体看，认为上述热点产生原因主要是政策执行不得力的20 岁以下者占47.8%；

21 岁~35 岁者占72.3% ；36 岁~55岁者占72.9% ；56 岁以上者占71.4% ；显然，以36 岁~55 岁群体占比最高，不过与其相临

的前后两个年龄组人数占比十分接近，而三个年龄组共占去了整个被访人数的87.1% ，这说明大龄群体的认同度更高、也更趋

同。从不同学历群体看，认为上述热点产生原因主要是政策执行不得力的初中文化程度者占58.8% ；高中占70.4% ；大专占

69.2% ；本科以上者占70.9% ；呈现出学历偏高，人数占比也偏高的趋势。从不同收入群体看，认为上述热点产生原因主要是

政策执行不得力的500 元以下者占53.5% ；501 元~1500 元者占75.0% ；1501 元~3000 元者占69.0% ；3001 元~5000 元者占

85.7% ；5001 元以上者占66.7% ；显然，以中高档、中低档、中档三个收入组的占比较高，其中又以中高档收入组占比最高。

从不同职业群体看，认为上述热点产生原因主要是政策执行不得力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占90.0% ；专业技术人员占66.7% ；企

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占61.5% ；企业生产人员占70.0% ；私营业主占61.5% ；自由职业者占69.7% ；农民占80.8% ；学生占65.2% ；

军人占54.5% ；失业者占33.3% ；离退休人员占80.0% ；在这里，人数占比最高的前三名依次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农民、离

退休人员。 

三、我省社会热点的基本特点 

1. 热点关注具有持续性。在进入前10 名的社会热点中，有2/3 属于近两年较为流行的热点，例如社会治安、腐败问题、

住房问题、物价问题、社会风气、医疗改革。这既说明了上述热点问题的解决难度，同时也显现着其对社会影响的严重程度。

因为，持续性热点的最大特点，是它们都关系到居民群众的基本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也是社会稳定所必须的重要构件。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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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持续性的形成，既反映了城乡居民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增强，也说明他们对不断改进的上述热点领域现状满意度仍然偏低

的社会心态。 

2.热点选择具有典型性。这种典型性主要表现在热点认同人数的高占比度上。例如，排序中的10 大热点关注人数均超过了

50%，其中超过或接近70%关注人数的热点有2 个，即腐败问题（ 70.9%）、社会治安（ 69.3%），它们比具有最低关注人数群

体的热点分别高出18.9 和17.3 个百分点。这说明，在10 大热点中它们更具有引人注目的典型性。换言之，腐败和治安，已经

成为城乡居民最为关注的热点中之焦点。另一方面，这种典型性还表现在某一社会热点影响后果的严重程度上。例如，在不同

性别群体中，女性中关注人数最高的热点是社会治安（ 73.0%），它与最低关注热点医疗改革的人数47.6%的占比相比较，高出

了25.4个百分点。虽然疾病治疗对人的需求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当与社会治安对人体带来的威胁相比较时，她们更倾向于选

择社会治安。这说明，当前社会治安问题给女性群体带来的威胁更加严重，从而也更具典型性。 

3.热点群体具有集中性。例如，对贫富差距的关注，在不同年龄群体中，36 岁~55 岁和56 岁以上两个群体的关注人数占

比都在70% 以上，是最高人数比例；此外，受到21岁~35 岁、36 岁~55 岁和56 岁以上三个群体高度关注的热点有腐败问题、

社会诚信问题，其人数占比也都在70% 以上。又如，对医疗改革、生态环境的关注，在不同收入水平群体中，中高档和高档两

个收入组的关注人数都在71% 以上。再如，对腐败和社会诚信问题的关注，在不同职业群体中，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专业技

术人员、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农民、失业者和离退休人员关注人数最多，均在70% 以上。一般来说，对热点关

注的群体集中程度越高，则该热点的群体特征就越突出，引导或化解该热点的群体针对性要求也就越强。 

4.热点构成具有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一是表现在类型上，根据事物类别划分的同一性原则，社会热点可以分为政治的、

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自然的和国际的若干类型。而本次调查所形成的10 大热点，就包括有政治类、经济类、文化类和自

然类等类型，而每种类型的热点又都具有属性上的多样性。二是表现在内容上，10 大热点共计十一项内容，每项内容都是一个

重大专题，这些内容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并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三是表现在时序上。例如，有的热点形成较早，

是居民一直关注的老问题；有的热点是近两年形成的新的热门问题，有的则是起起伏伏，循环往返。四是表现在成因上，如前

所述，不仅每个社会热点都有自己的形成原因，而且这些热点的成因之间又盘根错节，纵横交错。热点构成上的复杂性，对我

们的认识和解决过程形成了巨大挑战。 

四、我省社会热点的影响及趋势 

10 大热点问题的关注，反映了城乡居民目前所具有的焦虑、担忧、困惑、不满及切盼的复杂心态，也更说明了上述热点问

题所形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力。调查中，当问及被访者当前社会热点对国家发展所产生影响的严重程度如何评价时，认为政治类

热点影响很严重的占20.7%，认为比较严重的占35.2%，认为一般的占40.8%，认为不太严重的占0.6%，在这里，负面评价的占比

高达55.9%，正面评价仅占3.4%。认为经济类热点影响很严重的占22.9%，认为比较严重的占41.3%，认为一般的占26.3%，认为

不太严重的占8.9%，认为很不严重的占0.6%，这里的负面评价占比为64.2%，高于政治类热点8.3 个百分点，正面评价占比为9.5%。

认为文化类热点影响很严重的占9.5%，认为比较严重的占27.9%，认为一般的占50.3%，认为不太严重的占11.2%，认为很不严重

的占1.1%，负面评价的占比为37.4%，明显低于前两类热点。但低度性（ 一般）评价占比升高，正面评价占比为12.3%。认为国

际类热点影响很严重的占2.8%，认为比较严重的占23.5%，认为一般的占53.1%，认为不太严重的占14.0%，认为很不严重的占6.1%，

这里的负面评价占比为26.3%，正面评价占比为20.1%。总体看，经济类热点负面评价的占比最高，正面评价的占比最低。政治

类热点的总体评价居第二位。 

综合分析本次的调查资料，我省社会热点的发展具有以下趋势。第一，热点类型将继续保持经济类领先，政治类随后的发

展态势。调查中，被访者对以上四类社会热点未来发展趋势的评价显示，认为政治类热点有进一步扩大趋势的占43.1%，认为经

济类热点有进一步扩大趋势的占64.2%，认为文化类热点有进一步扩大趋势的占24.6%，认为国际类热点有进一步扩大趋势的占

17.3%。这一评价结果，既是被访者当前社会心态的反映，也与我省的发展环境相吻合。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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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我省经济发展缺乏重大突破的现状没有变，人均收入在全国处于中间水平的现状没有变，因此，经济类热点不仅在人们的

关注程度上会出现新的起伏，而且还会产生新的热点内容。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类热点增多的同时，政治类热点

也将会逐渐增多。 

第二，人们对社会热点的关注，正在由个体利益发展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注。前几年的社会热点较多反映在就业难、看

病难、子女教育难等个人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上，今年的社会热点则增加了贫富差距、生态环境、社会诚信、食品安全等与社会

整体利益紧密相关的重要内容。这一方面说明我省应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各项举措产生了明显效益，另一方面也说明我省城乡居

民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正在加强，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观察视角正在发生悄然变化。正因此，有51.9%的人表现出对国家当前发展

形势持较有信心的积极心态。 

第三，人们对社会热点的关注，正在由物质利益问题发展到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利益的关注。过去的社会热点，以

反映物质利益的内容居多，对政治、文化、自然等内容涉及较少。近年的社会热点，不仅政治、文化类明显增多，而且呈现出

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说明，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热点的关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人的现代化需求和现代化

素质正在同步增长。 

第四，由社会热点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将会进一步影响人们的社会情绪和生活。这些影响，一方面表现为令人焦虑、担忧、

困惑或不满情绪的强化；另一方面，还会有一些人在不满情绪的影响下采取不当行为方式，污染社会风气，危害社会稳定。本

次调查中，有39.1%的人就表示了对当前国家发展形势信心低度的自我评价，而表示不同程度没有信心的人数占比也有9.0%，如

果将两种人数的占比累加，则潜在问题同样是严峻的。 

五、作好舆论引导工作的几点建议 

社会热点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心态的反映。热点问题的解决重要的在于实施正确的舆论引导。根据我省10 大社会热点的现状、

特征与成因，实施舆论引导中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1.进一步加大形势政策宣传力度，使群众知情。 

实践证明，社会热点的形成，往往与群众对当时形势、政策的知晓度有着密切关系。而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群众有着知情

于社会发展状况的需要，有着参与社会管理的本能要求。由于信息资源和信息获得上的不对称，群众的知情需要常常得不到满

足，从而增加了他们的疑虑与困惑。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应当进一步加大对全社会的形势、政策宣传力度。使社会成员做

到五知，即知形势，知任务，知困难，知政策，知前景。 

2.对重大社会热点问题，应及时组织力量调研，为群众查情。 

重大社会热点，覆盖社会，系于民心。群众为何关注它？关注它的哪些方面？这些热点的基本状况如何？成因是什么？如

何解决？等等。这些问题不仅领导层需要知道，群众也需要知道。既然已经成为重大社会热点，我们的舆论部门必须深入调查

研究，予以积极回应。也只有查明情况，才能为群众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3.一时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应实事求是，向群众陈情。 

陈情者，即说明情况，讲清真相。如果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又不能及时讲清原因，其结果，极易导致热点问题偏激化或发

展失控。由于我们面对的社会热点在化解上大都具有艰巨性特征，因此，这种及时的、适当的、策略的陈情是十分必要的。它

不仅可以较好地化解群众的焦虑、担忧或不满，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他们得到了尊重，使他们得到了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问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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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机会。 

4.对社会热点的舆论引导要周密部署，对群众真情。 

热点问题作为重大社会舆情，引导时必须作到知民情，顺民心，达民意。既要考虑宣传教育的目的，又要考虑群众的接受

能力；既要考虑宣传教育的阶段推进，又要考虑实施的方法效果。为此需要周密部署。引导中，讲成绩不要过头，讲问题不要

回避。化解问题不是隐瞒不报，讲究策略不是愚弄群众。要反对新闻媒体宣传报道中的随意性、过分功利性和恶意炒作。对群

众真情，一定要贯穿到舆论引导的全过程。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在实施正确舆论引导的过程中，

帮助群众培养树立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 

知情、查情、陈情、真情，既是舆论引导工作的方法，同时也是舆论引导工作的原则，更是维护群众利益的基本立场。从

四情入手，构建舆论引导工作的平台，应当成为我们在新形式下关注社会热点、引导社会热点、化解社会热点的重要工作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