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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绪　论

１．１　研究背景、意义及选题来源

１．１．１　研究背景
随着互联网络在全球范围内的飞速发展，网络已经成为人们每

天获取信息、表达观点、相互交流的媒介和工具，网络被公认为继报
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成为反映社会舆情的主要载体之
一。胡锦涛总书记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号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互
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网络已经
从信息传播的一种工具，转变成一个虚拟的社会空间。

据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国内ＱＱ群已经超过５０００万个，开心网
的注册用户数已经达到８０００万个，人人网（原校内网）更是达到了

１．２亿个。网民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据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９日ＣＮＮＩＣ
发布的《第２８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共有网民

４．８５亿，２０１０年初中学历人群增加明显，占比从２６．８％提升到

３２．８％，学生、企业一般职员、个体户／自由职业者三大群体在网民中
的占比进一步增大。这说明草根网民群体正在逐步增加，他们通过
网络舆论维护自己的权益，提出合理的利益诉求；手机上网（用户

３．１８亿）的便捷和微博（用户１．９５亿）的兴起，快速增加了网民群体
和舆情传播速度和影响力。网络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虚拟社会，网
络舆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网民通过网络表达和传播的各种不同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
总和，被称为网络舆情，这些情绪、态度和意见是通过文字、图像、音
频和视频等形式在网络上发布和传播的，其中以文字形式为主［刘
毅，２００７］。网络舆情的本体特征是交互性和及时性，它还具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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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自由性与可控性、交互性与突发性、隐匿性与外显性、非理性与
情绪化、个性化与群体极化性、多样性与多元性。

网络舆情信息涉及的问题和事件包罗万象，其表达和传播的途
径更是千变万化。由于互联网的无地域性，使得网络的信息既具有
西方文化的特色，也具有东方文化的精髓，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由于
网络舆情具有以上特点，使得网络舆情存在着良莠不齐、情绪化和非
理性化信息泛滥。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２００９年７７件影响力较大
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２３
件，约占３０％；对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之前的数据统计分析，很多突发
事件只要涉及官员、警察、城管、司法、央企、富人、下岗工人、小商贩、
农民工、房价、物价等敏感因素，很容易引发铺天盖地的舆论声浪；如
某个突发事件在网上刚一曝光，即可迅速引爆全国舆论，把地区性、
局部性和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变成全民“围观”的公共话题，甚至
变成需要中央政府出手干预的公共事件。

面对庞杂的网络舆论，政府需要了解网络舆情背后的社情民意，
探索新的应对策略。在面对网络舆情监督管理时，如何才能做到因
势利导，促进公共空间内的有效沟通，建构不同社会阶层间理性宽容
的对话机制？如何引导公民在使用信息、表达意见时实现自律？这
些都是网络舆情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网络舆情监管方面，我国
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少数发达国家已经走在了前列，他们出于自身政
治体制的需要，通过使用科学的检测、预测方法和丰富的媒体干预手
段，预测并引导重要热点事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例如，“海湾
战争”就是一个成功舆论引导的典范。

网络舆情的产生和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会受到个人和环境
等因素的影响，分析群体极化条件下的网络舆情演化模型，追踪研究
网络舆情，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对网络舆情演化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本书提出了面向群体极化的网络舆
情演化研究。

１．１．２　意义
（１）理论意义
本书通过分析网络舆情虚拟社区的元胞自动机特性、小世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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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和无标度特性，构建了网络舆情演化迁移元胞模型、小世界效应下
的网络舆情演化迁移元胞模型以及无标度特性下的网络舆情演化迁
移元胞模型。然后通过模型仿真研究网络舆情演化过程的行为方
式，为预测网络舆情演化趋势奠定理论基础；通过仿真结果分析网络
舆情演化过程中起决定性的因素，发现各种因素如何影响舆情演化，
为网络舆情的导控方法和手段提供理论依据，也为其他行业的网络
舆情信息挖掘和决策支持提供了理论参考。

（２）实践意义
本书的研究为网络舆情的导控提供了方法手段，有利于把握社

会发展的脉搏和“痛点”，找到官民对话和互动的桥梁，找到为社会
“活血化瘀”的疗法，保障社会和谐发展；为网络舆情的分析和预警提
供技术支持，有利于快速掌控网络舆情动态；为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
利用互联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思路和方法，有利于维护国家的
安全和主权稳定。

１．１．３　选题来源
本选题来源于勒中坚教授的２００９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面向网

络舆情危机预警的观点柔性挖掘方法研究》（课题编号：０９ＴＱＢ０３４），
本书作为其中的一个子项目展开。

《面向网络舆情危机预警的观点柔性挖掘方法研究》的主要研究
内容有网络舆情挖掘、观点发酵、舆情演化以及舆情预警等四个部
分。本书作为其子项目，重点研究面向群体极化的网络舆情演化。

１．２　问题的提出

１．２．１　中国网络舆情现状
网民对公共事务、社会热点、网络话题等发表评论的方式主要有

博客、微博、跟帖、留言、论坛帖文等，网民发表评论表达的意见就是
“网民观点”，网民观点的总和就是网络舆情，一般不包括网上新闻报
道，也不包括专业交流等信息。由于网络舆情独特的表现形式和传
播态势，网络舆情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其中互联网用户的迅猛增长
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是主要推动力。每当公共事件发生时，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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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总是最迅捷地介入，如“郭美美炫富事件”“云南李昌奎改判案”“７
·２３动车事故”“南京天价烟局长”，还有“杭州最美妈妈”。网络的
迅速介入，网民发表各自的观点，众多网民的观点集聚形成汹涌的
“民意大潮”。在面对庞杂的网络舆论时，政府和企业管理者需要了
解网络舆情背后的社情民意，探索新的应对策略［陈秀军，２０１１］，就
必须了解中国网络舆情的现状：中国的网络舆情就是民意的自由市
场。

（１）中国互联网可能是世界上最热闹、最嘈杂、最舆论化的网络

①网民结构复杂。
据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国内ＱＱ群已经超过５０００万个，开心网

的注册用户数已经达到８０００万个，人人网（原校内网）更是达到了

１．２亿个。网民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据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９日ＣＮＮＩＣ
发布的《第２８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共有网民

４．８５亿，２０１０年初中学历人群增加明显，占比从２６．８％提升到

３２．８％，学生、企业一般职员、个体户／自由职业者三大群体在网民中
的占比进一步增大。这说明草根网民群体正逐步增加，他们通过网
络舆论维护自己的权益，提出合理的利益诉求；手机上网（用户３．１８
亿）的便捷和微博（用户１．９５亿）的兴起，快速增加了网民群体和舆
情传播速度和影响力。网络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虚拟社会，网络舆
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②网民中浏览者多，发表评论者少。
大多数网民上网主要是浏览各类信息，很少主动留言、发帖，所

以一些热门网络舆情事件的点击率常常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于回复
率；还有一类人，他们的参与意识较强，并且群体比较稳定，这些网民
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人群是不满意自己的生活现状，另一部分人
群是参与行为更具自觉性和主动性。

③网民观点谴责的多，表扬的少。
在网络舆论中赞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时，表达道义力量往往采

用强烈甚至极端的方式。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利益、民族尊严以及重
大自然灾害等重大事件面前，网络这种媒介能迅速激发出民众的爱
国热情，形成众志成城、守望相助、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舆论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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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拉萨“３·１４”事件、奥运圣火境外传递受阻和抗震救灾等一系
列重大事件。

由于人们对负面的信息表达出更加强烈的热情，这些负面新闻、
负面事件、负面话题会更加吸引人们的眼球。同时由于某些利益的
驱使，使得很多人参与制造负面网络舆论。这些原因导致在网络上
各种舆论交锋时，常常是负面舆论压倒正面舆论。

④网民情绪宣泄多，理性思考少。
网络舆论具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通常是感性化、情绪化、简单

化的表达。网民理性程度不尽相同，很多网民仅凭自己的好恶和直
觉来作判断、下结论，不进行理性的思考，缺乏起码的思维逻辑，所以
网络舆论中常常充斥着耸人听闻、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夸大其词之
辞，帖文常常具有偏激、粗俗的倾向，甚至是一味谩骂、恶意攻击。

⑤网民观点的从众性。
网络舆论秉承了舆论传播的一般规律：“先入为主”“先声夺人”。
当事件发生后，初始出现的评论，其表达的观点和意见具有很强

的导向性，会对后面的评论产生较大的影响。尤其是网络舆论议题
的设置者、意见领袖和传统媒体促成的网络舆论，往往容易在短期内
爆发，急速传播，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而不管事情真相及判断的准
确性。而反对者或者由于不屑表达观点，要不就是发表不同意见后
受到网络舆论议题的设置者、意见领袖和传统媒体的狂轰滥炸。这
种舆论场的极不对称性，鼓励持相同意见的人，他们的声音越来越
大、势力越来越强；而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他们的声音遭到打压、消
弱，直至“沉默不语”。

⑥网络舆情的扩散性。
当事件或者议题出现后，由于网络舆情的一系列特性，尤其是那

些敏感事件就会如滚雪球般不断衍生、聚合、裂变、扩散，其传播的速
度、波及的广度、影响的深度可能呈几何级数增长。

⑦网民的逆反性。
网络舆论通常具有反传统、反主流、反权威的价值取向，即对正

统思想观念、主流意识形态的逆反心理。由于逆反性，网民对政府政
策、官方言论、社会精英、富裕人群常常持怀疑态度，怀排斥心理，宁

·５·



信其错，不信其对，宁信其坏，不信其好；反而部分有违社会公德的人
和事，在网上没有遭到抵制却受到追捧。这种心态的极端表现，在青
少年、中小学生、社会底层务工人员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⑧网络世界的虚拟性。
互联网为人们在真实世界之外构建了一个虚拟的空间。网络虚

拟空间的隐匿性削弱了社会生活中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对网络虚拟
空间中网民的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网民可以信马由缰、毫无顾忌
地发表评论、表达观点，他们在网络上的自我和生活中的自我形成强
烈反差，他们通过网络表达现实生活中不能表达的观点，甚至不能做
的事情。这种强烈反差，也造成了网络舆情和真实民意的反差。如
何从网络舆情中找出真实的民意，找出的民意是否符合真实的民意，
这种方法和判断标准很难确定，这就提高了政府和企业管理者从网
络舆情中了解真正民意的难度。

⑨网络舆情的有组织性。
网络舆情具有其本质的自然特性如前面八点，此外还具有组织

性。由于网络舆情传播便捷、高效，操作成本低廉，相对传统媒体而
言，每个人都可以在短时间内，以低廉的成本高效率地制造舆论热
点。由于网络上人为的制作和操控舆论变得容易可行，使得不正当
的挟舆论之名谋取私利的现象更加容易发生，从而改变了网络舆情
演化的正常轨迹。由于这些原因出现了一个群体，他们通晓网络操
作的规则，也对人们的接受心理颇有研究，然后通过设置网络议题来
制造热点，从而实现操控网络舆情。

同时中国网民对网络的需求与西方国家网民不同：西方国家网
络应用的前三名是电子商务、即时通信、信息；我国网络应用的前三
名是信息、游戏、电子商务［陈秀军，２０１１］。西方国家网民主要把网
络作为实用工具，而我国网民则将网络视为重要的舆论平台。例如，
雅虎英文网站和中文网站，英文网站显得严肃、实用，而中文网站则
明显花哨、杂乱得多。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中国的互联网可能
是世界上最热闹、最嘈杂、最舆论化的网络。网络已成为舆论生成的
策源地、舆论传播的集散地、舆论交锋的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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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网络舆论———不容忽视的社会情绪“晴雨表”
中国的主流人群是上班的工人、忙碌的商人、勤劳的农民，还有

在商场购物的大众、在公园里休闲的市民、在景点旅游的游客。每天
经常上网发帖的网民，并不是社会的多数。所以说网络舆论并不能
代表社会主流声音，但又是不容忽视的社会情绪“晴雨表”。

从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９日ＣＮＮＩＣ发布的《第２８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可以知道，中国共有网民４．８５亿，所以每天上网的
网民也不会太少，这促使着网络舆论不断发展壮大，网络已经成为一
个快捷地发表社情民意的渠道，也是丰富社会情绪的表达窗口。不
能被网络舆情牵制，要客观、细致地分析网络舆情、评估网络舆情，体
察社会情绪的“晴雨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疏解不良情
绪、密切党群关系、满足合理诉求、构建和谐社会。

（３）“技术先行、管理滞后”及“先发展、后规范”的政策

２０多年来，我们的信息技术得到长足发展，在网络技术上基本
与发达国家同步，并且互联网用户已经突破４．８５亿、手机上网用户
达到３．１８亿。但是由于我们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实施的政策是“技术
先行、管理滞后”及“先发展、后规范”，造成我国网络舆情管理相对落
后。一方面，我国网络运营商，对每项新兴的网络技术都及时地引
入、开发和应用，而对技术应用中出现的安全风险采用事后管理和规
范策略。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先行、管理滞后”及“先发展、后规范”
政策形成的宽松的网络环境，发展后再去加强管理，容易引起网民强
烈抵制，管理难度增加；也容易引起国际舆论的批评，攻击我国上网
和言论的自由。

今后引入、开发和应用新的网络技术，必须采取审慎的政策，引入
严格的评估机制，增强管理风险的预见性，加强风险管理的前瞻性。

１．２．２　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复杂的网络舆情中找出真实的社情民意，制定应对措施，是一

项艰巨的工程。网民观点相互集聚、碰撞，相互作用形成网络舆情，
所以，网络舆情是网民群体观点的表现。网民观点交互、集聚，相互
作用，这个过程称为网络舆情演化。在舆情演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
一种网民观点较为一致的现象，这种观点集中的现象本书称极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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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种极化现象有正面的、积极的，也有负面的、消极的。对正面
的、积极的群体极化，我们要大力宣扬；对负面的、消极的群体极化，
我们要防止其产生，导控其恶化。管理者就是要及时掌握舆情群体
极化的演化信息，找出管理策略和应对措施。为了能第一手地把握
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中产生的极化现象，我们就要研究网络舆情演化，
分析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中出现的群体极化现象的原因，找出群体极
化形成的影响因素，然后分析不同环境下影响因素如何作用。本书
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网络舆情演化是个体观点相互作用、集聚形成的网民群体
的观点，网民个体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是如何实现的？

第二，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中网民经常变化，在这种动态环境下，
网民个体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是如何实现的？

第三，网络舆情演化是一个动态过程，网民接触舆情事件，怎么
形成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观点后如何加入到群体中去实现同其
他网民个体观点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管理者找出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中的关键
环节和关键因素，从而制定有效的网络舆情管理策略。

１．３　国内外研究现状

１．３．１　基于网络舆情演化平台的研究现状
网络舆情的主要传播途径有：网络新闻、在线通信、网络论坛、社

交网站、电子邮件、博客、微博、维基、播客，还包括手机网络等。
（１）现状

①电话手机网络。
文献［Ｂａｒａｂáｓｉ　ＡＬ，１９９９］首次提出无标度特性的概念，香港理

工大学谢智刚小组［Ｘｉａ　Ｙ，２００５］研究电话和手机通讯网络，发现该
网络是一个无标度网络，发现其幂指数近似为２．１；文献［Ｇｒａｎｏｖｅｔ－
ｔｅｒ　ＭＳ，１９７３］验证了“弱连接理论”的正确性，后来文献［Ｏｎｎｅｌａ　ＪＰ，

２００７］研究了具有４６０万个节点的大规模手机通讯网络，发现较弱连
接是衡量该类网络连同能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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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线通信网络。
文献［Ｓｍｉｔｈ　Ｒ，２００２］研究了即时通信系统ｎｉｏｋｉ，分析了其构成

的社会网络，节点表示注册用户用，边表示用户之间存在的有向联
系。文献［Ｗａｎｇ　Ｆ，２００６］从Ｐ２Ｐ通信社会网络出发，建立加权有向
网络，节点表示用户，边表示Ａ用户回答了Ｂ用户提出的问题，它是
有向边，边的权重定义为回答次数。

③ＢＢＳ与论坛网络。
文献［Ｇｏｈ　ＫＩ，２００６］对韩国高等科技研究所的ＢＢＳ网络进行研

究，节点表示用户，边表示帖子的回复关系，边的权重定义为回复次
数；文献［Ｚｈａｎｇ　Ｊ，２００７］研究了一个Ｊａｖａ论坛，节点表示用户，边表
示问题的回复关系，边的权重定义回复频次。

④ 在线社区网络。
在线社区是集个人主页、博客、论坛、交友等诸多功能为一体的

大型网站。文献［Ｚａｋｈａｒｏｖ　Ｐ，２００６］基于复杂网络来研究ＬｉｖｅＪｏｕｒ－
ｎａｌ在线社区网，发现该类网络与现实社会网络具有相同的特征；文
献［Ｂａｃｋｓｔｒｏｍ　Ｌ，２００６］继续研究Ｌ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在线社区网，对某主题

Ｔｏｐｉｃ　Ａ社区而言，如果用户 Ｕｓｅｒ１的好友出现在Ｔｏｐｉｃ　Ａ社区越
多，则用户Ｕｓｅｒ１出现的Ｔｏｐｉｃ　Ａ社区的概率越大，但是概率的增量
是递减的；文献［Ｌｉｂｅｎ－Ｎｏｗｅｌｌ　Ｄ，２００５］研究发现Ｌ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在线
社区网这类虚拟社区具有一种效应，即ＩＰ地址地理距离相近的用户
容易产生关系，并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构建了地理路由社会通讯网
络模型，通过该模型再次验证了这个效应。文献［Ｋｕｍａｒ　Ｒ，２００５；

Ｂａｃｈｎｉｋ　Ｗ　２００５；Ｃｈｉ　Ｙ，２００７］对博客展开了研究，该类网络和在线
社区网络具有类似的性质，但是平均度小很多。

（２）不足
文献［Ｎｅｗｍａｎ　ＭＥＪ，２００２ａ；Ｈｏｌｍｅ　Ｐ，２００４；Ｋｕｍａｒ　Ｒ，２００６；

Ｐａｌｌｓ　Ｇ，２００７；Ｌｅｓｋｏｖｅｃ　Ｊ，２００７；Ｈｕ　ＨＢ，２００９］依托通信和网络活动
的日志文件来研究网络演化行为，存在着以下不足：

首先文献［Ｓｋｙｒｍｓ　Ｂ，２０００；Ｎｅｗｍａｎ　ＭＥＪ，２００２ｂ；Ｎｅｗｍａｎ
ＭＥＪ，２００３；Ｍｉｋａ　Ｐ，２００５］提出了普遍适用的社会网络演化模型，但
是这些模型很难再现特定类型社会通信网络的结构特性。不同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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