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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揭示我国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及其之间的关联，提出

现存的问题及未来的趋势，抓取了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刊载的网络

舆情相关文章的关键词，构建高频词的共词矩阵，使用聚类分析将高频词聚集

成７个类团，并采用战略坐标图揭示类团内部及类团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我国网络舆情研究主要集中在舆情传播的仿真建模，基于大数据的微博网络

舆情传播模式，突发事件、公共热点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等７个

领域。我国网络舆情研究存在对舆情传播中个体特征的研究较少，对微信以

及移动互联网环境中舆情的研究较少等问题。移动互联网环境中网络舆情的

传播与演化、个体情绪认知对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等是潜在的重要研究主题。

关键词：网络舆情；共词分析；聚类分析；战略坐标图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Ｃ９１２．６３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５４２０（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３１－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０１　　　本刊网址：ｈｔｔｐ：∥ｎｙｓｋ．ｎｊｕｐｔ．ｅｄｕ．ｃｎ
作者简介：张一涵，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用户行为与网络舆情。

黄卫东，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网络舆情与应急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个体情感模型的舆情传播机制研究”（７１６７１０９３）

引　言

随着社交网络的渗透以及各种社会化媒体的出现，互联网已经成为公众发表意见、

交流观点的主要渠道，并逐渐演变成舆情孕育、产生、变化和消亡的主要平台。由于网

络的开放性、便利性和普及性，公众在网络上的舆论经过发酵可能发展成声势浩大的舆

情，对社会各方产生显著的影响，给企业的运营、政府的社会治理、学校的管理、个人的



声誉维护等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网络舆情不仅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也是社会各

方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

为了厘清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现状、热点和发展趋势，国内很多学者基于不同的视

角、使用不同的方法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主要集中在：（１）对网络舆情整体研究

的系统梳理与述评。例如，左蒙等对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归纳，揭示了

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进展与趋势［１］。黄薇等通过绘制知识图谱对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

进展进行了可视化展示［２］。孙宁等采用信息计量方法剖析了我国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

热点和发展趋势［３］。（２）对网络舆情特定研究主题的梳理，主要包括对热点话题发

现［４］、突发公共事件［５］、突发事件中对网民负面情绪的应急响应［６］、网络舆情治理［７］、网

络舆情演化模型［８］等研究成果的总结归纳。（３）对国内外网络舆情研究领域动态和趋

势的对比分析，从而挖掘国内外网络舆情研究的异同［９］。

上述成果通过对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整理归纳，较好地揭示了该领域的研

究现状和进展。然而，这些成果多侧重于梳理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脉络、热点、演化趋势，

以及对具体某个主题的研究概况等，并未深入探究该领域不同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为

帮助学界同仁把握我国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情况，本研究以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ＣＳＳ

ＣＩ来源期刊刊载的网络舆情相关文章的关键词为研究对象，采用共词分析、聚类分析和战

略坐标图的方法，直观展示我国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热点，以及这些热点之间的关系。

一、研究过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共词分析法和战略坐标分析法对收集到的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相

关数据进行分析。共词分析法起源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法国，现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文献

计量方法。其原理即对同一组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的次数进行两两统计，构建

出共词矩阵，并通过聚类分析来展示这些关键词所代表的学科和主题的结构变化。

战略坐标分析是基于共词矩阵和聚类分析，计算出各个类团的向心度及密度，并通

过统计软件生成战略坐标图。在战略坐标图中，横轴为向心度，表示不同类团之间的关

联程度；纵轴为密度，表示类团内部研究主题之间的紧密程度。

本研究首先构建网络舆情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的共词矩阵，然后采用Ｗａｒｄ连接的

聚类方法与平方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距离的区间度量标准，对这些高频关键词进行系统聚类，并通

过垂直的树状图对聚类的结果进行展示。基于系统聚类的结果，本研究选择一定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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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对该结果进行细分，以揭示当前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热点和结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绘制战略坐标图，以反映各研究类团的发展概况，揭示各研究主题目前所处的状态，描

述每个研究主题内部与外部的联系。

（二）数据采集与处理

本研究以“网络舆情”为检索词在ＣＮＫＩ中检索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中的文献，时间区间

为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共得到９１４篇文献。通过人工检查对数据进

行清洗，去除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和一些非正式的学术论文，如期刊的卷首语、导读、内

容简介等，共得到９１０篇可用的文献。

抽取这９１０篇文献的关键词，对其进行规范化处理，如将“突发事件”“网络突发事件”

统一为“突发事件”，将“传播特性”“传播特征”“传播特点”统一为“传播特征”等，共得到

１１０６个关键词，累计词频３６３０次。由此可见，由于网络舆情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和复杂

性，网络舆情这一主题论文的关键词较为分散，且词频为１的关键词数量较多。先前研究

也指出，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知识群聚类特征不明显，其专注度还有待加强［１０］。基于Ｄｏ

ｎｏｈｕｅ提出的高频词、低频词界分公式：Ｔ＝１２（－１＋ １＋８Ｉ槡 １）（Ｉ１表示词频为１的关键词

的数量）［１１］，本研究选取词频大于３８的关键词为高频词。由于“网络舆情”为检索词，出

现次数太多（共６３２次），在此予以剔除，最终得到１９个高频关键词，详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刊载的网络舆情研究论文的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１ 突发事件 ９９ １１ 新媒体 ４９

２ 微博 ６０ １２ 仿真建模 ４６

３ 公共热点事件 ５６ １３ 舆情监测 ４６

４ 舆情传播 ５６ １４ 政府 ４６

５ 舆情引导 ５５ １５ 舆情危机 ４３

６ 大数据 ５４ １６ 互联网 ４２

７ 应对策略 ５４ １７ 指标体系 ４２

８ 舆情演化 ５４ １８ 传播模式 ４１

９ 高校网络舆情 ５２ １９ 群体性事件 ４０

１０ 舆情治理 ５１

注：词频相同的关键词按照首字母顺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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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关键词虽然可以从不同角度揭示出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热点，但却无法看出

每个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因此需要对上述高频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并基于共词矩阵开

展进一步研究。本研究使用Ｅｘｃｅｌ对获取的关键词数据进行处理和操作，最终生成一个

１９１９的共词矩阵，详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我国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局部）

群体性事件 突发事件 微博 新媒体 应对策略 舆情传播 舆情监测

群体性事件 ４３ ２ ３ ２ ５ ２ １

突发事件 ２ ７８ ６ ５ ５ ３ ５

微博 ３ ６ ４９ ３ １ ２ ４

新媒体 ２ ５ ３ ３８ ３ ３ ０

应对策略 ５ ５ １ ３ ５６ １ ０

舆情传播 ２ ３ ２ ３ １ ４７ ０

舆情监测 １ ５ ４ ０ ０ ０ ２３

在共词矩阵中，对角线上的数值代表某个关键词与其他高频关键词共现的总次数，

非对角线上的值则代表其所在行列的两个关键词共同出现在一篇文章中的次数。值得

指出的是，共词矩阵是一个对称的矩阵，也就是说矩阵中的元素应以对角线为对称轴对

应相等。

二、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聚类分析

通过ＳＰＳＳ软件对上述１９个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如图１

所示。由聚类生成的树状图可以看出，选择不同的距离可以将这１９个关键词划分成不

同数量的类团。例如，如果以距离１５为划分标准，可以把１９个关键词分为１２个类团；

如果以距离２０为划分标准，则可以把１９个关键词分为７个类团。距离越近表示这些关

键词在同一文章中出现的次数越多，也就意味着这些关键词所代表的研究主题之间的

关系越紧密。

若以距离１５或更小的距离为划分标准，会出现很多类团仅由１个关键词构成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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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若以距离２５为划分标准，则会造成类团粒度过粗的情况。因此，本研究最终选取距

离２０为划分标准，将上述１９个高频关键词细分为７个类团，其中仅有１个类团由１个

关键词构成。考虑到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知识群聚类特征并不明显［１０］，以距离２０划分

的类团结果较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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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热点主题的聚类结果

类团Ａ包括仿真建模和舆情传播这两个词频相近的关键词，主要通过构建仿真模

型来探究舆情传播的特点、规律、阶段与机制。类团 Ｂ包括传播模式、微博和大数据３

个关键词。微博是网络舆情爆发和传播的主要阵地，会产生海量的数据。该类团主要

基于大数据及相关处理技术，探究网络舆情在微博中的传播模式。类团 Ｃ包括突发事

件、舆情演化、公共热点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这４个关键词，其中突发事件的频次最高。该

类团主要探寻突发事件、公共热点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舆情演化过程，如爆发、扩散、平

息等。类团Ｄ只有新媒体１个关键词，重点关注新媒体在网络舆情中所扮演的角色和

发挥的作用。类团 Ｅ由舆情监测和指标体系两个关键词组成，主要研究舆情监测和各

种指标体系的构建。类团Ｆ包括舆情危机、政府、应对策略和舆情治理这４个关键词。

该类团聚焦于出现舆情危机时政府应如何进行危机管理和治理并提出应对策略。类团

Ｇ由高校网络舆情、舆情引导和互联网３个关键词构成。互联网是网络舆情发生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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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环境和介质，而高校学生网民数量众多且年龄较小，社会经验不够丰富，有时无

法很好地辨别网上舆论的真假，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引导。该类团

就探究了如何对高校网络舆情进行引导。

由类团划分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的网络舆情研究主要集中于舆情传播的仿真建模，

基于大数据的微博网络舆情传播模式，突发事件、公共热点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

情演化，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舆情监测及指标体系的构建，政府舆情危机治理及

应对策略，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等方面。

（二）战略坐标分析

依次计算出上述７个类团的密度、向心度及战略坐标：计算类团内每个关键词与该

类团其他关键词链接数的和，然后取平均值得到各个类团的密度；计算某类团关键词与

其他类团关键词链接数的总和，然后取平均值获得该类团的向心度；以密度和向心度的

均值为坐标原点，每个类团的坐标值即密度（向心度）与均值的差值。表３列出了每个

类团的密度、向心度。基于这些数据求得每个类团的坐标，并绘制出战略坐标图，见图

２。在战略坐标图中，横轴为类团的向心度，代表类团在学科发展中的核心程度；纵轴为

密度，代表类团本身的发展成熟度。因此，战略坐标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类团的内

部研究深度以及类团之间关联的紧密程度。由图２可知，上述７个类团在四个象限均有

分布。

表３　各个类团的密度、向心度

类团名称 向心度 密度

Ａ舆情传播的仿真建模研究 ３１ １４

Ｂ基于大数据的微博网络舆情传播模式研究 ３３．６７ ９．３３

Ｃ突发事件、公共热点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研究 ４０ １７

Ｄ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研究 ３８ ０

Ｅ舆情监测及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１９．５ ４

Ｆ政府舆情危机治理及应对策略研究 ２７．２５ １６

Ｇ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研究 ３０ １６

注：原点坐标的横轴为３１．３５，纵轴为１０．９

６３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

!

#$%&'()*+,-./01

!"

"

2345%&67801

!"

#

9:;&

!

<=>?;@A

BCD;@645%&EF01

!"

$

%&GHIJKLM01

!"

%

%&NO+PQCR6SL01

!"

&

TUVWX6YZ45%&GHM[01

!"

'

\]C^_`645%&01

(

)

*

+

,

-+

-*

-)

-(

-.,

-.+

-./ -., -/ / .,

图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热点的战略坐标图

１．网络舆情研究的核心领域（第一象限）

类团 Ｃ落在第一象限，说明这个类团密度较高且向心度最高，处于研究的核心区

域。它不仅内部联系较为紧密，与其他类团的联系也较为紧密。

在所有类团中，类团Ｃ的密度和向心度最高，说明突发事件、公共热点事件、群体性

事件，以及网络舆情演化这４个关键词同时出现的文献较多，且其他类团也会经常涉及

这些主题。突发事件一直是网络舆情研究的重要对象，其与公共热点事件、群体性事件

之间有时并没有明显的界限。突发的贴近民生的社会事件很容易发展为社会舆论焦

点，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响，进而演化成公共热点事件，对社会产生极大影响。因此，对上

述事件相关舆情的爆发、扩散、平息等演化过程的分析是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

议题。学者们纷纷以“食品安全”事件、暴恐袭击事件、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环境污染事

件等为研究对象，探寻这些突发事件的传播机制、演变规律、评估方法、治理方案和应对

措施等［１２－１５］。而类团Ａ、类团Ｂ、类团Ｅ和类团Ｆ等也会涉及上述内容，由此可见，类团

Ｃ不仅自身内部联系较为密切，还与多个外部类团的研究主题有紧密的联系，是一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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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性较强的类团。

２．网络舆情研究的成熟领域（第二象限）

类团Ａ、类团Ｇ和类团Ｆ落在第二象限。这３个类团内部联系较为紧密，但与其他

类团的关联程度较低，是相对独立的、较成熟的研究领域。

类团 Ａ包括舆情传播和仿真建模两个关键词。在探究网络舆情传播时，最常用的

方法和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基于不同的理论构建舆情传播模型并对其进行仿真，以揭示

舆情传播的过程、模式和规律。例如，兰月新等构建了舆情传播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并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进行模型仿真与验证［１６］。赵剑华等构建了基于信息传播模型－ＳＩＲ传染病模

型的社交网络舆情传播动力学模型并对其进行了验证［１７］。由此可见，类团Ａ所包含的

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从与外部类团的联系来看，该类团的向心度不高，虽

然该类团也会与类团Ｂ和类团Ｃ有所关联，但其程度远不如第一象限的类团与外部类

团的关系密切，是一个可以自成体系且研究较为成熟的领域。

类团Ｇ的密度仅次于类团 Ｃ，说明类团 Ｇ也具有较为紧密的内部联系。网络舆情

离不开互联网环境，因此互联网成为网络舆情研究领域一个较为常见的关键词。而网

络舆情又是一个跨学科的复杂议题，其涉及的研究主体也丰富多样，包括高校、政府、企

业等。其中，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基地，且高校师生数量庞大，是网络用户的

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受年龄和社会经验的限制，很多高校学生对网络信息的辨别力相

对不高，有时可能会受外界误导，成为不实言论和负面舆情传播的推手。很多学者探究

了高校网络舆情的主要特征、扩散途径、引导机制，以及监管控制方式等［１８－２０］，尤其强

调了对高校网络舆情进行引导的重要性［２１－２２］。由此可见，该类团虽然与其他类团的研

究主题也有所关联，但内部的联系更为紧密，研究的成熟度较高。

类团Ｆ和类团Ｇ的密度相同，均仅次于类团 Ｃ，说明政府、舆情危机、舆情治理和

应对策略这４个关键词的共现次数较多。除高校外，政府是受网络舆情影响较大的另

外一个主体。随着政务公开、政务电子化的推进，这种影响更加明显。一方面电子政

务可以使公众快捷、方便、及时、准确地了解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公告信息并表达民

意。另一方面，网络舆情事件激增，而其中以负面事件居多，这些都给政府造成了巨大

的舆论压力。在突发舆情危机时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并对其进行治理已经成为检验

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把重要的标尺［２３］。因此，学界研究的主题包括政府部门对网络舆

情危机的回应能力、治理水平、应对措施等［２４－２８］。该类团可能会与类团 Ｅ和类团 Ｃ

有所联系，但与其他类团的联系不是那么紧密，是一个内部联系紧密但相对独立的、较

为成熟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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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网络舆情研究的边缘领域（第三象限）

类团Ｅ落在第三象限。相较于其他类团，该类团的密度最低，向心度也最低，说明

其内部联系较为松散，且与其他类团的关联较少，独立性较强，为研究的边缘领域。

类团Ｅ由舆情监测和指标体系这两个关键词构成。网络舆情是在互联网中传播的

针对某一热点事件或话题的具有倾向性和一定影响力的言论，会对民众的心理和言行、

机构的声誉和发展、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网络舆情进行

监测。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探究了舆情监测模型的构建［２９］，舆情监测指标体系的构

建［３０］，舆情监测预警［３１］，舆情监测的理论、方法、实践［３２］、效果评估［３３］等问题。由此可

见，舆情监测与指标体系这两个关键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然而，网络舆情研究领

域的指标体系构建不仅局限于网络舆情监测指标体系，还包括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

系［３４－３５］、网络舆情评价指标体系［３６］等，因此，类团Ｅ的内部联系较为松散。在与外部类

团的联系上，该类团可能会涉及舆情危机及治理方面的研究，因此仅与类团Ｆ存在一定

程度的关联，与其他类团的关联较少，在所有类团中向心度最低。

４．网络舆情研究的未来趋势（第四象限）

类团Ｂ和类团Ｄ落在第四象限，说明它们自身的密度较低但向心度较高。这就意

味着：这两个类团与其他类团的联系较为密切，为网络舆情研究的核心地带，但类团内

部的关系比较松散，研究的成熟度不高。

随着网络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以及信息传播媒介的更新换代，如何从海量的网络信

息中挖掘出舆情传播及演化的模式、特点和规律，并基于此构建监测、预警和应对机

制［３７－３８］，逐渐成为网络舆情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而微博是舆情产生、爆发、传播、演化

的主要媒介，因此在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出现频率较高。由此可见，类团Ｂ与类团Ａ、类

团Ｃ、类团Ｄ等很多外部类团均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与其他类团相比，类团 Ｄ较为特殊，只包括一个关键词，因此该类团内部联系的紧

密程度可以不做考量。值得注意的是，该类团的向心度较高，仅次于第一象限的类团Ｃ，

说明该类团的唯一一个关键词———新媒体，与其他外部类团关键词的关系较为紧密。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的主要特点为去专业化、去权威性，每个人都兼发信人与收信

人于一身，实现多源头发信、收信。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舆情的传播途径、范式、规律、特

点等均与传统媒体环境中的舆情传播有所不同，且新媒体中产生的数据通常都是大数

据。基于此，很多学者都对新媒体环境中的网络舆情的特点和治理［３９］，突发事件和热点

话题的舆情扩散途径、演化模型、传播规律进行了研究［４０－４２］，因此该类团也会涉及微

博、突发事件、公共热点事件、群体性事件、仿真建模、传播模式等主题，尤其与类团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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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Ｃ存在较为密切的关联。由此可见，类团Ｄ虽然仅有一个关键词，但其与多个外部类

团的关键词共现频率较高，具有较为明显的交叉性，是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未来趋势。

三、研究发现与展望

我国网络舆情研究已经涌现出一批极具价值的学术成果，而近五年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舆情传播的仿真建模”“基于大数据的微博网络舆情传播模式”“突发事件、公共

热点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舆情监测及指标

体系的构建”“政府舆情危机治理及应对策略”和“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等领域。

通过对各类团的内容以及各类团之间关系的剖析，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我国网络舆

情研究仍存在如下有待改进之处：（１）对网络舆情传播和演化的研究较多，主要聚焦于

对网络舆情传播和演化的路径、模型、规律、特性等的探寻。例如类团 Ａ、类团 Ｂ、类团

Ｃ、类团Ｄ均涉及对网络舆情传播和演化的分析与探究。与之相比，对公众特性和主体

情绪的研究仍较少。网络舆情的爆发和扩散，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传播过程

固然重要，但不同类型的公众在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及他们为何扮演

这一角色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２）进一步规范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提升网络舆

情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由上述分析可知，类团 Ｄ的向心度较高，是未来的研究趋

势。新媒体的内容呈现出非规范性和碎片化的特点，如果没有经过严谨的数据清洗，没

有采用科学的算法，很容易影响分词的准确度，这就可能降低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因

此，在面对新兴的研究环境时，有必要选取适当的研究方法，规范研究的流程。（３）微博

是目前网络舆情研究最主要的数据来源，对微信等的舆情研究较少。（４）对传统互联网

环境中网络舆情的研究较为丰富，对移动互联网环境中的舆情研究还不够成熟。（５）虽

然很多学者都为不同的主体构建了众多网络舆情的监测指标体系、引导机制、预测模

型，提出了治理和应对的策略，但只有少数研究验证了这些机制、体系、模型和策略的实

际效用。

基于此，在今后的网络舆情研究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１）契合研究目标选取合适

的研究方法，尤其在大数据环境下，应将新兴的大数据处理技术与传统的数据处理技术

相融合，以科学严谨的方法，处理与分析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网络舆情数据和信息。

（２）随着移动网络和移动终端的发展，应加强对移动网络舆情的研究，如探究网络舆情

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中的传播途径、模式和规律，并对网络舆情在传统互联网环境和移动

互联网环境中的传播特征进行比较分析。（３）不仅要继续重视微博网络舆情研究，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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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关注对微博之外的新媒体平台中网络舆情数据的采集和分析。此外还应重视对非文

本形式的网络舆情信息与数据的处理和分析。（４）基于战略坐标图，结合网络舆情研究

领域的现状，可以推测“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研究”“基于大数据的微博网络舆情传

播模式研究”“移动互联网环境中网络舆情传播与演化研究”“传统互联网环境和移动互

联网环境中网络舆情演化的异同”“个体情绪认知对网络舆情传播及演化的影响”等是

值得学者关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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