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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当前网络舆情线上线下互动传播特性,深层挖掘舆情内容、指向和强度,提出了多层多属性舆情传播网

络模型. 以杭州公交纵火案为例进行仿真研究,并基于信息属性进行了未管控情境和嵌入情境仿真,基于心理属性

进行了现实、极端、中立、理想社会情境仿真. 结果表明,基于心理属性可以对舆情进行大范围的面干预,但对突发

舆情事件不适用,培养民众理性思考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长期工作;基于信息属性可以对舆情进行有针对性的点干

预,及时辟谣和恰当议程设置可有效减少负面观点,引导舆情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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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online and offline interaction propagation of current network public opinion, deeply
mining the content, direction and strength of public opinions, a multi-layer and multi-attribute model of public
opinion propagation network is presented. Taking Hangzhou bus arson as an example, non-intervened and
embedded situation are simulated based on information attributes, and the realistic society, extreme antisocial
situation, neutral society, ideal society situation are simulated based on psychological attribut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ublic opinions can be widely intervened based on psychological attributes, which do not apply
to emergent public opinion events, and it is an essential and a long-term task to cultivate people’s rational
thinking. Further, public opinions can be target intervened based on information attributes, and dispelling
rumors in time and appropriate agenda-setting can reduce the negative opinions effectively, which can guid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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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 言言言

舆情是公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对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

和.近年来,我国进入了突发舆情事件大爆发时期,给社会治理和政府公信力带来严峻挑战,也使舆情研究

成为热点.

舆情系统是开放的、远离平衡态的复杂系统[1],因此计算机建模仿真成为了量化研究舆情的有效方法.

舆情的基本内核是民众态度[2],民众态度可以通过其观点来体现. 舆情事件的发生与个体接收到的信息和一

定时期的群体社会心理有着密切关系[3]. 因此,信息、心理、观点是舆情系统的重要属性. 舆情建模仿真的学

科视角集中在物理学、数学、系统学和计算机科学等,最初的舆情传播模型是传染病和谣言传播模型[4];动

力学是舆论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向,主要用来研究社会网络中个体间观点的相互作用过程,常用的有 Sznajd

模型[5]、Deffuant模型[6]、Krause-Hegselmann模型[7]和 Galam模型[8]等,这些模型主要是完善个体交互规则;

元胞自动机模型[9]将个体间的交互由平面扩展到一定限度的空间;复杂网络的兴起,尤其是小世界网络模

型[10]和 BA无标度网络模型[11]的广泛应用,开始研究交互网络的拓扑结构对舆情传播的影响,并将观点动

力学模型和复杂网络模型相结合[12,13];随着社会网络的不断发展,逐渐应用到舆情传播过程中,基于社会网

络分析的舆情研究[14]大量出现,刘怡君等[15]建立了集舆论主体、信息、观点和心理为一体的舆论超网络模

型,挖掘出更多舆情信息和更为复杂舆情关系.

随着互联网和虚拟社区的发展,传统人际关系网络出现了“线上”和“线下”的叠加,因此,舆情传播也呈

现出线上线下互动的新现象.然而,上述舆论传播模型大多是基于线上社交关系或者线下实际社会关系的

单一网络,尚未将线上和线下网络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也就忽略了线上和线下网络相互作用对舆情传播的

影响. “线上线下”最初应用于电商时代的商业模式研究, 2012年来,有学者开始研究基于虚拟社会的线上线

下社交影响,周军杰等[16]发现频繁的线上互动会引起社区会员的群体分化,频繁的线下互动会进一步促进

社区内部的分化,杜蓉等[17]验证了线下活动与线上关系的相互影响,并指出其研究成果对于广告投放、活动

组织和好友推荐等应用有重要现实意义.学者们发现单一的网络结构已无法反映真实的舆情传播过程, Liu

等[18]提出了基于线上虚拟网络和线下实际网络的观点传播二元网络模型,于凯等[19]提出了基于线上线下

网络的舆情传播模型,朱恒民等[20]提出了基于耦合网络的线上线下互动舆情传播模型,验证了线上线下互

动扩大了话题传播的速度和广度.

然而已有关于线上线下舆情传播的研究,皆停留在模型构建和模型验证阶段,尚未提出可操作的线上线

下网络模型用于真实舆情事件的仿真,以验证模型适用性;舆情不等同于观点、意见的传播,不仅包含状态

的变化,还包含态度、情绪等的内容,已有研究也没有考虑更多舆情信息;模型的建立和仿真研究都是为舆

情引导干预做准备,已有研究未提出合理的干预引导策略.

基于以上,本文提出了一个线上线下同步互动,包含信息、心理与观点属性的多层多属性舆情传播网络

模型,以杭州公交纵火案为例进行了仿真分析,并提出了基于信息和心理属性的干预策略.

2 多多多层层层多多多属属属性性性舆舆舆情情情传传传播播播网网网络络络模模模型型型

本文提出的多层多属性舆情传播网络模型,如图 1所示. 以下将从多层网络构建、多属性设置和舆情传

播过程三方面展开论述.

2.1 多多多层层层网网网络络络构构构建建建

多层网络由以现实生活日常交际网络为代表的线下网络层(offline network layer,简称 Goff)和以互联网

虚拟社交关系网络为代表的线上网络层(online network layer,简称 Gon)构成,其中线上和线下层具有同步

耦合扩散的关系.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 2014年 7月发布的《第 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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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率为 46.14%. 因此 Goff 中只有约 46.14%的自然人在 Gon中存在对应的虚拟人

节点,如图 1所示,相同的节点编号表示同时存在于 Goff 和 Gon中的节点对,这些节点对存在严格的同步

关系.具体构建过程如下.

图 1 多层多属性舆情传播网络模型示意图

Fig. 1 A schematic diagram of multi-layer and multi-attribute model of public opinion propagation network

2.1.1 线下网络构建

Goff 用于仿真线下日常交际网络,节点为自然人,表示一个人在线下社交网络中的位置,连边表示该节

点的线下社会关系,构造的线下网络 Goff = (Aoff , Eoff
a→a),其中 Aoff = {aoff

1 , aoff
2 , . . . , aoff

n }是 Goff 中点的

集合, Eoff
a→a = {(aoff

p , aoff
q )}, p, q = 1, 2, . . . , n,是 Goff 中边的集合.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好友数量不会相差很大,大部分人的线下网络好友数都集中在均值附近呈钟形的

泊松分布规律.偏离这个均值的概率呈指数性下降,远大于或远小于均值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21]. 泊松分布

可以看作是二项分布的极限分布,基于独立伯努利试验的 ER随机网络[22] 能够合理且便利地仿真线下网

络,为进一步提高仿真效率,采用由 Batagelj等[23]提出的一种 ER随机网络快速生成算法生成 Goff .

在网络规模为 n,连边概率为 p的 ER随机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以一定的概率 p进行连接,且相互之

间是独立的,所以节点 i的度 di 服从二项分布 B(n − 1, p),即连接度等于正整数 k 的概率 Pr(di = k) =

Ck
n−1p

k(1− p)n−k−1. 且当 n > 20, p < 0.05时, Ck
n−1p

k(1− p)n−k−1 ≈ λke−λ

k!
,则可用 λ = (n− 1)p的泊

松分布 P (λ)来近似二项分布 B(n − 1, p). 在规模较大 Goff 中,任意两个人成为好友的概率远小于 0.05.

因此,可以用 λ = (n− 1)p的泊松分布 P (λ)来近似表示 Goff 的度分布.

研究表明,人们可以拥有 1 500名社交网站“好友”,但大约只能与其中 150人维持与现实生活中类似,

而能够进行日常跟踪交往的仅为 20人[24]. 因此,本文认为 Goff 的平均度 doff = 20,在实际仿真中,对于已

知的网络规模Noff 的网络,可以通过调节连边概率 p将泊松分布的期望值 λ调节至 20左右.

2.1.2 线上网络构建

Gon用于仿真线上虚拟社交关系网络,节点为虚拟人,表示自然人在虚拟网络社会中的位置,连边表示

该节点的线上社会关系,构造的线上网络 Gon = (Aon, Eon
a→a),其中 Aon = {aon

1 , aon
2 , . . . , aon

n }是 Gon中点

的集合, Eon
a→a = {(aon

p , aon
q )}, p, q = 1, 2, . . . , n,是 Gon中边的集合.

互联网虚拟社交网络具备无标度、小世界与扁平化等结构特征[10,11]. BA网络的平均路径较小,具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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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特性,度分布服从幂律分布,具有无标度特性,可以近似体现上述特征[11]. 综上,采用 BA网络生长模型

生成 Gon.

BA网络生长模型通过“增长特性”和“优先连接特性”两种简单机制解释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复杂网络

的无标度特性. 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1 构造一个具有m0个节点的初始网络;

步骤 2 引入一个新节点并且连接到m(m 6 m0)个已经存在的节点上,新节点与某个已有节点 i的连

接概率 p等于节点 i的度 ki占网络中总度的比重 p =
ki

N∑
j=1

kj

;

步骤 3 重复步骤 2,直至网络规模达到预期值 Non.

BA 网络中的节点平均度 don 由新加入节点所需连接原节点的边数决定, 由于每条连边将使原网络

中的度增加2, 所以 don = 2m. 研究表明, Facebook 的平均好友数在 120 左右[25,26], 因此, 本文认为 Gon

的 don = 120.

2.2 多多多属属属性性性设设设置置置

如图 1所示,多属性包括信息、心理和观点属性,三者之间具有内在关联. 信息与心理是观点生成的动

因,观点的社会集聚效应体现着舆情态势,继而催生新信息的出现.

信息属性 信息即舆情系统中存在的各种媒体报道的信息和人际之间传播的信息, 表示为 M =

{(mi, α
tj
mi
)}, i, j = 1, 2 . . . , n,其中 mi 表示舆情系统中存在的信息, αtj

mi
表示信息 mi 在时刻 tj 的影响范

围,即在时刻 tj 舆情主体接收到信息mi 的概率.信息是观点产生的基础,其动态传播过程极大地影响了观

点的生成,是舆情仿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参数.

心理属性 心理即舆情主体具有的心理类型, 本文认为主体具有的心里是比较稳定的. 表示为 P =

{(pi, βtj
pi
)}, i, j = 1, 2 . . . , n,其中 pi表示社会心理类型,体现了舆情主体对信息的接受程度和传播意愿, βtj

pi

表示心理 pi在时刻 tj的社会分布,即人群分布比例,从整体上反映了社会群体的心理状态,可以通过相同心

理的不同社会分布来表示不同的社会类型. 心理是观点产生的内在动因,具有不同心理的人在接收到相同

信息时也会产生不同观点,反映了心理对观点产生的内在决定性作用.

观点属性 观点是舆情主体在信息外驱动力和心理内驱动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15], 表示为 K =

{ki = (mp, pq)}, i, p, q = 1, 2, . . . , n,其中 ki 是系统中存在的各种观点, ki = (mp, pq)表示在信息mp 和心

理 pq 的作用下产生观点 ki,本文通过观点生成矩阵来体现观点的这一动力学过程. 舆情主体持有的观点即

主体对舆情事件的态度看法,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舆情态势和走向,是进行舆情引导干预的指示灯.

2.3 基基基于于于多多多层层层多多多属属属性性性网网网络络络的的的舆舆舆情情情传传传播播播过过过程程程

舆情传播的起点是初始知情者,他们可能存在于线下网络中,也可能存在于线上网络中,在上述生成的

多层多属性网络中,线下初始知情者通过线下社会关系向其家人、朋友及同事等进行线下传播,线上初始知

情者通过其线上社会关系向其微信、微博和 QQ等好友进行传线上播,线上传播与线下传播是同步耦合的,

即一个舆情主体在线下得知此事件,若其存在于线上网络,则认为其在线上也得知此事件,反之亦然. 这些

得知事件的二级传播者再通过其社会关系进行传播,依此进行多级传播.同时,在传播过程中,舆情主体根

据接收到的信息和具有的心理类型产生不同的观点,此过程遵循观点生成矩阵. 最后,通过统计持有各观点

的人群比例,可以大致把握舆情态势,还可以有针对性地对舆情进行引导干预. 基于多层多属性网络模型,

具体仿真流程如下：

步骤 1 构建多层多属性网络,包括生成线下 ER随机和线上 BA无标度多层同步网络,设置节点信息和

观点多属性,制定观点生成矩阵;

步骤 2 交互,包括线上交互和线下交互,同时线上和线下交互遵循一定的概率进行. 线下交互过程为,

在线下网络中随机选取一个节点,获取节点信息和观点属性,随机选取该节点的一个邻居节点作为交互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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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交互节点接受该节点获取的信息,依据节点所具有的心理,生成观点;线上交互过程为,在线上络中随机

选取一个节点,获取节点信息和观点属性,随机选取该节点的一个邻居节点作为交互节点,交互节点接受该

节点获取的信息,依据节点所具有的心理,生成观点;

步骤 3 同步,线上和线下是同步耦合关系,即同一个节点在线上和线下网络,其属性具有映射关系,即

接收相同的信息,持有相同的观点;

步骤 4 仿真结束判定,若满足仿真结束判定,则进行下一步,若不满足,则返回交互步,继续仿真过程,

直至满足仿真结束判定;

步骤 5 输出仿真结果,仿真结束.

3 案案案例例例仿仿仿真真真

近年来,报复社会类事件频发,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反映和严重恐慌情绪.公交纵火事件作为其

中最难控的,具有传播快、争议小和媒体先行等舆情传播特征. 自 2009年成都发生第一起特大公交纵火案

至今,时有发生. 本节选择最近发生在较大省会城市且具有效仿性质的杭州公交纵火案进行舆情传播的仿

真研究,以期为有效地引导和干预公交纵火舆情提供良好的策略.

杭州公交纵火案发生于 2014年 7月 5日 17时左右,舆情大概持续了 5 d左右,于 7月 9日逐渐平息.通

过对事件进行全面的梳理与分析,得到 9条主要信息, 8种社会心理类型和 13个主流观点(见表 1).

表 1 杭州公交纵火案的信息、心理及观点

Table 1 Information, psychologies and opinions of Hangzhou bus arson

信息及编号 心理及编号 观点及编号

杭州发生疑似人为公交事件m1 暴力狂躁症 p1 认为国民安全教育缺失 k1

锁定犯罪嫌疑人,曝光其身份m2 社会焦虑症 p2 扬言效仿此类报复行为 k2

官方通报:与恐怖主义无关m3 习惯性怀疑 p3 声讨国民劣根性 k3

微博辟谣:纵火者非邪教成员m4 主流疲劳 p4 呼吁关注弱势群体 k4

监控视频曝光纵火细节m5 看客心态 p5 亟待加强公共交通安保 k5

警方披露犯罪先以热作案动机m6 恻隐之心 p6 视为“恐怖袭击”事件 k6

召开表彰大会,致敬救人英雄m7 义愤填膺 p7 引发国民恐慌心理 k7

媒体报道纵火者生活轨迹m8 客观思考 p8 漠不关心(打酱油) k8
多方集中发布逃生指南m9 强烈谴责犯罪行为 k9

质问社会体制 k10

同情纵火者遭遇 k11

认定邪教分子所为 k12

致敬救人英雄 k13

通过上述多层网络构建方法,构建Noff = 10 000的线下网络, ER随机网络的连接概率 p = 0.433%,所

得 Goff 的度分布如图 2所示. 按 CNNIC最新统计的全国网民率构造 Non = 4 614的线上网络, BA网络生

长模型的每个节点的新增连边数为 60,所得 Gon的度分布如图 3所示. 两种仿真结果都在 95%置信度下

接受原假设,通过假设检验,比较合理.

3.1 基基基于于于多多多层层层多多多属属属性性性网网网络络络的的的杭杭杭州州州公公公交交交纵纵纵火火火案案案舆舆舆情情情传传传播播播仿仿仿真真真

根据梳理出的各信息出现时间和覆盖范围等实际情况,设置信息影响范围,观点生成如表 2所示. 2014

年 7月 5日,事件发生第一天以信息, m3 为主,且 m3 的影响范围远小于以及发生时间滞后于 m1,持续递

减至第二天. 7月 6日,以信息m2, m4 , m5 为主, 7月 7日,以信息m5, m6, m7 为主, 7月 8日,以信息m6,

m7, m8为主, 7月 9日,以信息m8, m9为主.

目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 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的急剧变化, 导致社会心理失

衡、群体极化等现象.社会上充斥着各种极端心理,以及普遍的漠不关心情绪,使得社会病态成为中国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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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过程中的突出问题1.结合公交纵火案实际情况,设置现实社会中各类型心理的社会分布,除义愤填膺

稍高外,各类型心理分布较平均.

图 2 线下网络的度分布

Fig. 2 Degree distribution of offline network
图 3 线上网络的度分布

Fig. 3 Degree distribution of online network

表 2 杭州公交纵火案的观点生成表

Table 2 Opinions generation of Hangzhou bus arson

信息

心理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m1 k6, k7, k12 k7, k9 k6, k12 — k8 — k6, k9, k12 k9, k13
m2 k7, k12 k5, k7, k9 k12 — k8 — k9, k12 k5, k9
m3 k2, k7 k4, k5, k7, k11 k3, k4, k10, k12 — k8 — k1, k5, k9 —
m4 k2, k7 k7 k3, k4, k6, k10 — k8 — k1, k5, k9 —
m5 k7 k1, k7, k9 — k3 k8 — k9 k5, k9
m6 k2, k7 k7, k9, k10 k10 k10 k8 — k9 k5, k9
m7 k7 k7, k9 — — k8 — k9, k13 k5, k9, k13
m8 k7 k7, k9 — — k8 k4, k11 k9, k13 k5, k9, k13
m9 — k5 — — — — — k5, k13

将上述参数放入仿真程序中进行仿真,得到持有各种观点的人群分布(图 4).

图 4 各种观点持有人数的分布

Fig. 4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agents holding the same opinions

1http://www.cssn.cn/xk/xk lwtj/201409/t20140916 13292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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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后,官方在第一天和第二天便对谣言信息进行辟谣,谣言(认定“邪教分子”所为和视为“恐怖袭

击”)逐渐减少;第三天,随着监控视频曝光纵火者作案细节,强烈谴责犯罪行为的观点达到最高,同时,在媒

体大力报道纵火者“悲惨”生活境遇后,过度悲悯之心“同情纵火者遭遇”的人群增加;第四天,表彰救人英雄

大会召开后致敬救人英雄观点最高.

3.2 模模模型型型有有有效效效性性性验验验证证证

本文认为通过真实微博数据对真实仿真情境进行反演分析,可以验证模型有效性,则逻辑上认为不同策

略情境是有效的.

通过社会舆情信息挖掘平台,设置关键词“杭州、公交、纵火”,采集微博信息;通过北京大学 PKUVIS微

博可视分析工具,采取关键词为“杭州公交纵火”,话题“杭州公交起火”和“杭州公交突燃”的微博信息,同时

抓取转发评论量较大的三条微博的转发评论数据,得到杭州公交纵火的数据集. 数据处理过程为, 1)清洗数

据,选取时间范围为 2014–07–05∼2014–07–09,删除重复项,共得到 5 078条微博信息.文本对清洗得到的数

据进行文本分析,将其分类为上述 13种观点. 对所得结果逐日逐类进行统计,所得结果如图 5所示.

将图 4和图 5对比可得,真实微博数据分析所得的不同观点每日分布趋势与仿真所得的结果高度一致,

因此,可认为多层多属性舆情传播仿真模型是有效的.

图 5 真实观点统计分布

Fig. 5 Distribution of real statistical opinions

4 基基基于于于属属属性性性的的的仿仿仿真真真情情情境境境分分分析析析

以微博、微信为主的自媒体时代,增加了舆情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舆情治理的难度.以下

将基于舆论主体的属性,从信息和心理两个方面对舆情进行干预. 基于信息属性的仿真情境,人群心理分布

遵循现实社会心理分布(图 6). 基于心理属性的情境仿真,信息覆盖范围和观点生成矩阵遵循上述真实情景

参数.



第 6期 黄 远等: 多层多属性舆情传播网络的仿真研究 851

4.1 基基基于于于信信信息息息属属属性性性的的的两两两种种种情情情境境境

在杭州公交纵火案中,假设政府不作为,未对舆情事件进行管控,即未发布辟谣信息,通报与恐怖主义

无关;辟谣非邪教成员. 则信息:通报与恐怖主义无关,辟谣非邪教成员的影响范围为 0,进而观点: 恐怖袭

击,邪教分子会一直存在于观点矩阵中. 未管控情境下的观点生成如表 3所示. 未管控情境下,视为“恐怖袭

击”事件和认定邪教分子所为两个观点一直存在,国民恐慌情绪未降反升(表 5),则突发事件舆情形成后,政

府若不加引导,放任自流,将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甚至导致社会负面情绪大爆发.

表 3 未管控情境下的观点生成表

Table 3 Opinions generation in the not intervened situation

信息

心理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m1 k6, k7, k12 k7, k9 k6, k12 — k8 — k6, k9, k12 k9, k13

m2 k6, k7, k12 k5, k7, k9 k6, k12 — k8 — k6, k9, k12 k5, k9

m5 k7 k1, k7, k9 — k3 k8 — k9 k5, k9

m6 k2, k6, k7 k7, k9, k10 k6, k10, k12 k10 k8 — k9 k5, k9

m7 k7 k7, k9 k6, k12 — k8 — k9, k13 k5, k9, k13

m8 k7 k7, k9 k6, k12 — k8 k4, k11 k9, k13 k5, k9, k13

m9 — k5 k6, k12 — — — — k5, k13

在杭州公交纵火案中,政府、媒体已经及时发布官方辟谣信息,谣言(认定“邪教分子”所为和视为“恐怖

袭击”)得到迅速控制,若政府或媒体能更积极的应对,即嵌入策略,如加强各地公交安检、公交车逃生工具检

查、公交车换易逃生玻璃等安保措施,并于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开始发布加强安检,提高公车安全装置的相

关信息.嵌入情境下的观点生成如表 4所示. 嵌入情境下,强烈谴责犯罪行为的观点比例增加,引发国民恐

慌心理的观点大幅度下降(表 5),则嵌入情境可有效纾解国民恐慌心理,转而将矛头指向谴责犯罪行为本身.

表 4 嵌入情境下的观点生成表

Table 4 Opinions generation in the embedded situation

心理

信息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m1 k6, k7, k12 k7, k9 k6, k12 — k8 — k6, k9, k12 k9, k13

m2 k7, k12 k5, k7, k9 k12 — k8 — k9, k12 k5, k9

m3 k2, k7 k4, k5, k7, k11 k3, k4, k10, k12 — k8 — k1, k5, k9 —
m4 k2, k7 k7 k3, k4, k6, k10 — k8 — k1, k5, k9 —
m5 k7 k1, k7, k9 — k3 k8 — k9 k5, k9

m6 k2, k7 k7, k9, k10 k10 k10 k8 — k9 k5, k9

m7 k7 k7, k9 — — k8 — k9, k13 k5, k9, k13

m8 k7 k7, k9 — — k8 k4, k11 k9, k13 k5, k9, k13

m9 — k5 — — — — — k5, k13

m10 k2 k5, k9 k3, k4, k10 k10 k8 k4, k11 k9 k5

4.2 基基基于于于心心心理理理属属属性性性的的的四四四种种种情情情境境境

社会心理分布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状态. 当社会中暴力狂躁症、社会焦虑症、习惯性怀疑及主流疲劳这些

负面心理比例远超半数时,而客观思考比例极小时,整个社会转化为极端社会. 当看客心态和恻隐之心这些

中立心理比例超过半数时,整个社会转化为中立社会. 当客观思考这种正面心理比例超过半数时,而暴力狂

躁症、社会焦虑症、习惯性怀疑及主流疲劳这些负面心理比例很小时,整个社会转化为理想社会.

根据上述社会特征,设置四种社会类型的心理分布, 8种类型心理,在现实社会约呈平均分布,在极端社

会约呈左偏分布,在理想社会约呈右偏分布,在中立社会约呈正态分布(图 6),并对现实社会、极端社会、中

立社会和理想社会进行仿真. 仿真结果表明,现实社会中以谴责犯罪行为和致敬救人英雄的正能量为主,但

仍存在一些恐慌心理人群和冷漠人群;极端社会中主要为恐慌心理人群和片面谴责社会体制的人群,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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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无悲剧不制度”的极端社会;中立社会中主要是对任何事件持“不关心、不敏感及打酱油”态度的人群

为主.理想社会中主要有三大观点,均实事求是从客观出发,分别是谴责犯罪行为、期待加强安保和致敬救

人英雄(表 5).

图 6 四种社会类型的心理分布

Fig. 6 Distribution of four types of social psychology

4.3 对对对比比比分分分析析析

将上述仿真情境结果,即主要观点在人群中的比例进行对比,如表 5所示(其中 ↑表示增加, ↓表示减少,

—表示基本不变).从表中可得,未管控情境下,正面观点减少,负面观点增加,尤其是视为“恐怖袭击”事件和

认定邪教分子所为观点均增加了 7%;嵌入情境下,正面观点增加、负面观点减少,且是其中个别观点变化

显著,如引发国民恐慌心理观点下降了约 15%;极端反社会下,正面观点减少,负面观点增加;中立社会下,

中立观点大幅度增加,正面观点相对减少;理想社会下,正面观点增加,负面观点减少. 在基于心理属性的情

境下,多个观点变化显著并且趋势相同.

表 5 不同情境下主要观点比例对比
Table 5 The contrast of main opinions proportion in different scenarios

主要观点 现实情况 基于信息属性 基于心理属性

案发第5天 现实社会心理分布 未管控情境 嵌入情境 极端反社会 中立社会 理想社会

正面

强烈谴责犯罪行为 25% ↓ 2% ↑ 9% ↓ 14% ↓ 10% ↑ 5%

致敬救人英雄 15% ↓ 3% ↓ 2% ↓ 11% ↓ 9% ↑ 6%

亟待加强公共交通安保 9% ↓ 1% ↑ 1% ↓ 5% ↓ 3% ↑ 15%

负面

引发国民恐慌心理 19% ↑ 1% ↓ 15% ↑ 13% ↓ 13% ↓ 15%

质问社会体制 7% ↑ 4% ↑ 4% ↑ 14% — ↓ 4%

视为“恐怖袭击”事件 0% ↑ 7% — — — —
认定邪教分子所为 0% ↑ 7% — — — —

中立 漠不关心(打酱油) 15% ↓ 1% ↑ 2% ↑ 2% ↑ 25% ↑ 5%

5 结结结束束束语语语

本文提出的多层多属性舆情传播网络模型比较符合社会现实,与舆情事件贴合度高,能挖掘更深层次舆

情信息,因此可以较好地对舆情事件的传播进行仿真. 通过仿真情境结果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可得,舆情

治理宜疏不宜堵,及时应对,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可以有效减少负面观点;基于信息属性可以对舆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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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的点干预,该干预策略具有可操作性;而基于心理属性可以对舆情进行大范围的面干预,但是调整

社会人群心理分布是一项长久工作,针对当前突发舆情事件不具有实操性,但消除极端心理,培养民众理性

思考,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

大数据驱动下,基于可获得信息与数据,采用多层多属性舆情传播网络模型可以推演舆情态势,可以在

舆情传播过程中,采取恰当干预引导策略,极大缩短舆情发酵蔓延期和降低负面社会影响,达到科学化决策.

该模型具有可扩展性,未来可以通过进一步制定交互机制来完善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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