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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封印”：社交网络内容

封闭性传导
—基于格兰杰因果分析

□徐　翔　龙　婧

[同济大学　上海　200092]

[摘　要]    【目的/意义】 社交网络内容趋于封闭性和同质化的问题已得到部分研究的证实，但关

于内容封闭性是否以及如何被传导的问题，现有分析还不够充分。基于微博平台的样本，对全局内容

封闭性的引发和设置问题进行了检验和探究。 【设计/方法】 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发现社交网络中

头部内容封闭性是全局内容封闭性的格兰杰原因，而反之不成立，即头部内容的封闭可以引发全局内

容的封闭。其中的作用机制可能和内容的热度有关：内容热度越高，其引发全局各类内容比例发生变

化的能力越强，从而触发全局封闭性的可能越大。 【结论/发现】 社交网络的全局内容受外力引导时

可能趋于封闭的现象，这是对社交网络内容封闭性问题的深入。在现实层面，对于规避和调控由部分

热门内容导致的社交网络封闭性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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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l” of Platform: Conduction of Content Closure in Social Network
—Based on Granger Causality Test

XU Xiang   LONG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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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tendency  of  social  network  content  to  be  homogeneous  has  been
partially confirmed by some studies, but the analysis is inadequate about whether and how the closure of content i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sample of Weibo platform,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ssue about how to trigger and set the
overall closure of content. [Design/Methodology] Through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social
network,  the  closure  of  top  content  can  cause  and  trigger  the  closure  of  overall  content,  but  not  vice  versa.  The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the popularity of content: the higher the popularity of content, the stronger its ability
to  cause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content,  and  thus  the  greater  the  possibility  to  trigger  the
overall  closure.  [Conclusions/Findings]  The  findings  reveal  the  phenomenon  that  overall  content  may  tend  to  be
closed under the control of external force, which is a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problem of content closure in social
network. At a practical level, this paper has reference value for avoiding and regulating the closed social network
caused by some popular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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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内容封闭性指的是社交网络中内容多

样性减少、同质性增加的现象和态势，使得社交网

络整体被束缚于信息的“茧房”和“封印”之中。

此种意义上的茧房不是个体的茧房，而是平台整体

性的茧房。和内容封闭性相关的部分争议或分歧是

本文的主要缘起，具体分为以下几方面。

1. 社交网络内容是否存在封闭性尚存争议。在

社交网络的媒体环境中，生产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几

乎是无限的，大量观点认为社交平台上内容的多样

性显著增加 [ 1 ~ 2 ]。但这种多样性可能只是一种表

象，相反的观点表明社交平台的整体内容多样性在

减少，来自不同媒介渠道的信息之间彼此相似[3]。

诸如此类的论辩始终存在，网络整体信息环境是趋

于开放还是封闭的问题仍需进一步探究。

2. 社交网络全局内容的封闭性是否可能受到引

导乃至人为操控，是值得重视甚至警醒的。有研究

表明受资本或政治力量的影响，媒体内容往往是同

质化的[4]，但全局内容的封闭性是否来自于外部力

量的控制，以及作用的来源和程度如何，相关研究

仍不充分。基于此提出思考：社交网络全局内容封

闭性是否可以被人为介入和调控？这个问题具有可

继续深究的价值。

3. 头部内容封闭性是否引发以及如何引发全局

内容的封闭性，目前缺乏充分的研究进行专门探

讨。在议程的设置作用下，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

重要问题的认识会和热门议题存在高度对应性，除

此之外，议程也对受众的观点多样性具有直接影

响，媒体框架和受众框架之间高度共鸣[5]。除了上

述影响之外，议程或头部内容是否可以对全局内容

起到封闭性的设置效果，这个问题是对议程设置效

应的进一步延伸。

4. 内容之间封闭性传导的方向还缺乏精确的实

证分析。随着公众在网络空间的话语权不断扩张，

不同媒介主体之间已不再是线性的单向影响关系，

反向议程设置等效应说明媒体和公众之间的作用路

径存在多种可能。因此，内容封闭性的传导方向需

要更为精准的判断和检验。

本文探究的内容封闭性是社交平台整体多样性

的减少和信息空间全局层面的窄化，有别于以往基

于用户个体或子群的狭小视角；同时，全局内容是

否能被操控而趋于封闭，关系到社会公众意识的控

制和引导问题，这一现象可能深植于社交网络信息

传播的过程但未被充分意识到，因此具有专门和深

入研究的必要。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从社交平台内容多样性减少、舆论同质化到

“社会回音室”，关于社交网络全局内容封闭性的

问题已得到不少研究的论证，但这种封闭性是否可

能被传导和调控的问题，还没有研究进行专门的分

析。围绕内容封闭性的传导问题，检索文献后发现

关于议程设置、新闻同质化、框架效果和信息级联

等的研究，可以为本研究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一）议程对全局内容封闭性的设置作用

如果在不同媒介中，最重要议题的高低顺序之

间存在着对应性，那么有理由认为不同媒介的头部

议题往往是相近的，在议程设置的作用下，则公众

议程也可能趋同。Zhu的研究表明，议程之间是零

和的竞争关系，议程在有限空间中相互挤占导致信

息多样性的减少[6]。Wang等认为当涉及敏感的社会

和政治问题时，传统媒体的报道在本质上总是同质

化的。长期接触媒体的垄断信息可能会导致人们接

受媒体观点的主导地位，并且很少主动去寻找另类

的意见[4]。Zhao的研究发现，感知到的互联网多样

性直接预示着公众的发言意愿：当人们感知到媒体

一致性较高时，公众表达可能会出现沉默的螺旋[7]。

上述研究说明了头部议程加剧了公众意见和媒体观

点的趋同性，并且当头部议程的封闭性增加时，公

众议程的多样性也被迫消减。但议程如何对全局内

容起到设置封闭性的作用，现有研究还缺乏充分的

探讨。

 （二）热门新闻的同质化引发舆论的集中化

众多研究都指出了新闻生产和报道中的同质化

问题，这似乎成为当前新闻业的突出问题之一[8~10]。

在此背景下，大量相似报道在短时间内爆发可能造

成公众注意力的集中，进而影响舆论多样性。例如

邵超琦发现突发性事件可以在互联网瞬间引爆舆

论,在官方还未有所回应之前,一系列主体相似、内

容相关的事件接连爆出 ,甚至引发二次舆论 [ 1 1 ]。

McCombs发现236家媒体的受众重复率非常高，由

于新闻来源的同质化，公众对当今重大问题会产生

高度共识[12]。Gruszczynski认为媒介间议程的同质

化和“媒体风暴”有关，该效应表明在更广泛的社

会政治环境中存在一个重大的、突出的议程，并反

过来导致不同的媒介主体发布类似的内容[13]。以上

发现说明了热门新闻可以在短时间内带动大量相似

信息的产生，并引发公众的集中讨论。这个观点和

本研究分析的热门内容封闭性引发全局内容封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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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高影响力内容能够制约公众内容

有研究发现主流媒体或权威用户的内容多样性

对受众的意见表达或认知架构具有直接影响，这为

头部内容能够引导全局内容的论点提供了依据。汤

景泰等探讨了微博平台中意见领袖的跨圈层传播与

回音室效应。研究发现，微博的转发量非常集中，

0.05%的头部用户创造了80%的微博转发量，呈现

明显的幂律分布特点，并且头部用户类型与微博主

题类型的分布较为集中[14]。宋建武等探究了传统媒

体在微信公众号传播中所呈现的同质化表征，并指

出当用户面临同质化的媒体议程时，内容的生产也

必然是趋同的[15]。Huang发现媒体框架的多样性水

平可能会影响受众框架的范围和类型，更统一的媒

体内容可能对受众的观点具有更大的约束力 [ 1 6 ]。

Zhao等的研究指出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的框架一致

性水平适中，其中政府媒体构建了一个有凝聚力的

框架网络以增强对公众的话语控制[17]。

 （四）信息级联效应加强头部内容对全局内容

的影响

内容生产中对热门内容的模仿和重复可能造成

全局内容的同质化。Easley等认为，信息级联是人

们放弃自身的信息而偏好参照早期参与者的行为[18]。

在社交平台中，Park等指出Twitter上存在类似的

“羊群行为”，即一个已经引起关注的问题更容易

聚集后来者的关注度，造成公众的内容倾向于往头

部内容高度集中[19]。阳长征认为针对突发公共事

件，由于事件的突发性特征，用户一时难以获取有

关事件的确切信息，从而使得网络空间信息存在明

显不对称性，在该条件下信息的级联流动增加[20]。

信息级联或者“羊群效应”都表明公众易于跟随既

有的热门信息，不断重复生成相似的观点，这反映

了先后时序内容之间的作用关系。

 （五）热门内容可能限制和窄化公众注意力

在传播力方面，热门内容在公共领域中的曝光

度更高，更容易成为社交平台传播的主流内容，进

而影响全局内容的分布情况。Marty等通过识别新

闻主题，发现每天都有数百个话题，但媒体议程不

一定是平衡的。恰恰相反，这项研究强调了某些主

题的过度曝光与传播[21]。而社交媒体传播中的“马

太效应”，可能加剧内容曝光的机会不平等问题[22]。

在此机制下，热门内容更容易集中公众注意力，使

得公共舆论的主题分布失衡。正如Webster认为新

媒体环境有效地减少了人们在信息消费中选择的数

量，由此将注意力集中在最流行的内容上[23]。Bobicev

观察到对某些主题（如政治）的偏好，可能会造成

内容能见度的不平衡，而导致用户忽略了其他重要

的问题[24]。Behr等的研究指出，在塑造公众议程方

面，重要故事比普通故事要强大得多。流行事件通

过决定新闻报道的程度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公众舆

论[25]。由上述研究可知，公众的注意力和讨论由于

向热门内容集中，从而表现出同质化和窄化，这一

点印证了本研究关于封闭性传导的猜想。

既有文献中，关于议程设置、框架效应、信息

级联等理论分析，表明头部议程或热门内容具有约

束、设置和引导舆论的能力。由此推测，当头部内

容趋于相似时，其封闭性态势对全局内容的多样性

也会产生影响。但是，现有研究缺乏相关问题的实

证分析，对于内容封闭性是否以及如何被传导的解

释还不够深入。全局内容封闭性是否可以被精准操

控？全局内容封闭性和头部内容的封闭性是否有

关？头部内容和全局内容之间的作用方向如何？当

前关于此类问题的探讨尚不充分。再者，相关研究

大多基于特定事件或时期展开实证检验，较难体现

出问题的一般规律，而本研究将基于大规模的数据

和连续性时段，补充全局、常态化的分析视角。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核心假设：以微博平台为

例，社交网络中的头部内容封闭性可以引发与设置

全局内容封闭性。

实证部分将运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对上述问题进

行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用来测量一个时间序

列是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时间序列：在包含了变量

X、Y的过往信息的条件下，当变量X有助于解释变

量Y的将来变化，则认为变量X是引致变量Y的格兰

杰原因[26]。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判断一定时

滞内，头部内容封闭性和全局内容封闭性之间的因

果关系和作用方向。

 二、研究设计与实施过程

 （一）关键概念的界定

本研究探讨的是头部内容封闭性引发全局内容

封闭性的效应，因此需要对“头部内容”和“全局

内容”具体的界限范围，以及“封闭性”的内涵逐

一进行定义。

“封闭性”指的是内容的同质化特征，其内涵

与“多样性”“流动性”等概念相对，一方面指内

容的多样性减少，同时也反映了信息传播的集中化

状态，例如内容在主题的分布上不均衡[27]。

“头部内容”和“全局内容”与帖子的热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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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热度的高低可能关系到封闭性传导的程度。本

研究着眼于一小部分最热门的内容，因此将头部的

比例严格界定在热度的前1% 、3%或5%，对这3种
情况分别进行独立的分析。而全局内容的比例则相

应地占据热度底部的95%，“全局”虽然不同于数

学含义上的全部，但这一比例足以反映除头部以外

被影响的整体内容。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预处理

截至 2 0 2 0年，新浪微博的月活跃用户达

5.11亿，日活跃用户达2.24亿。微博已经成为目前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性社交平台，故本文选取该

平台作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八爪鱼采集器、

Python和Selenium程序进行网络数据抓取。从新浪

微博首页47个内容版块中抓取到65 650条帖子，从

这些帖子的发布者中随机抽取500个用户作为“种

子用户”，接着从每位用户的关注者中随机抽取

1名，得到下一轮的500个“种子用户”，通过滚雪

球的方式循环100轮后，得到5万个样本用户。对上

述用户抓取其历史发帖，抓取工作的实施时间为

2021年10月～2022年1月，该阶段共获取帖子3 000多
万条。因帖子发布时间的跨度较大，故只选取2017
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三年内的帖子。最终帖

子数量为7 869 861条，它们属于26 693个用户所发。

 （三）帖子的向量化转换及其聚类

对于内容相似度的计算首先需要把微博帖子的

短文本转为向量，本文采用在业界和学界有广泛成

熟应用、快速和稳定的词向量模型（Word  to
Vector，Word2vec）及其平均池化的方式进行。在

具体操作中，采用Jieba软件对样本中的帖子进行分

词，然后利用Word2vec将分词后的每一个词转换

成300维的词向量，对这些词的词向量经过平均池

化后得到该帖子、短文本的语句向量。

在此基础上，对帖子采取kmeans的方法聚类。

聚类前，对句子向量先通过normalize（tiemat,
norm='l2'）做一步L2的规范化预处理。根据聚类误

差图的肘拐点，如图1所示，聚类超过400时，再增

加聚类数量已无助于减少聚类误差，因此本研究最

终选择把所有帖子聚为400类。400类内容的分布比

例中，标准差为0.002 1，中位数为0.002 1。
 （四）对内容进行热度分层并测算封闭性程度

根据上文对概念的界定，“头部”和“全局”

代表的是内容在热度层面的范围。为了严格区分

“头部内容”和“全局内容”的大致范畴，需要对

所有抓取到的内容进行热度分层。热度的计算方式

是把帖子的点赞数、评论数这2个指标分别经由

log2(x+1)转换，然后进行Min-Max归一化处理各自

转为[0,1]区间内的值，最后对归一化之后的2个指

标求等权平均值作为该帖子热度。经过统计分析，

所有帖子热度的平均值是0.177 1，标准差是0.160 7，
中位数是0.143 0。所有帖子的热度分布情况如图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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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聚类数量对应的聚类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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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帖子热度分布直方图
 

内容的“封闭性”程度，在实证测算中表现为

内容之间的相似度。本研究运用基尼系数来分别计

算头部内容和全局内容的封闭性程度。

基尼系数为经济学里的概念，用于衡量一个国

家收入分配的不平均程度。网络的基尼系数用于衡

量节点度值分布的不均匀程度，其公式为：

G = 1− 1
N ·D

N∑
i=1

2 i∑
k=1

dk −di


N di

D =
N∑

i=1

di

其中， 为网络中节点的总数， 为节点i的

度， 为网络中所有节点度数之和。网络基

尼系数的值在0~1之间，节点度值的分布差异越

大，基尼系数越大，基尼系数超过0.4的时候就表

明网络度分布的差异性非常大[28]。在本研究中，基

尼系数的值越大，表明内容越集中在少数类，即内

容之间的相似性程度越高，封闭性程度也越高。

为了确保不同日期之间的可比性以及减少横向

比较的误差，本研究以某日最少发帖数2 334条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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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保证每天帖子的规模是一致的。其次，随机选

取了2017～2019年的1 095天作为分析的时间长度。

每天头部内容基尼系数和全局内容基尼系数的具体

情况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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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每天的头部内容基尼系数和全局内容基尼系数
 

 （五）关于头部内容封闭性和全局内容封闭性

之间关系的预调研

借鉴Neuman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在进行格兰

杰因果检验之前，本文对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相关

性分析，相关系数有助于了解变量之间的同期共变

趋势 [ 2 9 ]。当头部内容占比3 %，全局内容占比

95%时，头部内容封闭性和全局内容封闭性之间的

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26（p<0.01，N=1 095）。这表

明头部内容和全局内容的封闭性之间存在关联。

同时，头部内容和全局内容之间具有相似性。

当头部内容占比3%，全局内容占比95%时，头部

内容的封闭性越高，其和全局内容的相似度越高，

两者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32（p<0.01，N=1 095）；

但全局内容的封闭性越高，其和头部内容之间的相

似度并没有相应提高。这说明相似性和头部内容封

闭程度有关，但和全局内容封闭程度无关。

其次，偏相关分析显示，若把头部封闭性程度

作为控制变量，则全局封闭性和全局相似于头部的

程度就失去了相关性；而若把全局封闭性程度作为

控制变量，则头部封闭性和头部相似于全局的程度

仍然具有正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31（p<0.01，

N=1 095）。这说明缺少全局封闭性的程度影响不

大，而头部封闭性程度不可或缺。既然全局封闭性

不会影响到头部和全局之间的相似度，也从另一角

度意味着可能不会发生全局向头部的内容传递。这

些发现和前文的理论分析都为后文的格兰杰分析结

果形成辅证。

 三、格兰杰因果分析

本研究对1 095天中头部内容封闭性和全局内容

封闭性组成的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分析，以检验两者

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使用的软件是EViews11。
 （一）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时间序列平稳是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条

件，故对各时间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test，ADF），以判断其平稳性。ADF
检验结果，如表1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上两个变

量的检验值均不存在单位根（ADF检验值小于

5%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中的变量均可视为平稳

序列，可以直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30]，依此展开

下一步的分析步骤。
 

表 1    变量ADF检验结果
 

变量 ADF检验值 P值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结论

头部内容封闭性 –30.534 6 0.000 0 –3.436 1 –2.863 9 –2.568 1 平稳
全局内容封闭性 –3.915 9 0.011 8 –3.966 5 –3.413 9 –3.129 0 平稳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具体结论对滞后阶敏

感，因此本研究通过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
Regression，VAR）模型来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以

往研究发现，变量间可能只在一定滞后期内存在因

果关系，也可能在多个滞后期内存在因果关系，因

此本研究采用赤池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确定最短滞后阶数，通过模型中

的信息准则得到的最短滞后为1阶，VAR模型的最

短滞后阶结果见表2。在此基础上，对头部内容封

闭性和全局内容封闭性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检

验，结果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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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VAR模型的最短滞后阶结果
 

滞后阶 LogL准则 LR准则 FPE准则 AIC准则 SC准则 HQ准则

0 5 777.001 NA 0.000 0 –10.557 5 –10.548 4 –10.554 1
1 6 201.805 847.276 5* 0.000 0* –11.326 8* –11.299 4* –11.316 5*

 
表 3    头部内容1%、全局内容95%情况下的格兰杰检验结果

 

原假设 最短滞后期 F统计量 P值 结论

头部内容封闭性不是全局内容封闭性的格兰杰原因 1 13.768 7 0.000 2 拒绝
全局内容封闭性不是头部内容封闭性的格兰杰原因 1 0.439 3 0.507 6 接受

注：原假设拒绝标准为 p<0.05
 

在头部内容占比1%、全局内容占比95%的情

况下，变量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最短滞

后期为1阶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即头部内容的封闭性是造成全局内容封闭性变化的

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

除此之外，本研究另对头部比例分别为2%、

3%、4%、5%，全局内容为95%的情况做了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每组数据都证实了头部内容封

闭性是全局内容封闭性的格兰杰原因，而反之不成

立。需要强调，因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封闭性的传导

只存在单向作用而不是相互影响，所以该效应的产生

可以排除一些外部共同因素的干扰，这一系列的验证

提高了实证的严谨性和可信度。因检验步骤同前文一

样，因此后几组数据的具体检验过程此处不再赘述。
 

表 4    不同比例下头部内容和全局内容之间封闭性传导的格兰杰结果
 

原假设 头部内容 全局内容 最短滞后期 F统计量 P值 结论

头部内容封闭性不是全局内容封闭性的格兰杰原因

2% 95% 1 13.404 5 0.000 3 拒绝

3% 95% 1 15.114 5 0.000 1 拒绝

4% 95% 1 19.078 8 0.000 2 拒绝

5% 95% 1 27.695 0 0.000 1 拒绝

全局内容封闭性不是头部内容封闭性的格兰杰原因

2% 95% 1 2.941 1 0.086 6 接受

3% 95% 1 0.261 6 0.609 1 接受

4% 95% 1 1.844 9 0.174 7 接受

5% 95% 1 0.145 4 0.703 0 接受

 

 四、进一步的讨论：如何实现封闭性的

设置与传导

 （一）设置中的方向性

前文的格兰杰因果分析显示，内容封闭性的传

导是有方向的：从头部向全局传导，而不是全局引

发头部。由于头部是高热度的内容，这意味着可能

越高热度的内容就越能引发全局的封闭性。因为如

果任何热度的内容都能引发全局的封闭性，那么这

种封闭过程就是全方向的，不存在自上而下的特定

路径。

为了进一步的讨论，对400类主题各自引发全

局封闭的效应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在此之前各

变量已通过ADF检验，结果均为平稳的时间序列。

这部分主要考察头部每类内容的比例增加，是否会

引发同类别中全局封闭性的增加。结果如表5显
示，在头部比例为3%、全局比例为95%的情况

下，400类主题中只有10类头部内容封闭性能引发

同类全局内容封闭性。这说明，封闭性的操控是有

难度的，只有很少一部分头部内容能真正影响到全

局的封闭性。此处取前3%作为头部，是因为每天

的样本量为2 334条帖子，若取前1%则头部帖子数

量太少，反映分布比例时可能误差较大。
 
表 5    1 095天400类中头部3%和全局95%内容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 ADF统计量 P值 结论

头部3% Fisher Chi-square 55 118.0 0.000 1 平稳Choi Z-stat –228.165

全局95%
Fisher Chi-square 43 530.8

0.000 2 平稳Choi Z-stat –187.888
 

计算400类主题各自的热度均值后，数据显

示，这10类主题的热度显著地比其他390类要高

（t=–3.992，df=398，p<0.001），参见表6。这直

观地说明了热度是起到触发甚至操控内容封闭性的

重要因素，高热度的类别更有可能引发全局内容的

封闭性。
 

表 6    能否引发全局封闭性的两组类别的热度
 

类别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成立 10 0.245 6 0.031 9 0.010 1
不成立 390 0.167 4 0.061 7 0.00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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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传导中的偏倚性

全局内容的活性是不同的。一小部分类别容易

受影响而发生比例变化，而其他部分可能不容易被

影响。这导致了全局内容分布的非均衡性，即全局

内容的主题多样性减少，而集聚于少数主题中。

头部某类内容有可能引发多类全局内容的比例

发生变化，而全局中某类比例的变化也可能由头部

多类所触发。因此，为了考察头部中的某一类内容

是否能引发全局中某一类的比例变化，对于400类
主题从头部到全局的内容传导进行格兰杰检验，得

到400行×400列的矩阵。研究结果显示400类主题

中，头部中每类平均能引发全局的8.53类发生相应

的变化，可见这种引发能力非常有限。

相关系数的分析结果显示，头部某类触发全局

各类比例发生变化的能力和该头部类的热度成正

比，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31（p<0.01，N=400），

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0.35（p<0.01，N=400）。这

说明：其一，由于头部每类不能普遍引发全局各

类，也就意味着头部向全局的传导具有非均衡性，

而这种非均衡性在全局引发基尼系数的增强，从而

表现为全局封闭性的增强；其二，越热的类其传导

效能越强，从而可以解释，为何头部内容可以影响

全局内容的比例变化，而全局不能反过来设置头部

的比例变化。

 （三）触发中的不平衡性

结合前述的方向性、偏倚性，头部某类触发全

局中各类内容比例发生变化的能力，与该类触发全

局封闭性的效应有强相关。即只有引导和设置能力

较强的类，才会使得全局内容偏离正常的随机运动

出现强偏倚性，而这种强偏倚性表现为高基尼系数

以及全局内容侧重于少部分类的封闭性。继续对上

述 4 0 0行× 4 0 0列的矩阵进行分析，得到结果

见表7。
表7中所涉及的这10类内容，能引发全局中各

类比例发生对应变化的类数量，显著地比其他

390类要高（t=–2.323，df=9.014，p=0.045）。这说

明，类引发全局各类发生比例变化的能力，与该类

引发全局封闭性的能力有关。
 

表 7    能否引发全局封闭性的两组类别的触发其他类发生变

化的能力
 

类别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成立 10 40.600 0 44.759 1 14.154 0
不成立 390 7.702 6 7.886 0 0.399 3

 

 （四）类作用于全局内容封闭性的路径

首先，操控某类内容比例从而引发全局封闭性

的可能，与类的热度有关；其次，越是高热度的

类，其引发全局各类发生比例变化的能力也越强；

再次，某类引发全局各类发生比例变化的能力，与

该类引发全局封闭性的能力有关。由此可知，各类

引发全局封闭性的路径主要有2条：一是热度越高

其引发全局封闭性的可能越大；二是热度越高，

其引发全局各类发生比例变化的能力越强，从而引

发全局封闭性的可能越大。对此建立路径分析模

型，把400类的“类的热度”“类引发全局各类发

生比例变化的能力”“类引发全局封闭性的能力”

这3个变量经正态化函数转换并输入AMOS计算。

类作用于全局内容封闭性的路径分析结果如图4
所示。
 
 

e1

e2

1

1

类引发全局封闭性
的能力

0.06

0.430.31

类的热度

类引发全局各类发
生比例变化的能力

 
图 4   类作用于全局内容封闭性的路径模型

 

在图4的作用路径中，通过Amos的Bootstrap进
行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次数设定为1 000次。各

路径p值都小于0.01。“类的热度”对于“类引发

全局封闭性的能力”的标准化直接效应是0.064；
经由“类引发全局各类发生比例变化的能力”后，

标准化中介效应为0.132，约达到直接效应的2倍。

中介效应相对值足够大，这也说明各因素对于引发

全局封闭性的共同作用。两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解

释程度达到0.196，虽然程度不够强，但一方面证

实了从头部到全局的内容封闭性传导现象，另一方

面表明这种传导效应就目前而言仍然存在着较多干

扰因素。

 五、总结

社交网络中内容的同质化和封闭性的问题日渐

显著，关于这种封闭性的生成缘由是否和外部因素

的操控有关，本文利用格兰杰因果分析进行了检

验。研究结果表明社交网络中头部内容的封闭性可

以引发全局内容的封闭性，而反之不成立。其中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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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性的传导方向为自上而下，是因为热门内容较之

冷门内容更容易发挥引导和设置作用。在舆论实践

中，当头部增强少数热类型的比例，则可以精准操

控、增强全局的封闭性，这既构成一种舆论引导策

略，也形成信息社会风险中需要注意防范的方面。

 （一）理论贡献

1. 从个体内容封闭性到平台内容封闭性的效果

延伸。Lin等发现在线平台无论是创建连接良好的

社区，还是呈现用户聚合信息，都可能导致用户的

主观偏好随时间的推移趋于同质化[31]。这种内容的

封闭性不是发生在局部用户上的个例，而是整个平

台用户所面临的集体性、平台性的“信息茧房”问

题。这是微博平台开放、自由、流动的媒介环境中

面临的信息异化风险，也是以往关于社交网络内容

同质化研究中容易忽视的角度。

2. 从引导内容主题到引导内容封闭性的实践指

向。在社交网络内容存在封闭性现象的基础上，本

研究发现全局内容的封闭性可以被传导或操控。关

于内容封闭性的缘由，相关研究可能从回音室、级

联效应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从全局视域出发，探

究了不同内容间的作用关系对内容封闭性的影响，

发现信息之间不是平等地流通，而是存在控制与被

控制的关系，这一点丰富了关于社交网络内容封闭

性问题的研究。

3. 从议程设置到议程“封闭性设置”的问题延

展。Pereyra在分析阿根廷新闻信息同质化时指出，

议程的同质化现象使信息的多元化变得紧张，从而

破坏了公众舆论的批判性和反思性构建[32]。本研究

发现社交网络的头部内容和全局内容之间可以自上

而下地传导封闭性，说明头部议程不仅能够在三种

传统层面产生设置作用，还能够设置公众议程的

“封闭性”，这是新媒体时代下关于“议程设置”

理论传播效果的延伸。

 （二）现实意义

首先，头部内容可以引发全局内容的封闭性，

说明社会公众的认知存在被操纵的风险。公众的意

志可能受到上层力量的限制和牵引，而公众对此不

自知，其结果是在热门信息潜移默化的引导下认知

渐趋单一。

其次，在社会信息的风险防范和调控方面，要

警惕互联网精英用户等权力和资本对整个舆论场产

生的导向和控制作用。Badr通过调查媒体样本的集

中度与内容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媒体领域由少

数看门人主导，他们影响内容多样性并危及社会的

民主公共领域[33]。因此需要批判性地反思新媒体所

带来的多样性、局限性以及仍然存在的统治等本

质。资本凭借“一呼百应”的权力是用来凝聚社会

共识还是“排除异己”，对于决策者和管理者来说

都是需要重视的现实问题。

在风险预防层面，这种自上向下的封闭性设置

有其发生的机理，虽然难以人为压制，但可以顺应

其规律去防范和调控，尽量减少其带来的负面影

响。预防策略之一是掐断源头，避免少数外部资

本、利益集团把持网络社会的头部舆论场。网信部

门和权威媒体等“把关人”，可以通过策略性地运

用传导效应，达到正向引导和有力把控舆情的效

果，进而凝聚社会共识。

治理方面则要充分增强头部信息生态的多样

性。内容封闭性一旦设置，由于底部无法反过来影

响头部，所以只能用另一种或若干种热内容来转

移、冲淡当前的信息非均衡性和封闭性。因此，为

了提高公众议题的多样性，则首先要保证头部内容

和热门议题的多元。媒体与意见领袖在议程的选择

和设置上，应丰富内容的主题维度，拓展话题的框

架层次，引导公众讨论趋向开放与多样。从公众层

面来说，在信息消费与生产中，需要警惕信息技

术、媒介环境和社会资本对自身认知产生的束缚，

提高媒介素养和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让自己的头脑

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避免陷入意识的“牢笼”。

本文的待继续深化之处在于证实了内容封闭性

传导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生成机制和传导

路径。可深究的方向包括两方面：一是不同热度的

内容层级之间，存在结构性的传导路径。通过社会

网络分析方法，初步发现“头部”和“腰部”这些

中高热度内容之间可以相互传导封闭性，但和底部

内容无法实现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内容封闭性的

传导可能和部分具有“易感易传”特质的用户有

关，而非对所有个体都是“匀质”的。某些用户类

似社交网络中的桥梁角色，能够很好地接收来自上

层的影响，同时最大限度地将这些影响向下层扩

散，起到“上情下达”的作用。若这些用户角色缺

失，头部内容封闭性引发全局内容封闭性的效应可

能无法成立，因此这类特殊用户为该现象的发生提

供了作用路径。对于上述的研究设想，还需要更为

深入和精确的分析，本研究只是一个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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