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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谱

研究

□冯子桓　梁　循　牛思敏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摘　要]    【目的/意义】 舆情主题图谱可以实现舆情事件节点之间相互关系的形式化描述，构建舆

情主题图谱对于有效分析和解决大数据时代海量、异构、复杂的舆情事件有重大意义。 【设计/方法】 对
大数据时代的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谱的研究现状、主题图谱构建、舆情调控等进行较为详尽的介绍，

以社交网络分析相关技术方法为手段，挖掘出主题图谱中更深层次的知识关联与更广范围的知识范

畴，从关键节点、关键路径、趋势模型等不同维度进行舆情主题图谱分析。 【结论/发现】 对社交网

络舆情主题图谱的有效管理和应用价值进行探究，分析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谱在经济、政治、生活等

方面的实践应用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适用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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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ocial Network Public Opinion Theme Map
in the Era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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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Public  opinion  theme  map  can  realize  the  formal  description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public opinion events nod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opinion theme map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ffectively analyze and solve massive, heterogeneous and complex public opinion event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Design/Methodology]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the theme map construction, and opinion regulation
of social network the theme map in the era of big data are introduced in detail,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me map of public opinion, the technical methods related to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re used as a means to
dig out deeper knowledge associations and broader knowledge categories in the topic mapping, and to analyze the
theme map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such as key nodes, key paths, and trend models. [Conclusions/Findings] Finally,
it  explores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social  network  public  opinion  theme  map,  and
analyzes  the  scientificity,  effectiveness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ocial  network  public
opinion theme map in economy, politics an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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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数字时代的到来，人

们传统地获取、分享、交流信息的方式正在发生根

本性的改变，人们可以很方便地获取与共享网络上

的资源，自由地通过网络进行交流与沟通。人们通

过互联网的各种手段表达对社会事件的认识、态度

和情感，这些手段包括微博、微信、短视频、新闻

评论等形式。由于新技术、新应用不断出现，其传

播途径和传播方式更加隐蔽和复杂，能否及时掌握

网络舆论的最新动向，对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具

有重要意义。

舆情主题图谱是一种以大规模采集的社交网络

舆情数据为基础并对其进行语义抽取和标注，而构

建的覆盖大规模舆情事件和实体的语义关联覆盖网

络。它可以实现对舆情主题图谱数据的采集和主题

图谱的构建，为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谱的挖掘提供

依据和支撑，对现实舆情事件相关的一切事物及其

相互关系进行形式化的描述。

从舆情数据、舆情信息到舆情主题图谱的流程

中，社交舆情大数据作为互联网大数据的一部分，

具有其特殊性。社交网络舆情资源具有海量、分

布、异构、多粒度等多种特性，为对其进行有效的

数据挖掘，就需要首先对这些海量、分布、异构、

多粒度的舆情资源进行知识抽取，为舆情主题图谱

的构建提供数据基础。根据知识组织的相关性原理

和有序性原理，社交网络舆情大数据的组织可以具

体化为：社交网络舆情大数据主题图谱的构建与社

交网络舆情大数据的分析两个主要方面。因此，如

何构建社交网络舆情大数据主题图谱并对其进行有

效分析便成为该领域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本文以舆情和知识图谱为关键研究领域，针对

舆情大数据多源异构性、多维关联性、多重可用性

的问题，挖掘舆情信息、构建舆情主题知识图谱，

并利用舆情主题图谱的应用价值，自下而上地从理

论和实践多方面介绍大数据环境下社交网络舆情主

题图谱的构建和分析调控。 

一、大数据时代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谱

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舆情、社交网络舆情到知识图谱、社交

网络舆情主题图谱 

1. 社交网络舆情

舆情是指在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社会民众

对社会事件的产生与发展变化所持有的一种态度，

是民众对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集中表达出

来的意见和态度的总和[1~3]。社交网络舆情是指公

众在社交平台上对某种社会公共问题、现象或具体

事件公开表达的具有倾向性和一定影响力的言论、

态度的集合。

对社交网络舆情的有效掌控，是在新形势下应

对社会新变化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网络

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拟性且社交网络的覆盖范围越来

越大，舆情传播的途径和形式也越来越复杂，舆情

管理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和挑战[4]。例如，在社交网

络上，“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一直是辟谣者

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要想和虚假信息做斗争，就必

须对在线社会网络谣言进行实时检测，针对不同类

别和应用场景的网络谣言，还需要从目标、对象和

时间三个属性入手，同时对谣言源进行检测[5]，可

见数据量之大，检测难度之高。 

2. 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谱

知识图谱是一个具有属性的实体通过关系链接

而成的网状知识库，以符号形式来描述现实世界中

的实体及其相互关系[6]。其构建有两种方式：自顶

向下构建和自底向上构建。其中最典型就是Google
的Knowledge Vault[7]。

构建知识图谱的第一步是知识抽取，主要分为

以下几种方法。

（1）实体和主题抽取。实体抽取的方法分为

三种[8]：基于规则和词典的方法、基于统计机器学

习的方法、混合法。面向开放域的实体抽取则是从

大量的互联网语料中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实体

抽取[9~11]。主题抽取也称话题检测，话题检测的主

要任务是检测新话题，是一种无监督聚类方法，如

果爬取到的话题与之前产生的某个话题类别相关，

则将其融合；否则，产生一个新的话题类别[12]。

（2）概念和属性抽取。属性抽取的目标是从

不同信息源中采集特定实体的属性信息。对于非结

构化的公开数据，可以利用结构化数据作为训练

集训练模型，再将训练出来的模型应用于非结构

化的实体属性抽取[13]；还可以采用数据挖掘的方法

从大量的数据中提取实体属性与属性值之间的关系

模式[14]。

（3）情感关系抽取。对于情感关系抽取，学

者们先后构建了基于规则的Twitter情感分析系

统[15]、基于层次结构多策略的情感分析框架[16]、情

感极性判别分析[17]等。

实体关系抽取是图谱构建的重要环节。关系抽

取的主要方法有：基于模式匹配的方法[18~19]、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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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词典的方法[20~22]、基于有监督的方法[23~24]、基

于种子或自举（bootstrapping）的方法、基于远程

监督（distant supervision）的方法[25~27]等。最后通

过关联关系将离散的命名实体联系起来，形成网状

的知识结构。

知识图谱作为人类对理解认识的一种结构化模

拟，不仅可以很好地帮助计算机进行语义的理解，

应用于知识库问答、文本生成、情感分析等多个方

面，而且针对某一特定领域建立相关的知识图谱也

极大地提高了用户的体验。构建具有领域特色的知

识图谱，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复杂分析和决策的场

景，该技术在自然语言处理、推荐系统、预测分

析、识别、分类等各种信息网络中具有深厚而有影

响力的应用[28]。在此，我们着重介绍针对社交网络

舆情领域知识图谱的构建与分析。 

（二）网络舆情主题图谱国内外研究现状 

1. 网络舆情分析方面

在Web of Science中，检索关键词“public
opinion OR public sentiment”，选择范围为网络

（web OR internet OR www OR network），时间跨

度为1950年至今（2021-09-04），共检索到9 965篇
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

从学科分布来看，网络舆情问题吸引了计算机

科学、行为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工程、新闻与

媒体等领域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

从研究者的分布情况来看，如图1所示，相关

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中国、美国、英国、西班牙、加

拿大、德国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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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关于网络舆情研究的国家分布状况

 

从时间分布来看，这几年网络舆情主题越来越

受到国际学者的关注，如图2所示，尽管2021年发

文量暂时还未统计完，2011～2020年一直呈上升的

态势。

 
 

发文量 (篇)
1 400

1 200

1 000

800

600

400

200

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年)

 
图 2   关于网络舆情研究的时间分布状况

 

国内学者如兰月新、陈福集、黄微、李国祥等

对网络舆情进行了积极探索。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

网络舆情、网络舆论、网络舆情应对的研究。新媒

体与移动网络的流行使舆情在豆瓣、微博、微信上

传播更加迅速，舆情往往会在多个社交平台上联动

发酵。高校大学生作为活跃的网民群体引起了学者

对高校网络舆情的关注。“新媒体”“情感分析”

“电子政务”等热词开始进入网络舆情的研究领

域，推动该主题的研究往纵深方向发展。 

2. 知识图谱方面

在Web of Science中，检索主题为“Knowledge
Graph”，时间跨度为1950年至今（2021-09-
04），共检索到24 251篇期刊论文。

从学科分布来看，知识图谱吸引了计算机科

学、数学、工程、商业、经济学、医学等领域专家

学者的密切关注。从研究者的分布情况来看，如

图3所示，相关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中国、美国、德

国、法国、西班牙、英国、加拿大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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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关于知识图谱研究的国家分布状况

 

从时间分布来看，这几年知识图谱主题越来越

受到国际学者的关注，如图4所示，2011～2019年
一直呈上升的态势，尽管2020年发文较少，但期刊

发文数仍超过2 5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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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关于知识图谱研究的时间分布状况

 

从中国知网中的知识图谱主题发文量来看，从

2014年开始，该主题成为国内研究热点领域之一，

发文数持续攀升。目前，知识图谱除了在图书情报

学领域得到广泛和深入应用外，正快速地向其他学

科或领域（如计算机软件、教育理论、自动化管

理、企业经济、体育等）扩散，并且取得了非常丰

富的科研成果，且研究成果呈现递增趋势。总体而

言，知识图谱当前应用主要集中在公开数据集的研

究以及知识库的构建，同时对各学科的研究热点与

前沿、研究主题及研究基础等进行可视化分析。而

利用知识图谱原理和技术对网络舆情信息进行可视

化关联分析的研究比较少。 

3. 基于社交网络分析相关技术舆情主题图谱挖

掘方面

从学术研究方面来看，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大

多以数据驱动为主，目前仍停留在计算智能和感知

智能。通过一系列复杂算法和大规模的数据计算去

得到规律进行学习与决策，很容易造成数据依赖，

导致模型的效果不佳[29]，并且这种方式的可解释性

差，不可控性凸显。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

人类对于问题的解决思路，并不像现有的基于统计

的机器学习算法、深度学习技术那样需要经过大规

模的数据运算，而是简单的通过概念之间的关系进

行推理就可以得到答案。这使得研究者更加清晰地

认识到人工智能不应该局限于计算智能与感知智

能，要想实现智能、鲁棒、可解释、可推理多方完

善的人工智能系统，将现有的技术与基于知识规则

的认知智能相结合才是更好的选择。例如，在进行

表征学习时，混合知识图谱嵌入和卷积运算或神经

网络技术的优势，可以用于研究和提取社交网络结

构中有意义的特征，以帮助节点分类，社区检测和

链接预测问题[30]，并且使用这种融合技术进行嵌入

相较于传统的节点嵌入性能更好，但计算成本相对

而言更高[31]；对于企业而言，结合知识图谱与文本

挖掘技术，将其业务数据和互联网舆情数据进行对

比、关联分析，可发掘研判与应对规律，利于舆论

引导、舆情应对的高效开展[32]。 

4. 国内外知名企业及学者相关研究方面

我们熟知的Facebook、腾讯、微博等，无论是

企业本身在知识图谱的构建与应用，还是众多学者

在此领域进行的相关研究，都在进行不断地尝试与

突破。

早在2013年，Facebook就推出图谱搜索（Graph
Search），Graph Search不同于Google的基于关键字

匹配的搜索方式，Graph Search更像语义识别搜

索，将与个人直接相关的事物以搜索结果的形式呈

现，而非像Google搜索结果那样仅展示相关网站链

接。但Graph Search 还处于比较早期的开发阶段，

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腾讯作为国内最大的关系社区，在构建多领域

特色知识图谱方面则显得更有建树。腾讯知识图谱

（Tencent Knowledge Graph，TKG）是一个集成图

数据库、图计算引擎和图可视化分析于一体的一站

式平台。TKG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涉及金融、物

联网、安全等方方面面。例如在泛安全领域，我们

可以处理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识别数

据中隐藏模式和关系[33~34]，将从大数据中深度挖掘

关联关系，转化为关系图谱数据，进行司法风险与

舆情风险发现[35]，有力支撑公安机关展开情报研判

分析、犯罪团伙跟踪以及重大事情预警等，从而更

好地提升警民良性互动与政府公信力[36]。

新浪微博相继推出图谱搜索体验服务。与此同

时，为解决微博搜索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得结果

中呈现更多知识，不少研究人员也进行了多样化的

探索。例如，一些学者研究微博社区知识图谱构建

方法并针对其构建效果、演化特征、应用效果进行

了多元分析[37]；通过构建微博舆情主题知识图谱进

行主题挖掘，不仅可以有效识别出主题，还可以准

确定位每个主题下的意见领袖[38~39]；在文献[40]中，

作者也进一步构建微博主题识别与演变知识图谱，

进而发现微博主题演变路径，揭示了微博舆情传播

中的主题演变情况以及发生演变的动态变化过程，

可以更好地对微博舆情传播进行实时监管；通过构

建面向社交网络用户意见的知识图谱，用于理解不

同的用户意见，并以知识图谱的形式识别复杂的关

系，使得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可以更轻松地获取各种

视角的意见，并对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41]。 

二、大数据驱动的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

谱研究定位

舆情主题图谱的概念来源于知识图谱，针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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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网络舆情信息的大数据化、动态化、多维度等特

征，从社交网络舆情大数据获取的新方法和新工具

研究出发，对社会安全、突发事件预警等某一特定

领域、特定需求进行实践，就是本文探索构建大数

据驱动的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谱的出发点所在。

舆情主题图谱是舆情信息工作的有效方法体

系，探索构建大数据驱动的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谱

的构建理论方法和技术，以此为基础研究基于社交

网络舆情主题图谱的舆情分析和推理方法，进而从

舆情点、舆情链路、舆情主题、全局层面等多个维

度讨论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谱的调控策略，实现社

交网络舆情的动态收集与监控工作，编制行业舆情

调研报告，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三、大数据驱动的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

谱知识表示

社会网络中舆情传播来源多、传播速度快、传

播范围广，使得网络中舆论的监控和管理更加困

难。大量积累的、复杂的数据也给查询、处理等带

来了挑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的更新，图

中蕴含的节点和边的数量可能越来越庞大。任何一

种复杂网络图系统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给研究

增加了难度。大规模图结构数据中的节点数量已经

可以达到百万甚至数亿的级别，并且呈现多样化、

异质化和动态性等特征[42]。这些特征丰富了表示学

习的内容。

知识表示学习的代表模型主要包括距离模型、

双线性模型、神经张量神经网络模型、矩阵分解模

型、翻译模型等[43~47]。知识表示的方法主要是将实

体与关系嵌入到低维向量空间中，如TransE模型。

研究人员在TransE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拓展或改进，

从不同角度尝试解决复杂关系建模问题[48~50]，采用

多种数学方法来表示实体及实体之间的关系，如使

用高斯分布的均值表示实体或关系在语义空间中的

中心位置，使用协方差表示实体或关系的不确定度[51]。 

四、大数据驱动的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

谱更新推理
 

（一）图谱的知识更新

网络舆情中存在的信息和知识量随时间的变化

呈指数式增长，因此舆情主题知识图谱的内容也需

要不断更新，与时俱进，其构建过程是一个不断迭

代更新的过程。

从逻辑上看，知识库的更新主要包括模式层的

更新与数据层的更新。模式层的更新包括但不限于

增加、删除或修改本体中元素的概念，同时还需更

新元素的概念属性以及概念之间上下级关系等。其

中，概念属性的更新操作将直接影响到所有与实体

有直接或间接联系子概念和实体[52]。模式层的增量

更新方式多数情况下是在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

的。数据层的更新指的是实体元素的更新，比如修

改实体的基本信息和属性值。由于数据层的更新一

般影响面较小，因此通常以自动的方式完成。 

（二）图谱的知识推理

知识推理是知识图谱构建与发展的重要手段和

关键环节。知识推理是指从知识库中已有的多对实

体关系数据出发，经过计算机复杂推理，从旧知识

中发现新的知识，发现并建立已有实体间的新联

系，形成新的三元组，从而拓展和丰富知识网络。

通过知识推理，不断扩大知识库的覆盖范围。

知识库推理可以分为基于符号逻辑的推理和基

于图的推理。基于符号的推理一般是基于经典逻辑

或者经典逻辑的变体。基于符号的推理可以利用一

定的规则从一个已有的知识图谱中推理出新的实体

间关系，还可以对知识图谱进行逻辑的冲突检测。

基于图的推理方法主要基于神经网络模型或Path
Ranking算法。例如，可以根据两个实体间的连通

路径来判断两个实体是否属于某个关系。 

（三）图谱质量评估

质量评估也是知识库构建技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公开数据杂乱无规则，而且受当前阶段中文处

理技术水平限制，有时从互联网公开数据中抽取到

的知识元素有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如数据错误，获

取到的知识元素准确率并不高，经过知识推理得到

的知识同样也是没有质量保证的。因此在将其加入

知识库之前，需要有一个质量评估的过程。通过质

量评估，设定一定的规则量化图谱中存在的知识可

信度，舍弃置信度较低的知识，来保障知识库的质

量以提高知识图谱的推理能力[53]。随着社交网络复

杂性的提高和实体数的增多，数据间的冲突日益增

多，对图谱质量进行评估，对于全局知识图谱的构

建起着重要的作用。 

五、大数据驱动的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

谱构建

图谱构建是大数据驱动的社会网络舆情主题图

谱构建和分析的起点，通过对社会网络舆情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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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义揭示和语义关联，对社会网络舆情大数据进

行知识组织，形成语义关联的覆盖网络，为图谱挖

掘提供高质量的数据资源，为图谱分析提供研究框

架。以大规模采集的社交网络舆情数据为基础，对

舆情数据进行语义抽取和标注，构建一个覆盖大规

模舆情事件和实体的语义关联覆盖网络，实现对舆

情主题图谱数据的采集和主题图谱的构建，为社交

网络舆情主题图谱的挖掘提供依据和支撑。 

（一）数据采集与语义内容识别

借助行为追踪法、增量获得法、不同平台匹配

法等方法进行数据的采集，为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

谱的构建提供更为丰富、有效、及时的数据支撑。

数据预处理后，应用自然语言处理、文本挖掘、命

名实体识别等方法和技术，对基于频繁词组挖掘的

命名实体的识别技术和概念描述方法进行研究，以

达到有效识别社交网络舆情大数据的实体名称技术

性、实体关系、实体类别等语义内容。

其中，命名实体识别和分类是社交网络舆情主

题图谱构建过程中的关键性技术。英文的命名实体

识别相对容易，实体边界也比较容易确定，在英文

文本中专有名词的第一个字符一般为大写。中文的

专有名词识别就存在很大的困难，中文中的专有名

词没有特殊标识。利用深度学习方法，尽可能地提

取专有名词的特点，同时利用上下文的知识，充分

利用这些技术和资源解决中文实体边界识别问题。 

（二）语义关联与语义标注

借助形式化描述、实体关联、属性映射、类映

射和机器学习等方法和技术，构建社交网络舆情大

数据的语义数据，对社交网络舆情事件中的实体、

属性等对象之间的顺序关系、因果关系、时间关

系、相似关系、参考关系等多类型逻辑关系进行标

注。标注完成后，基于相似度计算、规则推理等方

法和技术，根据语义标注的结果，对社交网络舆情

大数据的语义关联进行研究，从而生成一个社交网

络舆情大数据关联网络。 

六、大数据驱动的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

谱分析

图谱分析是大数据驱动的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

谱构建和调控策略的基础环节，主要通过对社交网

络舆情主题图谱的分析和推理方法的研究，从关键

节点、关键路径、网络结构影响力分析和趋势预测

等多个维度对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谱进行全面深入

的挖掘，达到将数据转化为知识的目的。依据语义

关联覆盖网络，在对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谱关键节

点、关键路径、网络结构影响力分析和趋势预测等

多个维度进行挖掘的基础上，探索大规模舆情事件

和实体的综合分析和推理方法，达到面向大规模舆

情事件和实体的、针对用户需求的社交网络舆情主

题图谱知识发现的目的。 

（一）关键节点分析

政企对网络舆情的及时发现与快速收集所需舆

情信息并做出“适时、适实、适势”的响应，离不

开对舆情事件传播过程中的关键节点的分析。准确

找到事件的核心并针对事件进行有效引导，以确

保舆情传播朝着健康的社会舆论方向发展是关键

所在。

对于最常用的搜索引擎Google和Baidu来说，

当用户在搜索引擎中查找某个具体人物或事件信息

时，由于网络上的信息庞杂，还存在着大量的虚假

和垃圾信息，使得有价值的信息被湮没，有时查询

到的结果并不理想。为了得到想要的信息，只能采

取人工方式，逐个浏览搜索到的网页，费时又费力。

将知识图谱引入人物画像分析，能够自动地从

大量的无规则互联网数据中抽取和整理出人物的全

局信息，将零散的、碎片化的数据汇集起来形成人

物画像，并以结构化的形式存储和显示，极大地提

高了研究人员分析人物全貌信息的效率，为精准营

销、制定数据驱动产品提供了便利。Fader等以新

闻文本为数据集，介绍了一种人物画像挖掘技术，

从人物社会关系、参与事件、人物热度及情感分析

三个维度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可应用于热门人物

探测、人物搜索和特定目标追踪等领域[54]。

针对关键节点进行基于知识图谱的人物画像挖

掘，便于对高舆情风险人群进行动态跟踪。例如，

从情感分析角度来看，通过聚类和分类得出个体情

感倾向和群体情感倾向，便于政企掌握情感异动，

以便及时采取相关措施，疏导负面舆情。 

（二）关键路径分析

关键路径分析主要指的是网络路径分析与网络

社区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的核心是社会网络中的节

点，这些节点可以代表社会中的任何单位，例如个

人、组织、群体等。节点之间的连接被称为节点之

间的关系，节点以及它们的关系就构成了社会网

络。在社交网络社区中，个人观点会受到多个邻居

同时影响，但系统中所有节点的意见最终会趋向一

致[55]。目前的研究中，既有探索如何让算法更高效

地对数据进行处理，提高算法的执行效率，也有考

虑社交网络节点和网络连接中的社会属性[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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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关键路径分析场景有舆情事件传播路径

分析、敏感信息溯源分析等。 

（三）网络结构影响力分析

社交网络影响力可以通过用户之间的社交活动

体现出来，表现为用户的行为和思想等受他人影响

发生改变以及用户行为和思想对他人的影响情况。

在社交网络分析中，引入社会属性权重来表示节点

的社会属性差异，给节点和边赋予相应的属性权

重，来表示信息在社交网络中传播的特点和规律，

可以提高关键节点挖掘算法执行效率[59]。

网站影响力的评价方法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两

种。定性的评价方法主要有问卷调查法和效益评

价。定量的评价方法主要有链接分析和流量分析两

种。一个站点被链接的次数越多，证明该站点影响

越大。网站的访问量越大，则网站影响力越大，该

网站所蕴含的信息价值越高。 

（四）趋势模型分析：舆情预测

借助舆情主题图谱是进行舆情预测的一种有效

表现方式。对于网络舆情信息进行有效获取，正确

分析和统计、预测，对于政府应对舆论危机将十分

有利。网络舆情的发展一般存在蛰伏期、爆发期、

持续期、消亡期四个阶段。对于网络舆情的有效预

测，协助政企准确判定舆情走向，进而制定相应的

应对管理办法。以企业舆情管理为例，传统的舆情

管理方式已不再适用，企业舆情也需要现代化的技

术形式进行管理。在新型的企业舆情管理中，企业

舆情部门的决策必须紧紧结合社会网络的结构、内

容和用户三个核心点，完善企业舆情管理制度，及

时应对突发事件。

有效的网络舆情预测有利于舆情危机蛰伏期的

预防预警、有利于舆情危机爆发期的应急反应和干

预、有利于舆情危机持续期的信息分析与研判、有

利于舆情危机消亡期的信息再跟踪与反馈。

现有的网络舆情预测分析，主要是在时间序列

模型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数学方法建立预测模型，

是一种定量分析的方法。网络舆情预测相关数学模

型主要有基于统计学的预测模型和基于机器学习的

预测模型两种。图5是网络舆情预测分析遵循的主

要路线。 

七、大数据驱动的社交网络舆情调控与

应用前景

舆情调控是舆情主题图谱构建和调控策略的桥

梁。基于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谱，动态提取社交网

络舆情特征，并构建社交网络舆情预警模型，然后

针对不同的舆情主体、传播路径和舆情主题，提出

自适应的舆情点调控、舆情链路调控和舆情主题调

控策略，并在三者的基础上，提出舆情全局精准调

控策略。利用爬虫、信息检索以及专家知识库等技

术，构建舆情特征—调控策略知识库，然后以此

为基础，针对社交网络舆情的不同特征，提出社交

网络舆情自适应的点调控策略、链路调控策略和主

题调控策略，最后在三者的基础上提出全局精准调

控策略，达到对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谱从点、线、

面，全局精准调控的目的。

与舆情图谱结合，在信息推送和场景应用等方

面建立相应的功能模块，为个人用户、企业和政府

提供强大的舆情分析服务。以大数据思维检测和分

析海量的社交网络上的海量舆情数据，通过构建社

交网络舆情主题图谱，为各级政府或相关机构提供

民生热点、热点事件、热点话题等重点关注舆情的

发现与分析服务，以帮助政府或相关机构了解特定

舆情事件的传播路径、传播态势并把握其发展趋

势。依据不同场景，可分为经济网络监控、面向舆

情的政府知识管理、突发事件预警。 

（一）经济网络监控

经济网络舆情监测的基本类别包括用户消费

类、投资类、创业类、生态环保类。用户消费类主

要包括线上消费数据分析和市场价格分析，从网民

反映的消费问题、生活消费等数据监测反映当地物

价走势，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和预测未来经济发展；

投资类分析主要包括金融投资分析和房地产投资分

析，从企业投资和投资金融服务等方面反映民众对

当前投资环境的判断和评价，监测民众最关注的住

房、投资舆情；创业类分析主要是分析民众对创新

创业的热情程度，以此反映整个社会创新创业的情

况；生态环保监测社交网络上的生态环保热点话

题，从网民反映的生态环保问题、对环保关注程度

等方面监测生态环保情况。 

（二）面向舆情的政府知识管理

政府舆情知识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事件知

识管理、决策类知识管理和响应类知识管理。事件

知识管理主要针对网络舆情本体，探究事件发生的

 

舆情数据采集 数据预处理 舆情分析

热点
话题
发现

特征
选择

舆情报告

 
图 5   网络舆情预测分析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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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勾画人物和相关机构关系脉络。大致相当于

给政府阐述“何人何地何时间发生何事”。在静态

描述完毕后，对舆情进行跟踪，持续跟进事件发展

动态和变化，让政府可以获取事件的演化机理和相

关影响。决策类知识管理主要通过信息的收集、加

工和分类，帮助政府做出决策和判断。响应类知识

管理则包括政府针对事态变化需要进行调度的机

构，做出行动的部门和获取的资源。构建面向舆情

的政府知识管理的目的在于引导和控制舆情变化，

降低不良信息对社会造成的损害，防止别有用心之

人对社会的正常秩序产生干扰。 

（三）突发事件预警

社会突发事件可能会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

实时对重点舆情话题进行检测，及时采取应急处置

措施予以应对。舆情主题图谱中的数据来源非常广

阔，因此能从中发掘出各种不同的事件和关系。针

对突发事件的危害性，有必要专门将这一部分提取

出来进行相应的分析和策划。根据舆情主题敏感

度、发展趋势和危害程度等级，提前向有关部门发

出实时预警。 

八、总结与展望

本文首先对大数据时代的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

谱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并在研究基

础上对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谱构建、分析与调控等

开展了详细的介绍。从关键节点、关键路径、趋势

模型等不同维度进行社交网络舆情主题图谱的多

元分析。挖掘更深层次的知识关联与更广范围的知

识范畴。对社交网络舆情态势感知与“适时、适

实、适势”的响应与引导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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