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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舆情系统原来有这么多门道

　　如何才能更有效地讲好中国故事，开展对外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

院）舆情实验室做了一项工作，构建中国对外传播舆情指数，这是中国舆情大数据系统与

舆情指标体系中对外传播影响力指数的一部分。

　　这一舆情大数据系统与指标体系是如何构建的？9月底，在第三届国家治理研究智库

高端论坛（2019）上，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舆情实验室首席专家刘志明介绍

了中国舆情大数据系统与指标体系。《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对刘志明进行了采访，

探寻这一平台系统与指标体系如何构建。

　　民意研究与舆情监测有差异

　　民意研究舆论调查由来已久，但舆情监测则是近10多年来的新兴行业。近年来，随着

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网络舆情对政治生活秩序及社会稳定的影响与日俱

增。各类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网络对社会监督起到的作用。网络舆情

突发事件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诱发民众的不良情绪或过激行为，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隐

患。

　　2008年年底，开始出现了一个新兴行业——舆情监测业。经过发展，此行业日臻完

善，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产业链。社科院于2013年成立舆情实验室，专门针对这一行业进行

研究。此实验室是由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以下简称新闻所）和当时社科院调查与数

据信息中心联合成立。

　　刘志明介绍，早在舆情实验室成立的前30年，新闻所就已经开始做各类受众调查和民

众调查，如1982年由新闻所主导的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就被称为国内首次采用严格的数

据抽样实施的一次民意调查。在2008年年底舆情监测行业出现时，新闻所则立即对我国的

舆情研究现状做了分析。通过对当时国内已有的几十家舆情机构的各类成果进行对比研

究，总结出了民意研究和舆情监测的3点主要区别。

　　从研究目的上看，民意研究大多偏公益性与学术性，强调其独立性，而舆情监测则明

确强调为甲方服务。一般做民意研究调查的是学术机构、媒体、独立的规模比较大的市场

调查机构等。而舆情监测机构则是商业性、盈利性的。我国的几十家舆情监测机构基本分

为两大类，一类是软件公司、技术公司，如拓尔思、方正；一类是媒体，以人民网、新华

网为典型代表。从研究方法上看，民意研究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舆情监测则主要是做

定性研究。从技术支撑上看，民意研究使用的是传统的调查方法，无技术门槛；舆情监测

则是大数据监测分析，需要硬件、系统及技术人员等技术支撑，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

　　需重新定位思考舆情

　　社科院舆情实验室成立之时，对其舆情研究是否走商业性舆情监测的路线做了一个研

判。

　　“基于对国内几十家舆情监测机构的分析，我们认为，商业性舆情监测与我们的目

的、定位不吻合。”刘志明说，“受技术条件限制，我们也无法走舆情监测这条路。因

此，我们重新定位思考什么是舆情。当时的定义有很多种，我们分析了几十种有代表性的

定义，大体分为3种。第一种是从字面上推导，舆情就是舆论情况，舆论的一种情况，不

是舆论；第二种是跟互联网结合起来，网络时代的互联网舆论叫舆情；第三种是基于舆情

产业的需要把其收窄为时政类的、为政府服务的舆情。”他认为，这3种舆情定义与他们

对舆情认识还存在差异，因此，选择了两个视角重新思考什么是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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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赛）

　　一个是“冰山论”。各种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实际上很像是在海洋中浮着的冰山，

我们看到的网络热点仅仅是水面上的一个角，冰山下面有什么，通过网络技术手段采集的

数据并不能完全客观的代表社会民众的舆论，网络监测手段也无法做到全面反映民意。意

识态度需要通过调查获取，形成这些意识态度背后的社会问题需要更专业的研究。

　　另一个是“体检论”。如果把社会比作人，现在流行的舆情监测类似于体检，针对比

较简单的指标做一些测试，舆情分析师则类似于体检的医生，形成的舆情报告则类似于体

检报告。这些报告能够告诉你哪些指标不正常，有些什么问题。但是，为什么会发生，怎

样去治疗，是得不出结论的。现在社会中大量的问题需要知道为什么，怎样对应，这就需

要更多样的检查手段和一套一致性的指标体系。

　　基于再认知的平台建设

　　“舆情实验室成立时，我们定了一个10年计划。”刘志明介绍道，“前5年把基础的

工作做好，把调研系统、监测系统建设好；后5年把舆情指标体系完善并提出我们的解决

方案。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外部不断地拓展资源，建立合作。”记者了解到，在构建平台方

面，舆情实验室在2013年成立不久就建立了“中国舆情调查与研究联盟”，目前已与国内

舆情研究、大数据采集等方面的30家机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舆情实验室与腾讯达成了

关于微传播指数的研究合作，与今日头条、抖音在合作进行新传播方式的效果分析。

　　基于对舆情的分析与再认知，社科院舆情实验室的定位是打造行业的研究平台，构建

一个全新的系统，而不是再造一个舆情研究机构和监测机构。此平台系统由舆情调查与研

究平台、民意调查数据库、专家智库、指数四部分构成。舆情调查与研究平台是建立舆情

监测和网络调查全国系统，通过舆情监测、网络调研以及其他多种手段进行全面性的数据

采集，实时获取舆情大数据；民意调查数据库是将原有的各类国内外民意调查数据、报告

及研究成果和新采集数据进行整合形成统一的数据库；专家智库是完备多领域多学科的舆

情研究相关的专家资源，推出专家在线解读与分析；指数是形成自己的舆情指标体系，提

出政务、行业、国际舆情解决方案。

　　关于调查质量下滑的问题，刘志明分享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传统调查因在执行过

程中涉及到人的问题很难做到严格抽样，网络调查虽然便捷，但抽样问题更大。如二者可

以进行有效的结合，在进行抽样控制的前提下通过网络技术降低调查成本，提高其便利性

则可以做出相对好的数据，形成更为客观全面的网络概率样本库。舆情实验室在提高网络

调查的质量方面做了不少尝试，如调查对象真实身份的获取和质量控制等。在网络调查数

据质量控制方面，舆情实验室采用复核、线下调查比对、定性研究对定量进行校正等方式

对数据进行核查。

　　据刘志明介绍，现今舆情实验室通过调研形成了社会舆情、新媒体传播、城市影响

力、旅游影响力、对外传播影响力五类指数体系。

　　其中，社会舆情指数是五类指数体系的核心。《中国舆情指数报告》自2013年起连续

出版。社会信心、社会满意度是衡量社会正常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此报告在持续研究社

会信心指数、社会满意度指数两方面进行了持续的创新研究。

　　同时，对外传播影响力指数由大众媒体形象、社交媒体传播力、国际形象等指标构

成，形成了中国对外传播舆情指数、“一带一路”舆情指数等。构建对外传播影响力指数

的目的是希望了解中国国际形象的基本构造和特征，形成变化规律，为改进中国对外传播

提供数据依据和整体解决方案。此指数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23个国家和

地区选取调查对象进行调查研究。数据来源包括国外社交媒体的监测数据、第一手调研数

据、深度访谈、第三方数据（皮尤、BBC、NHK、日本《朝日新闻》）等。

　　刘志明认为，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当下，国家治理的逻辑和社会科学研

究都在发生巨大变化，我们对于舆情的认识需要做一个全新的调整。目前，舆情是关于人

的行为与意识及社会现象的大数据，随着时代的演变会有不同。但是，研究舆情以及大数

据一定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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