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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内容序化方法与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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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Ｗｅｂ２．０技术产生的微内容杂乱无序、难以利用的问题为出发点，应用信息组织理论和序化思想，研究
如何对微内容进行汇总、序化加工，形成有序的、易于理解与利用的综合信息，包括：设计对微内容加工的方法，构

建Ｗｅｂ２．０信息加工框架，为Ｗｅｂ２．０网站建设及改进提供依据，并探索微内容信息利用的方式。
〔关键词〕微内容　序化　指标　信息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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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ｅｂ２．０技术使普通网民成为信息的接收者和信
息的提供者。但是，广大网民提供的 Ｗｅｂ２．０信息（简
称微内容）呈现无序化、去中心化的特点。对网民来

说，序化的微内容是更有意义、更有利用价值的，因此

微内容序化和中心化成为新的研究问题。

　　Ｃｍｓｗｉｋｉ将微内容定义为：“微内容包括个人所形
成的任何数据：比如一个简单的链接、一篇网文、一幅

图画、一段音频、视频、收藏的书签、喜爱的音乐列表，

等等”。熊回香认为，微内容是指在网络上至少拥有一

个唯一地址或编号，以及只含有极少数中心概念的元

数据和元数据的有限汇集［１］。

　　序化即增加系统的有序度，是指系统的所有组成
元素按照特定的逻辑法则进行顺序排列的过程。张如

法认为，有序化是指发现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各种联系，

而将它们作一定的排序和连接［２］。信息序化，又称为

信息整序，和信息组织的概念密不可分。吴华欣、于雄

杰指出，社会信息的生产和流通具有无序性，主要特点

表现为信息从局部上看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但从整体

上看则不然。这种无序性对信息的利用造成了极大的

障碍［３］。王松林认为，信息序化就是通过对信息外在

特征和内容特征的表征和序化，实现无序信息流向有

序信息流的转换，从而保证用户对信息的有效获取和

利用及信息的有效流通和组合［４］。

　　在应用方面，如何挖掘微内容的商业价值也逐渐
成为研究的热点。Ｃｈｅｎ和 Ｘｉｅ认为，微内容是由大众
知识导向的，对其进行加工而得到的信息产品，对企业

有重大的商业价值［５］。当无序、杂乱的微内容被加工

后，Ｔａｍ和 Ｈｏ认为，这些信息产品就可以极大地影响
普通网民和企业的认知和决策［６］。

１　微内容的分类

　　根据微内容的表现形式的差异，将传统的微内容
概念进行扩充，分为信息微内容和用户微内容两类。

信息微内容即传统意义的微内容，包括用户创造的记

录、对其他微内容的评论等。同时本文将用户微内容

定义为：在网络中，标识每一个用户的多个角度的元数

据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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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指在Ｗｅｂ２．０网站中发布过微内容的用户
（简称信息提供者），区别于普通网民（个体序化信息

接受者，简称个体接受者）中不提供信息的用户，例如

只在Ｗｅｂ２．０网站浏览而不生产内容的用户，和对
Ｗｅｂ２．０信息有更高层次需求的企业序化信息接受者
（简称企业接受者）等，如豆瓣网和优酷网。

　　相比于信息微内容，用户微内容有特定的结构和
意义（如用户的注册信息等），但如果不对这些孤立的

信息进行序化加工或信息组织，就没有实际的应用价

值。将用户微内容与信息微内容区分为不同类型，一方

面可以对用户信息进行序化，这同样应作为Ｗｅｂ２．０信
息序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尤其在社交网站中应用较

多；另一方面，由于网络中存在部分用户借助Ｗｅｂ２．０平
台发布广告、虚假信息或不负责任的评论等，用户微内

容在过滤这些信息的创造者方面亦发挥重要作用。

　　Ｗｅｂ２．０用户分类和微内容分类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Ｗｅｂ２．０用户分类和微内容分类

　　综上所述，用户微内容来自 Ｗｅｂ２．０用户中的信

息提供者自身，信息微内容来源于信息提供者发布的

Ｗｅｂ２．０信息。将这两部分微内容进行序化加工之后

得到的序化结果，可以被两部分 Ｗｅｂ２．０用户所使

用———作为个体接受者的网民注重从微内容中获得清

晰、有序的信息，企业接受者则注重从微内容中得到具

有商业价值的信息。

２　微内容序化指标

　　微内容是杂乱、无序的，微内容的序化即通过一定

线索将杂乱的信息进行整合，从一个或多个维度将信

息组织在一起，使孤立的信息处于不同维度的信息序

列之中。这些维度就是对信息序化加工的依据，即微

内容的序化指标。经过对多个主流的 Ｗｅｂ２．０网站的

微内容进行汇总和抽象，可以发现，虽然各个网站的序

化指标的名称各有不同，但本质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２．１　用户微内容的序化指标

２．１．１　用户基本信息　用户基本信息是最基本的用
户微内容序化指标，一般是在注册时就需要用户提供，

如姓名、性别、单位等，方便网民在 Ｗｅｂ２．０网站建立
自己的人际网络。

２．１．２　标签　标签的内容是任意的。通过标签，可以
构建一个多维的超空间（一般标签可以最多设置８至
１０个），每个用户都是这个空间的一个多维交叉点，在
用户基本信息之外设置了新的用户序化角度，使用户

在杂乱的Ｗｅｂ２．０用户群中快速发现感兴趣的结果。
　　除了用户基本信息，还有很多指标可以刻画用户
的网络行为特点，比如用户可信度、活跃度等，相关指

标如下：

２．１．３　认证情况　现在大部分微博都提供了认证的
功能，主要是为了确保微博的信息真实、准确，鼓励用

户对自己言论的真实性负责。

２．１．４　微内容数量　用户创造的数量越多，表示用户
在Ｗｅｂ２．０网站中越活跃。
２．１．５　被关注数　一个用户的被关注数越大，就能代
表他在人际圈中越活跃。

２．２　信息微内容的序化指标
２．２．１　微内容的质量　“微内容的质量”用来度量微
内容自身的优劣程度。不同的用户由于能力或者态度

的差异，会创造出不同质量的微内容。通过设置这一

指标，可以将质量高的和质量低的微内容区分开，从而

使质量高的微内容被保留，质量差的微内容被淘汰。

２．２．２　微内容的受关注程度　一个质量很高的微内
容也许并不是很受关注的，受关注程度高的微内容更

容易引起用户的重视，对用户的价值更高。

２．２．３　时间价值　一般来说，距当前时间越短的信息
越有价值。使用时间价值可以方便用户追踪最新的最

有价值的新闻，避免用户接收时间久远的大量无效信

息。

２．２．４　标签　类似于用户微内容的标签指标，信息微
内容的标签也可以从多个角度，尤其是传统分类方法

不能涵盖的角度对微内容进行刻画，以便对微内容进

行序化。

２．２．５　用户微内容的综合结果　不同类型的用户发
布的微内容的质量有很大差别，一般活跃用户发布的

微内容质量较高。另外，通过这个指标也可以将一些

恶意的Ｗｅｂ２．０用户发布的微内容过滤掉。

３　微内容序化层次

　　在获得了微内容的序化指标之后，就可以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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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对微内容进行序化加工。熊志云认为，信息整序

过程，是根据人类已有的关于序化的知识体系，根据不

同的序化目的，采用合适的方法，加工无序的对象并使

之有序的过程［７］。目前，主流的 Ｗｅｂ２．０网站中将微
内容的序化加工分为三层。

３．１　单一指标的加工
　　第一层是对单一指标进行加工，得到序化结果。比
如将“微内容的质量”指标由高到低进行排列，就可以得

到“口碑榜单”。这种形式的一种变体是将微内容的静

态的指标变为动态指标。比如，以“被关注数”在一天内

的增加值为指标进行排列，得到的就是“每日名人榜”。

通过设置不同的排列方式，可以从各个方面刻画微内容

的静态和动态的特征，满足用户不同的需求。

３．２　多个指标的加工
　　第二层是将两个以上的指标进行汇总，采用综合
指标作为序化依据进行序化加工。由于微内容含有很

多度量的维度，对单一的指标进行序化，虽然简单高

效，但有时序化包含的信息过杂，比如得到的“最新话

题”榜单，如果没有区分地域，就会将国内外的话题都

包含进来，而很多用户可能并不关心国外的新闻；或不

能兼顾多个维度的序化需求，如微博中的热度榜，如果

仅按粉丝数量排序会有所偏颇，应该再加入生产微博

的数量和近期生产微博的频率等指标，综合评价。因

此，在依据单一指标进行序化的基础上，有必要再引入

其他的指标，构成序化指标体系，更有针对性地对微内

容进行序化。比如，将“时间价值”和“微内容受欢迎

程度”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到在某个时间段内“最

热”的微内容。

３．３　对维度全部信息的加工
　　第三层是将某一维度的全部信息进行汇总整理，
并将整理的结果展示出来。如新浪微博的“经典语

录”功能可以通过某种内部算法，从全天的微博中选出

经典的部分汇总起来，用户浏览这个应用中的少数微

博，就能够把握一天中最重要的信息，增加了用户在

“信息过载”情况下抓取重要信息的便捷性。或者，将

大量微内容的标签抽出，分类汇总并进行统计分析。

在大量样本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单一信息对结果的影

响，获得比较均匀、可信的统计结果，从中可以分析出

现时流行的标签，代表了主流用户的兴趣，可以在此基

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４　微内容序化应用实例

　　随着Ｗｅｂ２．０网站的快速发展，很多研究关注于

某个Ｗｅｂ２．０网站的体系结构或运营模式，或是从
Ｗｅｂ２．０网站中选取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如王玉
珏、郭玉锦比较了土豆网和抓虾网的运作模式［８］，张英

杰、冷伏海通过抽取国内“类Ｔｗｉｔｔｅｒ”网站中的微信息，
进行用户关系网络研究［９］。

　　本文通过一个实例，从前文提出的微内容序化指
标中选择合适的指标，对电影评价信息微内容进行第

二层序化加工，获得综合排名榜，以提升用户寻找高品

质电影的效率，并将结果和主流的电影排序结果相比

较，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中序化方法的合理性；进

一步，将这个结果中的优秀电影的特点抽取出来，即对

电影微内容的“标签”指标进行第三层加工，近似获得

大众的兴趣点，用以辅助相关网站进行商业决策，比如

视频网站如何选择购买正版电影和如何给电影播放前

后插播的广告定价的问题。

４．１　面向个体接受者的序化加工实例
４．１．１　构建指标体系　本案例设计的排行榜旨在帮助
用户发现综合水平最高、获得广泛好评的电影。“微内

容质量”和“微内容受关注程度”两个指标与本文排行榜

的目标有直接联系。因为，一部电影的优劣，最直接的

评价标准就是网民对电影的评分；另外，一些电影质量

很高，但由于某些原因，不被大众接受，在考虑外部性的

情况下，引入“微内容受关注程度”指标，作为“微内容质

量”的补充。本文的样本数据为豆瓣网中的１００部电
影，其中，“微内容质量”是电影的评分，“微内容受关注

程度”可以近似看成是参与评分的人数。

４．１．２　指标抽取和归一化　即将所选的用户对电影
的评分和评价人数两项指标抽取出来。在抽取时注意

对用户进行初步的筛选，把用户信息极不完整、在豆瓣

网发布信息数量极少、对电影评价次数极少的用户界

定为不可信用户，将不可信用户的评分记录去除，以提

高电影评分的可信度。之后进一步对数字进行归一

化。因为，评分与评价人数之间的数字绝对值之间差

距很大，如果直接按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则会导致结果

中评价人数指标的影响过大。

４．１．３　电影排序　将指标归一化之，按照赋权求和的
方法计算出每部电影的结果值，将结果值从大到小排

列，即可得到电影的综合排名。本文中选取评分的权

重为０．８，观看人数的权重为０．２，原因有两点：①电影
评分是本序化加工框架的主要因素，而评价人数是作

为辅助的指标；②评价人数会受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国内是否引进、是否有翻译版本等，而这样的影响与

电影本身的优劣是无关的，所以，评价人数的权重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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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不客观的结果。

　　将本文的排名与豆瓣２５０和时光１５０的排名进行
对比，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排序结果对比（前１５位）

本文排序 豆瓣２５０排序 时光１５０排序

肖申克的救赎 肖申克的救赎 肖申克的救赎

这个杀手不太冷 美丽人生 海豚湾

阿甘正传 海豚湾 盗梦空间

海豚湾 这个杀手不太冷 阿甘正传

美丽人生 阿甘正传 辛德勒的名单

盗梦空间 霸王别姬 教父

霸王别姬 盗梦空间 天堂电影院

辛德勒的名单 辛德勒的名单 乱世佳人

机器人总动员 机器人总动员 机器人总动员

三个傻瓜 三个傻瓜 这个杀手不太冷

海上钢琴师 海上钢琴师 霸王别姬

教父 教父 博击俱乐部

天堂电影院 乱世佳人 三个傻瓜

乱世佳人 天堂电影院 教父２
放牛班的春天 博击俱乐部 美国往事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３个排行榜的前 １５位电影
中，共有１１部电影相同，从前１５位的排名顺序来看，
也有一定的相似度。但是，网络中的各种电影排行榜

五花八门，每个人心中对电影的优劣评价又各有不同，

很难有统一的判定标准，本实例只是将构想的序化模

型予以实现，目的在于提出一个微内容序化的原始框

架，是否有更合理的序化指标和序化方法，还有待进一

步的研究。

　　将上文的权重值从（０．８，０．２）调整到（０．９，０．１）、
（０．７，０．３）。从结果中可以发现，除了个别电影的排名
有变化之外，总体的前１５部电影排序结果是完全一样
的，说明即使放松对权重值的限制，排序结果仍固定不

变。表明通过选取两个指标对电影信息进行第二层序

化的结果是稳定的。

４．１．４　局限性分析　网络中难免有不负责任的评价
信息，如用户随意对电影进行评分，或是网络营销人员

刻意抬高某个电影的评分等。针对此问题，用户微内

容可以为过滤这些用户提供参考，如收集用户以往的

评分与大众综合评分的差异或曾经在网站上发布过不

良信息的记录等。通过对用户信息的审核，减少此类

用户的评价信息对研究的影响。但鉴于用户的详细信

息网站并不公开，所以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４．２　面向企业接受者的序化加工实例
４．２．１　标签的抽取和过滤　从豆瓣网中将上文获得

的前１５名最佳电影的标签抽出，每个标签都代表了电
影的某个特点。将其中无意义的标签去除，如“经

典”、“电影”和与电影名重合的标签名。另外，上文中

的电影排行榜是将各个年代的优秀电影一起排序，电

影的出版年代没有意义，所以，将年份的标签也去除。

４．２．２　标签的聚类结果　将排行榜中的前３０部电影
的标签作为样本，按上文的过滤规则筛选，将其中属于

近义词的标签转变为同一形式，统计所有标签数量，将

标签按数量由大到小排序，给出前１５位使用最多的标
签。结果的含义是：当电影中具有以标签为特点的内

容时，比较能吸引观众，观众反响较好。

４．２．３　评估最新电影并辅助决策　本文从２０１１年５
月上映的电影中选取５部，从豆瓣网中抽取网民给予
该电影的标签，并与上文得出的结果相比较，按标签匹

配的数目从大到小将电影排序得到的结果为：

　　功夫熊猫２（４个）＝加勒比海盗４（４个）＞最爱
（３个）＞速度与激情５（２个）＞不再让你孤单（１个）
　　根据本文的分析，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推断，按上面
的顺序由前至后采购这５部新片，可以使网站获得较
高的收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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