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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危机事件的蔓延扩散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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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
X+H!;$

时代的到来!网络媒体已成为公共危机及其风险传播的主要途径!舆论危机的形成和演化也

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风险问题#其中!网络舆论的蔓延过程及其机理的研究是舆论危机研究的重点!并逐渐受到

学者的关注和社会的重视#本文以舆论危机的蔓延机理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和梳理近年来发生的
!$

起网络舆

论危机事件!对舆论蔓延的基本内涵"表现形式和驱动因素等进行系统总结#随后!以蔓延驱动因素的研究为指

导!考虑蔓延的(内部影响因子)和(外部影响因子)等!构建舆论蔓延扩散的一般性模型!并对模型的极值点和拐点

等进行剖析#最后!本文以(

#

/

!"

甬温动车事故)为例!对其网络舆论的蔓延扩散模型进行拟合"回归和分析#

关键词!公共危机$网络舆论$蔓延机理$扩散模型$甬温动车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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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共危机生命周期理论指出危机的发展是一个

持续的过程!即随着风险因素的变化!其发展过程可

分为潜在期"突发期"蔓延期和恢复期等+

%>!

,

#作为

典型的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危机同样存在孕育

期"爆发期"蔓延期"处理期和休眠期等阶段#其中!

蔓延期是舆论事件热度以及媒体和网民参与度均达

到顶点的时期!是舆论危机演化的主要阶段#近年

来!舆论危机蔓延的探讨已成为研究的重点!并逐渐

引起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学科视角对网络舆

论危机的蔓延规律展开研究#从传播学的角度!学

者或探讨(微博)"(论坛)等在线网络社区中的舆论

扩散现象!如(蝴蝶效应)现象"(公共领域)现

象+

">K

,

!或对舆论传播和演化的规律及其内在原因

进行分析+

&>#

,

#从心理学的角度!国内外学者多以

(社会负面情绪)作为舆论危机蔓延的内在驱动因

素!采用(沉默螺旋)等心理模式!对舆论危机的扩散

规律进行总结+

D>%%

,

#从社会学的角度!佘廉等+

%!>%&

,

学者将网络突发事件定义为公共安全危机!利用危

机管理的相关理论对其蔓延规律进行总结#从系统

学的角度!国内外学者则以系统动力学和复杂网络

系统为基础!或构建网络舆论扩散的动力学模型!对

舆论蔓延的基本规律进行仿真分析+

%C>%?

,

!或构建相

应的无标度网络"超网络模型!并对其传播和蔓延规

律进行梳理+

!$>!%

,

#

总之!国内外学者从各角度对舆论蔓延进行了

分析!并给出相应学科视角舆论蔓延的规律及其影

响因素!但这些研究更多侧重舆论蔓延的某个视角#

传播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多侧重对网络

舆论蔓延规律的定性描述!系统学领域的研究虽引

入定量模型!但其变量选取的主观性较强!微观仿真

的宏观表现往往缺乏现实依据#本文则在上述研究

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典型

网络舆论危机事件蔓延规律及其驱动因素的分析!

构建网络舆论危机蔓延的扩散模型!并以(

#

/

!"

甬

温动车事故)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

!

网络舆论危机蔓延机理的基本内涵

"#!

!

网络舆论危机蔓延机理的概念

(蔓延)原指植物的生长状态!7辞海8将其定义

为像蔓草一样延伸扩展的过程!即传播"散布的意



表
!

!

网络舆论危机事件的统计分析

网络舆论危机
开始时间

1关注量

蔓延周期

前期1关注量 中期1关注量 后期1关注量

结束时间

1关注量

邳州暴力征地事件
!$%$R$%R$?

1

C !$%$R$%R%D

1

!%$ !$%$R$%R%?

1

"$! !$%$R$%R!!

1

%&C !$%$R$%R!C

1

#

谷歌退出中国事件
!$%$R$%R%!

1

"% !$%$R$%R%"

1

KKD !$%$R$%R%&

1

%$#% !$%$R$%R!$

1

%#$ !$%$R$%R!"

1

?

新泰
!"

岁副局长事件
!$%$R$!R!$

1

" !$%$R$!R!%

1

!C! !$%$R$!R!"

1

&CK !$%$R$!R!C

1

%&" !$%$R$"R$&

1

?

烟草局长(香艳日记)

!$%$R$!R!D

1

%# !$%$R$"R$%

1

KC$ !$%$R$"R$?

1

%%%D !$%$R$"R%?

1

%$% !$%$R$KR$%

1

%$

庄河政府下跪事件
!$%$R$KR%&

1

%" !$%$R$KR!%

1

?% !$%$R$KR!"

1

!K! !$%$R$KR!C

1

%%$ !$%$R$&R$%

1

%

农民炮轰强拆队事件
!$%$R$CR$&

1

% !$%$R$CR$#

1

!K% !$%$R$CR$#

1

!K% !$%$R$CR$D

1

&% !$%$R$CR%$

1

!

唐骏(学历门)事件
!$%$R$#R$K

1

% !$%$R$#R$C

1

C! !$%$R$#R%%

1

K!? !$%$R$#R%&

1

&K !$%$R$#R!"

1

%%

宜黄强拆自焚事件
!$%$R$?R$D

1

" !$%$R$?R%!

1

%$! !$%$R$?R%"

1

"$C !$%$R$?R!%

1

%%# !$%$R$?R!#

1

"

江西上饶拆迁事件
!$%$R$?R%%

1

! !$%$R$?R%!

1

D& !$%$R$?R%"

1

!#& !$%$R$?R!$

1

C& !$%$R$?R!&

1

C

京城安元鼎截访事件
!$%$R$?R%"

1

%% !$%$R$?R!&

1

"#% !$%$R$?R!C

1

C$% !$%$R$?R!D

1

%$C !$%$R%$R$C

1

%D

腾讯与
"C$

互攻事件
!$%$R%%R$"

1

% !$%$R%%R$"

1

&&! !$%$R%%R$&

1

%K!D !$%$R%%R%$

1

%"& !$%$R%!R$%

1

%?

山西富豪警察案事件
!$%$R%%R%&

1

%K !$%$R%%R%?

1

&% !$%$R%%R!!

1

!?D !$%$R%%R!"

1

&% !$%$R%%R!K

1

#

浙江钱云会事件
!$%$R%!R!C

1

D !$%$R%!R"$

1

%?$ !$%%R$%R$!

1

&K" !$%%R$%R$K

1

%$K !$%%R$%R$?

1

#

双汇瘦肉精事件
!$%%R$"R%&

1

% !$%%R$"R%&

1

%%D !$%%R$"R%C

1

%?$ !$%%R$"R!&

1

&K !$%%R$KR$"

1

%$

药家鑫师妹捅人事件
!$%%R$KR$!

1

! !$%%R$KR$K

1

K"% !$%%R$KR$K

1

K"% !$%%R$KR$C

1

%!$ !$%%R$KR$D

1

%%

邵阳官员抢婴儿事件
!$%%R$&R$D

1

% !$%%R$&R$?

1

&% !$%%R$&R%$

1

!D" !$%%R$&R%K

1

&! !$%%R$&R%&

1

C

故宫失窃事件
!$%%R$&R%$

1

%D !$%%R$&R%%

1

%## !$%%R$&R%!

1

K"C !$%%R$&R%D

1

%%! !$%%R$&R!%

1

?

故宫错字门事件
!$%%R$&R%"

1

! !$%%R$&R%K

1

"%" !$%%R$&R%K

1

"%" !$%%R$&R%#

1

?K !$%%R$&R!"

1

C

甬温线动车事故
!$%%R$#R!"

1

%" !$%%R$#R!K

1

#$! !$%%R$#R!C

1

?!! !$%%R$DR%%

1

%"D !$%%R$DR%"

1

%"

固镇集体停职事件
!$%%R$DR$#

1

# !$%%R$DR$D

1

&K !$%%R$DR%$

1

!K? !$%%R$DR%%

1

?& !$%%R$DR%!

1

!

!!

数据来源'方正舆情智思系统

思+

!!

,

#网络舆论危机蔓延的特征是网络个体或群

体围绕着社会公共事件!进行持续大规模的网络互

动!使热点事件经过传播和扩散等连锁反应!进入社

会公共领域给政府和社会带来更大范围内难以估量

的损失#鉴于网络媒体传播的快速性"广泛性和互

动性等特征!本文将网络舆论危机蔓延机理定义为'

社会公共事件受互联网的作用和影响!经过网络内

部个体或群体的讨论和交互!导致负面舆论的集中

涌现及其快速传播扩散的过程#

"#"

!

网络舆论危机蔓延的宏观表现

为把握舆论危机蔓延在时间维度上的宏观表

现!本节以
!$%$

年
3

!$%%

年发生的网络舆论危机

事件为研究对象!对事件曝光时间"舆论蔓延前期"

中期%高峰期&"后期以及结束时间的舆论关注量进

行统计#如表
%

所示!开始时间为事件在网络媒体

曝光的时间点$蔓延前期是指舆论关注量突破
&$

的

时间点$蔓延中期是指关注量达到峰值的时间点$蔓

延后期是指关注量跌至
&$

的时间点$结束时间是指

事件得到最终处理的时间点#

!!

上述网络舆论危机蔓延过程关注量的总体变化

趋势相对一致!其统计结果显示
%C

起网络舆论危机

的蔓延模式为单峰曲线!约占
D$_

的比例#鉴于单

峰蔓延模式的普遍性!为总结网络舆论危机蔓延的

宏观表现!本文将
!$

起网络危机事件的舆论关注量

加和平均!得出各阶段舆论关注量的平均值!并将其

绘制成趋势图%图
%

&#根据危机的全生命周期假

说!危机事件在经历孕育期和爆发期后!积累的能量

将在蔓延期完全释放出来!即事件影响力达到最高

峰!并持续影响社会稳定!直至进入处理期和休眠

期#如图
%

所示!网络舆论危机关注量在蔓延期迅

速扩散至最大值!即舆论危机的蔓延在宏观上呈现

扩散效应#

图
%

!

网络舆论危机蔓延的宏观表现

"#$

!

网络舆论危机蔓延的微观表现及其驱动因素

进一步分析蔓延扩散效应的内在机理!本节以

(浙江钱云会事件)为例!通过(方正舆情智思系统)

抓取该事件的网络在线数据!即各时间点该事件在

论坛上的回复关系#以图
%

的蔓延扩散波形图为基

础!利用
O+

`

()

软件分别绘制舆论危机发展时期的

在线回复关系网络!并通过(波网联合分析)!得到蔓

延各阶段的网络意见领袖核心节点及其涌现形式#

/

$!%

/

中国管理科学
!!!!!!!!!!!!!!!!!!!!

!$%&

年



图
!

!

网络舆论危机蔓延的微观表现

!!

图
!

分别表示舆论危机开始时期"蔓延前期"蔓

延中期"蔓延后期和结束时期的在线回复关系网络!

具体的回复特征如下#

%

%

&开始时期!舆论关注度呈现缓慢上升趋势!

网民从各自视角对公共事务议题展开讨论!但并未

形成统一观点!网络回复关系相对较为简单#

%

!

&蔓延前期!随着传统媒体的介入!舆论关注

度持续上升!并以大
:

的形式出现相对较为集中的

观点!如(不给力)"(

N

T

##C1

)和(

P/1*,(1.(/)

)等网

络大
:

通过较大的网络(出度)推动网民参与话题

讨论#

%

"

&蔓延中期!舆论关注度达到最高值!特定的

时空环境因素导致舆论话题的衍生!并产生新的大

:

及更为集中的观点!如(刘逸明)"(周禄宝)和(中

华
%

青年)将舆论议题由交通事故引到官民矛盾!导

致更大范围内的舆论蔓延#

%

K

&蔓延后期!随着政府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事

件舆论的关注度逐渐降低!相应的回复关系网络也

开始瓦解!只存在网络大
:

(周禄宝)及其简单的回

复关系#

%

&

&结束时期!舆论关注度和网络在线回复关系

均回归常态#

舆论危机的(波网联合分析)显示!舆论蔓延受

公共事务议题"网络大
:

"传统媒体"舆论时空因素

和政府干预等多种因素的驱动#这些因素不仅涉及

网络舆论的构成因素!还关系到舆论演化各阶段的

特征因素!即同时包含内驱动因素和外驱动因素#

%

%

&内驱动因素

内驱动因素是舆论蔓延的内在根据!包括公共

事务议题"传统媒体"网络大
:

#公共事务议题是指

(涉腐)"(涉权)"(涉黑)等极易引发社会关注的焦点

事件+

!"

,

#传统媒体参与是网络事件蔓延至公共领

域成为公共议题的主要驱动因素+

!K

,

#网络大
:

是

指网络积极分子或带有不满情绪的个体!通过发表

过激言论!迎合广大网民的心理并获取关注#

%

!

&外驱动因素

/

%!%

/

第
#

期
! !!!!!!!!!!!

王光辉等'网络舆论危机事件的蔓延扩散效应研究



外驱动因素是舆论形成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包

括舆论时空因素和政府干预的缺失等#时空因素是

指影响网络舆论危机发生"发展"演化和终结的时空

环境#政府干预的缺失会激化原有的社会矛盾+

!&

,

!

造成舆论传播速度的加快#

$

!

网络舆论危机蔓延的扩散模型

结合舆论蔓延扩散的内外部驱动因素!本节借

鉴创新扩散模型的基本形式!提出网络舆论单峰蔓

延的扩散模型!并对其极值点和拐点进行分析#

$#!

!

模型假设

模型的研究对象是舆论蔓延的扩散效应!为简

化建模过程!做如下假设'%

%

&假设舆论危机以公共

危机事件为始点!网民间相互交互导致舆论的形成$

%

!

&假设模型仅考虑原发性危机事件!不考虑多个事

件的叠加和耦合$%

"

&假设舆论的潜在蔓及网民同时

受到其他所有网民的影响$%

K

&假设每个网民发帖的

社会影响力无显著差异$%

&

&假设舆论蔓延遵循 (超

网络)的演化规律+

!C

,

!即同时受环境"心理和观点等

多维因素的影响#%

C

&假设模型仅考虑网络舆论危

机蔓延的主要模式!即单峰蔓延模式#

$#"

!

模型构建

基于假设五!环境维度通过时空环境等因素的

作用!为蔓延提供外驱动力$心理维度通过大
:

等

因素的作用!为蔓延提供内驱动力#由
M.

5

+0,

等+

!#

,学者提出的创新扩散过程受创新"信息渠道"

时机和社会系统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些因素

恰与网络舆论的公共事务议题"网络大
:

或传统媒

体"时空因素及网络社会系统等内外驱动因素相对

应#若定义已被蔓及网民数为
?

%

(

&!被蔓及网民的

饱和数为
%

!则潜在被蔓及网民数为
%

5

?

%

(

&#借

鉴创新扩散模型的基本形式+

!D>!?

,

!考虑上述内外驱

动因素!舆论蔓延扩散模型包括三部分'外部环境影

响"内部已被蔓及网民对潜在被蔓及网民的影响以

及潜在被蔓及网民间的相互影响#

外部环境影响是以危机事件作为舆论蔓延的始

点%假设一&!通过持续改变舆论时空环境!引导网民

逐渐参与相应舆论事件的讨论#我们定义受外部影

响潜在被蔓及网民的转化率为
D

!该影响作用于潜

在被蔓及网民
%

5

?

%

(

&!则外部影响所产生的舆论

蔓延效果为
D

$

+

%

5

?

%

(

&,#

内部影响以假设三为基础!将(其他所有网民)

分为已被蔓及和潜在被蔓及网民两类#对于已被蔓

及网民对潜在被蔓及网民的影响!由于假设(每个网

民发帖的社会影响力无显著差异)!则其在整个舆论

蔓延系统的内部影响力可简化为
?

%

(

&1

%

#我们定

义这种内部影响力的转化率为
M

!同样作用于
%

5

?

%

(

&!则相应的蔓延效果为
M

$

?

%

(

&1

%

$

+

%

5

?

%

(

&,#对于潜在被蔓及网民间的影响!则同样存在

上述规律#因此!综合考虑模型假设及其逻辑分析

过程!本文将舆论蔓延扩散模型表示如下#

3

%

(

&

&

+?

%

(

&

+(

&

D

+

%

5

?

%

(

&,

0

M

?

%

(

&

%

+

%

5

?

%

(

&,

5

I

%

5

?

%

(

&

%

+

%

5

?

%

(

&, %

%

&

+?

%

(

&

+(

&

%

D

5

I

&+

%

5

?

%

(

&,

0

%

M

0

I

&

?

%

(

&

%

+

%

5

?

%

(

&, %

!

&

备注'

3

%

(

&表示受舆论内外驱动因素的影响!

(

时刻新关注舆论危机的网民数#

%

表示舆论蔓延涉及的最大饱和人数!参数取

值介于
$

和(论坛网民总人数)之间#

D

表示舆论环境等蔓延的外部影响因子!即外

部环境对潜在蔓及网民的影响转化率!参数取值介

于+

$

!

%

,之间#

M

表示舆论心理等蔓延的内部影响因子!即内

部已被蔓及网民对潜在被蔓及网民的影响转化率!

参数取值介于+

$

!

%

,之间#

I

表示舆论潜在被蔓及网民间的相互影响因

子!即内部潜在被蔓及网民间的相互影响转化率!参

数取值同样介于+

$

!

%

,之间#

假设公共危机发生之前!该舆论的累积关注量

?

%

$

&

&

$

#因此!可将公式%

!

&变形!并求解微分方

程'

+?

%

(

&

+(

&

+

%

5

?

%

(

&,+%

D

5

I

&

0

%

M

0

I

&

?

%

(

&

%

,

+?

%

(

&

+

%

5

?

%

(

&,+

%

D

5

I

&

%

M

0

I

0

?

%

(

&,

&

%

M

0

I

&

%

+(

+

%

?

%

(

&

0

D

5

I

M

0

I

%

5

%

?

%

(

&

5

%

,

+?

%

(

&

&5

%

D

0

M

&

+(

%

"

&

公式%

"

&两端积分!并求解上述齐次微分方程

得'

?

%

(

&

&

%

+

%

D

5

I

&

5

%

D

5

I

&

/

5

%

D

0

M

&

(

%

D

5

I

&

5

%

M

0

I

&

/

5

%

D

0

M

&

(

, %

K

&

如公式%

K

&所示!累积关注舆论危机的网民数

?

%

(

&!同时受舆论蔓延最大饱和人数
%

"外部影响

因子
D

"内部影响因子
M

和蔓延时间
(

等因素的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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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其中!

?

%

(

&与最大饱和人数
%

通常成正比例

关系!且与时间
(

的函数关系呈现
8

型曲线的关

系#

$#$

!

模型极值点分析

舆论危机监控者和管理者通常比较关心舆论蔓

延的规模!而舆论蔓延时间和规模即是对舆论蔓延

扩散模型
?

%

(

&极值点的分析#由于可导函数在某

点取得极值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导数为零且该点两侧

导数异号#因此!对
?

%

(

&求一阶导数!并整理可得

3

%

(

&如下'

3

%

(

&

&

%

3

%

D

5

I

&%

D

0

M

&

!

/

5

%

D

0

M

&

(

+%

D

5

I

&

0

%

M

0

I

&

/

5

%

D

0

M

&

(

,

!

4 %

&

&

如公式%

&

&所示!根据
8

型曲线的基本趋势!连

续函数
?

%

(

&的极值点存在#当
3

%

(

&

#

$

时!

?

%

(

&为

增函数!网络舆论呈现蔓延趋势$当
3

%

(

&

&

$

时!

?

%

(

&取得最大值!网络舆论达到蔓延顶点$当
3

%

(

&

;

$

时!

?

%

(

&为减函数!网络舆论呈现衰减趋势#由

于
D

"

M

"

%

均为时间
(

的非负函数!则若
3

%

(

&

&

$

!可

得
D

&

I

!即当某时刻舆论的外部影响因子和舆论

潜在蔓及网民间的相互影响因子相等时!舆论蔓延

的扩散趋势可能达到最大值#

$#%

!

模型拐点分析

舆论蔓延极值点体现蔓延的整体规模!但该蔓

延对于社会的冲击力!多以蔓延扩散的速度表示#

根据
8

型曲线的基本趋势!舆论蔓延扩散的最大速

度多出现在模型的拐点位置#由于拐点存在的必要

条件是函数在定义域范围内二阶可导!且其二阶导

数为
$

#因此!对
?

%

(

&求二阶导数并令其为
$

!可求

得拐点时刻以及相应的
?

%

(

&和
3

%

(

&!简要的求解

结果如下'

?

%

(

&

JJ

&

$

%

C

&

(

$

&

%

D

0

M

2*

%

D

5

I

M

0

I

& %

#

&

3

%

(

$

&

&

%

K

%

M

0

I

&

%

D

0

M

&

!

%

D

&

?

%

(

$

&

&

%

+

%

!

5

D

5

I

!

%

M

0

I

&

, %

?

&

由于函数
?

%

(

&符合
:

型曲线的基本形式!若将

公式%

#

&和%

?

&标注在舆论蔓延扩散模型的
:

型曲

线上!舆论蔓延扩散的拐点是时刻
(

$

!对应的舆论

累积关注量为
?

%

(

$

&#在拐点
(

$ 时刻!舆论蔓延扩

散的速度最快!具体达到
3

%

(

$

&表示的数值!该速度

对于社会稳定的冲击力最大!是舆论监管和控制的

关键环节#

%

!

案例分析+++,

R

-

"$

甬温动车事故.

%#!

!

事故背景

!$%%

年
#

月
!"

日!北京开往福州的
@"$%

次列

车与杭州开往福州南的
@"%%&

次列车发生追尾事

故!造成
K$

人死亡"近
!$$

人受伤#公众和媒体高

度关注政府的事故处置进展!纷纷通过微博"论坛等

形式参与事故讨论!相关舆论在网络空间迅速蔓延

扩散#例如!

#

月
!K

日!网民纷纷质疑政府掩埋车

体是为了掩盖事故真相$

#

月
!&

日!网民开始质疑

事故救援及高铁技术$

D

月
&

日!随着政府的介入!

舆论蔓延扩散速度降至正常水平+

"$

,

#

%#"

!

甬温动车事故网络舆论的扩散模型

在案例事故舆论的蔓延过程中!微博舆论构成

其网络舆论的主流#因此!本文将微博作为事故舆

论的主要研究平台!以(温州
g

动车)为关键词!对
#

月
!!

日至
D

月
%&

日的日微博原创量进行检索和整

理!得到事故微博舆论的每日增加量和累积增加量!

如表
!

所示#

表
"

!

甬温动车事故微博舆论的蔓延量统计

日期 日扩散量
*

%

7

& 累积蔓延量
<

%

7

& 日期 日扩散量
*

%

7

& 累积蔓延量
<

%

7

&

#

月
!!

日
$ $ D

月
K

日
%D%!D !$C%CKD

#

月
!"

日
#K%C$ #K%C$ D

月
&

日
D!K$ !$C?DDD

#

月
!K

日
""#DK$ K%!$$$ D

月
C

日
D!K$ !$#D%!D

#

月
!&

日
&"&C$$ ?K#C$$ D

月
#

日
?DDD !$DD$%C

#

月
!C

日
"$"!"! %!&$D"! D

月
D

日
K?KK !$?!?C$

#

月
!#

日
!C!$"! %&%!DCK D

月
?

日
"?C% !$?C?!%

#

月
!D

日
%CCKKD %C#?"%! D

月
%$

日
K?KK !%$%DC&

#

月
!?

日
%!%?&! %D$%!CK D

月
%%

日
C&?! !%$DK&#

#

月
"$

日
DK$KD %DD&"%! D

月
%!

日
!""$ !%%$#D#

#

月
"%

日
&!#"C %?"D$KD D

月
%"

日
K?KK !%%&#"%

D

月
%

日
&!#"C %??$#DK D

月
%K

日
C&?! !%!!"!"

D

月
!

日
"C!&C !$!#$K$ D

月
%&

日
D!K$ !%"$&C"

D

月
!

日
%CKD$ !$K"&!$

/

"!%

/

第
#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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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模型的总结和参数估计

!

@+

`

+*P+*7:10)1H2+

'

*

%

7

&

!

L(+)*P+

`

+*P+*7V10)1H2+),<

%

7

&

;

S

a

/17).*

4.P+28/6610

T

W1016+7+0S,7)617+,

M8

a

/10+ I P3% P3! 8)

5

; '.*,71*7 H% H!

Y/1P017)9 ;D#? D$;%!$ ! !! ;$$$ &;%?&SK ;C&# >";!#$S>#

!!

由于甬温动车事故发生于
!$%%

年
#

月
!"

日!本

文将
#

月
!!

日的日扩散量
3

%

$

&和累积蔓延量
?

%

$

&

均定义为
$

!依此选取
!&

天的微博舆论日扩散量数

据!并由日扩散量数据得到累积蔓延量数据#若将单

位时间
+(

定义为一天!则公式%

"

&可做如下变形'

3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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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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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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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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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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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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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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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I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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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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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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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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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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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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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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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D

5

I

&+

%

5

?

%

(

&,

0

%

M

0

I

&

?

%

(

&

%

+

%

5

?

%

(

&,

3

%

(

&

&5

M

0

I

%

?

!

%

(

&

0

%

!I

5

D

0

M

&

?

%

(

&

0

%

D

5

I

&

%

%

%$

&

公式%

%$

&的自变量
?

%

(

&表示舆论累积蔓延

量!因变量
3

%

(

&表示舆论日扩散量#本文以表
!

的数

据为基础!利用
8W88

软件!对公式%

%$

&进行一元二

次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下'

!!

如表
"

所示!在案例事故舆论蔓延扩散模型的

回归分析中!拟合优度
M

方为
$;D#?

!说明自变量和

因变量形成的散点与回归曲线的接近程度较高!回归

结果较为理想#此外!回归关系的显著性系数
8)

5

;

为
$;$$

;

$;$&

!表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

二次关系!即回归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以

将案例事故网络舆论蔓延扩散的模型定义如下#

3

%

(

&

&5

";!#

4

%$

5

#

?

!

%

(

&

0

$;C&#?

%

(

&

0

&%?&$

%

%%

&

%#$

!

甬温动车事故网络舆论扩散模型的趋势分析

对于公式%

%%

&!图
"

的拟合曲线表示舆论日扩

散量
*

%

7

&随累积蔓延量
<

%

7

&的增加和时间的延续!

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

%

7

&则随时间
7

的持续

呈现
8

型曲线的变化规律#舆论蔓延扩散速度最快

的时刻出现在
8

型曲线的拐点位置!此时是舆论监

管和控制的关键时期#

!!

对于甬温动车事故的网络舆论危机!图
">1

的

虚线表示!当累积蔓延量
?

%

(

&为
%$$

万人时!舆论

日扩散量
3

%

(

&最大!达到
"D;!

万人次#图
"

5

M

虚线

所在的时间点是
:

型曲线斜率绝对值的最大点!即

表示事故舆论扩散速度在第
"

天%

#

月
!&

日&与第
K

天%

#

月
!C

日&间达到最大值#这是因为事故发生后

的第三天!网络舆论的关注点已由最初的事故灾难

转化为对中国高铁技术的质疑和对铁道部掩埋车体

的声讨等!这种转化引发更大范围的网民参与#因

此!甬温动车事故发生后!网络舆论监管部门应在舆

论累积蔓延量
?

%

(

&达到
%$$

万人次或事发后的第
"

天!对网络舆论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结合舆论蔓延

扩散模型的假设和分析!舆论蔓延的治理措施包括

干预策略和引导策略#干预策略主要作用于环境等

外部影响因素!如通过对舆论蔓延时空因素的报道!

增加事故透明度!减少参数
D

的取值!以减少其对舆

论蔓延扩散的外部驱动#引导策略主要作用于心理

等内部影响因子!如通过对潜在蔓及网民心理的疏

图
"

!

舆论的日扩散量和累积蔓延量的关系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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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增加参数
I

的取值!减少参数
M

的取值!以减少

其对舆论蔓延扩散的内部驱动#

%#%

!

甬温动车事故网络舆论扩散模型的因子分析

网络舆论扩散模型综合考虑到网络大
:

"时空

环境等内外部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分析案

例事故的舆论蔓延规律和特征!还需对相应的内外

影响因子及其关联关系进行分析#本节以表
"

的参

数估计结果为基础!建立如下关于模型参数的方程

组'

5

%

M

0

I

&1

%

&5

";!#

4

%$

5

#

!I

5

D

0

M

&

$;C&#

%

D

5

I

&

%

&

@

,

-

&%?&$

%

%!

&

求解方程组%

%!

&!可得各系数的具体数值如下'

%

&

!;$D&

4

%$

C

D

&

$;$!&

0

I

M

&

$;CD!

5

@

,

-

I

%

%"

&

方程组%

%"

&给出案例事故舆论蔓延扩散模型的

系数值及其相互关系#其中!

%

&

!;$D&

$

%$

C表示

参与该事故(微博舆论)扩散的最大饱和网民数预

计为
!$D;&

万人#此外!

D

&

$;$!&

0

I

和
M

&

$;CD!

5

I

则表示参数
D

和
M

都与参数
I

相关!

D

与
I

呈现正

相关关系!

M

与
I

呈现负相关关系#但由于参数
I

的界

定较为困难!实际案例主要考虑参数
D

和
M

的负相关

关系#

%

%

&当
D

#

M

时!即外部影响因子大于其内部影

响因子!舆论蔓延的主要动力更多源于舆论议题的

影响#该状态主要存在于舆论危机蔓延的前期!此时

舆论监管者应侧重对舆论环境的干预#对于案例事

故!该时期应增加事故处置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

!

&当
D

&

M

时!即外部影响因子和内部影响因

子对舆论危机蔓延扩散的作用效果相当#该状态主

要存在于舆论危机蔓延的中期!此时舆论监管者在

加强舆论环境干预的同时!还应侧重对网民心理的

引导#对于案例事故!该时期应同时增加事故透明度

和对网民心理的关注#

%

"

&当
D

;

M

时!即外部影响因子小于其内部影

响因子!舆论蔓延的主要动力更多源于心理波动的

影响#该状态主要存在于舆论危机蔓延的后期!此

时舆论监管者应侧重对网民心理的引导#对于案例

事故!该时期则应主要增加对网民心理的关注#

&

!

结语

网络危机事件的风险源于舆论的蔓延与扩散!

正确认识和评估舆论蔓延态势!可为政府进行舆论

监管提供决策依据#本文以网络舆论危机的蔓延机

理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蔓延表现形式和驱动因素的

分析!提出舆论蔓延扩散的一般性模型!并以(

#

/

!"

甬温动车事故)为例!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

主要贡献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

&提出网络舆论蔓延

的内涵"表现和驱动因素$%

!

&以具体的案例为基础!

提出舆论蔓延扩散的一般性模型!可用于预测舆论

事件的蔓延过程!也可为政府的舆论监管提供指导#

本文虽然对网络舆论危机的蔓延扩散效应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很多内容

有待深入研究#在模型构建环节!本文主要考虑较

为普遍的单峰蔓延模式!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对多峰

蔓延模式的建模方式进行探讨#在实证分析环节!

本文的建模过程综合考虑了舆论蔓延扩散内外部影

响因子!但案例研究对各影响因子随时间变化趋势

的讨论则相对较少!这虽然对模型的整体效果影响

较小!但仍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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