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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网络舆论领袖发掘
———以大学生就业舆情为例!

李卓卓 丁子涵

(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苏州 215123)

摘 要 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网络舆情研究中的现有应用，通过分析网络舆情的结构，进而发掘网络舆论领

袖。通过中心度测量、核心—边缘模型位置测算和影响力系数计算对大学生就业舆情展开案例研究。社会网络分

析法和内容分析法相结合所发掘的网络舆论领袖，应成为网络舆情监控中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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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Online Opinion Leadership Based 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of College Student Employment Taken for Example

LI Zhuozhuo DING Zihan
( School of Society，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123)

Abstract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in which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s used，the opinion leadership could be identifi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structure． The cas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about college student employment is based on the measure-

ment of the degree centrality，core－periphery and influence coefficient． The online opinion leadership explor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so-

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should be the focus of monitoring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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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作为现实的“镜像”，网络舆情能够真实反映民众

的思想状况，直接而快速地反映社会各个层面的舆情

状况与发展态势。网络舆情平台———互联网，是一个

由多个社会关系网络组成的复杂网络，在每个社会网

络中都拥有一个或多个处于中心地位的成员，即网络

舆论领袖。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论发布信息，传播信息，

在较短的时间内凝聚共识，发酵情感，甚至能够诱发行

为，左右其他网民的观点，引发网络舆情导向。发现网

络舆论领袖、加强对其言论的监控和管理是提升网络

舆情管理能力的重要途径。相对于传统网络舆情管控

对所有信息进行甄别分析与追踪而言，发掘网络舆论

领袖的思路则可省时高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发掘

所属虚拟社区的网络舆论领袖，权衡其所具有的影响

力，着重分析与监控舆论领袖的言论，不但能及时把握

群体事件的舆情走势，而且可以从源头上监控网络舆

情的传播，甚至可从信息源上根除负面舆情信息。

1 社会网络分析法在网络舆论领袖研究中的应用

1． 1 网络舆情研究方法简评 当前，分析网络舆情

的内容的常用方法是内容分析法，能对具有明确特性

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在方法论

研究中，刘毅论述了通过内容分析法对网络的内容，网

络的结构和网络的使用记录进行挖掘，可以描述网络

中传播的舆情信息，推论网络舆情信息传播主体的意

图以及态度和情绪的倾向性，描述和推论网络舆情信

息的产生和变化趋势 ［1］。在方法应用中，主要集中于

对舆论内容所表达的态度和情绪研究，如国外 Yukiko
Kawai 等人针对网上新闻可信度，采用内容分析法对

网民评论进行情绪偏差分析［2］。国内黄晓斌等人则进

一步探讨了内容分析法中的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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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中的应用，并构建了网络舆情信息文本挖掘模型。
运用网络文本挖掘可对网络舆情文本信息进行表示、
特征提取、内容总结、分类、聚类、关联分析、语义分析

以及利用网络文本进行趋势预测等，从而发现焦点热

点问题，为深层次的分析提供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3］。
对网络舆情的分析，不仅可以针对舆情的信息内

容，还可以通过分析舆情发布者的网络结构和关联探

寻舆情发展的规律。社会网络分析法是将可视化与可

测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它试图对各种关系进行量化

分析，从而揭示群体关系结构，研究这种结构对群体功

能或群体内部个体的影响。近年来，社会网络分析法

也被运用到网络舆情的研究中，特别是在分析虚拟社

区成员之间的关系结构和群体特征方面，得到了较为

广泛地应用。如陈京民等人将社会网络分析引入网络

舆情的研究中，对某一网络参政群体从网络密度、凝聚

子群、结构洞三个角度进行剖析，依据虚拟社区结构的

疏密程度来判断舆情信息的传播路径，基于成员间的

交互关系来发掘主导舆情发展的小团体，进而提出要

加强监控小团体的动向，帮助相关部门了解网络舆情，

做出正确的决策［4］。
简言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较之其他方法更加关

注事件间或参与者之间的联系，较多关注不同网络关

系结构下引发的网民行为发展变化情况，在研究网络

舆情信息传播和转移时，更加重视人的因素，更能揭示

网络舆情信息传播和转移的本质。
1． 2 社会网络分析法与网络舆论领袖研究的结合

社会网络分析法发展至今已经有一系列专有的理论

和模型被应用于网络社区的结构分析中。其中，著名

的结构洞理论就是发现舆论领袖的经典理论。按照结

构洞理论的提出者 Burt 的观点，当网络中人们之间没

有直接关系或关系缺失时，网络就会出现空洞，即所谓

的“结构洞”。结构洞通常构成了网络中信息折射和

资源流动的“阀门”，在网络中，占有的“结构洞”越多，

行动者在结构上所占的优势就越大，通过这些优势获

得回报的可能性就越大［5］。
中心度分析则是另一个衡量行动者的地位优越性

或特权性及社会声望的重要指标。Bavelas 最先对中

心度的形式特征进行了研究，随后 Nieminen 又对此概

念进行了系统的解释。所谓网络中的点中心度就是点

的度数，即与一点直接相连的其他点的个数。如果某

点度数高，则称该点居于中心，该点所对应的行动者就

是中心人物。这也是对舆论领袖最简单、最直接的测

量方法［6］。此外，Granovetter 提出的“弱联系优势”理

论，六度关系理论同样可以用于处于弱关系状态的网

络社区各个成员地位和作用的分析中，从而深化对网

络社区舆论领袖的认识［6］。

网络分析是建立在非概率方法的基础上的，它的

数据不是由样本的随机选择获得，而是通过最大甚至

是全部的群体成员获得，能够提供更正确和更真实的

分析［7］。将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一些模型和方法运用到

网络舆论领袖研究中，通过计算社会网络密度的紧密

程度，从而反映舆情在存在舆论领袖的虚拟圈子中的

传播、发展速度; 通过测量中心度和结构洞约束系数能

够快速发掘圈子中的舆论领袖，了解其在虚拟圈子中

所处的位置，发挥作用的大小，从而推断网络舆论领袖

的意图及态度倾向，把握整个网络的舆情动向，同时还

能够对虚假信息追根溯源，及时消除其不良影响，有重

点地加强对网络舆论领袖的分析与预测。

2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网络舆论领袖发掘研究设

计

2． 1 研究思路 在虚拟社区中，成员之间通过相互

回复对方的帖子产生联系。对于某成员，其所发帖子

获得其他成员回复的总和称为点入度，他回复其他成

员的总和称为点出度。若某成员所发帖子能够吸引大

多数成员的注意力，被广泛跟帖热议，抑或积极回复其

他成员的帖子，该成员就成为了虚拟社区的活跃分子。
网络舆论领袖必然是虚拟社区中的活跃分子，通过测

量虚拟社区成员点入度和点出度的数值可以直观地测

量其跃程度，从而发掘出该虚拟社区的活跃分子。然

而，活跃分子未必都是网络舆论领袖，只有那些引起其

他成员广泛支持，甚至一呼百应的活跃分子才是真正

意义上的网络舆论领袖。为此，分析该虚拟社区活跃

分子的影响力是找出该虚拟社区中的网络领袖的关

键。通过统计某成员的观点在一定时间内所获得的支

持和反对的票数总和，可以用定量的方式表达影响力，

即如果某成员观点得到明确支持的数值越大，其影响

力就越大，从而确定该虚拟社区中的网络舆论领袖。
2． 2 测量因子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中心

度分析、核心—边缘模型能够方便直观地测量成员的

活跃程度，判断成员所处的位置以及活跃分子之间的

紧密程度。配以“影响力系数”作为分类指标从活跃

分子中筛选出虚拟社区的网络舆论领袖。
2． 2． 1 中心度。中心度是测量行动者权力的量

化指标，其目的是在整个网络结构中，找到网络中核心

的成员。点度中心度是中心度测量的一种重要的方

法。它测量的是一个点与其它点发展交往关系的能

力，如果一个行动者与很多其他行动者有直接联系，该

行为者就处于中心地位，从而拥有较大的权力。
2． 2． 2 核心—边缘模型。核心—边缘模型是对

行动者所处位置的量化。该模型根据“核心”成员与

“边缘”成员之间联系的离散程度，从而区分出密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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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一系列行动者( 核心) 和密度较低的一系列行动

者( 边缘) ，确定网络中行动者所属的位置。
2． 2． 3 影响力系数。影响力指某成员对

于虚拟社区中其他成员行为的影响程度。在

虚拟社区中影响力越大，则该成员获得认可的

程度越大。测量某一成员影响力需要对该成

员响应值与认同值进行测量。响应值指的是

某成员在一段时间内获得支持值与反对值的

总和。认同值则是某成员在一段时间内获得

其他成员认同的程度，即支持总票数。影响力

系数就是认同值与响应值的比值。
2． 3 实施路径 发掘网络舆论领袖，首先

应选取相应的虚拟社区，从中提取参与讨论人

员的相关记录。我们认为用户之间通过相互

回复对方帖子的方式就产生联系，若用户 X 回

复了 Y 的帖子，即 X 与 Y 产生联系，无论一个用户对

另一个用户的回复是一次还是多次，均记为“1”，反

之，X 与 Y 不产生直接联系，则记为“0”，从而构成互

动关系矩阵。通过测量用户的中心度来寻找在网络中

处于中心地位的用户，即活跃分子。使用核心—边缘

模型的 CORR 算法确定活跃分子所处的位置。最后，

分别计算活跃分子的影响力系数，影响力系数大者最

终确定为该虚拟社区的舆论领袖。

3 大学生就业舆情实证分析

大学生就业是网民持续关注的问题之一。利用网

络舆情可以了解他们对待大学生就业现状的心理和态

度，利于政府和高校有针对性地指导大学生就业。从

天 涯 论 坛 ( http: / /www ． tianya． cn / techforum /article-
slist /0 /395． shtml ) 大学生就业板块中提取截至 2010
年 2 月 5 日—2011 年 1 月 28 日的所有发帖和回帖记

录，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找出网络舆论领袖，考察

其是否具备影响力。
3． 1 虚拟社区社会网络的“互动关系矩阵”及其关

联图 在这个虚拟社区中，各成员之间通过相互回复

对方的帖子产生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搜集，将该虚

拟社区 47 位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矩阵( 对成员按

字母顺序进行了编号 1－47) ，行代表回复者，列代表发

帖者，成员回复另一位成员，即两者产生直接联系，则

记为“1”，反之，两者没有联系，则记为“0”，这样就得

到一个 47×47 互动关系矩阵，并可将该虚拟社区的网

络关系图直观地表现出来。
不难看出，13、16、19 处于网络的中心地位，有很

多其他结点与该结点联接，他们是社群中的“活跃分

子”，在虚拟社区中享有很高的关注度。而成员 42 则

处于边缘位置，与其他结点几乎没有直接的联系，说明

他们与社群中的其他成员不经常交流，很少在该虚拟

社区中发表观点，对社群贡献不大。

图 1 虚拟社区 47 位成员网络关系图

3． 2 中心度测量 发掘虚拟社区中舆论领袖可通

过测量该社区的点度中心度。将“互动关系矩阵”输

入 Ucinet 中计算该矩阵的中心度。如表 1。
表 1 部分成员的中心度测量结果

OutDegree InDegree NrmOutDeg NrmInDeg
16 8． 000 19． 000 8． 696 20． 652
35 6． 000 2． 000 6． 522 2． 174
37 4． 000 0． 000 4． 348 0． 000
26 3． 000 1． 000 3． 261 1． 087
39 3． 000 2． 000 3． 261 2． 174
19 3． 000 26． 000 3． 261 28． 261
38 3． 000 3． 000 3． 261 3． 261
31 3． 000 2． 000 3． 261 2． 174
9 3． 000 1． 000 3． 261 1． 087
46 3． 000 0． 000 3． 261 0． 000
42 2． 000 0． 000 2． 174 0． 000
2 2． 000 1． 000 2． 174 1． 087
45 2． 000 2． 000 2． 174 2． 174
14 2． 000 2． 000 2． 174 2． 174
13 2． 000 11． 000 2． 174 11． 957

从分析结果看，不同成员表现出不同的点入度和

点出度。根据点度中心度的数量不同，成员在社群中

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也都不一样。从分析结果可以看

出，成员 16 和成员 19 的点入度和点出度较其他成员

排名靠前，说明他们在虚拟社区中较为活跃，不仅他们

的发帖获得很多其他成员的关注，而且还主动参与到

其他成员的讨论中，对虚拟社区的贡献较大，是虚拟社

区中的活跃分子。其中，这些成员的点入度都大于点

出度，更加说明他们的言论会受到更多成员的关注。
而成员 35 的点出度远远大于点入度，说明他积极关注

其他成员，自己的言论却较少被他人关注。成员 13 的

点入度大于点出度，说明该成员的言论有一定的影响

力，获得较多人的关注，但却很少关注他人言论。
3． 3 核心成员在核心—边缘模型中的位置 运用

Ucinet 软件中核心—边缘模型的 CORR 算法计算，判

断各成员所在的位置。经整理可见表 2，这里把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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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于 0． 15 的作为核心群体，大于 0． 08 小于 0． 15 的

作为半边缘群体，其他作为边缘群体。
表 2 47 位成员的核心度及位置分布情况

位置 成员 核心度 成员 核心度 位置

核心

半边缘

35 0． 471
16 0． 345
37 0． 309
38 0． 227
19 0． 209
39 0． 172
42 0． 163
13 0． 163
2 0． 163
25 0． 163
17 0． 163
31 0． 156
9 0． 153
26 0． 142
46 0． 139
41 0． 132
21 0． 116
1 0． 116
45 0． 116
36 0． 116
23 0． 116
7 0． 116
34 0． 116
12 0． 116

28 0． 116
47 0． 116
22 0． 116
4 0． 099
14 0． 083
6 0． 054
30 0． 054
32 0． 054
20 0． 054
5 0． 054
40 0． 054
15 0． 054
18 0． 044
8 0． 044
33 0． 044
43 0． 044
11 0． 044
3 0． 044
10 0． 044
24 0． 044
29 0． 044
44 0． 000

27 0． 000

半边缘

边缘

从表 2 可以看出，13、16、19 再次出现在核心群体

中，其余成员处于边缘地位。其中，13、16、19 三人均

分布在网络的核心位置上，进一步验证了三位成员的

中心地位，同时这一结果还表明这些活跃在社群中的

成员在虚拟社区中占据了信息通路的重要位置。
3． 4 舆论领袖影响力测量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

直观地看出 13、16、19 三人成为该虚拟社区的核心成

员，他们发表的观点得到了绝大部分成员的回应，具有

相当高的关注度，但这些回应中既有支持的声音又有

反对的声音，那么他们的观点是否能够得到大部分成

员的认可，激起他人的响应，对其他成员是否产生影

响，这对于判断网络舆情导向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考察活跃分子是否能够影响其他成员的行为，还

应对该虚拟社区中所有涉及舆论领袖和其他成员的相

应观点进行统计，并计算这些成员的影响力系数，最终

发掘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舆论领袖。统计结果如表 3 所

示。
表 3 中的影响力系数反映的是活跃分子在虚拟社

区中的影响力程度。经统计，这三位成员虽然都能够

汇聚大量的人气，然而他们在得到他人认同时却存在

着显著的差别。很明显，成员 16、19 的响应值和认同

值均很高，影响力系数也相对较高，这反映出这两位成

员是该虚拟社区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舆论领袖，他们在

虚拟社区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同时他们的言论能够引

起网友的共鸣，甚至一呼百应，引导网络舆情的发展态

势。而另一位成员 13 正恰恰相反，他的反对值远远高

于支持值，也就是说他发表的言论较少获得大家的认

同，无法影响他人的观点，有时甚至激起他人的反感，

对网络舆情的积聚作用较小。
表 3 活跃分子在虚拟社区中的影响力系数

响应值 认同值 影响力系数

13 74 27 0． 36

16 102 84 0． 82

19 118 86 0． 73

我们任意调出一位网络舆论领袖的发帖回帖记

录，其中，网络舆论领袖 16 在 2011 年 1 月 18 号，针对

大学生“宁在大城市当蚁族，不愿回县城当贵族”这一

新闻发帖表示自己对这种行为的不屑，认为“县城生

活成本低，竞争压力小，宁当鸡头，不做凤尾。人要活

得有尊严”。这一观点共得到了 20 次的回复，诸如，

“回老家当贵族有什么不好，钱不等于幸福。我的生

活观念尽力让自己活的开心一些”;“你老是看到大城

市的物质生活是多么的丰富，但是沒有想过大城市的

竞争是极其残酷的，你只会为了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

而工作，工作再工作，但是不能称之为生活，你只是一

个奴隶”; 也有人表示“你说的是十年前的情况，今天

中国的就业情况谁都明白，去哪发展还不一样”。经

统计，支持其观点的占大多数，有 13 次。同时，通过观

察，发现成员 16 每发一贴都会得到某些固定成员的回

复，形成了关系稳固的小团体。他们不仅回应其观点，

大部分时候还积极响应，从而成为一个以舆论领袖为

中心紧密团结的集体。

4 结 论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发现，在虚拟社区中的用户

由于其自身属性及其所在网络中位置的不同，对于舆

情传播的作用也大不相同。通过中心度的测量，中心

度较高并且处于中心地位的往往是该社会网络中的活

跃分子，这些成员的言论不仅获得大部分成员的广泛

关注，同时还对舆情信息的传播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
判断是否是舆论领袖，还应该测算成员在该社区中拥

有的影响力，当成员所发表的言论能获得其他成员广

泛支持时，他们的言论才能够在庞杂的网络信息中脱

颖而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网络舆情的导向，推动

事态的发展。一般而言，网络舆论领袖会对获取的信

息进行加工，然后将其再传播、再扩散给更大范围的人

群，这些包含网络舆论领袖主观性的信息从而能够支

配、引导追随者和被影响者的态度和行为。然而，在研

究过程中发现，社会网络分析法是通过网络中行动者

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发掘该社区的活跃分子，而舆论领

袖不仅需要在互动关系上享有主动权，还应该在其他

成员中享有较高的声望。因此，发掘网络舆论领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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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力、危机信息公开速度和危机事件透明度对舆论

演化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 政府公开真实危机信息的

速度、危机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能否引导网

民舆论的关键因素，公开速度越快、透明度越高，引导

速度越快，影响人数越多。政府公信力越高、政府发布

的信息可信度越高，对网民的引导力度就越大。本文

的仿真研究为政府处理危机事件时提供了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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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辅以相应的内容分析法，通过对其所表达观点中

涉及的情绪、意见、态度进行统计，以确保发掘网络舆

论领袖的准确性。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网络舆论领袖的言论较

之其他成员的言论应成为网络舆情监管的重要对象。
首先，针对社会讨论的敏感和特点问题，甄别网络舆论

领袖，重点监控并及时处理其煽动性言论，避免不良情

绪继续感染其他成员，进一步完善针对网络舆论领袖

的舆情预警和危机响应机制。在实施日常的网络管理

中，可有意识地主动“培育”网络舆论领袖，利用其在

虚拟社区中威望，正向引导舆论，积极引导大众回击虚

假或反动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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