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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情报科学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互联网中涉及政府、企业

及公共安全等方面的网络舆情与日俱增【1】。网络舆情作为

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对提高社会治理成效具有重要意义。

但由于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舆情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

快、公众卷入度高等特点【2】，易被掺杂“污染”的虚假民意，为

负面网络舆情的快速传播创造了条件。负面网络舆情是指

以网络为表达、传播和互动的渠道，网民对某一社会事件产

生具有一定消极性和破坏性的情绪、观点和态度的集合【3】。

当负面网络舆情成为网络信息生态的主流时，易对非理性人

产生诱导和暗示，进而引发受众的过度关注和不实揣测，产

生不良心理和过激行为，甚至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导

致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常态化存在，这为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响

应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利用网络舆情创造价值的同时，

准确评判负面网络舆情风险等级，确定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应

对轻重缓急，在人力、物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做到精准有效

地响应【4】，是网络治理能力和网络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

科学问题。

目前，关于负面网络舆情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

面：①负面网络舆情传播和演化研究。李立煊等学者根据负

面网络舆情作用机理，从信息传递、信息内容和信息发布维

度构建了舆情态势评估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

舆情传播态势进行了分析【5】；显然，负面网络舆情演化是一

个动态过程，因此宋宁等学者进一步从过程视角出发，对舆

情形成期、发展期和消弭期的负面网络舆情演化影响因素进

行了识别【6】；从本质来看，负面网络舆情传播和演化是相关

主体间因利益冲突进行博弈的结果【7】，因此，尹珏力等学者

建立了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对负面网络舆情传播问题进行了

研究，得出了控制负面网络舆情传播的关键点在于提高网络

媒体惩罚力度的结论【8】。②负面网络舆情热度度量和预测

研究。王新猛等学者在界定负面网络舆情热度的基础上，选

取原创微博转发数为热度度量指标，并通过建立马尔科夫链

模型对政府负面网络舆情热度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9】；但

负面网络舆情热度生成应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0】，仅

选取单一指标将使热度度量结果缺乏全面性和整体性，因

此，孙飞显等学者又进一步从主体、传播、客体和受众维度设

计了负面网络舆情热度度量方法【11】。③负面网络舆情治理

和引导研究。靳晓婷等学者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探索了负面

网络舆情分阶段引导和控制新途径【12】；在此基础上，郑敬斌

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负面网络舆情生成的直接、间接和根本

动因，提出了“快速准确反应—增进主体协同—重视意见领

袖”的负面网络舆情治理理念【13】。

综上所述，现有负面网络舆情研究成果为本课题实施提

基于信息关联的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分级与预测研究

邓建高 1，2，3，吴灵铭 1，2，3，齐佳音 4，徐绪堪 1，2，3，刘亦航 5

（1.河海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2.河海大学 统计与数据科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98；
3.常州市工业大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江苏 常州 213022；4.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工智能与变革管理研

究院，上海 201620；5.重庆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67）
摘 要：【目的/意义】网络社会充斥大量负面网络舆情，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分级和研判对提高网络治理能力和网络

社会治理成效意义重大。【方法/过程】构建负面网络舆情风险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计算风险指标权重；基于加

权GRA模型计算灰色加权信息关联度，在此基础上，运用 k-means聚类算法构建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分级方案，据此

对负面网络舆情进行风险预测。【结果/结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所建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分级模型客观性强、可靠

度高，可为负面网络舆情风险精准响应提供有效决策依据。【创新/局限】以信息关联为视角，为负面网络舆情风险

分级与预测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但典型案例数据库有待继续完善。

关键词：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分级；熵权法；灰色关联；k-means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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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有益借鉴。但鲜有学者从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分级和预

测角度建立舆情风险精准响应机制，并且在负面网络舆情风

险量化方面的研究尤为薄弱。部分学者从舆情演化周

期【14】、突发事件首发信息【15】等方面构建舆情风险指标体系，

运用模糊综合评价【16】、层次分析【17-18】等方法建立舆情风险预

警模型，但选取的定性指标和预警模型均具有一定主观性，

影响了对负面网络舆情精准有效的干预。而且部分预警模

型是建立在已知舆情风险等级基础之上【19】，风险等级评判

的客观性和可靠度极大程度影响预警模型的有效性和准确

率，这表明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分级研究尤为重要。

基于此，为降低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分级和预测主观性，

提高舆情风险精准响应效力，课题组对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影

响因素进行识别和分析，基于信息熵构建负面网络舆情风险

指标体系，并以信息关联为视角【20】，在充分考虑风险指标整

体相似性基础上，采用灰色加权信息关联分析法（GRA）和

k-means聚类算法对负面网络舆情风险进行分级，分级过程

基于历史静态数据与实时动态数据，以数据库中典型案例舆

情信息和待评估负面网络舆情信息为输入，以待评估负面网

络舆情风险值和风险等级为输出。同时，课题组提出不同等

级下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响应工作要点，以期为决策者提升负

面网络舆情风险精准响应效力和网络舆情治理能力提供有

效决策依据。

1 负面网络舆情风险指标体系构建

11..11 指标体系设计指标体系设计

构建科学的负面网络舆情风险指标体系是舆情风险精

准分级的前提。根据传播学理论，负面网络舆情风险的产生

和扩散主要由舆情事件本身、舆情载体和舆情主体三方面共

同推动而成，因此从事件作用力、网媒作用力和网民作用力

三个维度分析影响负面网络舆情风险的因素。其中舆情事

件信息的碎片化和海量化使其对网民的负面情感触发阈值

降低，在舆情风险产生和扩散过程中起到基础决定性作用；

网络媒体是负面网络舆情传播和风险扩散的平台，网媒报道

信息的倾向性对网民情感宣泄具有导向作用；网民是负面网

络舆情信息的接受者和传播者，是在社交媒体表达情绪、认

知和意见的主体，是舆情风险产生和扩散的驱动因素。事件

作用力维度中，事件敏感度、危害性、持续时间和热度峰值体

现事件对负面网络舆情风险产生和扩散的推动作用；网媒作

用力维度中，网媒参与数量、新闻报道次数和舆情平均传播

速度体现网络媒体对负面网络舆情风险扩散的作用力；网民

作用力维度中，网民关注度和情感倾向结构反映负面网络舆

情风险扩散程度。因此，选取三个一级指标、九个二级指标

作为衡量负面网络舆情风险的指标，最终确立如表 1所示的

负面舆情风险指标体系。

负面网络舆情风险指标体系包含定性指标和定量指

标，定性指标通过专家赋值，定量指标通过“知微”舆情监测

平台、百度指数和《识微舆情总结报告》等渠道采集。事件

作用力维度中，敏感度主要探究负面网络舆情诱导原因，参

考张亚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根据事件类型对敏感度指标

进行赋值：公共生活类赋值 1，时政法制类赋值 2，腐败贪污

类赋值 3，分配差距类赋值 4，公共安全类赋值 5，生存危机

类赋值 6【21】；危害性主要衡量负面网络舆情危害程度，借鉴

黄星等学者的观点，危害程度较低赋值 1，一般赋值 3，较高

赋值 5，极高赋值 7【22】；持续时间指负面网络舆情事件持续的

时间长度，当时间跨度较大时，网民情感倾向结构将受到持

续性的强刺激，极易触发负面网络舆情风险；热度峰值主要

衡量事件发生周期内舆情热度高低，热度峰值越大代表负面

舆情风险程度越高。网媒作用力维度中，网媒参与数量影响

媒体对网民情感宣泄的导向作用，网媒参与数量越多时，负

面网络舆情风险等级越高，风险扩散态势越难以把控；新闻

报道次数体现网媒负面网络舆情传播效力，新闻报道次数越

多，舆情事件信息关注度越高、数量增长越快、传播范围越

广，进而导致负面网络舆情风险等级越高。网民作用力维度

中，网民关注度反映了舆情主体对舆论场中单个舆情事件分

配的注意力，是负面网络舆情风险程度最直观的表象，网民

关注度越高，负面网络舆情风险等级越高；情感倾向结构是

表 1 负面网络舆情风险指标体系

Table 1 Risk index system of negativ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负面网络舆

情风险 U

一级指标

事件作用力U1

网媒作用力U2

网民作用力U3

权重

0.4445163

0.3641232

0.1913606

二级指标

事件敏感度U11
事件危害性U12
事件持续时间U13
事件热度峰值U14
网媒参与数量U21
新闻报道次数U22
平均传播速度U23
网民关注度U31
情感倾向结构U32

权重

0.12458283
0.12669874
0.08977644
0.10345828
0.05392875
0.18472746
0.12546696
0.16085853
0.03050203

数据说明

根据事件类型赋值

专家赋值

事件持续时间

通过舆情监测平台获取

报道事件的网媒数量

事件报道次数

事件持续期间平均传播速度

通过百度指数反映

统计负面评论占总评论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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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网络舆情风险的核心影响因素，舆情主体对舆情事件的

情感分为正面、中立和负面三种形态，其中负面情感占比和

激烈程度构成了负面网络舆情主体的情感倾向结构，在舆情

传播演化过程中，负面情感比例越大，越容易加大舆情的负

面效应，从而导致负面网络舆情风险等级越高。

11..22 指标权重确定指标权重确定

对负面网络舆情风险进行精准分级，应充分考虑各风

险指标对舆情风险的影响程度差异【23】。信息熵是热力学

中的概念，Shannon首先在信息论中将其引入，信息熵值越

小的指标提供越多信息，在指标体系中越重要，因此权重

也越大【24】。与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易受主观因素影响

的赋权法相比，熵权法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因此，论文引入

熵权法对负面网络舆情风险指标影响程度进行度量，具体步

骤如下：

（1）设有 p个典型案例，q个风险指标，构成原始矩阵

Y = ( yij) p × q，其中 yij表示第 i个案例的第 j个风险指标值，如

公式（1）所示。

Y = ■

■

|
|

■

■

|
|

y11 ⋯ y1q⋮ ⋱ ⋮
yp1 ⋯ ypq

（1）
（2）负面网络舆情风险指标的量纲和类型存在一定差

异，为消除其带来的影响，选用极值法对风险指标进行标准

化处理。

效益型指标：yij' = yij - min ( yij)
max ( yij) - min ( yij) （2）

成本型指标：yij' = max ( yij) - yij
max ( yij) - min ( yij) （3）

（3）第 j项风险指标的熵值Tj为：

Tj = -k∑i = 1
p zij ln zij，zij = yij∑i = 1

p yij
，

k = 1
ln p ( i = 1,2,⋯,p,j = 1,2,⋯,q ) （4）

（4）进一步对 1 - Tj归一化，得到第 j项风险指标的权重

值wj为：

wj = (1 - Tj)/ (q -∑j = 1
q Tj ) （5）

其中0 ≤ wj ≤ 1，∑j = 1
q wj = 1，权重结果如表1所示。

2 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分级模型构建

灰色关联分析是对参考向量元素与比较向量元素相似

程度进行定量比较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依据信息关联度进

行排序【25】。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数据没有过高要求，因此可

有效解决负面网络舆情事件数据量小、规律性弱的问题【26】，

是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分级的可靠方法。

设负面网络舆情数据库共有 p个典型案例，每个案例舆

情风险由 q个风险指标进行衡量。第 i个案例舆情风险指标

向量 xi可表示为：xi = { xi (1),xi (2),⋯,xi (q ) }，其中 i = 1,2,⋯

,p。负面网络舆情风险等级与风险指标大小成正比，因此分

别取 q个风险指标的最大值作为负面网络舆情风险指标参

考向量 x0 = { x0 (1),x0 (2),⋯,x0 (q ) }。运用公式（6）—（8）计算

两极最小差Δ1、两极最大差Δ2和差序列Δ3。
Δ1 = mini min

j
|| x0 ( j ) - xi ( j ) （6）

Δ2 = maxi max
j

|| x0 ( j ) - xi ( j ) （7）
Δ3 = || x0 ( j ) - xi ( j ) （8）
为减少极值对结果的影响，引入分辨系数 ρ，ρ ∈ [ 0,1 ]，

借鉴郭顺利等学者的观点，本文将分辨系数 ρ设置为 0.5【27】。
每个典型案例舆情风险指标向量与参考向量的距离ηi ( j )表
示各舆情风险指标的关联程度，用来度量 x0 ( j )和 xi ( j )中第

j项舆情风险指标的相似程度。

ηi ( j ) =
min
i
min
j

|| x0 ( j) - xi ( j) + ρ maxi max
j

|| x0 ( j) - xi ( j)
|| x0 ( j) - xi ( j) +ρmaxi max

j
|| x0 ( j) - xi ( j)
（9）

关联系数值 ηi ( j )越大表示第 j项风险指标的相似关联

程度越高。ηi ( j )仅表示 q项风险指标间的相似关联程度且

数值很多，导致负面网络舆情风险信息较为分散，不便于对

舆情风险进行排序，因此有必要将各风险指标的关联系数综

合为一个值，此值为第 i个典型案例舆情风险的灰色信息关

联度。考虑到各风险指标对舆情风险影响程度的差异，引入

风险指标权重wj。运用公式（10）计算典型案例舆情风险指

标向量与参考向量的灰色加权信息关联度 ri。

ri =∑j = 1
q wjηi ( j )，i = 1,2,⋯,p （10）

灰色加权信息关联度 ri即为负面网络舆情数据库中典

型案例 i的舆情风险值。接着将灰色加权信息关联度 ri作为

聚类指标，运用 k-means聚类算法对负面网络舆情风险进行

分级。为获得当前舆论场中高热度舆情事件的风险排序情

况，确定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应对轻重缓急，将实时监测的待

评估负面网络舆情信息输入到灰色加权信息关联模型中，从

而得到各舆情事件的灰色加权信息关联度和舆情风险等级。

按灰色加权信息关联度进行排序，即反映了待评估负面网络

舆情风险大小情况。若 rm > rn，则表示当前舆论场中舆情事

件m的风险程度大于舆情事件 n，在人力、物力资源有限的

情况下，应首先对舆情事件m进行响应。

3 实证分析

33..11 舆情风险值计算舆情风险值计算

“知微事见”和“百度指数”是国内最大最权威的舆情监

测平台，聚集了全国范围内已发生的热点网络舆情事件，拥

有庞大的负面网络舆情事件库。从中挑选具有代表性的负

面网络舆情案例，并将事件敏感度、网媒参与数量和网民关

注度等舆情风险指标数据代入灰色加权信息关联模型，获得

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值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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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长生疫苗造假事件”“江苏响水爆炸”“科比

坠机事件”三个案例的舆情风险指标向量与参考向量“距离”

最小，属于风险程度十分高的负面网络舆情事件；而“‘椰树

椰汁’广告涉低俗”“‘coco奶茶’霉变水果”“浙江工业大学宿

舍着火”三个案例的舆情风险指标向量与参考向量“距离”最

大，属于风险程度很低的负面网络舆情事件。

表 2 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值及排序

Table 2 Risk value and ranking of negative net⁃
work public opinion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案例

长生疫苗造假事件

江苏响水爆炸

科比坠机事件

于欢案

携程亲子园事件

开车进故宫事件

丰巢快递柜收费风波

奔驰漏油事件

网红机舱拍照事件

优衣库联名款遭哄抢事件

网易云音乐被下架事件

三全水饺事件

晋江文学城网站被查处

水滴筹扫楼事件

美团、饿了么偷听门

青岛民宿摄像头事件

山东女孩易拉罐事件

“权健”事件

李佳琦百雀羚事件

艺人胜利事件

特斯拉自燃事件

甘茶度卫生问题事件

“无限极”事件

顺丰快递员私拆包裹

外婆家卫生问题事件

柒本味事件

ofo退押潮

“椰树椰汁”广告涉低俗

“coco奶茶”霉变水果

浙江工业大学宿舍着火

风险值

0.888
0.663
0.598
0.575
0.554
0.499
0.455
0.444
0.439
0.437
0.428
0.418
0.417
0.416
0.414
0.411
0.405
0.401
0.394
0.379
0.376
0.372
0.368
0.361
0.359
0.357
0.357
0.351
0.349
0.345

33..22舆情风险分级舆情风险分级

在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值计算基础上，参照我国自然灾害

预警等级划分标准并结合国内相关学者研究成果【28】，将负

面网络舆情风险划分为四个等级：蓝色（轻微严重，Ⅳ级）、黄

色（一般严重，Ⅲ级）、橙色（比较严重，Ⅱ级）和红色（特别严

重，Ⅰ级）。将负面网络舆情数据库中典型案例舆情风险的

灰色加权信息关联度 ri通过 k-means聚类算法进行聚类 ，获

得四个舆情风险等级，最终得到四个聚类中心，第一个聚类

中心的灰色加权信息关联度为 0.364，第二个为 0.429，第三

个为 0.598，第四个为 0.888。典型案例与聚类中心距离、风

险等级如表3所示。

表 3 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分级

Table 3 Risk classification of negativ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案例

于欢案

长生疫苗造假事件

山东女孩易拉罐事件

江苏响水爆炸

ofo退押潮

丰巢快递柜收费风波

水滴筹扫楼事件

网易云音乐被下架事件

浙江工业大学宿舍着火

优衣库联名款遭哄抢事件

科比坠机事件

奔驰漏油事件

晋江文学城网站被查处

“coco奶茶”霉变水果

特斯拉自燃事件

顺丰快递员私拆包裹

美团、饿了么偷听门

“无限极”事件

“椰树椰汁”广告涉低俗

李佳琦百雀羚事件

柒本味事件

“权健”事件

携程亲子园事件

网红机舱拍照事件

开车进故宫事件

外婆家卫生问题事件

甘茶度卫生问题事件

青岛民宿摄像头事件

艺人胜利事件

三全水饺事件

与聚类中心距离

0.022
0.000
0.025
0.066
0.007
0.025
0.013
0.001
0.019
0.007
0.001
0.015
0.012
0.015
0.012
0.003
0.016
0.004
0.013
0.030
0.007
0.029
0.044
0.009
0.070
0.005
0.008
0.019
0.015
0.011

风险等级

Ⅱ级

Ⅰ级

Ⅲ级

Ⅱ级

Ⅳ级

Ⅲ级

Ⅲ级

Ⅲ级

Ⅳ级

Ⅲ级

Ⅱ级

Ⅲ级

Ⅲ级

Ⅳ级

Ⅳ级

Ⅳ级

Ⅲ级

Ⅳ级

Ⅳ级

Ⅳ级

Ⅳ级

Ⅲ级

Ⅱ级

Ⅲ级

Ⅲ级

Ⅳ级

Ⅳ级

Ⅲ级

Ⅳ级

Ⅲ级

根据典型案例舆情风险值和风险等级可得相应等级负

面网络舆情风险值的取值范围，如表4所示。

表 4 负面舆情风险等级

Table 4 Risk level of negative public opinion

风险值 ri
0≤ri＜0.4
0.4≤ri＜0.5
0.5≤ri＜0.7
0.7≤ri≤1

风险等级

蓝色（Ⅳ级）

黄色（Ⅲ级）

橙色（Ⅱ级）

红色（Ⅰ级）

蓝色等级（Ⅳ）案例有“柒本味事件”等，该类事件舆情风

险轻微严重，舆情发展态势并非紧急，舆情传播速度慢且网

民关注度低，负面影响范围较小，无需对该类事件进行过度

引导；黄色等级（Ⅲ）案例有“奔驰漏油事件”等，该类事件舆

情风险一般严重，对社会负面影响较小且负面舆情风险程度

-- 41



邓建高,吴灵铭,齐佳音,等 .基于信息关联的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分级与预测研究[J].情报科学,2022,40(1):
38-43.

较低，需对该类事件提高警惕，积极关注意见领袖、自媒体的

动向；橙色等级（Ⅱ）案例有“于欢案”等，该类事件舆情风险

比较严重，舆情发展态势紧急，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大范围快

速扩散，应尽快采取相应措施引导负面网络舆情，启动实时

动态监控响应机制控制舆情发展态势。红色等级（Ⅰ）案例

有“长生疫苗造假事件”等，该类事件舆情风险特别严重，舆

情风险扩散范围极广，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极大负面影响，且

相关行业和政府部门遭遇严重信任危机，若缺乏对该类事件

的合理引导必定会造成更大程度的社会恐慌。因此，在舆情

引导过程中，应启动高等级的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响应机制，

提升政府等舆情治理者信息公开质量和效率，并采取先进技

术手段对谣言等负面信息进行监测。

33..33 舆情风险预测舆情风险预测

以上文相应等级的典型案例舆情风险值取值范围为舆

情风险等级研判标准，将“莎普爱思虚假宣传”“大学生状告

上海迪士尼”“同仁堂蜂蜜门”“甘肃八岁女孩被伤”四个事件

舆情风险指标数据代入灰色加权信息关联模型，进行舆情风

险值计算并划分风险等级，结果如表5所示。

由参与舆情引导的中央机构数量可知，最终得到的四个

事件舆情风险等级及排序情况与中央网信办、共青团中央等

机构重视程度一致。根据风险等级研判结果可知四个负面

网络舆情事件均为舆情风险较低且负面影响范围较小的事

件。此外，通过风险排序结果可发现与其它三个负面网络舆

情事件相比，“甘肃八岁女孩被伤”事件因涉及生命安全，负

面舆情风险程度最高，在人力、物力资源有限情况下，相关部

门可首先对该事件网络舆情进行干预和引导。

4 结 语

社交媒体时代，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常态化存在。为研判

舆情风险等级，在充分考虑负面网络舆情风险生成和扩散影

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差异基础上，构建了“熵权—灰色信息

关联—K均值”模型，对负面网络舆情风险进行了分级和预

测。可根据有限的负面网络舆情事件信息快速、高效地进行

风险分级，为建立完善的负面网络舆情事件分级响应机制提

供参考，从而有效遏制负面网络舆情风险扩散，维持网络信

息生态平衡。在后续的研究中，将持续跟踪采集负面网络舆

情典型案例，以期构建更加完备的典型案例数据库，为舆情

风险分级和预测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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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负面网络舆情风险值及等级判定

Table 5 Risk value and grade judgment of negativ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事件

风险值

排序

风险等级

中央机构参与数量

莎普爱思虚假宣传

0.420
2

黄色（Ⅲ级）

2

大学生状告上海迪士尼

0.386
3

蓝色（Ⅳ级）

2

同仁堂蜂蜜门

0.377
4

蓝色（Ⅳ级）

1

甘肃八岁女孩被伤

0.427
1

黄色（Ⅲ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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