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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预警指标体系是网络舆情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在向专家发放的

74份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警源、警兆、警情三类因素和现象的网络舆情突发事件

预警指标体系, 并对影响这一指标体系的因素和现象进行排序 , 确定了影响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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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 tw ork op inion em ergencies ear ly w arn ing index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 f cr isis m anage-

ment for netwo rk op in ion1Based on the 74 questionna ires, this paper uses the AH P m ethod to construct the ne tw ork

opin ion eme rgencies ear ly wa rning index system inc lud ing 3 types o f facto rs and phenom ena such as w arn ing source,

w arn ing sign and w arning inform ation1The paper also so rts out the fac to rs and phenom ena wh ich a ffect the index sys-

tem, and determ ines the w e ight of influenc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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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预警机制研

究 0 (项目编号: 08B22030) ,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委托研究项目 /基于网络舆情研判的高校群体性事件预警与网上

应急处理 0 (项目编号: 08WL1111) 和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科技

创新基金项目 /基于网络舆情研判的高校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研

究 0 (项目编号: HF0601208407) 的成果。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社会矛盾较多, 互联网

信息的正确性及传播范围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 很容易影

响社会安定或引起一系列政治问题, 因而需要特别注重对

网络舆情的预警工作。

/舆论0 一词在我国最早见于 5三国志# 魏6, 但在

古代, 该词一直与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为一体, 百姓的自

由言论被压制。在国外, 舆论 ( Pub lic Opin ion) 一词最早

见于卢梭的 5社会契约论6, 国内一般译为 /公意 0, 即

全体人民的意志。此后, 李普曼在 5公众舆论 6 ( Pub lic

Op inion) 一书中系统地评述了公众舆论, 创造了舆论学。

目前国内外对舆论的概念尚无一致答案, 但普遍认为舆论

是多数人的共同意见。 /舆情0 一词在我国最早见于 5旧

唐书6 /采于群议, 询彼舆情0。国内普遍认为舆情与舆

论存在一定的区别, 即舆论是多数人形成的一致的共同意

见, 是单种意见的集合。而舆情是零散的, 非体系的, 也

不需要得到多数人认同, 是多种不同意见的简单集合。当

舆情产生聚集时就可以向舆论转化, 因而舆情是一个比舆

论包含内容更为宽泛的概念。

网络舆情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

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

向的集合。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是通过网络舆情的演化而导

致在现实中触发突发事件, 是一种非常规突发事件。按照

罗伯特# 希斯的观点, 避免危机的发生或者将危机消灭在

萌芽状态是成本最小、最经济也是最成功的危机管理方

法 [ 1]。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预警是网络舆情危机管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第一道防线, 因而, 构建科学的网络舆情突发

事件预警指标体系, 及时对网络舆情的现状和变化作出判

断并对可能的发展作出评价, 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

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1 预警指标的选取

11 1 预警指标选择的原则

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一般会通过变量特征得

以体现, 这些指标选择需要体现下列原则。 ¹ 可测性原

则。网络舆情中包含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这些不确定因素

难以进行测定, 因此设定的指标应是可供实际操作的指

标。º 可靠性原则。网络舆情预警的目的是要及时识别风

险, 因此设定的指标应是可供对某种征兆作出可靠、灵敏

反应的指标。» 导向性原则。网络舆情预警最终要为相关

职能部门决策服务, 因此设定的指标应是能反应当前网络

舆情发生发展及演化趋势等客观态势的指标。¼最小性原

则。网络舆情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成因素与表现方式, 反映

网络舆情的指标也多种多样, 但按照充分性原则罗列的指

标相互间存在可替代性, 因此应过滤与建构出一个能够满

足需要的最小完备指标集 [ 2]。½ 延续性原则。虽然网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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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态势是动态变化的, 但是指标的选取要有相对稳定性或

具有自动更新机制, 以保证指标体系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延

续性 [ 3]。

11 2 预警指标选取的设计

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预警指标包括下列三类因素。第一

类: 警源, 这是产生网络舆情风险的根源; 第二类: 警

兆, 这是网络舆情风险在网络空间运行中暴露出的现象;

第三类: 警情, 这是网络舆情风险的外部形态表现。

在警源一级指标体系下, 划分以下几个二级指标: ¹

国内外政治事件; º 经济衰退; » 通货膨胀和失业; ¼贫

富差距; ½ 干部腐败和干群矛盾; ¾政策法规出台及后遗

症; ¿有违伦理文化道德事件; À治安刑事案件; Á突发

公共事件。

在警兆一级指标体系下, 划分以下几个二级指标: ¹

牢骚言论; º 激进言论; » 小道消息; ¼网络团体; ½ 黑

客行为; ¾政治争论; ¿政治动员; À网络实时播报; Á

网上群体侵犯。

在警情一级指标体系下, 划分以下几个二级指标: ¹

集体上访; º 集体罢工; » 暴力群斗; ¼恶性侵犯事件;

½ 政治集会; ¾游行示威; ¿民族冲突 ; À宗教冲突; Á

动乱。

2 研究设计

21 1 层次分析法的引入

在网络上, 网民们对于各类事件的反应是不同的, 因

此, 把各类事件和现象对网民的话语和行为的影响看作是

同等重要是不科学的。不同类型的事件或现象对网络舆情

突发事件的影响也应该是不同的。通过层次分析法建立网

络舆情突发事件预警指标体系 , 可以确定各类事件和现象

对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发生和发展的影响程度, 为准确、

及时地作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21 2 调查问卷的设计

调查问卷的设计包含了第二部分所列出的指标体系:

第一部分为警源因素 , 共包含 9个子因素; 第二部分为警

兆因素, 共包含 9个子因素; 第三部分为警情因素, 共包

含 9个子因素。每个因素按照很重要、比较重要、一般重

要、比较不重要、很不重要进行选择。对每个影响因素,

选择很重要的得 4分, 选择比较重要的得 3分, 选择一般

重要的得 2分, 选择比较不重要的得 1分, 选择很不重要

的得 0分, 然后按照回收问卷的同因素得分的加权值计算

每个因素的总得分。本次调查共向专家发放问卷 80份,

回收有效问卷 74份, 回收率为 921 5% , 可以进行分析。

21 3 层次分析法的运用

1) 建立梯阶层次结构。按照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

层构建了梯阶层次结构模型, 如表 1所示。在这里, 目标

层是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预警指标体系; 准则层用警源、警

兆和警情 4个准则描述, 指标层具体为 27个更为细化的

指标。

2) 构建两两比较判断矩阵。在此基础上, 利用调查

问卷所得数据构建比较判断矩阵。如果某一因素的得分率

较高, 则认为这一因素的影响程度也高, 因此, 将某一因

素的得分率作为构建比较判断矩阵的依据。

某一因素的得分率 =某一因素的得分值 /总分值

表 1 梯阶层次结构模型

A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预警指标体系

B1 警源 B2警兆 B3警情

C11国内外政治事件

C12经济衰退

C13通货膨胀和失业

C
14
贫富差距

C15干部腐败和干群矛盾

C16政策法规出台及后遗症

C17有违伦理文化道德事件

C18治安刑事案件

C19突发公共事件

C21牢骚言论

C22激进言论

C23小道消息

C
24
网络团体

C25黑客行为

C26政治争论

C27政治动员

C28网络实时播报

C29网上群体侵犯

C31集体上访

C32集体罢工

C33暴力群斗

C
34
恶性侵犯事件

C35政治集会

C36游行示威

C37民族冲突

C38宗教冲突

C39动乱

在两两比较的过程中, 为便于比较在两者中哪一个更

重要一些, 重要多少, 这里使用 1) 9的比例标度, 对重

要多少赋予一定的数值。标度见表 2所示。

表 2 判断标度量化值

1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 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3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 因素 i比因素 j得分率高 10%

( i比 j稍微重要 )

5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 因素 i比因素 j得分率高 20%

( i比 j明显重要 )

7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 因素 i比因素 j得分率高 30%

( i比 j强烈重要 )

9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 因素 i比因素 j得分率高 40%

( i比 j极端重要 )

2, 4, 6, 8为上述相邻判断的中值

3 研究结果

31 1 目标层结果

通过调查问卷的分析, 警源、警兆和警情 3个因素的

得分情况如表 3所示。

表 3 目标层因素得分情况

因素 总分值 得分值 得分率

警源因素 296 192 01 6486

警兆因素 296 248 01 8378

警情因素 296 159 01 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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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得分率, 由第一层到第二层的判断矩阵为:

1 1 /4 3

4 1 7

1/3 1 /7 1

( 1)

31 2 指标层结果

同样, 指标层的子因素得分情况如表 4所示。

表 4 指标层子因素得分情况

因   素 总分值 得分值 得分率

警

源

国内外政治事件 296 223 017534

经济衰退 296 201 016791

通货膨胀和失业 296 169 015709

贫富差距 296 198 016689

干部腐败和干群矛盾 296 218 017365

政策法规出台及后遗症 296 142 014797

有违伦理文化道德事件 296 176 015946

治安刑事案件 296 204 016892

突发公共事件 296 232 017838

警

兆

牢骚言论 296 174 015878

激进言论 296 243 018209

小道消息 296 180 016081

网络团体 296 218 017365

黑客行为 296 178 016014

政治争论 296 246 018311

政治动员 296 280 019459

网络实时播报 296 238 018041

网上群体侵犯 296 226 017635

警

情

集体上访 296 192 016486

集体罢工 296 254 018581

暴力群斗 296 198 016689

恶性侵犯事件 296 202 016824

政治集会 296 276 019324

游行示威 296 280 019459

民族冲突 296 248 018378

宗教冲突 296 242 018176

动乱 296 280 019459

对于警源因素的第三层构建关系矩阵为:

1 2 4 2 1 6 4 2 1

1 /2 1 3 1 1 /2 5 2 1 1 /3

1 /4 1 /3 1 1 /3 1 /4 3 1 1 /3 1 /5

1 /2 1 3 1 1 /2 4 2 1 1 /3

1 2 4 2 1 6 4 2 1 /2

1 /6 1 /5 1 /3 1 /4 1 /6 1 1 /3 1 /5 1 /7

1 /4 1 /2 1 1 /2 1 /4 3 1 1 /3 1 /4

1 /2 1 3 1 1 /2 5 3 1 1 /3

1 3 5 3 2 7 4 3 1

( 2)

对于警兆因素的第三层构建关系矩阵为:

1 1 /5 1 1 /4 1 1 /6 1 /8 1/5 1 /4

5 1 5 2 5 1 1 /3 1 2

1 1 /5 1 1 /3 1 1 /5 1 /7 1/5 1 /3

4 1 /2 3 1 1 1 /3 1 /5 1/2 1

1 1 /5 1 1 /3 1 1 /5 1 /8 1/5 1 /4

6 1 5 3 5 1 1 /3 1 2

8 3 7 5 8 3 1 4 5

5 1 5 2 5 1 1 /4 1 2

4 1 /2 3 1 4 1 /2 1 /5 1/2 1

( 3)

对于警情因素的第三层构建关系矩阵为:

1 1 /5 1 /2 1 /2 1/7 1 /7 1 /5 1 /5 1 /7

5 1 5 5 1/3 1 /3 2 2 1 /3

2 1 /5 1 1 1/7 1 /7 1 /4 1 /4 1 /7

2 1 /5 1 1 1/6 1 /6 1 /4 1 /4 1 /7

7 3 7 6 1 1 3 3 1

7 3 7 6 1 1 3 3 1

5 1 /2 4 4 1/3 1 /3 1 1 1 /3

5 1 /2 4 4 1/3 1 /3 1 1 1 /3

7 3 7 7 1 1 3 3 1

( 4)

31 3 层次的排序

为计算判断矩阵 B 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 笔者采用计

算排序向量的特征根法。即满足 BW = Km axW 的特征根 W,

使分量 B i为响应元素排序的权值。为检验判断矩阵的一

致性, 其一致性指标 CI和随机一致性指标 CR的计算公式

为: CI= (Km ax - n) / ( n- 1) , CR= C I /R I (其中 n为矩

阵阶数 ), 当 CR< 0110时表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

接受的。RI值如表 5所示。

表 5 RI值

n 1 2 3 4 5 6 7 8 9

R I 0 0 0158 019 1112 1124 1132 1141 1145

对于关系矩阵 ( 1 ), 归一特征向量 W = (W 1, W 2,

,, W n )
T = ( 01 2109, 01 7049, 01 0841)T , Km ax = 31 0324,

CI= 010162, CR= 01 0279< 0110, 通过一致性检验。

对于关系矩阵 ( 2 ), 归一特征向量 W = (W 1, W 2,

,, W n ) T = ( 011830, 01 0968, 01 0429, 01 0943,

01 1699, 01 0228, 01 0476, 011020, 012407 )T , Km ax =

91 1725, C I= 010216, CR = 01 0149 < 0110, 通过一致性

检验。

对于关系矩阵 ( 3 ), 归一特征向量 W = (W
1
, W

2
,

,, W n ) T = ( 010265, 01 1371, 01 0291, 01 0746,

01 0278, 01 1481, 01 3424, 011340, 010803 )T , Km ax =

91 1895, C I= 010237, CR = 01 0163 < 0110, 通过一致性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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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层次总排序结果

因素 B1 B2 B3 层次总排序

012109 017049 010841
C11 011830 - - 010386
C12 010968 - - 010204
C13 010429 - - 010091

C14 010943 - - 010199

C15 011699 - - 010358

C16 010228 - - 010048

C17 010476 - - 010100
C
18 011020 - - 010215

C19 012407 - - 010508
C21 - 010265 - 010187
C22 - 011371 - 010966
C23 - 010291 - 010205
C24 - 010746 - 010526
C25 - 010278 - 010196
C26 - 011481 - 011044
C27 - 013424 - 012414
C28 - 011340 - 010945
C29 - 010803 - 010566

C31 - - 010212 010018

C32 - - 011123 010094

C33 - - 010274 010023

C34 - - 010285 010024
C
35 - - 012142 010180

C36 - - 012142 010180
C37 - - 010825 010069
C38 - - 010825 010069
C39 - - 012173 010183

对于关系矩阵 ( 4), 归一特征向量 W = (W 1, W 2,

,, W n ) T = ( 010212, 01 1123, 01 0274, 01 0285,

01 2142, 01 2142, 01 0825, 010825, 012173 )T , Km ax =

91 2838, C I= 01 0355, CR= 010245< 0110, 通过一致性检

验。利用同一层次中所有单排序的结果, 通过加权计算层

次总排序, 如表 6所示。

所有因素不同重要度的权重向量 W = ( 01 0386,

01 0204, 01 0091, 01 0199, 010358, 010048, 01 0100,

01 0215, 01 0508, 01 0187, 010966, 010205, 01 0526,

01 0196, 01 1044, 01 2414, 010945, 010566, 01 0018,

01 0094, 01 0023, 01 0024, 010180, 010180, 01 0069,

01 0069, 010183) T, 一致性指标为:

CR = E
n

i= 1

a iCIi /E
n

i= 1

a iRIi

=
012109 @ 010216+ @ 01 7049 @ 01 0237+ 01 0841 @ 010355

01 2109 @ 11 45+ 017049 @ 11 45+ 010841 @ 1145

CR= 010167< 01 10, 通过一致性检验。

通过确定的权重和分值就可以计算出权重评价值, 最

终确定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预警的等级。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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