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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型航空交通枢纽可以高效解决大客流、大物流的集散和换乘，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同时高质

量发展也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选择大兴机场项目作为大型航空交通枢纽

项目的代表，爬取微博平台上关于大兴机场项目的博文数据，全生命周期和分阶段分别开展主题建模，

提取主题作为社会责任要素。分析发现，大型航空交通枢纽项目社会责任约束性越强，未被履行时负面

影响越大，越容易被识别，约束性越弱，被履行时正面影响越大，也越容易被识别。根据分析结果，在

大型航空交通枢纽项目全生命周期内，当约束性强的社会责任被识别出时，应立刻开展相关调查和处理，

解决相应问题，当约束性弱的社会责任未被识别出，则说明在这些方面还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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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arge-scale air transportation hub can efficiently solve the distribution and transfer of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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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enger flows and logistics, which is cru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t the same tim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lso puts higher demands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hooses Daxing Airport Proje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large-scale air transportation hub projects, crawls blog post data about 
Daxing Airport Project on Weibo platform, utilizes theme modeling to analyze blog post data to 
extract themes as element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out the life cycle and in phases.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show that,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elements, the more 
binding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large-scale air transportation hub projects is, the greater the 
negative impact is when it is not fulfilled, the easier it is to be identified, and the weaker the 
binding is, the greater the positive impact is when it is fulfilled, the easier it is to b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a large-scale air transportation 
hub project, when the binding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re identified, relevant investigations and 
treatments should be carried out immediately to solve the corresponding problems, and when the 
binding weak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re not identified, it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in thes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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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城市群不断涌现，航空客流和高铁客流都在急剧增长，且二者直接换乘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集成铁路和航空以及地铁等其他交通方式，以快速有效地解决大客流的集散和换乘，成

为大型机场交通规划和建设的发展方向，建设大型航空交通枢纽成为许多大型枢纽机场建设的必然选择。 
在开展诸如大型航空交通枢纽项目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项目能否履行社会责

任。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的定义为“在重大工程项目的全生命周期内，利益相关者实施的以广大社会

福祉为重的实践和政策”[1]，无法履行社会责任的重大工程项目不仅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也会对未来

发展造成不可逆的损伤。重大工程项目投资额度巨大，一般由地方政府运用专项债融资，若项目未履行

社会责任，无法产生项目专项收益和改善地方财政水平，政府偿债能力大打折扣，如果债务逾期或无力

偿还，则会影响政府信用与经济社会稳定，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2] [3]，截至 2023 年底，全国专项

债存量规模已达 25.62 万亿，是我国占比最大的地方政府举债方式[4]。 
社会公众往往是大型航空交通枢纽项目的直接使用或接触者，他们密切关注项目各方面信息，契合

社会责任的复杂性特征，因此本文从公众视角探究大型航空交通枢纽项目社会责任，同时由于大型航空

交通枢纽属于泛指概念，为使研究对象具象化，选择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项目作为代表开展分析。随着互

联网的高度发展，社交网络平台成为社会公众表达和吸收观点的主要渠道，微博平台是其中的佼佼者，

从此平台上收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项目舆情数据，开展舆情分析，识别与管理大型航空交通枢纽项目社

会责任。 
因此，本文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项目相关微博文本数据为研究对象，针对微博文本表达不规范、逻

辑性差等特点，选择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主题模型开展舆情分析，高效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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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微博文本信息，进而展开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项目相关微博文本的阶段性主题演化分析，探究社会公

众视角下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项目的社会责任组成及演变规律，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乃至同类大型航空交

通枢纽项目提供管理建议。 

2. 相关研究 

基于前述研究背景，本节对舆情分析与重大工程项目、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

行回顾和分析，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本文的研究方向。 

2.1. 舆情分析与重大工程项目 

随着社交网络服务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社交网络平台上获取信息、发表观点、评论交流，

形成相应的社会舆情。一方面，丰富的舆情数据，叠加数据获取、处理和管理的全面发展，挑战了问卷

调查等传统的舆情分析方式[5]的全面性和客观性，要求舆情分析方式与时俱进，主题建模和情感分析正

是相应的产物。另一方面，丰富社交网络平台的舆情数据将对各领域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项目管理也

不例外，特别是重大工程项目管理，其成败对社会发展和公众利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舆情分析已经

逐渐被用于各类重大工程项目[6]，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不同于项目决策阶段，在项目投运后，公众作为重大工程项目的直接使用者和受影响者，其对重大

工程项目的评价对项目成败起着定论的作用，舆情分析是项目运营阶段的社会效益评价重点。长江三峡

水利枢纽工程(以下简称三峡工程)，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水力发电枢纽工程，一方面是水力发电、

航道改善和防洪等益处，另一方面也是环境破坏、水土流失和移民等问题，三峡工程从提出设想开始至

建成投入使用后的今天，一直充满争议性[7]。Jiang 等人(2016)以三峡工程作为研究案例，从微博上收集

相关舆情数据，建立情感词典，设计情感值计算原则，最终构建项目情感分析模型，为重大工程项目的

舆情分析提供了方法架构[8] [9]。Jiang 等人(2016)依托三峡大坝投用后的舆情数据，对来自不同省份的舆

论进行主题建模和情感分析，从而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重大工程项目事后评价系统框架[9]。 
然而，由于重大工程项目是在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耦合的界面上开发的，在项目决策阶段，也需要

进行舆情分析，以防范舆论反对造成项目技术的重大临时变更[10]。为客观评价“社会可持续”在项目决

策阶段的作用，Valentin 和 Bogus 借用舆情数据作为社会可持续性的指标，对核电站项目进行分析，发

现政府或企业没有达到公众预期的社会可持续性原则时，公众反对重大工程项目的可能性将会剧增[11]。 
除水利枢纽与核电站项目上有舆情分析的案例之外，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也具备舆情分析的条件和要

求。由于公众是交通基础设施的直接使用者，且交通基础设施的专业性相对较低，社交网络平台上的舆

情数据对交通基础设施的策划和管理非常珍贵[12]。Nikolaidou 和 Papaioanno 对应用社会媒体数据于交

通规划和交通质量改善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综述[13]。为改善南京地铁系统的运营绩效，Zhang 等人基于

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简称 LDA)主题建模，提取相关的公众评论数据及交通问

题，据此提出相关的改善建议[14]。Casas 和 Delmelle 选取哥伦比亚卡比市快速运输系统作为案例对象，

研究判定公众的认知观念[15]。Williams 等人选取英国高速铁路 2 号项目早期阶段的舆论数据，检查在线

利益相关者讨论的网络结构[16]。 
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涉及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是公众最为关注的信息，每一次灾害的发生都会引

起社交平台的讨论热潮。Chen 等人提出基于对社交媒体信息分析的模型，实时有效地评价自然灾害对高

速公路的影响，并采用哈维飓风袭击美国休斯顿的相关数据来验证模型的可靠性[17]。 
舆情分析不仅可以针对单个重大工程项目，也可以针对以项目为基础的建筑业。Tang 等人将建筑业

内的社交网络用户分为工人、企业、社会团体和媒体四个群体，分别爬取微博和推特的舆情数据，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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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分析、主题建模、链分析、地理定位分析和时间线分析，探究中国和美国建筑业内的四个群体间的

互动关系。结果表明，相比于其他三个团队，建筑工人释放更高比例的负面信息，这向建筑企业和政府

管理部门提出了加强情感指导的要求[18] [19]。 
上述文献充分说明，在重大工程项目研究中使用舆情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相应的研究方法

和框架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方法基础。同时，虽然舆情分析在各类重大工程项目中都具有一定的应

用，但是应用面相对较窄，在交通领域主要涉及地铁、铁路等研究对象，但较少涉及大型航空交通枢纽

项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大型航空交通枢纽为载体的临空经济，在引导区域发展模式向创

新驱动型转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区域创新发展提供跃升条件[20]，对大型航空交通枢纽项目进行舆情

分析，以分析问题、了解需求、总结规律，有利于更高质量服务临空经济的发展。 

2.2. 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 

近年来，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逐渐成为学术界及建筑行业广为关注的主题[21] [22] [23]，涉及一系

列具有挑战性的责任，包括污染防治、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安全、反腐败、公共参与等方面[1]。重大工

程项目社会责任成为衡量重大工程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24]。 
关于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的定义，Zeng 将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定义为“在重大工程项目的全生

命周期内，利益相关者实施的以广大社会福祉为重的实践和政策”[1]，由于重大工程项目的技术复杂性、

组织复杂性和环境复杂性，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具有持续时间长、利益相关者异质性强和各种问题交

互繁杂等特征[25]。受 ISO26000 的启发，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特别增加了项目社会责任管理部分，现有体

系共由六个部分组成：识别现有社会责任管理战略、识别相关社会问题、制定社会责任计划、实施社会

责任管理、监督和控制社会问题、回顾社会责任管理和经验教训[26]。 
关于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组成，现有研究普遍认可将其化为四个维度，即经济责任、合法责任、

环境与伦理责任、政治责任[1] [21]，每个维度具有丰富的内涵，基本涵盖现有的关于重大工程项目社会

责任的组成。在经济责任方面，重大工程项目需要众多参与方的支持，需为各参与方提供经济回报[22]；
在合法责任方面，重大工程项目因其影响巨大，需要各种行业规范和法律法规来规范相关的行为，必须

遵守各种行业规范和法律法规[23] [27]；在环境与伦理方面，相应社会责任集中于环境保护[28]、合乎道

德的商业活动[29] [30]等；在政治责任层面，社会责任包含维护社会稳定(如提供就业岗位) [21] [31]、改

善人民生活[32]、防止腐败[33]等。 
关于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分成内、外部利益相关者[34]，内部利益相关方包括

业主、设计方、咨询方、监理方、施工方等，是主要参与重大工程项目过程的利益相关方，受到合同的

约束；外部利益相关方主要包括政府监管部门、本地社区群众、非政府组织、社会媒体、社会公众等，

是重大工程项目组织外部利益相关者，他们比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干系人表现出更大的复杂性[35]。外部利

益相关者通过各种方式影响重大工程项目的政策和实践，以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36]。外部利益相关者对

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① 关注内容，基于他们的利益诉求；② 影响方法，

基于他们的能力[37]。一方面，外部利益相关者积极关注项目社会责任[38]，相比于一般项目，大型项目

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如提振经济、改善就业、改善生活等外部性功能[39]。同时，相比于内部利益相关者，

外部利益相关者在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上的角色和立场更加多样化，关注更加多样化的重大工程项目

社会责任问题，如政府监管部门关注重大工程项目中的合法合规问题，社会媒体关注项目建设过程中的

健康、安全、环境、创新等问题，当地社区群众关注项目的环境影响和区域经济效益[25]。另一方面，外

部利益相关者可以采用他们各自的渠道对重大工程项目产生直接的影响，政府监管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对

项目进行监管和审核[35]，本地社区群众在项目前期决策阶段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社会稳定风险分析[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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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外部利益相关者还可以引导其他主体采取行动影响项目社会责任，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交流

互动可能会对项目社会责任产生影响[41]，如社会媒体的新闻报道会强化施工方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力度，

使其采取一定措施防止出现负面报道[38]。 
关于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的作用机制，Lin 等人运用结构化方法和定量分析模型，开发全面的测度

指标体系，融合项目全生命周期、利益相关者异质性和社会责任的交互性，分成组织层面和项目层面，

从经济质量、依法合规、环境伦理和公共政治四个维度划分二级指标[21]。Ma 等人在沿用此测度方法的

基础上，将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作为自变量，实证出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对项目参与者的经济和社

会绩效的正向作用[42]。He 选择创新作为调节变量，实证分析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与项目绩效的关系

时，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四个维度解构社会责任，并分别形成 5、4、4、4 个测

度指标进行衡量，实证结果表明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对项目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且受到创新的调节

[43]。 
关于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治理方面，Zeng 认为重大工程项目缺乏健康的社会责任治理框架可能注

定会失败[44]。Ma 提出社会责任治理是“在社会责任事务中众多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包括来自企业、政

府和社会的人)，以创造共享和可持续的价值为目的的治理结构，具有集体决策、行动和有效控制的规则”

[25]，同时提出其具有双核、分布、多样和动态的特点。Han 从个体心理特质角度探究影响重大工程项目

社会责任执行情况的因素及机制，发现参与重大工程项目组织的 CEO 自恋程度越高，则重大工程社会责

任完成情况越差，从参与组织高层选择上为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治理提供参考[45]。Xie 研究发现制度

压力、与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关系行为、纯粹利他主义对此起调节作用，基

于此提出相应的治理建议[46]。Ma 将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分为四个层次，经济质量、依法合规、环境

伦理和公共政治依次上升，呈金字塔式，越上面的层次对社会责任体现越明显，并且随着层级上升，外

部利益相关者对此层级的社会责任正向影响越明显，同时项目复杂度对此效应的负向调节作用也越明显

[47]。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提出了明确的定义，并对其利益相关者、组成部分、

作用机制、治理策略作了必要的探索，这为后续对大型航空交通枢纽项目开展社会责任分析提供了坚实

理论基础。根据重大工程项目获益主体方面的研究，获益主体可以分为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

者，内部利益相关者虽然受到合同约束，但在签订合同前已经与各方进行过博弈，相关的利益划分标准

符合自身利益，而且多以经济利益作为首要利益，相比之下，外部利益相关者在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

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较少，且利益诉求涉及项目的各个方面，符合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的丰富内

涵，因此从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开展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研究更具必要性和可行性。 

3.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直接影响数据分析结果的质量，本部分主要介绍数据阶段划分、采集方法及预处

理，对数据集进行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并进行数据预处理工作，包括删除重复文本、人工标记数据、文

本数据正则化处理、文本分词处理、根据自定义停用词表去停用词。 

3.1. 数据采集 

在大型航空交通枢纽项目等重大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不同阶段，项目核心参与者不同，项目的

阶段性质也不同，公众对项目的关注将会不断变化[6]。在大兴机场项目的发展过程中，项目开工、项目

竣工和项目投运是三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引起了公众和当地社区的广泛关注。根据三大里程碑，将大

兴机场项目建设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项目前期阶段，项目立项(2012 年 12 月 20 日)~项目开工(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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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26 日)；第二阶段，项目建设阶段，项目开工(2014 年 12 月 27 日)~项目竣工(2019 年 6 月 30 日)；
第三阶段，运营筹备阶段，项目竣工(2019 年 7 月 1 日)~项目投运(2019 年 9 月 25 日)；第四阶段，项目

运营阶段，项目投运(2019 年 9 月 26 日)~至今(2023 年 12 月 20 日)。后续按照这四个阶段进行数据划分

及分析。 
在微博平台上爬虫时，使用话题搜索筛选爬虫内容，即使用“#大兴机场#”的形式进行搜索，所得

博文都是已被作者标记为大兴机场的话题，可以将一些只出现“大兴机场”而与之无直接关系的博文剔

除，确保所得原始数据都是与大兴机场有密切联系。同时，在正式被命名为“北极大兴国际机场”前，

机场被称为“北京新机场”，用户在编辑话题标记时，也可能采用简略词如“#大兴机场#”、“#北京大

兴机场#”等，因此本文采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北京大兴机场#”、“#大兴机场#”、“#北
京新机场#”四个话题分别爬虫，并通过“mid”——博文的唯一标识去重，共得到 7153 条博文数据。各

阶段数据分布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raw data numbers 
表 1. 原始数据分布 

阶段 日期 博文数量 

1 2012 年 12 月 20 日~2014 年 12 月 26 日 18 

2 2014 年 12 月 27 日~2019 年 6 月 30 日 1322 

3 2019 年 7 月 1 日~2019 年 9 月 25 日 562 

4 2019 年 9 月 26 日~2023 年 12 月 20 日 5251 

总计 2012 年 12 月 20 日~2023 年 12 月 20 日 7153 

 
从表 1 可以看出，第一阶段的博文数量较少，无法开展相应的阶段主题分析，因此不将此阶段单独

纳入分析，文章重点在全生命周期、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四个时间区间开展舆情分析。 

3.2. 数据预处理 

在中文文本中，语言具有较强灵活性，微博是一个聊天沟通平台，人们在微博上聊天沟通，博文口

语化属性强，所搜集数据结构化程度低。首先进行数据预处理，提高数据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

的处理方法和过程如下。 
(1) 删除无效数据。将爬取的表情包以网页链接形式存在，网页链接含文字介绍，即表情的文字定义，

因此删掉相应的表情链接，仅保留表情文字定义。 
(2) 剔除噪声信息。微博文本数据主要是由微博用户产生，无论是用词、形式还是具体内容的质量都

参差不齐，数据噪音大。一方面，剔除博文中出现的“@*”范式部分文字；另一方面，按照“#**#”、

“【**】”的范式删除相应文字。 
(3) 定义删除停用词。文本数据中的一些词并没有实际意义，文章以哈工大停用词表、百度停用词表、

四川大学停用词表为基础，根据文本内容增减停用词，定义自用停用词表，对照分词后的语料库进行删除。 
(4) 定义保留专用词。在大型航空交通枢纽领域，针对特定的内容或程序，采用专用词进行表示，诸

如“校飞”、“试飞”等专用词，因此结合大型航空交通枢纽领域情况，定义相关的专用词，对照分词

后的语料库进行保留，防止误删或取错词语。 
(5) 开展文本分词。jieba 库是中文分词领域最常用的分词库，其安装简单、应用广泛，分词结果准

确性高，文章使用 jieba 库进行文本分词，分词前将(3)、(4)中定义的停用词表、专用词表加载入 jieba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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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准确删除、保留有效信息。 
(6) 确定分词取用原则。本文对博文文本进行主题建模，目的在于找到潜在的主题，而主题一般都可

通过名词、动名词、其他专名来反映，因此博文文本仅保留名词(n)、动名词(vn)、其他专名(nz)三类词汇。 
经过上述几步的数据预处理，共有 6053 条博文数据可以进一步开展后续分析。 

4. 主题分析 

由于重大工程项目在生命周期长，不同阶段的工作内容、工作模式和核心参与者等都不同，相应的

社会责任表现形式也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进行分阶段识别社会责任及公众满意度。同时，从项目全生

命周期进行主题分析可以提供项目社会责任全局视图，提取出全局意义上重大工程项目最重要的社会责

任(主题)，因此本章首先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舆情主题分析，此后分别对建设阶段、运筹阶段、运营阶段进

行舆情主题分析。 

4.1. 全生命周期分析 

根据第 3 章的项目阶段划分及数据搜集情况，将大兴机场项目划分为项目前期阶段、项目建设阶段、

项目运筹阶段及项目运营阶段，首先从项目立项到运营整体上开展舆情分析，从全生命周期角度提取主

题，分主题研究大兴机场项目社会责任。 
对从 2012 年 12 月 20 日到 2023 年 12 月 20 日期间的微博文本数据进行主题分析，首先判断最优主

题数量，根据图 1 所示的一致性系数曲线，结合肘部法，选择曲线肘部区域尽可能大的主题数量，确定

最优主题数为 4，以进行后续 LDA 主题模型的挖掘分析。 
 

 
Figure 1. LDA model consistency coefficient curve 
图 1. LDA 模型一致性系数曲线 

 
设定最优主题数量为 4 后，对 6053 条博文数据进行 LDA 主题建模，得到四个主题词组，根据每个

词组下出现频率最高的前 10 个词语，提取微博文本中的主题，词语分布情况如表 2 所示。 
主题 1：包括项目、产权、咨询、交房、酒店等特征词。大兴机场具备强劲的交通运输功能和社会

经济功能，可以促进人才聚集，刺激办公、商业等需求，吸引办公、商业、住宅等工程项目开发，形成

强有力的经济辐射作用。相应的开发商作为外部利益相关者，为促使大兴机场项目社会责任的实现，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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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在微博上发布大兴机场周边的项目信息，以获取更多的关注度，实现更高质量的交易。综上，从此词

组中提取主题为经济辐射。 
 

Table 2. High-frequency phrases of the full life cycle LDA model 
表 2. 全生命周期 LDA 模型高频词组 

主题序号 高频主题词组 

1 项目工作人员咨询产权酒店生活交房空港服务公园 

2 旅客航班航空运营服务国际航线行李首都机场航空公司 

3 航站楼设计世界地铁建筑奇迹建设城际高铁草桥 

4 建设发展工程项目工作交通空港临空经济区科技园区 

 
主题 2：包括旅客、航班、航空、运营、服务、国际等特征词。在大型航空交通枢纽系统中，运营

服务始终是系统的核心功能，也是系统社会责任的基础构成，包括航班信息显示、行李托运服务、航空

公司专有柜台服务等，优质的运营服务满足旅客的美好航空出行需求，是大兴机场项目的基础社会责任。

综上，从此词组提取主题为运营服务。 
主题 3：包括航站楼、设计、世界、地铁、奇迹等特征词。大兴机场被誉为“世界级工程奇迹”的

“共和国超级工程”，是献礼新中国 70 周年的国家标志性工程，自项目立项开始，举国瞩目，除机场实

体运营所发挥的作用外，还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大兴代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

奋斗向心力的重要工程，象征着各方团结奋斗，实现民族大兴，这是大兴机场项目所承担的时代责任，

世界新七大奇迹之首等词条体现出了伟大的成功。综上，从此词组提取主题为政治影响。 
主题 4：包括建设、发展、空港、临空经济区、工作等特征词。民航业作为高端生产要素的组成部

分，又是高端生产要素投入的重要载体和条件，对区域经济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大兴机场项目临空经

济区快速发展，塑造新的增长极，提供大量工作岗位，将直接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综上，从此词组提取

主题为区域发展。 
结合上述分析，从全生命周期开展 LDA 主题模型分析，提取主题情况表 3 所示。 
 

Table 3. Themes extraction for full lifecycle LDA models) 
表 3. 全生命周期 LDA 模型主题提取 

序号 高频主题词组 主题 主要内涵 

1 项目工作人员咨询产权酒店生活交房空港服务公园 经济辐射 对周边楼市的提振 

2 旅客航班航空运营服务国际航线行李首都机场航空公司 运营服务 对航空运输的服务 

3 航站楼设计世界地铁建筑奇迹建设城际高铁草桥 政治影响 对中华大兴的象征 

4 建设发展工程项目工作交通空港临空经济区科技园区 区域发展 对京津冀一体化的促进 

4.2. 分阶段分析 

本节基于大兴机场项目建设运营的阶段特征不同，分阶段分析大兴机场项目社会责任情况，采用LDA
主题模型对各个阶段的博文文本进行主题分析，探究基于项目建设运营每个阶段中重大工程项目所应承

担的社会责任。 
与前文类似，采用主题一致性系数确定各阶段最优主题数，各阶段主题一致性系数曲线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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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设阶段 

 
(b) 运筹阶段                                       (c)运营阶段 

Figure 2. Thematic coherence coefficients by phase 
图 2. 各阶段主题一致性系数 

 
根据图 2 中各阶段博文文本的主题一致性系数，结合肘部法，选择曲线肘部区域尽可能大的主题数

量，确定建设阶段、运筹阶段和运营阶段最优主题数分别为 6、3、5，据此开展各阶段 LDA 主题模型的

挖掘分析。 
确定各阶段最优主题数后，对相应博文文本开展 LDA 主题分析，得到各阶段主题词，选取每个阶段

每个主题下的前 10 个主题词进行归纳，提取主题。 
a) 建设阶段 
建设阶段各主题下高频主题词组情况如表 4 所示，分别对每个主题词组进行解读，以提取主题。 
主题 1 和主题 2 词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主题 1 重要主题词包括生活、项目、产权、私汤、大厂、

酒店等，主题 2 则有咨询、国际、距离、单价、名称等主题词。主题 1 重点展现各新开楼盘或已有楼盘

项目都以购房后的美好生活、70 年住宅产权、一户一私汤温泉、大厂县内、酒店休闲配套等内容，着重

展现周边项目的配套设施。主题 2 提供各种咨询联系方式、与大兴国际机场的距离、每平米单价等项目

信息，并将与大兴国际机场项目的距离放在首行体现区位优势。根据上述内容，两个主题都是针对周边

项目的相关宣传，都属于经济辐射，分别针对项目配套和宣传类目，因此主题 1 词组、主题 2 词组都是

经济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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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High-frequency thematic phrases for the construction phase 
表 4. 建设阶段高频主题词组 

主题序号 高频主题词组(建设阶段) 

1 生活项目服务媒体产权私汤大广酒店空港物业 

2 咨询国际运营命名距离单价名称花园高层建筑 

3 建设工程旅客交通吞吐量铁路运营城际综合航空 

4 校验空港标志阶段工作奖状印迹轮胎地点航班 

5 航站楼世界工程倒计时封顶运营结构公司车站航拍 

6 试飞地铁设计工棚系统领券工作行李日记下单 

 
主题 3 词组主要有建设、工程、旅客、交通、吞吐量、铁路、城际等主题词，着重说明大兴机场项

目外部交通配套工程建设同步开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交通方式，如京雄城际铁路等配套工程将与大兴

机场项目同步投运，满足各期规划的机场旅客吞吐量运力要求，因此提取主题为交通配套。 
主题 4 词组主要有校验、空港、标志、阶段、工作、奖状、印记、轮胎等主题词，主要说明飞行校

验这一标志性事件，即 2019 年 1 月 22 日 10 时 10 分，一架奖状 680 校验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西一跑道上，留下了第一道飞机轮胎印迹，机场第一场校验任务的圆满完成，飞行校验是机场开

放和航路运行的最基本的前提之一，体现出严守程序的要求，因此提取主题为程序合规。 
主题 5 词组主要有航站楼、世界、工程、倒计时、封顶、运营等主题词，2017 年年底航站楼实现封

顶，初具雏形的机场拥有多个世界之最，作为中国的又一伟大工程，即将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完成全面

竣工验收，媒体及网民每天都在报道或讨论着竣工倒计时，并对 2019 年 9 月 30 日投运充满期待，竣工

验收属于工程进度中的重要节点，体现出社会公众对于工程进度的关注，因此提取主题为工程进度。 
主题 6 词组主要有试飞、地铁、设计、工棚、系统、领券等主题词，2019 年 5 月 13 日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开展试飞工作，同时媒体在 2019 年 6 月下旬开展“新机场‘工棚’日记”活动，介绍社会对于机

场关注的方面，如新机场线地铁情况、人性化的安检设计等，相关的内容都是对项目信息的介绍，体现

出信息透明公开的社会责任，提取主题为信息公开。同时各种商家也借大兴机场这一热点话题对象，在

超话社区投放广告，这一方面的内容被归纳于此主题下。 
结合上述分析，对建设阶段微博博文文本开展 LDA 主题模型分析，提取主题情况表 5 所示。 
 

Table 5. Extraction of LDA themes for the construction phase 
表 5. 建设阶段 LDA 主题提取 

序号 高频主题词组 主题 主要内涵 

1 
生活项目服务媒体产权私汤大广酒店空港物业 

经济辐射 
周边项目的配套介绍 

咨询国际运营命名距离单价名称花园高层建筑 周边项目的宣传类目 

2 建设工程旅客交通吞吐量铁路运营城际综合航空 交通配套 外部交通的建设配套 

3 校验空港标志阶段工作奖状印迹轮胎地点航班 程序合规 飞行校验的标志事件 

4 航站楼世界工程倒计时封顶运营结构公司车站航拍 工程进度 竣工验收的形象和时间 

5 试飞地铁设计工棚系统领券工作行李日记下单 信息公开 机场信息的公布宣传 

 
从表 5 可以看出，在建设阶段，以建设阶段的重要节点作为主要载体，关于大兴机场项目的讨论集

中于经济辐射(宣传配套和宣传类目)、交通配套、程序合规、工程进度和信息公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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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运筹阶段 
运筹阶段各主题下高频主题词组情况如表 6 所示，分别对每个主题词组进行解读，以提取主题。 
 

Table 6. High-frequency thematic phrases in the operations phase 
表 6. 运筹阶段高频主题词组 

主题序号 高频主题词组(运筹阶段) 

1 航班旅客运营建设航站楼工程航空机票航线设计 

2 发展项目空港经济优质产业区域交通临空置业 

3 演练综合旅客产权空港行李应急航站楼登机口流程 

 
主题 1 词组主要有航班、旅客、运营、建设、航站楼、工程、航空、机票、航线、设计、国门、航

空公司等主题词，临近投运，各航空公司积极发布即将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开通的航班信息，同时大兴

机场作为新国门，工程建设以运营为导向，从航站楼中心到最远登机口仅需 8 分钟，提高公众对于新机

场运营的期待，机票预售也成为重点关注话题，因此提取主题为运营信息。 
主题 2 词组主要有发展、项目、空港、经济、优质、产业、区域、交通、临空、置业等主题词，此

时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规划编制正在积极推进，相关的内容被热议，同时，临近投运，社会公

众广泛讨论大兴机场项目投运后对于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提取主题为区域发展。 
主题 3 词组主要有演练、综合、旅客、产权、空港、行李、应急、航站楼、登机口、流程、中心等

主题词，运筹阶段，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开展了油库消防演练、七次综合模拟演练，各航空公司积极参加，

模拟旅客、模拟行李、登机口、流程等词语出现频率较高，因此提取主题为运营质量。 
结合上述分析，对运筹阶段微博博文文本开展 LDA 主题模型分析，提取主题情况表 7 所示。 

 
Table 7. LDA topic extraction in operations phase 
表 7. 运筹阶段 LDA 主题提取 

序号 高频主题词组 主题 主要内涵 

1 航班旅客运营建设航站楼工程航空机票航线设计 运营信息 航班航线的信息公开 

2 发展项目空港经济优质产业区域交通临空置业 区域发展 临空经济的产业体系 

3 演练综合旅客产权空港行李应急航站楼登机口流程 运营质量 综合演练的宣传展示 

 
根据表 7，在运筹阶段，从主题分布来看，关于大兴机场项目的讨论集中于运营信息、区域发展和

运营质量方面。 
c) 运营阶段 
运营阶段各主题下高频主题词组情况如表 8 所示，分别对每个主题词组进行解读，以提取主题。 

 
Table 8. High-frequency thematic phrases for the operational phase 
表 8. 运营阶段高频主题词组 

主题序号 高频主题词组(运营阶段) 

1 建设发展科技生活工程临空经济区酒店技术服务 

2 航班航空航线国际首都机场航空公司运营转场祖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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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地铁核酸项目小时草桥价值交房价格落地咨询 

4 世界航站楼建筑设计奇迹体验文化旅行发展旅游 

5 旅客服务工作人员行李航班时间登机工作航站楼值机 

 
主题 1 词组主要有建设、发展、科技、生活、工程、临空、经济区、酒店、技术、服务、项目等主

题词，依然是对大兴机场功能定位、临空经济区的描述，与前面两个阶段类似，不再进行赘述，提取主

题为区域发展。 
主题 2 词组主要有航班、航空、航线、国际、首都机场、航空公司、运营、转场、祖国、计划、旅

客、吞吐量等主题词，大兴机场从开始投运起，相关的航班、航线等计划都需要及时公之于众，各航空

公司、首都机场集团积极更新相应信息，为旅客提供精准有效的信息，保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高质量运

营，因此提取主题为运营信息。 
主题 3 词组主要有地铁、核酸、项目、小时、草桥、价值、交房、价格、落地、咨询、检测等主题

词，营销从项目价值入手，重点介绍区域价值，即高铁、城际铁路、地铁等交通设施完善，也对销售产

品类型如公寓、高层等进行介绍，并附加相应的价格进行营销宣传，因此提取主题为经济辐射。 
主题 4 词组主要有世界、航站楼、建筑、设计、奇迹、体验、文化、旅行、发展、旅游、新世界等

主题词，大兴机场项目中航站因“双层到达，双层出发”的人性化设计、刷脸安检登机等的科技元素广

受关注，项目也取得多个世界之最，被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首，实现了“引领全球机场标准，打

造全球空港标杆”目标，因此提取主题为政治影响。 
主题 5 词组主要有旅客、服务、工作人员、行李、航班、时间、登机、工作、航站楼、值机、登机

口等主题词，主要是旅客在乘机过程中分享乘机体验，积极评价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并对行李托运、

值机、登机等程序的高效办理感到满意，因此提取主题为运营服务。 
结合上述分析，对运营阶段微博博文文本开展 LDA 主题模型分析，提取主题情况表 9 所示。 

 
Table 9. Extraction of LDA themes in the operational phase 
表 9. 运营阶段 LDA 主题提取 

序号 高频主题词组 主题 主要内涵 

1 建设发展科技生活工程临空经济区酒店技术服务 区域发展 机场项目的区域带动 

2 航班航空航线国际首都机场航空公司运营转场祖国计划 运营信息 机场运营的信息公开 

3 地铁核酸项目小时草桥价值交房价格落地咨询 经济辐射 周边项目的临空优势 

4 世界航站楼建筑设计奇迹体验文化旅行发展旅游 政治影响 多项成就的民族自豪 

5 旅客服务工作人员行李航班时间登机工作航站楼值机 运营服务 运营服务的直观感受 

 
在运营阶段，从主题分布来看，关于大兴机场项目的讨论集中于区域发展、运营信息、经济辐射、

政治影响和运营服务，可以看出主题偏向于运营方面的内容。 

5. 讨论与总结 

在全生命周期、分阶段分别开展主题分析后，本章进一步对两种分析范式下的结果进行汇总归纳，

为探究社会责任识别和管理提供综合视角，为改善大型航空交通枢纽项目乃至类似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

任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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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 LDA 主题建模挖掘对微博博文中的潜在主题，将其视为大兴机场项目的社会责任组成。由

于社交媒体上发声者是公众、社会媒体等，角色定位为项目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挖掘

分析，是基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因此挖掘出的社会责任属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社会责任，

已提取的所有主题如表 10 所示。 
 
Table 10. Summary of theme extraction based on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表 10. 基于舆情分析的主题提取汇总 

对象划分 阶段 主题 

分主题 全生命周期 经济辐射、运营服务、政治影响、区域发展 

分阶段 

建设阶段 经济辐射(宣传配套、宣传类目)、交通配套、程序合规、工程进度、 
信息公开 

运筹阶段 运营信息、区域发展、运营质量 

运营阶段 区域发展、运营信息、经济辐射、政治影响、运营服务 

 
在实际分析过程中，发现通过对微博舆情的分析并不能全面提取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项目社会

责任，如维持社会稳定、树立廉洁标杆、强化行业安全管理等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项目社会责任，

在分主题分析以及分阶段分析中均未被识别出，直接原因是这些责任相关的博文出现数量较少，无法被

LDA 主题模型识别并单列成一个主题，需进一步结合大兴机场项目的具体情况分析研究深层次原因。 
在树立廉洁标杆、强化行业安全管理方面，大兴机场工程提出打造“廉洁工程”、“平安工程”等

目标，在项目规划角度已经考虑到相应的社会责任，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这两方面取得良好的成果。

在廉洁方面，国家审计署开展的“百人百天”专项审计，未发现政治问题和重大审计问题。在安全方面，

实现安全零事故、质量零缺陷、工期零延误、环保零超标、消防零火情。 
与区域发展、政治影响类似，廉洁和平安也是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的重要

组成部分，大兴机场项目在这些方面均取得不错的成就，但仅前者受到大量舆情关注，反映在主题模型

结果中即为区域发展、政治影响可以分别被识别为主题，廉洁、平安并未被识别出，这种差异性可运用

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的约束性进行解释。 
在已有研究中，将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分成四个维度，分别为成本与质量、依法与合规、环境与

伦理、公共与政治[27]，具体情况如表 11 所示。 
 
Table 11. Breakdow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major works projects 
表 11. 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分解表 

维度 需求方 约束性 具体要求 

成本与质量 所有利益 
相关者 强 基于利润导向，对大型项目的基本要求，在重大工程项目设计、建设、

运营阶段追求低成本与高质量，以取得投资回报或商业增长。 

依法与合规 政府及 
行业协会 强 基于法理导向，重大工程项目参与者必须遵守政府层面的法律法规和行

业层面的行业标准，以履行对利益相关者的所有法律规范义务。 

环境与伦理 政府与外部

利益相关者 较强 基于道德导向，社会期望项目参与者能够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行事，这不

是法律的强制规定，但是期望项目活动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开展。 

公共与政治 政府与外部

利益相关者 弱 基于互惠导向，重大工程项目具有强大的外部性和资源需求，参与者自

愿提供捐或提供就业机会塑造良好形象，以取得当地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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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1 可知，约束性是不同社会责任受到舆情关注强弱的重要影响因素。约束性越强，代表着遵

守该约束的成本越低、违约的成本越高，从结果层面出发，则是遵循约束的事件出现频率较高，社会习

以为常，则遵循约束事件的舆情热度将处于较低水平。树立廉洁标杆、强化行业安全管理属于依法与合

规这一维度，此维度约束性强，因而遵守相应的约束事件后，并没有引起社会公众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

热议。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正因为社会习惯了遵循约束事件的出现，当出现不遵循约束事件时，则会引

起较大的社会负面舆论，如出现腐败问题、安全问题时，就会在社交媒体上出现大量相应的讨论，负面

影响巨大，如“1·24 青岛胶东机场飞机碾压事故”。通过上述讨论可知，社会责任约束越强，重大工

程项目遵守社会责任要求时受到关注越小，没有遵守时受到关注越大，负面影响越大；社会责任约束越

弱，重大工程项目遵守社会责任要求时受到关注越大，正面影响越大，没有遵守时受到关注越小。 
已提取社会责任情况普遍满足上述结论，经济辐射、政治影响、区域发展、外部交通等社会责任属

于公共与政治维度，运营服务、工程进度、运营质量、运营信息等社会责任虽表面上属于成本与质量维

度，但是这些社会责任体现出大兴机场项目在质量的各个方面的“世界首次”，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社

会责任属于公共与政治层面，而公共与政治维度的社会责任约束性弱，说明大兴机场项目在这几方面均

取得不错的成绩，这与大兴机场项目的实际表现一致。 
综上，在大型航空交通枢纽项目社会责任识别时，约束性越强的社会责任，未被履行时受到关注越

大，负向影响越大，越容易被识别，约束性越弱的社会责任，被履行时受到关注越大，正向影响越大，

也越容易被识别。大型航空交通枢纽项目社会责任的四个维度按约束性逐渐增强，依次为：成本与质量、

依法与合规、环境与伦理、公共与政治，结合大型航空交通枢纽项目在 LDA 主题模型识别中的规律，成

本与质量维度的社会责任被识别出时，如质量安全事故等，则需立刻开展相关调查和处理，解决相应问

题，公共与政治维度下的社会责任未被识别出时，如促进社会公平，则说明在这些方面还有进一步发展

和完善的空间，应进一步开展研究。 
后续研究可以多平台、多方式获取舆情信息开展研究，同时进一步结合内部利益相关者视角进行社

会责任研究，综合开展多个大型航空交通枢纽项目社会责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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