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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结合网络安全治理的相关指导思想和法律法规探索网络语言舆情治理的重要方面、治理方法以及路

径，指出网络语言舆情监管工作必须遵循相应的法律法规，要顺应社群传播新时代的特点，掌握语言舆

情的传播规律，才能及时化解网络语言舆情危机，增强舆论引导和国家政策普及传播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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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ideas,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network security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ex-
plores the importance and ways of governance of online language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supervision of network language public opinion must follow correspond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conform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of community communica-
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crisis of online language public opinion be resolved timely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nd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 can be enhanced.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4093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4093
http://www.hanspub.org


潘艳艳 
 

 

DOI: 10.12677/ml.2022.104093 719 现代语言学 
 

Keywords 
Online Language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Platform, Linguistic 
Analysis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19 年 1 月 25 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网络安全

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由此可见网络安全的重要性。网

络安全包括网络系统安全、数据安全以及信息安全，这三种安全都与语言有关，网络系统安全涉及计算

机系统语言，数据安全和信息安全也都以语言数据为主。语言与安全问题相关，是由语言的属性决定的。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大约 80%的人类信息是用语言负载的。没有用语言负载的信

息也常常需要语言来帮助阐释，比如图画、雕塑、音乐、服装、建筑等艺术[1]。语言是身份的重要认同

标志，同时也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文化最主要的建构者、阐释者、负载者、传播者。这些特性，

使语言在信息沟通、情感表达、身份认同、文化传承、技术传播、经贸活动中发挥着基础作用[2]。而当

今的互联网以及网络媒介的出现正在深刻影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结构，网民不仅仅是舆论信息的接受者，

同时也是舆论信息的使用者和与创造者，“参与”“互动”成为互联网的发展主流。海量网络舆情对政

府决策提出了挑战，网络时代带来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多元化，使网络语言生活呈现出“后现代”与“去

权威化”的趋势，网络舆论如果引导不利，无意识的盲从或情绪宣泄容易成为网络的主流[3]。因此，除

了网络系统安全、数据安全的保障，网络语言舆情的监控、管理、引导也非常重要。 
近年来，从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重要法律的人大立法，到《国家网络空间

安全战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战略规划、法律法规的制定出台，再到《网络安全审

查办法》《云计算服务安全评估办法》等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发布实施，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基

本建立。本文首先简述国内外舆情治理研究现状，然后从法治社会的视角论述网络语言舆情治理的四个

方面以及具体的方法和路径。 

2. 国内外舆情研究现状 

国外的舆情研究起步较早，始于 19 世纪 30 年代美国 Elmo Roper 和 George H. Gallup 关于民意调查

的研究，二战后传到欧洲国家和日本，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与应用体系，并成立了一个国际

组织——国际独立调研机构协会盖洛普国际(Gallup International)。作为公共话语的焦点，舆情研究表现

出了跨学科的特征，在很多社会学科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包括：政治学中的政府决策和公众意愿研究、

历史学科中的社会变革和民众心理研究、法学界在司法和行为标准方面的制定、社会心理学对个体行为

社会属性的研究、社会学关于舆论导致愤怒和危险的行为的研究等等[4]。舆情研究的内容包括：舆情的

性质、定义、形成、发展、变化以及测评方式和方法，其中，民意测验和调查的设计、测评方式研究较

多。最为人们熟知的舆情研究是市场调研、美国的总统选举和国会中期选举期间的选情分析。舆情治理

方面，有对语言感知和语言理解的监测、舆情监测模型的智能设计以及舆情的社会媒体监测等研究。 
国内研究起步较晚，始于 2004 年由教育部语信司与有关部委和高校共同建立的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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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以及 2005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研究”的立项。从上层架构上来

看，以国家语委为主体的语言事务治理体系已基本建成，上有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下设机构有“两司”(语
用司和语信司)“一所”(语用所)“一社”(语文出版社)以及一些高校和各种研究中心。国内相关研究起步

时间不长，对语情的分析，较多的是现象整理、形式统计和个案分析，而对于语情的深层分析、规律发

掘颇为薄弱，需要深化相关研究。研究内容包括：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和变化(如：国家语委每年推出的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网络语言的特点及其情感性意义、舆情的产生和传播、监控与管理、语言

信息搜索、提取以及分析技术、网民心理研究等。研究趋势逐步向全媒体时代、舆情演化、网络安全等

方向发展。 
舆情治理方面，多数研究聚焦网络舆情监测和管控，国内学者开发了很多商用的监测平台，如：TRS 

大数据舆情分析平台、方正智思信息服务平台、红麦舆情监测系统、乐思网络舆情监控系统、军犬网络

舆情监控系统、Goonie 网络舆情监控系统、麦知讯第三方网络舆情监控系统、鹰隼网络舆情监控系统、

邦富互联网舆情监控系统等。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我们发现，将语言学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进行语言舆情治理的探索非常

少，大多数是从传播学、心理学、新闻学、社会学、计算机技术、媒体研究、管理学等单个角度进行研

究。法治是国家安全的保障，也是进行舆情治理的重要依据，基于此，本文结合相关网络安全法律法规

探讨网络语言舆情治理的方法和路径。 

3.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的网络语言舆情治理 

2020 年 11 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我国

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出发，着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

目标，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一个

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体系完备、博大精深的法治思想理论体系[5]。习近平法治思想站在世

界历史的高度，以宏大的全球视野，总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深刻洞察当今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运动方向，着力分析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历史必然性，精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内在文明发展机理，提出了重塑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崭新理念和政策主张，为推动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6]。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系统部署和全面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我国互

联网发展和治理不断开创新局面，网络空间日渐清朗，信息化成果惠及亿万群众，网络安全保障能力不

断增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主张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从《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的发布，到杭

州 G20 峰会《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签署，“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充盈着中国智慧，传递出负责任大国的勇毅与担当。 
2015 年 12 月 16 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一个安全稳定

繁荣的网络空间，对各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并就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5 点主

张”，即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

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

正义。本研究根据以上“5 点主张”，尝试提出网络语言舆情治理的四个方面。 
(1) 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加强意识形态安全的治理 
网络语言安全首先要考察语言作为符号系统在媒介中的使用和变异情况，进而探讨汉语在新媒体语

境下表达的合宜性、传意的准确性以及使用的规范化，将语言符号的滥用、误用、错用等情况析出并加

以规范，保持汉语在各领域使用中的健康活力、文明与规范。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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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完善语言文字应用的规范、标准、法规，实现语言服务现代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只有汉语在最大

程度上达到普及，才能更好、更广泛地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们要从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坚定不移地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持中文的纯洁性、稳定性、规范性、

独立性与完整性，尽快出台国家语言文字安全战略或规划。大力传承和弘扬优秀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

坚持汉语言文字形成的价值标准，遵循汉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7]。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

规，在网络语言治理上要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以德治涵养法治，在自律和他律的共同作用

中提升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2) 维护良好的网络言语生态，加强网络语言行为规范治理 
根据现有的法律和法规，调查新媒体言语社区中群域交际的态度与行为，维护新媒体交际的秩序以

期形成良好的网络言语生态，如挖掘网络语言冲突、语言暴力等问题形成的深层原因与类型，并进一步

给出语言层面的调剂策略等，促进新媒体领域语言和谐，营造良好的交际环境；对损害国家文化利益、

破坏国家形象、散播虚假信息、恶意煽动舆论等不良行为，进行严格管理、公正司法。除了对汉语的监

管，还要加强对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监控，例如，2009 年“新疆 7·5”暴力恐怖事件，几千名暴徒集

会制造恐怖事件，这些暴徒在行动之前肯定有频繁的联络和布置，普通市民之所以无法察觉，与语言隔

阂的关系很大。因此，在智力上要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话语策略分层导向，根据他者的立场、态度，以或

团结、或包容、或博弈、或反击的策略导向，目的是尽可能消解差异、分歧可能引发的对立性甚至对抗

性，探寻共有的价值偏好和利益导向[8]，维持良好的网络言语生态。 
(3) 保护信息安全，加强语言信息安全治理 
信息安全是指保障互联网网络空间有序运行，管控侵害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网络犯罪等行为，

摧毁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的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海量的语言大数据资源对国家

发展、经济繁荣、科技进步、社会稳定产生影响。语言资源服务在维护国家安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例如，在航天科技合作、联合反恐、打击跨国犯罪、海外国民保护、跨境投资贸易、边防边检、海

事海防、国际医疗康养、国际新闻媒体、安保安防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语言资源安全已上升为影

响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因素之一。 
(4) 掌握重大社会事件中的语情，进行网络语言舆情治理 
应对重大社会事件中的新媒体语言应急与服务、重大舆情中的网络谣言治理以及新媒体报道中的语

言信度与效度等问题，要加强国家安全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建设，促进国家安全应急能力现代化，具体包

括以下八个方面。一是加强政治安全应急语言服务能力，保护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安全，防止政治渗透。

二是加强经济安全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应对和化解国内外经济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三是加强法律安全

应急语言服务能力，推动全球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安全新秩序，实现和平外交战略和法律公平正义。四

是加强信息安全语言服务能力，保障舆情和网络安全。五是加强生态安全应急语言服务能力，维护健康

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安全。六是加强科技安全应急语言服务能力，保护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七是加强

文化安全应急语言服务能力，防止文化渗透。八是加强教育安全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培养高素质应急语

言服务人才[9]。 
要依法依规开发语言智能技术在保障国家安全、净化网络环境、维护信息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针

对互联网海量多语言信息，语言智能根据舆论传播知识图谱的分析结果，向已经阅读虚假信息的用户定

向推送辟谣信息，实现精准辟谣。在应对虚假新闻方面，通过图谱分析方法深度追溯新闻根源，及时删

除或屏蔽虚假信息。语言智能技术通过构建多语言机器翻译引擎，提供本地化、专业化和个性化的智能

自动翻译服务，维护国家信息网络安全、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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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络语言舆情治理的路径和方法 

语言监测的总目的是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语言生活动态，揭示规律，了解诉求，预警问题，引导社

会，化解矛盾，促进社会语言生活和谐，服务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大众生活和学术研究[11]。据此，我

们认为，要充分利用舆情监测分析技术，及时跟踪和呈现网络热点或潜在威胁，及时处理和引导。结合

网络语言舆情治理四个方面，本研究提出的网络语言舆情治理的具体路径是：1) 建立监测平台，收集语

言数据；2) 进行语言数据分析，发现特定群体传达主流思想的语言表达方式、语言舆情的空间分布规律

和社会网络分布规律；3) 发掘舆论制高点形成、舆论应对和引导规律中的语言要素，采取相应的语言策

略和治理措施。基于这一治理路径，要完成以下任务： 
(1) 多模态语言舆情实时监测平台 
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直接关系国家意识形态，因此是主要观察和分析的这个领域。

本研究认为，要建立一个综合的监测平台，该平台能够整合互联网信息采集技术及信息智能处理技术，

对网页、论坛、微信、微博等进行 24 小时监控，通过对监测的海量信息自动抓取、自动分类聚类、主题

检测、专题聚焦，实现网络舆情监测和新闻专题追踪等信息需求，形成多个分主题的多模态语料库，并

形成简报、报告、图表等初步分析结果。 
在大数据时代，语言文字、图片等皆为数据，经过计算机编码，都可以检索和获取到。要综合利用

搜索引擎技术、挖掘技术、语音识别和视频分析技术，通过对内容的自动采集处理、敏感词汇过滤、画

面和关键帧智能分析、音频流智能分析、主题检测和统计分析，实现对新闻网站、各大论坛、博客等动

静态网页、图片、文档、视频等各类网络信息平台的多模态语言舆情监测。该平台的工作流程如下： 
步骤 1 网络信息采集系统从互联网上采集新闻、论坛、博客、评论等舆情信息，存储到采集信息数

据库中。 
步骤 2 舆情分析引擎负责对采集信息进行清洗、智能研判和加工，分析结果保存在舆情成果库中。

舆情分析引擎依赖于智能分析技术和舆情知识库。 
步骤 3 舆情服务平台把舆情成果库中经过加工处理的舆情数据发布到 Web 界面上并展示。 
步骤 4 通过舆情服务平台浏览舆情信息，通过简报生成等功能完成对舆情的深度加工和日常监管工

作，同时建成多模态语言舆情语料库。 
(2) 网络语言舆情分析的语言学理论框架 
本研究认为，可以借鉴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理论建构网络语言舆情的分析框架。认知语言学作

为一种研究范式，旨在通过语言现象揭示人类的认知机制；心理语言学揭示语言现象背后的心理动因。

两者的结合起到互补的作用。结合网络语言呈现字画结合、画中有字、字中有画的特点，该方法采用多

模态话语分析的视角，将语言、图片、视频、表情符号等视为同等重要的意义产生资源纳入舆情监测研

究中。该框架从认知机制和心理动机两个方面来描写并分析各种“新式语言”、语言使用不规范现象(如
公共用语和地名的不规范使用、对特定职业人群的污名化)、语言变异情况以及语言所反映出的负面舆情

等，并在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传播学、社会学以及管理学的相关理论探讨语言发展和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和负面舆情中的情感、立场、态度、亚文化等意识形态特征。 
该理论框架结合一定时间段的热点问题，从监测平台调取相应主题(如：政府形象建构、城市治理、

突发事件、国家安全)的多模态语料库，分析和研究语言文字本身的变化和使用状况，同时对语言所反映

出来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揭示其中的意识形态以及潜在的

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力。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何充分利用文字、图片、视频等符号模态和形式来进行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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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预警、舆情研判、舆情应对、舆情引导以及形象建构与重塑等舆情治理实战能力。 
a. 对现状、变化、发展以及不规范现象以及所反映出来的语言舆情进行深入分析，揭示语言舆情的

空间分布规律、社会网络分布规律、常现语情的周期律以及多模态语言舆情与社会的互动规律。 
b. 探讨治理方案，即如何综合利用文字、图片、视频等符号模态来进行准确的舆情预警、舆情研判、

舆情应对、舆情引导以及形象重塑等。 
c. 针对不同热点问题和不同受众群体，设计问卷和访谈，梳理不同受众的不同信息需求，提出有针

对性的舆情应对话语策略。 
鉴于网络语言舆情监测研究的复杂性，本研究拟参考贝叶斯网络(Bayesian Networks) (图 1)来建立多

模态语言舆情监测平台。在计算机科学中，所有能输入计算机并被计算机程序处理的符号，都可称之为

数据，包括数字、文字、符号、语音、图像、视频等[12]。贝叶斯网络能够清晰地展现数据变量之间依赖

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框架结构来表示因果关系，使不确定性推理变得在逻辑上更为清晰、可

理解性强。作为不确定性建模与分析工具，贝叶斯网络能够模拟人类推理过程中的因果关系不确定性，

特别适合于分析多级次舆情发酵[13]。 
 

 
Figure 1. Multi-Stag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arly warning based on bayesian 
network 
图 1. 多级次网络舆情预警贝叶斯结构 

 
基于这一工作流程，能够有效开展网络语言舆情治理，从而保障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维护良

好的网络言语生态，规范网络语言行为，保护个人和国家的信息安全，在发生重大社会事件的时候，有

效进行网络语言舆情的应对和引导。 

5. 结语 

网络语言舆情治理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并只有顺应社群传播新时代的特点，才能及时化

解网络语言舆情危机，增强舆论引导和国家政策普及传播的有效性。依法依规建设网络语言舆情监测平

台并进行网络语言舆情治理，有助于随时了解语言舆情并及时化解网络语言文字舆情危机，增强语言规

划和语言政策普及传播的有效性；基于语言舆情的观测分析，有助于考查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共振及其反

映的社情民意，了解其动态，研究其规律，发现存在的问题及隐患，探讨相关对策，为政府及有关方面

的相关决策和立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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