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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等特点致使网络群体性事件在网络空间迅速传播、发酵，

管理机构难以对事件产生的舆情热度进行预判并及时干预。对此，文章选取2018~2020年三年间的20
个网络群体性事件案例进行研究，借助定性比较分析研究方法探究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热度的影响因

素及其组合路径。研究提出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热度影响因素的两条组合路径，并发现媒体报道力度

和意见领袖参与是舆情热度生成的关键因素。对此，提出相应治理路径：了解舆情热度生成的组态效应，

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完善公共政策制定，注重保障民众权益；建立与重要媒体的合作机制，主动联

系培养意见领袖；及时发布信息和公开回应，积极引导疏解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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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st transmission speed and 
wide range lead to the rapid spread and fermentation of network mass incidents in the network 
spac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predict and intervene in the public opinion heat generated by the event. 
So this paper selected 20 cases of network mass incidents in the three years from 2018 to 2020 for 
research, and explor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mbination paths of public opinion heat in 
network mass incidents with the help of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proposes 
two combined path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blic opinion heat in network mass incidents, and 
finds that the intensity of media coverage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opinion leaders are the key fac-
tors for generating public opinion heat. As a result, the corresponding governance path is put for-
ward: the government should understand the combined effect of public opinion heat production 
and establish an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improve the formul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people’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a cooperative mechanism with important media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ontact and cultivate opinion leaders;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need to release information and make public responses in a timely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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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网络的出现，重新塑造了人们的生活，在现实世界外，基于网络所提供的交流互动机会，建构出一

个规模同样宏大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交互影响。随着网络技术发展，自媒体兴盛，网民可以在虚拟

空间中自由发表、分享观点。在人人具备话语权的自媒体时代，我国网络舆论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社

会事件发生后，各方舆论力量一哄而上，舆情治理也成为难题[1]。当前，我国面临新的舆论形势，网络

舆情成为舆情治理中不可小觑的组成部分，网络舆情治理成为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 
此外，我国仍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社会矛盾冲突频发，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随着网络空间逐渐形

成的新的舆论场，加上网络传播具有传播速度快、时效强、范围广的特点，群体性事件的行动者纷纷借

助网络传播以增强其影响力，网络群体性事件应运而生。在其传播的过程中，行动者借助网络形成热点

舆论，通过聚集形成舆情热度。因此，舆情热度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传播、壮大具有重要影响。 
目前，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往往难以有效控制其在网络空间的传播、发酵，难以对事件产生

的舆情热度进行预判和干预。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热度的影响机制，理清影响

舆情热度的各类因素及其组合路径，进而为政府部门及时干预、阻断网络群体性事件传播和舆情热度生

成提供理论借鉴。 

2. 研究现状与分析框架 

2.1. 研究现状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舆情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当前对于网络舆情热度的研究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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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网络舆情热度的演变规律与趋势预测、网络舆情热度测量和评价指标建立以及网络舆情热度与政府回

应等方向。选取的研究理论或模型有焦耳定律、扎根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信息生态理论、复杂网络

分析法、BP 神经网络、系统动力学方法等。 
当前学界对网络舆情热度的影响因素已产生一定成果。例如，袁国平等基于系统动力学，提出事件

公共度、事件敏感度、网民质疑度、政府公信力四个要素对网络舆情热度产生影响[2]。杨洋洋等认为网

络舆情热度影响因素主要有信息源敏感度、网民参与度、媒体活跃度和政府介入度[3]。李明等从信息生

态视角出发，认为网络舆情主要受到事件信息、发布主体、信息受众、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的影响。李

静、谢耘耕认为网络舆情热度影响因素主要有事件本身属性、媒介传播、网民参与与政府干预四个方面

[1]。根据上述文献，可以发现学者对网络舆情热度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聚焦于事件自身性质、网民关注

度、政府介入情况、传播媒介等方面。 
此外，已有研究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关危机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突发公共事件

等。例如李晚莲等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热度生成机理进行研究[4]；兰月新等构建公关危机事件中

网络舆情热度模型[5]；张蒙等理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发酵机理为引控网络舆情提供理论依据

[6]。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汇总，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对于网络舆情热度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

果，但是对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组合路径研究较少，还需进一步分析研究。在网络舆情热度影响因素的研

究中，对于特定事件的舆情研究较少，仅存在针对突发公共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危机事件中舆情

热度的探究和讨论，而针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热度的影响因素学者并没有做出相应研究。同时，网

络群体性事件作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事件，其在传播过程中所造成的舆情热度具有很大研究价值。对

此，本研究聚焦于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热度影响因素及其组合路径，并提出相应治理路径。 

2.2. 分析框架 

根据文献回顾，当前学界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传播的影响因素以及网络舆情热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

已具备一定研究成果，主要结论集中于事件属性、网民关注参与、政府介入情况以及媒体参与四个方面。

此外，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进步，新媒体的发展传播迅速，在各大网络平台都有意见领袖的出

现，这些意见领袖的介入也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传播与热度形成推波助澜，成为不可小觑的新兴势力，

对舆情热度产生影响。 
而在理论基础方面，协同理论可以进一步解释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舆情热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协

同学在上世纪 70 年代作为系统论的分支学科而兴起，协同理论说明在复杂开放的系统中有大量子系统相

互作用，进而出现集体效应[7]。在协同理论的视角下讨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进展可以发现，网络群体性

事件所形成的舆论场是一个复杂且开放的系统，事件信息、网民、政府、媒体及意见领袖均作为子系统

发挥作用，经过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造就或高或低的舆情热度。 
此外，拉斯韦尔的“5W”模型也可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持，“5W”模型由美国著名学者拉斯韦尔

提出，1948 年拉斯韦尔在其《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研究信息传播具备五个基本构成要素，

即“传播者(who)、传播内容(say what)、传播媒介(through which channel)、受传者(to whom)、效果(with what 
effect)”[8]。在传播者层面，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特质，事件发声人的身份或能力对于事件的舆情热度影

响能力有限；在传播内容层面，事件自身性质决定内容要素，在事件传播中起到关键作用；在传播媒介

方面，在网络空间中，重要的传播媒介是“主流媒体”与各大网络平台的“意见领袖”；在受传者层面，

网民是事件的主要受众，网民关注度同样影响事件舆情热度；在效果层面，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舆情热度

则是传播效果的最好展现。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民众往往希望事件涉及的相关政府部门介入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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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进行调查回应，因此政府介入是否及时，也是网络舆情热度的重要影响要素。 
基于协同理论与“5W”模型，结合学界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和舆情热度影响因素的梳理，本文将通

过“事件自身性质”“网民关注度”“政府介入情况”“媒体报道力度”以及“意见领袖参与”来分析

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舆情热度的影响机制，并将其设定为条件变量，同时选择网络舆情热度作为结果变

量。 

3. 研究设计 

3.1. 案例选择 

在定性比较分析中，案例的选取具有一定要求。在数量上，该方法更适用于中小样本案例的研究。

此外，在案例选取时，需要考虑案例总体的充分同质性和最大异质性，并具备充分资料，使得结果变量

能够加以衡量。基于以上标准，本文依据广义上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定义，结合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知

微数据平台、知微事件库、微博、知乎等平台选取 2018~2020 年三年间的 20 个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

(见表 1)。为保证案例具备异质性，部分案例选择舆情热度较低的网络群体性事件。 
 
Table 1. Cases summary table 
表 1. 研究案例汇总表 

编号 事件名称 发生时间 

1 长生生物等疫苗造假事件 2018 年 

2 乐清女子乘坐滴滴顺风车遇害事件 2018 年 

3 蒋劲夫家暴日本女友事件 2018 年 

4 长沙“鲍师傅”吃出活虫 2018 年 

5 石家庄一银行违规怀孕不流产就处分 2018 年 

6 高校清查师生电脑手机引热议 2018 年 

7 高以翔录制节目《追我吧》时猝死 2019 年 

8 西安奔驰漏油事件 2019 年 

9 “996 工作制”引热议 2019 年 

10 湖南新晃一教师失踪 16 年骸骨被埋操场 2019 年 

11 遵义一民营医院涉恶被查：逼患者在手术台前刷卡 2019 年 

12 浏阳市烟花爆炸涉瞒报死亡人数 2019 年 

13 网曝北京一女子开奔驰进故宫 2020 年 

14 贵州安顺一公交车坠入水库 2020 年 

15 “假奶粉”导致湖南又现大头娃娃 2020 年 

16 山东冠县农家女被冒名顶替上大学 2020 年 

17 东南大学本科生支教踹倒小学生 2020 年 

18 杭州哥老官火锅店牛蛙检出禁用兽药 2020 年 

19 河南孕妇未做胸透被拒录用案开庭 2020 年 

20 大学女足省赛因染发球员过多被判负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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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变量与赋值标准说明 

本研究结合二分校准法与四值模糊集校准法对变量进行赋值(见表 2)，下面对各个条件变量及结果变

量做进一步解释，并说明赋值标准。 

3.2.1. 条件变量 
第一，事件自身性质。在网络平台，信息繁杂冗多，并非每条信息或每个事件都可以得到大规模传

播，进入公共讨论空间，进而引发热议，产生热度。黄怡璇等认为事件话题类型、敏感程度和易爆发程

度会影响舆情热度[9]。不同类型的事件所产生的舆情热度不同，往往比较贴近民众生活，有关社会公平

正义或民众权益维护的事件更能在网络空间引发网民热议，形成舆论热度。基于此，本文结合案例库中

案例所具备的性质，将“事件自身性质”划分为：社会管理类、权益维护类、公众人物类和事故灾害类。

社会管理类主要是有关社会问题、公共政策或公共管理的引发网民争议的事件；权益维护类则是民众为

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发起或参与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例如涉及劳动纠纷、消费者权益等；公众人物类

则是指由公众人物的所引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事故灾害类则主要是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例如安全事

故、自然灾害等。在所选取案例的中，权益维护类占比 45%，社会管理类占比 40%，公众人物类占比 10%，

事故灾害类占比 5%。本文将权益维护类事件赋值为 1，社会管理类事件赋值为 0.67，公众人物类事件赋

值为 0.33，事故灾害类事件赋值为 0。 
第二，网民关注度。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民充当了主要传播者，网络渠道则是事件的主要传播

渠道。网民通过网络平台看到相关事件，出于自身共情或对现实事件不满在网络空间发声呼吁或持续关

注，推动其进一步传播扩散，促使这一事件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公共议题，引发舆情热度。由此可见，

网民的关注在网络群体性事件舆情热度的形成中起到很大作用。互联网社会热点聚合平台“知微事见”

中的分析指标“事件持续期间平均传播速度”可以反映热点事件的传播情况，网民关注度越高的事件相

对应传播速度越快。因此，本文选择“事件持续期间平均传播速度”作为网民关注度的赋值依据，事件

持续期间平均传播速度在 50 条/小时以上的赋值为 1，平均传播速度在 16~50 条/小时的赋值为 0.67，平

均传播速度在 3~15 条/小时的赋值为 0.33，平均传播速度在 3 条/小时以下的赋值为 0。 
第三，政府介入情况。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时，网民和媒体参与其中，但网民和媒体主要通过呼吁

传播来扩大其影响力，民众往往希望事件涉及的相关政府部门介入该事件，希望政府能够查清真相、进

行监管，并就该事件予以回应。如果政府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始终不介入或回应不及时，网民情绪会进

一步高涨，导致舆论在更大范围传播扩散，形成更高的网络舆情热度。可见，在事件传播过程中，政府

对于网络舆情的引导、调控和回应对舆情热度产生一定影响。而政府回应舆情的方式方法、及时性和透

明度也影响着舆情的扩散。刘锐指出政府对舆情的干预会受到政府回应时限、新闻发布及时性、真实性、

官员问责及问题解决情况的影响[10]。因此，本研究选择政府介入情况作为条件变量，并对案例库中的案

例进行赋值，政府介入或介入及时则赋值为 1，政府未介入或介入不及时则赋值为 0。 
第四，媒体报道力度。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媒体的作用不容忽视，相关事件如果能够

引起媒体的关注，得到媒体的报道，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网民的关注和讨论。此外，媒体之

间也会相互影响，当媒体关注到相关事件并进行报道后，也会引发更多媒体关注与转发，有关该事件的

信息在各类媒体间流传，触及更多受众。可见，媒体的报道力度影响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舆情热度。本

研究结合互联网社会热点聚合平台“知微事见”中的分析指标“重要媒体参与情况”对案例库中的案例

进行赋值，“媒体参与情况”的衡量标准是：用事件网媒平台数据匹配重要媒体列表得到央级媒体、财

经类媒体、科技类媒体的参与情况。若重要媒体参与在 100 家以上赋值为 1，重要媒体参与在 61~100 家

赋值为 0.67，重要媒体参与在 16~60 家赋值为 0.33，重要媒体参与在 16 家以下的赋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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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意见领袖参与。随着网络社交平台的发展，社交平台中存在的“意见领袖”成为网络舆论场

中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意见领袖往往拥有百万千万数量级别的粉丝群体，其信息传播的效力远远高于

普通网民，且普通网民很容易受到意见领袖对某一事件看法态度的影响，并在意见领袖的号召下进一步

传播扩散该事件，推动网络舆情热度的形成。赵蓉英认为网络舆情生成过程中，意见领袖处于权力地位，

能够掌控信息，且起到桥梁作用，可以与行动者高效互动，所以舆情治理需要把握意见领袖的动态[11]。
因此，本研究选择意见领袖参与作为条件变量，在赋值方面，若该事件有 8 个或超过 8 个粉丝数 1500 万

以上的新浪微博大 V 参与，则赋值为 1；若参与该事件的粉丝数 1500 万以上的微博大 V 没有达到 8 个，

但粉丝数 1000 万以上的微博大 V 达到 8 个或超过 8 个，则赋值为 0.67；若该事件有 1~7 个粉丝数 1000
万以上的微博大 V 参与，则赋值为 0.33；若该事件没有粉丝数 1000 万以上的微博大 V 参与，则赋值为 0。 

3.2.2. 结果变量 
本研究探究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热度的影响因素，因此，结果变量设定为网络舆情热度，并结合

互联网社会热点聚合平台“知微事见”中各案例的影响力指数来衡量案例库中各案例所产生网络舆情热

度。需要说明的是，事件影响力指数是根据事件在以微博微信为主的自媒体和网络媒体上的传播效果进

行加和，再通过归一化运算得到 0~100 之间的影响力指数。在结果变量的赋值上，首先将案例库中各案

例按照指数从高到的顺序进行排名，案例热度排名在 1~5 的赋值为 1，排名在 6~10 的赋值为 0.67，排名

在 11~15 的赋值为 0.33，排名在 16~20 的赋值为 0。 
 
Table 2. Standard table of variable assignment 
表 2. 变量赋值标准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标准 

条件 
变量 

事件自身性质 权益维护类事件赋值为 1，社会管理类事件赋值为 0.67，公众人物类事件赋值

为 0.33，事故灾害类事件赋值为 0 

网民关注度 
事件持续期间平均传播速度在 50 条/小时以上的赋值为 1，平均传播速度在

16~50 条/小时的赋值为 0.67，平均传播速度在 3~15 条/小时的赋值为 0.33，平

均传播速度在 3 条/小时以下的赋值为 0 

政府介入情况 政府介入或介入及时则赋值为 1，政府未介入或介入不及时则赋值为 0 

媒体报道力度 重要媒体参与在 100 家以上赋值为 1，重要媒体参与在 61~100 家赋值为 0.67，
重要媒体参与在 16~60 家赋值为 0.33，重要媒体参与在 16 家以下的赋值为 0 

意见领袖参与 

参与事件的粉丝数 1500 万以上的微博大 V 数量 ≥ 8 个，则赋值为 1；参与事

件的粉丝数 1000 万以上的微博大 V 数量 ≥ 8 个，则赋值为 0.67；参与事件的

粉丝数 1000 万以上的微博大 V 数量在 1~7 个，则赋值为 0.33；参与事件的粉

丝数 1000 万以上的微博大 V 数量 < 1，则赋值为 0 

结果变量 网络舆情热度 案例热度排名在 1~5 的赋值为 1，排名在 6~10 的赋值为 0.67，排名在 11~15
的赋值为 0.33，排名在 16~20 的赋值为 0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中，在对条件变量的组合路径分析前，需要先进行一致性计算，对单变量的必

要性进行分析。若一致性高于 0.9，该变量可视为结果的必要条件，若一致性在 0.8~0.9，该变量可视为

结果的充分条件。为了便于观察研究，笔者将计算结果转化为表格形式(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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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ingle variable necessity analysis table 
表 3.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表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事件自身性质 0.800 0.532623 

~事件自身性质 0.332 0.666667 

网民关注度 0.899 0.843340 

~网民关注度 0.365 0.390792 

政府介入情况 0.467 0.467000 

~政府介入情况 0.533 0.533000 

媒体报道力度 0.967 0.879891 

~媒体报道力度 0.297 0.329634 

意见领袖参与 0.934 0.849091 

~意见领袖参与 0.297 0.330000 

说明：“~”表示某条件不出现或“非”的情况，对应变量取值为“0”。 
 

根据表 3，当结果变量为“高网络舆情热度”是，条件变量媒体报道力度和意见领袖参与的一致性

分别为 0.967 和 0.934，均超过 0.9，所以可以判断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媒体报道力度和意见领袖参与

是生产较高网络舆情热度的必要条件。此外，条件变量事件自身性质和网民关注度的一致性分别为 0.800
和 0.899，处于 0.8~0.9 之间，因此可以认为事件自身性质和网民关注度是高网路舆情热度的充分条件。

可见，媒体报道力度和意见领袖参与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舆情热度的生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关键

因素。 

4.2. 条件组合分析 

在条件变量组合路径分析部分，通过 fsQCA 软件对真值表进行运算，运行输出三种结果，分别为复

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热度影响因素组合路径的结果呈现方面，本文分别用

表格(表 4)和能够更加清晰展示组态中重要因素的 QCA 图示法(表 5)的形式来展示分析结果。通常“好的”

解要求解的一致性大于 0.8，解的覆盖度大于 0.5。在本研究中，解的一致性为 0.867，解的覆盖度为 0.963，
均大于 0.8 和 0.5，可以判断生成的条件组合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可以解释约 96.3%的案例，表明生成的

条件组合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热度的生成具备很强解释力。此外，通过对简约解和中间解的综合

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每条组合路径中的核心条件，核心条件是指对结果影响较大的条件，是在“中间解”

和“简约解”中共同出现的变量或者是必要条件。 
 
Table 4. Conditional combination path of high public opinion heat in network mass events 
表 4.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高舆情热度生成的条件组合路径 

序号 条件组合路径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一致性 

1 网民关注度*媒体报道力度*意见领袖参与 0.833 0.434 0.961894 

2 事件自身性质*~政府介入情况*媒体报道力度

*意见领袖参与 
0.433 0.034 1 

解的覆盖度(solution coverage)：0.867 
解的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0.963333 

说明：① 在运算结果中，复杂解与中间解结果一致，表格中所呈现的组合路径为中间解；② “~”表示非，“*”
表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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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Conditional combination path of high public opinion heat in network mass events (QCA graphic method)   
表 5.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高舆情热度生成的条件组合路径(QCA 图示) 

条件变量 条件组合 

 1 2 

事件自身性质  · 

网民关注度 ●  

政府介入情况  ▲ 

媒体报道力度 ● ● 

意见领袖参与 ● ● 

原始覆盖度 0.833 0.433 

唯一覆盖度 0.434 0.034 

一致性 0.962 1 

解的覆盖度(solution coverage)：0.867 
解的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0.963333 

说明：① ·或●表示在条件组合中该条件存在，·表示辅助条件，●表示核心条件；② △或▲表示该条件“非”、

不存在，对应变量取值为 0，△表示辅助条件，▲表示核心条件；③ 空白表示该条件对结果变量无关紧要。 
 

组合路径 1：高网络舆情热度 = 网民关注度*媒体报道力度*意见领袖参与 
该路径唯一覆盖度为 0.434，说明该路径可以解释 43.3%的案例，且三个条件变量都属于核心条件。

该路径说明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如果网民关注度高、媒体报道力度大和意见领袖的积极参与三个要素

同时出现，则容易导致高网络舆情热度的生成。在某一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会引发多家媒体的报道，

意见领袖积极参与其中，同时网民也对该事件密切关注并进一步转发传播，此时很可能会出现高热度高

讨论度的舆情事件。例如，在本研究中的案例 1 长生生物等疫苗造假事件、案例 2 乐清女子乘坐滴滴顺

风车遇害事件、案例 9“996 工作制”等案例都符合这一路径。在这些事件中，参与其中的重要媒体数分

别为 204 家、145 家和 167 家，事件持续期间平均传播速度分别为 298 条/小时、127 条/小时和 119 条/小
时，都有超过 8 位粉丝数在 1500 万以上的微博大 V 参与讨论。可见，在这些案例中，网络群体性事件

经过网民提出或受到媒体报道后，在网络空间广泛传播，引起网民转发和讨论，同时引发更多媒体关注

并参与报道，意见领袖也纷纷就此事件表达意见，进一步将事件传播至更广泛的网民群体中，引发更多

讨论，三者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舆情热度高涨。 
组合路径 2：高网络舆情热度 = 事件自身性质*~政府介入情况*媒体报道力度*意见领袖参与 
该路径唯一覆盖度为 0.034，说明该路径可以解释约 3.4%的案例，其中政府介入情况、媒体报道力

度和意见领袖参与三个条件变量属于核心条件，事件自身性质这一变量属于辅助条件。该路径说明在网

络群体性事件中，如果事件类型为权益维护类或社会管理类，且得到媒体的大力报道、意见领袖的积极

参与，但政府相关部门并未介入或未及时介入该事件，则容易导致高网络舆情热度的产生。有关权益维

护或社会管理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相较于其他类型事件更容易引发网民共情，促使网民转发关注，紧接着，

大量媒体和意见领袖也会注意到这一事件，加入对该事件的报道和讨论中，此时如果政府相关部门没有

及时出面对该事件进行回应，事件会持续传播发酵，相关信息和舆论也会更加错综复杂，极易造成高热

度的网络舆情的出现。例如，在本研究中案例 8 西安奔驰漏油事件属于消费者权益维护类型，有 133 家

重要媒体参与报道，有超过 8 位粉丝数在 1500 万以上的微博大 V 参与讨论，但在该女士在 4S 店哭诉维

权视频出现在网络之前，通过工商局等途径维权失败。该事件在 4 月 11 日在网络平台曝光后，迅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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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媒体和网民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这一事件，许多微博大 V 为其发声。4 月 12 日，有媒体主动联系

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获悉，该局已介入调查。但截止至 4 月 13 日，该车主称事件仍未得到解

决，奔驰 4S 店还称车没有问题。可见，在这一事件中，事件发生后，基于事件自身“维护权益”的性质，

得到众多网民同情和关注，许多媒体也就此事件进行持续报道和追踪，各微博大 V 也就此事件发表言论，

最终这一事件在网络空间引发热议，产生了很高的网络舆情热度。 
综上所述，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热度影响因素及其组合路径分

析中，媒体报道力度和意见领袖参与是产生高舆情热度的必要条件。同时，需要关注各个影响因素的组

合路径，网民关注度高、媒体报道力度大和意见领袖积极参与三个要素同时出现或者事件性质为权益维

护或社会管理、政府未介入或未及时介入、媒体报道力度大和意见领袖参与四个要素同时出现，都会导

致高网络舆情热度的产生。 

5.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热度的治理路径 

5.1. 了解舆情热度生成的组态效应，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机制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本文讨论了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热度生成的组合路径，相关舆情管理部门应

当对导致舆情热度生成的组合路径有所了解，在各条件组合的相关要素同时出现时，及时预警，提前介

入，对舆情热度进行调控和干预。 
首先，应完善网络舆情监管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监管主体与网络使用者的舆论责任，明确监管主体

权力所在，在不侵犯网民权益的基础上对网络舆情进行监管。其次，要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政府部

门应组织有关人员利用先进技术，在各大网络平台对于各类信息进行收集、汇总、分析，当观察到条件

组合中的各个要素均在同一事件中出现时，需要密切追踪观察这一事件传播动态，并对其下一步发展进

行研判，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处理解决相关问题。 

5.2. 完善公共政策制定，注重保障民众权益 

在定性比较分析结论中，可以发现权益维护类和社会管理类网络群体性事件比较容易引发网络舆情

热度。因此，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舆情热度的治理可以考虑从根源出发，完善公共政策制定，改进社会

管理方式，减少权益维护类或社会管理类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首先，政府在制定各项公共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和诉求，不仅仅考虑政府和企业的利益，

还要更多考虑群众利益。尤其在制定涉及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等领域要充分调研、全

面考察，建立可以满足更多民众利益要求的政策，减少发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可能。其次，当前许多网

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是由于社会管理方式不够完善、执法机关执法不当。例如当前频繁出现的市场监管

缺失、权力寻租、邻避冲突等问题。对此，必须加强执法监督，对执法部门所拥有的权力进行控制，对

执法人员的执法过程进行记录与监督，保障民众利益，减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出现和舆情热度的高涨。 

5.3. 建立与重要媒体的合作机制，主动联系培养意见领袖 

在网络群体性事件舆情热度生成的过程中，媒体报道和意见领袖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个因素

也是产生网络舆情热度的必要条件。因此，可以通过与重要媒体建立合作机制，主动联系培养意见领袖，

借助媒体和意见领袖的力量来对趋向高涨的舆情进行疏导，促使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舆情热度降低。 
首先，可以建立起与主流媒体、重要媒体的合作机制，帮助媒体在相关事件的报道传播上提供真实

详细的信息，对抗网络谣言的肆意传播。同时，合作的媒体机构可以有意识地设置话题、发布相关评论，

引导舆论走向，形成预期的舆论氛围，推动舆情热度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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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需要主动联系和培养意见领袖，与已有的影响力较大的意见领袖建立联系，号召意见领袖增

强社会责任感，在各类事件发生时发表更加客观理性的言论，在网络舆情中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同时，

还可以主动培养意见领袖，当前一些网站已经采取此类做法，培养自己平台的“意见领袖”，其言论往

往会得到平台算法支持，使更多网友关注到，并推动舆情走向预想方向[12]。 

5.4. 及时发布信息和公开回应，积极引导疏解舆情 

在网络群体性事件舆情热度影响因素的第二条组合路径中，政府未介入或介入不及时是生成网络舆

情热度的核心条件，当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时，民众会在第一时间联想到与事件相关的政府部门，甚至

许多网友会情绪激动地呼吁相关部门对事件进行回应或管理。并且，在事件发生后，许多关于事件的猜

疑或有关事件的虚假信息会在网络平台迅速传播，网民常常会被虚假信息所蒙蔽，并进一步传播虚假信

息。因此，政府需要在事件发生时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并进行公开回应，积极引导疏解舆情。 
首先，政府各部门及各地方政府需要具备危机管理意识，及时发布信息出面回应。在网络群体性事

件发生并涉及本地区所管辖范围或本部门所管理事项时，必须及时出面应对，第一时间展开调查，并将

事件来龙去脉和真相公之于众，并积极推动事件解决。此外，政府舆情管理相关部门需要实时追踪相关

事件的舆情发展走向，以把握事态发展，更好回应处理事件，并且需要对于舆论中的危害性强的谣言进

行辟谣和清理，以减少不实信息带来的危害和热度。 
其次，要重视政府回应的有效性，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如果网民对已有政府回应说法不满，会进

行新一轮的抗议与呼吁，造成舆情热度高涨。对此，政府必须保证回应内容的有效性，仔细考查给予群

众的回应是否具有合理合法依据，是否有充足证据，是否可以说服群众。如果初次回应表示“将开展调

查”、“将开始研究”等模糊延缓性话语，须切实展开调查研究，并将结果第一时间反馈给民众，由此

获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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