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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body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Network opinion leaders as the active agent,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For the method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the main body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and to 
master the formation and role of active subject in the spread of public opinion; For the technical level, 
it is necessary based on intelligence analysis method to study network opinion leaders’ findings to 
prove tha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echnology can be effectively used for the main public opinion 
mining proces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re are real evidences in the paper to demonstrate the 
mining process of the main body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analysis me-
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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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舆情的传播主体在网络舆情的发生、发展和演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舆情的应对也离不开网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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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主体。网络意见领袖作为活跃主体，与网络舆情的演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方法层面有必要开展基于网

络舆情传播主体的分类研究，掌握活跃主体的形成及在舆情传播中的作用；技术层面有必要基于信息分

析方法研究网络意见领袖的发现，证明社会网络分析技术能有效用于舆情主体的挖掘过程及其量化分析。

实证展示舆情主体的挖掘过程及其信息分析方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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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舆情传播主体及其分类 

网络舆情传播主体是指所有能够连接网络，并可以自主发表意见、表达情感、参与主题讨论以及转

发有价值观点的自然人与实体机构。网络舆情传播主体既可以是独立的自然人个体，如一位普通网民、

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专职媒体人等；也可以是一个组织机构，如一个新闻网站、官方组织、网络公关

公司、军队医院等。 
传播主体可分为领舆、白舆和蓝舆三大类。其中，“领舆”是指某个特定主题的权威代表，也就是

舆情领袖，其对民众舆情有着特殊的、深刻的影响，民众乐于接受领舆的观点和意见，对大众有较强的

影响力，可以引导民意；“白舆”是指舆情民众中的白领，其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比较稳定的立场和观

点，他们关注政治和社会的热点问题，表达的立场与观点能对普通大众产生一定的影响；“蓝舆”是指

舆情民众中的蓝领、网民中的大多数，他们不太关心与已无关的事件，相对缺乏主见，容易受周围人的

影响[1]。根据网民表现形式，可将网民细分为潜水型、转发型、附和型、争论型以及领袖型等[2]，不同

类型的网民在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扮演了不同角色，承担着各自的作用。其中，潜水型网民表现为沉默

式浏览网络内容，一般情况下不显露自己的情绪，不发布自已的观点与意见，他们是网络舆情的围观者，

能增加网络的点击量和人气，但不是舆情的传播者，沉默是其最突出的特征；转发型网民以信息浏览为

主，发现自身兴趣或认知程度高度一致的内容时，应用网络平台功能对其进行转贴、转发和共享等操作，

该类网民的特征是对信息的选择性转发和不直接表态；附和型网民往往没有自己的主张，习惯用最简单

语言或图形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情绪，一般无建设性内容的言论；争论型网民思维敏捷，不满足作为旁观

者或附和者，对特定事物有自己见解，并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潜水型网民不是网络舆情

的传播者，但因为人数众多，容易聚合气场，围观形成力量势能；转发型网民承担网络舆情传播的作用，

但对舆情本身的归转作用影响有限；附和型网民对舆情传播有一定的推动功能；争论型网民是网络舆情

的主要发动者和推动者。 

2. 活跃主体的形成及在舆情传播中的作用 

纵上分析，网络意见领袖就是网络舆情传播的活跃主体，他们对网络舆情的爆发、归转和演化有着

密切的联系。“意见领袖”最早由拉扎斯·菲尔德等在《人民的选择》(1944)中提出，是指那些活跃在人

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们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3]。传统的“意见领袖”

需要运用身份、地位和掌握的媒体资源，或者是凭借自身的智慧与能力来建立信任和威望，形成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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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而成为意见领袖。网络意见领袖的来源和特征，以及在舆情传播中的特点和作用都与传统的社会

意见领袖有较大不同。 

2.1. 网络意见领袖的特征与类型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社会性网络人际交往得以充分体现，网络上形成“自由意见市场”。在

这个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里，一部分网民因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或网络上的表现脱颖而出，成为意见领袖。

网络意见领袖有以下特征：① 有较大的影响能力，网络意见领袖都具有某种专长，在某个领域他拥有众

多粉丝，在主流媒体或多个媒体拥有账户。② 网络意见领袖具有较强的表达能力，分析问题能力独到，

视角特殊，有个性化的文字表达能力，同时意见领袖善于批判和质疑，有敏锐的判断力，能够在杂乱的

现象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独立思考，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做出理性的判断；③ 有较高的活跃度，积

极的网络参与行为是成为网络意见领袖的前提条件，经常性在某个领域或社会热点事件中有他的意见和

态度，有自己的见解和评价。 
网络意见领袖的形成有 3 个方面原因[4]：① 快速发展的虚拟社区为网络意见领袖的形成提供了平

台。通过网络论坛、微博、博客等虚拟社区设置议题、关注社会热点、引领潮流，意见领袖左右他人观

点和意见，引导舆论走向；② 民意表达机制的缺乏催生了网络意见领袖的产生，意见领袖观点新颖，了

解草根民意，现实中处于弱势的网民或不善于表达的网民发现有权威人士表达出自己相同或类似的情绪、

观点和态度时，从而纷纷支持，他们将松散的民意汇集起来，成为意见领袖；③ 网民多元化时代，网民

渴望交流。部分网民自身追求一呼百应的渴望，那些能设置议题，与网民有较强沟通能力，能提供咨询

的人，逐渐演变成为网络意见领袖。 
网络意见领袖来源于网络活跃分子[5]，主要包括以下三类：① 个人兴趣型网络活跃分子，他们的网

络行为不受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的驱动，以自身的价值观和独立人格进行思辨和评价；② 经济目的型网

络活跃分子，或受雇于某些网络公关策划团体，或是想借助网络社会的影响力满足其盈利目的，他们能

够比较准确地揣摩网民心理。为了追求利益，这类意见领袖有的不惜夸大、歪曲事实，甚至传播网络谣

言。他们可能是职业的网络推手，如某网络红人多次编造，曾炮制“僧人船震”事件、策划“干爹 888
万带我包机看伦敦奥运”等谣言，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③ 政治目的型网络活跃分子，有着某个组织

的背景，如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听命于政府宣传部门，应用各种技巧传达政府主张，以普通网民的身份

按政府要求引导网络舆情发展。许多网民对这一类的活跃分子多表示反感，对其言论和观点持抵触情绪。

活跃分子若受雇于敌对势力，即将任何事件政治化而达到诬蔑、蛊惑，挑起事端并矛头直指我们的党、

国家、政府与军队。 
网络意见领袖是网络舆情的凝聚核心，在舆情走向上起领头羊作用，对网络舆情传播的导向有重要

引导作用。以医疗卫生领域为例也有许多意见领袖，有的是政府官员背景的博客达人，有的是专家学者

型的意见领袖，他们都活跃在网络中，在涉医事件中频频发声，提出质疑，亮出自己的观点，对舆情的

走向起到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热点事件和突发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总能先入为主，第一时间发

表评论，提供不同视角的言论，表明立场和态度，左右和影响网民的情绪和判断，获得网民的认同和关

注，引导网络舆情的发展方向，同时巩固和提高自身网络意见领袖的地位。 

2.2. 意见领袖在舆情传播中的作用 

网络意见领袖不仅是影响舆情传播中的重要因素，也是舆情应对的重要力量。意见领袖对网络舆情

的兴起和发展方向产生很大的影响，其在舆情的产生、走向和应对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网

络意见领袖总体上一般有正反两方面作用，以下在医疗舆情传播中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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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意见领袖参与舆情事件，能够快速形成网络舆论压力，强化舆论监督作用。由于在网络环境

中的网络意见领袖是以网民的身份出现，这种平等的网络交流方式容易被普通网民接纳。网络意见领袖

拥有较多的粉丝，他们针对社会热点事件发表的观点和态度影响大批网民，甚至引导舆情走向。如 2014
年 12 月 21 日，@“当维美不再唯美”微博网友发布了一组手术室的自拍照，引起公众的争议，医疗领

域的微博大 V@成都下水道因敢言、直言，早就是一个有 17 万多粉丝的意见领袖。他在此次事件中直言：

“错了就是错了，尤其是在手术室里摘下口罩摆 pose，违规勿容质疑，一味为医护的错误行为洗地，客

观上也会恶化医患关系”。该贴子被转发 2006 次，评论 1490 条，作为专业人员指出摆拍的错误，态度

鲜明，同时也引发不同观点与态度的激烈碰撞，对事发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决策和当事医院形成

强大的舆论压力，促使西安市卫生局当天晚上匆忙发布“关于‘医生手术台自拍’调查情况的通报”，

对当事人和医院进行了处理。然而随着事件发展，短时间内网民态度发生翻转，网民转向同情、理解医

生的拍照行为，质疑和谴责官方对医院和医生的处理过重，@成都下水道再次卷入舆论的漩涡中，但他

仍然坚持已见，“任性”不删贴，其率真和特立独行的性格，以及对同行的批评得到很多网民的追捧和

认可。经过此事件，他的粉丝达 20 多万，在此次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 
2) 意见领袖能理清事实真相，遏止社会流言，正确地引导舆论方向。在一些真相不明，原因不清，

流言满天的突发事件中，意见领袖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影响力，辨明事实真相，缓解社会矛盾，

可以有效引导和消解网络舆情。在突发医疗事件中，因医疗问题有高度的专业性，导致医患之间严重的

信息不对称，容易产生医患间矛盾，是涉医舆情爆发的重要原因。如在 2014 年 8 月 10 日 XT 产妇死亡

事件中，由于人们对“羊水栓塞”凶险认识不足，加之早期媒体的炒作，导致网络舆情爆发，形成线上、

线下联动的社会事件。医疗界知名的意见领袖@烧伤超人阿宝于 2014 年 8 月 13 日以“媒体，请不要让

你们的良知集体失踪――还原‘HN 一产妇死在手术台，主治医生护士全体失踪’事件真相”为题目，提

出“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告知对于孕产妇而言，羊水栓塞属于“恶魔的抽签”，虽然中签率极低，

但一旦抽中这个恶魔之签，结局就是九死一生，他指出限于医学发展的水平，目前为止，医生对此并没

有太好的办法，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媒体竟公然为聚众打砸围堵医院的暴徒张目，某些记者自甘

堕落，沦为无事生非的谣棍”[6]。该条信息在微博和博客得到分别得到 28,000 多人和 17,000 多人的关注

和点赞。该议题推出后，网民情绪与态度发生逆转性变化，网民中同情和理解医务人员行为的人数明显

增多，而声讨与谴责媒体的声音迅速升温，患者家属态度也发生明显变化，线下患者家属对医院医疗秩

序的影响逐步减小，有效缓解了政府和医院舆情应对压力。其在新浪财经专题栏目中的贴文《请正确解

读 XT 产妇死亡事件》跟贴与参与人数很高，共有 3282 条评论，37756 人参与。数据显示，在涉医事件

中，通过专业身份的舆情领袖来设置议题，增加信息透明度，传递医学知识，业内专业人士和意见领袖

其评论与分析对网民特别是粉丝有较大影响，对舆情的发展方向具较强的引导能力，是舆情应对的有效

方法。 
3) 少数网络意见领袖受利益左右，缺少自律，引发网络舆情爆发和动荡。在多元化的社会，各种利

益交织。在意见领袖群体中，部分网络意见领袖为谋求自我的利益和权力，借着“为民请命”的大旗。

部分网络意见领袖开始不满足现有的影响力，主动猎取信息，对某些事情不未加核实，加快了假消息的

扩散，或者擅长利用民众的不满和怨恨，故意制造噱头，放大现实中的社会矛盾，甚至肆意突破社会道

德底线和法律底线，激起社会不良心态，并从中谋求个人利益。近年来影响较大涉医舆情事件的发生与

爆发，都能找到此类型意见领袖的身影，如在“八毛门”事件、“缝肛门”事件、“产妇羊水栓塞死亡”

事件、“手术室自拍门”事件等网络舆情中，都有掌握媒体资源的意见领袖的兴风作浪。2011 年 9 月 5
日，“八毛门”的始作俑者撰写的《医院要做 10 万元手术最终 8 毛钱治愈》通过新闻网传播开来[7]。在

缺乏医学专业背景、又不加核实和咨询的情况下，媒体人自以为是为了“抢独家”，全然不顾可能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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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面社会影响，在报道内容上单方面呈现患儿家长的一面之词，屏蔽医院看法，抛弃了新闻平衡性原

则，“10 万与 8 毛”强烈的对比，充满了新闻张力，形成典型的噱头，迅速形成舆情喧啸，这起以虚假

新闻而起的事件，最终以患儿父亲和媒体的道歉而结束。2010 年 7 月 28 日，网络新闻“产妇肛门被缝”、

“助产士索要红包”骇人听闻的报道迅速传遍全国，人们痛斥医生医德败坏，突破道德底线，同情患者

遭遇，呼吁社会正义，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缝肛门事件”网络舆情事件，其中《××都市报》记者肖*
若是最早报道此事的记者之一，他根据患者家属的诉说进行简单判断，带有明显态度指向进行报道，毁

灭性地打击了濒临解体的医患关系，最终极大地损害了医务人员形象，上演了一场导致患者及其家属与

助产士两个家庭的人间悲剧。 

3. 基于信息分析方法的网络意见领袖的发现 

网络如此浩瀚，意见领袖也多如牛毛，如何寻找和发现网络意见领袖，对应对网络舆情有现实指导

作用。发现网络意见领袖的方法有以下 4 种：① 观察法，在网络新闻、博客、微博、论坛和微信等舆情

传播内容载体中积极参与，经简单统计排名靠前的用户，该方法人工作业量大，精确度不高，一般在数

据量不大情况下使用。② 统计学方法，根据舆情传播特点，对用户设置一定的参数，如在线时间、粉丝

数量、关注度、发贴数、转贴数、跟贴数等，并对参数加权处理后综合排名，得分高者为意见领袖。③

聚类分析法，可应用聚类方法对多维属性聚类可以发现意见领袖，但该方法对数据量较大的样本算法效

率受到限制[8]。④ 社会网络分析法，下面将给予具体阐述。 

3.1.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实践表明，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是一种有效的发现网络意见领袖手段[9]。社会网络是指社会行动者及

其关系的集合。社会网络是由某些特定群体(人、企业和组织)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相对稳定的关系网，如果

用“点”表示社会行动者，“线”表示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社会网络就是由多个点和线组成的集合。社

会网络分析技术就是研究“点”和“线”的关系，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的量化研究中。日常研究中，人

们关注行动者自身属性的研究，而社会网络分析技术认为社会不是由群体组成的，而是由网络关系组织

的。社会网络中行动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大于行动者本身属性的重要性。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就是把“关

系”看成是分析单位，利用量化语言对社会结构中“行动者”和“关系”两个核心的结构进行描述。社

会网络分析技术包括点和线连成的社群图以及由“社会行动者”与各个行动者之间“关系”形成的矩阵，

通过对社群图和矩阵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的规律。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用点的度数、距离、直径和密度等参

数来量化描述社群图中的社会关系。从“关系”的角度出发[10]，用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性、接近中心

性，以及群聚系数等指标来定量研究权力。 
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中的权力可以用下述指标进行量化[11]：① 意见领袖在舆情信息传播中的核心

作用。一方面由此为中心向外界传播大量的舆情信息，意见领袖的点出度高；另一方面表现出多人对他

的关注，即点入度高，点度中心度是其量化指标。② 意见领袖在网络中的控制作用强、权威高。意见领

袖在不同的主体、群体和朋友圈之间传递舆情，在舆情传播过程中起到“桥”的作用，中间中心度是其

量化指标。③ 意见领袖连接较多的群体。结构洞[12]加快网络信息传播的功能，一个节点控制的结构洞

越多说明这个节点连接的子群越多。所以，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技术[13]的点入度、点出度、距离、密

度、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性和结构洞等指标来研究和发现网络意见领袖。  

3.2. 舆情主体的挖掘过程及其技术分析 

以 XT 产妇死亡事件中天涯论坛的数据来阐述舆情主体的挖掘过程。该事件在“天涯杂谈”板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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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发贴和回贴最多，跟贴最多的贴子为 2014 年 8 月 15 日“XLYC”发起的“XT 产妇死亡事件-小护士自

己的见解-所有人都理智”主题，截止到 2014 年 9 月 14 日，该贴点击 20438 人次，发贴与回复 721 人次，

本贴中共有 161 位发贴人，建立关系 407 次，参与人中仅有 1 次互动关系为 262 人次，参与人中有 2 次

互动关系为 70 人次。大于 2 次的有 48 人次，占总系统的 18.43%。将 161 名参与者进行编号，通过发贴

与回复建立参与人之间的非对称关系矩阵，应用 UCINET6.0 工具软件进行计算，分析其社会网络总体密

度值为 0.0332，表示人群之间总体互动不高，这个社会网络关系分布符合幂律分布和无标度网络特征，

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网络中只有少数舆情主体是网络图中的活跃分子，在网络中发挥关键作用。有 5 人

的入度与出度均在前 10 名内，说明这 5 人在网络中活跃程度越高，其观点受到广泛关注，是舆情传播中

的重要人物。 
按时间顺序分时段来观察参与者行为来进行动态分析，互动频率大致可将事件分为：发生至 18 日、

19~21 日、22~25 日以及 26 日以后 4 个时间段，形成 4 个分时社会网络关系图。4 个时间段形成的社会

网络密度均小于 0.1，社会网络间的互动程度较低，但后期的密度值呈增强态势，表明随时间推移，参与

主体逐渐减少，但是主体间的关联紧密程度却得到加强。各时段社会网络的平均直径在 2~3 之间，表示

各主体仅需 2~3 个主体既可建立联系，说明舆情在整个网络中容易传播。网络的群聚系数总体偏低，提

示网络中各主体的联系并不紧密。 
通过对社会网络中度、密度、直径、中心性和聚类系数等指标的量化分析与可视化展示，科学阐述

了网络舆情传播特征和演化特点，直观把握了舆情传播主体间的关系，动态揭示了舆情主体演变过程，

同时还准确量化了舆情传播过程中的关键人物，进而从漫漫网海中发掘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中最为核心和

活跃的舆情主体，挖掘意见领袖，对科学合理地引导和应对网络舆情有积极意义。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网络舆情中的新闻媒体关系网络进行研究，对两个舆论场之间关系进行研

究，能挖掘两个舆论场网络新闻媒体关系、演变规律和核心传播主体。运用 Ucinet6.0 软件中核心/边缘模

型的 CORE 算法计算，判断核心成员在核心/边缘模型中的位置，得出各网络媒体的核心度。最终发现对

舆情传播起关键作用的媒体有以下特点：① 以传统的主流媒体和大型商业网站为主，传统的主流媒体网

络版媒体有中国青年网、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网和凤凰网等，大型商业网站有搜狐、新浪、凤凰网、

网易、腾讯等。② 传统的主流媒体以发布原创和新闻为主，而大型商业网站网络新闻则以转载其它网站

新闻为主。③ 新的网络新闻媒体作用不可忽视，如新京报以企业化的经营架构，因其新闻速度快、原创

新闻多、视角独特、剖析深入、言语犀利等特点，在舆情传播中表现非常活跃，对舆情的发展有很强的

推动作用。 

4. 小结 

网络舆情的传播主体在网络舆情的发生、发展和演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舆情的应对也离不开网

络传播主体。网络意见领袖和网络舆情的爆发、归转和演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意见领袖既能参与舆情事

件，快速形成网络舆论压力，引发网络舆情爆发和动荡；同时也能设置议题，影响和引导舆论发展方向。

实证表明卫生领域有官员、专家学者和大量医务工作者活跃在网络中，成为在卫生行业很有影响力的网

络意见领袖。在舆情应对中，要善于挖掘意见领袖，正面发挥舆情领袖的舆情引导作用，大力培养网络

评论员。而从不断发展变化的网络世界发现意见领袖，网络分析技术是一种有效挖掘和发现意见领袖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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