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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stability, this paper builds a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arly warning index sys-
tem that includes 4 primary indicators and 16 secondary indicators. The BP neural network is used 
to establish a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arly warning model to give a level early warning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vents, and to carry out the model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ublic 
sentiment theme, public sentiment, public sentiment particip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
tion trends have a large impact on the level of early warning. Then, the accuracy rat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warning using BP neural network is as high as 70%, but the average accuracy of the warning 
62.5%;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general,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arly warning 
index system is feasible, and the BP neural network early warning model is effective, which can pro-
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arly warn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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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和16个二级指标的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然后利用BP神经网络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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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预警模型对网络舆情事件进行等级预警，并对该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舆情主题、

舆情热度、舆情参与度、舆情传播态势这几个指标对预警等级的影响较大，然后利用BP神经网络进行网
络舆情预警的正确率高达70%，但是预警的平均精确率为62.5%，还有提升空间。总体上来说，网络舆

情预警指标体系具有可行性，且BP神经网络预警模型是有效的，可以为网络舆情事件的预警方法提供理
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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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催生了大量的社交网络平台，例如新浪微博、微信、抖音短视频

等等。这些平台拥有大量的网民用户，并且用户可以通过这些平台自由发布个人评论和态度，这样使得

网络舆情由此产生。由于网络舆情具有虚拟性、突发性以及破环性等特点，很容易出现一些网民将网络

平台作为随意发泄情绪的空间，发布一些有悖于事实的言论导致网络空间的混乱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发

展。因此建立一套合理的自动化网络舆情预警体系有利于协助相关人员及时关注网络舆情的走向，更加

准确地对网络舆情转播中的突发状况进行预警，对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产生积极影响。 
国外对于舆情的研究起步较早，美国等国家基本都是围绕选举发展起来的，1936 年 Archibald Crossley

对民众舆情进行研究来预测当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1]。进入互联网时代国外学者加速开展利用现代先进

技术进行网络舆情预警分析。专家可通过使用人工智能算法理论进行数据挖掘工作。Antioine Naud 等利

用文本主题聚类算法对舆情事件的热点主题进行文本倾向性分析，及时发现民众情感倾向性进行及时预

警[2]。Geng 利用层次分析法的极限学习机(AHP-ELM)预警建模来处理食品安全中复杂的食品检验数据方

面的问题[3]。大多数国外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网络舆情安全预警方面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国外大部

分解析网络舆情方法均不对外公开，很难获取和借鉴。 
我国对于网络舆情预警模型的研究开始较晚。但是随着时代发展，使用先进技术手段建模的文献逐

渐增加。刘毅利用基于三角模糊数的模糊德尔菲法和模糊层次分析法，建立了针对某一具体热点话题或

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4]。王铁套等也是利用传统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模型

[5]。孙玲芳将遗传算法和 BP 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相结合，构造了基于 BP 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的网络舆

情危机预警体系[6]。张艳岩建立了基于支持向量机的网络舆情危机预警模型[7]。 
梳理国内外文献可以发现：从研究内容看，我国对于社会稳定预警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内容较少，

并且依据的理论基础大多数都从国外理论展开，没有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导致研究成果缺乏可操作

性。从研究方法上看，多数文献在网络舆情预警指标选择上采取定性描述的方式，缺乏定量指标的设定。

而定量分析应当是网络舆情预警研判的基础。从研究实证和影响看，多数研究成果在对网络舆情预警指

标设定之后缺乏实证分析和检验，呈现出重理论、轻实证的现状。本文首先使用改进的复合权重的计算

方法，将专家对网络舆情不同时间点的预警得分与百度指数相结合，计算出最终的预警综合得分。其次

采用 BP 神经网络在建立的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基础上构建完整的网络舆情预警模型对具体网络舆情

事件进行定量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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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专家打分法 

在使用 BP 神经网络构建网络舆情预警模型时设置期望输出值时引入专家打分法作为预警等级进行

评判重要依据，使得 BP 神经网络可以有效训练和学习。同时便于模型最终预警的评价和分析。 

1.2. 复合权重得分法 

通过对主观得分与客观得分进行赋权计算不同时间点的综合得分。本文将主观得分与客观得分采用

公式(1)对不同时间点综合得分 S 的计算[8]。其中，主观得分为专家打分数据，客观得分为百度指数评价

数据。 

( ) ( ) 22
1 , 1, 2,3, , 25j j j j jS W jε ε θ  == + −                      (1) 

其中 jW 为主观得分分数， jθ 为客观得分分数， jε 为权重偏好系数。 
为确定 jε 值，可以采用最小二乘法建立规划模型，可得到： 

( ) ( ) 22
m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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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j j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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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2) 

通过求解可得到动态的权重偏好系数 jε 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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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P 神经网络简介 

BP 神经网络全称是基于误差反向传播算法的人工神经网络，是神经网络学习算法的一种。误差逆传

播(Back Propagation，简称 BP)算法是目前最成功的神经网络学习算法。它包括输入层、隐层以及输出层。

不同的层级之间互联，相同层级的神经元不相连，图 1 为 BP 网络结构图： 
 

 
Figure 1. Structure diagram of BP neural network 
图 1. BP 神经网络结构图 

 
算法步骤主要分为以下几步： 
1) 初始化网络连接权和阈值。输入样本 X 和期望输出 Y，输入层第 I 个神经元与隐层第 H 个神经元

之间的连接权为 ihv ，隐层第 h 个神经元与输出层第 j 个神经元的连接权为 hjw ，输出层第 j 个神经元的阈

值为 jθ ，隐层第 h 个神经元的阈值为 hγ 。输入神经元个数即为设计的预警体系指标数为 d，输出神经元

个数为预警等级数量为 l，隐层神经元个数为 q，学习率为η。 
2) 计算隐层输出，其中 f 为隐层传递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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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输出层输出。由隐含层输出，计算预测输出层输出： 

1
, 1, 2, ,

q

j hj h j
h

y f w H j lθ
=

 
 =
 

= +∑                              (5) 

其中 f 为输出层传递函数。 
4) 进行误差计算并判断计算实际输出各节点的误差： 

( ) ( )1 , 1,2, ,j j j j je Y y y y j l= − ∗ ∗ − =                            (6) 

计算隐层输出各节点的误差： 

( )1 , 1,2, ,
l

h j hj h h
j

e w m m h qδ
 

= ∗ ∗ ∗ − = 
 
∑                         (7) 

当误差小于预期设定的误差时返回步骤(1)进行下一个样本的学习，若所有样本学习完成，则训练结

束。当误差未达到预定要求且学习次数未超限制时，需要对权值和阈值进行更新。 
5) 连接权值的更新。更新输出层的连接权值： 

( )1 , 1,2, ,hj hj j hw N w N e m h qα+ = ∗ + ∗ ∗ =                        (8) 

其中 N 表示迭代次数，α 表示修正系数，且 0 1α< < 。更新隐层的连接权值： 

( ) ,1 1,2, , ; 1, 2, ,ih ih h iv N v N x i d h qβ δ+ = ∗ + ∗ ∗ = =                    (9) 

其中 N 表示迭代次数， β 表示修正系数，且 0 1β< < 。 
6) 阈值的更新。更新输出层的阈值 

( )1 , 1,2, ,j j jN N e j lθ θ α+ = ∗ + ∗ =                        (10) 

更新隐层的阈值 

( )1 , 1,2, ,h h hN N h qγ γ β δ+ = ∗ + ∗ =                         (11) 

7) 将步骤(5)和(6)中修正的连接权值和阈值返回步骤(2)中进行继续训练学习，直至训练误差达到预

期要求或者循环次数足够大。 

2. 数据处理与描述 

2.1. 网络舆情预警指标的选取 

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是不仅能够及时反映网络舆情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且可以及时对于突发事

件作出及时预警。在结合相关网络舆情传播理论以及网络舆情的发展及变化规律的一些特点，同时遵循

科学性、可操作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灵敏性原则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 
在已有相关研究结果和网络舆情理论研究的指导下，又通过向政府舆情管理部门和媒体单位的相关

专家进行咨询，经过多次整改遴选，最终构建了 4 个一级指标和 16 个二级指标的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

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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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Network public opinion warning index system 
表 1. 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舆情热度 D1 
网络搜索量 E1 
媒体来源数量 E2 
媒体报道量 E3 

舆情参与度 D2 

原创微博发布量 E4 
微博转发量 E5 
微博评论数 E6 
微博点赞量 E7 
发布者影响度 E8 

舆情传播态势 D3 

事件搜索量变化率 E9 
原创微博发布量变化率 E10 
微博评论数变化率 E11 
微博转发量变化率 E12 
舆情内容直观度 E13 

舆情主题 D4 
舆情事件性质 E14 
舆情主题敏感度 E15 
舆情主题容忍度 E16 

2.2. 网络舆情预警指标含义 

1) 网络搜索量是指在某个时间段之内网民使用百度搜索引擎搜索相应舆情事件的数量。该指标可以

使用百度指数进行描述，百度指数是将网民在百度的搜索量作为基础，计算不同关键词在百度搜索中的

频次进行加权计量得出。 
2) 媒体来源数量是指在某个时间段内发布某舆情事件相关报道的网络新闻媒体的数量。通过综合统

计，国内使用频率较高影响力度和公信力度较大的 10 个新闻媒体网站分别是：人民网，凤凰资讯，央视

网，新浪新闻，新华网，中国网，观察者网，今日头条，腾讯新闻，搜狐新闻。在百度搜索引擎中对舆

情事件进行搜索，并将搜索出的报道标题结果进行分词处理，与上述 10 个网站进行匹配，计算出舆情事

件出现在 10 个网站中的次数。 
3) 媒体报道量是指某个时间段内某舆情话题相关的所有媒体报道的数量。 
4) 原创微博发布量是指微博用户在某个时间段内发布某舆情事件的原创微博数量。通过新浪微博网

页版搜索某舆情事件关键词，选择对应时间段，使用高级检索工具抓取原创微博数量。 
5) 微博转发量是指在某个时间段内转发某舆情事件的微博条数。 
6) 微博评论数是指在某个时间段内评论某舆情事件的微博条数。 
7) 微博点赞量是指在某个时间段内某舆情事件的微博的点赞数量。 
8) 发布者影响度是指不同舆情信息的传播者对于网络舆情事件发展的影响力。本文将此指标量化为

发布者影响度 = 0.8 * 大 V 博主数量 + 0.2 * 普通博主数量。 
9) 事件搜索量变化率是指在一段时期内某个舆情事件搜索量的变化量。 
10) 原创微博发布量变化率是指在一段时期内某个舆情事件原创微博的变化量。 
11) 微博评论数变化率是指在一段时期内某个舆情事件微博评论的变化量。 
12) 微博转发量变化率是指在一段时期内某个舆情事件微博转发量的变化情况。 
13) 舆情内容直观度是指网民获取网络舆情事件进展的直观程度。据《2010 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

报告》研究表明[9]，带有舆情事件相关图片、视频等较直观内容的信息传播速度更快。因此舆情内容直

观程度可以通过发布的有关微博中带有图片和视频的数量占全部微博的比例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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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事件性质是由不同网络舆情事件的类型决定的。不同的事件类型网民的参与程度也会有所不同。

可以将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娱乐事件等。此定性指标可由专

家打分的方式来量化不同事件性质的重要程度，得分在 0 和 1 之间，表示对应事件性质类型的重要程度，

0 表示不重要，1 表示非常重要，0.5、0.7 分别表示重要、很重要。 
15) 舆情主题敏感度是指网民对于某个舆情事件的关注和反映程度。0表示不敏感，1 表示非常敏感，

0.5、0.7 分别表示敏感、很敏感。 
16) 舆情主题容忍度是指网民对于某一网络舆情事件的容忍程度的大小，其取值范围是[0,1]。 

2.3. 网络舆情事件的概述 

2019 年 3 月 30 日 18 时许，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雅砻江镇立尔村发生森林大火由于火情等级较高，

火灾波及范围和破坏力较大，在搜救和灭火过程中受自然地形和风力突变等原因发生山火爆燃事件，造

成 27 名消防指战员和 4 名地方扑火人员壮烈牺牲。本文选取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3.30”森林火灾这一

突发性自然灾害事件作为样本采集的舆情事件案例。事件具体进展如表 2 所示。 
 
Table 2. Event progress 
表 2. 事件进展情况 

时间(2019 年) 事件进展 

3 月 30 日 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雅砻江镇立尔村发生严重森林火灾，火场地形复杂灭火难度较大 

3 月 31 日 扑火人员转场时突发山火爆燃，30 名扑火人员失联 

4 月 1 日 发布山火过火面积达 15 公顷左右，已确认 遇难人数达 30 人 

4 月 2 日 勘查起火位置和原因，公布牺牲英雄人员名单并将遗体进行安置 

4 月 4 日 西昌市人民政府设为哀悼日，当日新发现 1 名牺牲扑火人员，遇难人数升至 31 人 

4 月 5 日 确定起火原因为雷击起火 

4 月 7 日 凉山山火复燃，近 800 名消防人员参与扑救 

4 月 8 日 继续采取地空配合扑救，直接扑打和处理余火 

2.4.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使用 python 软件对百度网页数据和微博平台数据进行爬取。爬取了 3 月 26 日至 4 月 21 日的数

据进行实证分析。将 27 天分为 25 个时间点，前 15 个时间点为建模组用以模型的构建，其余 10 个时间

点的样本数据划分为测试组。 
采集的数据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数据预处理。依据本文建立的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解释并采用 Excel

等计算软件对缺失值、极端值等进行处理得到的部分原始数据如表 3 所示。 
 
Table 3. Part of the original data 
表 3. 部分原始数据 

指标 
时间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3.26 151 0 10 45 121 114 45 42 

3.27 168 1 15 88 256 215 78 69 

3.28 172 1 13 85 207 230 81 70 

3.29 170 1 14 78 236 245 85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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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30 478 10 150 543 2564 859 895 88 

3.31 461 8 265 1054 6675 1670 1689 136 

4.1 1506 8 589 4593 10813 3896 4897 565 

4.2 7324 7 765 3380 6790 1986 3698 372 

4.3 4262 6 532 3547 6571 1769 2758 349 

指标 
时间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3.26 13.00 38.10 23.78 21.10 0.1 0 0.5 0.1 

3.27 14.33 45.00 33.67 11.00 0.21 0 0.5 0.1 

3.28 14.56 35.6 33.87 12.1 0.22 0 0.5 0.1 

3.29 13.87 38.7 36.59 13.3 0.30 0.5 0.7 0.2 

3.30 124.50 610.75 186.25 212.50 0.45 0.5 0.5 0.2 

3.31 201.80 1,310.80 311.20 328.80 0.55 0.5 0.7 0.2 

4.1 758.00 1,782.00 630.33 808.67 0.60 0.8 0.7 0.4 

4.2 476.43 952.71 267.43 521.86 0.71 0.7 0.7 0.4 

4.3 389.11 806.25 206.88 339.13 0.54 0.7 0.8 0.3 

3. 实证分析 

3.1. 样本预警等级的设定 

关于网络舆情预警的级别暂时还没有统一的标准，通过参考现阶段各类文献，本文认为可以将预警

等级进行进一步划分，并使用不同颜色对严重程度进行表示。因此本文通过参考“社会治安预警等级标

准”课题组关于社会治安预警等级标准的依据和预警等级的构造原则[10]最终将网络舆情预警等级分为特

大警情(I 级)、重大警情(II 级)、较大警情(III 级)、一般警情(IV 级)、无警情(V 级)共五个等级，分别用红

色、橙色、黄色、绿色和蓝色表示。不同预警等级的划分和得分区间如表 4 所示。 
 
Table 4. Classification of early warning levels 
表 4. 预警等级分类 

预警等级 警情程度 综合得分区间 预警颜色 

I 特大警情 (80,100] 红色 

II 重大警情 (60,80] 橙色 

III 较大警情 (40,60] 黄色 

IV 一般警情 (20,40] 绿色 

V 无警情 (0,20] 蓝色 

 
使用 BP 神经网络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模型训练时需要输入舆情事件不同时间点的预警等级期望输

出，因此必须要提前对网络舆情事件不同事件点的预警等级进行科学研判。本文采用主观的专家打分

法与客观百度指数评价数据相结合的方法对网络舆情事件不同时间点的预警等级进行划分。得到预警

等级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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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Comprehensive scores and warning levels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vents 
表 5. 网络舆情事件的综合得分和预警等级 

时间点 综合评分 预警等级 时间点 综合评分 预警等级 

1 13.5000 V 14 41.1057 III 

2 16.5000 V 15 49.4972 III 

3 14.4999 V 16 43.2367 III 

4 20.4995 IV 17 30.9157 IV 

5 45.4453 III 18 31.9816 IV 

6 61.4919 II 19 28.9876 IV 

7 54.4592 III 20 33.9883 IV 

8 81.1289 I 21 32.9953 IV 

9 66.0464 II 22 50.4996 III 

10 65.3972 II 23 28.4984 IV 

11 61.3910 II 24 19.4492 V 

12 51.5618 III 25 17.4756 V 

13 48.4673 III    

 
将通过计算得到的综合得分和预警等级作为建立 BP 神经网络网络舆情预警模型中的期望预警等级。

同时将最终计算出的综合得分作为模型评判的评价标准。 

3.2. 模型构建 

3.2.1. BP 神经网络模型结构的确定 
1) 输入节点个数设定。本章建立的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中共设立 16 个预警指标，故输入节点设

置为 16。 
2) 设置隐层节点。由于神经网络具有大量的并行分布结构和非线性动态特性[11]。隐层节点的设置

没有明确的公式，通过参考资料[12]，采用公式(12)来确定隐层节点个数： 

N m n a= + +                                      (12) 

其中 m 为输入层节点个数，n 为输出层节点个数，a 为 1~10 之间的任意常数。当隐含节点数为 8 时训练

精度较好，因此最终确定隐含层的节点个数为 8。 
3) 输出节点个数设定。预警等级分为五个等级，因此设定输出节点个数为 5。 
BP 神经网络预警模型是典型的“输入层–隐层–输出层”模型。其中输入层输入的样本是指标的样

本实际值，输出的是期望得到的预警结果，即五种预警程度，中间神经网络处理部分就相当于一个“黑

匣子”。则输入节点数为 16，输出节点数为 5。模型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neural network model 
图 2. 神经网络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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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面向 MATLAB 的 BP 神经网络模型的建立 
1) 设置训练参数。采用的具体训练参数如表 6 所示。 

 
Table 6. Training parameters of neural network 
表 6. 神经网络的训练参数 

训练参数 参数值 

输入层–隐层传递函数 tansig 

隐层–输出层传递函数 purelin 

训练函数 traingdx 

 
2) 数据归一化。将指标值进行数据预处理之后，为使得各个指标具有相应的可比性需对其进行归一

化处理。正向指标的归一化和负向指标的归一化分别如公式(13)和公式(14)所示。 

min

max min

ix x
x

x x
−

=
−

                                       (13) 

max

max min

ix x
x

x x
−

=
−

                                       (14) 

对于本文设计的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的不同指标的性质进行分析，不同指标的性质如表 7 所示。 
 
Table 7. Index properties of early warning system 
表 7. 预警体系指标性质 

指标变量 指标名称 指标性质 

C1 网络搜索量 定量，负向指标 

C2 媒体来源数量 定量，负向指标 

C3 媒体报道量 定量，负向指标 

C4 原创微博发布量 定量，负向指标 

C5 微博转发量 定量，负向指标 

C6 微博评论数 定量，负向指标 

C7 微博点赞量 定量，负向指标 

C8 发布者影响度 定量，负向指标 

C9 事件搜索量变化率 定量，负向指标 

C10 原创微博发布量变化率 定量，负向指标 

C11 微博评论数变化率 定量，负向指标 

C12 微博转发量变化率 定量，负向指标 

C13 舆情内容直观度 定量，负向指标 

C14 舆情事件性质 定性，负向指标 

C15 舆情主题敏感度 定性，负向指标 

C16 舆情主题容忍度 定性，负向指标 

 
将预处理之后的数据依据表 7 中指标的性质，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3) 数据输入。将训练样本以矩阵的形式输入到 MATLAB 中，将训练模型中样本对应设定的预警状

态作为期望输出变量。警情由低到高输出状态分别为 00001、00010、00100、01000、10000。则训练样

本的期望输出如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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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Expected output of training samples 
表 8. 训练样本期望输出 

时间点 预警等级 期望输出 

1 V 00001 

2 V 00001 

3 V 00001 

4 IV 00010 

5 III 00100 

6 II 01000 

7 III 00100 

8 I 10000 

9 II 01000 

10 II 01000 

11 II 01000 

12 III 00100 

13 III 00100 

14 III 00100 

15 III 00100 

 
4) BP 神经网络的生成和训练。利用 MATLAB R2016a 中 BP 神经网络模拟工具包可以直接在对应操

作框中输入训练样本和期望输出变量。 
通过 32270 次的训练，误差率为 1.00e−05，达到目标范围内，运行结果如表 9 所示。训练误差曲线

变化图如图 3。 
 

Table 9. Expected output of training samples 
表 9. BP 神经网络运行结果 

Progress Epoch Performance Gradient Validation Checks 

数值 32270 1.00e−05 7.69e−05 0 

 

 
Figure 3. Error curve 
图 3. 误差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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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证结果分析 

3.3.1. 预警正确率 
通过输入归一化后的训练样本，通过模型对不同样本预警等级的划分判定 BP 神经网络预警模型的

预警正确率。将得到的输出结果𝑌𝑌按照公式(15) [13]： 

( )
0 0.1
0.5 0.1 0.9 1,2,3,4,5
1 0.9

i

i i

i

Y
y Y i

Y

≤
= < < =
 ≥

                      (15) 

实际输出结果与转换后的实际输出结果如表 10 所示： 
 

Table 10. Summary of test sample output results 
表 10. 检验样本输出结果汇总 

时间点 BP 实际输出(Y) 期望输出 实际输出预警等级 结果 

16 01000 (0.0226 0.9875 0.0000 0.0001 0.0031) 00100 II 不一致 

17 00010 (0.0021 0.0001 0.0045 0.9768 0.0003) 00010 IV 一致 

18 01000 (0.0087 0.9945 0.0034 0.0021 0.0346) 00010 II 不一致 

19 00010 (0.0021 0.0003 0.0056 0.9563 0.0000) 00010 IV 一致 

20 00010 (0.0014 0.0034 0.0001 0.9235 0.0021) 00010 IV 一致 

21 00010 (0.0012 0.0026 0.9375 0.0019 0.0003) 00010 IV 一致 

22 00100 (0.0012 0.0037 0.9235 0.0002 0.0018) 00100 III 一致 

23 00100 (0.0031 0.0237 0.9153 0.0002 0.0001) 00010 III 不一致 

24 00001 (0.0031 0.0003 0.0041 0.0005 0.9564) 00001 V 一致 

25 00001 (0.0013 0.0021 0.0001 0.0004 0.9102) 00001 V 一致 

 
通过结果汇总可以看出，10 个测试样本中只有三个样本与期望输出存在差异，其余样本均输出正确

预警结果，可看出使用 BP 神经网络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模型对网络舆情事件的预警等级的正确率达到 70%，

因此使用 BP 神经网络对网络舆情进行预警的正确率较高。 

3.3.2. 预警精确率 
使用 BP 神经网络模型对网络舆情事件预警的精确率统计如表 11 所示。 
 

Table 11. BP neural network early warning accuracy rate statistics 
表 11. BP 神经网络预警精确率统计 

期望预警等级 
实际预警等级 

期望预警 II 级 期望预警 III 级 期望预警 IV 级 期望预警 V 级 预警精确率(%) 

实际预警 II 级 0 1 1 0 0 

实际预警 III 级 0 1 1 0 50 

实际预警 IV 级 0 0 4 0 100 

实际预警 V 级 0 0 0 2 100 

 
通过表 11 不同预警等级的预警精确率求算数平均数可以计算出使用 BP 神经网络的平均精确率 1P ： 

1
1 10 1 1 62.5%
2 4

P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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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使用 BP 神经网络进行舆情预警的平均精确率达到 62.5%，虽然超过 50%，但是预警精确率还有

待提升。 

4. 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网络舆情预警体系并使用 BP 神经网络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模型对 4.30 四川省凉山州森

林山火事件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包含舆情主题、舆

情热度、舆情参与度和舆情传播态势，说明这几个方面对于网络舆情的警情程度的判定影响较大。第二，

利用 MATLAB 构建 BP 神经网络舆情预警模型，通过四川省凉山州山火实例数据验证了使用所建立的模

型进行预警的正确率较高，但是在精确度方面有待提升。第三，通过实例不仅验证了利用 BP 神经网络

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模型的有效性，同时也证明了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可以利用指标体系中

包含的指标因素对网络舆情事件开展及时治理工作。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就提高我国网络舆情预警的能力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发挥微博等媒体平台自

律作用。为确保网络环境的安全秩序，不同的网络媒体平台应当自发设立网络信息管理小组，同制定相

应的管理条例对发布信息的媒体机构和广大网民提出约束条件，在保证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保证

网络空间的纪律性。微博平台通过从微博用户中招募“法官”来自发处理微博中的不实信息和不良评论，

采取封锁账号、禁言等方式进行惩罚。使得网络监管在政府刚性管理之外有了一个缓冲的平台，推动了

微博网友的自律，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第二，使用人工神经网络进行网络舆情预警，提升技术治理水

平。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可以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模型，对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的舆情事件进行预判。本

文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神经网络对网络舆情预警等级预测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因此在对网络舆情事件不

同时间段的预警等级进行判断时可以采用 BP 神经网络实现预判。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通过大数据平

台技术实现对网络舆情事件数据的自动收集、整理，同时采用对应技术手段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情感研究，

可以更加快速准确获取舆情信息，弥补传统数据收集和处理办法的不足，从而提高舆情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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