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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我国迅速发展，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

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1]，然而网络信

息质量的良莠不齐，信息传播的便捷性，尤其是社会化

媒体的大众参与性、去中心性，也带来频发的网络舆情

危机，使得网络舆情治理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

内容。

网络负面舆情是以网络为载体，以事件为核心的

广大网民负面情感、态度、意见、观点的表达，传播与互

动，以及后续消极影响的集合，是网络舆情的重要组成

部分，负面舆情累计至临界点将爆发舆情危机，轻则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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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社会动荡，重则导致国家分裂，因此成为网络舆情治

理中的主要内容。由于网络负面舆情是存在于虚拟空

间的无形信息流，具有抽象性，但网络舆情的负面倾向

却是可量化的，本研究以近年典型的社会热点事件为

研究案例，以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情负面倾向为切入

点，探究负面舆情的引发路径，构建舆情治理网络，提

出高效的网络舆情治理对策，对网络舆情的精准预判

和高效施政具有重要意义。

1 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

1.1 行动者网络理论内涵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是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巴黎学派提出的一种研究纲领。

拉图尔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集大成者，提出了行动者

网络理论的三个基础要素，分别是行动者、转义者和网

络，并解读了行动者网络的构建过程。拉图尔的行动

者是广义的，打破了人与非人行动者间的界限，本质上

倡导的是行动者之间的协同关系，这与网络舆情协同

治理的现状相契合。行动者受利益的驱使构建网络，

而利益的获得必须经过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
sage Point，OPP）。拉图尔的转义者强调不可预知性，

任何行动者都是转义者，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变化。转

义者概念深植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OPP的解决得益

于行动者的转义者属性。拉图尔的网络是一种描述连

接的方法，由网络节点链接起来，具有一定的稳定

性[2]。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网络具有抽象性，

虽然难以观察到行动者如何解决OPP获得利益，以及

行动者在网络中的确切互动，但却可以产生实质的舆

情治理效果，就如同拉图尔提到的电话线的例子，电话

线虽然难以在地图上勘测到，但电话网络却覆盖全球。

1.2 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变规律研究

为揭示网络舆情的传播和演变规律，现有研究从

宏观角度分析了网络舆情的生命周期，从发展角度揭

示了网络舆情的影响因素，并构建微观模型以呈现网

络舆情演变状态。

目前广泛接受的网络舆情生命周期理论是四阶段

说，认为舆情包括潜伏期、发酵期、爆发期和衰退期，六

阶段说对舆情发展脉络的刻画最为精细，如李彪[3]认为

舆情事件最终不会进入彻底的死亡阶段而是会进入漫

长的长尾阶段，从而将网络舆情传播划分为潜伏阶段、

爆发阶段、蔓延阶段、反复阶段、缓解阶段和长尾阶段。

影响因素研究通过剖析舆情发展的内部驱动力，

从而使治理对策的提出有的放矢，是网络舆情研究的

重点也是难点。参与者、话题、网络环境是影响舆情发

展的三个维度[4]。参与者角度上，对于意见领袖，Gun⁃
narsson[5]发现Twitter上瑞典政治对话中左翼派别、中右

翼派别和右翼派别占据显著优势。对于草根网民，成

全[6]认为主题兴趣度、主题关注的焦点与舆情的演变转

变有紧密联系。话题角度上，事件的重要性、敏感性、

可到达性和模糊性与网络舆论风暴的形成呈正相关关

系[7]，话题漂移指数能够作为网络热点事件舆情预警测

度与监管触发指标[8]。网络环境上，政治和国际要素是

影响舆情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9]。

微观演变模型研究则从多学科的视角进行。如基

于网络舆情发展路径，构建消解型网络舆情演变模型

和螺旋形网络舆情演变模型[10]；从社会科学角度构建基

于人际关系演化的舆情演化模型、基于博弈论思想的

网络舆情演变模型[11]等。

1.3 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舆情治理研究深受重视，学者从理论与应用角度

提出舆情治理对策。议程设置理论、协同治理理论为

舆情治理研究提供了指导。技术治理是网络舆情治理

的重要手段，学者以多元理论构建舆情监测预警模型，

如Schoen等[12]分析了不同类型的预测模型对社交媒体

特殊情况的适应性。Elkin[13]以社交媒体大数据预测疾

病传播的新颖模型。同时，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

等技术在网络舆情分析中的创新应用研究成为热点，

王铎等[14]采用机器学习、敏感判断、关键词抽取等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构建了社交网络舆情生态性评价算法。

王晰巍等[15]基于区块链技术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可

信任机制，能实现网络谣言的甄别和溯源，形成网络谣

言自净机制。

伴随着网络舆情事件的频发与网络舆情治理难度

的加大，网络舆情的协同治理成为研究焦点。对于协

同治理方式，“三位一体”治理机制创新了新媒体时代

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模式[16]，而“七维协同治理”体系进一

步拓展了舆情协同治理的空间[17]。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定

量化的趋势，如周毅等[18]基于Netlogo构建网络空间多元

主体协同治理的仿真模型，Stout等[19]使用逻辑模型框架

评估和重组网络舆情的合作治理体制（CGR）模型。

1.4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网络舆情研究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舆情研究领域的运用并不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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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应用价值在于演绎推理舆情主

体的联合路径，如构建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协同治理机

制网络[20]，也有学者着眼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创新，如

Bussular等[21]深入对ANT方法论的理解，Tsohou等[22]通

过过程模型扩展增强了ANT的应用性。总体而言，目

前对该主题的研究比较滞后，研究视角较为局限。

综上可知，现有研究较为充分地揭示了网络舆情

的传播与演变规律，并在网络舆情治理研究方面开展

了有益的探索。现有研究还尝试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

进行网络舆情分析，但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社会热点事

件网络舆情的主题结合不足，舆情协同治理研究中非

人行动者的参与度不足。本研究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

基础，基于近3年的社会热点事件数据，构建社会热点

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网络，提出网络舆情治理策略，是

对现有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2 研究设计

2.1 社会热点事件舆情治理的网络构建步骤

网络构建的转译步骤包括问题界定、兴趣激发、招

募成员、动员，OPP是问题界定与兴趣激发的衔接环

节，必须使行动者对自身在网络中的转变感到满意，才

能通过强制通行点[23]，围绕OPP将行动者网络构建分

为三个环节：一是OPP的界定；二是问题界定与利益转

换，行动者进行问题界定时确定核心行动者和共同目

标，核心行动者是领导网络构建的权威，共同目标是行

动者进入的动力，核心行动者带领其余行动者经过

OPP，解决障碍并获得利益；三是结合兴趣激发、招募成

员和动员的网络形成，利益的获得激发行动者的互动

兴趣，在招募后成员集聚完毕，经动员后多元主体间开

展交流，行动者网络形成。构建步骤见图1。
2.2 社会热点事件舆情治理的行动者梳理

梳理社会热点事件舆情治理涉及的人类行动者与

非人行动者（见表1）。在社

会热点事件网络舆情的人类

行动者中，政府、互联网企

业、网络社群、民间机构、网

民个人是舆情主体；社会化

网络用于探究各行动主体间

互动关系及整体网络结

构 [24]，也属于人类行动者范

畴。非人行动者包括舆情客

体层面的舆情事件本身、网络技术层面的互联网技术、

舆情载体层面的传播信息以及网络约束层面的互联网

法律法规。

表1 社会热点事件舆情治理的行动者

人类行动者包括核心行动者和主要行动者。首先

确定核心行动者，核心行动者是共同目标的提出者，高

度的权威性和号召力是其必要特质。政府以国家强制

力保障行为的实施，具有凌驾于一切社会主体之上的

权威性，是共同目标的提出者，此外，政府能够对社会

热点事件网络舆情进行宏观调控，以微观调节解决矛

盾维护网络的稳定，因此可以确定政府的核心行动者

地位。除政府以外的人类行动者均为主要行动者。主

要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在核心行动者的征召下，通过

互动达成共识最终形成稳定的网络，如下页图2所示。

2.3 OPP界定的 fsQCA方法

现有研究中OPP主要通过定性推理加以界定，社

会热点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变具有高度复杂性，本研究

运用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意在发掘中

小样本数据的因果关系，从而为OPP的精准界定提供

支持。

fsQCA的主要步骤是案例选择与变量编码、必要

图1 社会热点事件舆情治理的网络构建步骤

建立网络动员招募成员兴趣激发OPPfsQCA

利益

问题界定

核心
行动者

共同
目标

障碍

类型

人类行动者

非人行动者

行动者

政府

互联网企业

网络社群

民间机构

网民个人

社会化网络结
构

舆情事件

网络技术

传播信息

法律法规

举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等

谷歌、阿里巴巴、腾讯等

网络水军团队、中国红客联盟、中国黑客联盟等

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等

意见领袖、草根网民等

星形网络、环形网络等

突发公共事件、社会热点事件等

5G网络、云计算、区块链等

文本、图片、视频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通信网络安全防
护管理办法》等

分析层面

舆情主体

传播路径

舆情客体

网络技术

舆情载体

网络约束

理论探讨

33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情报资料工作 2021年11月 第42卷 第6期

条件分析与真值表构建、原因组合分析。案例选择是

研究基础，变量编码环节在于确定原因变量和结果变

量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程度；必要条件分析是为了纠正

具体分析过程之中被除去的“逻辑余项”；将编码表导

入 fsQCA软件，设定案例阈值删除无关组合，最终形成

真值表；原因组合分析的简单解（Parsimonious Solu⁃
tion）和中间解（Intermediate Solution）是后期解读的

重点。

2.4 案例选择与数据获取

“知微事见”（https://ef.zhiweidata.com/）的影响力指

数是刻画事件传播效果的权威指标。本研究将微博、

微信和网媒发布的首条信息时间判定为舆情开始时

间，全网持续一个小时消息量均低于20时判定为舆情

结束时间，持续的时间段为舆情生命周期。平台对网

媒、微信标题以及微博正文内容进行词频分析，提供事

件的舆论聚合结果，作为后期事件检索依据。“知微事

见”另外对事件类型明确界定，包括政务社会、企业财

经、事故灾害、科技娱乐和违法犯罪五类，消除人为界

定事件类型的主观性。本文依据“知微事见”的事件库

（2018—2020）筛选研究案例，遵循影响力指数大于85
（总分100）、类型多元具有差异性、案例独立完整的原

则。最终筛选32个事件，2018年的8个事件详细信息

见表2，2019年的13个事件（A9-A21）分别是：江苏盐

城响水化工厂发生爆炸、“996工作制”引热议、四川凉

山突发森林火灾、西安奔驰漏油事件、视觉中国陷黑洞

照片版权风波、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上海发布“ 最严垃圾分类措施”、四川宜宾长宁发生6.0
级地震、超强台风利奇马登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于武

汉举办、高以翔录制节目《追我吧》时猝死、武汉发生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2020年11个事件（A22-A32）分
别是：武汉“小汤山模式”医院、北京深圳等多地出现境

外输入性病例、全国支援湖北医

疗队17日开始陆续撤离、武汉解

封、上市公司高管鲍毓明涉嫌性

侵养女、美国针对华为出台管制

新规、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地

摊经济”引关注、腾讯与老干妈合

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通过、

美国宣布禁用TikTok和微信。

表2 2018年社会热点事件舆情治理研究案例基本信息

社会化媒体的自由交互性助力了舆情产生，微博

作为高频率使用平台，成为舆情危机爆发的重要源

头。本研究运用“八爪鱼”数据采集技术获取新浪微博

舆情数据，采集字段包括：发布者、发布者粉丝量、发布

时间、发布内容、内容字符量、图片数、视频数、转发数、

评论数、点赞数、评论者及其评论内容。由于爬虫技术

与网页结构的限制，只抓取一级评论者及其评论内容。

2.5 OPP界定的变量编码

2.5.1 研究变量

综合拉斯韦尔提出的5W模式与舆情治理行动者

确定社会热点事件舆情治理的研究变量设计框架，包

括社会热点事件、传播主体、传播信息、传播路径、传播

环境以及传播效果六大维度，如图3所示。

各维度的研究变量及其测量说明如下：

（1）社会热点事件包括事件属性和时间属性，分别

用话题类型和时效度度量。话题类型依照不同类型事

件所占比重进行事件类型划分；时效度根据舆情事件

在“知微事见”的监测时间内是否已经结束，判定事件

互联网企业 互联社群 民间机构

社会化网络结构网民个人

政府 法律法规传播信息

网络技术舆情事件

图2 社会热点事件舆情治理的行动者

序
号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起始时间

2018-03-03~2018-03-23
2018-07-15~2018-08-08

2018-08-25~2018-09-04

2018-09-16~2018-09-26
2018-10-28~2018-11-07
2018-10-30~2018-11-05
2018-11-05~2018-11-13
2018-11-21~2018-11-29

事件名称

2018 年全国两
会召开

长生生物疫苗造
假事件

乐清女子乘坐滴
滴顺风车遇害事
件

超强台风“山竹”
登陆

重庆万州公交坠
江事故

金庸去世

2018 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

杜嘉班纳辱华风
波

高频词

两会；2018
长春长生；疫苗

乐清；顺风车

台风；山竹

重庆；公交车

金庸；去世

中国；博览会

Dolce & Gabba⁃na；辱华

影响力
指数

98.2
94.1

87

87.8
87.8
87.8
91.7
86.5

事件类型

政务社会

政务社会

违法犯罪

事故灾害

政务社会

政务社会

政务社会

企业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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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社会热点事件舆情治理的研究变量设计框架

Who
say
谁说

5W模式
研究变量

社会热点事件

行动者

舆情主体

传播信息

传播主体

传播信息

社会化网络结构

网络技术与法律法规

传播路径

舆情事件

传播环境

传播效果

Say what
说了什么

In which channel
渠道

To whom
向谁说

With what effect
产生效果

属于发展性事件还是终结性事件。

（2）传播主体维度的研究变量是首发者号召力和

传播者规模。首发者作为舆情信息的第一手发布者具

有举重若轻的地位，若首发者是意见领袖，往往能够第

一时间掌握话语权，对粉丝有重要的舆论引导力。通

过采集数据中的发布者关注量确定首发者号召力。舆

情首发后，传播者规模成为影响舆情传播的关键因

素。微博的点赞意味着用户的支持和喜爱，转发表示

信息内容的进一步传播，评论说明话题的讨论热度。

以上任一行为的主体即为信息的传播者，计算各个事

件的舆情主体中传播者的占比，作为传播者规模数据。

（3）内容特征与形式特征组成传播信息维度，前者

通过舆情信息的主题贴近度来测量，后者通过舆情信

息的信息量和图文形式来度量。主题贴近度是舆情传

播中无效信息对舆情的干扰程度，反映公众话题衍生

情况，选择舆情信息词频统计中排名前10的高频词作

为主题词，计算各条传播信息中高频词出现的比例，所

有信息的高频词比例的均值为该事件的主题贴近度。

此外，舆情信息是传播过程中有相互关联的多种符号

结合的共同体，由信息量的大小和表现形式的丰富程

度共同测定。

（4）将传播紧密度与极化度纳入传播路径维度。

网民社群传播紧密度越大，信息的畅通程度、资源支持

程度和合作协同程度就越高，舆情发展速度越快，危机

爆发能力越强。传播紧密度可以用描述网络中各个节

点关联紧密程度的网络密度测量；群体极化指群体成

员形成极端观点的过程[25]。传播

极化度越高，中心传播者的话语

垄断性就越强，引发极端舆情的

概率就越大。可以用网络中心势

衡量舆情的传播极化度，网络中

心势越高则外围节点受中心节点

的影响越大，舆情极化程度越

高。借助Ucinet构建社会热点事

件网络舆情传播的社会化网络，

从而测算其网络密度和网络中

心势。

（5）传播环境维度的研究变

量是技术发展和法律更新。技术

进步在畅通信息沟通交流渠道的

同时，推动社会事件衍生为网络

舆情。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发布的《世界互联网发展

报告》中的互联网发展指数为技术发展测量提供依

据。“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法律的惩戒性对公众的网

络活动有约束力量。在“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中以

“互联网”“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等关键词搜索

2018—2020各年的法律法规，借以判定法律法规体系

更新完善程度。

（6）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情负面倾向是传播效果

维度的研究变量，为结果变量。运用情感分析软件

Emotion Calculator加以定量测度。

2.5.2变量编码

研究变量的编码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针对类别变

量，基于该变量的不同取值对结果变量影响程度大小的

理论分析，编码为0～1的数值，采用该编码方式的有事

件属性、时间属性、形式特征、技术发展与法律更新。第

二种针对数值变量，采取校准法。无法确定该数值对结

果是促进还是阻碍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构建锚点对数值

进行校准。使用四分位点锚点法：将各个变量数值的上

四分位、均值以及下四分位分别作为完全隶属点、交叉

点和完全不隶属点，这是fsQCA校准中的三个临界点，再

将数据返回进行Compute计算，得到范围在0~1间的校

准值，越接近1代表该隶属度越高。采用该编码方式的

有首发者号召力、传播者规模、内容特征、传播紧密度、

传播极化度与舆情负面倾向，变量校准锚点信息见下页

表3。社会热点事件舆情治理的研究变量见下页表4，
2019年社会热点事件（A9-A21）编码结果见37页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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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热点事件舆情治理的OPP界定

基于 fsQCA变量编码的结果，OPP界定需要以下

步骤：（1）通过必要条件分析审视单个变量的影响力；

（2）以案例数据构建条件组合真值表；（3）进行原因组

合分析揭示引发网络舆情负面倾向的条件组合，根据

简单解和中间解组态分析路径中的核心变量，进一步

挖掘最为核心的路径，以路径中存在的核心变量界定

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OPP。
3.1 OPP界定的 fsQCA分析

3.1.1 必要条件分析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意在揭示引发舆情负面倾向的

必要条件，判定依据是一致性结果是否大于0.9。Nec⁃
essary Conditions分析结果显示见表6，各变量的一致性

结果均小于0.9，说明没有变量是舆情负

面倾向的必要条件，即没有变量能够单独

引发舆情负面倾向，舆情负面倾向是多个

变量组合作用的结果，必须对其进行组合

条件分析。

3.1.2 真值表构建

参考Fiss等[26-27]的建议，将案例阈值

设定为1，筛选出至少能够解释1个案例

的变量组合，将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区
分不同解释力的变量组合。通过两个阈值

设定筛选出对结果产生较大影响的组合，

确定进入组合条件分析的对象。真值表

（38页表7）显示32个案例能够全部落在28
个组合变量上，证实条件组合的可信度。

3.1.3 组合条件分析

简单解（38页表8）与中间解（38页表

9）整体一致性均在0.8以上，表明数据分

析结果良好。简单解中有一条路径的一

致性在0.8以下，但由于简单解的意义在

于判断中间解中的核心变量，并不是具体

分析该路径的含义，因此简单解路径均保

留。原始覆盖率揭示能够被该条件组合

解释的案例占全部案例的比重，是论证路

径可信度的依据。各路径的原始覆盖率

均高于要求，且整体覆盖率均超过0.5，说
明整体解释力度较强，组合条件分析结果

完全达到标准。

3.1.4 组态分析

组态分析意在梳理变量组合中的核心变量与辅助

变量，若一个变量既存在于简单解中又存在于中间解

中，则将该变量定义为核心变量，而仅在中间解中则为

边缘变量。用“●”表示核心变量存在，“⊕”表示核心

变量不存在，相对应的用“?”表示边缘变量存在，“⊕”

表示边缘变量不存在，而那些存在与否对结果变量不

表3 变量校准锚点信息

变量

首发者号召力

传播者规模

内容特征

传播紧密度

传播极化度

舆情倾向

定位点

完全隶属点

1585063.250
0.487
0.557
0.008
0.060
0.756

交叉点

155196.000
0.413
0.404
0.006
0.040
0.686

完全不隶属点

3709.750
0.360
0.338
0.004
0.023
0.616

表4 社会热点事件舆情治理研究变量

维度

社会热点
事件

传播主体

传播信息

传播路径

传播环境

传播效果

研究变量

事件属性event

时间属性time
首发者号召力starter

传播者规模disseminator

内容特征content

形式特征form

传播紧密度tightness

传播极化度polarizability
技术发展technology
法律更新law

舆情负面倾向result

变量属性

第一类事件

第二类事件

第三类事件

第四类事件

终结性事件

发展性事件

高度号召力

中度号召力

低度号召力

大规模

中等规模

小规模

高度贴近主题

中度贴近主题

低度贴近主题

信息量小且形式单一

信息量大但形式单一

信息量小但形式多元

信息量大且形式多元

高度紧密

中度紧密

低度紧密

高度极化

中度极化

低度极化

正向发展

负向发展

及时

滞后

高度负面

中等负面

低度负面

说明

政治社会类事件

企业财经类事件

事故灾害类事件

科技娱乐或违法犯罪类事件

事件已经结束

事件尚未结束

首发者粉丝量在上四分位数区间

首发者粉丝量在均值区间

首发粉丝量在下四分位数区间

传播者规模在上四分位数区间

传播者规模在均值区间

传播者规模在下四分位数区间

主题贴近度在上四分位数区间

主题贴近度在均值区间

主题贴近度在下四分位数区间

文本字数大于均值，图文形式信息量大于均值

文本字数大于均值，纯文本信息量大于均值

文本字数小于均值，图文形式信息量大于均值

文本字数小于均值，纯文本信息量大于均值

紧密度处于上四分位数区间

紧密度处于均值区间

紧密度处于下四位分数区间

极化度处于上四分位数区间

极化度处于均值区间

极化度处于下四分位数区间

当年互联网发展指数增长量为正

当年互联网发展指数增长量为负

当年法律法规量大于年均值

当年法律法规量小于年均值

负面情绪值处于上四位数区间

负面情绪值处于均值区间

负面情绪值处于下四位数区间

编码

1
0.67
0.33
0
1
0

校准

校准

校准

1
0.67
0.33
0

校准

校准

1
0
1
0

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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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的变量用空白表示。条件组合构型表清晰

显示出各个条件组合的微观组成，便于进行构型组合

归纳。

组态分析发现路径间存在共有核心变量，且变量

组成重合率较高，进一步凝练路径构型组合。提炼标

准为：路径间同时包含至少一个核心变量；不同路径间

的核心变量不具相同性。路径1与8有4个共有核心变

量 technology、~form、~content与~time，可归纳为第一类

组合；路径 2和 4共有 3个核心变量 polarizability、dis⁃
seminator和 time，归纳为第二类组合；路径 3、5、6与 7
共有核心变量 law，归纳为第三类组合。最终将8条路

径归纳为三组构型组合，见39页表10。
3.2 社会热点事件舆情治理的核心路径

根据三组构型中路径间的关联性，再次从综合技

术层面和分析层面提炼核心路径，作为典型引发路径

界定OPP。技术层面规则：（1）路径原始覆盖率。以原

始覆盖率结果为主要评判依据，选取对案例解释力最

大的路径，路径覆盖率是首要也是权重最高的提炼指

标。（2）路径核心变量占比。计算各个路

径中核心变量的比重，核心变量是舆情

治理的症结点，因此高比重的路径更具

治理意义。（3）路径变量完整性。路径具

有的变量占所在构型全部变量的比重，

秉持尽量提高治理对策的针对性，选取

变量完整性低的路径。梳理的核心路

径提炼数据见39页表11，在技术层面路

径1、路径2、路径3入选。

分析层面上，核心变量是主要判断

依据。第一组构型中，路径 1与路径 8
的核心变量完全相同，说明此类核心变

量的组合方式具有高度解释力，加之路

径1在技术层面分析结果更为优越，路

径1成为核心路径。类似地，第二组构

型中，路径 2与路径 4的区别仅在于辅

助变量不同，结合技术层面分析结果，

路径2是核心路径。第三组构型中，路

径3、5、6与7的核心变量与辅助变量具

有差别。路径3与5的核心路径差别在

于starter，案例中以starter引发舆情负面

倾向的概率是~starter的两倍，~starter仅
为辅助变量，因此将 starter纳入核心路

径。类似地，路径3与7的核心路径差别在于event，案
例中~event引发高度舆情负面倾向的概率是event的四

倍，event仅作为辅助变量，~event进入核心路径。路径

3与6的核心变量组合完全一致，依据技术层面分析结

果，路径3更符合核心路径。最终路径1、2以及3作为

典型的舆情负面倾向引发路径。

3.3 社会热点事件舆情治理的OPP界定

核心变量是引发舆情负面倾向的关键，将路径1、
2、3中的核心变量抽离出来分别命名为路径9、10、11。
路径9、10分别针对发展性事件与终结性事件，两者的

适用对象涵盖所有的社会热点事件，路径11仅针对部

分类型的事件，由于编码时事件属性的赋值是依据抽

取案例中该类事件发生频率，而研究案例的选择标准

是事件在“知微事见”中的影响力，因此事件属性仅具

有 fsQCA操作层面的意义，将其作为核心变量的可信

度仍需商榷。综上，选取路径9和10为OPP的界定依

据，同时将路径11中的高度首发者号召力与法律更新

滞后作为补充内容，在网络构建中加以强调。

表5 2019年社会热点事件舆情治理的变量编码

案例

A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事件
属性

0.33
0.67
0.33
0.67
0.67
1
1

0.33
0.33
1
1
0
1

时间
属性

0
1
1
1
0
1
0
1
1
1
1
1
0

首发者
号召力

1
0.99
0.04
0.54
0.55
1

0.05
0.04
0.05
0.62
0.04
0.04
0.04

传播者
规模

0.05
0.89
0.9
1
0

0.11
0.66
1

0.91
0
1

0.96
0.99

内容
特征

0.95
1

0.29
0.15
0.9
0.88
0

0.51
0.59
0.28
0

0.57
0.92

形式
特征

0.33
0
0
1
0
1
0
0
0
0

0.33
0
1

传播
紧密度

0.07
1

0.02
0.58
0.19
0.99
0.27
0.05
0.05
0.99
0.42
1

0.01

传播
极化度

0.42
0.02
0.04
0.57
0.61
0

0.91
0.86
0.86
0.2
0.05
1
0

技术
发展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法律
更新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传播
效果

0.96
0.05
0.17
0.61
0.1
0

0.04
0.95
0.54
0

0.02
0.97
0

表6 社会热点事件舆情治理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事件属性event
非事件属性 ~event
时间属性 time
非时间属性 ~time
首发者号召力 starter
非首发者号召力 ~starter
传播者规模disseminator
非传播者规模 ~disseminator
内容特征 content
非内容特征 ~content

一致性

0.701754
0.406015
0.562767
0.437233
0.555138
0.539474
0.587093
0.494987
0.530702
0.541980

覆盖率

0.460148
0.845953
0.682611
0.681871
0.615705
0.488927
0.587093
0.492519
0.544695
0.525836

条件变量

形式特征 form
非形式特征 ~form
传播紧密度 tightness
非传播紧密度 ~tightness
传播极化度 polarizability
非传播极化度 ~polarizability
技术发展 technology
非技术发展 ~technology
法律更新 law
非法律更新 ~law

一致性

0.479323
0.572682
0.488095
0.642857
0.538847
0.544486
0.372180
0.627820
0.648496
0.351504

覆盖率

0.604265
0.472596
0.515894
0.607100
0.651022
0.462480
0.540000
0.477143
0.431250
0.70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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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发展性事件的OPP界定

路径9：result=technology*~feature*
t~content*~time

该路径所揭示的OPP为：在技术

先进的互联网环境下，热点事件舆情在

发展阶段，偏题图文信息引发高度负面

舆情。发展性事件意味着事件尚未结

束，对引发舆情负面倾向具有显著潜

力。图文信息是把“双刃剑”，运用得当

能够增强信息的可读性，运用不当将诱

发舆情危机。低主题贴近度意味着网

民已脱离事件本身衍生至其他话题，或

事件暴露的社会矛盾引发网民对现实

批判，或事件传播信息中夹杂大量“水

军”与“控评”，推动网民极端情绪的衍

化。技术发展属于网络环境维度，在带

来信息流通便捷的同时，增强了负面信

息的扩散性，助长负面信息泛滥。总体

而言，发展性事件、图文信息、偏题信

息、技术先进四个变量结合能够引发网

络舆情的高度负面倾向，关键在于事件

的信息质量低下与网络环境恶劣。

3.3.2 终结性事件的OPP界定

路径 10：result=polarizability*dis⁃
seminator*time

该路径所揭示的OPP为：终结阶

段的社会热点事件，舆情信息存在负面

倾向，在大规模高度极化传播中不断深

化巩固，最终爆发高度负面舆情。由于

事件处于终结阶段，网民能够针对事件

全貌进行评判，消除部分网民的中立观

点，舆情倾向突显。传播者规模与传播

极化度将加速舆情的演变趋势，对于具

有负面倾向的传播信息，高度传播者规

模促进负面信息的传播速度与广度。

同时，高度群体极化度说明中心传播者

对负面信息具有话语垄断权，造成网络

舆论极端化，推动舆情危机爆发。总

之，在舆情信息存在负面倾向的前提

下，终结性事件、大规模传播、高度极化

传播路径共同作用将引发高度负面舆

情，其中网络舆情的潜在倾向是关键。

法律
更新
0
1
0
0
1
0
1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技术
发展
0
0
0
0
1
0
0
0
0
1
1
1
0
0
1
1
0
0
0
1
1
0
1
0
0
0
0
0

传播极
化度
0
1
0
0
1
0
1
0
1
0
1
1
0
0
0
1
1
0
0
1
1
0
0
0
0
1
0
0

传播紧
密度
0
1
0
1
1
0
1
1
0
0
0
1
0
0
1
1
0
0
0
1
0
1
0
1
1
0
0
1

内容
特征
0
0
0
1
1
1
1
1
0
0
0
0
0
1
1
1
0
0
0
1
0
0
0
0
0
0
1
1

形式
特征
0
1
1
1
0
0
0
1
1
0
0
0
1
1
0
1
1
0
0
1
0
1
1
0
0
0
1
1

传播者
规模
1
1
0
0
1
1
1
0
1
1
1
0
0
0
0
1
0
1
1
0
0
1
0
0
0
1
1
0

首发者
号召力

0
0
1
1
1
1
1
1
0
0
0
1
1
0
0
1
1
0
0
1
0
1
0
0
1
0
0
1

时间
属性
1
1
1
0
1
1
1
1
1
0
0
0
0
1
0
0
0
1
1
0
1
1
0
1
1
0
0
1

事件
属性
0
0
0
1
1
1
1
1
0
1
1
1
0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案例
数目
1
1
1
1
1
1
1
1
2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2
2
1
1
1
1

编码
结果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原始
组成
1
1
1
1
1

0.978
0.966
0.962
0.956
0.923
0.923
0.808
0.747
0.690
0.588
0.557
0.489
0.474
0.395
0.363
0.333
0.205
0.194
0.175
0.101
0.061
0
0

PRI
组成
1
1
1
1
1

0.972
0.882
0.939
0.915
0.917
0.897
0.674
0.701
0.636
0

0.516
0.392
0.153
0.111
0.227
0
0

0.046
0
0
0
0
0

SYM
组成
1
1
1
1
1

0.972
0.882
0.958
1

0.917
0.897
0.886
0.701
0.694
0

0.516
0.392
0.153
0.111
0.227
0
0

0.046
0
0
0
0
0

表7 社会热点事件舆情治理真值表

表8 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情负面倾向的简单解

条件组态
~law*starter（路径1）

polarizability*disseminator*time（路径2）
technology*~form*~content*~time（路径3）

~law*~event（路径4）
整体覆盖率
整体一致性

原始覆盖率
0.217
0.251
0.194
0.125

0.672
0.868

净覆盖率
0.075
0.240
0.194
0.000

一致性
0.894
0.920
0.782
0.995

条件组态
law*technology*~tightness*~form*~content*disseminator*~starter*~time*event（路径1）

law*~technology*polarizability*~form*content*disseminator*~starter*time*~event（路径2）
~law*~technology*~polarizability*tightness*form*content*~disseminator*starter*~event（路径3）

law*polarizability*tightness*form*~content*disseminator*starter*time*event（路径4）
~law*~technology*~polarizability*~tightness*~form*~content*disseminator*~starter*time*~event（路径5）

~law*~technology*~polarizability*~tightness*~form*content*~disseminator*starter*time*~event（路径6）
~law*~technology*~polarizability*~tightness*form*~content*disseminator*starter*time*event（路径7）
law*technology*polarizability*tightness*~form*~content*~disseminator*starter*~time*event（路径8）

整体覆盖率
整体一致性

原始覆盖率

0.086
0.105
0.087
0.067
0.042
0.042
0.057
0.079

0.534
0.949

净覆盖率

0.080
0.105
0.083
0.067
0.021
0.042
0.033
0.073

一致性

0.958
0.971
0.979
0.982
1.000
1.000
0.978
0.808

表9 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情负面倾向的中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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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策略

4.1 社会热点事件舆情治理的网络构建

4.1.1 发展性事件舆情治理的网络构建

（1）发展性事件舆情治理的问题界定与利益转化

发展性事件的OPP是在技术先进的互联网环境

下，热点事件舆情在发展阶段，偏题图文信息引发高度

负面舆情。

首先梳理在通过OPP前，行动者各自存在的障

碍。舆情回应机制、监测技术和问责机制是影响政府

舆情治理能力提升的因素。而目前政府的障碍在于监

测预警能力不足，信息分析反馈低效，对于现有技术不

能完全胜任，立法部门的法律法规出台更新滞后，导致

舆情治理成效远低于预期。在互联网企业中，存在准

入门槛过低，导致网络平台鱼龙混杂的现象，平台的信

息把关能力不足，平台约束过于弱化均是网络舆情负

面倾向的助力者。网络传播特点之一是强关系的社群

结构，是特定群体参与的网络派系，典型如“黑客”“红

客”以及“水军”。此类社群组织从隐私泄

露、账号窃取到数据威胁与系统攻击，具

有扰乱网络秩序的潜在威胁。民间机构

发展历史有限，发展规模较小，网络影响

力不足，诸多机构对于参与网络舆情治理

的重点与途径不明，使得本是重要行动者

的民间机构在舆情治理中存在感不足。

当个体看到现实社会为满足某种愿望达

成可获得创造机会与可行性条件之时，心

理动机将演变为行动。社会热点事件激

发网民的讨论热情，利益驱动促使非法行

为产生，道德绑架扭曲舆论立场，极端言

论增强社会矛盾。新技术平台的不断细

分，网民对社会公共议题的探讨有“抱团”

趋势。社会化网络结构是基于网民间关

系的直观体现，舆情的裂变式发展，观点

的高度极化趋势，使得舆情导控难度呈几

何倍增长。目前的网络技术的缺陷体现

在监测预警技术薄弱，分析反馈技术低

效。完整性、相关性、适量性和规范性是

对信息内容质量评价的指标。微博信息

传播的主要障碍是主题偏题，图文结合较

好但质量较低。法律法规体系欠缺，外界约束力与现

实操作性不足，给予负面舆情产生空间。

突破OPP后各个行动者获得相应利益。政府能够

拥有专业的舆情监测预警与分析反馈团队，互联网法

律法规受到高度重视。互联网企业提高平台准入门

槛，信息的把关能力和平台活动的约束力加强。此时

的网络社群能够理性参与网络活动，自觉维护网络秩

序。民间机构以不断增强的社会影响力，协助政府引

导舆情发展。对于个人来说，网民提高自身网络素

养，网络责任意识逐步苏醒，能够理性发表言论。社

会化网络结构逐步合理化，体现舆情发展越发良好。

结合专业的网络技术，通过事件属性预警舆情危机，

使得舆情治理更加高效。网络信息的利益转化是传

播内容质量提高。在法律法规层面，以动态化治理的

理念为指引健全体系，增强强制约束力，提高现实操

作性。

发展性事件舆情治理通过问题界定与利益转化，

行动者间的矛盾得以解决，具备形成网络的基础，具体

见下页图4。

变量

event
time
starter
disseminator
content
form
tightness
polarizability
technology
law
raw coverage
unique coverage
consistency
solution coverage
solution consistency

第一组构型

路径1
·

⊕
⊕
·

⊕
⊕
●

⊕
·

0.086
0.080
0.958

0.534
0.949

路径8
·

⊕
·

⊕
⊕
⊕
·

·

⊕
·

0.079
0.073
0.808

第二组构型

路径2
⊕
●
⊕
●
·

⊕

●
⊕
·

0.105
0.105
0.971

路径4
·

●
·

●
⊕
·

·

●

·

0.067
0.067
0.982

第三组构型

路径3
⊕

●
⊕
·

·

·

⊕
⊕
⊕

0.087
0.083
0.979

路径5
⊕
·

⊕
·

⊕
⊕
⊕
⊕
⊕
⊕

0.042
0.021
1.000

路径6
⊕
·

●
⊕
·

⊕
⊕
⊕
⊕
⊕

0.042
0.042
1.000

路径7
·

·

●
·

⊕
·

⊕
⊕
⊕
⊕

0.057
0.033
0.978

表10 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情负面倾向的组态分析与构型组合

构型组别

第一组构型

第二组构型

第三组构型

路径编号

路径路径1

路径8
路径路径2

路径4
路径路径3

路径5
路径6
路径7

原始覆盖率

0.086

0.079
0.105

0.067
0.087

0.042
0.042
0.057

核心变量占比

0.400

0.400
0.300

0.300
0.300

0.200
0.300
0.200

变量完整性

0.450

0.500
0.450

0.450
0.450

0.500
0.500
0.500

典型案例

A30 A32

A24 A26
A16 A17 A20

A12 A28
A3 A4

A1
A2
A8

表11 技术层面核心路径的提炼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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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性事件的舆情治理网络形成

监测、分析、预测的大数据技术是影响舆情治理能

力的关键[28]。发展性事件舆情的治理重点在于政府运

用技术，对事件进行全天候的监测预警，对传播信息进

行实时分析反馈，及时做出治理对策调整。首先，政府

设立舆情监测预警部门，监测预警舆情事件的时间属

性、主题贴近度以及舆情首发者。其次，政府构建专业

的信息分析反馈团队，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舆情信

息采集与特征提取技术、语义挖掘技术、网络舆情文本

倾向性分析技术[29]，对舆情信息、水贴信息、信息形式特

征进行分析，将分析结果制定成舆情报告，反馈给政府

调整治理措施。主要行动者在反馈报告的引导下，联

合进行辅助治理，法律法规联合其他非人行动者施加

影响。在发展性事件舆情治理的网络中，行动者间协

同促进高效舆情治理的共同目标的实现。

4.1.2 终结性事件舆情治理的网络构建

（1）终结性事件舆情治理的问题界定与利益转化

终结性事件的OPP是终结阶段的社会热点事件，

舆情信息存在负面倾向，在大规模高度极化传播中不

断深化巩固，最终爆发高度负面舆情。

首先梳理行动者各自存在的障碍。在终结性社会

热点事件的舆情治理网络构建中，政府对首发者的监

管不力，对传播的信息倾向敏感度不足，对现有问题改

正困难。意见领袖的首发信息能够奠定舆情的基调，

因此首发信息的倾向十分关键。互联网企业的障碍在

于对首发信息反应迟钝，在治理中尚未与政府形成合

力，平台自身整改不足。网络社群的最大缺陷是素质

参差不齐，言论容易极端化，社群团体的加入增强了舆

情导控的阻碍。网络社群若不加以引导，将会引发网

络谣言、网络水军、网络暴力和网络诈骗等网络舆情乱

象。不同于西方非营利组织的独立发展，我国民间机

构行政化倾向较高，监管体系存在漏洞。行政力量的

介入使得机构沦为行政力量的治理抓手，原有多元主

体的良性互动被迫成为“应景式互动”。对于网民个

人，负面情绪宣泄是产生负面舆情的重要来源，网民视

线转移过快以及反思意识薄弱造成对自身不足的认识

不到位。在传播高度极化的社会化网络结构中，话语

权被垄断，舆情高度极端。对于群体极化现象，稍有不

慎将引起网民虚拟社会道德失范和群体情感的狂暴，

触发网络舆情危机。舆情事件的障碍是前期经验总结

图4 发展性事件舆情治理的问题界定与利益转化

行动者

障
碍

政府

OPP强制通行点

利
益

技术先进的互联网环境下，热点事件舆情在发展阶段，偏题图文信息引发高度负面舆情

互联网企业 网络社群 民间机构 网民个体 社会化网络结构 舆情事件 网络技术 传播信息 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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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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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并导致缺乏后期形式预判。治理技术发展滞后，

且技术资源亟待整合。首发的网络信息具有显著的负

面倾向，增加事件的治理紧迫性。法律法规更新滞后、

惩戒不力以及社会普法不到位也形成障碍。

突破OPP后各个行动者获得相应利益。作为核心

行动者的政府能够高度警觉舆情首发信息的负面倾

向，适时而动。互联网企业将及时准确地反应舆情信

息，通过向政府反馈重要情报，与政府形成舆情治理合

力。网络社群的社群成员素质不断提高，理性参与舆

情讨论。民间机构能够政社分离，切实履行权利义务，

内部监管体系不断完善，通过扎根于社会基层，提高社

会事务处理效率。网民个人合理管理情绪，减少消极

情绪的无序宣泄，同时增强网络责任感并主导承担起

维护网络环境的责任。社会化网络结构上，话语权分

配得当，此外舆情极端性得以抑制，舆情良性发展。对

于舆情事件，及时准确总结前期经验和预判后期形式

是所求利益。重视治理技术的研发，整合现有技术资

源。信息质量提升，正能量信息主导。法律体系逐步

健全，法律惩戒力度加强，重视社会普法教育。

终结性事件舆情治理通过问题界定与利益转化，

行动者间的矛盾得以解决，具备形成网络的基础，具体

见图5。
（2）终结性事件的舆情治理网络形成

终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中，人类行动者的预

防反思是关键，一方面，预防舆情中的负面倾向受大规

模高度极化激化爆发危机；另一方面，总结前期经验为

后期治理做准备。公共管理部门是公共危机的承担

者，作为核心行动者的政府引领主要行动者进行预防

反思，并受主要行动者的辅助。主要行动者在核心行

动者的引领下，联合发挥影响。非人类行动者受人类

行动者的引导，联合辅助人类行动者的预防反思工

作。在终结性事件舆情治理的网络中，行动者间协同

促进高效舆情治理的共同目标的实现。

4.2 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策略

Haes等[30]提出“结构-过程-关系”的政策过程分析

框架，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提炼了“价值-情境-结构”

三个核心概念[31]作为审视舆情治理的独特视角。对于

社会热点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价值”指促使行动者

实现各自利益和共同目标，是行动者协同治理的前提

基础；“情境”指治理过程内嵌其中的事件发展背景，是

调整治理措施的依据；“结构”是行动者间的互动关

系。“价值-情境-结构”分析框架有助于剖析两组网络

图5 终结性事件舆情治理的问题界定与利益转化

行动者

障
碍

政府

OPP强制通行点

利
益

终结阶段的社会热点事件，舆情信息存在负面倾向，在大规模高度极化传播中不断深化巩固，最终爆发高度负面舆情

互联网企业 网络社群 民间机构 网民个体 社会化网络结构 舆情事件 网络技术 传播信息 法律法规

1.对首发

者监管不

力；

2.对信息

倾向敏感

度不足；

3.现有问

题改正困

难

1.对首发
信息反应
迟钝；
2.尚未与
政府形成
合力；
3. 平 台
整改不足

1.素质参
差不齐；
2.言论极
端化；
3.舆情导
控阻碍大

1.行政化
倾向；
2.监管体
系漏洞

1.话语权
垄断；
2.舆情高
度极端

1.前期经
验总结不
足；
2.后期形
势预判缺
乏

1.治理技
术落后；
2.技术治
理尚未形
成合力

1.显著负
面倾向；
2.传播信
息质量低

1.法律更
新滞后；
2.惩戒力
度不足；
3.社会普
法不到位

1.法律体
系逐步健
全；
2.法律惩
式力度加
强；
3.重视法
律宣传

1.正能量
信息传播；
2.信息质
量提高

1.重视治
理技术研
发；
2.整合现
有技术

1.前期经
验总结及
时准确；
2.后期形
成预判及
时高效

1.防止话
语垄断；
2.抑制情
绪极端

1.管理情
结；
2.网络责
任感增
强；
2.主动维
护网络环
境

1.政社分
离，切实
履行权力
义力；
2.监管体
系不断完
善

1.成员素
质提高；
2.理性参
与舆情讨
论；
3.网络社
群的导控
力度加强

1.对首发
信息反
应及时
准确；
2.参与舆
情协同
治理；
3.平台存
在问题
整改

1.对首发
者高度
警觉；
2.警惕信
息负面
倾向；
3.加快改
正存在
问题

1.负面情
绪宣泄；
2.视线转
换过快；
3.反思意
识薄弱

理论探讨

41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情报资料工作 2021年11月 第42卷 第6期

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归纳出图6所示的社会热点事件网

络舆情的治理策略。

4.2.1 价值认同策略

价值认同策略对应图 6中①问题界定与利益转

化。舆情治理的关键在于能够“构建参与者共同的价

值认同”[32]。行动者间的价值认同体现在网络构建中的

问题界定和利益转化环节，在共同目标实现前行动者

存在各自的障碍，OPP是主要“绊脚石”。发展性事件

在技术先进的互联网环境下，热点事件舆情在发展阶

段，偏题图文信息将引发高度负面舆情；终结阶段的社

会热点事件，舆情信息存在负面倾向，在大规模高度极

化传播中不断深化巩固，最终爆发高度负面舆情。核

心行动者身负引导行动者解决OPP，将障碍转化为利

益的责任，通过保证各个行动者能够实现各自的利益，

达成价值认同，形成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

4.2.2 精准治理策略

精准治理策略对应图6中②。精准治理是一个内

涵丰富的概念，行动者的有效互动都是精准治理。对

图6 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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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性事件而言，事件存在反转潜力，需要进行全天候

的实时监控预警，通过分析传播信息制定治理报告，依

据报告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主要行动者和法律法规

在政府引导下，联合进行辅助治理。对于终结性事件

来说，公众的关注点发生转移，但仍需预防舆情的负面

倾向受大规模高度极化传播的激发，重新爆发舆情危

机，同时反思治理全程中的不足并总结经验，为新一轮

的舆情治理做准备。此时政府警惕舆情倾向，着力降

低传播者规模和极化度，其他行动者发挥预防反思的

辅助作用。

4.2.3 主体互动策略

（1）联合治理策略。联合治理策略对应图6中③。

联合治理策略发生在同一类的行动者间，要求发挥作

用的行动者间处于平等地位。发展性事件的主要行动

者联合一致辅助政府进行舆情治理。终结性事件中，

主要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分别采取联合策略。主要行

动者是预防反思的重点对象，相联合辅助政府警惕舆

情负面倾向。非人行动者需要在受人类行动者的完善

影响后，进而联合起来辅助政府进行预防反思。联合

治理策略有利于行动者间形成治理合力，提高舆情治

理的效率。

（2）引导辅助策略。引导辅助策略对应图6中④。

引导辅助策略发生在两类行动者间，是一对反向作用

概念，引导主体是核心行动者的政府，而辅助主体是主

要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在发展性事件中，政府引导

主要行动者为高效舆情治理的共同目标努力，主要行

动者联合一致施加影响，辅助政府发挥高效舆情治理

作用。在终结性事件中，核心行动者与主要行动者、非

人行动者间均采取引导辅助策略，政府为主要行动者

提供舆情治理方向，引导人类行动者参与到预防反思

活动中，为非人行动者提供资源以完善提高自己，而主

要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反过来辅助政府的舆情治理工

作，通过引导辅助策略形成合理的治理体系。

（3）监测反馈策略。监测反馈策略对应图6中⑤，

包括监测、运用、分析、反馈四类互动。监测反馈策略

发生在核心行动者与舆情事件、网络技术与传播信息

三类非人行动者间。政府设立舆情监测预警部门，并

培养信息分析反馈团队，监测事件的时间属性、主题贴

近度与首发者，运用监测预警技术和信息分析反馈技

术，分析首发意见领袖信息、舆情信息的内容和形式特

征，将分析数据加以整合后反馈给政府制定舆情报告，

以便确定下一步的舆情治理方向。舆情治理中法律法

规的约束贯穿始终，通过监测反馈策略，治理主体对舆

情的掌控能力提升，降低舆情危机的产生概率。

5 结语

本文以舆情治理对策为研究目标，负面舆情为治

理对象，舆情负面倾向为切入点，依照行动者网络理论

的网络构建步骤，梳理相关行动者并论述行动者间的

关系，按照 fsQCA的分析步骤，选取32个典型案例，以

“八爪鱼”抓取相关数据，设计热点事件舆情治理的研

究变量框架，结合案例数据完成编码，通过 fsQCA分析

揭示舆情负面倾向的引发路径，界定两个OPP，在此基

础上综合兴趣激发、招募成员和动员步骤形成社会热

点事件舆情治理网络，并从“价值-情境-结构”维度提

出舆情治理策略，为热点事件网络舆情的精准预判和

科学施政提供指导，对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推动国家治

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首先有限的

行动者导致网络构建存在不足，其次典型路径提炼导

致对其余路径价值的忽视，后续研究将考虑网络伦理

道德文化等柔性约束，同时更为全面地分析变量组合，

以期提出更为高效的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情治理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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