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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的内涵、影响与价值判断、成因及演化、支撑技术等方

面对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内容概括和分析。 研究发现：目前

关于网络舆情群体极化问题的研究框架基本明确，对网络舆情信息进行深度挖掘并量化评估

群体极化态势的研究已逐渐展开，但针对具体社会事件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的快速量化分析体

系与方法有待进一步拓展。 最后，提出了引入物理学中势场思想构建网络舆情群体极化量化

测评体系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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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新媒体生态大环境下，社会舆情通过不同的

渠道发酵、呈现、投射，进而演化成不同的结果，而
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主要力量，是社会舆情的一

个主要投射渠道，形成自我特性明显的网络舆情。
据 ＣＮＮＩＣ 测算，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６．３２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４６． ９％［１］，ＢＢＳ、ＱＱ 群、
ＭＳＮ、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微博等成为网民舆情表达的主要阵

地。 在网民的酝酿发酵下，舆情极易在网络中存在

极化趋势，积极向上的观点被群体极化有利于社会

正能量形成、促进文明进步，但非理性的观点被群

体极化后，就有可能导致现实社会群体极端事件的

发生，甚至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 因

此，近几年的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多次强调要

格外重视网络舆情中的群体极化现象并对其进行

良好的引导和控制。 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相关研究

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基于文献研究，本文

对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和分

析，以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拓展思路。

一、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研究概况
归纳起来，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网络舆情群体极化内涵研究

群体极化概念的萌芽可追溯到社会心理学家

詹姆斯·斯托纳在 ５０ 多年前发现的群体讨论时的

一种风险转移现象：在群体中进行讨论时，偏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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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往往会得到更多人的附和，使群体的整体观点靠

向更偏激的方向。 在此基础上，法国心理学家塞奇

·莫斯科维奇在其著作《群氓的时代》里对群体极

化现象的发生机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群体极

化的产生源于个体在群体中往往会形成一种窒息

自我的本能，乐于屈从于集体意志。［２］

现实社会的“群体极化”现象在迅猛发展的网

络空间中是否存在呢？ 答案是肯定的。 芝加哥大

学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在总结多个国家的实证

研究的基础上概括了在网络传播环境下的群体极

化现象：“网络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

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

的观点。” ［３］

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现象与现实社会中的舆情

群体极化现象有共同之处，但在网络舆情群体极化

过程中呈现出“言论偏激化” “群内同质化、群际异

质化”“虚实互动性”“时变性”等新特点。 网络空间

的虚拟性、匿名性让网民言论的自我约束力大大降

低，网络舆情群体极化过程往往伴随着更加激烈的

攻击（可能是网民相互攻击，这往往形成两极极化，
也可能网民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个对象或现象的攻

击，这往往形成单极极化），这与现实社会中群体极

化往往由“沉默的螺旋”导致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

现实社会，网民们可以更加容易地在网络空间中朝

着自己的既存偏好方向移动，以“群内同质化、群际

异质化”的特点聚集；［４］ 网络舆情虚实互动性非常

强，现实生活中的群体性事件在网络空间中发酵、
极化后，往往反过来又加速现实社会事件的极

化。［５］张志平通过交叉分析时间变量同网络舆情群

体极化现象间的关系发现“群体极化现象会随着时

间变化而发生显著变化” ［６］。
（二）网络舆情群体极化影响与价值判断研究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群体极化现象的社

会影响。［７⁃１０］一些学者深入分析了网络群体极化现

象的破坏作用，指出网络舆情群体极化极易引发媒

介审判、网络真实民意扭曲、政府形象贬损、社会公

信力下降等问题，威胁到网络的健康发展乃至现实

社会秩序的稳定。 一些学者在指出非理性网络舆

情群体极化负面破坏力极大的同时，也指出某些事

件的常态极化具有一些积极作用，网络群体的积极

意见得到极化后能够更快地反映到现实社会中，推

动舆论监督，促进法制社会进步，达到“多数人在多

元社会中受益”的效果。
（三）网络群体极化成因研究

在对网络舆论群体极化现象背后的根源探讨

方面，学者们主要基于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角

度，从社会环境、网络空间特点和信息传播规律几

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如，相喜伟等认为社会心理

失衡、伦理道德滑坡、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与自由性、
多元性与广泛性以及信息传播中沉默螺旋的消解

是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的重要成因［１１］；刘超认为，网
络群体极化现象是社会情绪宣泄的结果［１２］；陈宏斌

认为，网络空间的匿名性等特点非常容易激起人们

引人关注的心里倾向，使人类性格中极端的一面更

易呈现，形成群体极化现象。［１３］

（四）网络舆论群体极化动力机制研究

一部分学者在一般网络舆情演化模型基础上，
针对舆论群体极化的特点，通过建立群体极化的动

力模型分析网络群体极化的形成机理。 如，王根生

利用其建立的动力模型分析了不同的舆情热度、事
件透明度、网民理性度等对网络群体极化的动力机

制；［１４，１５］史波利用建立的动力机制模型分析了事件

驱动、网络过滤、群体协同、议程设置、网络监管和

网民素养等舆情极化动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的机理。［１６］

（五）网络舆情群体极化调控与引导研究

针对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的负面影响，学者们从

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调控与引导措施，包括健全法

律法规、提高政务信息透明度来营造良好的网络舆

论外部生态环境，加强网民教育以提升网民素养，
促进监管在网络中的“消融”作用，积极培养理性意

见领袖以强化正面引导等应对政策措施。［１０，１１，１６］

（六）网络舆情群体极化分析的支撑技术研究

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研究的关键支撑理论与技

术概括起来包括复杂网络演化理论、信息采集技

术、数据挖掘、文本理解、模拟仿真等，这些技术对

网络舆情群体极化分析的支撑主要体现在网络舆

情演化、网络舆情观点挖掘和意见领袖发现等方面。
１．网络舆情演化

网络舆情演化模型的研究中，国内一些学者基

于原始无标度模型及其修正模型进行舆情网络演

化模型建模与仿真，也有学者基于复杂系统动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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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中的元胞自动机原理构建迁移元胞自动机网

络演化模型。［１７⁃２０］国外也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网络舆

情演化的相关研究，如波兰学者 Ｓｏｂｋｏｗｉｃｚ 基于系统

动力学的观点构建了互联网中舆论演化的模型，仿
真结果表明 “争论是系统观点极化的决定性因

素” ［２１］。
２．舆情观点挖掘

观点挖掘是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研究最重要的

技术支撑之一，是当前科研人员研究的一个热点，
同时也是一个难点。 观点一般可划分为粗粒度（观
点为正、反、中立三种离散值）、中粒度（观点为从反

到正的连续值）、细粒度（对事物具体的描述性看法

和态度）三种粒度。 观点挖掘技术大致可分为单粒

度观点挖掘技术［２２⁃２７］ 和多粒度观点挖掘技术［２８⁃２９］。
另外，一些基于舆情观点挖掘算法实现的语料库和

观点识别系统（ＭＰＱＡ、ＷＳＡＭ、Ｓｅｎｔｉｆｉｅｒ，等）为舆情

网络的建立和群体极化分析提供了基本的工具

基础。
３．意见领袖发现

意见领袖是网络舆情传播中的关键影响角色

之一，往往成为网络舆情极化的推手。 因此，网络

意见领袖的识别算法是网络舆情极化分析的一个

重要基础，也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 目前学界

主要采用统计测量方法、数据挖掘方法、社会网络

分析方法等进行网络意见领袖的识别，关键技术在

于意见领袖筛选特征指标的构建和指标统计量的

抽取 。［３０⁃３３］

二、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研究现状评析
众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对网络舆情群体极

化相关问题展开的研究，逐渐建立起了网络舆情群

体极化问题的研究体系，一些学者定性探讨了网络

舆情群体极化现象的表现、根源、动力机制，阐述了

网络舆情对社会现象的监督作用，给出了一些政策

对策建议等调控措施，研究成果为相关部门更好地

应对社会危机事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部分网络

舆情群体极化理论、分析技术等研究成果已应用到

一些舆情系统中。 同时，网络舆情极化研究也面临

着一系列的挑战， 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研究。
１．目前，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研究集中在对极化

的表现形式、危害以及演化规律等问题的定性阐述

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网络舆情群体极化对策和建

议往往过于宏观和抽象，不太利于指导实践。
２．随着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各种智能掌上终

端的普及，社会事件的网络群体极化演化速度有越

来越快的趋势，这对面向网络舆情群体极化快速反

应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舆情群体极化快

速评估、应对体系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
３．在支撑技术层面上，虽然对网络环境下舆情

观点挖掘、意见领袖发现及其影响力评价方面已取

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具体社会事件网络舆情中的意

见领袖快速发现以及他们和普通网民的观点在具

体事件舆情极化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的定量分析或

仿真实验研究尚不多见。

三、基于场概念的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研

究的思考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未来研究中一个值得

关注的方向是：从定量化角度出发研究舆情群体极

化现象，找出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的可测度量，进一

步建立整体网络舆情群体极化度的量化计算和极

化趋势预测方法。 我们的研究思路是在网络舆情

观点挖掘的基础上，引入物理学中关于势场的思想

和数据场方法，建立观点势场概念体系，把舆情网

络看作一个包含若干节点的物理系统，其每个节点

具有一定观点势能，所有的节点观点势能构成一个

虚拟作用场，网络舆情群体极化就是场内的所有节

点观点势能相互作用的一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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