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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务微博在突发事件舆情应对与引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据突发事件情境下政务微博的发布

特征，沿着维度选择、指标设计、标签构建、角色评估的思路，提出了突发事件情境下政务微博发布

者的角色评估模型。从时间、内容、规模和影响这四个维度设计了多个评估指标并提出相应的计算方

法，设定指标分界值，构建指标的角色特征标签，评估政务微博发布者的角色。结合埃博拉病毒疫情、

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和山东疫苗案这三个突发事件案例对具体情境下的政务微博发布者进行了角色评

估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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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ment microblogg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ormation release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in emergencies. 
According to the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 microblogging in emergency situation, the role evaluation model of government 
micro-bloggers in emergencies is proposed based on dimension selection, index design, tag construction and role evaluation. 
Several indices were designed as well as their calculation methods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ime, content, scale and impact. 
By setting cutoff values of indices, feature labels were constructed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government micro-bloggers. In the case 
studies, the role evaluation was performed on three different emergency events, i.e. the Ebola outbreak, MERS and the Shandong 
Vaccine case and the experiment result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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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7 年，我国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 将“突发事件”定义为：突

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

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

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1]。同

时，法规明确规定政府机构要及时高效地发布

有关危机事件的相关信息。2013 年 10 月，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

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

提出“各地区各部门应积极探索利用政务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及时发布各类权威政务信息，

尤其是涉及公众重大关切的公共事件和政策法

规方面的信息”[2]。2018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提出“要把政务新媒体作为突发公共事件信息

发布和政务舆情回应、引导的重要平台，提高

响应速度，及时公布真相、表明态度、辟除谣

言，并根据事态发展和处置情况发布动态信息，

注重发挥专家解读作用”[3]。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近年来

突发事件频发，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不仅会对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和危害，

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同时会迅速在以微博为

主的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引发大量网民参与讨

论，使得舆论话题得到极大的扩散和传播，形

成网络舆情热点，甚至加剧群众恐慌和秩序混

乱。在此情境下，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主体，除

了需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和管理工作，还应时刻关注突发事件的网络

舆情发展状况，及时适时发布权威信息，合理

设置议程，回应公众知情诉求，以发挥舆论引

导作用。

微博目前仍是国内最大的政务新媒体平台，

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中心的数据报告显示，截

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经过微博平台认证的政

务微博已突破 17.58 万 [4]，涵盖政府、公安司法、

检察、交通、医疗卫生、工商税务、教育、旅游、

团委等不同垂直领域的相关部门。政务微博在

促进政府信息公开与信息发布、公众服务与沟

通互动、塑造政府形象和增强政府公信力等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而对政务微博这一新媒体工

具的运用水平也体现了“互联网 +”时代政府

创新社会治理的能力。突发事件背景下的舆论

管控与引导是政务部门社会治理职能的一个重

要方面，对政务微博账号主体进行角色评估，

不仅有助于评估政务微博在突发事件中扮演的

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对政务部门社会治理能

力进行初步的检验，更能基于评估结果为政务

部门舆论工作的改进与完善提供依据和路径。

本研究考察政务微博在突发事件情境下

的差异化表现，从时间、内容、规模、影响

这四个维度对政务微博发布者进行角色评估，

针对各维度设计相应的量化指标，根据指标

的意义和特征设置分界值，提出角色标签，

并据此刻画和评估发布者角色，构建突发事

件情境下政务微博发布者的角色评估模型。

最后结合具体突发事件案例进行实验分析，

探讨角色评估结果及其合理性。本研究可以

为政府管理部门评估政务微博实践应用水平

与效果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促进相关部门

更好地运用政务微博，从而在突发事件应对

与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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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研究

1.1　突发事件情境下政务微博的相关研究

政务微博是政府部门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开

展创新社会管理、行政管理等工作的重要方式

之一，具有政治和媒体的双重属性，也是“互

联网 + 政务”新形态的体现。广义上的政务微

博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

机构设立的、代表机构发言和形象的官方认证

微博；一类是政府官员或工作人员以个人工作

形象围绕公共事务而设的个人认证微博 [5]。突

发事件下的政务微博研究中的对象一般为官方

机构微博。与国内的政务微博相对应，国外的

相关概念包括政府社交媒体、社会化政务等。

政府部门通过在 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上开通官方

账号作为发布官方信息、沟通互动民意和提供

公共服务的平台和渠道，也是对现有电子政务

的有益补充 [6]。Medaglia[7] 将政府社交媒体研究

划分为六个重点类别 : 环境、用户特征、用户

行为、平台属性、管理和效果，其中研究最多

的类别是政府对社交媒体的管理，包括政府部

门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政策和策略、社交媒体的

使用现状等。区别于传统媒体的广播式发布，

社交媒体的即时便捷性和双向互动性，更有利

于政府建立和加强公共关系，促进公民参与，

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与满意度 [8]。在移动

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政务微博日益成为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重要平台，受到多领域学

者的广泛关注，研究者们从社会学、传播学、

管理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和不同层面对议题进行

了探讨。

在危机与风险管理方面，研究者通过深度

访谈和讨论，总结出政务微博在危机管理中具

有危机预警、信息发布与应急服务、政民互动、

部门联动等作用。但在管理体制机制、内容审

核流程、管理人员能力、信息账号安全与政府

间协同沟通等方面存在不足有待改进 [9]。在极

端天气和社会骚乱等突发事件中，英国地方政

府充分运用 Twitter 作为风险传播工具，及时向

公众发布风险信息并进行有效地风险沟通和管

理，缓解危机状态的同时增强了人们对政府机

构的信心 [10]。风险化社会中，政务微博在塑造

政府形象 [11]、维护社会稳定 [12] 等方面也发挥着

重要作用。而对美国各地政府官员的调查数据

显示，社交媒体的使用程度越高，其对自身危

机局势控制能力和应对力度的评价越高 [13]。

不少研究者以突发事件为案例，对相关政

务微博在舆情应对中的信息发布、沟通互动、

舆论引导等方面的表现进行描述和评价，并提

出增强政务微博应对能力的策略建议。以北京

“7·21”暴雨为例，孙帅 [14] 从时间、内容、交

互三个方面对政务微博“北京发布”的发文响

应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陈鹤等 [15] 通过城市自

来水污染事件中兰州政府官方微博和市民微博

内容的对比，考察评价政务微博的舆情应对能

力。以 2016 年武汉暴雨为例，陈璟浩 [16] 运用

内容分析法对比了武汉三个典型政务微博的信

息发布的趋势、内容、特点和议题设置效果，

对政务微博的舆论引导能力进行分析研判。随

着政务微博矩阵与圈群网络的形成与发展，突

发事件舆情应对与危机处理中政务微博的集群

协同 [17] 和圈群联动 [18] 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

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情感与主题分析对突发事件

舆情进行研判，线上与线下的联动信息发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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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反馈分析 [19]，提升信息发布与舆情应对能

力。还有学者在探索政务微博信息发布模式和

信息传播规律的基础上，为建立科学稳健的信

息发布机制、舆论引导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提

出了有效建议。这方面的研究多以个案为例，

在针对性描述分析一个或多个相关政务微博反

应表现的基础上进行政务微博的评价和建议，

缺乏较强的普适性和通用性。

1.2　政务微博评价相关研究

国内有不少研究者从影响力、交互度 [20]、

满意度 [21]、信息质量 [22]、服务质量 [23]、运营绩

效 [24-25]、传播与交互效果 [26] 等不同角度对政务

微博进行评价研究。任福兵 [27] 依据政务微博特

点，结合定性与定量指标，运用德尔菲法设定

指标权重，构建了政务微博影响力的三级评价

指标体系。在选取评价指标的基础上，研究者

分别引入 h 指数 [28]、p 指数 [29] 等定量评价政务

微博影响力。根据用户和用户行为可以将政务

微博的影响力划分为关注度、活跃度、互动性

和整合力等方面，通过对各方面指标的因子分

析和聚类分析将影响力水平划分为强度领先型、

综合中等型、综合落后型、均衡发展型和综合

领先型 [30]。研究者们在探究相关影响因素的基

础上，选取不同维度的指标特征，构建评价指

标体系，评价政务微博在多方面的表现和能力，

这些指标能够反映政务微博的发展现状，但评

价结果多以单一指标得分或指数表示，不能较

全面地体现不同政务微博的表现特点，难以通

过评价针对性提出优势或不足，同时对于政务

微博在突发事件情境下表现的定量评估分析和

探讨目前还缺乏较深入的研究。

1.3　社交媒体用户角色研究

基于社交媒体的角色研究主要包括基于社

交网络结构和基于用户行为特征的用户角色识

别与分类。基于社交网络结构的研究将用户看

作社交网络中的节点，用户的交互行为关系形

成用户节点之间的连接，进而形成复杂的网络

结构。节点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和连接体现了

用户的属性特征，在不同的网络结构和节点关

系中，各个节点发挥着不同的角色作用。研究

多以社会网络、复杂网络等理论为指导，采用

社会网络分析、社团分析等方法，通过判断节

点的重要性、影响力等属性，识别和剖析社交

网络中的用户角色和特点 [31]。基于用户特征的

研究抽取网络社区用户特征量化为指标，通过

数据挖掘等方法分析不同用户的指标数据差异

和特点，识别用户角色。根据角色对象是否明

确，研究可以分为明确角色识别和非明确角色

识别 [32]。明确角色可以理解为有预定定义的角

色，如意见领袖、领先用户、专家等。根据创

新社区用户的创新参与强度、广度和深度以及

对社区的认可度与社交关联度的差异，可以将

用户角色分类发烧友型用户、积极参与型用户、

需求型用户 [33]。原欣伟等 [34] 将用户特征的运用

随机森林进行分类，以实现创新社区中的领先

用户与非领先用户的区分。这些研究为用户特

征指标的选取和分类识别方法设计提供了依据，

但研究所提出的角色类型粒度较大，对角色的

类型特点挖掘不够深入，尚未形成较完整的角

色体系。

关于政务微博的角色研究主要体现在政府

在突发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上，基于定位

理论可以将突发事件下的政务微博的目标角色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9.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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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信息提供者、社会协作调动者、生活内

容关心者、政府形象维护者、社会稳定的协调

者 [35]。还有研究者提出速递者、引导者和监督

者的政务微博差异化角色建设 [36]。此类研究从

宏观的管理角度探讨了政务微博的目标角色建

设，但对具体情境下政务微博所表现的角色探

究不深，尚未建立较为全面的角色体系。

2　政务微博发布者角色评估模型   
      的构建

本文遵循维度选择、指标设计、标签构建、

角色评估的逻辑思路，提出突发事件情境下政

务微博角色评估模型。政务微博发布者这一研

究对象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用户，同时本文的

角色评估是面向突发事件这一特定情境的，这

些都应在维度选择、指标设计和标签构建时得

以体现。因此，本研究基于时间、内容、规模

和影响这四个维度设计了政务微博发布者角色

评估的具体指标并予以量化。其中时间维度指

标包括首次发文时间和全部发文时间跨度，内

容维度指标包括原创性、主题突出度和主题类

别，规模维度指标为发文总数，影响维度指标

为总转评赞数。评估指标体系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政务微博发布者角色评估指标体系框架图

2.1　指标含义与计算方法

2.1.1　时间维度

（1）首发时间

首发时间即首次发文时间，或称第一响应

时间，指政务微博发布者在突发事件生命周期

内第一条相关微博的发布时间，一般以日期为

最小时间测算单位，也可以理解为首发日期。

在紧急事件或强调反应时间等情况下，还可能

以小时为单位进行衡量。首发时间越早，说明

该政务微博对突发事件的信息掌握越及时，并

且能够在接收到相关信息后的短时间内迅速给

出反馈，而反应速度越快也正说明该发布者对

突发事件信息的敏锐性越高，反应力越强。

首发时间的数据类型一般为日期型，这是

一种绝对的时间表征，不利于进行量化分析。

本研究结合突发事件的发展特点，借鉴生命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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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理论，从计算层面定义以突发事件舆情生命

周期阶段为标度的首发时间指标，即首次发文

时间所处舆情传播生命周期阶段，可称为首发

阶段，将时间类型数据转换为枚举类型进行分

析。依据已有学者的生命周期研究成果，将突

发事件舆情传播生命周期划分为五个阶段，包

括起始期、爆发期、蔓延期、衰退期和稳定期 [37]。

（2）时间跨度

时间跨度指该政务微博发布者所有与事件

相关的微博中第一条至最后一条之间相隔的时

间段长度，一般以天数为单位，反映了发布者

对事件发展关注的跟进和持续性。

与首发时间类似，研究从生命周期的角度

出发，在指标计算上，将时间跨度定义为政务

微博发布者的首次发文时间与末次发文时间所

跨越的生命周期阶段数。

2.1.2　内容维度

（1）原创性

发布者的原创性可以理解为原创水平，通

过原创率来衡量。原创率指该政务微博发布者

在突发事件情境下发布的所有相关微博中原创

微博所占比例，取值区间为 [0,1]。其中，微博

条目的原创性依据该条微博是否包含转发内容

来判断。在数据处理中，若该微博条目的采集

字段的转发内容不为空，则该微博为转发微博。

原创率一方面体现了政务微博的原创内容生产

力；另一方面也间接反映出该发布者对事件的

关注程度。

（2）话题突出度

话题突出度衡量的是政务微博所发布的事

件相关微博内容所体现的话题集中性，是发布

内容话题分布整体特征的直接反映。话题突出

度越大，说明微博的话题越明显，发布者的关

注点越突出，相反地，突出度小可以理解为发

布者在多个话题上的关注较为平均和分散。

研究借助 LDA 主题模型中的文档 - 话题的

概率分布矩阵计算话题突出度。文档 - 话题矩

阵中，为第 i 个话题在第 j 篇文档中的分布概率，

则第 j 篇文档的话题突出度为该篇文档的话题

分布概率的方差，即其中 n 为话题数，为话题

分布概率的均值。

（3）主题类别

微博内容的主题反映了政务微博发布者在

突发事件中的关注点。研究发现，不同的利益

相关者在社交媒体中对突发事件的关注点有所

不同 [38]。出于对政务微博发布者关注主题领域

的探究，本文用主题类别这一指标来分析政务

微博发布者在突发事件中的关注内容特征。

本文运用 LDAvis 工具 [39] 对微博内容进行

话题的抽取和话题分布的可视化展示。通过对

关键话题词的概括得到话题主旨，结合话题的

含义与话题间的分布距离，将所有话题划分为

若干个主题类别。由此，每个主题类别包含若

干个话题。针对某一政务微博发布者的微博文

档，根据文档 - 话题概率分布矩阵，对于每个

主题类别，将其中包含的所有话题的分布概率

相加，得到的概率之和就是该篇文档中该主题

类别的分布概率。如此，每个主题类别都有其

对应的分布概率，将其中分布概率最大的主题

类别作为该政务微博发布者在该突发事件中关

注的主题类别。

2.1.3　规模维度

规模维度的指标主要是发文数量，即政务

微博在突发事件生命周期内发布的所有相关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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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的总数，体现了政务微博对事件的关注度，

也是政务微博内容生产能力和活跃度的重要指

标。一般来说，发文数量越高的政务微博对事

件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越高。

2.1.4　影响维度

影响维度用总转评赞数来衡量，它是指

政务微博发布者所发全部相关微博的被转发、

评论、点赞的次数之和。政务微博发布者在

突发事件中的影响可以理解为其所发布的政

务微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起的有效反馈，

易于获取和计量的反馈形式主要包括被转发

数、被评论数和被点赞数。目前关于微博用

户的影响力评价研究基本都会关注这三个方

面的指标。研究认为，转评赞数一定程度上

可以作为该微博条目内容的影响指征。政务

微博发布者的总转评赞数越高，则其在该事

件下的影响程度越大。

2.2　标签构建

2.2.1　时间维度

（1）基于首发时间的角色标签

首次发文时间点处于起始期政务微博发布

者称为事件的敏锐反应者，处于爆发期的发布

者称为正常反应者，处于蔓延期的发布者称为

跟随反应者，处于衰退期或稳定期的发布者称

为滞后反应者，标签设置如表 1 所示。

表 1  基于微博首发时间的角色标签设置

首发时间阶段 起始期 爆发期 蔓延期 衰退期或稳定期

标签名称 敏锐反应者 正常反应者 跟随反应者 滞后反应者

（2）基于时间跨度的角色标签

从持续性角度来看，所发微博的时间跨度不

少于三个生命周期阶段的发布者在较长的时间段

内都对相关事件做出了响应，可以称之为持续关

注者，时间跨度为两个生命周期阶段的发布者可

称之为阶段关注者，将仅在一个生命周期阶段内

发布了微博的发布者称为短暂关注者。设发文所

跨阶段数为 D，标签设置如表 2 所示。

表 2  基于微博时间跨度的角色标签设置

时间跨度阶段
数D D>2 D=2 D=1

标签名称 持续关注者 阶段关注者 短暂关注者

2.2.2　内容维度

（1）基于原创性的角色标签

从内容的原创性考虑，按照原创率的高低，

将政务微博发布者分为原创者、综合者和转发

者。设原创率为 G，显然，原创率 G ∈ [0,1]，

G 的最大值为 1，即全部内容的发布形式皆为

原创，此类发布者称为原创者；G 的最小值为

0，即所发布内容都是转发形式，此类发布者主

要发挥了转发传播的作用，可以称其为转发者；

原创率介于 0 到 1 之间的发布者既发布原创形

式内容，也转发传播其他发布者的内容，可称

为综合者，标签设置如表 3 所示。

表 3  基于原创率的角色标签设置

原创率G G=1 G∈(0,1) G=0

标签名称 原创者 综合传播者 转发者

（2）基于话题突出度的角色标签

根据话题突出度这一指标，可将政务微博

发布者划分为话题突出者、话题较突出者和话

题分散者。设话题突出度为 V，显然 V>0，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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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由于各话题在文档上分布概率介于 0 和 1 之

间，经推导可知 V ∈ (0,(n–1)/n2)，其中 n 是进

行 LDA 话题分析时设定的话题数。以所有政务

微博发布者话题突出度最小值 Vmin 和最大值 Vmax

为左右端点形成区间，将区间三等分，即低区

[Vmin,Vmin+(Vmax–Vmin)/3]， 中 区 [Vmin+(Vmax–Vmin)/3, 

Vmin+2(Vmax–Vmin)/3] 和 高 区 (Vmin+2(Vmax–Vmin)/3, 

Vmax)，对应各区发布者分别称为话题分散者、话

题较突出者和话题突出者，标签设置如表 4所示。

表 4  基于话题突出度的角色标签设置

话题突出度V V∈高区 V∈中区 V∈低区

标签名称 话题突出者 话题较突出者 话题分散者

（3）主题类别标签

主题类别反映了政务微博面对突发事件时

的关注点，与具体的突发事件有较强的关联性。

考虑到与事件相关的微博主题具有多样性的特

点，本文将对这些识别出的主题进行归纳，生

成若干主题类别，并将其作为角色标签。

2.2.3　规模维度

与话题突出度的指标值分区方法类似，设

发文数为 S，将各发布者的发文数最大值 Smax 和

最小值 Smin 形成的区间等分为长度相同的三个

子区间，则三个子区间依次为低区 [Smin,Smin+(S-

max–Smin)/3]， 中 区 [Smin+(Smax–Smin)/3, Smin+2(Smax–

Smin)/3] 和高区 (Smin+2(Smax–Smin)/3, Smax)。各区发

布者对应的角色标签为少量参与者、一般参与

者和积极参与者，标签设置如表 5 所示。

表 5  基于发文规模的角色标签设置

发文数量S S∈高区 S∈中区 S∈低区

标签名称 积极参与者 一般参与者 少量参与者

2.2.4　影响维度

指标值区间划分和标签设置方法同上。设

总转评赞数为 E，将高区对应的发布者称为高

影响者，中区对应发布者称为一般影响者，低

区发布者称为低影响者，标签设置如表 6 所示。

表 6  基于影响的角色标签设置

总转评赞数E E∈高区 E∈中区 E∈低区

标签名称 高影响者 一般影响者 低影响者

2.3　角色评估

将政务微博发布者在突发事件下的响应情

况对应到各个维度，对表现特征进行指标量化，

可获得不同维度下有具体含义的角色标签。对

这些标签加以组合，可进一步提炼出有代表性

的角色特征，据此对发布者进行多维度的特征

描述和角色评估。理论上来讲，根据指标设计

和标签划分，可以得到（其中 n 为指标个数，

为指标对应的标签数）。然而实际情况中，部

分角色类别是不合理或不存在的。若对应角色

类别的发布者数量太少，则角色缺乏典型性；

若标签组合没有突出特征或实际意义，对应角

色则缺乏评估的价值。此外，有时人们仅关心

政务微博发布者应对突发事件的局部响应特征。

因此，可以选择有代表性的指标组合，结合不

同角色类别下发布者数量分布特征，构建出具

有直观性和典型性的角色类别。以影响维度和

规模维度的指标特征组合为例，具有不同标签

特征的角色如表 7 所示。

表 7  基于标签组合的角色评估

积极活跃者 少量参与者

高影响者 主导型 意见领袖型

低影响者 高产低效型 大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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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 2014 年埃博拉病毒疫情事件、

2015 年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事件和 2016 年山

东疫苗案事件为研究案例，分别抓取各突发事

件舆情传播生命周期内新浪微博平台上事件相

关微博数据，并通过相关规则进一步筛选出政

务微博发布者及其发布内容数据，对相应文本

内容和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对各案例事件中政

务微博发布者所表现的角色进行评估。

3.1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运用微博爬虫工具采集事件相应时间段内新

浪微博平台上案例事件相关微博条目信息以及微

博发布者信息，采集的微博数据字段包括发布者

名称、微博发布时间、微博文本内容、转发数、

评论数、点赞数以及发布者微博认证信息与行业

类别信息。通过发布者名认证信息及行业类别的

限定以及发布者名称的关键词匹配等方法，将政

务微博数据从全部微博数据集中筛选出来作为实

验分析对象。其中，微博认证官方设置的政府行

业类别主要包括外宣、卫生计生、公安、司法检

察、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基层组织等。

埃博拉病毒疫情事件微博数据采集时间段

为 2014 年 2 月 1 日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经

数据清洗后的全部相关微博数据共 246544 条，

其中政务微博条目共 6814 条，政务微博发布者

共 2098 位；中东呼吸综合征事件微博数据采集

时间段为 2015 年 5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数据清洗后的全部相关微博数据共 210744

条，其中政务微博条目共 2850 条，政务微博

发布者共 1529 位；山东疫苗事件相关微博数

据采集时间段为 2016 年 3 月 18 日至 2016 年 4

月 15 日，经数据清洗后的全部相关微博数据共

28790 条，其中政务微博条目共 1255 条，政务

微博发布者共 854 位。

3.2　数据处理

对于数值型指标的处理，主要通过数据透

视等统计分析方法。对于文本内容的处理，运

用基于相关性的 LDA 话题模型进行话题抽取和

分析。首先按发布者对其所有微博内容进行聚

合，一个发布者对应一篇文档。对分好词的文

档进行话题抽取和结果的可视化展示，结合困

惑度和话题在二维空间上的分布确定话题数，

保证话题较好的独立性。根据已有研究，设置

相关性参数 λ 为 0.6[39]，增强话题的可读性。

依据前 30 个最能体现话题的关键话题词，概括

出各话题的含义。以话题的含义为主，结合话

题在二维空间上的分布情况，对主题类别进行

划分。分析得到埃博拉病毒疫情、中东呼吸综

合征和山东疫苗案的主题类别如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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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突发事件主题类别划分

事件 埃博拉病毒疫情 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 山东疫苗案

主题类别

科普预防知识 科普预防知识 疫苗科普知识

国内防控措施 国内首发事件 首发事件

国际疫情应对 国内防控措施 案件动态

疫情发展影响 医护救治新闻 各地疾控措施

辟谣信息 韩国疫情发展与影响 社会反映

热点新闻综合 防诈骗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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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结果分析

3.3.1　角色标签集

经过指标计算和标签构建，可以得到

各事件下政务微博发布者的角色标签集，

中 东 呼 吸 综 合 征 事 件 的 发 布 者 角 色 标 签

集 如 表 9 所 示。 其 中， 发 布 主 体 是 指 政

务 微 博 发 布 者 所 对 应 的 政 府 相 关 部 门 或

机构。

表 9　中东呼吸综合征事件下政务微博发布者的角色标签集（部分）

发布者用户名 发布主体 规模维度 影响维度 时间维度 内容维度

北京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北京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少量参
与者 高影响者 敏锐反

应者
持续关
注者

综合传
播者

主题分
散者

韩国疫情发展
与影响

江宁公安在线 南京市公安局江
宁分局

少量参
与者 高影响者 正常反

应者
阶段关
注者 转发者 主题较突

出者
韩国疫情发展

与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积极参
与者 高影响者 正常反

应者
持续关
注者

综合传
播者

主题分
散者 医护治疗

中科院之声 中国科学院 少量参
与者

一般影
响者

正常反
应者

持续关
注者

综合传
播者

主题分
散者 科普知识

宜昌市第一人民
医院

宜昌市第一人民
医院

积极参
与者 低影响者 正常反

应者
阶段关
注者

综合传
播者

主题较突
出者 医护治疗

鞍山市外事侨务
办公室

鞍山市外事侨务
办公室

积极参
与者 低影响者 跟随反

应者
持续关
注者 原创者 主题突

出者
韩国疫情发展

与影响

汕头市政府应
急办

汕头市政府应急
管理办公室

一般参
与者 低影响者 敏锐反

应者
持续关
注者

综合传
播者

主题分
散者

韩国疫情发展
与影响

厦门疾控 厦门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一般参
与者 低影响者 敏锐反

应者
持续关
注者 原创者 主题分

散者 国内防控措施

3.3.2　角色评估分析

（1）不同突发事件下政务微博发布者的角

色分布

在不同的突发事件中，根据不同维度特

征标签的组合，可以从不同侧面对政务微

博发布者的角色进行评估分析。以二维特

征的组合为例，埃博拉病毒疫情事件、中

东呼吸综合征事件和山东疫苗案事件下政

务微博发布者的角色分布分别如图 2、图 3

和图 4 所示。由图可知，突发事件情境下

政务微博发布者的角色具有很强的集中性，

大部分发布者属于发文量少且影响小的大

众型角色，仅有少数发布者能做到既积极

参与，又产生高度影响（在埃博拉事件中

这种角色不存在）。

图 2  埃博拉病毒疫情事件情境下政务微博的角色分布

在埃博拉病毒疫情事件中，意见领袖型发

布者有“江宁公安在线”（南京市公安局江宁

分局官方微博）和“联合国”（联合国官方微博）；

高产低效型发布者有“海淀区万寿路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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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官方

微博）、“北京 12320 在聆听”（北京市卫生

计生热线（12320）服务中心官方微博）和“甘

肃卫生 12320”（甘肃省 12320 公共卫生公益

电话咨询服务中心）。

图 3  中东呼吸综合征事件情境下政务微博的角色分布

在中东呼吸综合征事件中，主导型发布者

有“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官方微博）；

意见领袖型的发布者有“江宁公安在线”（南

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官方微博）和“北京市疾

病控制中心”（北京疾病控制中心官方微博）；

高产低效型发布者有“鞍山市外事侨务办公室”

（鞍山市外事办公室官方微博）和“宜昌市第

一人民医院”（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官

方微博）。

在山东疫苗案事件中，主导型发布者有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官方微博）；

意见领袖型发布者有“联合国”（联合国官

方微博）；高产低效型发布者有“山东淄博

博山法院”（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

官方微博）。

图 4  山东疫苗案事件情境下政务微博的角色分布

（2）不同突发事件下同一政务微博发布者

的角色变化

在不同突发事件情境下，同一政务微博发

布者的表现存在差异，根据表现特征其所属的

角色也有所不同。经统计分析发现，在三个突

发事件中都做出响应的政务微博发布者共计 80

位。选取其中三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政务微博

发布者，以二维特征组合展示其在不同突发事

件下的角色变化。

政务微博发布者“世界卫生组织”（世界

卫生组织官方微博）、“健康中国”（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官方微博）和“山东发布”（山

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在不同突

发事件情境下的角色如图 5、图 6 和图 7 所示。

由图可知，“世界卫生组织”在埃博拉病毒疫

情事件下微博发布量较小，影响也有限，表现

为大众型，而在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事

件和山东疫苗案事件下，微博发布量和影响力

都处于领先地位，表现为主导型。“健康中国”

和“山东发布”在三个突发事件下的角色具有

一定的稳定性，都表现为大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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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世界卫生组织 ” 在不同突发事件情境下的角色

图 6  “ 健康中国 ” 在不同突发事件情境下的角色

图 7  “ 山东发布 ” 在不同突发事件情境下的角色

4　结束语

政务微博是政府部门开展突发事件管理

与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平台。对政务微博发

布者应对突发事件时的表现进行及时、客观、

合理、有针对性的角色评估有助于政务微博

主体了解自身优势与不足之处，并采取必要

的措施进行调整。本文基于突发事件情境，

首先确定政务微博发布者角色评估的四个维

度，即时间、内容、规模与影响，并在各维

度下设计若干评价指标。时间维度包括首发

时间和时间跨度；内容维度包括原创性、话

题突出度和主题类别；规模维度对应发文数

量；影响维度对应总转赞评数。在时间维度

指标设计与计算时参考了突发事件生命周期

理论；在内容维度中，提出话题突出度和主

题类别这两种新的指标，分别体现政务微博发

布者在突发事件中关注点的集中程度和所发微

博的主题类别。话题突出度和主题类别两个指

标的设计与计算均基于相关性的 LDA 话题模

型。在指标标签化的基础之上，提出通过部分

指标标签的组合对突发事件情境下政务微博发

布者划分角色类别，进行角色评估。

以埃博拉病毒事件、中东呼吸综合征事件

和山东疫苗案事件为案例，运用提出的角色

评估框架，对不同政务微博发布者在不同突

发事件下的角色进行了评估，展示了突发事

件中政务微博发布者角色的分布。其研究发

现有助于政府部门更好地利用微博平台加强

突发事件管理，与公众进行沟通与交流，提

升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与水平，减少突发事件

带来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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