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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环境下网络舆情预警服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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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数据环境下的传统网络舆情预警服务已经滞后于当今舆情传播的速度，目前亟需对新环境下

的网络舆情预警服务加以分析，并寻找新的突破口。本文在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清博舆情为例对我

国舆情预警服务产品进行调研分析，认为大数据环境下，我国网络舆情预警服务存在治理体系不完善、

缺乏分析结果评判机制、检测技术落后等问题，并对此提出相应的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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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arly warning service under the big data environment has lagged behind the 
current speed of public opinion communication, so it is urgent to analyze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arly warning service 
under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find a new breakthrough point. Based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this paper takes Qingbo 
public opinion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public opinion early warning service products in China. It believes 
that under the big data environment, China's online public opinion early warning service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governance system, lack of analysis result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backward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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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大数据一直在向社会各个领域渗

透，成为创新的发动机和助力器，给我国的社

会、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带来重大变革性影响。

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04 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 64.5%，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

比例达 99.3%[1]。随之产生的规模巨大、结构形

式多样、价值密度低的海量数据，充斥着大量

网民对于事件的态度、看法、情绪，往往暗示

并推动着事件的发展动向。换言之，网络舆情

不同于社会舆情，具有多元、可控、突发、即时、

交互、极端化等多种突出特点，可以在社会中

发挥上情下达、辅助决策、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根据互联网发展形势的需要，应当把网上舆论

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2]。

尽管我国的网络舆情服务整体上正在向良

好局势发展，但大数据的特性为舆情预警服务

带来不少挑战。相较于传统舆情预警，大数据

环境下，数据的获取应当更加精确、科学、有度，

以降低舆情数据挖掘和信息发布的时间，缩短

中间流程，为及时进行舆论的引导管控争取宝

贵时间。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网络舆情研

究向大数据网络舆情研究的转变之中，研究如

何加强网络舆情预警服务也是整个社会亟待解

决的重要问题。

1　国内外网络舆情预警服务
研究进展

网络舆情预警服务，即通过对网络信息的

加工和处理探索出事件发生的特点和规律，并

利用这些特点和规律对事件做出针对性的分析

和预测，从而能够正确地处理危机、化解风险，

为后续的行动和决策提供支持 [3]。

关于网络舆情预警服务的研究，从内部来

看，主要集中在建立预警服务所依赖的指标体

系、运行机制、预测模型等方面；从外部来看，

则侧重于预警服务在现实中的实际应用。

1.1　国外研究现状

与我国不同，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大多偏

向于预警平台建设和预警服务关键技术算法的

优化等应用方面。

Di Liu 等 [4] 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网

络上的文本信息进行分词研究，将其应用于企

业舆情风险检测中。H.He[5] 基于灰色系统理论

和模糊神经网络构建了网络舆情预测模型，并

设计了训练算法对舆情进行仿真分析，该方法

能有效地提高预测的准确率，提高对网络舆情

的控制水平。Yankoski 等 [6] 研发了一个人工智

能预警系统，可以监控在线造谣、保护选举。

James 和 Michael[7] 采用 Rocchio 算法优化改进

了传统的话题跟踪得法模型。美国圣母大学的

研究人员 [8] 研发了在线抵御虚假信息的早期预

警系统。

关于理论方面的研究，Diana Zigraiova 等 [9]

使用BMA和MCMC采样器确定早期预警指标，

为评估系统性风险和预测系统事件制定了一个预

警框架。Dave Gelders 等 [10] 构建了综合媒体效

应的理论框架（IMFE），该框架考虑了文化和

结构背景在预警系统（EWS）领域的作用，为

EWS的概念化和政府开发应用程序提供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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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实际应用方面，国外已有不少出

色的网络舆情服务平台。如 Buzzlogic，其基于

数据分析技术，通过对博客进行高时效的、全

方位的、多角度的舆情动态分析，为营销人员

及企业提供舆情预警服务；Reputation Defender

通过专有技术帮助客户监控网络，删除负面舆

论，为企业塑造良好的网络形象；Nielsen 公司

在结合经验、数据、技术的基础上，帮助企业

对在线言论及传播行为进行分析，以增强企业

的市场竞争力。

1.2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国对于大数据环境下网络舆情

预警服务的研究主要分为内部技术支撑和外部

应用两个方向。

1.2.1　我国网络舆情预警服务的内部技术研究

在我国内部技术的研究中，关于预警机制

方面，易臣何等 [11] 构建了风险智能整合识别机

制、信息风险智能精准评价机制和网络舆情的

数据风险智能响应机制；预警系统设计方面，

李金海等 [12] 依托爬虫技术和大数据平台设计了

网络舆情预警系统，能够实现网络舆情热点问

题的挖掘以及预警等级的自动判别；预警模型

方面，侯学慧 [13] 以舆情演化特征为标准对各类

型舆情事件进行数据挖掘，构建了预警数学模

型，为引导网络舆情工作提供了参考；在预警

指标研究方面，兰月新 [14] 提出了紧急突发事件

的舆论机制，从三个维度上建立了基于突发事

件舆情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在等级评判体系

方面，傅昌波 [15] 使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网络舆

情风险评价的指标体系。

我国网络舆情预警服务水平的提升离不开

上述新技术、新体制的研究和应用，但目前仍

存在感情判断不准、效果检验不足等问题，还

需继续探索新的技术和解决方法。

1.2.2　我国网络舆情预警服务的外部应用研究

在外部应用层面，我国网络舆情预警服务

的用户群体以政府机关（即网信办）为主，以

企业和社会为辅。企业组织以人民网和新华网

为代表，社会组织则主要是科研院所和高校智

库。有研究人员将我国的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划

分为两个阶段，即管理部门提供网络舆情报告

阶段和第三方机构提供社会化服务阶段 [16]。

从服务内容来说，我国社会化服务阶段早

期的主要功能集中在信息的监测和报告分析上。

服务供应商把检测收集来的数据进行分类整理，

然后进行可视分析，判断预警等级，并最终形

成报告。目前，我国网络舆情预警服务开始向

引导和转换的方向提升，更加注重根据大数据

来分析判断事件发展态势，并借助格列资源（如

各类新媒体资源等），及时进行正面舆论引导，

从而修复舆情危机。此外，我国社会管理部门

也开始注重舆情的专业培训工作，以加强工作

人员的舆情素养，拓展网络舆情服务内容，增

强舆论引导和处理能力。

当前我国市场上的网络舆情监测预警系统

可以根据运作方式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种是开

放性的数据库系统，以清博舆情等服务平台为

代表。第二种是标准化的软件系统，以新华舆

情为代表。第三种是企业或者研究机构通过与

科技公司合作共建的舆情监测分析系统，以人

民网舆情监测中心为代表 [17]。

1999年以来，随着《国家舆情研究概论》《舆

情信息工作概论》等以理论分析为主的专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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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问世 [18]，我国开始涉入网络舆情的研究，后

期逐渐向实践应用方面偏重。与国外相比，我

国舆情预警应用服务的研究起步晚，研究的系

统性、应用性都有待进一步提升。从需求方来看，

使用预警服务的用户大多是党政机关和事业单

位，群体相对单一，其他类型的用户数量不多

且采购能力不足，预警意识淡薄。这也从另外

一个方面说明了舆情预警服务拥有广泛的市场

需求，需要行业的参与者深入发掘市场潜力。

从供给方来看，全国近千家舆情服务企业中，

把舆情预警服务作为主要营收业务的专业企业

较少。并且大多企业的预警服务做得并不专业，

存在从业人员专业能力不足、企业资质不够等

问题，缺乏真正能够促进行业发展的市场主体。

2　我国网络舆情预警服务产
品调研——以清博舆情为例

在上述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笔者对清博舆

情、拓尔思、清创网御、识微科技等国内当前

比较成熟的舆情预警服务产品进行实际使用调

研。无论从技术、创新还是资源等方面来看，

清博舆情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网络公益的发起

单位，及国内重要的舆情报告和软件供应商，

无疑是我国当前最为权威的舆情服务平台之一。

基于对清博舆情的分析调研，我们可以管窥大

数据环境下，我国网络舆情预警服务所存在的

一些问题。

经使用调研发现，清博舆情的主要服务内

容有：（1）全天候无间断的舆论分析人工服务，

即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响应研判舆情，提供工

作决策和舆情预警，做好舆情工作的初筛工作。

（2）提供常规定周或定月的舆论分析报告。（3）

提供突发的快报或专报。遇到突发的、紧要的

舆情事件，在接收到用户指令当天会提供事件

日报，并根据用户需求持续分析数据。（4）舆

情服务系统。

清博舆情预警服务构建的是“系统 + 人工”

的监测预警体系。它针对用户监测需求，确定

预警范围，通过建群或邮件等形式实时人工报

送相关信息，对于重点对象、重点舆区、重点

领域进行无间隔地监察，建立了全天全年不间

断的常态舆情监测机制。关于需求的响应速度，

在工作时间内，清博舆情保证 15 分钟内回应用

户需求，而非工作时间则不晚于半个小时。在

预警质量方面，清博舆情将舆情信息划分为不

同的预警等级，若有高危预警信息将直接联系

用户，用户也可以设置针对某特定信息进行跟

踪上报。

清博的人工舆情预警服务，是通过全网监

测负面关键词词库，来发现舆情信息，然后由

舆情专家分析定级，并进行舆情预警的汇报。

一般危机通过邮件汇报；重要危机进行即刻汇

报和汇总分析；重大危机则进行逐条预警。在

舆情爆发的初期，每两小时汇总处理进度，并

形成负面事件还原报告以及阶段性的分析报告。

报告主要从各维度的声量观点、重点的传播媒

体、话题的方向和所属地区、舆论发展态势、

事件的系统总结这五个维度进行分析。

用户可以在清博的云端预警服务系统定制

个人监测方案，对特定关键词进行监测。清博

通过舆情统计、媒体分布、重要舆情、舆情走势、

最新舆情、热点词云等报表或大屏提供检测信

息，并且提供实时自动预警和各类舆情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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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数据报告涵盖媒体类型、媒体名称、标题、

摘要、作者、相似文章数、原文链接、关键词组、

情感分析、情感分值、提及地区、发布日期事件、

粉丝数、点赞数、阅读数等多个维度。

3　我国网络舆情预警服务存
在的问题

清博舆情作为我国目前比较权威的舆情服

务机构，其提供的服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将

其与国外的 Buzzlogic、Reputation Defender、

Nielsen 等机构的预警服务进行对照分析，我们

发现大数据环境下，我国网络舆情预警服务存

在如下问题：

（1）缺乏分析结果的评判机制。相较于传

统网络舆情预警，大数据环境下，信息数量和

种类极其繁杂，对于提供舆情预警服务的机构

来说，不同机构的数据采集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以及专业技术水平也不尽相同，会导致预警

结果与质量存在差异。各个机构产生的分析结

果不同，必然会存在一些业务能力不足的机构

或企业所提供的结果与服务无法达到用户的要

求。对此，我国业界目前缺乏一个针对分析结

果的评判体系。

（2）趋势研判能力不足，预警属性未充分

挖掘，预测服务缺乏特点。目前我国市面上提

供舆情监测的公司有不少，然而大多数提供的

还是传统网络舆情预警服务，即通过制定监测

已发生事件可能存在的关键词，依靠邮件、微

信或其他自动化系统等发出预警通知，为用户

提供舆情报告，整体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大

数据对于舆情预警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收集、

分析与事件有关联的舆情数据，建立模型，模

拟演变过程，将监测时间点提前到仅存在敏感

消息的萌芽时期，从而提前把握舆情发展态势。

目前我国只有少数机构的舆情服务拥有自己的

服务特点，例如拓尔思注重定制化舆情服务、

清创网御注重海外数据、清博注重传播分析和

自媒体、识微科技注重于企业舆情监测等。

（3）没有形成完整的舆情治理体系。从监

测预警到分析研判再到舆情的控制和引导，网

络舆情服务应当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化流程。尤

其是在大数据环境下，舆情的生成和传播速度

非常快，缺乏完整的舆情治理体系使得很多舆

情分析机构无法达到熟练预警的水平。且对于

整体舆情服务来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均会导致预警服务效果大打折扣，影响最终的

预警结果和质量。

（4）预警服务需求用户类型单一。传统网

络舆情预警服务的受众大多是国家事业单位。

但是在各类信息井喷式爆发的大数据环境下，

许多学校或企业作为潜在的需求用户，其舆情

危机意识和使用需求并没有被激发。例如，一

些学校缺乏健全的信息监测预警系统，学生们

缺乏反馈意见和需求的渠道，当遇到一些重大

问题时，学生们倾向于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

评论看法，如果学校缺乏预警意识，解决问题

不及时、不合适，容易在社会上引起不必要的

舆论，使事态恶化，从而对自身形象和利益造

成不良影响。

（5）监测信息的维度和分析技术有待进一

步提高和完善。我国在舆情预警领域起步较晚，

预警服务中所使用的技术也相对落后，仍主要

使用平面化的搜索手段进行监测，即通过关键

RESEARCH ON EARLY WARNING SERVICE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UNDER BIG DATA ENVIRONMENT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0 年·第 6 卷·第 6 期 
020

SPECIAL ARTICLES特约专题

词和发布平台定位，由工作人员进行加工处理，

最后再将结果反馈给用户。此外，我国传统网

络舆情预警监测的信息维度不够，忽视了图像、

视频、语音等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数据，对于具

有煽动性、暗示性的数据和网民的社群关系网

络，缺乏深度挖掘。

（6）缺乏横向的协作机制。大数据环境下，

信息收集、处理和分析的成本大幅增加，而政府、

企业及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共享意识淡薄，缺乏

合理的协作机制，从而造成了许多资源的浪费，

不利于我国网络舆情预警服务的发展。

4　大数据环境下强化我国网
络舆情预警服务的建议

针对上述总结的现状及问题，笔者对于强

化我国大数据环境下的网络舆情预警服务提出

了一些相应的看法和建议。

（1）构建一套完善的预警结果评判机制。

通过第三方机构对预警分析结果进行评判，有

助于激发行业创新及服务的热情，增强用户满

意度，加速行业优化升级。如何构建合理的评

判机制，也是一个未来值得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2）增强关联舆情信息的预测，深入研究

如何有效提升预测能力。大数据时代下，舆情

服务机构需要把舆情监测的重点从单纯地收集

处理现有数据，转向对舆情发展的深入研究判

断。企业应该分析如何结合自身的特点和潜力，

寻找用户的需求缺口，淘汰缺乏信息挖掘能力、

没有特色的中小型企业，倒逼市场进步发展。

（3）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完善预警制度体

系。由于缺乏一套完整、系统的反应体系，我

国的一些企业或政府对于舆情危机的应答往往

比较迟缓。因此应当进一步推进网络管理的法

治化建设，加强预警制度体系的规范化建设，

使有关部门在舆情预警结果出来后能够快速做

出反应，以免贻误最佳的控制时机，防止局势

恶化。

（4）加强预警服务的宣传，提高社会危机

预警意识。目前还是存在许多机构人员对网络

舆情了解不够，对舆情危机造成的危害不够重

视，因此需要相关从业人员加强对于舆情预警

重要性的宣传，提高社会舆情预警意识，从而

充分挖掘市场潜力，拓展不同类型的潜在需求

用户。

（5）加强机构自身的预警能力。有关机构

应当充分借鉴吸收国外网络舆情预警的相关建

设经验和成果，努力研发新技术，通过升级技

术指标、开发新系统、培养专业预警人才、加

强对策研究、优化舆情应对方法、创新解决方

案等，全面提升自身预警实力。大数据环境下，

舆情预警服务机构要抛弃原有的片面、单一、

静止的预警思维，而用立体、全局、动态的思

维方式去监测研究舆情数据，将一些原本看似

无用，但实则与舆情相关联的数据列入分析计

算的范畴之中。

（6）建立横向的协作机制。加强政府、企

业及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舆情信息共享，重视

舆情的深度加工与利用，完善经费投入机制，

提高预警的效率和水平。

5　结语

大数据环境下，网络舆情数据形式与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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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有很大不同，使用传统人工分析方式进行

舆情信息监控和分析，在新环境下面临许多困

难。本文在梳理网络舆情预警服务国内外研究

现状的基础上，以清博预警服务产品为例进行

调研分析，总结了当前大数据环境下，我国网

络舆情预警服务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

题、强化服务的策略和建议。展望未来，我国

的网络舆情预警服务会向着技术更加先进、机

制更加完善、制度更加优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以及复杂

网络分析等方法在预警服务中的应用与日俱增，

网络舆情预警服务的可视化、交互性将得到更

大提升，舆情传播预测和社群关系发现也将更

加高效和精准，从而实现我国网络舆情预警服

务能力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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