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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的研究综述

——基于 Cite 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李琰

西北工业大学  人文与经法学院

[ 摘  要 ]在当前十九大提出的建设“数字中国、智慧政府”的背景下，我国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研究成为学界和社会的热点话题。以 2009-

2018 年间国内CNKI 数据库收录的 331 篇我国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研究的CSSCI 期刊论文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可视化知识网络分析工

具Cite Space，对国内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研究的现状、演进与热点等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十年来，政府网络舆情研究发文数量总体上

呈现“倒U”形态势；研究力量主要集中于国内知名院校的公共管理学科、部队信息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进程历经初始期、爆发期

及平稳期三个阶段，整体演进脉络呈现三条轨迹；研究热点包括网络舆情基础理论研究、网络舆情传播规律分析、地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等

三方面。基于此，总结分析现有研究不足，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 关键词 ]网络舆情；政府；管理；文献计量；可视化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民数量增多、信息流通高速、

网络评论匿名等特点，促进网络舆情的形成。网络舆情是因相关事

件的发生引发人们在互联网上热议该事件的相关认知、态度、情感

以及行为倾向的集合。在自媒体时代，政府与网络舆情的联系更加

紧密。一是自媒体时代打破了政府对公共话语权的垄断，使政府服

务管理的效果直接面临公共舆论的评估和考量。二是自媒体时代使

话语权处于分散的状态，使政府面临网络舆情信息整合的困难。三

是自媒体时代

话语方式的草根性，使政府回应网络舆情，面临话语方式失灵

的困境。于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对网络舆情的研究逐渐成为

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关注的重点。因此本文以 2009-2018 年间国内

CNKI 数据库收录的 331 篇我国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研究的 CSSCI 期

刊论文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可视化知识网络分析工具 Cite 

Space，对国内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研究的现状、演进与热点等进行深

入探讨。

2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库资源的丰富多样性和数据信息的完整性，选择了中

国学术网络出版总库（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在该

数据库中进行数据检索时，检索关键词为网络舆情、主题词为政府，

选择的逻辑关系式为“并且”，来源类别为“CSSCI”来源期刊，来

源时间为 2009 － 2018 年，检索条件为“精确”，共检索到文献记录

369 篇。为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人工剔除数据信息不全及

不相关（主题及关键词无关）的文献记录 38 条，获得 331 篇有效

文献将文献按照 Cite  Space 文件读取格式要求导出，并进行转码处

理，形成国内政府网络舆情管理方面研究的样本数据库。

2.1 文献年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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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文献年代分布

文献年代分布分析，能够反映学科的发展速度和受关注程度。

如图 1 所示，2009-2018 年近 10 年来国内政府网络舆情管理方面的

研究发文数量呈现“倒 U”形态势。数据显示，2009 年发文量较少，

可以视为我国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研究的酝酿阶段。随后，在 2011-

2012 年这一年来的发文量增长幅度较大，增长幅度为 333%。这说明

2012 年是国内政府网络舆情研究的一个重要时间段，说明政府与网

络舆情联系更加紧密，正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且具有较大的发展

潜力和较强的爆发力。2014 年发文量 57 篇达到顶峰。受国内社会

经济发展状况和网络舆论环境变化的影响，2015 年开始国内政府网

络舆情管理研究虽有所下降，但也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2 主要研究力量

如表 1 所示，在我国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研究领域，福州大学陈

福集教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兰月新教授和华中科技大学

曾润喜教授是这一领域的高产作者。

如表 2 所示，按机构性质分类，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的研究力量

大致可分为以下 3类：第一类主要集中在以公共管理学院、管理学院

为主的高校，如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 985、211 工程高校。华中科技大学的网络

信息研究中心将研究重点放在网络舆情事件的预警系统及其指标体

系建立方面。这些知名大学和研究团队是政府在网络舆情管理方面

的主要研究力量。第二类是部队信息研究的知名院校， 如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武警政治学院，这类院校主要针对舆情信息的

收集、监控、预警等方面的研究。第三类是社会科学院所，如天津

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研究重点侧重于政府与网络舆情治理方面，

该研究团队合著了国内第一部研究舆情的基础理论著作《舆情研究

概论———理论、方法和现实热点》，弥补了该领域的空白。这些机

构以专业的舆情研究基地为依托，在发文数量、团队建设、基金项

目、专著等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也为政府的网络舆情基础研究和

实践探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总体而言，国内网络舆情政府管理方

面研究的核心机构发文量所占比例较低，机构发文主要以单篇发表

量为主，发表机构较零散，机构相互之间的联系较少，对于网络舆

情课题的合作研究也比较少，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学科研究学术共同

体，不利于展开网络舆情中政府管理的深度研究。

按地区分类，这些研究机构普遍分布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

说明我国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研究领域分布的不均衡性，进一步说明

其研究与地区经济发展、政府管理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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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研究发文量排名前 10 位的作者统计
(2009-2018 年 )

排名 高产作者 发文量 初始发文 所占比例 作者单位

1 陈福集 25 2012 7.6% 福州大学

2 兰月新 14 2012 4.2%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3 曾润喜 7 2010 2.1% 华中科技大学

4 陆和建 5 2014 1.5% 安徽大学

5 董希琳 5 2012 1.5%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6 郭韧 4 2015 1.2% 华侨大学

7 王国华 3 2013 0.9% 华中科技大学

8 李祝启 3 2014 0.9% 安徽省图书馆

9 张玉亮 3 2015 0.9% 河南理工大学

10 徐敬宏 2 2010 0.6% 中国社会科学院

表 2 国内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研究发文量排名前 10 位的机构分布
(2009-2018 年 )

排名 机构 发文量 所属性质 所属地区

1 福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5 高校 华南

2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15 高校 华北

3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2 高校 华中

4 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8 高校 华南

5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6 高校 华中

6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5 高校 华中

7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4 高校 东北

8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4 高校 华中

9 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 3 科研机构 华北

10 河南理工大学安全与应急研究中心 3 高校 华中

3 研究趋势分析

图 2  政府网络舆情研究领域时区视图
时区视图是依据某个研究领域各个热点主题之间的交互作用及

突变关系设计的，有助于挖掘该研究领域的演变轨迹与阶段性特征。

节点选择“keyword”，运行后选择“timezone”。结合网络舆情研究

领域时区视图如图 2 所知，分析研究阶段轨迹，可以将我国政府网

络舆情管理研究划分为 3条轨迹。

第一条是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研究初始阶段（2009-2011 年），随

着 2009 年 8 月新浪推出“新浪微博”，微时代的序幕徐徐拉开，网

络舆情的主要载体逐渐从网站论坛转向微博，全国关注的舆论热点

增多，另一方面微博的出现逐渐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真正开始重视

和研究政府和网络舆情的联系，为该领域营造了广泛的研究空间和

深厚的研究基础和研究环境。

第二条是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研究快速发展阶段（2012-2014年），

这一阶段高频节点聚集。“十二五”期间是国家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

时期，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数量增多，国家将电子政务工程摆在

突出地位，在此背景下，网络问政、政务微博等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学者就主要研究政府对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传播机制、引导监控机

制研究。

第三条是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研究成熟稳定阶段（2014-2018年），

这一阶段网络舆情理论基础相对完善，主要注重实证研究，运用案

例分析、数学模型来研究。这一阶段“舆情事件”、“网络反腐”“食

品安全”“系统动力学”等成为高频热词。王虎等以“塑料紫菜”事

件为例，研究相关主体对食品安全网络谣言应对策略。高歌等基于

系统动力学的网络舆情演进机理及影响力研究。

4 研究热点分析

如表 3所示，是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研究排名前 20 的高频关键词。

这些高频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征这一领域的热点主题。“网络

舆情”是这一领域的核心关键词，出现频次最多，达 300 次；“突发

事件”“电子政务”出现频次均达 20次以上；“政府治理”、“公共管理”、

“网络治理”和“政务微博”等关键词也是这一领域的主要标签。

表 3   20 个高频关键词列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网络舆情 300 11 信息社会 9

2 突发事件 28 12 互联网 7

3 电子政务 23 13 政府公信力 6

4 政府 16 14 政民互动 5

5 公共管理 16 15 网络谣言 5

6 网络治理 13 16 演化博弈 5

7 政务微博 10 17 新媒体 5

8 政府治理 10 18 微博 5

9 电子治理 9 19 网络问政 4

10 地方政府 9 20 舆论引导 4

如图 3 所示，是用 Cite  Space 绘制的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利

用 LLR 抽取关键词并进行自动标识，此次聚类共导出 5 个聚类，聚

类标签包含“电子政务”、“地方政府”、“政民互动”、“传播规律”、“政

府公信力”等词汇，显示了学者对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研究的不同层

面。

根据高频关键词和聚类视图分析，可将我国政府网络舆情管理

研究的热点主题划分为网络舆情基础理论研究、网络舆情传播规律

分析、地方网络舆情政府治理探究三大类。

网络舆情基础理论研究主要从网络舆情概念、结构特点出发了

解网络舆情对政府产生的影响。姜胜洪指出网络舆情是指在网络空

间内 , 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 , 网民对执政者及

其政治取向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网络舆情的形成大致遵循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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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模式 : 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或网民通过互联网对事件的报道，

网民通过新闻跟帖、BBS 讨论、电子邮件、网络日志或一些即时通

信工具表达意见，意见在反复互动过程中汇聚成带有某种利益诉求

和价值观念的网络舆情。他指出网络舆情具有直接性、突发性、丰

富性、互动性、偏差性等特点。

网络舆情传播规律研究主要对网络舆情传播模式、传播渠道等

进行分析。兰新月分析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衍生传播特性。曾润喜

等对网络舆情传播阶段的数据模型进行了综合分析和比较，并提出

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向小世界、大数据、云计算方向发展。通过网

络舆情个案分析来研究传播规律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陈福集、

胡改丽将案例分析法融入到网络舆情热点话题传播模式的研究中，

网络热点话题的传播呈现双核心的手抓哑铃模式。王旭等以 " 魏则

西事件 " 为研究对象，探索突发事件舆情传播网络的拓扑结构和传

播规律，提出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的阶段管理建议。康

伟则以 7.23 动车事故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

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扩散和演变规律。这些研究不仅可以

丰富网络舆情的相关理论成果，还可以为政府预测、介入、干预、

引导网络舆情提供必要的依据。有助于政府部门实时监控，建立应

急危机管理预案。

地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探究主要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研究突发

事件应对管理机制、电子政务治理效果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我国

学者从预警监测、引导、信息公开等方面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进行

方法性研究。曾润喜从政府对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预警机制组织化、

制度化建设方面进行研究。赵亿从公共关系学的视角结合中国语境

探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回应机制的构建。赵晓航

以新浪微博中“天津爆炸”事件相关信息为例，对提高突发事件下

政府信息公开能力探究。张小明认为政府要通过体制建设和制度保

障，提高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水平。贾坤等从突发事件

网络舆情的产生、传播、监测、引导、处置五个阶段探讨了政府部

门的管控原则和具体对策。韩舒立等提出，改变政府自身发展的逻辑，

适应现代社会与技术的结构性转变，才是网络舆情治理的根本出路。

袁欣等以 S 市 2005 至 2014 年的网络舆情信息为主要样本对该地区

网络舆情的态势演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地方网络舆情政府治理优化

的思路。政府部门是最大的公共管理者，电子政务治理的效果影响

着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和政府威望的树立。师喆、兰月新就选取舆情

热点事件对网络舆情环境下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作出深入剖析。金飞

从网络舆情与地方政府公信力间的内在关联与现实状况出发，以政

群关系为核心，从理念、制度和操作三个层面建构网络舆情与地方

政府公信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张旭霞等基于网络舆情视域下研

究重塑与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管理路径，得出三条路径：信息公开背

景下建立网络舆情应对机制 , 网络舆情视域下完善政府责任机制 ,

服务型政府理念下拓展公众参与的渠道。

图 3  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5 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通过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工具 Cite  Space 处理和分析

数据，可视化的方式再现了政府网络舆情领域的研究情况。近十年

的发展研究，我国政府网络舆情领域的研究理论基础相对完善，为

后续的研究发展提供宝贵的理论与参考资料。结合我国研究现状得

出以下结论，一是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研究中地区发展是不平衡的。

我国的研究机构较分散，尚未形成稳定的高产研究机构群，目前的

高产研究机构主要是各大高校和研究院；二是研究热点随时间变化

也在与时俱进，近年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政府引导机制、电子政务、

微博、自媒体等，微时代、大数据情境下我国网络舆情的传播模式、

舆情监控和网络反腐等方面的内容可能会成为进一步的主要研究趋

势。三是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规律还需深入探讨；政府如何

有效化解舆情危机，建立信任机制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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