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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网上舆情传播的预测建模和仿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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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舆情一定程度上表达出社会公众意愿，它虽然具有一般社会的舆论共性，但由于因特网的影响范围及传 

播速度，使其在虚拟社会中具有复杂系统的基本特征，故其传播倾向及发展方向受到重视。首先研究整体情感(正、负 

面)传播的预测模型及其算法；然后通过仿真找出影响其增长和消亡的规律。建模的出发点是将舆情传播看作一个时 

间序列的马尔科夫链；再利用哈肯协同理论提供的协同概率作为马尔科夫链的状 态一步转移概率，构成一个协同一马 

尔科夫模型。在仿真实验中改变协同概率的各个参变量，以获取舆情随时间传播的不同演化过程的曲线簇，其结果可 

为虚拟社会管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 网络舆情传播，马尔科夫模型，协同学，预测建模，传播模型仿真 

中图法分类号 TP391．7 文献标识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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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IPO)usually expresses the voice of masses，although it hdue to the COnlIrlon at— 

tribute of the society opinion，but due to the large scope of influence and fast propagation on]nternet，it has been attrac— 

ted much attention to its tendency of propagation．The paper firstly studied the computer model and its algorithm to 

predict the propagation of IPO，i．e．the distributed probability of positive or negative opinion．Then the simulation gave 

the propagation order for growing or descending．In order to modeling，the propagation of IPO was observed as a ran— 

dom M arkov time sequence chain，and its one step transition probability between states in the Markov chain was given 

by a synergistic probability which developeds Dr．H．Haken in his book of synergistic theory．A Synergistic-Markov 

model was proposed in the paper．By the simulation，the cluster of curves which expresses different evolving states of 

IPO propagation with time was depicted when we changed the variable parameters at the formula of synergistic proba— 

bility．The result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virtua1 society． 

Keywords Propagat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Markov model，Synergistic theory，Predictive modeling，Simulation of 

propagation modeling 

1 引言 

2O世纪 9O年代出现的因特网改变了世界。由于网络世 

界具有广泛性、虚拟性、开放性、平等性和实时性的特点，舆情 

在网上的传播不再像传统媒体那样容易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和控制。通过网络，人们能够迅速地了解相对全局性的舆论 ， 

所以传统社会舆论系统中的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正在发生变 

化 。 

在因特网舆情(IP0)研究中，计算机建模方法日益受到 

重视。如文本倾向性分析方面，通常采用相似性判别_20 或 

隐马尔科夫模型，对采集到的大量数据分别用相似度距离或 

样本训练构成分类模型来进行计算。在舆情传播方面有基于 

主题相似性的传播预测模型l_4]、基于隐马尔科夫的因特网舆 

情状态及其发表文章数和增量趋势的建模l_5]，模型参数均通 

过机器学习获取。文献[6]提出宏观的舆论模型正逐渐被基 

于局部个体空间相互作用的微观离散动力学模型所代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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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了一个元胞 自动机模型。之后，不少学者采用各类元胞 

自动机模型来研究舆情传播 。 

从复杂系统理论出发，认为元胞自动机的研究如果只根 

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将会忽视偏好和环境影响；而机器学 

习对于时间序列状态迁移概率如何变化和影响的机理考虑不 

足。因此，需要寻求更好的方法。本文重点研究一个论坛中 

网民对于某个议题的正面或反面意见人数的演化过程。从而 

展示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点。在研究预测模型时，将网络 

舆情传播看作是一个随机过程。从长期来看，尽管舆情有可 

能从渐变走向突变，但是从时间序列的每两次前后关系来看， 

后次舆情受到前次舆情的强烈影响，因而可以采用马尔科夫 

模型对后次予以预测。但本研究与训练学习方法获得的马尔 

科夫模型E 一s 参数不同，在研究网络舆情整体正反意见人数概 

率分布时，充分考虑偏好、环境等参变量对状态预测的影响， 

采用哈肯_1】 协同理论来计算马尔科夫模型中的状态转移概 

率；然后，基于马尔科夫链获得 IPO时间序列的状态(正面、 

负面)的概率分布，形成一个协同一马尔科夫模型，并设计了算 

法和进行不同参变量影响下的仿真实验。该模型和仿真为 

IPO传播趋势预测带来有意义的启示。 

本文第 1节为引言；第 2节简要介绍协同理论及其在舆情 

传播中的应用；第3节描述协同一马尔科夫模型和算法；第4节 

给出仿真，对不同参变量的协同影响进行了讨论；最后为结语。 

2 舆情传播的协同作用 

协同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由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赫 

尔曼 ·哈肯(H·Hacken)E“ 于 1969年创立。协同擅长处理 

复杂系统，研究系统中各组件、元素间相互影响，并展示出自 

组织的空间、时间或功能结构。所以，协同能用于解决自组织 

的动力学问题。在香农信息论中，信息熵 H一--k∑P lnp ， 

当∑Pi一1，即消息集合为一种等概率分布时，信息熵 H为最 

大值，信息概率在0—1区间分布完全相等，信息失去流动，系 

统处于平衡态。一个孤立系统达到平衡态时最无序、最混乱， 

此时其熵最大。于是，孤立系统熵的增加是不可逆的。在复 

杂系统中，人们关注的重点是非平衡态，因为在平衡态下，系 

统内部不存在物理量的宏观流动，状态参量也不再随时间变 

化，处于定态状况。这样的封闭系统内部是无序的。而一个 

开放的系统，能通过与外部交换信息与能量，从无序走向有 

序，进入非平衡态，社会之所 以能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其 

关键是开放。显然 ，网络舆情是一个开放系统。网络舆情正 

是不断地从外界获得新的信息，才能成为耗散结构Elq，通过 

自组织，由不平衡趋向平衡，从低级走向高级，起到了推动社 

会发展的作用。研究网络舆情传播就是研究舆情从非平衡态 

如何趋向平衡态，当达到新的平衡时，网民共同认识趋向一个 

更高的水平。 

2．1 定义 

定义 1(舆情主体) 参与舆情讨论的网民，设主体总数为 

N。 

定义 2(舆情客体) 舆情传播中主体讨论的公共事务 。 

定义3(舆情本体) 主体表达对公共事务的意愿、情绪和 

态度，本文将正向本体归为+1，负向本体为归为一1；N+， 

N 分别代表本体为+1或一1的主体数。 

定义 4(舆情不平衡度 g) 主体中N¨ N一所 占比例为： 

q一(N+一N )／2N，q∈I一0．5，+0．5 l (1) 

定义5(初始自转率 ) 舆情发生的初始阶段，在舆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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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即硬空间(如时间、空间、传播媒体等)和软空间(如文化与 

道德、现代与传统价值观、民主与法治等)的影响下，主体从当 

前本体状态(如赞成／反对)向相反本体状态(如反对／赞成)转 

移的可能性。 

vE Eo。+11 

当不能确定时，一般设 v=0．5。 

定义6(环境适应度 ) 表示主体受舆情多数意见和社 

会压力的心理倾 向程度。当 忌≥0时，k越大受环境影响越 

大，从众心理越严重，当 k=0时，表示不受环境影响。 

愚∈E0，i07 

定义7(偏好 )̂ 主体偏向正向本体或反向本体的程度。 

hE[一1，+1] 

h值的正负分别表示主体向正向本体或负向本体状态偏 

好的程度，其绝对值越大，偏好越明显。 

定义 8(磁化率 M) 磁化率 M表示主体的本体状态趋 

向+1(正极)或一1(负极)的程度。 

A仁 2P+1—1 (2) 

式中，P+是本体状态为正的主体概率。 

2．2 协同转移概率 

网络舆情传播遵循复杂系统自组织原理，需要关注它是 

如何从非平衡态走向平衡态的。依据哈肯提出的序参量作 

用，舆情传播概率计算公式同文献El1]： 

P(+1一>一1)= ·已‘‘幻+ " (3) 

(一1一>+1)= ·e‘幻+ (4) 

式中，P定义为舆情本体由正向(+1)或负向(一1)状态朝负 

向(一1)或正向(-[-1)本体状态的转移概率。 ，q，k，h定义同 

上。'0 rk，h为序参量，序参量的大小体现协同作用的强弱。 

3 协同-马尔科夫模型 

3．1 舆情传播马尔科夫链 

舆情传播不是一个确定性的过程，它具有随机性。该过 

程的将来值均与所有过去值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其只与现在 

值有关，存在所谓的过程无后效性，即马尔科夫性。 

舆情传播时间序列可以用马尔科夫链来表达，如果 t < 

t2⋯< cr，有 

pFX(t )一 lx( 一1)= 一1，⋯，x(￡1)一x1] 

=pEX(t．)一 IX(t 1)一XJr1] (5) 

将舆情传播主体倾向，即本体看作是一个两状态的马尔 

科夫链 ，图 1用来描述马尔科夫链本体状态转移图。图中箭 

头表示状态转移的方向，边上的数字表示转移概率。若此刻 

本体状态为+1(赞同)，下一时刻也为+1的概率为a；同样， 

此刻状态为一1(反对)，下一时刻本体为+1的概率为 于是 

推出此时刻+1转向下一时刻一1的概率为 1一a，而此时刻 

为一1转向下一时刻也为一1的概率为 1一口。马尔科夫链的 

状态图描述了所有状态转移的可能性及其概率 ，用矩阵表示 

如下： 

厂 1-4-1 厂 (+1一>+1) 

—l卢卜 一l户 一 十̈ 

图 1 马尔科夫链本体状态转移图 

(6) 



 

现在问题转化成在给定初始状态概率后，如何求出其他 

各时刻状态的概率。 

初始状态用初始的概率行向量来表示，即： 

p(to)一EP+1(to) P一1(to)] (7) 

下一时刻状态的概率为： 

P(h 一p(to)Plj 

： [户+ (to)p一 (to)]『_户 一 ”?‘ 一>一”] I
． p(-1>+1) P(-1>-1)一 

(8) 

式中，P 为状态 的转移概率，它与所研究对象时序的机 

理或过程的统计特性有关。考虑到网络舆情的协同效应，引 

入哈肯提出的序参量作用下的舆情传播概率为马尔科夫链的 

状态转移概率。 

3．2 初始概率和一步协同转移概率 

假设网络舆情主体总数为 N，持赞同和反对的初始人数 

比例为 k／m。 

赞同者初始概率为： 

+1( 0)=k／(k+rn) 

反对者初始概率为： 

(9) 

P一1(￡0)=1一p+1(to) (1O) 

采用协同式(3)、式(4)，求取主体 N中持本体正向与本 

体反向的状态转移概率 P 。 

为了在kE Eo，lOJ范围内使式(3)、式(4)的计算结果落 

在[0，1]范围内，文献ElO]对式(3)、式(4)做如下变换，因为将 

它们各自同时乘上一个常数，这不会改变公式中两者概率的 

比例关系。为了容易进行仿真，将整体状态的协同转移概率 

改写为： 

P(+l一>一1)一 ·e‘一‘幻+ ’’ e‘ 。’ (11) 

P(1一>+1)一 ·e(kq e‘ (12) 

由于 IPO马尔科夫过程不符合稳定性假设，因此状态的 

一 步转移概率并非固定不变。随着时间序列的推演，每次需 

要重新计算协同转移概率。 

3．3 算法 

if confidence 

( 

N=361／／假定参与论坛舆情传播的主体个数 

t为传播循环次数 

t=0为初始分布时刻 

N中赞同者与反对者初始分布百分比为 0．70：0．30或反之 0．30： 

0．70 

， 

mit{ 

Set V0一O．5／／初始自转率 

set q(to)=(N}一N一)／2N 

／／初始网络舆情不平衡程度 

Set M(to)一2p+1( 0)～1 

／／初始磁化率 

} 

仿真实验条件(序参量的变化)如下。 

1)初始分布不同情况下 ，指定偏好度 h=0不变，改变环 

境适应度 k=0，1，2，4，8。 

2)初始分布不同情况下，指定环境适应度 k=0不变，改 

变偏好度 h=0，0．2，0．4，0．6，0．8，1．0。 

3)初始分布不同情况下，指定环境适应度k：0不变，改 

变偏好度 h=0，一O．2， 

仿真算法： 

Modell Algorithm 

{ 

Do(t=1 to tn)／／进入传播循环 

{ 

Do  calculate P+1一>一1 

／／调用式(9)计算 N从本体状态+1转换到一l的协同转移概率 

Do calculate P一1一>十l 

／／调用式(1O)计算 N从本体状态一1转换到+1的协同转移概率 

一 ，p_l(t--1)][ >--1) -1) ] 
一 [ +1(f) P一1( )] (13) 

／／计算主体 N下一时刻本体状态概率 

N+( )一361 p+l(f) 

N一(幻=36l～N+( )／／计算新分布个数 

q(￡)=(N+(￡)一N一(f))／2N／／计算新 g 

D0 

M(￡)一2p+(t)一1／／计算新 M 

)while(M(t)=M(t--1)≤O．0005) 

}／／end 

4 仿真及讨论 

4．1 仿真实验结果 

x迭代攻数 

图 2 矗一0，取 K一0，1，2，4，8 图3 =0，取 K=0，1，2，4，8 

⋯  

图 4 K—O，取 h=0，0．2，0．4， 

0．6，0．8，1 

X迭代次数 

图 6 K=O，取 一～O．2， 

一

0．4，一0．6，一0．8，一 1 

x迭代攻教 

图5 K=0，取 h=0，0．2，0．4， 

0．6，0．8，1 

图7 K—O，取 一̂一0．2， 
一

0．4，一0．6，一 0．8，一 1 

初始分布 p ：30 ， + 一70％，序参量h，k影响下的 

舆情传播曲线分别如图2一图7所示。其中，X轴为迭代次 

数，用 t表示，y轴为磁化率，用M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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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放入统计框架 中，以进一步改进新词检测效果，为基于海量 

语料的机器翻译和舆情热点发现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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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讨论 

1)收敛性：实验表明，无论参变量如何变化 ，和初始分布 

不同，算法都能收敛。即最终磁化率大多在经过短时间(￡一 

6)后，其波动幅度明显减少，逐渐趋向一个稳定值。这与舆情 

传播的趋势相仿，表明系统能从非平衡态趋向平衡态。仿真 

表明舆情传播起始4个周期内变化梯度较大，其逐步递减，第 

4至第 6周期变化趋势平缓。 

2)K 的影响(见图 2、图 3)：当 一̂0，即不考虑偏好度 的 

影响时，无论正反向初始分布有何不同，是值在[O，+1]范围， 

最终磁化趋向零，说明环境影响较小时，舆情总体分布“正向” 

“负向”比例相近，但当K值继续增大到[2，8]时，环境影响度 

使得舆情状态向初始分布中多数人意见方向转变。 

3)h的影响(见图4一图 7)：偏好度 h为正(见图4、图5) 

代表网络舆情主体对“正向”本体的偏好程度。无论初始分布 

“正向”概率大或是“负向”概率大，随着时间增加，磁化率迅 

速从初始值(0．40或一0．40)分别上升到与h值大致相等的 

稳定值，说明h对舆情传播起着主导作用，最终稳定值与初始 

分布无关。偏好度h为负值(见图6、图7)代表网络舆情主体 

对“负向”本体态度的偏好程度，与上述相仿，最终磁化率稳定 

在 值̂附近。 

4)自转率 的影响：由式(11)和式(12)分析，当k一0， 

h=0时 ，P— ，即状态转移概率就是自转率 ，此时网络舆情空 

间状态概率仅与自转率和初始分布状态概率相关， 值影响 

磁化率起始值的大小。 

5)初始分布的影响：当初始“正向”概率大于“负向”概 

率时，序参量 k在[O，8]，h在[0，1]范围时，磁化率始终在[O， 

1]的“正向”范围内变化，显示向多数意见靠拢的趋势。当初 

始时主体持“正向”本体概率小于“负向”概率时，忌在[0，1]的 

变化只引起磁化率在[O，--i]“负向”范围内变化，同样显示向 

“负向”多数意见靠拢的趋势。但 是=0时，无论 h为正还是 

负，最终分布与初始分布无关，强烈趋向靠拢 h值大小的分布 

概率。 

结束语 本文研究网络舆情传播预测的计算机模型、算 

法及其仿真。首先，对 IPO传播过程马尔科夫链引入状态一 

步协同转移概率，提出一个协同一马尔科夫模型，设计了算法 

并进行了计算机仿真。同时对仿真的结果做了详细的讨论。 

1)当k值增大时，环境影响使得网络舆情主体从众心理 

加大．传播向初始分布的多数意见聚拢。 

2)当h值增大时，偏好使网络舆情主体根据对本体状态 

偏好度的正或负分别向磁化率正或负聚拢。 

3)网络舆情开始 1～4次传播变化比较剧烈，需加以注 

意。同时密切关注偏好度影响起的“正向、负向”放大作用，此 

时不受初始多数分布的倾向影响。 

4)该算法计算复杂度为 O(￡)。 

由于协同一马尔科夫模型对舆情空间整体状态进行处理 ， 

因此计算耗时较少，且因舆情空间整体协同影响强烈，故适合 

预测 IPO的传播。未来将研究协同一马尔科夫模型与协同元 

胞自动机的不同比较，并研究参变量在现实 IP0中的物理特 

性和数学表达，以便将仿真结果与 IPO实际传播数据进行比 

对，进一步分析模型误差及其原因，提高预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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