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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视角下网络舆情发生期的演化博弈与仿真分析

代　 丽， 贾阳光

（浙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０）

摘　 要： 在网络舆情的发生期，信息的传播更多地存在于网民群体内部，相较于政府组织，网民群体极易受到情绪因素的影

响，因此分析不同情绪对网民群体决策的影响，有利于提高对网络舆情发生期的有效监管。 本文将等级依赖期望效用（Ｒａｎｋ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ＲＤＥＵ）理论与博弈理论相结合，考虑网络舆情发生期情绪因素对于网络舆情演化的影响作用，构
建网民与意见领袖演化博弈模型；通过仿真实验，分析不同情绪组合下的均衡策略选择。 研究结果表明：在多数情况下，情绪

状态能够加快舆情的演化；相较于网民，意见领袖的情绪状态对舆情的演化结果能产生更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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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布的

第 ５０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中国网民数量已达 １０．５１ 亿。 庞

大的用户群体，形成了庞大的信息交互，这种信息交

互进一步促进了网络舆情的发展。 网络舆情并非毫

无征兆地瞬间爆发，在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中，存在

一定的生命周期，从开始走向死亡可划分为几个阶

段，并且存在内在规律［１］。 网络舆情发展的不同阶

段，主要参与的主体各不相同，也存在其独特的特

征，难以用一个模型进行论述［２］。 因此，在网络舆

情的相关研究中，学者通过三阶段、四阶段或多阶段

的模型展开研究。 网络舆情的发生期一般是指在网

络空间中存在信息较少，并未引起较大规模的信息

传播与讨论的网络舆情发展阶段。 处于发生期的网

络舆情并未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信息转播更多地

存在于普通网民（以下简称网民）、意见领袖等网民

群体内部［３］。 但在此阶段，若无法有效地发现可能

存在的舆情危机并及时干预，将存在舆情急速恶化

的风险［４］。
网络舆情是各参与主体心理博弈的结果，且各

主体会根据舆情的变化，调整自身的战略，因此可以

用演化博弈模型来模拟舆情演化的结果［５］。 由于

在海量的互联网信息中，网民难以筛选出所需信息，
且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因此网民极易对意见



领袖等信息‘权威者’提供的信息产生无条件的信

任［６］。 虚假信息的错误诱导、主观的错误解读都极

易产生负面情绪，加上网络中情绪化语言的引导，可
能导致网络舆情产生群体情绪激化现象［７］。 在网

络舆情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能够使网民的群体情

绪进一步激化［８］，且意见领袖的情绪化发言相较于

网民的情绪化发言更具传播性［９］。 而网络舆情中

传播的情绪对个人情绪、社会因素以及个体的策略

选择都会产生影响［１０］。 因此，在网络舆情的传播过

程中，网络舆情的参与主体进行策略选择时，不仅会

受到其自身情绪的影响，还会受到其他参与主体的

策略选择以及情绪的影响。 所以仅仅从理性人角度

出发，而忽略诸如情绪、文化背景等个人因素对个体

决策的影响，可能导致研究与实际出现偏差。
在现有研究中，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网络舆

情参与主体的情绪对于网络舆情演化的影响，通过

构造政府与网民［１１］ 或者政府与网络大 Ｖ［１２］ 的情绪

博弈模型，发现网络舆情参与主体的情绪因素能够

对网络舆情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但是，这些研

究大多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忽视了网民群体内部的

情绪因素对于网络舆情的影响。 在网络舆情的传播

过程中，相较于政府、新闻媒体等权威机构，网民群

体具有更强烈的情绪倾向。
综上所述，本文从网民群体内部出发，构造网络

舆情发生期意见领袖与网民的 ＲＤＥＵ 演化博弈模

型，分析网民与意见领袖的情绪因素对于发生期网

络舆情演化的影响。 并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 进行仿真分析，
为提高对网络舆情发生期的有效监管提供参考。

１　 模型构建

１．１　 意见领袖与网民博弈模型

在网络舆情的发生期，对于网民来说存在参与

或不参与两个策略选择；而对于意见领袖则可选择

以消极的观点或以积极的观点传播网络舆情。 设：
以积极的观点传播网络舆情的意见领袖收益为 Ｒ２，
此时参与网络舆情传播的网民收益为 Ｅ２；以消极的

观点传播网络舆情的意见领袖收益为 Ｒ１，此时参与

网络舆情传播的网民收益为 Ｅ１。 意见领袖在海量

的网络信息中挖掘正确的舆情信息，需要付出一定

的成本 Ｓ。 通常情况下，意见领袖传播积极的观点

更能满足大部分网民的心理，能获得更大的关注度，
因此 Ｒ２ ＞ Ｒ２ － Ｓ ＞ Ｒ１ ＞ Ｓ；但是，对于网民来说，消
极的信息更能满足其追寻 “真相” 的心理， 则有

Ｅ１ ＞ Ｅ２。 意见领袖的收益来自于网民的关注，网民

的收益来自参与网络舆情的传播获得的心理满足。
因此，当网民选择不参与网络舆情的传播时，网民与

意见领袖的收益皆为 ０。
假设意见领袖以积极的观点传播网络舆情的概

率为 ｘ（ｘ ∈ ［０，１］），选择以消极的观点传播网络舆

情的概率为 １ － ｘ；网民参与网络舆情传播的概率为

ｙ（ｙ ∈ ［０，１］），不参与网络舆情的概率为 １ － ｙ。 根

据相关参数设定，可知意见领袖与网民在不同策略

选择下的收益。 博弈支付矩阵见表 １。

表 １　 博弈支付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ａｍ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网民

意见领袖

积极的观点传播

网络舆情

消极的观点传播

网络舆情

参 与 Ｒ２ － Ｓ，Ｅ２ Ｒ１，Ｅ１

不参与 －Ｓ，０ ０，０

１．２　 ＲＤＥＵ 理论

在 ＲＤＥＵ 理论中，以非线性的决策权重代替传

统期望效用理论中的线性决策权重，因此能在一定

程度上刻画非理性主体的情绪状态。 ＲＤＥＵ 基本理

论模型如下：
人并非理性人，人的期望效用并非一成不变，会

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因此，人存在一定的偏好，即
Ｘ ＞ Ｙ。 在非效用期望理论中，偏好可以用函数 Ｖ
来表示：

Ｘ ＞ Ｙ↔Ｖ（Ｘ；ｕ；Ｗ） ＞ Ｖ（Ｙ；ｕ；Ｗ） （１）

Ｖ（Ｘ；ｕ；Ｗ） ＝ ∑
ｎ

ｉ ＝ １
ｕ（ｘｉ）Ｗｉ（ｐ） （２）

Ｗｉ（ｐ） ＝ ｗ（ｐｉ ＋ １ － ＲＰ ｉ） － ｗ（１ － ＲＰ ｉ），
　 　 　 　 　 　 　 　 　 　 　 ｉ ＝ １，２，３，…，ｎ （３）
ＲＰｉ ＝ Ｐ｛Ｘ≤ ｘｉ｝ ＝ ｐｉ ＋ ｐｉ＋１，ｉ ＝ １，２，３，…，ｎ （４）

式中： Ｗｉ（ｐ） 为决策权重，ＲＰ ｉ 为效用等级，ｗ（·） 为

情绪函数，反应了参与方的偏好。
按照学者的研究， 一般将情绪函数设置为

ｗ（·） ＝ ｐｒｉ，其中 ｒｉ 为情绪指数，当 ｒｉ ＜ １ 时为消极情

绪；ｒｉ ＞ １ 时为积极情绪。 ＲＤＥＵ 理论的核心在于能

够通过情绪函数体现在博弈过程中博弈主体的情绪

效应对其决策选择的影响，从而使博弈主体的反应更

符合现实场景，使决策更具有现实意义。
１．３　 意见领袖与网民的 ＲＤＥＵ 博弈模型

根据模型假设以及 ＲＤＥＵ 理论，意见领袖与网

民各个策略的效用、概率、效用等级、决策权重见

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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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考虑情绪因素的网民及意见领袖等级依赖期望效用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ａｎｋ－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ｔｉｚｅｎｓ ａｎｄ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效用 Ｕ（ｘｉ） 概率 Ｐｉ 效用等级 ＲＰｉ 决策权重 π（ｘｉ）

意见领袖 Ｒ２ － Ｓ ｘｙ １ ω１（ｘｙ）
Ｒ１ ｙ － ｘｙ １ － ｘｙ ω１（ｙ） － ω１（ｘｙ）
０ １ － ｘ － ｙ ＋ ｘｙ １ － ｙ ω１（１ － ｘ ＋ ｘｙ） － ω１（ｙ）
－ Ｓ ｘ － ｘｙ ｘ － ｘｙ １ － ω１（１ － ｘ ＋ ｘｙ）

网民 Ｅ１ ｙ － ｘｙ １ ω２（ｙ － ｘｙ）
Ｅ２ ｘｙ １ － ｙ ＋ ｘｙ ω２（ｙ） － ω２（ｙ － ｘｙ）
０ １ － ｙ １ － ｙ １ － ω２（ｙ）

　 　 意见领袖选择以积极的观点传播网络舆情的期

望收益 Ｕｘ 以及平均期望收益 ＥＵｘ 为，表达式如式

（５）、式（６）：
　 　 　 　 　 　 　 Ｕｘ ＝ Ｒ２ｙｒ２ － Ｓ （５）
　 　 ＥＵｘ ＝ （Ｒ２ － Ｒ１ － Ｓ） （ｘｙ） ｒ１ ＋ Ｒ１ｙｒ１ ＋

Ｓ （１ － ｘ ＋ ｘｙ） ｒ１ － Ｓ （６）
　 　 网民参与网络舆情的期望收益 Ｕｙ 及平均期望

收益 ＥＵｙ，表达式如式（７）、式（８）：
Ｕｙ ＝ （Ｅ２ － Ｅ１）ｘｒ１ ＋ Ｅ１ （７）

ＥＵｙ ＝ （Ｅ２ － Ｅ１）（ｙ － ｘｙ） ＋ Ｅ２ｙｒ２ （８）

２　 ＲＤＥＵ 博弈模型的演化均衡性分析

２．１　 基于复制动态方程的演化均衡策略求解

依据意见领袖以积极的观点传播网络舆情的收

益函数（式（５））与平均期望收益（式（６））构造其动态

复制方程（式（９）），并按照网民参与网络舆情的收益

函数（式（７））与平均期望收益（式（８））构造其动态复

制方程（式（１０））。
Ｆ（ｘ） ＝ ｘｒ１（Ｕｘ － ＥＵｘ） ＝ ｘｒ１（Ｒ２ｙｒ２ － （Ｒ２ － Ｒ１ － Ｓ）

（ｘｙ） ｒ１ － Ｒ１ｙｒ１ － Ｓ （１ － ｘ ＋ ｘｙ） ｒ１） （９）
　 Ｆ（ｙ） ＝ ｙｒ２（Ｕｙ － ＥＵｙ） ＝ ｙｒ２（（Ｅ２ － Ｅ１）ｘｒ１ ＋ Ｅ１ －

（Ｅ１ － Ｅ２） （ｙ － ｘｙ） ｒ２ － Ｅ２ｙｒ２） （１０）
令式（９）、式（１０）为 ０， 可得到 Ｅ１（０，０）、Ｅ２（０，１）、

Ｅ３（１，０）、Ｅ４（１，１）、Ｅ５（ｘ∗，ｙ∗）５ 个演化均衡点。 依据

演化博弈原理，可通过雅克比矩阵来判断复制动态模

型的渐进稳定性，即雅可比矩阵的行列式 Ｄｅｔ（ ｊ） ＞ ０
且迹 Ｔｒ（ ｊ） ＜ ０ 来进行判别演化稳定策略（ＥＳＳ）。
考虑网民与意见领袖的不同情绪状态，将网民与意

见领袖划分为 ４ 种不同的情绪状态组合，进行不同

情况下的演化均衡稳定性分析。
２．２　 意见领袖与网民均处于理性状态

当博弈双方都处于理性状态时， 将 ｒ１ ＝ １、ｒ２ ＝ １
代入式（９） 与式（１０） 并令其为 ０，可得演化均衡解

ｘ∗ ＝ Ｅ１ ／ （Ｅ１ － Ｅ２）、ｙ∗ ＝ － Ｓ ／ （Ｒ１ － Ｒ２）。 将演化均

衡点代入雅可比矩阵，可得到均衡点的演化稳定性，

见表 ３。 假设双方皆处于理性状态， 则 Ｅ１（０，０）、
Ｅ２（０，１）、Ｅ３（１，０）、Ｅ４（１，１） 皆为不稳定点。 结果表

明，当意见领袖与网民皆理性时，此时意见领袖会选

择以积极的观点传播网络舆情，而网民选择参与网

络舆情的传播。
表 ３　 意见领袖与网民均理性时演化稳定性判断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ｉｚｅｎｓ ａｒ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均衡点 Ｄｅｔ（ ｊ） Ｔｒ（ ｊ） 稳定性

Ｅ１（０，０） － ＋ 不稳定

Ｅ２（０，１） － ＋ ／ － 不稳定

Ｅ３（１，０） ＋ ＋ 不稳定

Ｅ４（１，１） ＋ － ＥＳＳ

Ｅ５（ｘ∗，ｙ∗） ０ － 不稳定

２．３　 意见领袖处于理性状态

当意见领袖处于理性条件， 网民处于非理性条

件时（ ｒ１ ＝ １、ｒ２ ¹ １），演化均衡解 Ｅ５（ｘ∗，ｙ∗） 取决于

ｒ２ 的取值，即网民的情绪倾向。 表 ４ 中，Ｅ１（０，０）、
Ｅ３（１，０） 为鞍点，Ｅ２（０，１） 为不稳定点， 可能存在

Ｅ４（１，１） 为演化稳定策略，但结果取决于博弈双方

的收益情况。
表 ４　 意见领袖理性时演化稳定性判断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均衡点 Ｄｅｔ（ ｊ） Ｔｒ（ ｊ） 稳定性

Ｅ１（０，０） ０ ０ 鞍点

Ｅ２（０，１） － ＋ ／ － 不稳定

Ｅ３（１，０） ０ ０ 鞍点

Ｅ４（１，１） ＋ ／ － － ＥＳＳ ／ 不稳定

２．４　 网民处于理性状态

意见领袖处于非理性状态而网民处于理性状态

下时 （ ｒ１ ≠ １、ｒ２ ＝ １），演化均衡解（ｘ∗，ｙ∗） 取决于

ｒ１ 的取值，即意见领袖的情绪倾向。 见表 ５，由行列

式可判断 Ｅ１（０，０）、Ｅ２（０，１）、Ｅ３（１，０） 均为鞍点，此
时 Ｅ４（１，１） 能否为演化稳定策略，取决于双方的收

益情况及意见领袖的情绪，进一步表明了意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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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绪状态对于网络舆情传播的重要作用。
表 ５　 网民理性时演化稳定性判断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ｉｚｅｎｓ

均衡点 Ｄｅｔ（ ｊ） Ｔｒ（ ｊ） 稳定性

Ｅ１（０，０） ０ ０ 鞍点

Ｅ２（０，１） ０ ０ 鞍点

Ｅ３（１，０） ０ ０ 鞍点

Ｅ４（１，１） ＋ ／ － － ＥＳＳ ／ 不稳定

２．５　 意见领袖与网民均处于非理性状态

当意见领袖与网民均处于非理性条件下时 （ ｒ１
¹１、ｒ２ ¹１），演化均衡解 Ｅ５（ｘ∗，ｙ∗） 取决于 ｒ１ 与 ｒ２ 的
取值。 如表 ６ 所示，Ｅ１（０，０）、 Ｅ２（０，１）、Ｅ３（１，０） 均

为鞍点，此时 Ｅ４（１，１） 能否为演化稳定策略，取决于

双方的收益情况及意见领袖与网民情绪的取值。
表 ６　 意见领袖与网民均非理性时演化稳定性判断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ｉｚｅｎｓ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均衡点 Ｄｅｔ（ ｊ） Ｔｒ（ ｊ） 稳定性

Ｅ１（０，０） ０ ０ 鞍点

Ｅ２（０，１） ０ ０ 鞍点

Ｅ３（１，０） ０ ０ 鞍点

Ｅ４（１，１） ＋ ／ － － ＥＳＳ ／ 不稳定

３　 仿真分析

由于在博弈模型中，各点的演化情况还取决于

各主体的情绪强度。 因此，为进一步了解网民情绪

因素对网络舆情演化的影响，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通过

具体数值进行模拟仿真分析。 依据前文假设，参数

设置如下： Ｒ１ ＝ １０、Ｒ２ ＝ １６．１、Ｅ１ ＝ ６、Ｅ２ ＝ ２．５、
Ｓ ＝ ４。

不同情况下仿真结果分析：
（１）意见领袖处于理性条件

如图 １ 所示，当意见领袖处于理性条件下且网

民处于乐观条件时，在网络舆情演化的初期，意见领

袖为了吸引网民的参与，有一定的概率选择以消极

的观点传播网络舆情，但随着舆情的发展，理性的意

见领袖为了获得长期的收益，最终会选择以积极的

观点传播网络舆情。 当网民悲观情绪较低时（ ｒ２ ＝
０．８）， 由于意见领袖处于理性状态，网民缺乏外部

情绪诱导，舆情仍然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当网

民悲观情绪较高时（ ｒ１ ＝ ０．６），演化初期意见领袖与

网民策略选择急速变化，最终意见领袖有 ０．４３ 的概

率选择以消极的观点传播舆情，网民有 ０．８１ 的概率

参与舆情的传播，这表明当网民的悲观情绪较高时，

演化初期在网络空间中存在明显的观点冲突。 随着

舆情的演化，部分悲观的网民会选择不参与舆情的

传播，而意见领袖为了吸引网民的参与，有概率以消

极的观点传播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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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意见领袖理性时的演化仿真

Ｆｉｇ． １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２）网民处于理性条件

如图 ２ 所示，当网民处于理性条件时 （ ｒ２ ＝ １），
极度悲观的意见领袖（ ｒ１ ＝ ０．６） 认为舆情的恶化无

法避免，为了满足网民的需求，会有较大的概率（ｐ ＝
０．７３） 选择以消极的观点传播网络舆情，但当意见

领袖悲观情绪上升（ ｒ１ ＝ ０．８） 时，将提高意见领袖以

积极观点传播网络舆情的概率。 当意见领袖处于乐

观情绪时，随着意见领袖乐观情绪的上升，将加快意

见领袖以积极观点传播网络舆情的演化速率，但此

时情绪的变化对意见领袖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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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网民理性时的演化仿真

Ｆｉｇ． 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ｉｚｅｎｓ

　 　 （３）意见领袖处于乐观情绪网民处于非理性条件

如图 ３ 所示，当意见领袖处于乐观情绪， 网民

处于较高的悲观情绪时（ ｒ２ ＝ ０．６），网民会选择参与

舆情的传播，但意见领袖有 ０．５７ 的概率选择以消极

的观点传播网络舆情，舆情会缓慢的恶化。 当网民

的悲观情绪较低时（ ｒ２ ＝ ０．８），不存在演化稳定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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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此时的网络空间观点冲突将进一步加剧。 当意

见领袖与网民均处于乐观情绪时，双方均认为网络

舆情会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因此网民会积极的参

与网络舆情的传播。 随着网民乐观情绪的上升，网
络舆情积极发展的可能也随之加大，意见领袖以积

极的观点传播网络舆情的演化速率随之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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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意见领袖处于乐观情绪的演化仿真

Ｆｉｇ． 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４）意见领袖处于悲观情绪网民处于非理性条件

如图 ４ 所示，当意见领袖处于悲观情绪时，意见

领袖更偏向于以积极的观点传播网络舆情。 但当网

民处于较高的悲观情绪时（ ｒ２ ＝ ０．６）， 博弈双方都对

网络舆情的发展持悲观的情绪，此时网民有 ０．４ 的

概率选择不参与网络舆情的传播，此时悲观的意见

领袖 ０．４９ 的概率选择以消极的观点传播舆情。 此

时，网络空间中存在明显的观点对立，舆情的发展难

以预测。 当网民悲观情绪较低或处于乐观的情绪

时，意见领袖更愿意采取以积极的观点传播网络舆

情的策略，且网民参与网络舆情的速率会随着网民

自身的情绪上升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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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意见领袖处于悲观情绪的演化仿真

Ｆｉｇ． 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ｔ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４　 结束语

本文通过等级依赖效用理论与演化博弈理论，
研究了在网络舆情的发生期，情绪对于网民与意见

领袖之间的策略选择以及网络舆情演化的影响。 研

究结果表明：网民和意见领袖的情绪状态能加快网

络舆情的演化；在多数情绪状态下，相较于网民，意
见领袖的情绪状态对舆情的演化结果能产生更大的

影响；网民和意见领袖的悲观情绪并不一定导致网

络舆情的恶化，但要避免网民陷入极端的悲观情绪。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仅仅从情绪的角度

出发，无法体现实际网络舆情背景下网民决策的复

杂性，在后续研究中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探讨。

参考文献

［１］ 谢科范， 赵湜， 陈刚，等． 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生命周期原理及

集群决策研究［Ｊ］ ．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２３
（４）：４８２－４８６．

［２］ 孟骊超， 来爽．网络舆情演变过程的主体博弈及对策研究［Ｊ］ ．现
代情报， ２０２０， ４０（１２）：１１４－１２９．

［３］ 晏敬东， 杨彩霞， 张炜南．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微博舆情引控

研究［Ｊ］ ． 情报杂志， ２０１７， ３６（８）：８８－９３，７５．
［４］ 郭倩倩． 突发事件的演化周期及舆论变化［ Ｊ］ ． 新闻与写作，

２０１２，３３７（７）：９－１２．
［５］ 魏丽萍． 网络舆情形成机制的进化博弈论启示［Ｊ］ ． 新闻与传播

研究， ２０１０， ２０（６）：２９－３８．
［６］ 王根生． 基于羊群效应传染动力模型的医患关系网络舆情演变

研究［Ｊ］ ．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４９（４）：６４－
６９．

［７］ 朱志玲， 朱力． 从“不公”到“怨恨”：社会怨恨情绪的形成逻辑

［Ｊ］ ．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４ （２）：１７２－１７７．
［８］ 彭小兵， 邹晓韵． 邻避效应向环境群体性事件演化的网络舆情

传播机制———基于宁波镇海反事件的研究 ［ Ｊ］ ． 情报杂志，
２０１７， ３６（４）：１５０－１５５．

［９］ 唐雪梅， 赖胜强． 情绪化信息对舆情事件传播的影响研究［ Ｊ］ ．
情报杂志， ２０１８， ３７（１２）：１２４－１２９．

［１０］ＮＡＳＫＡＲ Ｄ， ＳＩＮＧＨ Ｓ Ｒ， ＫＵＭＡＲ Ｄ， ｅｔ 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ｗｉｔｔｅｒ ［ Ｊ ］ ． ＡＣＭ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２０， ３８（２）：１－２４．

［１１］杨阳， 王杰． 情绪因素影响下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研究

［Ｊ］ ． 情报科学， ２０２０， ３８（３）：３５－４１．
［１２］霍良安， 邵洋洋． 基于秩依效用理论的网络舆情传播博弈模型

［Ｊ］ ． 现代情报， ２０１６， ３６（９）：４５－４９．

２３１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第 １４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