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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深入剖析了在数字媒体领域内，针对青年群体的情绪感知与舆情响应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提出了针

对青年用户的情绪分析模型，并构建了一套舆情应对策略的研究架构。文章强调利用人工智能等尖端技

术手段，达成对青年用户的精准识别和情感要素的精细提取，精心打造青年情绪分析模型，并提出了“两

步走”舆情应对机制。该研究框架旨在实现对网络舆情的动态监控与智慧引导，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

支持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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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complex challenges faced in the realm of digital media with regard to the 
emotional perception of youth groups and the response to public opinion. It proposes an emo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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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model tailored for young users and constructs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public opinion 
response strategies. The paper emphasizes the use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cal means such as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to achieve precise identification of young users and refined extraction of emotional 
elements, meticulously crafting a youth emotional analysis model. Additionally, it introduces a “two-
step” public opinion response mechanism. This research framework aims to enable dynamic moni-
toring and intelligent guida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providing decision support and a theoreti-
cal basis for policy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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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时代，互联网已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网络传播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匿名性，使得情绪传播

更加多样化与复杂化。习近平总书记 2021 年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曾说到：“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

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1]。在我国虚拟的网络天地里，青年网民成为了当之无

愧的中坚力量。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尤为抢眼，不仅映射出这一代人的网络生存状态，更是他们价

值观念和社会立场的直接体现。此外，这一群体的网络行为不仅揭示了当代青年的思想脉动，而且在某

种程度上，它也预示了网络文化发展的潜在走向。青年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情感表达能够影响和带动其

他网民，故可能对网络舆论事件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结合舆情信息的传播路径，深入挖掘

不同社交媒体之间青年群体的互动关系，快速而准确地识别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身份特征，以及预判和

引导他们的社会情绪传播，已成为网络社交环境下的紧迫需求。 
当前，互联网已成为政府洞察民情的重要渠道。基于青年在社交媒体上的社会互动数据，对社交网

络舆情进行监管，不仅是引导网络舆论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规避网络舆情演变中潜在情绪风险的有效

途径。因此，识别社交媒体上的青年用户，对其行为特征和情感要素进行提取分析，并制定相应舆情应

对机制，已成为网络舆论领域研究的核心议题。 

2. 数媒时代青年情绪感知与舆情应对挑战 

2.1. 网络社群侦测与用户身份识别的复杂性 

网络社群侦测与用户身份识别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网络结构的多样性、用户身份的多维度以及数据

的海量性与动态性。当今时代社群不再是简单的节点集合，而是由多个子群、层级和连接方式构成的复

杂系统，尽管已有多种算法[2]-[5]被提出以应对这一复杂系统的挑战，但是开发出具有高度灵活性和适应

性的算法仍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同时，用户身份的识别依赖于其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模式、兴趣

爱好、社交关系等多维度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是分散和不完整的，使得身份识别过程变得异常复杂，

需要综合多种信息源进行综合判断[6]。网络社群及用户身份的相关数据呈现出庞大且持续变动的特征，

此种数据的流动性迫切要求侦测与识别系统具备在数据流中即时萃取有效情报的处理效能。然而，从浩

如烟海的数据中筛选出具有战略价值的信息，无疑成为了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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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青年情绪监测与舆情演变的动态分析困难 

通过情感数据分类与抽取，分析舆论主体情感倾向及其表现特征在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的情绪

波动和舆情演变呈现出快速且复杂的特点，这为动态分析带来了诸多困难。首先，青年人的情绪表达往

往具有即时性和多变性，他们在网络上的情绪宣泄可能瞬间爆发，且容易受到同伴影响而迅速扩散，这

使得捕捉和监测情绪状态变得极为困难。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通过情感数据分类与抽取，分析舆论主体

情感倾向及其表现特征[7] [8]，以揭示青年群体情绪的深层动向。特别关注公共事件下用户情感行为，比

较中心与非中心用户群体情感差异，监测其情感动态[9]。运用复杂网络理论，识别意见领袖并分析其网

络关系，探讨焦点事件中的群体情感变化[10]。 
其次，舆情的演变路径非线性且难以预测，一个微小的热点事件可能迅速演变成广泛的社会讨论，

而传统的分析工具难以跟上这种动态变化。此外，青年群体使用的网络语言和表情符号等非文字表达方

式，增加了情绪识别的复杂性，需要更为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和情感分析技术。最后，由于青年人的隐

私意识和保护需求的提高，如何在尊重隐私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情绪监测和舆情分析，也是研究者面临

的一大挑战。这些困难共同构成了青年情绪监测与舆情演变动态分析的多重障碍。 

2.3. 构建有效舆情应对策略的挑战 

近年来，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网络舆论监测与引导策略的研究备受重视，涵盖了原理、机制、

策略等多个层面，同时构建有效的舆情应对策略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11]。首先，舆情的形成和传播

速度极快，要求应对策略必须具备即时反应的能力，以便在舆论危机初现端倪时迅速介入。在危机初现

时应从意识形态角度探究舆情态势感知的脆弱性，结合情报感知与融媒体技术，分析舆情传播成因与发

展[12]；还可基于种群增长理论，构建感知模型捕捉网络舆论动态，划分发展阶段，并从静态与动态数据

处理视角分析舆情变化[13]。 
另外，舆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要求策略制定者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背景，能够从社会学、心理学、传

播学等多个角度综合分析问题。再者，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下的受众对同一事件的解读可能大相径庭，

这要求舆情应对策略具备高度的针对性和敏感性。除此之外，技术的不断进步带来了新的传播渠道和手

段，如何利用这些技术工具来监测和引导舆情，也是策略构建中必须考虑的问题。最后阶段随着公众对

信息透明度和真实性要求的提高，如何在保证信息准确性的同时，有效地沟通和引导舆论，成为了一项

严峻的考验。这些要素共同铸就了构建有效舆情应对策略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3. 情绪感知与舆情应对机制的总体架构 

 
Figure 1. Overall framework 
图 1. 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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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文本抽取、数据挖掘、可视化等技术来构建社交媒体下青年社会情绪传

播和舆情应对机制框架。图 1 为研究总体框架。 

3.1. 青年用户识别与情感要素提取 

从微观层面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青年核心用户识别进行深入研究，结合热点事件的特点，将传播学

等理论与文本抽取、数据挖掘等技术相结合，识别舆情中的青年用户，从多源大数据中识别青年用户的

行为特征[14] [15]，提取并分析青年用户的情感要素。另外，本研究从用户的社交行为记录中获取青年用

户感兴趣行为和关注领域列表，结合社交平台特点和改进的 K-Means 算法对青年用户特征进行聚类分析。

将青年用户的情感特征和行为特征进行融合，进而得出社交媒体中青年用户的社会情绪传播特征，构建

青年用户群体画像。最终对结果进行分析和可视化展示，实现对社交媒体中青年群体的情感要素提取。 

3.2. 面向动态大数据的青年情感分析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已成为青年群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时产生的海量数据为

我们洞察青年行为模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本部分旨在深入挖掘和分析青年在社交网络中的行为特征与

规律，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群体的社会互动、兴趣偏好及心理动态。研究其情感演化趋势，识别和预测网

络舆情事件的未来走向，建立更有针对性的青年用户社会情感分析模型，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Core user identification and sentiment analysis 
图 2. 核心用户识别与情感分析 

 
依托先进的分布式爬虫技术，从多个社交平台采集青年用户的互动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发帖、评论、

点赞、转发等行为，以及用户的地理位置、在线时长等轨迹信息。通过对这些多源异构数据进行清洗、

预处理和深度分析，旨在揭示以下几个关键点： 
1) 青年用户在社交网络中的活跃度和参与度，以及不同社交平台间的行为差异； 
2) 青年用户社交行为的时空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与用户地理位置、社会活动的关联； 
3) 青年用户的兴趣偏好分布，以及这些偏好如何随时间和社会事件的变化而演变； 
4) 青年用户社交网络中的关系强度和互动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如何影响信息的传播和群体动态。 

3.3. 舆论态势感知和应对机制 

舆情应对机制涉及对重大突发事件舆情信息的科学分析，进而针对潜在或现实危机采取精准措施。

舆情感知分析涵盖生命周期、群体情感和舆情话题三维视角。通过采集社交媒体平台数据，本研究构建

了事件发展全景脉络，并运用网络指标划分舆情生命周期阶段。在群体情感分析中，通过数据预处理，

提取社会情感要素，识别情绪传播特征。舆情话题分析则采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提炼核心

议题。综合三者特征，识别核心用户关注话题，探究舆情传播周期性机理，并构建网络舆情态势图谱。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21094


韩梦丹 等 
 

 

DOI: 10.12677/ass.2024.13121094 194 社会科学前沿 
 

基于舆情演变特性，结合跨学科理论，本研究提出了全面覆盖的舆情应对机制，并制定了“两步走”策

略，详细见图 3。 
 

 
Figure 3. Public opinion situational awareness and response mechanism 
图 3. 舆情态势感知与应对机制 

 
由图 3 可知，在洞察网络舆情态势的层面，本研究综合搜集并整合了青年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信息，

深入挖掘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关键情报。结合实际舆情走势，本研究对舆情要素进行了系统整合，并运

用聚类分析、关联分析以及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手段，探究舆情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关键路径，以期全面

理解事件舆情的发生原因、演变过程及其本质特征。在舆情要素整合完备之后，本研究从宏观视角出发，

分析了青年群体的情感倾向和社会报道中的风险因素，精准识别舆情异常时刻，并根据既定标准对舆情

态势的等级(常规级、预警级、危险级、极度危险级)和影响范围(小范围、中等范围、大范围)进行评估。 
其次，针对网络舆情态势的预测，本研究框架提出利用深度学习、表示学习和关联推理等前沿技术，

构建网络舆情预测模型。通过系统动力学方法的仿真模拟，得出精准的舆情预测结果。依据这些预测，

实现对舆情态势变动的实时监控，准确判断潜在的舆情趋势，并及时向管理层提供预警信息，以便及时

制定并实施干预措施，将潜在风险消灭于无形之中。此举旨在实现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科学化与网络化

引导，营造一个健康的网络舆情环境。这一“两步走”的舆情应对机制贯穿网络舆情的整个生命周期，

持续追踪舆情动态，实时监测与评估舆情态势，识别关键时刻，掌握舆情引导的主动权，实现精准预警，

有效应对舆情挑战。 

4. 结论 

本研究以社交媒体平台为观测窗口，聚焦青年群体的行为特征和情绪演变，提出了青年用户情感分

析模型，构建了一套舆情态度感知与应对策略的综合性框架。模型和框架依托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实

现对青年用户群体的情绪分析，深入洞察其情感波动，为网络舆情的高效治理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本研

究所提出的“两步走”舆情应对策略，旨在实现对网络舆情动态的即时监控与科学引导，保障网络空间

的清朗无污，维护网络生态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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