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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目的]突发事件引起的网络舆情可能造成社会恐慌，监管部门可以通过监管网络媒体或发布官方信

息抑制舆情发酵。[研究方法]本研究将监管部门媒体的演化博弈模型与舆情传播模型结合，探讨控制舆

情的有效途径。[研究结论]研究发现，仅在监管部门高力度惩罚下，媒体才会逐渐从推动舆情转变为抑

制舆情，但在此过程中，舆情已扩散，控制效果有限。突发事件敏感性越高，传播越快，通过监管媒体

控制舆情的效果越差。监管部门发布信息对控制舆情更有效，然而当公信力较低时，发布信息的效果也

有限，还需同时监管媒体。本文不仅探讨了监管部门媒体博弈的稳定解，还考虑了达到稳定解过程中舆

情的传播，以及舆情扩散对博弈双方收益的影响，从而影响双方博弈策略，为控制舆情提供了理论支持

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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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Online public sentiment stemming from emergencies can induce social pan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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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ion departments can mitigate the propagation of public sentiment by regulating online me-
dia or disseminating official information. [Method]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of supervision department-media interaction with the model of public sentiment dissemina-
tion to explor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public sentiment.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online media will transition from promoting to suppressing public sentiment only under high-
intensity supervision department sanctions, yet this shift occurs when public sentiment spreads, 
limiting its effectiveness. Emergencies with higher sensitivity will spread faster, diminishing the ef-
ficacy of media regulation to control public sentiment. The dissemination of official supervision de-
partment information proves more effective in controlling public sentiment. However, when credi-
bility is low, the effectivenes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s limited, necessitating concurrent me-
dia regulation. This paper not only delves into stable solutions in the supervision department-me-
dia game but also considers the spread of public opinion during the convergence to stable solution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gains of both players, thereby shaping their strategies and offering theoret-
ical underpinning and practical insights into public sentimen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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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舆情在当今数字化社会中具有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舆情传播速度快，

范围广，可能引发广泛的社会恐慌和负面影响。如 2022 年 12 月 20 日，周某在快手上发布了视频，指称

北京市自来水公司的自来水出现了问题，导致自来水变成了“阳水”，存在安全隐患。这则谣言在网络

上迅速传播，引发了公众的担忧和恐慌。这表明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体舆论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网络媒体已成为公众获取信息、沟通交流的主要渠道[1]。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

民规模达 10.79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6.4% [2]。监管部门、网络媒体和公众是网络舆情传播的不同主

体，网络舆情是在这三方共同作用下发酵传播的[3]-[5]。网络媒体的实时性、多样性和互动性推动舆情迅

速传播。监管部门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力量，及时发布客观准确的信息，以引导舆论向正面发展，

抑制舆情的传播[6]。如在疫情期间，官方媒体也在实时更新疫情信息，包括感染人数、死亡率以及防控

信息[7]。 

2. 文献回顾 

过去的研究对网络舆情的基础传播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舆情传播模

型、媒体传播和舆情动态等方面。 
在舆情传播模型上，许多学者将舆情传播与传染病模型结合，如 SIR 模型、SEIR 模型等进行研究。

如 Kermack 等提出的经典的 SIR 模型将人群分为易感染者(S)、传播者(I)和免疫者(R)三类。Witbooi 等[8]
将 SIR 模型扩展为 SEIR 模型，考虑了潜在传播者(E)的因素。在媒体传播方面，学者们发现，网络媒体

的报道内容、报道角度以及传播速度等因素对舆情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影响[5]。在政府干预方面，学

者们发现，发布官方信息和辟谣消息能有效抑制舆情传播[4]，但其效果受公信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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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学者将演化博弈模型应用于舆情传播领域，研究了相关部门与媒体之间的博弈行为及

其对舆情传播的影响。邓建高等[9]构建了谣言类舆情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生产者、信息传递者和信息

分解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发现影响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的关键因素为信息质量和信息生产者惩罚

力度。祁凯等[10]构建了网络媒体与政府双方演化博弈模型，引入中央惩罚机制，为突发危机事件网络

舆情治理提供了新思路。胡欢等[11]构建了政府、网络运营商和造谣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发现舆情传

播与造谣者的感知价值的敏感度有关。Ruguo Fan [12]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背景下，构建了政府-社区-
居民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如何调动政府、社区和居民的积极性。单纯的演化博弈模型，主要研究

在何种条件下达到什么样均衡解，如提高惩罚力度，最终的均衡解是相关部门监管，社交媒体阻滞网

络舆情的传播，但是对达到均衡的过程较少关注。现实的情况是，在博弈双方的演化过程中，网络舆情

不断传播，博弈模型中的一些参数设置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达到演化均衡之前，网络舆情可能已经造

成了重大的后果。 
因此，需要将演化博弈模型与舆情传播模型进行结合。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所开展。毕鹏等[13]构建

了 SIR 演化博弈模型探索网络舆情在形成——消亡阶段中的动态演化规律以及主体决策博弈演化过程，

发现了监管部门和自媒体部门在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引导过程中的重要性。曾寰等[14]构建政府–媒

体–谣言传播者三方博弈模型，得到谣言传播的因子，将其和 SIR 模型进行结合，生成 SIR 模型的感染

率参数。郭爽等[15]基于传播动力学理论、前景理论等构建 SIR 演化博弈模型，为监管部门良性引导网络

舆情危机提供了有力的决策支持和理论指导。祁凯等[16] [17]基于 SEIR 构建网络舆情传播模型，同时构

建“网络大 V”与官方媒体的演化博弈模型，引入监管部门惩罚机制和协调机制，发现监管部门的合理

介入，能够促进官方媒体与“网络大 V”的协调合作。 
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相关部门、媒体行为对舆情的影响，较少考虑舆情的发酵会如何反过来影响媒

体的行为。在舆情热度较低的情况下，其负面影响小，对媒体监管的可能性较小，也不需要立即发布官

方信息。相反，随着舆情的发酵，监管部门对其关注程度会增加，会加强对媒体行为的监管，并可能会

选择发布官方信息。因此，本文以突发事件下的舆情传播为背景，结合演化博弈模型和舆情传播模型，

考虑舆情发酵的社会成本对舆情控制的影响，旨在探究发布信息或监管媒体对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 

3. 模型设计 

3.1. 问题描述与基本假设 

在突发事件舆情发酵的过程中，监管部门和网络媒体的利益关系及博弈冲突是重要因素。基于“社

会福利模型”[18]，当网络媒体选择推动舆情传播，舆情热度高时，监管部门需加强监管以控制社会恐慌；

反之，若媒体阻滞舆情传播，舆情热度较低，则监管可能成本大于社会收益，监管部门会权衡利弊并可

能选择不对该舆情进行监控和处罚，以避免资源浪费。双方行为的选择将直接影响舆情的演化。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基本假设条件： 
假设 1：当突发事件引起舆情传播时，监管部门会在策略集{监管 x1，不监管 x2}中选择自身利益最大

化的行为决策。( 1 2 1x x+ = )监管部门在网络新闻报道、热点评论等对某一舆情进行追踪监管付出的人力

财力等成本为 C1，舆情失控带来的社会恐慌等负面影响为 M。网络舆情的传播热度和传播人数相关。 
假设 2：网络媒体会在策略集{推动舆情发展 y1，阻滞舆情发展 y2}中不断调整。网络媒体选择推动策

略时无需付出额外成本[19]，若阻滞舆情发展，禁止用户发帖、屏蔽用户评论，查封账号等会付出人力财

力等成本 C2，若网络媒体推动舆情发展，能吸引更多流量，舆情发酵产生收益 U，媒体收益同时跟舆情

的热度相关。此时若监管部门采取监管策略，则会受到的监管部门处罚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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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型构建与分析 

3.2.1. 监管部门与网络媒体策略选择的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博弈主体行为受到舆情传播的影响，根据周福战[20]的研究，我们将舆情传播模型中的 I 代表舆情热

度，对于监管部门社会恐慌的成本是 IM，对于媒体热度收益为 IU。根据假设 1 和假设 2，得到网络媒体

与监管部门双方主体间的博弈收益矩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Profit matrix of evolutionary game between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nd media 
表 1. 监管部门和媒体双方演化博弈收益矩阵 

网络媒体 
监管部门 推动舆情传播 y1 阻滞舆情发展 y2 

监管 x1 (−C1 + P, −P) (−C1, −C2) 

不监管 x2 (−I*M, I*U) (0, −C2) 

3.2.2. SEIR 舆情传播模型 
基于黄诏冰[21]的研究基础上，将网民划分为四类：未接收舆情信息的公众(S)、已接收舆情信息但尚

未决定是否传播的公众(E)、传播舆情的公众(I)、对舆情信息失去兴趣的公众(R)四个状态。S(t)，E(t)，I(t)，
R(t)代表在 t 时刻每种状态的人数比例，S + E + I + R = 1。由于舆情事件一般时间较短，不考虑网民数量

的变化。基于朱琦琦[22]刻画传染病模型中感染率的研究，网民传播舆情行为转换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Example of the change of netizens’ behavior in spreading public opinion 
图 1. 网民传播舆情行为转变示例 
 

图 1 中，S 状态转化为 E 类状态的概率是 ( )11 *b yα + ；其中 α为接触到信息的概率，由网络结构决

定，b 是网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 1*b y 表示媒体推动舆情传播。E 状态转化为 I 类状态也受到媒体推动的

影响，概率是 ( )11 *b yβ + ；其中 β为网民传播概率，由突发事件的敏感度决定。S 状态转化为 R 类状态

受到发布信息的影响，概率是 *f z ；其中 f 为公信力，z 为发布官方信息的时间。E 状态转化为 R 类状态

也受到发布信息的影响，概率是 ( )1 *µ f z+ ；其中 µ 为信息免疫概率。类似的，I 状态转化为 R 类状态的

概率是 ( )1 *f zγ + ；其中 γ为信息遗忘概率。 

3.3. 模型求解 

3.3.1. 监管部门与网络媒体策略选择的演化博弈模型求解 
监管部门选择监管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E11，选择不监管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E12，平均期望收益为 E1；

网络媒体选择推动舆情传播的期望收益为 E21，选择阻滞舆情传播的期望收益为 E22，平均期望收益为 E2。

根据表 1 收益矩阵得到：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4.145453


吉怡颖，钱颖 
 

 

DOI: 10.12677/orf.2024.145453 92 运筹与模糊学 
 

( ) ( ) ( )11 1 1 1 1 1 11E y C P y C y P C= ∗ − + + − ∗ − = ∗ −                      (1) 

( ) ( ) ( )12 1 1 11 0E y I M y y I M= ∗ − ∗ + − ∗ = ∗ − ∗                       (2) 

( )1 1 11 1 121E x E x E= ∗ + − ∗                                (3) 

( ) ( ) ( ) ( )121 1 11E x P x I U x P I U I U= ∗ − + − ∗ ∗ = ∗ − − ∗ + ∗                   (4) 

( ) ( ) ( )122 2 1 2 21E x C x C C= ∗ − + − ∗ − = −                           (5) 

( )2 1 21 1 221E y E y E= ∗ + − ∗                                 (6) 

联立式(1)和式(3)得到政府策略选择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 ) ( ) ( ) ( ) ( ) ( )11 1 12 11 11 1F x x E E x x E E x x I M P y C= ∗ − = ∗ − ∗ − = − ∗ − ∗ − ∗ +             (7) 

联立式(4)和式(6)得到网络媒体策略选择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 ) ( ) ( ) ( ) ( ) 221 2 22 211F y y E E y y E E x P I U C I U= ∗ − = − ∗ − ∗ ∗ + ∗ − − ∗               (8) 

由演化稳定的原理可知，当 ( ) 0F x = ， ( ) 0F y = ，且 ( ) 0F x′ < ， ( ) 0F y′ < 时，即为演化稳定状态

ESS。 
(a) 监管部门的演化稳定策略求解 

( ) ( ) ( ) 12 1F x x I M P y C′ = − ∗ − ∗ − ∗ +                             (9) 

令 ( ) 0F x = ， 1* 0x = ， 2* 1x = ，
1* Cy

P I M
=

+ ⋅
， 

1) 当 *y y= 时，监管部门动态策略选择不会随时间 t 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既“监管”和“不监管”

均为 ESS。 

2) 当 *y y≠ 时， 0x = 和  1x = 是两个可能的稳定状态点。(
10 * 1Cy

P I M
< = <

+ ⋅
) 

① 当 *y y> 时，  1x = 是演化稳定点。 
② 当 *y y< 时， 0x = 是演化稳定点。 
此时，监管部门的行为会受到网络媒体行为的影响。当网络媒体推动舆情传播时，监管部门实施监

管策略。网络媒体阻滞舆情传播时，监管部门实施无监管的策略。 
(b) 网络媒体的演化稳定策略求解 

( ) ( ) ( ) 21 12 1 * * * *F y y x P I U C I U′ = − + − −                     (10) 

令 ( ) 0F y = ， 1* 0y = ， 2* 1y = ， 2* C I Ux
P I U
+ ⋅

=
+ ⋅

 

1) 当 *x x= 时，网络媒体动态策略选择不会随时间 t 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既“推动舆情发展”和“阻

滞舆情发展”均为 ESS。 
2) 当 *x x≠ 时， 0y = 和 1y = 是两个可能的稳定状态点。 
① 当 *x x> 时， 0y = 是演化稳定点。 
② 当 *x x< 时， 1y = 是演化稳定点。 
此时，网络媒体的行为会受到监管部门行为的影响。如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策略，网络媒体实施阻

滞舆情传播策略。监管部门采取不监管策略时，网络媒体采取推动舆情传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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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结果，分别对 ( )F x 、 ( )F y 求偏导，得到雅克比矩阵 J 为： 

( ) ( ) ( ) ( )
( ) ( ) ( ) ( )

1

2

2 1 1

1 2 1

x I M P y C x x I M P
J

y y P I U y x P I U C I 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将(0, 0)、(0, 1)、(1, 0)、(1, 1)这 4 个均衡点代入雅可比矩阵，计算矩阵特征值，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Eigenvalues of Jacobian matrix 
表 2. 雅可比矩阵的特征值 

均衡点 特征值 λ1 特征值 λ2 

(0, 0) C1 −C2 − I*U 

(0, 1) −C1 + I*M + P −C2 − I*U 

(1, 0) C1 C2 − P 

(1, 1) C1 − I*M − P P − C2 

 
当特征值 0iλ ≤  (i = 1, 2)时，该均衡点为演化策略稳定点。基于此，(0, 0)、(1, 0)的特征值均大于 0，

不是演化策略稳定点。其余均衡点分析结论如下： 
结论 1：当 1C I M P> ∗ + 时，均衡点(0, 1)所对应的特征值都小于 0，(不监管，推动舆情发展)是唯

一的演化稳定策略。在此情境下，监管部门选择“监管”的成本大于监管所规避的社会损失以及对媒

体的惩罚之和，此时监管部门趋向于选择“不监管”。网络媒体在收益下最终演化至“推动舆情发

展”。 
结论 2：当 1C I M P< ∗ + 且 2P C< 时，均衡点(1, 1)所对应的特征值都小于 0，(监管，推动舆情发展)

是唯一的演化稳定策略。在此情境下，监管部门选择“监管”所规避的社会损失以及对媒体的惩罚之和

大于监管的成本，此时趋向于选择“监管”。对于网络媒体而言，在监管的情况下， 2P C< 即监管部门

的惩罚力度较小时，网络媒体会选择“推动舆情发展”。 

3.3.2. SEIR 舆情传播模型分析 
基于传播动力学理论构建常微分方程来描述公众传播舆情行为的演化过程。根据图 1 得到常微分方

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d
1

d
d

1 1 1 1
d

d
1 1 1

d
d

1 1
d

S t
by S t I t f z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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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 t I t by f z E t
t

I t
by E t f z I t

t
R t

f z E t f z I t
t

α

α β µ

β γ

µ 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4. 数值仿真实验分析 

通过模型模拟，分析在突发事件舆情暴发过程中公众、网络媒体、监管部门的决策行为的演化过程

以及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探索在突发危机事件下网络舆情治理的有效路径。具体参数设置如表 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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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Basic parameter settings table 
表 3. 参数基本设置表 

参数 含义 模拟值 

C1 部门监管跟进所付出的人力财力等成本 0.3 

C2 网络媒体阻滞舆情发展付出的成本 0.4 

M 舆情失控，舆情危机带来的社会恐慌负面影响 100 

P 网络媒体受到的监管部门处罚 0.4 

U 舆情传播发酵带来的经济收益 4 

b 网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 0.5 

α 接触到信息的概率 0.6 

β 突发事件的敏感度 0.1 

µ 信息免疫概率 0.05 

γ 信息遗忘概率 0.05 

f 部门公信力 0.02 

z 部门发布信息时间 6 小时设置为 1 

 
情境 1：部门不发声(z = 0)，仅通过监管媒体来控制舆情。在不同突发事件的敏感度下(β = 0.1, 0.3)，

提高惩罚力度(P = 0.4, 0.5, 0.6)，网络媒体行为演化以及舆情传播的影响，模拟结果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见，加大对媒体的惩罚力度会改变媒体的策略选择，当惩罚力度为 0.4 时，媒体更倾向于推

动舆情传播，而当惩罚力度增加至 0.6 时，媒体的策略会稳定在阻滞舆情传播。通过监督媒体来管控舆情

的效果有限，因为媒体在早期仍然倾向于推动舆情，这种影响直至舆情传播后期才逐渐减弱，此时舆情已

经处于发展的后期阶段，媒体的行为已经不再产生重大影响。当 β = 0.1 时，惩罚力度 P 由 0.4 上升到 0.6
时，传播者比例的高峰由 31.9%下降为 22.4%，影响范围由 59%下降为 50%。而在 β = 0.3 时，随着惩罚

力度 P 由 0.4 上升为 0.6，传播者比例的高峰仅由 53.4%下降为 45.4%，影响范围仅下降 4 个百分点， 
 

   
(a) 部门监管概率                                    (b) 媒体推动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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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传播者比例                                      (d) 影响范围 

Figure 2. Influence of punishment intensity on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图 2. 惩罚力度对舆情传播的影响 
 
从 80.8%下降到 76.7%。这表明对于敏感度较低的舆情，通过加大对媒体的惩罚力度，控制媒体传播，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舆情的传播。但对于敏感度较高的舆情，由于公众传播舆情的意愿比较高，舆情发酵快，

仅加大对媒体的惩罚力度对舆情的控制效果微乎其微，需要通过发布官方信息，来控制舆情的传播。 
情境 2：不改变监管力度(P = 0.4)，通过在网络媒体上发声来影响舆情传播(分别在 6 h，12 h，24 h，

48 h 将 z 设置为 1，以讨论发声的时间对网民传播舆情行为的影响)，模拟结果如图 3 所示。 
 

   
(a) 传播者比例                                    (b) 影响范围 

Figure 3. Influence of vocal time on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图 3. 发声时间对舆情传播的影响 

 
由图 3 可见，在突发事件的舆情传播中，若能及时发布官方信息，可有效地控制舆情传播热度。在

舆情传播的 6 h 左右发声，可将舆情传播人数控制在 40%左右，实现良好的舆情控制效果。随着官方信

息发布时间的推迟，舆情传播规模呈递增趋势。在舆情传播的 12 小时或 24 小时发声，舆情传播人数将

分别达到 45.7%和 55.8%。若直至 48 h 后才发布官方信息，此时 59.1%的网民已经传播过该信息，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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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信息完全重合，对舆情干预已无效。因此，应在舆情出现后尽早发布官方信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舆情的传播，维护社会的稳定。 
情境 3：不改变监管力度(P = 0.4)，通过在网络媒体上发声来影响舆情传播(在 6 h 将 z 设置为 1)。以

下讨论公信力(f = 0.002, 0.01, 0.02, 0.04, 0.06)对网民传播舆情行为的影响，模拟结果如图 4 所示。 
 

   
(a) 传播者比例                                    (b) 影响范围 

Figure 4. Influence of credibility on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图 4. 公信力对舆情传播的影响 
 

通过图 4 的分析可得知，公信力显著影响舆情的控制效果。当 f = 0.002 时，在 6 小时发布官方信息，

传播者比例的高峰由 31.9%下降为 30.5%，影响范围由 59.1%下降为 56.9%，几乎没有效果。但随着公信

力 f 的增加，当 f 增加为 0.06 时，传播者比例高峰下降为 6.99%，影响范围下降为 15.9%。这说明公信力

较低时，即使发布官方信息，也无法有效控制舆情传播[23]。公信力较高的情况下，及时发布官方信息可

以很好的控制舆情。这表明了舆情传播过程中公信力的重要性。 
情境 4：既加强媒体监管(P = 0.4, 0.6)，同时发布官方信息(在 6 h 将 z 设置为 1)，对网络媒体行为演

化以及舆情传播的影响，模拟结果如图 5 所示。 
通过图 5 的观察，我们发现将控制媒体传播舆情与及时发布官方信息结合起来，能够更有效地控制

舆情传播，应对舆情挑战，维护社会稳定。若加强监管同时 6 小时发布官方信息，传播者高峰下降为 19.7%，

影响范围下降为 11.9%。如果不加强监管仅在 6 小时发布官方信息，传播者高峰下降为 19.7%，影响范围

下降为 39.8%。当不发布官方消息仅加强监管时，传播者高峰由 31.9%下降为 22.4%，影响范围由 59.1%
下降为 51.0%。综上所述，综合运用发布官方信息和控制媒体传播舆情的策略，是有效抑制舆情传播、维

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情境 5：在既监管媒体，同时发布官方信息的背景下，以下讨论不同的突发事件敏感度以及政府公信

力对网民传播舆情行为的影响，模拟结果如图 6 所示。 
对图 6 的观察，我们发现对于敏感度较低的舆情，通过监管媒体可以达到控制舆情传播的效果。对

于敏感度较高的舆情，监管媒体来控制舆情的效果有限。同时，敏感度较高的舆情影响范围也更广一些。

当公信力较低时，发布官方信息对舆情的控制效果也较差，但随着公信力的提高，发布官方信息对舆情

的控制效果也越好。当公信力较高时，控制媒体的作用效果就不再突出，发布官方信息就可以达到很好

的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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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传播者比例                                    (b) 影响范围 

Figure 5. Influence of controlling media communication while releasing official information on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图 5. 控制媒体传播同时发布官方信息对舆情传播的影响 
 

   
(a) β = 0.1                                           (b) β = 0.3 

Figure 6. Heat map of public opinion propagation simulation results of mixed background combination. (a) Represents the 
case of sensitivity 0.1; (b) Represents the case of sensitivity 0.3 
图 6. 混合背景组合的舆情传播模拟结果热力图。(a) 代表敏感度为 0.1 的情况；(b) 代表敏感度为 0.3 的情况 

5. 结论 

本研究将监管部门媒体的演化博弈模型与舆情传播模型结合，不仅探讨了监管部门媒体博弈的稳定

解，还考虑了达到稳定解过程中舆情的传播，以及舆情扩散对博弈双方收益的影响，从而影响双方博弈

策略，得出一些在舆情控制方面的发现和结论： 
首先，仅通过控制媒体来抑制舆情传播效果有限，根据博弈收益矩阵的分析，网络媒体的发展依靠

流量，即公众的关注。因此，网络媒体首选更倾向于推动舆情，制造热点以吸引流量，随后才会考虑采

取措施阻滞舆情发展。然而，此时舆情已经开始传播，控制媒体对于舆情的控制起到的效果相当有限。

官方发声则是更为有效的手段，能更有效地引导和干预舆情的发展。 
其次，公信力在舆情控制中至关重要。一旦公信力受到质疑，其发布信息的效力将受到严重影响，

进而削弱对舆情的控制效果。因此，公信力的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只有确保媒体的公信力，才能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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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舆论，维护社会稳定。相反，失去公信力将导致对舆情的失控，可能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动荡。 
最后，相比于敏感度较低的事件，敏感度越高的事件，舆情传播速度越快，传播范围更广，仅通过

监管媒体来控制舆情的效果也会更差。对于高敏感度的舆情事件，在监管媒体的同时也必须加大惩罚力

度，才会进一步的控制舆情。 
本研究针对以上发现，提出了以下建议：突发事件敏感度不同的舆情，可以采取不同的措施针对性

地处理。对于敏感度较低的舆情，通过媒体控制舆情是可行的。然而，对媒体的控制必须伴随着加大惩

罚力度的举措。如果对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那么控制效果将受到严重限制。因此，确保惩罚力度

达到一定水平至关重要。只有在惩罚力度得到有效加强的情况下，才能更有效地控制媒体，从而达到对

舆情的有效控制目标。对于敏感度较高的舆情，应该尽早发布信息，引导和抑制舆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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