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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舆情信息挖掘是舆情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大量的信息面前, 为了快速发掘有用性高的舆情信息为舆情

的分析、决策提供助力, 提出一种面向特定观点的舆情信息有用性排序方法, 实现快速发掘特定观点下有用舆情信

息的目的. 该方法针对舆情信息的具体观点进行分析计算, 同时根据舆情信息可信度和关注度、传播者的影响力,
并且结合信息时效性等因素, 利用排序方法进行打分, 根据舆情信息的得分进行有用性排序. 实验结果表明, 该方法

能很好的完成对舆情信息的推荐排序. 本研究理论上对舆情信息挖掘的研究理论进行补充, 现实意义对舆情管理者

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能够为网络舆情引导工作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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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ing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To
quickly discover useful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among a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and support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and corresponding decision-making, this study proposes a method of ranking the usefulness of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for specific viewpoint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quickly discovering useful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under
specific viewpoints. This method analyzes and calculates the specific viewpoints of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and
assigns scores to the information by a ranking method according to its credibility and atten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disseminator with due consideration of the timeliness of the information and other factors. Then, the public information is
ranked in terms of usefulness according to its scor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performs
well in the recommendation ranking of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This research theoretically supplements the research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mining. Concerni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t can well assist public opinion managers
as it provides a boost to the guidanc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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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网络成为舆论传播的

主阵地与主战场, 网民在各种媒体平台自由的发表言

论、传播自己的观点, 网络舆情信息的数量呈指数级的

增长. 面对各种观点的海量网络舆情信息, 舆情决策者

很难及时获取相关有效的信息, 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的

情况, 不利于舆情决策者掌握舆论导向来进行引导工作.
如何有选择性的发掘可能对舆情工作者有用性高的网

络舆情信息, 筛选掉有用性低的数据内容, 是网络舆情

信息挖掘阶段的一个难题. 发掘有用性高的网络舆情信

息内容可以辅助舆论引导工作者进行更好的决策,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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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的管控与引导,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针对发掘有用的网络舆情信息的问题, 众多

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 例如米昂[1] 利用舆情信息内容

相似度和用户特征, 在海量的舆情信息中快速找到舆

论传播的源头. 刘一飞[2] 通过文本摘要技术和文本分

类技术分析网络数据中对相关部门有价值的舆情信息.
吴春琼等[3] 则提出要运用大数据的技术, 来帮助在海

量网络舆情信息中快速找到大量隐含的、具有潜在价

值的数据信息. 黄微等[4] 利用推文内容和定量数据构

建网络舆情推文热度测度模型, 快速筛选出为网络舆

情研究所用的数据. 同时众多学者也对信息有用性做

了很多研究. Luo 等[5] 探究了信息对第三方论坛中信

息阅读者有用性感知的影响. Malik[6] 针对评论数量增

加造成的信息过载问题, 使用多元自适应回归、分类

和神经网络等方法对评论有用性进行预测. 郭顺利等[7]

为了解决信息多样化和答案冗余的问题 ,  提出融合

Word2Vec和WGRA的方法对社区的答案进行有用性

排序; 部分学者[8,9] 也是为了能够准确发现满足用户信

息需求的有用评论, 采取不同的方法对评论进行有用

性排序, 为用户提供更大的参考价值.
总体来说, 对于发掘有用的网络舆情信息的研究

主要在舆情信息溯源与内容分析等方面. 对高效的发

掘有用的网络舆情信息的相关研究较少, 同时针对舆

情信息的分析主要基于内容特征和传播的拓扑结构关

系, 没有具体到某个观点的舆情信息的研究, 没有考虑

到舆情信息可信度和传播者影响力等其他影响因素.
在对信息有用性的研究中, 学者大部分研究对象是在

用户评论和社区问答的领域, 主要针对有用性排序方

法模型的研究, 目前有用性排序的方法并不完全适用

于舆情信息领域, 并不具备较好的通用性.
基于以上的研究背景, 提出一种面向特定观点的

舆情信息有用性排序方法. 首先从舆情信息的特定观

点研究出发, 分析当前舆情信息在特定观点下的态度,
然后结合舆情信息可信度、舆情信息关注度、传播者

影响力的计算, 综合考虑时效性对舆情信息的影响, 最
后利用客观赋权的熵值法和改进的排序算法对舆情信

息进行有用性打分, 根据有用性排序分值的高低, 发掘

对舆论引导工作者有用性高的舆情信息.

 1   面向特定观点的舆情信息有用性排序方法

舆情信息有用性排序是指在给定某个舆情事件的

舆情信息数据集的情况下, 根据一定的指标和方法, 进
行有用性计算, 快速发掘特定观点下有用性高的舆情

信息, 达到排序推荐的效果. 本文舆情信息有用性是指

在媒体平台中, 舆情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所体现的影响

力. 在传播过程中有影响力的文章、图片、视频等受

到的关注越高、可信度越高、传播的范围也更广泛.
这些在舆情传播过程中发挥影响力的信息, 对于舆情

决策者分析网络舆情动态、舆情走向、舆情决策的制

定等方面更具有价值, 对应舆情信息的有用性越高. 同
时对于舆情信息有用性分析 ,  可以过滤掉受关注度

低、可信度低、传播范围窄等方面的舆情信息, 防止

舆情管理者面对海量舆情信息, 很难及时获取相关有

效的信息来进行分析的情况, 避免数据灾难.
基于对舆情信息传播过程中影响力的研究, 发现

舆情信息本身的可信度大、受众对舆情信息的关注度

高、传播者本身的影响力大和发布时间较晚的舆情信

息有用性就越高. 本文设定舆情信息可信度、舆情信

息关注度、传播者影响力及舆情信息时效性 4个方面

作为舆情信息有用性的评价指标, 为后面的研究奠定

基础. 在某一舆情事件中, 受众面对海量的舆情信息会

充分考虑本身可信度的问题, 国内外的学者认为信息

来源的可信度对信息扩散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10,11],
所以可信度越高的舆情信息, 越有利于信息的扩散传

播, 在传播过程中所体现的影响力越大. 同样舆情信息

关注度越高, 其更多的用户会浏览相关舆情信息, 信息

更易于被转发、被评论, 针对这些高阅读量、高转发

和高评论的信息, 舆情信息的有用性越高. 部分学者研

究发现, 对于“精英用户”或者“意见领袖”, 更利于引导

信息的流向, 所发布的信息更易被转发和讨论[12,13]. 而
对于传播者本身的影响力, 受众更易于关注影响力大

的传播者, 在舆情事件发展中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 发
布的舆情信息的有用性也高于其他普通用户. 舆情信

息发布的时间对舆情发展的动态和走向产生不同程度

的影响, 发掘有用的舆情信息需要做到时效性. 所以舆

情信息的发布时间是舆情信息有用性评价的重要指标.
本文提出的舆情信息有用性排序方法 (SPHR) 首

先对舆情信息的特定观点进行分析, 然后综合考虑了

舆情信息的可信度与关注度、传播者的影响力和舆情

信息时效性多个因素. 通过排序方法计算有用性得分,
通过得分对舆情信息进行有用性排序, SPHR方法流程

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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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PHR方法流程图
 

 1.1   网络舆情信息特定观点态度分析

针对某一个话题的舆情事件所产生的舆情信息是

数以万计的, 每一条舆情信息本身所代表的观点态度

是不同的. 当前信息的传播者对待事件的态度通过舆

情信息的观点体现. 舆情决策者根据设置议题和引导

口径的差别, 反映了决策者侧重于不同的观点, 发掘特

定观点下有用的舆情信息, 可以深入的了解某个观点

对于舆情事件的影响程度, 便于把握舆情的走向和动

态变化, 有利于进行舆论决策的制定. 所以针对性的初

步筛选出特定观点下的舆情信息是必要的.
通过对大量的舆情话题信息数据分析, 特定观点

下的网络舆情信息态度主要包括支持和反对. 面对某

一话题下海量的网络舆情信息, 发掘特定观点下有用

的舆情信息, 需要根据舆情决策者设置议题或引导口

径表明的观点, 进行网络舆情信息分析, 初步筛选出特

定观点下的舆情信息. 针对舆情信息下特定观点的态

度分析, 首先对文本信息进行词频特征提取, 然后利用

Word2Vec训练词向量获取句子的深层语义信息, 最后

利用支持向量机模型对其训练和预测完成最终的舆情

信息特定观点态度分析任务.
首先对于舆情信息的文本数据, 使用 TextRank的

算法对所有文本特征进行文本关键词提取. TextRank
算法将文档看作词的网络, 利用词语之间的相邻关系

来构建图网络, 作为表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联[14]; 相
邻之间的节点连接赋予权重, 即代表语义关联程度的

高低; 然后采用算法迭代计算得到图中的每一个节点

的 rank值, 直至收敛, 最后通过 rank值倒序排序, 得到

文章的关键词. TextRank迭代计算公式如式 (1):

WS (Vi) = (1−d)+d×
∑

v j∈In(Vi)

W ji∑
Vk∈Out(V j)

W jk
WS (V j)

(1)

本文使用 TextRank 方法对舆情信息的文本进行

特征提取, 通过该方法提取后, 文本信息具备更强的表

示性, 因此可以用于后续的模型输入. 首先基于所有文

本数据生成文本关键词, 然后对于每一组文本数据, 计
算该文本中的基于文本关键词的权重矩阵, 因而将纯

文本数据转换为矩阵形式. 为了限制特征规模, 对于文

本特征获取最高为 100 个关键词, 因此后续形成的文

本特征规模为 100维.
上述方法没有获取文本深度语义信息, 因此采用

Word2Vec模型来获取深层语义信息[15]. Word2Vec是
轻量级的神经网络, 模型共有 3层: 输入层、隐藏层和

输出层, 根据输入输出的不同, 包括 CBOW模型和 Skip-
gram 模型. 该模型能有效的提取文本内容的深层语义

含义, 近年来已经有很多学者使用该技术用于自然语

言处理中, 并取得了非常出色的实验效果[15].

L =
∑

logp(Context(wc)|wt)

Skip-gram 模型是根据已知词 wt 的前提下, 对 wt

的上下文 wt−2, wt−1, wt+1, wt+2 进行预测, 而 CBOW模型

正好相反[11]. 本文采用的是 Skip-gram 模型, 它的目标

函数取对数似然函数为:  .

本文利用 Gensim 工具对舆情信息语料用 Word2Vec
训练词向量, 词向量的维数设置为 200维. 训练完成得

到最终的词向量 Skip-gram模型.
最后利用支持向量机进行特定观点态度的分类任

务. 对于文本分类问题, 支持向量机与其他分类算法相

比在处理非线性及高维分类中有较好的分类效果[16].
首先对训练文本进行关键词特征提取, 构建 100 维的

浅层文本特征向量, 然后利用 Word2Vec 模型提取文

本深层特征, 构建 200维的特征向量, 综合考虑文本浅

层特征和深层语义特征得到最终的特征向量. 支持向

量机模型根据特征向量和数据标注训练出对应模型,
并利用训练好的模型对数据进行特定观点态度的分析,
得到舆情话题下特定观点的具体态度.
 1.2   网络舆情信息有用性计算

 1.2.1    舆情信息可信度计算

在特定观点下的舆情信息, 可信度越高, 用户越容

易予以信任, 相对其有用性就越高. 舆情信息可信度通

过信息源的权威性和信息的独立性指标来计算. 信息

源的权威性代表信息的来源是否来自于官方平台,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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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平台认证, 来自于官方平台或者有平台认证的账

号发布的信息可信度会越高. 划分信息源的权威性为

3 类: 官方主流信息源 (比如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

网等) S1, 非官方主流认证信息源 S2, 未认证的普通信

息源 S3. 信息的独立性表示信息是否为独立发表, 是否

为转载内容. 相似度高的两个信息, 独立发表的比信息

转载的可信度高. 划分信息独立性类别为 4 类: 原创

D1, 没有标注来源的转载 D2, 有来源信息的转载 D3,
未表明原创和转载的信息 D4. 对于以上的信息可信度

通过启发式规则衡量, 具体如表 1.
  

表 1     舆情信息可信度分类
 

特点 第1类 第2类 第3类
权威性 S1 S2 S3
独立性 D1 D2、D3 D4
可信度 高 中 低

 
 

基于以上的分析, 针对舆情信息可信度计算如式 (2)
所示:

Cre-Info = u1× Info-Soi+u2× Info-Ini (2)

其中, 可信度从低到高的可信度值设置为 0–2. Info-
Soi 为第 i 条信息源权威性的可信度, Info-Ini 为第 i 条
信息独立性的可信度. 另外 u1 和 u2 为其权重值. u1 和 u2
的值利用 SPSS工具, 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其进行量化.
 1.2.2    舆情信息关注度计算

舆情信息的关注度利用信息的定量数据来计算,
通过信息的阅读数、点赞数和评论数来反映关注度的

大小. 用户浏览相关的舆情信息, 会产生阅读数量的增

加, 阅读量越大, 代表着更多的用户关注本条舆情信息,
对应的关注度越高. 同理用户浏览不仅会增加阅读量,
也会增加评论量和点赞量, 用户在阅读的同时, 可能会

发表评论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于同一观点下的用户也

会产生点赞行为. 所以利用舆情信息的阅读量、评论

量和点赞量来反映舆情信息的关注度的高低是合理的.
因此将阅读量、点赞量和评论量作为舆情信息关注度

计算指标. 基于舆情信息关注度计算如式 (3)所示:

Atte-Info = loga (Readi+Commenti+Likei) (3)

其中, Readi 为第 i 条舆情信息的阅读量, Commenti 为

第 i 条舆情信息的评论量, Likei 为第 i 条舆情信息的点

赞量.
 1.2.3    传播者影响力计算

传播者的影响力由传播者的定量数据和传播者的

相关信息计算得到. 主要由 3个指标构成: 传播者的粉

丝数量、传播者的领域与舆情话题的相关度和传播者

最近发表文章的频率. 传播者的粉丝数越高, 受关注的

程度越大, 更多的用户会浏览到相关的信息, 传播的范

围也越广. 传播者的领域与舆情话题的相关度反映了

传播者的权威可信性, 发布的信息与自己领域相关度

越高, 传播者的影响力越大. 同时传播者的发博率反映

了传播者的活跃性, 活跃性高的用户发布文章的频率

越高, 参与传播的积极性越高. 则针对传播者影响力的

计算如式 (4)所示:

Com-Info= (loga (Fans+1))×FieldSimi×
PostNum

T
(4)

其中, Fans 为传播者粉丝数量, PostNum 为传播者最近

一段时间发布的文章数量, T 为发布 PostNum 的文章

数量所用的时间. FieldSimi 为传播者的领域与第 i 条
舆情信息的相关度, 利用 Gensim模块计算传播者的简

介和认证信息与发布舆情信息的相关度.
 1.2.4    信息时效性

舆情信息发布的时间是判定舆情信息有用性的重

要指标之一, 发布时间越早的信息, 越容易在传播过程

中被其他信息覆盖, 信息的传播力会降低. 相反, 发布

时间越晚的信息, 信息比较新, 受关注的程度较高. 所
以在发掘有用性高的舆情信息时需要考虑到发布时间

的指标, 舆情信息的发布时间可以转为相应的持续时

间来计算 (以小时为单位), 针对所有舆情信息的持续

时间需要进行统一处理, 使用 Python 的 datetime 模块

中的 timedelta 函数做持续时间的计算, 持续时间的计

算如式 (5)所示:

T =
Delta(timei− times)+1

3600
(5)

其中, timei 为当前舆情信息的发布时间, times 为所有

舆情信息中最早发布的时间. Delta 则代表用于计算当

前发布时间和最早发布时间的时间差.
 1.3   网络舆情信息有用性排序

SPHR 算法综合考虑了舆情信息的特定观点、可

信度和关注度, 传播者的影响力及信息时效性多个因

素, 利用熵值法和改进的 Reddit 排序算法对每条舆情

信息进行打分, 根据得分进行有用性排序, 将得分高的

N 条舆情信息 (N 是根据专家经验预设的信息数量)输
出为有用性排序列表, N 可以动态调整.

Reddit 排序算法是一种基于投票的网络社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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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方法, 根据每篇文章得票和发布时间进行评分, 实
现“最佳文章”的排名[17]. 通过比较其他文章排序算法,
Reddit 方法根据投票结果, 将赞成票和反对票巧妙的

结合起来, 同时联合发布文章的时间对所有文章进行

评分排序, 与提出 SPHR方法的契合度较高. 本文主要

对 Reddit 算法进行改进, 通过对 Reddit 算法公式的改

进, 进行参数重新定义, 使得更加适合本文的研究思路,
则改进后的排序算法公式如式 (6):

Score =
(
loga Info+

T
12.5

)
×S (6)

其中, T 为舆情信息在舆情事件中的一个时效性指标,
由式 (5) 计算得到, T 越大, 说明信息发布的时间较新,
即信息有用性得分就越高. S 表示特定观点下的态度,
由第 1.1 节分析得到. Info 表示综合影响力, Info 越大,
舆情信息有用性得分越高 .  Info 是由舆情信息可信

度、舆情信息关注度和传播者影响力计算得到. 本文

使用信息有用性 Info 代替原 Reddit算法公式中的投票

数, 用来更加准确的表示舆情信息和传播者对有用性排

序的影响. 舆情信息综合影响力 Info 的计算如式 (7)所示:

Info = k1Cre-Info+ k2Atte-Info+ k3Com-Info (7)

其中, Cre-Info 为舆情信息可信度, 由式 (2) 计算可得,
Atte-Info 为舆情信息的关注度, 由式 (3) 计算可得,
Com-Info 为传播者影响力, 由式 (4) 计算可得. 并且

k1−k3 作为 3项的影响权重.
式 (7)中的各项权重 k1、k2 和 k3 采用熵值法得到

其权重值. 熵值法是一种多指标的综合加权评价方法,
根据各项指标观测值所提供信息的大小确定指标权重

值的一种客观赋值方法.
熵值法是依据指标所提供的信息, 根据指标离散

性的大小来客观确定权重. 某个指标计算得到的信息

熵值越小, 离散程度越大, 提供的信息量也越多, 代表

该指标在综合体系中的权重值也就越大. 反之, 权重值

也就越小[18]. 熵值法首先对数据各个指标进行去量钢

化处理, 然后根据信息熵的计算公式得到各个指标的

信息熵, 最后通过信息熵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是一种客

观的赋权方法, 避免了人为因素带来的权重误差, 精度

较高客观性也更强, 能够很好的解释所得到结果. 具体

权重计算如式 (8)所示:

Wi =
1−Ei

k−
∑

Ei

, i = 1,2, · · · ,k (8)

其中, Ei 表示第 i 个指标的信息熵, k 指的是指标的个数.
利用熵值法对各项指标进行权重赋值, 具体结果

如表 2所示.
  

表 2     熵值法计算权重结果
 

项目 熵值 效用值 权重占比 (%)
舆情信息可信度 0.970 9 0.029 1 36.43
舆情信息关注度 0.976 9 0.023 1 28.94
传播者影响力 0.972 4 0.027 6 34.63

 
 

通过表 2 计算结果, 得到权重占比, 即权重值, 所
以可以确定各个项的权重值: k1=0.3643, k2=0.2894,
k3=0.3463, 将权重值代入式 (7)计算每条舆情信息的综

合影响力, 然后利用改进的排序算法式 (6)进行舆情信

息有用性计算, 按照得分高低进行排序, 并把排序靠前

的 N 条舆情信息返回作为舆情信息有用性推荐列表.

 2   实验与分析

 2.1   数据集与实验设置

实验选用今日头条作为数据平台, 今日头条是一

个通用信息平台, 作为国内综合类新闻资讯平台之一,
在数据支撑上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本文采用编写的爬

虫程序, 并结合爬虫软件, 从今日头条平台上采集“新
冠病毒溯源”“新冠疫苗”两个舆情话题下的数据用于

测试所提出的 SPHR方法. 实验采集的数据共计 7 600
条, 包含文章信息数据, 文章阅读、点赞、评论数据及

相关的发布者信息. 然后对数据进行了标注工作. 主要

包括信息观点态度的标注和信息有用性的标注. 为后

续实验的开展奠定基础.
基于现有的数据集, 设计了两组实验进行分析, 具

体如下:
实验 1. 利用提出的 SPHR方法对舆情信息进行有

用性排序, 对排序结果进行评价.
实验 2. 针对提出的 SPHR 方法与传播指数 TGI

的计算方法进行对比实验.
 2.2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 1. 为了验证提出的 SPHR 方法的合理有效,
利用提出的 SPHR排序方法对舆情信息进行有用性排

序, 排序结果使用归一化折损累计增益 (NDCG) 进行

评估. NDCG 常用于推荐任务中, 推荐任务中常返回一

个 item 列表, NDCG 用来衡量这个返回列表的好坏程

度, 是一种用来评估排序结果的评价指标. 针对 SPHR
排序方法返回的舆情信息有用性排序列表, 采用 ND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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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来衡量排序的好坏是合理化的.

NDCG =
DCG
IDCG

NDCG 是由折损累计增益与理想的折损累计增益

比值得到的, 即 , DCG 考虑到排序顺序

的因素, 使得排名靠前的项增益更高, 对排名靠后的项

进行折损[19]. DCG 的计算如式 (9)所示:

DCG =
∑k

i=1

reli
log2 (i+1)

(9)

其中, k 为返回列表的数目, i 为当前列表的项; reli 表示

第 i 个 item 的相关性得分.
SPHR算法中实验设置 N (返回排序列表信息的数

量) 分别设置 10, 15, 20, 30. 不同的 N 值对应不同的

NDCG评估结果, 实验结果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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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NDCG@N 实验结果

 

通过图 2 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所提出的 SPHR 算

法在舆情信息有用性排序上有一定的效果, 并且当返

回列表在 20以下时, NDCG 的评价值达到了 0.7以上,
这是非常可观的效果, 所以提出的 SPHR 算法具有合

理和可用性. 但是也能够发现, 随着返回列表值的增加,
NDCG 的值有所降低, 主要原因是因为随着返回列表

数量的增加, 排序出来的列表信息的折损累计增益在

下降, 所以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符合实际情况.
实验 2. 为了进一步验证 SPHR方法对舆情信息有

用性具有很好的排序效果, 引入清博舆情头条号传播

指数 TGI 作为 SPHR 方法的对比方法, 并且依据人工

标注样本辅助进行实验结果分析. 人工排序的方法较

直观的体现了用户的需求, 因此被认为是最佳排序结

果[20]. 在实际场景中, 舆情管理者会倾向于关注平台中

传播能力和效果较好的文章, 这些文章一般通过相关

指数计算得到. TGI是通过计算头条号的活跃指数, 传

播指数, 互动指数来反映传播能力和效果. 选取 TGI
指数作为对比方法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首先通过提出的 SPHR算法对舆情信息进行有用

性排序, 然后根据头条号传播指数 TGI 计算结果对舆

情信息进行排序, 最后比较两次排序结果与人工标注

排序的重合率. 设置的重合率计算如式 (10)所示:

OverlapRatio =
RankInfo(label = 2)

RankNum
×100% (10)

其中, RankInfo(label=2)为排序后的列表中有用性高的

舆情信息数量, RankNum 为实验中预设返回列表的舆

情信息总数量.
实验 2 中设置的返回列表个数 RankNum (即 N

值)依次为 10, 15, 20, 30. 利用 SPHR算法和 TGI指数

分别得到舆情信息排序列表, 通过重合率计算得到的

实验结果如图 3所示.
从上述实验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 SPHR算法对舆

情信息有用性排序与人工标注结果的重合率均在

70% 左右, 整体上来看 SPHR 算法对舆情信息的有用

性排序有良好的效果, 能够有效的对舆情信息进行有

用性排序推荐. 同时 SPHR 算法对舆情信息有用性排

序与人工标注的重合率高于 TGI 排序的结果. TGI 算
法利用了当前可获取发文数、阅读数和评论数进行数

据量化, 对舆情信息进行排序, 没有对舆情信息内容进

行特定观点态度分析, 忽略了信息源的权威性、信息

独立性和信息的时效性等因素. SPHR算法则综合考虑

了多个指标特征, 对舆情信息进行有用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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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重合率实验结果

 

通过上述两个实验结果分析, SPHR算法的排序结

果利用 NDCG 评价指标进行评估, 实验结果表明能很

好的完成对舆情信息的推荐排序; 同时也将 SPHR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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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清博舆情的头条号传播指数 TGI 做对比实验 ,
SPHR 方法排序效果良好, 优于 TGI 指数计算得到的

排序结果. 所提出的 SPHR 算法能够合理、有效的对

舆情信息进行有用性排序, 对舆情决策者有很好的辅

助作用, 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3   结论与展望

本文主要研究了舆情信息的有用性排序问题, 针
对如何有选择性的发掘可能对舆情工作者有用性高的

网络舆情信息, 提出了一种面向特定观点的网络舆情

信息有用性排序方法 (SPHR). 该方法针对舆情信息的

特定观点分析, 可以针对性深入的了解特定观点对于

整个舆情事件的影响程度; 同时综合考虑了舆情信息

可信度、关注度以及传播者的影响力, 结合时效性因

素, 利用改进的 Riddit 排序方法对舆情信息进行有用

性排序, 实现快速发掘特定观点下有用性高的舆情信

息. 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提出的 SPHR算法能够合理有

效的对舆情信息进行有用性排序, 验证了算法的可行

性和有效性. 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实验的数据规模较为有限, 主要针对今日头条

平台的两类舆情话题的数据进行抓取与分析, 鉴于舆

情话题众多, 下一步的研究将扩大实验数据的规模, 同
时舆情信息有用性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也有待完善,
在此基础上, 后需的研究要考虑到舆情信息传播内容

的针对性、内容多样性等因素对舆情信息有用性的影

响, 用来更好的发掘有用性高的舆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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