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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且发生得日益频繁，这极大地影响到了广大

人民群众和相关企事业单位的正常生活和生产。尤其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群

体事件以网络为依托反映个人诉求，群体事件网络关注度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在分析群体

事件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基于本体关系的数据挖掘算法，对群体事件网络关注度进行分类，获取了

分类规则，并对分类规则进行了分析，为我国群体事件预警和治理提供了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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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群体事件网络关注度影响因素的

选取

１．１　群体事件的特征提取

一般而言，在突发性的危机事件中，会采用一种

叫作元本体ＥＭＭ 的模型，本文就是基于该模型展

开相关研究的。在研究中，本体库的核心内容则是

群体性事件。该事件又被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分

别是群体事件所处的状态、决策以及产生的效果等。

这三部分，又能被细分为事件的基本信息、过程信息

和结果信息等。

（１）事件的基本信息。在本文的研究中，决策变

量为事件中的四个基本属性，分别为事件所发生的

时间、地点、类型以及受到事件影响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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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类型：对于群体性事件而言，其类型和覆

盖的范围都很大，种类也不一而足。而且，各种不同

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其发生的原因、发展的阶段和经

过，以及最终导致的后果，也互有差异。鉴于此，这

些事件能够吸引到的群体也千差万别，引起的网络

关注度也各有高低。

事件的发生地点：相比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我国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人口数量和分布，素质

和文化区别很大。所以，群体性事件也会随着地区

的差异而有所变化，比如事件发展的经过、与之相对

应的解决方案，等等。换言之，群体事件如果发生在

不同地区，其引起的网络关注程度也会因为地区的

差异而发生一定的变化。

事件的发生时间：对群体性事件而言，其发生的

时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事件的网络关注度。

比如，如果一起群体性事件如果发生在周末，那么该

事件所能引起的网络关注度就会较高，而且参与该

事件的人数也会较多。但是，如果该事件发生在工

作日内，那么关注该事件的人就会少一点，参与的人

数也不会很多。同样，如果群体性事件发生在白天，

其受到的网络关注度跟发生在晚上所受到的网络关

注度也互有差异。

受到影响的人数：在群体性事件中，围观者等也

对群体性事件的进程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譬如，围

观者越多，受影响的人数也就越多，那么和群体性事

件相关的信息就会被更广泛、迅速地传播开，从而对

网络关注度产生相当的影响。

（２）在事件的过程信息中，本文选用的关键变量

是群体性事件所能持续的时间。

事件的持续时间：一般而言，如果群体性事件的

持续时间很长，那么网民们的猜测不仅会增多，还会

失控，甚至产生各种各样的谣言。由此可见，对于网

络关注度，事件的持续时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事件解决的方案：在大部分的群体性事件中，研

究发现如果对群体性事件应对不当，比如采用的解

决方案不积极、回避问题，甚至增加冲突等，不仅不

能平息事件，反倒会激起更大的反弹，让群体行为变

得更加恶性。与此用时，在解决群体性事件时，网民

往往对解决方所持的态度，以及采用的解决方案，都

极为看重。

（３）事件的结果信息：在本文中，研究所选取的

主要变量为伤亡人数，依此对群体性事件所导致的

后果进行评定。

事件的伤亡人数：在任何一起群体性事件中，其

导致的结果，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事件中所产生的伤

亡人数。在一些研究中，通过研究和分析网民们的

心理。可以发现，伤亡人数越多，会吸引更多的网友

关注事件进程并参与讨论。

１．２　群体事件网络关注度的计算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群体性事件所引起的网

络关注度展开了相关的衡量和评价。这三个方面分

别为群体性事件所引起的新闻数量、评论数量和参与

的人数。但是，对这三个方面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

时，它们各自的数量级和要用到的界面，不仅差异大，

而且各不相同。因此，在进行统计运算前，要先对各

个数据展开标准化变换，接着对它们进行权重的平均

分配，最后再开展相关计算。在群体性事件的网络关

注度方面，经常采用的量化方案如下所示：

群体事件网络关注度＝（新闻媒体关注度＋网

络参与关注度＋网络评论关注度）／３

（１）新闻数量：在网上，网络新闻媒体对于群体

事件的关注，可通过和群体性事件相关的新闻报导

数量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来。其计算公式如下

所示：

某事件的新闻媒体关注度＝（原始数据ｍｉｎ｛新

闻数量｝）／（ｍａｘ｛新闻数量｝ｍｉｎ｛新闻数量｝

图１　群体事件网络关注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构

（２）新闻评论数：该条意思是指，新闻网页上对

新闻进行评论的人数之和。通常，该人数之和可以

反映出网民对某事件的关注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所示：

某事件网络评论关注度＝（原始数据ｍｉｎ｛网络

评论数量｝）／（ｍａｘ｛网络评论数量｝ｍｉｎ｛网络评论

数量｝

（３）新闻参与人数：所谓的新闻参与人数是指，

有一些网民不会留言对事件进行评论，他们更乐于

观看其他网民的评论，所以，这些只观看不留言的网

民，也是一种能够观察到的变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所示：

某事件网络参与关注度＝（原始数据ｍｉｎ｛网络

新闻参与人数｝）／（ｍａｘ｛网络新闻参与人数｝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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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闻参与人数｝

２　基于本体关系的犐犇３算法描述

２．１　基于本体关系的数据挖掘算法研究

利用属性的本体关系进行分类的算法已有不

少，大体上主要有建立本体规则的方法和对属性值

分类的方法。本文所采用的方法是借鉴ＺｈａｎｇＪｕｎ

的利用本体关系进行分类思想的基础上，与ＩＤ３算

法相结合的方法。

２．１．１　算法的优点

传统的决策树算法主要通过数据库二维表对群

体事件案例进行表示，语义表达能力较弱，同时每个

变量实例都最终会产生一个节点，形成的决策树规

模大，复杂性高，不便于理解和操作。

基于本体的决策树算法通过对本体的运用，首先

能够增强群体事件案例的语义表达能力，提升决策树

检索和分类的有效程度。其次，用决策树表示更加简

单，容易理解，同时在分类方面更加精确、可信。分析

和统计有限的数据时，从具体数据层面入手的方式，

并没有从抽象概念层面入手的方式显得准确和可靠。

最后，基于本体的决策树算法还为解决数据挖掘中的

过度拟合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思路。

２．１．２　算法描述

第一步：构建测试属性本体。

第二步：依次构建各测试属性的本体关系。

第三步：频数统计。

（１）按照词频进行统计；

（２）自下而上，将子节点的频数加到父节点上；

（３）自上而下，将抽象节点的频数按照子节点分

布规律分配到子节点上；

第四步：生成决策树。

（１）构造向量狆，狆向量的各分量指向各属性的

一个节点；

（２）计算狆向量所指的属性的熵增，将最大信

息熵增狆分量作为决策属性；

（３）构造犘向量组，由决策属性的子节点代替狆

向量中的父节点，形成新的狆向量；

（４）循环以上三步，直至狆向量分项值均为空。

２．１．３　算法实现

算法实现通过．ＮＥＴ平台的进行开发，运用的

Ｃ＃语言实现了基本算法功能。

２．２　群体事件特征本体的构建

本研究采用的算法是一种基于本体的ＩＤ３算

法，该算法要求对上述群体事件中所选取的特征建

立起各自相应的领域本体。同时，还要对本体领域

中存在的知识结构进行相当程度的考量，然后再对

群体事件中的七个特征做如下的本体表述：

（１）事件的类型：我国的群体性事件，按发生的

起因和所在的领域，可以具体地被划分为下列十种

类型：一、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群体行为；二、公关管

理与执法不公冲突引发的群体行为；三、劳资冲突引

发的群体行为；四、人为事故灾害引发的群体行为；

五、社会安全事件引发的群体行为；六、征地拆迁冲

突引发的群体行为；七、资源与环境冲突引发的群体

行为；八、自然灾害引发的群体行为；九、族群矛盾与

境外势力冲突引发的群体行为；十、以网络与微博为

载体的群体行为。上述分类较为详细，包容面广，在

案例信息的搜集和整理方面能起到很大的贡献。具

体见图２。

图２　群体事件类型的本体关系分解

（２）事件的发生地点：本文主要对我国境内发生

的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并着重于它们的一般特

征。所以，在事件的发生地点上，本研究构建了一

种具有三层结构的继承关系。比如，先按照地域，

如东北、西北、西南、华中、华北、华南、华东、华西

等，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点划分为四大类型；接

着，再根据地域所在的省市细分这四大类型，最终

获得本体。

（３）事件发生的时间：根据群体性事件中参与的

人数特点，以及该特点在事件进程各时间段的不同

表现，还对群体传播中时间所发挥的影响展开了相

关分析。在本文中，研究者为事件发生的时间构建

了具有三层结构的继承关系，这是一种本体结构。

该本体的构建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根据工作日和非

工作日对群体事件进行划分；第二，基于白天和黑夜

两个时段中群体性事件的不同特点，对事件进行更

加详细的分类，如非工作日白天、非工作日夜晚、工

作日白天、工作日夜晚。具体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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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事件发生时间的本体关系分解

（４）事故解决方采取的解决方案：根据事故解决

方对群体性事件所采取的解决态度，解决方案可以

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即主动反应和被动反应。其中，

主动反应又可以依据案例分析的结论，具体细分为

８种类型的解决方案，分别为：包庇既得利益者、执

法不当、不当言论、武力威慑、对抗、封锁消息、调解

疏导、协商解决。而被动反应又能被细分为下述５

种行为，分别为：敷衍民众、故意拖延、反应迟钝、无

作为、直接妥协。鉴于此，所获得的事故解决方之继

承本体应如下述内容，见图４。

图４　事故解决方的措施本体关系分解

　　（５）事件的持续时间：群体性事件引起的网络关

注度，受到该事件持续时间的显著影响。本研究中，

群体性事件只是简单地根据事件的持续时

间被划分为三个类别，分别为：“＜１天”“＞７天”和

“１～７天”。

（６）事件中的伤亡人数：根据全部群体性事件中

伤亡的人数展开数字排序，把前面三分之一的伤亡人

数定义为“大”，后面三分之一的伤亡人数定义为

“小”，中间三分之一的伤亡人数定义为“中”。通过这

样的划分，构建起一种具有两层结构的继承关系本体。

（７）受影响的人数：根据全部的群体性事件案例

中受到影响的人数展开数字排序，把前面受影响人

数的三分之一定义为“多”，后面的三分之一定义为

“少”，中间的三分之一定义为“中”。通过这样的分

类，构建起一种适用于受影响人数的具有两层结构

的继承关系本体。

３　实验与分析

本实验共搜集有效案例６１２个，其中８０％的案

例作为训练集，通过对原始数据的训练，获得初始决

策树；另外２０％的案例作为测试集，通过测试判别

决策树的有效程度。

３．１　原始数据的搜集

通过查阅相关数据和统计，在我国，每天有超过

五百起群体性事件发生，给人民群众的财产带去了

巨大的损失。而且，这种群体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趋

势，从最初的几万起，到现在的二十多万起，严重影

响了社会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本文所做的研

究，案例、素材均取自互联网，共收集和整理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三年间的我国各类群体事件案例共

计６１２起。新闻报道也主要取自六家既能发布新闻

又能让网民对新闻进行互动评论的网站，比如腾讯

新闻、凤凰资讯、新浪新闻、网易新闻、人民网和中国

新闻网。本文案例中，所引用的基础数据如表１

所示。

表１　群体事件部分案例库

序号 事件类型 发生地点 发生时间 事件持续时间 伤亡人数 受影响人数 事件解决方措施 网络关注度

１ 社会安全 浙江 非工作日白天 ＞７天 小 多 反应迟钝 中

２ 公共管理与执法不公 上海 工作日白天 １～７天 小 少 调解疏导 中

３ 人为事故 江苏 工作日白天 ＞７天 小 多 调解疏导 高

４ 公共卫生 广东 工作日白天 １～７天 小 多 主动应对 高

５ 以网络与微博为载体 湖南 非工作日白天 １～７天 小 多 不当言论 高

６ 劳资冲突 广州 工作日白天 １～７天 小 中 武力威慑 中

７ 劳资冲突 山西 工作日白天 ＜１天 小 少 武力威慑 中

８ 自然灾害 湖南 工作日白天 １～７天 大 多 主动应对 高

９ 征地拆迁 安徽 工作日白天 １～７天 小 多 武力对抗 高

１０ 资源与环境 山东 非工作日白天 １～７天 小 少 调解疏导 低

１１ 社会安全 江西 工作日夜晚 ＞７天 大 多 主动应对 高

１３ 社会安全 浙江 工作日白天 ＞７天 大 多 反应迟钝 低

１４ 征地拆迁 河南 非工作日白天 １～７天 小 多 反应迟钝 低

１５ 社会安全 广东 工作日白天 ＞７天 小 多 武力威慑 高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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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构建决策树

基于上述分析和本体的ＩＤ３算法，本文对决策

树进行了构建。其中，选择群体性事件的七个变量，

比如事件发生的类型、时间、地点，事件所持续的时

间、受到事件影响的人数、出现的伤亡人数，以及解

决方所采取的解决方案等，作为测试变量。同时，又

将群体性事件所引起的网络关注度当作分类变量，

从而使用改进后的决策树算法展开相关计算。本文

研究中构造的决策树模型，正如图５所示。

图５　群体事件网络关注度分类树

３．３　分类规则

根据决策树生成的分类规则得到：

（１）ＩＦ受影响人数＝“多”ａｎｄ伤亡人数＝“多”

ＴＨＥＮ网络关注度＝“高”

（２）ＩＦ受影响人数＝“多”ａｎｄ伤亡人数＝“中”

ＴＨＥＮ网络关注度＝“中”

（３）ＩＦ受影响人数＝“多”ａｎｄ伤亡人数＝“低”

ａｎｄ发生时间＝“工作日”ＴＨＥＮ 网络关注度＝

“中”

（４）ＩＦ受影响人数＝“多”ａｎｄ伤亡人数＝“低”

ａｎｄ发生时间＝“非工作日”ＴＨＥＮ网络关注度＝

“低”

（５）ＩＦ受影响人数＝“中”ａｎｄ事件类型＝“公

共管理与执法不公”ＴＨＥＮ网络关注度＝“中”

（６）ＩＦ受影响人数＝“中”ａｎｄ事件类型＝“公

共卫生事件”ＴＨＥＮ网络关注度＝“中”

（７）ＩＦ受影响人数＝“中”ａｎｄ事件类型＝“以

网络与微博为载体的群体事件”ＴＨＥＮ 网络关注

度＝“中”

（８）ＩＦ受影响人数＝“中”ａｎｄ事件类型＝“其

他类型”ａｎｄ 事故解决方的措施＝“协商解决”

ＴＨＥＮ网络关注度＝“低”

（９）ＩＦ受影响人数＝“中”ａｎｄ事件类型＝“其

他类型”ａｎｄ 事故解决方的措施＝“武力对抗”

ＴＨＥＮ网络关注度＝“高”

（１０）ＩＦ 受影响人数＝“少”ａｎｄ事件持续时

间＝“＜１天”ＴＨＥＮ网络关注度＝“中”

（１１）ＩＦ 受影响人数＝“少”ａｎｄ 事件持续时

间＝“１～７天”ＴＨＥＮ网络关注度＝“少”

３．４　数据检验

我们将获得的６１２份数据分为１０份，然后将其

中９份的数据作为训练集，还有一份作为测试集。

具体来说，９个训练集共拥有５４０个案例，测试集内

有６２个案例。使用交叉验证法对数据集分别进行

１０次验证，最终得到表２所示的基于决策树的验证

准确率，并以此对算法的精度进行估算，得到表２所

示的对决策树效果的校验结论。

表２　１０次交叉验证结果

次序 预测正确数 预测错误数 准确率／％

１ ４７ ７ ８７．０４

２ ４５ ９ ８３．３３

３ ４９ ５ ９０．７４

４ ４６ ８ ８５．１８

５ ４８ ６ ８８．８９

６ ５０ ４ ９２．５９

７ ４７ ７ ８７．０４

８ ４９ ５ ９０．７４

９ ４５ ９ ８３．３３

１０ ５５ ７ ８８．１２

平均值 ４８．１ ６．７ ８７．７８

　　由表２我们可知，此分类树的查准率较高，为

８８．７８％，预测准确性很高，能够作为参考依据。

３．５　实验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群体事件网络关注度的分类规则深入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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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群体事件网络关注的驱动因素，为群体事件的

治理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基于以上决策规则，总结

群体事件网络关注度影响因素的规律：

（１）受影响人数是群体事件网络关注度的主要

影响因素之一，随着受影响人数的增加，群体事件网

络关注度普遍升高。因此，建议在处理群体事件的

过程中，相关单位需要忧患意识，在群体事件集化程

度较低时妥善处置，避免事件影响范围扩大。

（２）与非工作日相比，工作日发生的群体事件的

网络关注度普遍偏低。因此，对于非工作日组织或

自发的群体行为要重视并做好引导和协调工作，避

免事态的扩大升级。

（３）对于参与人数达到１００～１０００人的，即受

影响人数中等的，对于不同类型的事件需要采用不

同的处置措施。从决策树规则可以看出，对于劳资

纠纷、征地拆迁冲突等事件，采用武力解决会对群体

事件网络关注度产生促进作用，吸引媒体和公众的

关注，未来在群体事件治理过程中，建议采用协商解

决的方式积极表态和处理，避免直接冲突。

（４）对于受影响人数低于１００人的，侧重于观

察事件的持续时间，建议在应对群体事件的过程中，

尽量能够在一周内解决群体事件产生的最尖锐矛

盾，将群体事件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

４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的成果和进一步展望如下：

（１）传统数据挖掘方法语义表达能力较弱，基于

本体的数据挖掘算法在传统算法的基础上增强了语

义表达能力，生成的决策树更加精简，具有更高的检

索效率。

（２）得到群体性事件所引起的网络关注度、群体

性事件特点的分类规则，并对以后预警群体性事件

和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有效决策，提供了充足的数据

支持。

（３）未来可以建立群体事件案例决策支持系统，

案例的数量可以通过滚动式的积累进行进一步拓展

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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