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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群体极化现象存在于大多数在线社交 网 络信息 的传播过程 中 , 对社会观点 的形成具有十分重

要 的影响 。 作为影 响 因 素之
一

, 社交网络拓扑结构对群体极化现象 的 影响研究尤为重要 。 本文基于经典 的

无标度网络模型和群体极化产生机理 , 提 出 了改进 的局域世界演化模型和群体极化模型 。 分别基于话题

网络和真实 网络 , 探究不同平台 网络结构对信息的传播与群体观 点形成影 响的不 同 , 为社会化 网络环境 中商

务模式的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

关键词 社会行为 计算机仿真 群体极化 网络结构 社交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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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时代 的兴起 , 在线社交网络平台 得到 了迅速的发展 。 其 中 , 例如 、人人

网 、新浪微博和 等 ,
已 经拥有巨大的用户群 。 很多公共事件通过这些平 台发布与传播 , 同时

越来越多的互联 网用户 习惯于在这些平台 上接收和发表信息 。 但是 , 网络舆情的传播常常伴随着群

体极化现象的 产生 ( 、 、

’

, 对于互联网用户甚至社会观点 的形 成具有 十分重要 的

影响 。

过去关于群体极化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概念与 内容 的界定上 ( 、 、史波 ) 。 此现

象由 美国学者 在 年关于群体决策 的 问题研究 中 首次被 提 出 。 随后 , 由 和

于 年第一次总结定义为 ： 在群体决策过程中 ,
个体的观点或决策经常 由 于群体成员 间

的交流与商议而最终产生一致性的行 为 。 总之 , 目前对于群体极化的研究仍停 留在定性描述的 层

次上 , 还十分缺乏相关定量分析和实验角度研究 的介人 。

互联网作为聚集个体和群体观点的公共基础设施 ,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广泛的群体行为 (

, 典型案例有 ： 于 年发生的由 日本核泄漏事件引 起的
“

抢盐风波
”

和拥有海量点击量甚至

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在线视频
“

江南
”

的 传播等 。 可见 ,
互联 网 中的群体极化现象具有

“

双刃

剑
”

效应 。

一

方面 ,
即使事件毫无意义甚至是荒谬的 , 模仿行为也可能广泛存在 。 另 一方面 , 可 以利用

群体极化为相关企业带来商机 ,
甚至为社会迅速地传播重要信息 。 因此 , 如何干预或激励互联网上信

息的传播是值得深人研究的前沿课题 。

根据欧盟社会计算的研究报告 , 在线交互应用可分为如下 类 ： 即时通信类应用 ( 如飞信 、

等 ) 、在线社交类应用 ( 如 、人人网等 ) 、 微博类应用 如 、新浪微博等 和共享空间及其

他类应用 ( 如 、优酷等 ) 。 在社交网络的使用中可发现 , 不 同应用平 台具有不 同的应用特点 。

基金项 目 ： 项 目
“

社交网络分析 与网络信息传播的基础研究 项 目
“

面向 服务的未来互联 网体系结构

与机制研究
”

北京 市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

基于微博 的非常规 突发事件信息沟通决策研究
”

教育部

博士点基金项 目
“

基于网络社会资本的企业网络舆情沟通决策研究 ；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面 向不

确定性 的 用户创作 内容管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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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新浪微博具有极大的信息爆发能力和话题聚集能力 , 而人人网 的用户 间具有明 显的熟人群体现

象 。 同时 , 相关文献表 明 不同的社交网络平 台具有不 同的 网络结构 , 如 网络平均度 、 聚集襄数 、 平均

最短路径和网络密度等 、 。 进
一

步地 , 与 的研究表明社交 网络结构对

于信息 的传播速度和在线用户行为均有
一定的影响 。 但是 在以往的研究 中 , 相关学者并没有指出

网络结构如何影响群体观点极化 , 以及不同 的社交网络平台对此现象是否具有不同 的影响 。

基于此 , 本文首先提出 了改进的局域世界演化模型和群体极化模型 从理论方面描述 了社交网 络

拓扑结构对群体极化的影响 。 并以 某实验室成员 间 的社交关系为实证研究对象 , 验证 了模型的正确

性 , 并提出 了社交网络结构对此现象的影响规律 。 利用计算机仿真的方法 , 分别从话题 网络和真实网

络的角 度指 出 不同平台对信息传播影响效果的不同 。 最终解决了如下关键性问题 ： ①在众多影响 因

素中 , 社交网络拓扑结构是如何影 响群体极化效果的 。 ②不同 的社交网 络平 台对于群体极化的影 响

是否不同 。 ③对于不同的应用场景 , 哪种社交网络平 台最适于信息 的传播与对群体极 化的疏导 。 从

而进一步探索网络结构与传播媒介的 作用机理 , 制定更好的信息传播策略 , 提高信息传播效 能 , 对于

在线社交网络商务模式的创新和潜在的应用价值具有
一

定 的借鉴意义 。

理论研究基础

局域世界演化模型

在已研究 的网络模型 随机网络模型 、小世界模型 、无标度 网络模型等 ) 中 , 无标度网络模型被

证明最符合网络媒介的结构特点 ( 胡海波 。 年 ,
和 研究一些大型数据库

的 网络拓扑结构 , 并发现真实网络演化的两个基本要素为扩张特性和择优选择特性 。 基于此 , 他们

建立 了仿真真实网络的线性择优 无标度 网络模型 , 即 高度数节点被其他节点链接的 概率较高 。

随着进一步的研究 , 和 提 出 了局域世界演化模型 , 即整体网络的演化是其中局域网 络演化的

结果 , 当新节点进人网络后 , 其具有更高的倾 向性去连接它所在的局域世界 中 已存在 的节点 , 而不是

整体网络 中的其他节点 。 随后 , 宋莉雅和汪小帆等提出 了更准确描述选择特性的非线性择优局域
’

世界演化模型 , 刻画 了在线社交 网络 的产生 与演化机理 , 但并没 有将无 向 网络 与有 向 网络分 开

考虑 。

群体极化相关理论

社会 比较理论 ( 描述 了群体极化的产生机理 ： 个体为得到群体的 认同

而产生了群体成员倾 向 性趋 同 的行为 ( 。 随着相关理论 的发展 , 和

于 年提 出 了社会认同理论 ( , 主要描述了群体极化的三阶段

过程 。 第一阶段为将各群体区分的 自 组织分类过程 , 第二阶段为 自 我主观感知并成为某特定群体

成员 的社会认同过程 第三阶段为将 自 我与其他观点不 同的他我区分 、演化并最终形成极化的过程 。

同时 , 相关学者又提 出 了信息影响理论 ( 即群体中 的个体更倾 向于相

信那些
“

看似更具有说服力
”

的观点 , 例如论据较多或得 到更多个体支持 的观点 。 此理论表明在经过

交互与商议后 , 群体的 观点更易走 向极端 , 个体不通过 自 己的思考而产生 了观点从众行为 。 这些经典

理论定性地描述了群体极化的根本机理 但极少通过定量的方法描述与仿真此行为 。

从群体极化模型构 建的 角 度 , 网 络模型 为相关学者普遍认 同 的建模方法 (

, 、

’

。 其构建的核心思想为 ： 个体观点的改变是综合考虑其所在群体中其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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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影响 的强度 、直接性和数量所施加的感知压力大小造成的 。 但是 , 该模型仅仅考虑 了有 限的影响 因

素 , 并没有将网络结构对群体极化的影响加以体现 。

因此 , 本研究提 出 了区分无向 网络与有 向 网络的局域世界演化模型 。 同 时 将群体极化产生机理

与 模型相结合 提出 了群体极化模型 。
最终得到在线社交 网络平 台群体极化过程的 整体

模型 。

模型构建

改进的局域世界演化模型

通过对局域世界演化模型 的改进 , 分别构建 了无 向局域世界演化模 型 ( 模型 ) 和有向局域

世界演化模型 ( 模型 ) 。 模 型主 要适用 于典型 的无 向 在线 社交 网 络 , 例 如人人 网 、

等 ,
朋友关系在此 网络上为双 向 的 。 而 模型主要用于模拟典型 的 有 向在线社交 网

络 , 例如新浪微博 、 等 , 朋友关系在此网络中为单向 的 。 这两个模型提 出 了 在线局域世界的演

进过程 , 并采用非线性择优选择 的 方法 , 更加准确 地描 述 了在线社交网 络平 台 的 结构特性与演化

方式 。

模型的非线性择优选择概率如公式 ( 所示 ,
为某具有一定度数 々 的节点 被链接

的概率 。 而对于 模型 , 需要分别考虑节点的 出度 一

与入度 々
, 如公式 、公式

所示 。

⑴
。

‘

⑵

务畔 、
——

°

此网络的演进过程包括新节点 的加入、新链 的产生与 消 亡 。 同 时 结合相关理论 用户 更倾 向

于与
“

关系 紧密的节点
”

建立联系 , 因此 , 具体过程如下 。

网络初始化 ： 初始网络为有 。个节点 、 。条边的随机网络 , 保证每个节点的连接度至少为 ,

使得网络中无孤立节点 。

网络的演化 ： 在每个时间步长内 ,
随机选择整体的 作为局域网络 ,

通过一定 的概率 , 重

复进行如下过程 。

① 新节点的加入 ： 以概率 丸 将新节点加人所选择的 局域 网络 , 根据择优选择概率将新节点与

个已有节点相连 , 并更新成员关系矩阵 。

② 新链接 的产生机理一 ： 以概率 九 在 网络中增加 饥 条新链接 。 随机选择 网络内 的一个节点 ,

另 一端点选取其邻居的邻居 , 建立链接 。 如此进行 饥 次 , 并更新成员关系矩阵 。

③ 新链接的 产生机理二 ： 以概率 在 网络中增加 条新链接 。 随机选择网 络内 的一个节点 ,

对于 模型 , 另 一端点按公式 ( 在局域世界中选取一个节点 , 建立链 接 , 产生 条无 向边 ； 对

于 模型 , 按公式 选择一个节点作为关注者 , 按公式 在局域世界 中选取
一个节点作为被关

注者 , 产生 条有 向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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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新链接的消亡 ： 以概率 随机去掉 网络 中的
一

条边 , 若这条边 的消亡造成孤立节点的 产生 ,

则按上述步骤为该孤立节点重新匹配链接 ；
若造成 网络变成几个不 连通的 小集 团 , 则放弃去掉该

链接 。

群体极化模型

为 了设定网络中每
一互联网用户接收到 的感知压力 , 此处引入 算法 以评估用户被访问

的优先性 ,

°

。 根据产生的成员关系矩阵 , 可以生成节点的 矩阵 。 同

时 ,
基于社会 比较理论可知 ,

两节点间 的距离影响成员 间的
“

信任度
”

, 因此 , 假定节点间

的最短距离与感知压力 的大小有关 , 并将两节点间最短距离矩阵表示为 ！
。

根据群体 极化 的 经典理论 , 用 户 受 到 其他 节 点 的 感 知 压力 与 相 关节 点 的 影 响 力 ( 此 处用

值尾表示 成正 比 , 与节点 间的最短距离 此处用最短距离矩阵 彳 表示 成反比 , 因此 ,
感

知压力 的表示形式如公式 ( 所示 , 表示群体影 响力矩 阵 中 节点 施加 到节点 上 的感 知

压力 。

网络 中 每个节 点 累 计的 群 体感 知压力 如 公式 ( 所 示 , 此 算法 参考 网 络模 型

,
； 、 ,

’ ’

其值表示网络中所有成员

所施加压力的平均值 。 表示网络中 的节点数 表示节点 的观点值 ,
,

一

或 , 当节点 对

某观点持支持 、反对或中立态度 , 存储在群体观点矩阵 中 。

由 于群体成员 的最终观点不仅与群体累计压力有关 , 也依赖于其初始观点 , 因此 , 观点的改变同

时与值
；

相关 。 其中 , 为节点 持有的初始观点 为 ,
间 的可调节参数 ,

在仿真 中

设定

整体模型

整体模型为改进 的局域世界演化模型与群体极化模型的结合 ,
其整体结构如 图 所示 , 包括了仿

真过程的三个阶段 。

阶段一 ： 网络的仿真

在此阶段 , 首先输人已知真实 网络的节点数与链接数 , 通过调节相应参数 , 得到其人工模拟网 络 。

并 比较人工模拟网络与真实网络 的相关网 络结构参数值 , 判断人工模拟网络是否可以刻画 真实 网络

的结构与信息传播特性等 。

阶段二 ： 群体极化形成过程

根据群体极化模型 , 设置随机 阈值 当岭 时 , 节点 在初始观点矩阵中的

观点更新为 , 当
—

抝
—

时 , 观点更新为
一

, 否则不变 。 此过程重复进行 , 直至达到

稳定的极化状态 。

阶段三 ： 群体极化效果比较

此处引入两个分别从速度和数量上反映群体极化效果的 指标 。 首先为群体极化时间 , 表示群体

中主导情绪 比例达到 时所经历 的时间 大小 。 其次为群体极化 比例 , 表示同一平台上极化后群体

中各观点所 占 比例大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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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耐 贿
输入 广兩译 苞病年

模型
！

、
点数 与链接数 )

输 出

丨
成员关系矩阵

：

算法 计算

平均最短路径值
丨

矩阵
丨

最短 离矩阵

聚集系数值
“

计算
广

计算

；

密雌
▲

—

— 」

各
输入

「

比较并调 节参数 阶 段二 ： 鮮体‘化形成‘程
▲

——

、
群 化

〉

的 实世界网 值 )

输 出

、

群 体观点矩阵状态的改变 卩

分析 分析

阶段三 群体极化效果比较
：

图 模型整体结构

对于某一单一平台 , 保持其他变量值不变 , 通过调节相应 网络结构参数 , 可 以得 到该社交网络拓

扑结构影响群体极化效果的规律 。 而对于不 同 的话题网络与真实在线社交 网络 , 通过 比较不同平台

间 的极化时间和极化 比 例 , 能够分析不 同 的社交网络平 台对于群体极化的影响是否不 同 , 以及对于不

同的应用场景 , 哪种社交 网络平台最适于信息的传播与对群体极化 的疏导 。

模型检验

为 了检验模型 的有效性 , 本文选取某 实验室成员 ( 位老师 与 位研究生 ) 的社交网络关 系为

实证研究对象 运用社会 网络分析 法 , 对 种不 同社交 网络 飞信 、 、 人人 网 、
新浪微博 ) 结构

进行 比较与分析 , 从而研究社交网络结构对群体极化的影响效果 。

首先发放调 查问卷 , 获取实验室成员 与其他成员 的连接方式 , 然后构建实验室成员 种社交网络

关系 矩阵 , 并通过 软件得到 社交 网络关系 图 , 最后分别 分析不 同 社交 网络的结构参数 与特

性 , 如表 所示 。

表 在线社交 网络 平 台 网络结构参数

项 目 人 人 网 飞 信 新 浪 微 博

仿真值 真实值

一

仿 真值 真实值 仿真 值 真实值 仿真值 真实值

—

节点数

边数

网络平 均度

网络 密度

平均最 短路径

聚集 系 数

将整体模型 阶段一 的输 出 结果与真实 网络结构参数相 比较 , 可 以 发现人工模拟 网络 的 网络结构

参数与真实网络基本一致 , 同 时 , 模拟 网络 的度分布服从幂律分布并符合在线社交 网络的 小世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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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因此 , 模型得到了验证 。

进一步 , 检验社交网络拓扑结构对群体极化效果影 响的普遍性规律 。 此处 , 仅 以新浪微博聚集 系

数参数的改变 为仿真示例 , 在保证 其他参数基本不变 的情 况下 , 增大 聚集 系 数的 值约 图 左 ：

, 图 右 ： , 分别得出 这种变化对极化时 间 与极化 比例 的影响 。 如 图 所示 , 当极化比

例达 到 时 , 极化时间 由 时 间步长减小到 时间步长 。 如 图 所示 , 对于相 同 的时间步长 , 增大

聚类 系数 极化 比例 明显提高 。 因此可 以得 出 , 保持其他参数不变 , 增大聚集 系数能够促进极化的形

成 , 即极化时 间减小 , 极化比例增大 。 同时 , 本研究 同样模拟 了 聚集 系 数 、 网络密度 和平均最短路径在

不 同平台上 的仿真结果 , 相关结论如下 ：

聚集 系数越大 , 极化效果越显著 。

网络密度越大 , 极化效果越显著 。

改变网络密度 , 同时会引起平均路径长度 的改变 。 网络密度越大 , 平均路径长度越小 , 极化效

果越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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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应用

基于话题 网 络的 网 络仿真

为 了 进
一

步扩大研究 范 围 , 本 文分别基 于不 同 的 在线 话题 网 络研究 群体 极化 与信息 传播效

果 的 异 同 。 首先 , 选取 了 年 网 络群体观点极化 的典 型案 例
“

方 韩事 件
”

, 分别 在人人 网 和 新

浪微博上收集 了包 括事 件 的 节 点 、 节点 之 间 的 连 接方 式 以 及 各 节点 对 于此 事件 的 观 点等 相关

数据 。

在人人网上 , 搜索关键词
“

方韩
”

并获取一篇阅读数 ( 、 分享数 ( 和评论数 (

都极高的热门 日 志 ( 考虑到 在
“

阅 读
”

和
“

转

发
”

中无法获取用户 的链接信息 , 因此选择通过用 户 的评论关系 定义节点 的 链接 , 并在排位靠前 的评

论中抽取 个节点 , 通过逐条阅读评论内容的方法 , 判 断这些节点 的链接关系和 评论情感 。 与人人

网 的数据搜集方法类似 , 在新浪微博的微话题
“

韩寒 方舟子
”

的 条相关微博中选取其中

一条转发数 和评论数 ( 都很高 的热 门微博 (

同样抽取 个节点并判 断这些节点 的链接关系 。

通过调节模型参数 , 分别基于这两个平 台构建相应 的人工模拟话题网络 , 得到 群体极化效果 图 ,

以 比较对于同一话题不同社交网络平台对群体极化结果的影 响 。 此处采用相 同 的 分析方法 , 如 图

所示 , 当极化 比例达到 时 , 人人 网 与新浪微博相 比 , 极化时 间 由 时 间步长减小到 时 间步长 。

同时 , 如 图 所示 , 对于相 同的时间步长 , 新浪微博的极化比例大于人人网 。 此仿真结果表 明 , 对于某

一特定话题 , 新浪微博的 网络结构更易形成群体极化现象 。 该结论是否适用于真实社交 网 络应用急

需进一步的研究 。

群体极化过程 群体极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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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观点初始分布 群体观点初始分布

書
。

°

匿
群体 观点 中期演化阶 段 群体 观点中期演化阶段

°

群体观点末期演化阶段 群体观点末期演化阶段

图 基 于人人 网 与 新浪微博话题 网络 的群体极化 比例 比较

基于真实网 络的 网 络仿真

在此研究 中 , 采用文献提供的真实 网络相关数据 、金鑫等 )

’

, 调节模拟 网络的参数 ,

仿真文献 中不 同 的真实社交网络平 台 ( 如表 所示 ) , 比较不同社交 网络平台 的群体极化效果 。

表 真 实 网 络与 模拟 网络结构 比较

项 目 人 人 网 新 浪 微 博

文 献数据 参 数调节 仿真数据

— “

文 献数据

—

参数调 节 仿真数据

节点数 节点数 节点数 节点数

夕

边数
…

边数 边数
。

边数

网络密度 网 络密度 网络密度 网 络密度

；

—

聚集系 数 聚 集系数 聚集系 数 聚集系 数

平均最短路径 平均最短路径 平均最短路径 丫 从 昆广 放 々

平 均最 短路径

由 于真实网络数据规模庞大 , 因此这里简化 了模型 中 网络的演化步骤 ,

卩

“

新链接的消亡
”

, 以提

高仿真的效率 。 通过对人人网和新浪微博 真实 网 络的仿真 , 可 以证明对于不 同 的在线社交网络群体

极化效果存在的不同 。 由 图 可知 , 对 于人工模拟 网 络 , 当极化比例达到 时 , 新浪微博 的极化时

间 为 时间 步长 , 而随着时 间 的推移 , 人人 网 的极化 比例基本无变化 , 仅仅提高 了 个百分比 。

从图 也可 以发现在相 同 的极化时间 , 新浪微博的极化 比例远远大于人人 网 , 而人人 网基本无极化现

象发生 。 因此可 以推断 , 从整体网络结构的 角度看 , 人人网不易形成群体极化 , 而新浪微博 的 网络结

构有利于信息 的传播与扩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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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管理建议

本文首先探究 了社交网络拓扑结构对群体极化效果 的影 响 , 发现聚集 系数与 网络密 度对群体极

化的形成具有正 向促进效应 , 平均最短路径具有 负影响作用 。 这些仿真结果给予我们的启 示是 ： 对于

某一单一平 台的社交 网络结构 与群体 , 紧密 ( 、密集 ( 的 网络结构易形成群体极化 。

同时 , 本研究 以某实验室成员 网络 、 人人网 和新浪微博为例 , 分别基于密集型通信网 络 、 话题网 络

与真实 网络 , 探究不同的社交网络平台对于群体极化影响效果的不 同 。 通过仿真结果发现 , 对于密集

型通信型 网 络 , 即 时消 息类社交 网络平 台 ( 此研究 中 以 飞信网络为 例 ) 在 四类在线交互应用 中信息 传

播效果最为显著 , 最有利于信息的 传播 与扩散 。 对于话题型 网络 , 微博类社交 网络平台 ( 此研究 中 以

新浪微博为例 ) 与在线社交类社交网络平台 ( 此研究 中 以人人网为例 ) 均具有 明显 的群体极化现象 , 其

中 , 微博类应用效果更为 显著 。 对于整体 网络 , 微博类社交 网络平 台 ( 此研究 中 以新浪微博 为例 ) 的 群

体极化效果较为显著 , 而在线社交类社交网络平台 ( 此研究 中 以人人 网为例 ) 由 于 无话题的 引导 , 基本

无极化现象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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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 本研究得出对于不同的应用场景 ,

哪种社交网络平台最适于信息的传播与对群体极化的疏

导 。 结果发现对于以研究为 目 的的科研团体或沟通紧密型 网络 , 使用即时消息类社交 网络平台进行

沟通会得到更高的信息传播效用与利用率 。 从整体 网络结构 的角度观察 微博类社交 网络平台最有

利于信息的传播和扩散 , 而对于在线社交 两络平台应用 例如人人网 )
, 需要实时注人新鲜的话题并引

导用户 积极讨论 才能够保持较好 的信息利用率与信息传播效果 。 这些启示为社会化 网络环境 中商

务模式的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

总结与展望

根据对在线社交网络拓扑结构 、 网络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和群体极化相关理论的研究 , 本文构建了

改进的局域世界演化模型和群体极化模型 并通过某实验室成员关系 网络进行实证研究 , 验证了模型

的合理性 。 同时 , 分别基于话题网络和真实网络 , 进一步分析了不 同社交 网络平 台对群体极化和信息

传播效果影响的不 同 。 主要贡献在于 ：

一

是从理论方面提出 了 更能准确刻画 与描述网络演进与群体

极化形成过程的模型 , 有利于推进网络结构与传播媒介的作用机理的相关研究 ；

二是从管理实践方面

提出 了对于不 同的应用场景 ,
应采用何种社交网络平台进行信息 的扩散与对群体极化行为的疏导 从

而提高信息的利用率 , 为企业网络信息管理提供了可行的决策依据和舆论引 导建议 。

然而 , 本文仍存在
一定的局 限性 , 例如 , 缺乏对话题样本多样性的考虑 。 在后续的研究中 , 将采集

更全面的话题类型 , 以进一步分析不 同的话题类别对于群体极化影响 与信息传播方式的异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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