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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文献计量方法,运用 CiteSpace 工具对 2010 年至 2024 年 7 月的涉警网络舆情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可视化分

析。 结果发现涉警网络舆情研究在 2017 年达到高峰。 在此领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但却仍缺乏稳定的核

心作者群体,合作与持续研究机制有待加强。 研究热点包括内涵、原因、负面影响、应对策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为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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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bibliometric
 

methods
 

and
 

the
 

CiteSpace
 

tool,
 

a
 

systematic
 

visu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
 

related
 

to
 

police- related
 

online
 

public
 

opinion
 

from
 

2010
 

to
 

July
 

2024
 

is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search
 

on
 

police-related
 

online
 

public
 

opinion
 

peaked
 

in
 

2017.
 

Th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his
 

field
 

but
 

lacks
 

a
 

stable
 

core
 

group
 

of
 

authors,
 

and
 

the
 

cooperation
 

and
 

continuous
 

research
 

mechanisms
 

need
 

improvement.
 

Research
 

hotspots
 

include
 

the
 

connotation,
 

causes,
 

negative
 

impacts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with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ing
 

frontier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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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舆情对社会各界

的影响日益增大。 近年来,关于涉警网络舆情的研

究逐渐增多,但系统性、综合性研究仍显不足。 本文

基于文献计量方法,以 CiteSpace 软件为工具,对

2010 ~ 2024 年 7 月的涉警网络舆情相关文献进行可

视化分析,从发文趋势、发文作者、研究机构和关键

词多个维度进行分析,旨在梳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与发展趋势,揭示热点问题与前沿动态,并为未来的

研究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 CNKI 学术期刊库作为数据来

源,以“涉警网络舆情”为主题进行检索,检索时间

为 2010 年至 2024 年 7 月,语种限定为中文,共获得

217 篇文献,然后对结果进行人工筛选,剔除与主题

词关联度较小且学术性较低的文献之后,共获得

209 篇有效文献。 随后将数据导入
 

CiteSpace
 

软件

中对其进行发文趋势分析、发文作者分析、研究机构

分析和关键词分析,并结合关键词进行研究内容述

评。

2　 知识图谱分析

2. 1　 文献特征

(1)发文量分析。 通过 CiteSpace 统计发文量

可以反映涉警网络舆情研究的发展趋势。 该领域研

究始于 2010 年,与当时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及政策密

切相关。 2009 年,宽带网络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网民数量快速增长,信息传播效率显著提升,涉警舆

情的传播范围随之扩大。 研究得到的 2010 ~ 2014
年涉警网络舆情年发文趋势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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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 2024 年涉警网络舆情年发文趋势

Fig.
 

1　 The
 

trend
 

of
 

annual
 

publications
 

on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lated
 

to
 

police
 

issues
 

from
 

2010
 

to
 

2024

　 　 (2)发文作者分析。 发文作者分析包括核心作

者和作者合作两个维度。 核心作者通过开展创新性

研究,推动了学科的前沿发展和知识积累,在学术研

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

作者的计算公式为:

M = 0. 749 　 Nmax
= 0. 749 × 　 7 = 1. 98 (1)

　 　 因此,发文数量必须高于 2 篇才能成为核心作

者。 在涉警网络舆情研究领域,核心作者达到 26
人,核心作者群体发文总量为 64 篇,占该领域发文

总量的 31%。 核心作者群体的发文量未能占据该

领域发文总量的一半(105 篇),表明该领域的研究

尚未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体。 同样值得注意的

是,几位核心作者的发文时间都集中在一年之内,对
该领域的持续研究力度较弱。 具体详见表

 

1(发文

量为 2 的作者过多,只列举部分)。
表 1　 涉警网络舆情研究核心作者发文数量

Table
 

1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by
 

core
 

authors
 

in
 

research
 

on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lated
 

to
 

police
 

issues
 

篇

作者 发文数量 年份

李玉娟 7 2010

兰月新 5 2015

王欢 4 2017

夏一雪 3 2018

周廷瑜 3 2016

宋全喜 2 2018

　 　 作者共现图谱可以帮助了解该领域关键作者之

间的合作关系。 在 CiteSpace 中将节点类型选为“合
作作者”,时间设置为 2010~2024 年,得出作者知识图

谱(见图 2)。 图 2 中显示,2010 ~ 2024 年间有 247 位

作者研究涉警网络舆情,共 105 条合作连接线。 图 2
中形成了 5 个较大的合作群体,以兰月新、周廷瑜、张
鹏、林星韵、宋全喜为中心,合作时间集中在 2017 年

附近。 近两年合作减少,主要以两人合作为主。

图 2　 作者共现知识图谱

Fig.
 

2　 Author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3)发文机构分析。 在 CiteSpace 选择“机构”
节点进行发文机构共现分析,发现涉警网络舆情研

究机构以各地警校为主。 发文机构共现知识图谱如

图 3 所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节点最大,下设的

研究生院、国家安全学院、公安管理学院与信息网络

安全学院也在图中显现,表明该校在该领域具有一

定影响力。 作为唯一一所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公

安院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具备多样开放的科研平

台和丰富的学术资源,其师生逐渐成为研究的主要

力量。 江苏警官学院和湖北警官学院等院校仅次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亦是重要的研究力量。 此外,一
线公安机关如绍兴市公安局和九江市公安局也开展

了涉警网络舆情研究,具有实践性,体现出实践部门

的重视。 北京锐安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市网络空间

数据分析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参与,有助于

发挥专业性,提高研究水平。 尽管公安院校和公安

机关在该领域研究较多,地方院校的参与较少。 然

而,涉警网络舆情的生成、传播与治理涉及新闻传播

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知识,因此相关高校及

研究机构也应积极壮大研究力量。
2. 2　 涉警网络舆情研究热点和前沿分析

2. 2. 1　 研究热点分析

(1)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研究对

象和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 运用 CiteSpace 进行关

键词共现分析,时间选择“2010 年 1 月 ~ 2024 年 7
月”,文本来源勾选 “ 主题、摘要、关键词、关键词

plus”,节点类型设置为“关键词”,得到图 4。 图 4
中,圆环表示关键词,大小代表频次;连线数量表示

相关性;中心性表示关键词在网络中的作用,中心性

越高,关键词越重要。 涉警网络舆情研究主要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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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见表 2。 根据表 2,频次前 14 的关键词中,“涉警

舆情”、“网络舆情”等主题词的中心性超过 0. 1,具
有较大影响力。 此外,“公安机关”、“警察”、“自媒

体”、“新媒体” 等主体及“大数据”、“舆论引导”、
“应对策略”、“治理”等应对方式也是该领域的研究

热点。

图 3　 发文机构共现知识图谱

Fig.
 

3　 Knowledge
 

map
 

of
 

co-occurring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图 4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Fig.
 

4　 Knowledge
 

map
 

of
 

co-occurring
 

keywords

表 2　 涉警网络舆情研究主要关键词

Table
 

2 　 Main
 

keywords
 

in
 

research
 

on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lated
 

to
 

police
 

issues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涉警舆情 55 0. 60 应对 8 0. 10

网络舆情 41 0. 38 危机 7 0. 01

公安机关 26 0. 16 警察 6 0. 04

网络 23 0. 10 大数据 6 0. 05

涉警 12 0. 03 舆情引导 6 0. 04

应对策略 8 0. 03 新媒体 6 0. 03

自媒体 8 0. 03 舆情 6 0. 01

　 　 (2)关键词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的主要指标包

括模块度(Q) 和轮廓系数(S),前者衡量了聚类得

到的网络社团的显著性,通常 Q > 0. 3 意味着聚类

得到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后者衡量网络中节点与

其所属簇的相似性,数值越接近 1 表示网络同质性

越高,一般 S > 0. 7 表示聚类具有较高的信度。 在

CiteSpace 上方菜单栏中点击“聚类”,并将计算方式

选择为“LLR”,得到图 5, 其 Q = 0. 55,S = 0. 86,表
明该聚类效果较好且令人信服。

图 5　 关键词聚类图

Fig.
 

5　 Cluster
 

analysis
 

map
 

of
 

keywords

　 　 此次聚类共得到 7 个分类,分别是#0 网络舆

情、#1 涉警舆情、#2 应对策略、#3 网络、#4 社会稳

定、#5 应对、#6 大数据、#7 网络媒体。 将相关项合

并以后,得到涉警网络舆情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

个方面:涉警网络舆情的内涵;涉警网络舆情的形成

原因;涉警网络舆情的负面影响;涉警网络舆情的应

对。 本文将根据以上几个研究方向进行综述。
学者们在界定涉警网络舆情的概念时,主要包

含网络、公安机关、情绪和意见这 3 个要素。 李玉

娟[1]指出,涉警网络舆情是社会公众在互联网上围

绕有关公安机关和公安队伍的中介性社会事件发

生、发展和变化过程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情绪和

意见的总和。 高丽琼[2] 认为涉警网络舆情是指以

网络为载体,以与警察有关的事件为核心,是广大网

民有关涉警事件的情感、态度、意见、观点的表达与

互动,以及后续影响力的集合。
涉警网络舆情原因被归结为社会背景和个体因

素两方面。 在社会背景层面,牛广甫[3] 和韦炜[4] 指

出,社会转型催生公民法治意识的觉醒,这是网络舆

情形成的内在动因;杨博娟[5] 、杜季宪[6] 、倪荫林[7]

等学者认为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信息传递方

式,进而也催生了涉警网络舆情的大范围传播。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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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因素层面,公安机关执法不规范[1] 、舆情应对

能力差[8] 都是涉警网络舆情生成的重要原因;此

外,公民在面对争议事件时容易产生从众心理、表现

心理、攻击心理等,进而造成涉警网络舆情进一步传

播[9] 。
学术界认为涉警网络舆情也可能会对民警个

体、警察群体、社会治安、国家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对民警个体而言,过多接触涉警网络舆情会促使公

安民警个体产生自我怀疑、焦虑、抵触等消极情绪,
影响工作状态[10] ;对警察群体来说,负面涉警网络

舆情会消解社交媒体空间警察话语权,导致公安机

关公信力下降。 此外,涉警网络舆情引起的社会反

响强烈[11] ,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12] ,影响社会治安

稳定;若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导致舆情论争向社会政

治事件转化[13] ,危害国家安全。
关于涉警网络舆情的应对,学者们认为,在日常

工作中要提高公安机关的舆情危机意识[14] 和舆情

应对意识,建立涉警舆情处置法律规制[15] 、健全涉

警舆情预警机制;在舆情发生期要及时准确发布信

息,把握话语优先权[16] ;处置过程中要加强交流与

合作,形成多元主体联合治理[17] ;舆情消散期要及

时跟进,防止舆情反弹[18]并做好警察公共关系的修

复工作[19] 。
2. 2. 2　 研究前沿分析

在关键词聚类的基础上,在 CiteSpace 上方菜单

栏中点击“Timeline
 

View”,得到关键词时间线图(见
图 6),可以看出不同关键词随时间变化的整体趋

势。 按照不同关键词在本领域出现的时间顺序,可
以将涉警网络舆情研究分为 3 个阶段:起步阶段

(2010 ~ 2015)、发展阶段( 2016 ~ 2020)、成熟阶段

(2020 至今)。 对此可展开阐释分述如下。

图 6　 关键词时间线图

Fig.
 

6　 Keyword
 

timeline
 

map

　 　 (1)初始阶段:关键词如“网络舆情”、“涉警舆

情”、“公安机关” 等开始出现,并随时间推移出现

“应对措施”。 这一阶段主要对涉警网络舆情进行

初步研究,未深入探讨其内在机制。 2010 年后,随
着微博用户数爆发式增长,“微时代”、“微博”等关

键词出现,微博成为涉警舆情的主要传播平台。
(2)发展阶段:关键词如“原因”、“传播规律”、

“负面”、“民警形象”等表明学界开始深度剖析涉警

网络舆情,探讨其消极影响及应对方案。 2017 年

起,“网络话语”、“网络表达”、“网络信任” 等关键

词出现,研究范围扩展到网络社会,而不仅限于公安

机关。 同时,“多元共治”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应对措

施的新突破。
(3)成熟阶段:研究在理论方法、研究对象、负

面影响及应对措施等方面更为广泛。 2020 年后,学
者将“信息生态”、“4R 理论”、“情感治理”等跨学科

理论方法纳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涉警网络舆情

的生成与应对。 “短视频”、“四全媒体”等新主体的

出现,使信息传播方式和速度大幅提升,成为研究重

点。 研究影响从民警个体扩展至社会稳定、网络安

全和国家安全。 在应对措施方面,学者开始结合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探讨更高效的

策略。

3　 结束语

本文利用 CiteSpace 对涉警网络舆情研究文献

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2018 年研究达到

顶峰,近年趋于平稳;缺乏核心作者群,作者合作不

密切,研究机构主要为警校及一线公安机关;研究热

点聚焦内涵、产生机制、负面影响和应对措施;跨学

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成为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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