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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博逐渐超越电视、新闻、论坛，成为新的具有革命性的社会化媒体，注

册用户数超过 2亿，使用率达超过 50%，对微博进行计算挖掘分析已经成为学界

与产业界共同关注的课题。微博内容的碎片化与网络主体化特征日益凸显，以信

息内容为中心的传统计算模式存在本质缺陷，其信息数量巨大，处理效率低下且

效果很难满足实际需求。本文针对以微博为对象的分析挖掘，提出了“以人为本”

的微博计算模型，即以微博主体为微博计算的主要对象，研究微博博主个性化表

示模型，博主情绪感知算法、及微博内容分析等关键技术，在微博计算方面取得

了较好的结果，本文的创新在于突破了纯粹内容分析的局限，更好地适应了微博

计算的需求，是微博计算的方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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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The number of microblog user reaches over 200 million and usage rate is
50% . Microblog is becoming revolutionary social media instead of TV, news and
forum. Caculating and doing data mining from microblog is becoming common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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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s for the academia and industry circles. Because of content segmentation and
entity personalization in microblog, the traditional computing schema focused on
content computation is inherent defective. The amount of mciroblogs is huge, the
content based computation is ineffective and har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This paper
brings forth a novel computing schema based on social entities in microblog
computing. And then research on microblog entities personality modeling, emotion
detection, and further develop content analysis based on social entities. Such
computing schema focused on social entities achieved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information centered computing with microblog analysis and mining. The
contribution is break out the pure content analysis, and social entities centered
computation is more suitable for microblog computing.

KeyKeyKeyKey WordsWordsWordsWords: Microblog computing, personalized modeling, data visualizing, behavior
model mining

1.引言

微博客（microblogging 或 microblog，简称微博）起源于美国的 Twitter
(twitter.com)，是一种允许用户及时更新简短文本（通常少于 140 字）并可以公

开发布的博客形式。目前，中国微博注册用户数达到 2.5亿，使用率达到 48.7%，

仅新浪用户每日发博量超过 1亿条。其历史虽然只有二年的时间，却用一年时间

发展成为近一半中国网民使用的重要互联网应用[1]。微博信息传播速度快，影响

范围广，实名用户数量庞大，与真实社会相互交融，密不可分。每天有数以千万

计的微博用户通过微博表达各自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观点，表达个性化的感

情，所涉及的内容保罗万象。微博已经逐渐超越电视、新闻、论坛，成为舆情话

题产生和传播的主要场所，形成社会舆情的引爆点与主战场。可以说，网络信息

和社会信息的交融对社会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关系到国家信息的安全和社

会的长治久安。

在 2009年，Twitter引爆摩尔多瓦颜色革命并进行活动串联，导致重大动乱，

成为微博第一例参与社会重大活动的案例；2011年风起云涌的阿拉伯之春、伊

朗骚乱，以及震惊世界的伦敦骚乱等，也处处渗透着微博的力量。传统媒体占据

舆论制高点的地位正在逐步削弱，而要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起到引导与辟谣的实

效，已经到了不能回避微博、社交网络这类既经济又及时的传播工具的时代了。

2011 年 2 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就互联网自由问题发表讲话。

她强调以 Twitter 为代表的社交网络，是美国政府的一种重要战略力量。美国国

防部长罗伯特•盖茨 2009 年 6 月表示，Twitter 等在伊朗德黑兰抗议活动中起到

重要作用的社交网络是“美国重要的战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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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二节将阐述传统以“信息”为中心的微博分析计算所面临的特有挑战，

随后重点介绍以主体为中心的微博计算方法，给出微博计算的研究框架，最后介

绍了我们在微博计算的研究进展。

2.以“信息”为中心的微博分析面临挑战

对于传统常规文本的分析，用以信息为中心的分析方法能够解决信息挖掘的

目的，但对微博类短文本的分析任务更为艰巨。到目前为止，能收集到为数不多

的有关微博信息分析的论文多是研究英文 Twitter的，研究的内容也多是情感分

析的。文献[2]首次提出将 Twitter作为情感分析与观点挖掘的语料库，认为 Twitter
相对于传统网络应用形式，更适合于情感分析，并通过在收集到的 Twitter语料

库基础上进行了语言分析。文献[3]在针对 Twitter 的消息文本进行情感分析后，

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出投票结果，并提出可作为社会投票调查的一种有效的替代方

法。有研究者针对 2008年到 2009年间的消费者信心与政治观点，发现与同时期

的 Twitter消息中出现的情感词词频正相关（在不同数据集的实验表明相关度高

达 80%），因此能够通过大规模的消息情感分析，把握各类话题的总体发展趋势。

在与传统常规文本情感分析的对比上，文献
[4]
在对英文 Twitter的研究中发现，

短文本在情感分析方面反而更加精准，其发现有一定的语言学依据，但其结论是

否适用于中文微博，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在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新型社会网络的信息计

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包括：

1）微博社会网络包含的信息内容短小但规模巨大，如微博每条最多 140 字，

每天原创的微博数千万条，导致单条内容的分析极其困难，而总体计算的代价极

大；

2）微博社会网络内容不规范，语言口语化严重，且有上下文背景，单条内

容很难被完整正确的分析；

3）传统静态网页可追溯可脱机计算，而微博社会网络的信息快捷，稍纵即

逝；对社会网络信息的计算需要足够高效；

以“NLP”（自然语言处理）为例，可以通过微博搜索到如下结果，不同微

博对“NLP”存在多种歧义理解，从内容上很难区分和理解。我们在人工综合微

博博主的各种背景资料之后，会发现“NLP 学院”是专门从事心理学培训相关的，

因此，一条微博中的 NLP 居然表示的是“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即

身心语言程序学，NLP 是关于人类行为和沟通程序的一套详细可行的模式，是很

热门的心理学和成功学的培训课程）；同样，只有在了解博主刘知远 THU 是清华

大学计算机博士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另一条微博中的 NLP 含义为“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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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processing”即自然语言处理。

从上面的分析与例证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将社会网络计算的着

力点放在单条内容的深度理解上，其性能和效果都存在本质上的缺陷；因为常规

长文本分析将不适于微博类的情感分析，已有的以信息为中心的方法存在以下 3
个方面的不足。

（1）没有考虑作者或发言人等信息主体的个性化背景知识。

（2）由于情感分析客观上和观点持有者有很大的关联性，仅靠分析文本内

容本身是远远不够的。

（3）主体属性的缺失导致情感分析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大打折扣。

而如果以微博网络主体为中心，综合考虑网络主体的多维信息（包括主体的

基本资料、发布的内容信息、个人关系网及用户的社会行为）并在此基础上综合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社会网络分析、数据挖掘、信息传播等诸多交叉学科知识，

对微博社会网络数据进行挖掘与分析，才能引领正确的社会网络计算发展方向，

将对微博社会网络的分析挖掘提供理论基础，为社交网络分析以及新型网络舆情

监测等诸多应用奠定坚实基础。因此，本项研究将以微博网络主体的个性化表示

为切入点。网络主体的个性化表示是社会网络的一个基本科学问题，以网络主体

为中心的新型计算模式，将对传统的信息内容为中心的模式进行革新，且必将推

动网络科学的发展。

3.以“人”为本的微博计算

虽然微博是最近几年才兴起的，且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其具有更广阔

的应用前景。2011年社会心态蓝皮书表明网民上网的第一站登录微博的比例将

近 20%，直逼即时通信工具和电子邮件；微博对门户网站流量的贡献度在逐步增

加，微博导入用户是网站的优质用户。由此可见，微博带来的微革命已经悄然而

至。由于越来越多的用户乐于在互联网上分享自己的观点或体验，这类评论信息

迅速膨胀，有可能会成为舆论快速传播，形成重大事件。

然而，如何从这些微博网络信息中挖掘出重要的信息战略资源不是简单能够

做到的，由于其分析的内容短小且不规范，一般很难充分利用上下文信息，必须

综合多个学科，对微博进行建模、分析，才能综合挖掘出其后面所隐含的信息或

知识，从而成为重要的“战略资产”。为此我们对微博这种内容的分析综合问题

率先提出了以“人”为本微博计算的概念。

所谓微博计算是指以微博类个性主体为中心，综合计算语用学、社会网络分

析、传播理论等学科，对微博进行建模、分析与应用等计算的研究方向。由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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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数量的指数级的增长，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做微博计算时会遇到很多问

题，需要找到解决方案并且不断进行优化。

为了解决上述的问题，我们提出了从以信息为中心转为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内

容框架。也是微博计算所包含的主要内容。

首先通过各种方法获取社会网络主体数据进行分类，从而划分出基本属性数

据、内容与评论数据以及关系数据；以此为基础，在图 1中的 4个大的支柱计算

后综合出个性化的表示模型进行后续的诸如好友推荐等服务；这 4个大的支柱加

上相似度计算构成了微博计算的核心内容。

图图图图 1 研究内容框架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微博计算的核心内容概括为以下 5个方面。

(1)网络主体的个性化综合表示

综合微博网络主体的基本属性、行为模式、个人兴趣、情绪特征、以及关系

特征等维度的计算结果，借鉴面向对象的思路，研究社会网络主体的表示模型。

网络主体的综合表示模型如下：

………（1）

（2）社会网络主体的行为模式挖掘

根据社会网络主体的原创发帖、回复与评论、转发以及发送图片等历史活动

过程，采用数据挖掘等相关的技术手段，挖掘出（1）式中对应的社会网络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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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模式向量，从而分析出其个性化的行为特点。

（3） 主体个性相似度计算与推荐算法

在网络主体个性化向量表示模型基础上，可计算不同网络主体之间的相似

度，而在内容向量上，则采用信息检索传统的向量相似度计算策略,计算公式如

下：

1 2 1

2 1 2

1 2

1 ( , ) ( , )
( , ) 1 ( , )

( , ) ( , ) 1

n

n

n n

C o r r X X C o r r X X
C o r r X X C o r r X X

C o r r X X C o r r X X

⎡ ⎤
⎢ ⎥
⎢ ⎥
⎢ ⎥
⎢ ⎥
⎣ ⎦

⋯
⋯

⋮ ⋮ ⋱ ⋮
⋯ ………（2）

对基本信息可采取相似度规则匹配的方法，可以针对微博的具体应用采用不

同个体之间的相似度，并研究好友推荐的相似度排序算法。实现高效的好友推荐。

可以采用决策树的方法综合考虑不同的要素，在具体要素方面进行相似度比较，

可以得到相似个体的聚类。

（4）基于内容的个性化兴趣与情绪感知

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又称情感倾向性分析、意见挖掘（Opinion

Mining）或情感分类（Sentiment Classification），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

十年代，它试图用计算机实现从文本的内容中提炼出作者的情感方向的目标。通

过情感分析，可以明确网络传播者所蕴涵的感情、态度、观点、立场、意图等主

观反映情感（如乐、好、怒、哀、惧、恶、惊）。可以找到个体的兴趣点。

根据社会网络主体发表的所有信息内容，采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抽取文本

内容的个性特征词，并分析每条消息所传达的情绪色彩，研究主体个性化的兴趣

提取算法，并从每条消息的情绪中，综合研究得出网络主体的情绪特点与情绪波

动规律，实现情绪感知。采用标签云的方式表示与呈现。

（5）个人关系网的特征分析

主体个性化的微博情感分析中个性化因素可以形式化定义为：

………(3)

基于主体个性化微博内容情感分析计算公式如下：

………（4）
对于各主体个性化要素与内容分析的结合问题，拟采用随机森林集成学习法和其

他的机器学习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实验确定各因素的调节参数，并得到个性化的

内容情感分析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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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社会网络主体关注列表与被关注列表，以及与好友互动的记录，并利用

前述的个性化要素和个性化内容情感分析指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引入个

人关系网的特征提取算法，分析关系网中的关键人物、亲密好友，以及主体所属

社区的自动分类。用可视化图形展示出个体与个体的关联关系等。成果展示中我

们给出了一个实例。

4.微博计算已有研究进展

最底层为社会网络主体数据与内容的获取。早在 2009年我们就开始了中文

微博的研究，北京市网络控制办公室的微博监测分析已经开始与课题组合作。采

用基于浏览器模拟仿真方法实现了微博信息采集，目前已经获取了微博主体语料

库 6000 万条，都具有一定的“粉丝”数，剔除了大量机器自动生成的用户信息，

部分博主样本数据见图 4。已经覆盖中文微博社区的主流活跃用户（活跃用户约

占总注册用户的 5%），各类信息齐全。为了提高效率，采集了以下三种关键策略。

1）定向垂直采集：定向垂直采集特定敏感的微博人群，确保信息的及时性；

2）元搜索主题采集：针对特定内容，充分利用微博自带的搜索功能，采集主体

相关的的信息内容和信息要素，如内部 id、性别、家庭住址、粉丝数目、个人

摘要、微博数量、关注数量、博客地址、教育情况、工作情况、是否认证、生日。

以最小的成本确保信息的覆盖面；

3）并行采集：针对同构的海量采集任务，采用多机器并行处理，基于云计算架

构，实现多任务多策略的并行采集。通过公开采集与抽取从新浪微博、腾讯微博

中获得。为了推进微博计算的研究，我们通过在自然语言处理与信息检索共享平

台上(www.nlpir.org)，予以公开公布其中的经剔除了大量冗余与机器粉丝后的

20 万条数据。

2012 年 2 月 14 日，课题组免费发布了 NLPIR 微博语料库，其中包括 100 万

微博博主语料库、100 万微博关注关系语料库、100 万微博内容语料库，是目前

已知的第一家公开共享的微博语料库，广受学术界与产业界的认可。课题组组长

张华平博士作为发起人，创建了第一个专门研究微博的社区“微博计算”，目前

已经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研究者与爱好者加入。另外课题组在新浪微博发布了微

博个性热词云服务，主要用于分析博主的个性化兴趣，并提供不同微博博主的兴

趣相似度比较应用，目前已经有 1万多用户在使用该服务。

在获得了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在 5个方面取得了研究成果。

1）社会网络主体的行为模式挖掘

以微博博主的发博时间为例对其作息时间进行了行为模式的挖掘。

作息时间以行为分布矩阵公式 1 表示，其中每列表示的是每天 24 小时的时

http://www.nlpi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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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每行表示的是周一至周日，实际的数据表示的是在该日该时段社会网络主体

的活动概率，如图 2所示。

图 2222 微博博主的作息行为分布矩阵图

基于这种行为的模型表示，利用协方差矩阵及信息熵等手段，采用可视化界

面，我们对人物’潘石屹”2年的微博活动规律进行了跟踪分析，可以计算出人

物“潘石屹”的行为模式的可视化表示。

采用同样的模型，我们拟对行为模式挖掘进行如下更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包

括：

（1）不同维度的对比：实现每日不同时段，每周不同日，以及每年不同月

份等一系列的行为模式挖掘；

（2）社会属性判别：与社会学相关的知识结合，从行为模式中计算对象“工

作日与周末”的对比，判断其“是否有闲”，进一步研究推导出网络主体的职位、

工作性质、经济状况乃至政治倾向性；

异常行为发现：利用与已有行为模式的对比，可以侦获网络主体的异常行

为，如异于往常的频繁活动，往往是针对突发事件进行危机公关，分析此时段的

内容，可以高效准确地对突发时间实现提前预警；而偏离正常的静默期，很大概

率上是网络主体的非常态变化。

根据社会网络主体的原创发帖、回复与评论、转发以及发送图片等历史活动

过程，采用数据挖掘等相关的技术手段，研究社会网络主体的行为模式，从而分

析出其个性化的行为特点。

进一步的还可以做以下的分析。

（1） 工作日与周末行为模式的比对，推测其经济状况，并进一步分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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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

（2） 引入原创率、图片率、客户端、情感识别等维度

（3） 引入 big-seven 心理学模型，分析微博博主的情绪心理、性格，推

测其民主政治态度

（4） 僵尸与水军自动识别：内容原创度，行为模式特征。

依据个体的行为模式，实现了群体搜索与监控。

2）基于内容的个性化兴趣与情绪感知

在社会网络环境下，主体的言论与转发的内容往往透露了作者个性化的兴趣

与情绪变化。博主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看似偶然，偶然背后有必然的个性特征。

我们根据分词标注结果、上下位的丰富程度、词的文档分布及时间分布规律

等因子，从消息内容中提取用户常用的热门关键词，识别新出现的词汇及短语，

并与已有其他用户的内容进行对比，综合提炼出用户的个性化兴趣，并采用标签

云的方式表示与呈现，标签云示例如下。

在情绪感知方面，主要是引入已有的情感识别的相关技术，融合行为主体的

背景知识，宏观上得出主体的情绪变化趋势，进行综合的情绪研判。

图图图图 3333“张华平博士”的 2011 年 9 月 2 日个人兴趣标签云图

图 3为张博士在 2011 年 11 月的研究兴趣标签云图，图的右侧分析的是张博

士的博客中所用到的词的数量分布；依据这个数量分布以图的方式表示在图的左

侧，表明到此时此刻他的研究兴趣标签，标签大的表明其对此方面的兴趣多，从

图 3 可以看出他的最主要兴趣是网络，同样的方法抓取他 2012 年 2 月这个时间

点上研究兴趣的云图，表明他对微博的关注已经超出了对网络的关注。依据这样

的方法可以对主体进行特征演化分析。

除了对单一个体进行分析外还可以进行相关分析，找出二个不同的主体之间

的共同兴趣。图中展示的是张华平博士与罗家德的共同兴趣是“社会”。

3）主体个性相似度计算与推荐算法

图3是对一个主体的云图表示，图4则是对二个主体最近的200条微博进行了分

析的云图表示。从图4中可以发现所分析的二个主体张博士和罗家德都对“社会”

的关注比较多，根据微博中的总体综合表示模型，可以分别得到两个主体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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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条微博的特征向量形成特征矩阵所计算出的相似度微博相似度为19.35%，也就

是说这二个主体的博客中对社会有着类似的兴趣。通过这样的计算可以分析出有

相似兴趣的个体群，从而可以进行主题的提介服务。

图图图图 4444张华平博士与罗家德的个人兴趣相似度计算标签云图

4）个人关系网的特征分析

将特征提取算法引入到个人关系网分析中，分析出关系网中的关键人物、亲

密好友，图 5中的人物就是分析出的一个个人关系网可视化图形展示，说明这些

主体有着某种联系，如共同的爱好等。有了这样的分析数据，再依据分析结果进

行所属社区的自动分类。

图 5 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的关系网展示

5）追踪监测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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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对监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实现了 ELINT 网络舆情挖掘系统，具有对

微博话题人物监测、谣言及辟谣监测以及对敏感问题追踪的功能。

我们还研究了微博的革命性特征，并以舆情为例加以说明。在 2009 年，

Twitter 引爆摩尔多瓦颜色革命并进行活动串联，导致重大动乱，成为微博第一

例参与社会重大活动的案例。分析其演变过程可知有三个阶段，分别为线索渗透

期、网络扩展期以及社会爆炸期。由此可知如何对其进行分析从而对舆情进行预

警，对社会稳定是有重大意义的。

4.结论

本文对对微博情感分析与感知的特殊性进行了论述，总结了了研究的难点与

挑战。对这些难点和挑战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法和模型框架。并将一些研究成果进

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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