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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监控的基本概念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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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的定义

• 舆情是公众对社会现象、问题或
事件关注度、情绪反应和态度表达的
综合体现。
• 舆情反映了公众对某一话题的关
注程度，以及对相关事件的态度和看
法。

舆情的来源

• 舆情可以来自社交媒体、新闻报
道、论坛博客等多种渠道。
•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舆情的重要来
源，如微博、微信、知乎等。

舆情的传播方式

• 舆情通过网络媒体、社交平台等
渠道进行快速传播，具有广泛覆盖和
即时更新的特点。   -舆情的传播速
度和范围可能导致网络舆论的形成，
对企业和社会造成一定影响。

舆情的定义、来源与传播方式



舆情监控的定义

• 舆情监控是指利用技术手段对网
络舆情进行实时监测、收集、分析
和处理**的过程。
• 舆情监控旨在帮助企业、政府部
门等了解公众对某一话题的关注度、
态度和看法，以便做出相应的决策。

舆情监控的目标

• 及时发现和关注热点话题，了解
公众对某一话题的态度和情绪。
• 对热点话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挖掘，
为企业或政府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决
策依据。

舆情监控的实施方法

• 通过爬虫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等手段，对网络数据进行实时监
测和收集。
• 利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技术，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舆情监控的定义、目标与实施方法



舆情监控在企业形象管理中的重要性

提高企业形象

• 通过对舆情的实时监控和分析，
企业可以及时了解公众对企业的关注
和评价，调整企业战略和形象，以提
高企业形象。

维护企业声誉

• 当企业面临负面舆情时，舆情监
控可以帮助企业及时发现并应对，避
免舆情恶化，维护企业声誉。

预警危机

• 对潜在危机进行预警，帮助企业
提前发现并制定应对策略，降低企业
面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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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监控中的热点话题分类方法

02



文本内容分析
•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文本内容进行分词、词性标注、命名实体识别等操作。
• 通过对文本内容的分析，提取关键词、主题等特征，为后续的分类提供依据。

话题识别与聚类
• 采用话题识别与聚类算法，对文本进行主题分析，识别出热点话题。
• 通过计算文本之间的相似度，将具有相似主题的文本聚集在一起，形成热点话题。

基于文本内容的热点话题分类



情感倾向分析
• 通过对文本内容的情感倾向进行分析，
判断文本中表达的情绪是正面、负面还是
中性。
• 情感倾向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公众对
某一话题的情感态度，进而识别出热点话
题。

情感值计算
• 利用情感词典或机器学习模型，计算文
本中各词汇的情感值。
• 通过将各词汇的情感值进行加权求和，
得到文本的整体情感倾向。

基于情感倾向的热点话题分类



• 利用社交网络分析技术，分析话题的传播路径和传播节点。
• 通过分析话题的传播路径，可以了解话题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传播路径分析

• 采用影响力评估算法，对话题的传播影响力进行量化评估。
• 通过计算话题的影响力指数，可以识别出具有较高的传播影响力的热点话题。

影响力评估

基于话题传播影响力的热点话题分类



热点话题分类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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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原则
• 客观性：确保分类体系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不受个人主观意愿的影响。
• 可操作性：分类体系应具备操作性和可实现性，便于在实际应用中进行热点话题的分类和分析。
• 动态性：分类体系应具备一定的动态性，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网络环境和舆情发展情况。

构建步骤
• 确定分类目标：明确热点话题分类的目的和需求，为后续的分类体系构建提供指导。
• 设计分类维度：根据分类目标，设计合理的分类维度，如文本内容、情感倾向等。
• 构建分类模型：根据分类维度，构建相应的分类模型，对热点话题进行分类。

热点话题分类体系的构建原则与步骤



• 话题关键词：用于描述热点话题的关键词汇或短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 情感倾向：反映热点话题中公众的情感态度和情绪，有助于了解话题的受关注程度。
• 传播影响力：衡量热点话题在网络中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有助于了解话题的热度。

核心要素

• 客观性：分类体系中的特征应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不受个人主观意愿的影响。
• 易于理解：分类体系中的特征应易于理解，便于在实际应用中进行热点话题的分类和分析。
• 可度量：分类体系中的特征应具有可度量性，能够通过数值或概率等方式进行量化评估。

特征

热点话题分类体系的核心要素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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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策略
• 根据实际应用效果，对分类体系中的分
类维度、模型和特征进行调整优化。
• 收集用户反馈，根据用户需求和意见，
不断完善和优化分类体系。
• 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网络环境变化，对
分类体系进行持续更新和改进。

更新周期
• 定期对分类体系进行评估和更新，确保
分类体系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 根据网络环境和舆情的变化情况，适时
调整分类体系的更新周期和频率。

热点话题分类体系的优化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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