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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在互联网空间的映射，是社会舆情

的直接反映。发掘并研究网络舆情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对

于观察社会舆情具有重要意义，对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早在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上就指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

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为加强网上舆论工作指明了方向。国

家网信办主任鲁炜也曾表示要全面提升网上舆论工作水平，

牢牢掌握网上舆论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2013年

以来，国家层面的网络治理措施不断，“净网”、“剑网”、

“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等专项行动的相继开展，网络空

间日渐清朗。2015 年，互联网治理依然在持续，《互联网用

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效果显著，“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

专项整治有条不紊……法治化成我国网络治理新常态。 

网上舆论工作离不开对舆情规律的把握。一直以来，新

华网网络舆情监测分析中心致力于网络舆情规律研究，积累

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和实践经验。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为

整理、分析海量数据资料提供了便利。在对舆情大数据进行

深层挖掘的基础上，本报告综合运用了定性与定量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功能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

一季度社会热点舆情进行了分析、研判，力求客观、准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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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一季度社会热点舆情状况。 

在体例布局上，针对一季度舆情特点，本报告大致分为

三部分：一是对社会热点舆情内容本身的研究分析。这一部

分主要涉及热点舆情的类别归属、地域分布、情感分析以及

热度分析等。第二部分是对社会热点舆情的传播分析，主要

包含各类社会热点舆情事件在新闻、论坛、微博、微信和 APP

等媒介的分布规律。第三部分是对一季度社会热点舆情的总

结与规律性研判。 

鉴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疏误之处在所难免，敬

请同行及各界读者批评指正。 

 

                    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中心出品 

执笔人：徐延吉、高金、陈晓云 

                           20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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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5 年一季度舆情热度分析 

1.一季度热点舆情事件排行—TOP30 

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中心运用大数据分析，通过对一季

度热点舆情事件进行搜集和分析，综合评估热点舆情事件的

舆论关注度、社会影响力、传播路径等指标，得出 2015 年

第一季度热点舆情事件排行（注：本部分选取排行前 30 位

的热点事件）。 

表 1.一季度热点舆情事件 TOP30（按热度指数降序排列） 

序号 新闻标题 时间 类型 地域 热度指数 

1 储户 120万存款失踪告银行

被判诈骗获刑 4年 

1月 26日 政法 重庆 ★★★★★ 

2 网友就“福彩开奖推迟”向

中纪委举报福彩中心 

1月 27日 政法 全国 ★★★★★ 

3 武汉市公安局一大队官微

“叫板”媒体:欢迎暗访 

1月 30日 政法 湖北 ★★★★★ 

4 大爷嫌公交停车离站台太远 

朝司机丢手榴弹 

1月 13日 社会 浙江 ★★★★★ 

5 大学生为救 2 名儿童溺亡家

长怕担责让小孩撒谎 

3月 2日 社会 河南 ★★★★★ 

6 河北 13岁女孩为父亲讨薪

跳楼不幸身亡 

1月 20日 社会 河北 ★★★★★ 

7 中石化晒世界多国油价 再

度为“中国油价高”喊冤 

3月 24日 经济 全国 ★★★★☆ 

8 校长筹款资助上万学生 辞

世后县城花圈卖断货 

3月 16日 教育 广西 ★★★★☆ 

9 小伙账户突然多出 80亿元 

银行:搞错了 对不起 

1月 7日 社会 安徽 ★★★★☆ 

10 女子银行取款多收 1万元坚

决不退 法院:必须还 

3月 27日 社会 河南 ★★★★☆ 

11 女工讨薪死亡案曝新物证:

警车现打人镐把 

1月 15日 政法 山西 ★★★★☆ 

12 上海踩踏发生时黄浦区部分

领导在附近吃大餐 

1月 13日 公共

安全 

上海 ★★★★☆ 

13 网曝农民工因被拖欠工资无

钱买票 徒步回家过年 

2月 15日 民生 云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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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朱镕基再登“捐赠百杰榜” 

总计捐赠 4000 万左右 

2月 10日 社会 北京 ★★★★☆ 

15 男子嫖娼被抓猝死 警方否

认让其坐“老虎凳” 

1月 14日 政法 广东 ★★★★☆ 

16 男子超生被卫计局划走 11

万 爬桥 5 小时抗议 

2月 28日 社会 广东 ★★★★ 

17 农民工街边打扑克被抓 警

方:聚众赌博堵塞交通 

1月 15日 政法 湖北 ★★★★ 

18 老干妈陶华碧：凡是带“干”

字辣椒酱都要打假 

3月 13日 社会 贵州 ★★★★ 

19 58岁环卫工雪天烤火被辞

退后续：公司撤销决定 

2月 2日 民生 陕西 ★★★★ 

20 开发商当警察面开挖掘机轧

人 叫嚣“政府埋单” 

1月 8日 政法 安徽 ★★★★ 

21 女子飞机上不听劝多次打电

话 被拘留 5日 

1月 5日 社会 北京 ★★★★ 

22 公务员:别说公款吃喝现在

自己去吃饭都有些抖 

1月 19日 政法 全国 ★★★★ 

23 陕西女生被曝收百万元逼学

妹向官员“卖处” 

1月 7日 社会 陕西 ★★★☆ 

24 外籍男子在深圳打车忘拿包 

报警后仅 20 分钟找回 

1月 4日 社会 广东 ★★★☆ 

25 山西纪委干部驾车被追尾 

多次辱骂肇事者 

3月 20日 政法 山西 ★★★☆ 

26 杭州城管回应“小贩儿子轧

死”:小贩自己失误 

1月 16日 政法 浙江 ★★★☆ 

27 合肥宝马车主不满罚单将百

万现金扔治安岗亭 

1月 9日 社会 安徽 ★★★☆ 

28 银监会称存款失踪实为被骗 

提醒勿贪图高利息 

2月 5日 社会 全国 ★★★☆ 

29 太原警方:讨薪身亡农妇家

属曾提 388 万赔偿清单 

1月 7日 政法 山西 ★★★☆ 

30 曝陕西多名城管群殴农民工 

回应:都是协管 

1月 16日 政法 陕西 ★★★☆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2.一季度热点舆情事件类型分析 

图 1.一季度热点舆情事件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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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如图 1所示，一季度热点舆情中，以政法、社会及民生

类舆情为主，分别占比 34.8%、26.2%及 19.0%。其中，政法

类舆情占比居首，主要包含以下几类事件：其一，反腐事件。

官员贪腐被查、官员作风问题等成为本季度反腐类舆情的主

要话题。本季度由媒体曝光被调查或被处理的官员主要包括

福建省副省长徐钢、深圳市政法委原书记蒋尊玉、天津原公

安局长武长顺、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岳阳副市长陈四海等，

足见各地重拳反腐的力度未减。其二，重大司法案件。昔日

受到舆论强烈关注的政法类案件，如平度纵火案、复旦投毒

案、招远杀人案、孕妇为夫猎艳案等，在本季度均有了新进

展，由此推高本季度政法类舆情的受关注度。其三，暴力执

法事件。以“城管”“强拆”等为代表的野蛮执法事件在本

季度时有发生。此类事件是引发公众愤怒情绪的主要事件来

源之一，舆情标签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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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季度热点舆情事件地域分布分析 

图 2.一季度热点舆情事件地域分布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如图 2所示，本季度热点舆情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南及

华北一带，第一梯队为广东、北京、河南、江苏、浙江、山

西、陕西等省，这些省份本季度热点舆情曝光量较高，都在

10 条以上；第二梯队为湖北、山东、湖南、上海、河北、四

川、黑龙江，热点舆情曝光量在 5-10 条；其他省份本季度

热点舆情曝光量较少。 

图 3.一季度负面热点舆情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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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如图 3所示，本季度负面热点舆情曝光度较高的几个省

市为广东、北京、河南、山西。从本季度负面热点舆情的地

域分布看，负面舆情类型具有一定的地域集中度，如广东省

的负面舆情主要以政法类舆情为主，包括官员腐败、公共安

全、执法不当等；北京负面舆情则多为社会类事件，不少涉

及名人问题，如房祖名涉毒宣判、王海买假货赚钱等；涉及

河南的负面热点舆情中，强拆、医患矛盾、官员作风等问题

突出。负面舆情暴露施政短板，各地应根据自身舆情特点，

完善社会治理，加强对问题突出领域的监测及管理。 

4.一季度热点舆情事件情感倾向性分析 

图 4.一季度热点舆情事件情感倾向性分布 



8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如图 4所示，2015 年第一季度热点舆情中，舆论持中性

情感态度的舆情信息占比最大，为 48%。此类热点舆情多涉

及国家政策和数据、客观陈述社会现状、新闻性的社会事件

等；舆论持负面情感态度的舆情信息占比为 40%。此类热点

舆情多涉及恶性犯罪、非正常死亡、贪腐、社会失德、执法

不规范等信息；舆论持正面情感态度的舆情信息占比为 12%。

此类热点舆情多涉及社会问题治理、重大案件侦破、社会先

进事迹表彰等信息。 

由此可见，相较于正面信息，负面或中性内容更容易引

发舆论关注，成为社会热点。在第一季度热点舆情中，热度

较高的话题均为负面，主要包含：1.社会恶性犯罪；2.涉弱

势群体事件；3.涉金融机构事件；4.地方暴力执法事件等。

对于媒体的报道选择而言，以上负面话题更容易引发社会舆

论的情绪反馈，具体体现在点击量和话题参与度中，而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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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受众而言，负面话题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和自我联想，

由对事件的愤怒、对当事人的同情，延展至寻求和期待社会

现状的改变，新闻热度延伸性较强。 

图 5.负面新闻报道类型占比分布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如图 5所示，2015 年第一季度负面热点舆情中，政法类

和社会类信息占绝对比重，分别是 48%和 31%，其次是民生

类、公共安全类。 

图 6.正面、中性舆情事件引发舆论情绪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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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如图 6所示，正面、中性舆情事件引发的正向情绪（高

兴）占比 37%，而引发的负向情绪（愤怒、厌恶、恐惧、悲

伤）占比 44%。对正面、中性信息产生负向情绪有以下几种

情况：1.网民误读、误解；2.相关政策、措施与部分民众利

益不符；3.报道中的现象、数据与居民感受不符；4.网民对

一些社会顽疾“久治不愈”的不满。例如，“外籍男子在深

圳打车忘拿包 报警后仅 20分钟找回”的网民情绪多为“厌

恶”，民众对个别行政不作为事件和差别待遇的办事态度的

不满，激发对此类信息的负向情绪。 

5.一季度热点舆情事件舆论情绪分析 

图 7.一季度热点舆情事件舆论情绪分布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表 2.引发“愤怒”情绪的热度前五位（按热度指数降序排列） 

序号 新闻标题 类型 正负性 关键词 热度指数 

1 储户 120 万存款失踪告银行被判诈骗获刑 4 年 政法 负性 金融风险 ★★★★★ 

2 大学生为救 2 名儿童溺亡家长怕担责让小孩撒谎 社会 负面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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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女工讨薪死亡案曝新物证：警车现打人镐把 政法 负面 暴力执法 ★★★★☆ 

4 上海踩踏发生时黄浦区部分领导在附近吃大餐 公共

安全 

负面 社会暴力 ★★★★☆ 

5 男子超生被卫计局划走 11 万 爬桥 5 小时抗议 社会 负面 计划生育 ★★★★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表 3.引发“高兴”情绪的热度前五位（按热度指数降序排列） 

序号 新闻标题 类型 正负性 关键词 热度指数 

1 武汉市公安局一大队官微“叫板”媒体:欢迎暗访 政法 中性 媒体监督 ★★★★★ 

2 朱镕基再登“捐赠百杰榜” 总计捐赠 4000 万左右 社会 正面 慈善 ★★★★☆ 

3 58 岁环卫工雪天烤火被辞退后续：公司撤销决定 民生 负面 特定群体 ★★★★ 

4 女子飞机上不听劝多次打电话 被拘留 5 日 社会 负面 社会道德 ★★★★ 

5 公务员:别说公款吃喝现在自己去吃饭都有些抖 政法 中性 特定群体 ★★★★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表 4.引发“厌恶”情绪的热度前五位（按热度指数降序排列） 

序号 新闻标题 类型 正负性 关键词 热度指数 

1 网友就“福彩开奖推迟”向中纪委举报福彩中心 政法 负面 公平公正 ★★★★★ 

2 中石化晒世界多国油价 再度为“中国油价高”喊

冤 

经济 中性 油价 ★★★★☆ 

3 小伙账户突然多出 80 亿元 银行：搞错了对不起 社会 中性 金融风险 ★★★★☆ 

4 女子银行取款多收 1 万元坚决不退 法院：必须还 社会 中性 金融风险 ★★★★☆ 

5 外籍男子在深圳打车忘拿包 报警后仅 20 分钟找

回 

社会 正面 其他 ★★★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表 5.引发“无聊”情绪的热度前五位（按热度指数降序排列） 

序号 新闻标题 类型 正负性 关键词 热度指数 

1 大爷嫌公交停车离站台太远 朝司机丢手榴弹 社会 负面 社会暴力 ★★★★★ 

2 老干妈陶华碧：凡是带“干”字辣椒酱都要打假 社会 中性 打假 ★★★★ 

3 中学要求师生同场考试 教师:这是侮辱 教育 中性 其他 ★★★ 

4 职业打假人王海：花巨款买假货 1 年赚 400 万 社会 中性 打假 ★★☆ 

5 中国游客掀日本大米抢购潮：花 1500 元买 5 公斤 民生 中性 其他 ★★☆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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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引发“悲伤”情绪的热度前五位（按热度指数降序排列） 

序号 新闻标题 类型 正负性 关键词 热度指数 

1 河北 13 岁女孩为父亲讨薪跳楼不幸身亡 社会 负面 特定群体 ★★★★★ 

2 校长筹款资助上万学生 辞世后县城花圈卖断货 教育 正面 慈善 ★★★★☆ 

3 网曝农民工因被拖欠工资无钱买票 徒步回家过年 民生 负面 特定群体 ★★★★☆ 

4 男子嫖娼被抓猝死 警方否认让其坐“老虎凳” 政法 负面 暴力执法 ★★★★☆ 

5 网曝焦作“震撼强拆”:阻强拆者被抱着摔下墙 政法 负面 暴力执法 ★★★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表 7.引发“恐惧”情绪的热度前五位（按热度指数降序排列） 

序号 新闻标题 类型 正负性 关键词 热度指数 

1 开发商当警察面开挖掘机轧人 叫嚣“政府埋单” 政法 负面 暴力执法 ★★★★ 

2 陕西女生被曝收百万元逼学妹向官员“卖处” 社会 负面 特定群体 ★★★☆ 

3 银监会称存款失踪实为被骗 提醒勿贪图高利息 经济 中性 金融风险 ★★★☆ 

4 浙江多家银行出现存款失踪 市民存 250 万仅剩 4

元 

社会 负面 金融风险 ★★★☆ 

5 储户存 12 万到账 11 万 柜员称误将 1 万存自己账

户 

社会 负面 金融风险 ★★★☆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表 8.引发“同情”情绪的热度前五位（按热度指数降序排列） 

序号 新闻标题 类型 正负性 关键词 热度指数 

1 农民工街边打扑克被抓 警方：聚众赌博堵塞交通 政法 中性 特定群体 ★★★★ 

2 濮存昕：也要给涉毒明星一口饭吃 政法 中性 名言雷语 ★★★☆ 

3 宝马车停车辆进出通道被砸 肇事者留言“你堵路” 社会 负面 社会暴力 ★★★☆ 

4 哈尔滨 5 名殉职消防员每人获抚恤 2 万元 公共

安全 

中性 其他 ★★★☆ 

5 媒体确认加多宝将更换红罐包装 业内：已经认命 经济 中性 其他 ★★★☆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6.一季度关键词热度分析 

（1）一季度舆情热词数量分布 

图 8.一季度热词词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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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制图工具：图悦） 

综合 2015 年第一季度舆论热议的舆情事件中关键词的

词频、热度权重、关联强度、热度持续性因素，第一季度共

产生一级热词 3个，分别是：回应、公务员、官员；二级热

词 13 个：讨薪、反腐、踩踏、警方、家属、存款、女子、

油价、天价、环卫工、银行、警察、养老；三级热词 52个；

四级热词 81 个。 

（2）舆情热词类别分析 

①群体标签 

标签式群体的舆论形象固化，是吸引阅读的重要因素。

公务员、官员、政协委员、城管、协警、农民工、宝马车主

为一季度热词中的群体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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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公务员”和“官员”热度并列第一，涉及话题

有：公务员工资上调、官员作风贪腐问题、官员履历造假等，

舆论情绪反馈以负面为主，标签印象较差。 

“政协委员”因两会期间的语录成为热点群体关键词，

其中关注较多的有：“反腐追回来的钱和大家有什么关

系？”、“我没有提案 感谢党和新中国”、“教师收礼达

量刑标准应按受贿罪论处”。名言与雷语并存，舆论情绪反

馈不一。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多有针对热点话题的新意

言辞，网民持期待态度。 

②视觉冲击感较强的“动词” 

视觉冲击感较强的“动词”多涉社会暴力和突发事件，

网民在阅读体验中更容易对此类关键词进行选择性阅读，媒

体也较多地从提取事件关键信息和增强读者阅读感受的角

度突出此类关键词，带动聚焦效应。一季度热点“动词”主

要包括：反腐、讨薪、强拆、曝光、坍塌、死亡、喊冤。 

③“回应” 

“回应”作为第一季度的一级热词，在热词频率和热度

权重两个指标上均位列第一，回应主体 80%为各地方政府及

职能部门。一方面，地方政府在逐渐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舆论

环境变化，改变“沉默”的舆情处置方式，“回应”增多。

另一方面，部分政府的回应存在缺乏调查、缺乏人文关怀等

问题，由此引发次生舆情，例如，“杭州城管回应‘小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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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轧死’:小贩自己失误”、“曝陕西多名城管群殴农民工 回

应:都是协管”等。 

④民生关注：银行信任危机 

银行、油价、天价（消费）、养老、存款为本季度民生

领域热点关键词。其中，在整个第一季度有关银行存款风险

一直保持较高热度，对比国外银行管理和制度的相关信息，

舆论情绪以恐惧和愤怒为主，中国金融领域尤其是银行业信

任危机凸显。 

⑤持续发酵的舆情事件 

热度关键词中“讨薪”和“踩踏”主要因“太原讨薪农

妇身亡事件”和“上海踩踏事件”产生，事件随着媒体不断

深挖，多有新闻点曝出，舆情态势持续走高。其中，上海踩

踏事件因“领导在附近吃大餐”、“遇难家属抚恤金”、“事

故调查报道”等新闻点的持续传播，舆情发酵一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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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 年一季度热点舆情传播分析 

1.一季度社会舆论整体走势分析 

图 9.一季度整体舆情走势示意图（不含微博）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季度舆情走势反映了舆论活跃度在时间上的不同变化。

如图 9 所示，一季度，每个时间单位（注：7 天为一个时间

单位）舆论信息更新量维持在 500,000条上下。舆情走势波

动较大的时间段多为节假日或重大时间节点。由趋势图可

见，一季度适逢农历春节，受假日因素影响，这一阶段舆论

信息更新量相对较少，一度跌至 186,000条左右，此后信息

更新量持续上升。3 月 5日至 11日，时值两会期间，舆论信

息更新量急剧攀升，最高达到 805,000余条，此后逐渐下降。

整体观察，舆情走势较为客观地体现了一季度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在社会舆论上的整体反映。 

图 10.一季度社会舆论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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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数据为随机抽取，无法涵盖所有信息，存

在一定误差，仅作宏观参考。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如图 10 所示，一季度社会舆论类型分布中，新闻仍然

是社会舆论的主要途径来源，在所有舆论类型当中，新闻类

型占比过半，达 56.8%。其次为论坛，占比为 22.8%，各类

论坛依然是网民表达观点的重要平台。此外，贴吧类型占比

为 5.2%；纸质媒体占比为 3.1%；手机网站和博客占比均为

2.4%；视频舆论占比为 0.3%；其他舆论类型占比为 7%。 

2.一季度新闻类舆情信息传播分析 

一季度，针对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科技、教育等

领域社会热点，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随机抽取了近 560，000

条热点新闻信息。其中，相关信息发布数量居前 10 位的新

闻网站分别是：新华网、人民网、新民网、凤凰网、中国新

闻网、搜狐、环球网、和讯网、天津网和中国经济网（注：

《中国互联网站发展状况及其安全报告(2015)》显示,全国

提供新闻、教育等专业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网站约 21,0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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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图 11.热点舆情新闻网站分布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数据为随机抽取，无法涵盖所有信息，存

在一定误差，仅作宏观参考。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3.一季度论坛类舆情信息传播分析 

一季度，针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社

会热点，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随机抽取了近 200,000 条论坛

热点信息。其中，相关信息发布数量居前 10 位的论坛分别

是：强国论坛、天涯论坛、网易论坛、凤凰论坛、发展论坛、

若人论坛、新浪论坛、凤凰网论坛、西祠胡同和凯迪社区（注：

权威统计显示，目前约有 130万个 BBS论坛）。具体分布情

况如下： 

图 12.热点舆情各大论坛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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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数据为随机抽取，无法涵盖所有信息，存

在一定误差，仅作宏观参考。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4.一季度微博舆情信息传播分析 

本报告选取新浪微博为统计、研究对象。通过对一季度

热门话题的盘点发现，一季度新浪微博热门话题多集中在影

视、生活、娱乐、新闻等方面。而社会性热点话题往往局限

于某一时间段内，在某一时期舆情热度较高。如表 9 所示，

在新浪微博社会热点话题热度排行中，一季度新浪微博社会

性热点话题以民生类话题最受网民关注，春晚、医改、春运、

地震、雾霾等关键词榜上有名。 

表 9.新浪微博社会热点话题热度排行（按“提及度”排序） 

排行 话题 提及度 热搜数 热议天数 

1 春晚 41,090,871 102,079 9 

2 重庆医改 11,445,000 19,125 1 

3 区伯喊冤否认嫖娼 10,563,000 43,585 3 

4 姚贝娜去世 4,520,010 1,261,399 6 

5 春运 2,233,366 10,310 6 

6 年终奖 1,893,657 14,701 10 

7 亚洲杯 1,587,342 51,457 8 

8 乐山地震 632,704 57,614 2 

9 上海外滩踩踏 559,120 25,01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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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柴静《穹顶之下》 459,980 91,635 1 

（数据来源：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新浪微博数据中心） 

5.微信舆情信息传播分析 

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随机抽取了涉及政治、经济、司法、

教科文、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反腐等几大热点领域的近

240,000 条微信热点信息。统计发现，涉及教科文的微信信

息占比最大，为 27.86%。其他领域具体分布如下： 

图 13.微信数据类型分布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数据为随机抽取，无法涵盖所有信息，存

在一定误差，仅作宏观参考。统计时间：2015年 1月-3月。） 

6.APP 舆情信息传播分析 

图 14.八大应用商店 APP下载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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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ndexmedia） 

如图 14 所示，本次统计范围内的八大应用商店 APP 下

载量排行依次为：360 手机助手、安智应用、腾讯应用宝、

安卓市场、豌豆荚、N 多市场、百度手机助手和 91手机助手。

其中，360 手机助手中下载量位居前 10 的 APP 为：大众点评、

大众菜谱、医学文献、大众运动会、医学时间、Kik 消息、

参考消息、自制泡菜参考手册、读书读报、用药参考。从类

型来看，生活健康类、饮食类、新闻类等三大类 APP 最受用

户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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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季度典型舆情案例处置点评 

1.网传“女子警所被扒裤子” 

监控视频公开扭转舆论 

1 月初，网传“上海闸北区一红衣女子在警所裤子被扒，

几个小时无人过问”。网帖所附的多张图片显示，该女子身

穿红色外套，下半身赤裸。该网帖被一些媒体官微转载，引

发热议。1 月 8 日下午 6 时，实名认证的上海站地区治安派

出所官方微博辟谣，通过发布派出所内监控微博截图画面，

澄清网传“女子在警所被扒裤子”不实，系当事女子自己乱

蹬致裤子脱落，后被该女子丈夫拍摄裸体下身照片。警方发

布辟谣微博后获网民谅解，网民感慨称“现在警察才是弱势

群体”，并指责传谣媒体不负责任，呼吁应严惩造谣者。新

浪微博名博“@捕快二宝”更指，“幸亏现在的派出所各个

角落都有摄像头，这要是没有的话，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

引发网民转发 3600 余条，评论 1000 余条。 

——在政府公信力缺失、公权力被视为绝对强势的现实

情况下，此类事件曝出，公众在情感上自然站在弱势群体一

边，令涉事部门在事件爆发之初即处于被“习惯性指责”的

一方。监控视频的公布有力地扭转了舆论风向，凸显了在此

类事件中证据留存、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2.网曝“女教师交警队被打” 

警方回应“监控坏了”遭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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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8 日网友在微博上爆料，苏州大学一位女老师在苏

州独墅湖交警中队被一名工作人员打得满脸是血。由于配有

现场图片，该微博很快引起网友关注，数千人进行了转发评

论。19日下午，苏州工业园区交警大队官方微博对此事发布

情况通报称，王某（大学老师）在独墅湖中队咨询、质疑时，

拍桌子辱骂了胡某，胡某随即动手打了王某。目前，涉事警

辅人员胡某已被停职。当日，澎湃新闻微博报道称，王某认

为通报内容失实，王某同事去要事发时的监控视频，但交警

队称监控坏了。该微博引发 20,000 余条转发，评论亦高达

7500余条，“监控坏了”的说辞遭网民吐槽“监控在关键时

刻总是坏”。 

——“监控在关键时刻总是坏”，调侃背后是网民对警

方说辞的质疑。随着网民对微博等自媒体的深度使用，网民

的真相辨识能力已有所提高，对信息透明的诉求也日趋强

烈，“监控没了”容易被网民视为相关部门逃避责任的托词，

不该作为回应理由。若真相确实如此，则警示相关部门应重

视工作信息的保留、存档，必要时公开，以免在舆情突发时

因信息缺失而限于被动。 

3.官方回应“嗑瓜子科长”称“他有病” 

网民吐槽新一代“雷语”诞生 

2 月初，河南鹤壁市民曝光一段视频：服务大厅内市民

排队办事慢，工作人员却翘着二郎腿嗑瓜子。该市社保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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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称：嗑瓜子的是社保局退管科科长，嗑瓜子是因为他有糖

尿病，需要不断进食，不然一下就昏倒。此言一出，引舆论

哗然。网民在指责相关部门“憋足理由愚弄民意”的同时，

直呼“新一代雷语又诞生了”。2月 13 日鹤壁市人社局通报

称，“瓜子科长”郝林广被行政记大过，并称嗑瓜子是违法

行为，再度引网民吐槽。网民认为，相关部门的说法有矫枉

过正之嫌，“上班嗑瓜子是作风问题，如何上纲上线成了违

法问题？” 

——“上班嗑瓜子”本是小微舆情，以正常程序进行调

查处置，舆情应可快速消除。但相关部门的雷人回应却戳中

了舆论兴奋点，继而令事件快速发酵，令事件负面影响迅速

扩散。从该事件的失败经验中可以总结出，有违公众基本常

识或与公众日常感受不符的观点，容易引发质疑，成为舆情

触发点。而此事也反映了相关部门的应对失措、进退失据，

舆情处置中犯此低级错误，足见相关部门的工作思维并未跟

上互联网发展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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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5 年一季度热点舆情研判 

1.热点舆情传播与地方经济发达程度无必然关联 

从本季度的热点舆情及负面舆情的地域分布看，热点舆

情及负面舆情的分布并未呈现出与经济发达程度的相关性，

而是与话题类型、事件性质密切相关，如政法类、社会类及

民生类话题更易引发舆论关注，而涉及“弱势群体”的舆情

事件，如“农妇讨薪致死”、“阻强拆者被抱着摔下墙”等，

更是具有发酵快、传播广的特点，各地相关部门需对此类事

件予以重点关注。 

2.涉事部门舆情处置能力水平参差不齐，不当回应仍时

有发生。 

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不少地方政府通过学习实践，舆情

处置能力及水平已有明显提高，如深圳市在处置“机场车祸”

一事中，当地公安、交警、急救、消防等各部门的反应速度

可圈可点，且各部门均重视第一时间的信息发布，既展示了

当地在事故救援中的高效及时，同时也满足了公众知情权。

而有些地方政府部门舆情处置能力仍有待提高，存在缺乏客

观调查、缺乏人文关怀等问题，如“福建女童输血染艾滋续，

各涉事单位人员均默认”、“网曝陕西多名城管群殴农民工，

回应称都是协管”、“河南一科长办事大厅里嗑瓜子，官方

回应‘他有病’”等。 

3.公务员、官员等“标签化”群体易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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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度，涉及公务员、官员、协警等公职人员群体的热

点舆情较多。一方面与当前“八项规定”发力、反腐进入深

水区及公务员制度改革等大背景相关，另一方面则反映出舆

论对这几类群体的关注偏好。应当看到，随着基层公务员现

状被媒体报道，网民对公职人员这一群体已开始有了新的认

识。预计随着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深入，公众对这一群体的高

关注度还将延续。 

4.反腐、讨薪成为最具视觉吸引力的舆情动词。 

本季度热点“动词”排行中，反腐与讨薪并列第一位。

在 “反腐”话题的新闻报道中，网民正向情绪在中央的反

腐重拳下趋于回升。此外，春节期间是我国外出务工人员“讨

薪”话题集中爆发的时间段，讨薪容易引发恶性伤害事件、

群体性事件等，对于社会秩序和治安造成一定困扰，地方政

府在此期间应注意对相关企业进行监管，保障外出劳工群体

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5.新技术手段带来公众对舆情事件参与度的提高。 

如今，录像、监控视频等，成为一些舆情事件当中证据

的关键。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借助手机等移动

设备，信息的传播实现了革命性变化，让信息传播变得随时

随地，也为社会舆情的引导与管理带来了严峻挑战。由移动

设备记录的图片或视频，为公众提供了舆情“现场感”，因

此照片或视频的发布，更容易调动公众对事件的参与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