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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论坛中的意见领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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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论坛中帖子间的回复关系映射为发帖者之间的关联关系，构造出一个社群网络，并采用了统计物理学中的方

法对这个复杂网络进行了特征分析，验证了其具有小世界网络的特征，并对基于小世界网络在线论坛中意见领袖的发现进行

了研究，找出了论坛中的意见领袖并验证了其正确性，为进一步研究复杂网络中的人物行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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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 an online forum and construct a social network with the replying 

relations between comments mapped to the comment authors’ relations. We analyze the network’s feature and 
apply the statistical physics methods to this complex network research. Then we validate its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world networks and successfully find out the opinion leaders in on-line community based on small-world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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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传播学者
保罗·拉扎斯费尔德提出了“意见领袖”的概念。

他认为，对于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和观点，有部分受

众会积极接受，并加以再传播，这些人即为“意见

领袖”；而另一部分人则主要依靠与这些“意见领袖”

的接触来指导自己的行动。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

展，Internet已成为信息发布的第四媒体，信息的分
析与处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1]。基于上述事

实，本文以在线论坛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帖子间

的回复关系，获得论坛中发帖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进而构建出论坛中的社群网络。对所构建的社群网

络进行特征分析，发现其具备小世界网络的特征，

最后，结合实例利用小世界网络找出了在线论坛中

的意见领袖。 

1  小世界网络特征 

文献 [2-3]提出了单参数的小世界网络 (Small 
World Network)模型。该网络模型介于规则网络与随

机网络之间，在它们之间架起了桥梁。原始的WS
模型描述如下： 

(1) 初始化。考虑一个具有N个节点的邻近节点
耦合的环状网络，其中节点i连结到它的K个邻近的

节点i±1，i±2，⋯，i±
2
K
，K是一个偶整数。假定

N>>K>>ln(N)>>1。保证整个网络是相互连结的，但
又是稀疏的。 

(2) 随机化。以概率p随机地改写网络的每一条
边，即以概率p将一条现成的边重新连结到另一个顶
点上，同时避免将自己连结到自己或者与已有的边 

相重合的情形。该过程引入了
2

pNK
条边，它们连接 

到新的节点上，重新连结的边通常称为捷径。当调

节参数p从0(有序)到1(随机)时，可以密切监视整个
变换过程。 

小世界网络介于规则网络和随机网络之间，它

实现了从规则网络到完全随机网络之间的连续演

变，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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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复杂网络的演变过程 

经过研究，文献[3]改进了原始的WS模型，在
NW模型里，代替改写节点之间的连结，随机地增加
一些新的边，即所谓的捷径，且不移走已经存在的

边。显然，若p=0，则NW模型变成原始的邻近节点
耦合的环状网络；若p=1，则NW模型变成全局耦合
的网络。然而，对于充分小的概率p和足够大的N，
NW模型等价于WS模型。随着节点数的增加，WS
和NW模型展示了从“大世界”(平均路径长度线性
增长)到“小世界”(平均路径长度对数增长)的变换。
可以看出小世界网络有如下特征：(1) 不考虑网络拓
扑结构，节点间有很小的平均距离(平均路径长度)；
(2) 有较大的聚类系数，某节点a在其所有邻居中，
邻居间的连边数占包括a在内的子网连边总数比例，
称为聚类系数。它反映了某节点邻居间的聚类程 
度[4-5]，与网络规模无关且恒小于1。即如果一个网
络的聚类系数远远大于随机网络的聚类系数，而且

这个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近似于随机网络的平均路

径长度，就认为该网络具有小世界特性。 

2  社群网络的构建与分析 
2.1  社群网络的构建 

在研究BBS中成员的行为时发现，通过简单地
利用成员发表言论中的词语传播概率[6]来确定人物

行为是不完善的。因为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到主题之

间的关联关系、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及主题的时序

变化等，不能够准确地分析人物的行为。既然这种

从单个个体出发来研究个体行为的方法有缺陷，就

应考虑是否能够从整个群体出发，揭示群体组织结

构的特征，进而研究群体间的人际关系，从而达到

研究人物行为的目的[7]。本文主要采用社会网络分

析法构建与分析社群网络，该方法起源于美国社会

心理学家莫雷诺创立的社会计量法。社会计量法为

社会网络分析奠定了计量分析基础，莫雷诺在分析

人际关系的时候所使用的社会计量法的基本思路至

今依然影响着社会网络分析的定量分析发展。根据

BBS的特性，对BBS中的成员所构成的社群网络给

出如下定义。 
(1) 网络中的节点。BBS中的成员(包括主帖者

和回帖者)； 
(2) 网络中的边。成员之间的回复关系(有回复

关系的两个节点之间加一条边)。 
这种由人及其互动关系所组成的网络是一个复

杂网络。为了能简明扼要地说明问题，本文定义该

复杂网络图是一个无向无权图。 

2.2  小世界特征验证实验 
为验证所构建的社群网络满足小世界网络聚类

系数高且平均路径短的特征，选择中华军事网论坛

(http://bbs.china.com/military/bbs.jsp)为实验数据源，
针对该论坛数据量大的特点，以单日数据做为一个

实验数据集，并以此构建一个无向无权图G。一共
取了2007-05-20～2007-06-30共计41天数据，做了几
十组实验，部分实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于G往往不是一个连通图，因此考虑其连通
子图(其最大的连通子图gM中的顶点数达到了G中的
90%以上)，实验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最大连通子图的顶点数 
数据源日期 |V(G)| |V(gM)| |V(gM)|/ |V(G)|*(100%)

2007-06-01 

2007-06-02 

2007-06-03 

2007-06-04 

2007-06-05 

1 878 

1 849 

2 146 

1 496 

1 511 

1 779 

1 740 

2 041 

1 367 

1 441 

94.73 

94.10 

95.12 

91.38 

95.37 
 
因此，将验证gM是否具有小世界网络的特征，

以JUNG(Java Universal Network/Graph Framework)
为基本实验平台，获得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最大连通子图的网络特征 
数据日期 |V| |E| C Crand L Lrand 

2007-06-01

2007-06-02

2007-06-03

2007-06-04

2007-06-05

2007-06-06

2007-06-07

2007-06-08

2007-06-09

2007-06-10

1 779

1 740

2 041

1 367

1 441

1 414

1 394

1 772

1 512

1 439

3 132

3 217

3 529

2 145

2 367

2 146

2 237

3 002

2 337

2 433

0.558 16 

0.546 08 

0.598 23 

0.589 37 

0.571 91 

0.63825 

0.575 98 

0.562 89 

0.597 13 

0.578 11 

0.001 98 

0.002 48 

0.001 24 

0.001 06 

0.00359 

0.003 74 

0.004 03 

0.001 26 

0.001 08 

0.002 00 

6.277 8

6.278 1

6.200 0

6.629 0

6.482 8

6.653 2

6.590 1

6.476 9

6.644 7

6.294 2

5.797 1

5.773 3

5.908 0

5.555 6

5.608 2

5.605 1

5.604 2

5.794 4

5.649 7

5.610 0

表中，C、L分别表示图gM的聚类系数和平均路

径长度；Crand、Lrand分别表示相应的随机图的聚类系

数和平均路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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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中不难看出图gM满足如下特征： 
randC C>> ， randL L≈  

根据小世界网络的定义，可发现图gM具有小世

界网络的特征，因而验证了本文构建的社群网络具

有小世界网络的特征。 

3  意见领袖分析与实验 
3.1  意见领袖的特点 

文献[8]在归纳观念领导人即意见领袖的特点时
指出，观念领导人必须具有一定的外部示范作用，

知识面广，社会资源丰富，有一定数量的追随者，

综合能力强，与众不同的魅力等特征。同样在BBS
群体中，能够处于核心位置的必定是那些有着更开

阔的视野，积极参与讨论，并能不断提出引人注目

的个性观点的群体成员。在客观条件上，这部分成

员往往上网方便且都有大量时间上网，主观方面则

积累了大量的网络经验，并通过发表有一定见地的

言论在论坛中建立威信。他们凭借自己优秀的个人

品质、广泛的信息来源渠道，在论坛中发起广受瞩

目的话题，吸引大量的成员参与讨论，对周围其他

成员产生强烈的影响力，使得他们在论坛中拥有大

批的拥护者，迅速获得资源优势，成为论坛的中心

人物。这些成员善于交往，能频繁进行思想情感沟

通，发出和接受大量信息，通过沟通表达自己的观

点。某个论坛成员成为意见领袖，是凭借其内在的

号召力达成的。这种影响力虽然表面上没有明显的

约束力，但在实际上常能发挥强制性影响力所不能

发挥的约束作用。在很多时候，论坛管理者的强制

作用(如删帖、封ID)还不及意见领袖的影响作用有
效。通常，自然性影响力主要包括品格因素、能力

因素、知识因素、感情因素等。但在论坛中意见领

袖的影响力也糅合了强制性影响力中一些因素的影

响，比如资历因素。在生活中，资历反映了一个人

的生活阅历与经验。同样，在论坛中，登录和发帖

数量会累积成该成员的积分，积分越多意味着成员

的上网时间越长，参与度越高，代表着成员网络经

验的丰富。在一定条件下资历因素也会影响领导的

有效性，论坛成员普遍对资深领导人的信任度更高

一些。 
3.2  意见领袖获取 

基于上文所构建的社群网络，可以得到一个以

论坛作者为节点，他们之间的回复关系为边的网络。

意见领袖的获取过程就是在网络中找寻关键结点的

过程，通过对平均路径长度的分析来找到这些关键

结点。基于上文中构建的社群网络，本文给出如下

定义。 
定义 1  CN是所构建的社群网络，L是网络CN

的平均路径长度。 
定义 2  CNi是没有第i个节点的社群网络，即

在这个网络中，所有与第i个节点所连接的边也被去
除了。Li是网络CNi的平均路径长度。 

由以上两个定义，可以给出平均路径长度的变

化值 i iL L L∆ = − 。 
那么，通过L和Li的变化就可以判断这个节点的

重要性了。也就是说， L∆ 高的节点就是网络中比较

关键的节点，这个节点对于整个网络的连接起到了

相当重要的作用[9]。这个具有高 L∆ 值的节点可以将

表面上看起来无关的节点甚至是群(cluster)连接起
来，那么在整个网络中，这种节点就可以被认为是

关键结点[10-11]，也就是所寻找的意见领袖。 

3.3  实  验 
在上文中，以论坛的单日数据作为一个实验数

据集，构建的是一个无向无权图G。由于论坛数据
量较大，为了能够更直观地说明问题，只取了部分

数据，所构建的社群网络如图2所示。意见领袖在图
2中显示为实心节点。 

 
图2  社群网络图 

同样，首先验证了这个社群网络的小世界特征，

如表3所示。 
表3  社群网络的网络特征 

|V| |E| C Crand L Lrand 

54 110 0.395 0 0.080 3 2.913 9 2.953 9

 
然后，通过计算每个结点的 L∆ 值，找出论坛中

的意见领袖，如表4所示。点出度是某成员对他人帖
子的回复总量，他人对某成员的回帖总数被称为点

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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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论坛意见领袖 
序号 节点 L∆  发帖数 点出度 点入度

1 洪浩 0.904 584 3 16 33 

2 坚决抵制 0.903 564 2 10 23 

3 Zzzzzzzzza 0.902 865 2 14 18 

4 Qinchenxv 0.902 166 1 8 16 

5 Hrb－浦汪 0.902 136 1 6 16 

 
从表4中可以看到，选取出的意见领袖都是网络

群体中的核心人物，以成员1来说，他无疑是网络中
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发帖引起了网络中大多数成员

的特别关注，同时他也积极回复其他成员的帖子，

与多名成员建立了交流关系，地位在其他意见领袖

之上；其他几位意见领袖的发帖也都引起了群体成

员的关注。另外，了解到这几位意见领袖都是论坛

的资深会员，在过去几年中都发表了大量的帖子，

引起论坛成员的广泛关注，知名度都很高，从上文

中意见领袖特点来看，他们也完全符合意见领袖的

特点。所以，这种基于小世界网络寻找意见领袖的

方法是正确的，找出来的作者的确是论坛中的意见

领袖。 

4  总  结 
网络的发展迅速地改变着人类这个真实的世

界，而虚拟社区就是网络为人类提供的一个崭新空

间和交往环境。基于虚拟社区的网络交往特征，人

际互动关系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本文对在线

论坛进行了研究，构建出论坛中的社群网络，并对

这个网络进行了特征分析，发现其具备小世界网络 

的特征，基于小世界网络本文找出了在线论坛中的

意见领袖。后继的工作将分析网络成员在网络中的

动力学行为，找出他们的网络特征，对复杂网络中

人物行为分析研究领域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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