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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整体上呈现健康有序的发展趋势，但仍然存在着农民思想观念落后、政府干预不

当、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如果 这 些 问 题 处 理 不 当，再 通 过 互 联 网 传 播 和 扩 散，极 易 造 成 不 良

影响，因而需要对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情进行实时监测。该文利用网络舆情分析技术，结合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

情的特点，提出农村土地流转网络 舆 情 区 域 风 险 分 析 指 标 体 系，构 建 出 农 村 土 地 流 转 网 络 舆 情 区 域 风 险 分 析 模

型，实现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区域风险分析，为各级政府和管理部门进行农村土地流转监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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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农村土地流转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新

政策的出台，全国各地相关管理部门纷纷做出响应，
成立农村产权交易所，建立信息集成与网络共享平

台［１－２］。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整体上呈现健康有序

的发展趋势，但是由于观念、利益和政策等方面的原

因，存在着农民思想观念落后、政府干预不当、农村

土地流转市场不完善等各方面的问题［３］。而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民众舆论的聚集地，
一旦某地区的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在网络上被恶意扩

散传播，极易成为影响该地区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

情的热点信息，在社会上造成广泛的不良影响，阻碍

该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顺利实施。
通过网络舆情监测与风险分析技术对农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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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网络舆情进行监测分析，获取社会各阶层民众

对政府管理 机 构 所 施 行 的 农 村 土 地 流 转 措 施 的 观

点、态度，对于政府管理机构监督农村土地流转网络

舆情、发现网络舆情风险区域、及时采取相应对策具

有极大的参考意义。但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网

络舆情监测与风险分析模型的研究多是针对一般的

社会性事件，要对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情区域风险

进行分析需要将一般网络舆情监测分析技术与农村

土地流转网络舆情的自身特点结合起来。

１　网络舆情监测技术分析

网络舆情的主要信息来源是各大网络媒体，如

新闻网站、论 坛／ＢＢＳ、博 客、微 博 等，网 络 舆 情 具 有

直接性、突发性、丰富性、互动性、偏差性等特点。国

内外学者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
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学、信息学、社会学、公共管理

学、情报学等领域［４－５］，网络舆情关键 技 术 研 究 主 要

集 中 在 计 算 机 科 学、互 联 网、自 然 语 言 处 理 等

方面［６］。
网络舆情监测分析是指利用搜索引擎技术和信

息挖掘技术获取网络信息并进行分类整合，形成对

网络热点、舆情主题的实时舆情报表，为政府管理机

构全面掌握舆情动态，做出正确舆论引导提供分析

依据［７－９］。网络舆情监测相关技术如表１所示。

表１　网络舆情监测相关技术

相关技术 内容

网络舆情信息获取技术
利用搜索引擎、网页爬虫技术、网站提供的ＡＰＩ等技 术 手 段 对 新 闻、论 坛／ＢＢＳ、博 客、微 博 等 网 络

媒体进行信息的抓取。

网络舆情主题分类技术
将网络舆情文本聚类问题转换为 主 题 特 征 聚 类 问 题，依 据 事 件 对 语 言 文 本 信 息 流 进 行 重 新 组 织

与利用。

情感倾向分析技术
通过判断网络环境下倾向性特征词的特点和类型，进行语气极性判别和标注，构建倾向性语 气 词

典，建设情感倾向判断标准数据集。情感倾向性分析可以提取公众的观点、态度、立场、意图等。

风险分析指标体系
网络舆情主要的属性是网络关注 度、内 容 权 威 度、情 感 倾 向 及 网 络 分 布 度，目 前 国 内 外 已 有 的 指

标体系多是在此基础上研究得到。

风险分析模型
在风险分析指标体系的研究基础 上，量 化 各 指 标 的 值，确 定 指 标 权 重，计 算 网 络 舆 情 指 数 或 风 险

指数。

　　网络舆情监测分析相较于传统的人力舆情监测

具有不可替 代 的 作 用：代 替 人 工 搜 索，全 面 监 测 新

闻、论坛／ＢＢＳ、博客、微 博 等 网 络 媒 体，实 时 对 网 络

上的舆情信息进行监测，自动发现热点，主动发现舆

情，及时通知舆情工作人员，节省大量人力物力。

但是一般的网络舆情监测分析技术直接用于农

村土地流转领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网络舆

情监测与风险分析模型构建的基础是合理的网络舆

情风险分析指标体系，由于受研究方法所限，目前国

内外学者提出的各种指标体系存在着部分指标缺乏

深度、难以评估，指标体系不完整，对受众倾向缺乏

深入分析等不足。其次，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情除

了具有一般网络舆情的特点外，还具有区域性的特

点：在国家农村土地流转重大决策的前提下，以地方

为单位出台具体的政策措施、采用地方性的土地流

转模式，因而网络上讨论的舆情主题、造成的社会影

响会因为区域的不同而不同，使得农村土地流转网

络舆情也呈现出区域性的特点。将一般的网络舆情

监测分析技术用于农村土地流转领域网络舆情分析

需要结合其区域性的特点进行。

因此，本文结合分析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情的

特点，在一般网络舆情监测及预警指标体系的基础

上，结合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构建出更

适用于农村土地流转领域的网络舆情区域风险分析

模型。

２　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情区域风险模型构建

目前国内学者对网络舆情监测与风险分析指标

体系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主要是将舆情主题作

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舆情产生机理，分析总结舆情

主要影响因素，统计舆情主题的变化而建立起网络

舆情风险分析模型。构建过程主要包括网络舆情信

息抓取与舆情主题分类、风险分析指标体系构建与

风险分析模型计算３个阶段，如图１所示。
一般的网络舆情主题风险分析模型是以舆情主

题为研究对象，而针对农村土地流转领域网络舆情

的特点，仅仅从舆情主题的角度来分析还远远不够，
还需充分利用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情中含有丰富地

理信息。通过对新闻、博客、论坛、微博上关于农地

流转的信息进行分析，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情信息

—５２１—



遥 感 信 息 ２０１５年３期

图１　网络舆情主题风险分析模型构建

根据其发布来源的不同可分为新闻类舆情和论坛类

舆情：新闻类舆情多为政府或媒体官方发布的信息；
而论坛类舆情多分为个人的观点情绪表达。

图２　农地流转网络舆情区域风险分析模型构建

图２是在一般网络舆情主题风险分析模型的基

础上改进提出的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情区域风险分

析模型，面向的用户是需要对一定时间内农村土地

流转网络舆情风险进行监测的政府管理机构。
本文结合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针对其网络舆

情各方面的特点，采用计算机技术对主流的网络媒

体进行数据抓取，获得互联网上农村土地流转各方

面的相关 数 据［１０］，再 对 所 获 取 的 数 据 进 行 数 据 整

理、舆情信息区域分类（省、市县两级）、舆情主题分

类［１１］，提出区域 风 险 分 析 指 标 体 系，构 建 出 适 用 于

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情的风险分析模型。

２．１　信息抓取与舆情信息分类

利用计算机技术获取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情信

息，首先是利用搜索引擎技术分析与农村土地流转

相关的主流网站，再采用计算机爬虫技术抓取相关

网站数据，去重、过滤、提取关键信息后存入农村土

地流转网络舆情原始数据库中。
（１）地名信息匹配技术

利用ＧＩＳ地 名 信 息 匹 配 技 术 对 原 始 数 据 库 中

的信息进行处理，以省、市县为区域单位进行不同等

级的舆情信息区域分类。
首先要建立一个“ＧＩＳ地 理 名 称 词 库”，该 词 库

主要包括我国各省、市县名称及简称、别称等信息，
该词库是区域分类的关键。接着，对信息进行中文

分词的过程中加入词库，可以将信息中的与区域相

关的关键词提取出来并存储在信息数据库中。
采用ＧＩＳ地名 信 息 匹 配 技 术 处 理 信 息“綦 江

区是重庆农业大 区，在 越 来 越 多 的 农 地 被 大 户、专

业合作社集中经 营、管 理 的 同 时，一 些 农 民 对 流 转

土地持有个人想法”，处 理 后 结 果 为：“｜綦 江 区｜＠
ｃｉｔｙ綦江区｜是｜重 庆｜＠ｐｒｏｖｉｎｃｅ重 庆 市｜农 业｜大

区｜，｜在｜越来越多｜的｜农 地｜被｜大 户｜、｜专 业｜合

作社｜集中｜经营｜、｜管理｜的｜同 时｜，｜一 些｜农 民｜
对｜流转土地｜持有｜个 人｜想 法｜”。其 中“＠”为 区

域分类后 的 标 记，将 标 记 出 来 的 信 息 存 入 到 原 始

数据库中的“省级／ｐｒｏｖｉｎｃｅ”“市县级／ｃｉｔｙ”字 段 内，
完成区域分类。

（２）构建舆情主题分类体系

根据网络舆情信息涉及范围的不同可将农村土

地流转网络舆 情 信 息 分 为 两 大 类 主 题（表２）：第 一

类是政府层面舆情主题，第二类是个人层面舆情主

题。其中，政府层面舆情主题主要包括国家和地方

政策、法律法规、土地流转措施方案等所引起的网络

舆论，一般是新闻类舆情，以报道为主，民众可以跟

帖评论；个体层面舆情主题，主要是指个人的土地纠

纷案件，一般发表在论坛上，引起民众的广泛讨论的

舆情。通过统计农村土地流转相关网站并对其进行

信息提取与文本分析，汇总得到政府管理机构与民

众最为关心的农村土地流转相关的信息主题，并建

立一个分类主题关键词库，为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

情的主题分类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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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情主题分类体系

主题层面 舆情主题细分

舆情主题

分类

政府层面

舆情主题

征地补偿土地信托

土地市场土地流转

土地整治土地出让

个体层面

舆情主题

土地强征案件

强制流转案件

交易纠纷案件

２．２　构建风险分析指标体系

针对某个区域的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情信息，
一般在两种情况下该区域的农村土地流转会存在风

险并成为重点关注区域：一是关于该区域的农村土

地流转相关新闻媒体报道较多时；二是该区域被反

映的土地纠纷案件较多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舆情

主题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舆情网络分布、舆情情感

倾向、舆情关注度、舆情来源权威度等指标上。

图３　农地流转网络舆情区域风险分析指标体系

　　如图３所示，本文将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情区

域风险分析指标体系分为两个层级：第一级指标从

来源权威、舆情关注、网络分布、情感倾向这４个指

标来表征特定舆情主题下的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情

区域风险；第二级指标是对第一级指标的细化，各级

指标的定义如表３所示。

表３　各级指标及定义

级别 名称 定义

一级指标

来源权威 计算特定舆情主题下相关信息的来源，评估其权威度。

舆情关注 计算统计时间内公众和媒体对特定舆情主题下新闻／帖子的关注度。

网络分布 计算统计时间内特定舆情主题下新闻／帖子的网络分布情况。

情感倾向 计算统计时间内特定舆情主题下新闻／帖子的情感情绪倾向。

二级指标

信息来源权威度 计算统计舆情主题信息的来源，评估其权威度。

累计发布新闻／帖子数量 计算统计时间内特定舆情主题下所有新闻／帖子的数量＼评论数、转发数之和。

累计评论数量 计算统计时间内特定舆情主题下所有新闻／帖子的评论总数之和。

累计浏览数量 计算统计时间内特定舆情主题下所有新闻／帖子的浏览量总数之和。

信息来源分布度 计算统计时间内特定舆情主题下所有新闻／帖子的网络分布度。

评论情感倾向度
与统计时间内特定舆情主题 下 所 有 新 闻 评 论 进 行 情 感 分 析，计 算 得 到 判 定 为 负

面的评论数量之和。

　　２．３　风险分析模型计算流程

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情区域风险分析模型的具

体计算流程如下。

①舆情信息区域分类。从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

情信息原始数据库ＤＢ１ 提取信息，基于ＧＩＳ地名信

息匹配技术进行舆情信息区域分类，并将区域分类

结 果 存 储 在 数 据 库 ＤＢ１ 中“省 级／ｐｒｏｖｉｎｃｅ”“市 县

级／ｃｉｔｙ”字段中。

②同一区域下舆情信息进行主题分类。从ＤＢ１
中选择“省 级／ｐｒｏｖｉｎｃｅ”字 段 或“市 县 级／ｃｉｔｙ”字 段

下属性为区域Ｓｉ 的舆情信息，结合农村土地流转网

络舆情主题分类词库，对信息进行主题分类，并将舆

情主题分类结果存储到数据库ＤＢ１ 中“所属舆情主

题”字段中。

③区域Ｓｉ 内单个舆情主题区域风险指数计算。
结合农村土 地 流 转 网 络 舆 情 区 域 风 险 分 析 指 标 体

系，计算出区域Ｓｉ 下网络舆情主题ｊ的农村土地流

转网络舆情区域风险指数Ａｉｊ：对 区 域Ｓｉ 的 舆 情 主

题ｊ相关的网络舆情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先将二级

指标量化归一，再结合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加
权和就得到Ａｉｊ的值。

④区域Ｓｉ 内 不 同 舆 情 主 题 权 重 计 算。利 用 层

次分析法制作不同舆情主题的成对比较矩阵问卷，
将问卷邮件发放给农村土地流转领域的专家来进行

打分比较（１～１０分），回收有效问卷，统计并综合分

析成对比较阵的最大特征根及对应特征向量，进行

一致性检验，对特征向量归一化后得到区域Ｓｉ 下不

同舆情主题Ａｉｊ的权重Ｐ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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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区域Ｓｉ 风险分析计算流程图

　　⑤区域Ｓｉ 的综合风险指数。通过公式Ａｉ＝∑
Ａｉｊ＊Ｐｊ 计算区域Ｓｉ 的综合风险指数，将区域名称

和区域风险 指 数 数 据 存 入 新 建 的 区 域 风 险 数 据 库

ＤＢ２，对应字段为“区域／ｎａｍｅ”和“指数／ｉｎｄｅｘ”。

⑥区域风险等级划分。针对不同的区 域 等 级，
分别设定区域风险指数阈值，将区域划分为４个等

级：极高风险区域、高风险区域、中风险区域、低风险

区域，并将结果存入到ＤＢ２ 中。

⑦基于ＧＩＳ的 区 域 风 险 等 级 制 图。结 合 我 国

基本行政区划图，将区域风险数据库ＤＢ２ 全部信息

通过ＡｒｃＧＩＳ转换 成 区 域 风 险 地 图 图 层，并 分 别 针

对省级、各市县级绘制农村土地流转网络舆情区域

风险地图。

３　结束语

本文针对农村土地流转领域的网络舆情监测分

析存在的问题，改进并提出了面向农村土地流转的

网络舆情区域风险分析模型，利用该模型构建农村

土地流转网络舆情监测和区域风险分析系统，可为

政府管理机构及时发现网络舆情风险区域、迅速采

取人为干预措施、正确引导网络舆情发展方向提供

参考，从而保证农村土地流转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
节省大量人力物力。下一步工作是进行研制系统并

通过实例分析来验证模型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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