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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irtual community created by Microblog is intertwined with real life. Despite a large amount of 
literature on Microblog research existing,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Microblog emotions through me-
dia system dependence (MSD) theory. However, the target audience will form a two-way dependen-
cy relationship with Microblog. Therefore, based on the media system dependence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the high-profile online public opinion event “Hangzhou Nanny Arson”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omments from four aspects: gender, age, length of writing and event progr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Microblog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gender, age, length of 
writing and event progress; 2) The main three type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are attention, sadness 
and hope; 3) In terms of gender, women are relatively more emotional; 4) In terms of age, especially 
those who were born after 90s, they have stronger emotional expression; 5) In the stage of event 
progress, emotional expression is grow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v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edia dependence theory to explore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in social media and to manage online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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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博营造的虚拟社区和真实生活交织在一起，尽管有大量有关微博研究的文献，但通过媒介依赖(MSD)
理论，研究微博情感表达的研究很少，而目标受众会与微博传播形成双向作用的依存关系。因此，本文

根据媒介依赖理论，以2017年关注度很高的网络舆情事件“杭州保姆纵火案”事件为例，从性别、年龄、

发文长度和事件进展四方面对微博文本进行情感分析，探索用户情感表达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 微
博中的情感表达与性别、年龄、发文长度和事件进展显著相关；2) 微博用户主要的三类情感表达，分别

为：关注、悲伤和希冀；3) 在性别方面，女性相对更加感性；4) 在年龄方面，尤其是90后的微博用户

有更强烈的情感表达方式；5) 在事件进展阶段方面，在事件进展的后期，情感表达更加趋于理性。研究

结果对于应用媒介依赖理论探索社交媒体中情感表达特征，进行网络舆情管理有着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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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国内主要的社交媒体包括社交网站、

微博、微信、知乎、豆瓣、天涯论坛等，其营造的虚拟社区和真实生活交织在一起，已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微博 2017 年第四季度财务报告显示，2017 年 12 月的月活跃用户数较上年

同期增长 7900 万人，达到 3.92 亿人，2017 年 12 月的平均日活跃用户较上年同期增长 3300 万人，达到

1.72 亿。微博是互联网上基于用户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具体而言，也即人们用来创作、分享、

交流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虚拟社区和网络平台。微博内容能以多种形式来呈现，作为一种给予用

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微博具有以下的特征：1) 微博是专供人们创作、分享和发现中文内容

的领先社交媒体；2) 微博为个人和组织实时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与他人进行社交互动，与世界保持联

系提供了简单便捷的方式；3) 任何用户都可以创作和发布微博，并附加多媒体或长篇内容；4) 用户在微

博上的关系可能是不对称的，每个用户都可以关注其他任何用户，对任何一条微博发表评论并转发；5) 微
博简单、不对称和碎片化的特点使原创微博能演化为实时的病毒式传播对话流。 

研究表明，微博用户通过表达自己的情绪可以推动社交互动，塑造个人与他人之间的沟通模式。由

此，人们通过微博满足自身对于信息的需求，从而对微博产生依赖。尽管有大量研究微博的文献[1] [2] [3]，
但通过媒介依赖(MSD)理论研究微博情绪表达的研究很少，而目标受众会与微博形成双向作用的依存关

系，应用该理论有助于理解用户对微博的依赖性以获取有效信息，减少信息传递的模糊性。因此，本文

根据媒介依赖理论[4]，以 2017 年关注度很高的网络舆情事件“杭州保姆纵火案”事件为例，对微博文本

进行情感分析，通过计算情感极性强度，识别和判断情感类型，从性别、年龄、发文长度和事件进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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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入手，探索用户情感表达的特征，为微博的舆情管理提供建议。 

2. 研究综述 

2.1. 媒介依赖理论 

媒介依赖理论的主要假设和观点用于阐述媒介效果的依赖模式，试图解释媒介为何具有影响力，1984
年媒介依赖理论进一步拓展，详细阐述了个人对媒介的依赖程度取决于媒介向受众所提供的信息资源[4]。
该理论结合了心理分析与社会系统理论，并且第一次将受众作为传播交流过程中的积极部分。在媒介依

赖理论中，受众、媒介和社会三方关系是关键因素，其中，社会被视为一个有机结构，社会中存在着相

互关联的个人、团体、组织和其它社会体系，这种相互关联表现为依赖关系，受众不仅受到媒介所提供

信息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从社会环境接受来的信息的影响[5]。 
近几年，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开始使用媒介依赖理论研究受众对社效媒体的依赖度[6] [7]。例

如，研究发现在信息不确定的状况下，媒介依赖的程度会提高，印证了媒介依赖理论中信息不确定与媒

介依赖之间的关系[8]；也有研究使用媒介依赖理论分析社交应用成瘾，研究社交媒介依赖度与人际满意

度和自尊之间的关系[9] [10]。 

2.2. 微博中的情感分析 

情感分析又常被称为情感倾向性分析[11]，主要用于分析预测带有情感倾向的文本所属的情感类别，

一般分为：正面情感、负面情感和中性情感。依据情感研究对象的粒度，情感分析又可分为：词语级、

句子级和篇章级情感分析[12]。 
目前微博情感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构建新的网络文本情感分析流程和技术框架[13]，对互联网用户发

表的文本进行情感分析，并对情感的相关因素进行研究，例如：用户行为分析预测、用户情感传播模式

特征、投资者情绪与股市相关性、线上线下情感传播差异和推荐系统构建等[14]。 

2.3. 综述小结 

目前，国内外关于使用媒介依赖理论对社交媒体的实证研究，尚未深入探讨微博中影响情感表达的

影响因素，而用户是通过微博表达情感推动社交互动。因此，本文将以“杭州保姆纵火案”为例，基于

媒介依赖理论，研究微博中用户的情感表达特征。 

3. 模型假设与数据获取 

3.1. 模型假设 

媒介依赖理论认为，媒介效果的产生不是因为全能的媒介和信息，而是由于媒介在特定的社会中以

特定的方式满足了特定受众的需求。根据社交媒体的依赖理论，媒介效果的产生和形成取决于受众，取

决于特定信息与受众的信仰、情感和行为等关键变量的相关程度，因此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决定了媒介的

影响力。受众情感的存在方式是社会性的，而这种社会性的情感需要外化性的表达、宣泄与传递以演化

为社会情感或情绪[15]。因此，本文将影响情感表达的因素划分为微观和宏观因素，其中微观因素为性别、

年龄和发文长度，宏观因素为事件进展，提出在性别、年龄、发文长度和事件进展四个维度上情绪特征

的研究假设，进而通过实证检验研究假设。 

3.1.1. 情感表达与性别、年龄和发文长度 
媒介依赖理论的微观层面就是个人的媒介依赖，即个人在满足基本需求的问题上对媒介的重要性的

感知。媒介依赖理论认为个人的媒介依赖取决于个人因素。社交网络中的情绪通常包括快乐、悲伤、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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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恐惧和厌恶等基本社会情绪，许多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和年龄的用户在社交网络中的情感表达不一致

[16]。在分析社交媒体信息后发现，包含情感特征越多的信息，越容易被转发[17]。因此，本文提出如下

研究假设： 
H1：微博中用户情感表达与性别显著相关 
H2：微博中用户情感表达与年龄显著相关 
H3：微博中用户情感表达与发文长度显著相关 

3.1.2. 情感表达与事件进展 
媒介依赖理论的宏观层面认为，群体的媒介依赖取决于媒介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研究发现随着时间

的推移和事件的进展，社交媒体用户的情感表达会有所变化，例如，悲伤情绪会逐渐减少，从而会对社

交网络用户的情感表达产生影响[18]。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微博中用户情感表达与事件进展显著相关 

3.2. 数据获取 

“杭州保姆纵火案”的发生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本文使用微博高级搜索功能，以“杭州

保姆纵火案”为关键词，以“原创”为类型，采集从杭州保姆纵火案发生 2017/6/22 至 2018/2/24 案件一

审公开宣判，这一过程中的微博交互评论。为了区分情感表达类型，提高情感分析的有效性，本文所采

集的微博原始数据进行筛选，保留发帖长度大于 30 个字符的微博数据，由此得到本研究的微博评论数量

为 9340。 

4. 数据分析 

4.1. 评论的情感分析 

本文采用 NLPIR 汉语分词系统提供的 JAVA 接口调动动态链接库(http://ictclas.nlpir.org/nlpir/)，对本

研究 9340 条微博评论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将情感划分为：关注、希冀、悲伤、愤怒、厌恶、失望、同

情、支持和其它，各情感类别百分比，如表 1 所示。 
其中，关注类情感在情感分类中占比最高，为 49%，例如：“大家携手并肩，势必讨回公道！不还

公道，我们不散”；悲伤类情感在情感分类中占比第二，为 22%，例如，“从事发第二天开始关注这件

事，真的很痛心，很难受。愿天堂没有恶人、没有痛苦”；希冀类情感在情感分类中占比第三，为 12%，

例如：“希望早日真相大白，还受害者及家人一个公道”。 

4.2. 假设检验 

本文将情感表达分别和性别、年龄、发文长度和事件进展进行卡方检验[19] [20]，如表 2 所示，在置

信水平 p < 0.001，Pearson 卡方值为 501.017，情感表达和性别有显著相关性，假设 H1 成立；在置信水

平 p < 0.05，Pearson卡方值为 31.001，情感表达和年龄有显著相关性，假设H2成立；在置信水平 p < 0.001，
Pearson 卡方值为 120.848，情感表达和发文长度有显著相关性，假设 H3 成立；在置信水平 p < 0.001，
Pearson 卡方值为 602.228，情感表达和事件进展有显著相关性，假设 H4 成立。 

4.3. 结果分析 

4.3.1. 用户情感表达与性别有关 
“杭州保姆纵火案”事件中，微博用户情感表达与性别相关的假设 H1 成立，这是由于男女情感表达有

所不同，如表 3 所示，男性微博用户和女性微博用户的情感表达分布，与表 1 揭示的总体情感分布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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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icro-blog reviews emotional distribution 
表 1. 微博评论情感分布 

分类 关注 悲伤 希冀 厌恶 愤怒 失望 同情 支持 其它 

情感% 49% 22% 10% 7% 6% 3% 1% 1% 1% 

 
Table 2. Hypothesis test results 
表 2.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p 值 Pearson 卡方 df 是否成立 

H1：微博中用户情感表达与性别显著相关 p < 0.001 501.017 8 成立 

H2：微博中用户情感表达与年龄显著相关 p < 0.05 31.001 16 成立 

H3：微博中用户情感表达与发文长度显著相关 p < 0.001 120.848 8 成立 

H4：微博中用户情感表达与事件进展显著相关 p < 0.001 602.228 24 成立 

 
Table 3. Cross analysis of gender and emotion 
表 3. 性别与情感交叉分析 

性别 关注 悲伤 希冀 厌恶 愤怒 失望 同情 支持 其它 合计 

男 
性别中的% 65.1% 6.2% 5.9% 7.2% 7.6% 3.8% 1.7% 1.3% 1.2% 100.0% 

情感中的% 60.7% 24.8% 24.9% 44.8% 36.8% 33.5% 33.3% 42.9% 34.5% 46.4% 

女 
性别中的% 36.5% 16.2% 15.5% 7.6% 11.3% 6.5% 3.0% 1.5% 1.9% 100.0% 

情感中的% 39.3% 75.2% 75.1% 55.2% 63.2% 66.5% 66.7% 57.1% 65.5% 53.6% 

合计 
性别中的% 49.7% 11.5% 11.0% 7.4% 9.6% 5.3% 2.4% 1.4% 1.6% 100.0% 

情感中的%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由表 3，考察分析不同性别的微博用户情感特征，男性微博用户的关注情感比例为 65.1%，接近女性

微博用户的关注情感比例 36.5%的 2 倍；但男性微博用户的悲伤情感比例(6.2%)和希冀情感比例(5.9%)都
不及女性微博用户的悲伤情感比例(16.2%)和希冀情感比例(15.5%)的 50%。 

由表 3，考察分析各类情感按性别的占比，关注类情感表达中男性微博用户占比为 60.7%，要高于女

性微博用户占比(39.3%)；悲伤类情感表达和希冀类情感表达中，女性微博用户占比(75.2%和 75.1%)是男

性微博用户占比(24.8 和 24.9%)的 3 倍。 
因此，性别的确会影响微博用户的情感表达，相对于女性微博用户，男性微博用户表现出更多的理

性关注。 

4.3.2. 用户情感表达与年龄有关 
“杭州保姆纵火案”事件中，微博用户情感表达与年龄相关的假设 H2 成立，这是由于不同年龄的

用户情感表达有所不同，如表 4 所示，三个年代出生的微博用户情感表达分布，与表 1 揭示的总体情感

分布是一致的。 
由表 4，考察分析不同出生年代的微博用户情感特征，70 年代、80 年代和 90 年代出生的微博用户

关注情感比例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分别为 65.5%、45.5%和 32%，但悲伤情感比例分别为 9.1%，16.6%和

18.9%，以及希冀情感比例分别为 3.6%、11.2%和 14.9%，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由表 4，考察分析各类情感按出生年代的占比，9 类情感表达中 70 年代微博用户占比最低为 9.8%，

80 年代微博用户占比居中为 33.2%，90 年代微博用户占比最高为 57.1%，这说明 90 年代出生的微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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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度最高，70 年代出生的微博用户参与度最低，80 年代出生的微博用户参与度居中。 
因此，年龄的确会影响用户在微博中的情感表达，与 70 年代出生的微博用户相比，80 年代和 90 年

代出生的微博用户有更强烈的情感表达方式。 

4.3.3. 用户情感表达与发文长度相关 
“杭州保姆纵火案”事件中，微博用户情感表达与发文长度相关的假设 H3 成立，这是由于不同发

文长度的用户情感表达有所不同，如表 5 所示，发文 100 字以内和 100 字以上的二类微博用户情感表达

分布，与表 1 揭示的总体情感分布是一致的。 
由表 5，考察分析不同发文长度的微博用户情感特征，发文 100 字以内和 100 字以上的二类微博用

户，厌恶情感比例分别为 48.4%和 51.6%，愤怒情感比例分别为 27.3%和 72.7%，以及失望情感比例分别

为 39.2%和 60.8%，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关注情感比例分别为 58.8%和 41.2%，悲伤情感比例分别为

54%和 46%，希冀情感比例分别为 51.3%和 48.7%，同情情感比例分别为 58%和 42%，以及支持情感比

例分别为 60.5%和 39.5%，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由表 5，考察分析各类情感按发文长度的占比，发文 100 字以内和 100 字以上的二类微博用户占比

大致相同，分别为 51.9%和 48.1%，这说明微博用户发文长度在 100 字左右。 
因此，发文长度的确会影响用户在微博中的情感表达，与发文 100 字内的微博用户相比，发文 100

字以上的微博用户通常会表达更强烈的负面情感。 

4.3.4. 用户情感表达与事件进展相关 
“杭州保姆纵火案”事件中，微博用户情感表达与事件进展相关的假设 H4 成立，这是由于用户情 

 
Table 4. Cross analysis of age and emotion 
表 4. 年龄与情感交叉分析 

年龄 关注 悲伤 希冀 厌恶 愤怒 失望 同情 支持 其它 合计 

70 后 
年龄中的% 65.5% 9.1% 3.6% 7.3% 7.3% 3.6% 1.8% 1.8% 0.0% 100.0% 

情感中的% 16.1% 5.2% 2.8% 8.7% 9.5% 3.8% 7.7% 14.3% 0.0% 9.8% 

80 后 
年龄中的% 45.5% 16.6% 11.2% 6.4% 6.4% 8.0% 2.7% 1.6% 1.6% 100.0% 

情感中的% 37.9% 32.0% 29.6% 26.1% 28.6% 28.3% 38.5% 42.9% 27.3% 33.2% 

90 后 
年龄中的% 32.0% 18.9% 14.9% 9.3% 8.1% 11.2% 2.2% 0.9% 2.5% 100.0% 

情感中的% 46.0% 62.9% 67.6% 65.2% 61.9% 67.9% 53.8% 42.9% 72.7% 57.1% 

合计 
年龄中的% 39.7% 17.2% 12.6% 8.2% 7.4% 9.4% 2.3% 1.2% 2.0% 100.0% 

情感中的%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Table 5. Cross analysis of length and emotion 
表 5. 发文长度与情感交叉分析 

发文长度 关注 悲伤 希冀 厌恶 愤怒 失望 同情 支持 其它 合并 

100 字内 
长度中的% 57.2% 12.0% 9.7% 6.3% 6.1% 4.6% 2.0% 1.8% 0.5% 100.0% 

情感中的% 58.8% 54.0% 51.3% 48.4% 27.3% 39.2% 58.0% 60.5% 50.0% 51.9% 

100 字上 
长度中的% 43.3% 11.1% 9.9% 7.2% 17.5% 7.7% 1.5% 1.3% 0.5% 100.0% 

情感中的% 41.2% 46.0% 48.7% 51.6% 72.7% 60.8% 42.0% 39.5% 50.0% 48.1% 

合计 
长度中的% 50.5% 11.5% 9.8% 6.7% 11.5% 6.1% 1.8% 1.5% 0.5% 100.0% 

情感中的%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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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Cross analysis of event progression and emotion 
表 6. 事件进展与情感交叉分析 

事件进展 关注 悲伤 希冀 厌恶 愤怒 失望 同情 支持 其它 合计 

阶 1 
进展中的% 41.6% 14.9% 12.7% 8.5% 7.7% 6.0% 3.6% 3.5% 1.5% 100.0% 

情感中的% 21.4% 43.3% 37.2% 23.6% 33.8% 36.5% 47.3% 54.7% 35.1%  28.1% 

阶 2 
进展中的% 55.6% 9.1% 9.1% 11.8% 6.4% 5.3% 1.4% 0.5% 0.7%  100.0% 

情感中的% 41.0% 38.0% 38.0% 47.2% 40.7% 46.2% 25.9% 11.8% 23.4%  40.2% 

阶 3 
进展中的% 73.7% 4.6% 5.9% 7.9% 3.9% 3.1% 0.8% 0.0% 0.0%  100.0% 

情感中的% 13.7% 4.8% 6.2% 8.0% 6.2% 6.7% 4.0% 0.0% 0.0%  10.1% 

阶 4 
进展中的% 60.3% 6.2% 8.2% 9.9% 5.6% 2.3% 2.3% 2.8% 2.3%  100.0% 

情感中的% 23.9% 14.0% 18.5% 21.3% 19.2% 10.6% 22.9% 33.5% 41.4%  21.6% 

合计 
进展中的% 54.5% 9.6% 9.6% 10.1% 6.4% 4.6% 2.2% 1.8% 1.2%  100.0% 

情感中的%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感表达会随着事件进展有所不同，如表 6 所示，微博用户在阶段 1 事件开端、阶段 2 提起公诉、阶段 3
一审退庭和阶段 4 一审宣判，四个阶段的情感表达分布，与表 1 揭示的总体情感分布是一致的。 

由表 6，考察分析四个阶段的微博用户情感特征，在阶段 1 事件开端，悲伤、希冀、愤怒、失望、

同情和支持，这 5 类情感占比最高，分别为 14.9%，12.7%，7.7%，6.0%，3.6%和 3.5%；随着事件的进

展，4 个阶段的关注情感占比明显上升，阶段 1 为 41.6%、阶段 2 为 55.6%、阶段 3 为 73.7%，以及阶段

4 为 60.3%；在阶段 2 提起公诉阶段，厌恶情感占比最高，为 11.8%。 
由表 6，考察分析各类情感按事件进展的占比，9 类情感表达中，提起公诉的阶段 2 微博用户占比最

高为40.2%，其次是事件开端的阶段1微博用户占比28.1%，第三是一审宣判的阶段4微博用户占比21.6%，

最后是一审退庭的阶段 3 微博用户占比最低 10.1%。 
因此，事件进展的确会影响用户在微博中的情感表达，事件进展的后期情感表达更加趋于理性。 

5. 总结 

5.1. 研究结论 

基于媒介依赖理论，本文以“杭州保姆纵火案”为例，探索了微博用户如何借助微博表达情感，并

实证了性别、年龄、发文长度和事件进展与情感表达的相关性。 
首先，微博用户表达的三大主要情感，分别为关注、悲伤和希冀，这是由于“杭州保姆纵火案”惨

烈的事件性质，人们通常会通过关注、悲伤和希冀来表达情感；其次，在性别方面，男性和女性情感表

达有所差异，女性相对更加感性；第三，在年龄方面，不同年代出生的微博用户情感表达各不相同，尤

其是 90 后的微博用户有更强烈的情感表达方式；第四，情感表达在事件进展不同阶段存在显著差异，一

些情感，例如关注情感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事件进展的后期情感表达更趋于理性。 

5.2. 研究的理论意义 

当人们置身于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之中，不仅需要依赖媒介理解社会和认识社会，还需要依赖媒介做

出选择和应对，当通过媒介来理解社会时，媒介也同时塑造了人们的期望甚至精神。微博作为一个媒介

平台，微博提供的内容和用户自身的情感表达构建了一个环境氛围，用户在其中沟通交流，极大地方便

了用户对于事件进展的了解，以及用户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点。此外，通过情景呈现，例如：悲情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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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悲情泣诉，能促成用户关心和关注事件，形成情感上的共鸣，以此为纽带形成网络用户群体，产生网

络集群性的话语舆论。 
本文将媒介依赖理论引入到社交媒体研究领域，结合文本挖掘和情感分析，研究发现性别、年龄、

发文长度和事件进展对微博用户情感表达有显著相关性，微博用户的情绪表达在“杭州保姆纵火案”事

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微博提供了便于人们寻求信息和表达观点、感受和体会的环境，与此同时，

微博用户越依赖于通过使用媒介来满足需求，媒介所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因而媒介的影响力也就越大。

由此，对于互联网语境下媒介依赖理论的应用和社交网络中用户情感表达特点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5.3. 管理建议 

本文以“杭州保姆纵火案”为例，揭示了微博用户情感表达的特点。在进行微博用户文本情感分析、

绘制用户画像和舆情分析时，可以根据性别、出生年代、发文长度和事件进度对微博用户进行分类研究，

由于女性微博用户、越年轻的微博用户、发文长度越长的微博用户，通常情感越强烈，因此，对这类微

博用户，更适合从微博上获取相关信息进行情感分析或在微博中向目标用户群体发起活动，引发话题讨

论，掌握舆情动向，减少信息传递的模糊性。这是由于媒介依赖性的强度越大，唤起的认识程度(获取和

维持人们的注意力)和感情程度(唤起各种情绪)也就越高。 

5.4.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本次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本文仅研究微博这一媒介平台，其它媒介平台，例如微信和知

乎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第二，本研究仅调查了以“杭州保姆纵火案”为例的微博数据，检验更多事件

中的情感表达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第三，本文研究仅关注了性别、出生年代、发文长度和事件进度对

用户情感表达的影响，其他因素，例如：地域、学历和收入等，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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