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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的Ｔｗｉｔｔｅｒ文本主题挖掘和情感分析
■ 赵常煜１　吴亚平２　王继民１

１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２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目的／意义］“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众多国家的用户在最具代表性的社
交媒体Ｔｗｉｔｔｅｒ中表达观点、发表评论、相互讨论。从推文中挖掘得出世界对“一带一路”的讨论主题和情感倾
向，有助于为政府机构优化宣传策略，增加“一带一路”倡议的曝光度、关注度提供参考。［方法／过程］采集
２０１７年与“一带一路”相关的６万余条推文，分别按照中文和英文进行数据预处理、数据描述、主题挖掘、情感
分析，并实现主题和情感的交叉分析，得出结论。［结果／结论］２０１７年的推文主题主要围绕５月份的“一带一
路”高峰论坛。其中，中文推文更关注高峰论坛的筹划和实施，以及安全问题、领导层的访问等方面的内容，情

感值的波动较大，特别是安全问题上的消极情绪波动很大。英文推文则更关注举办高峰论坛的事实以及论坛

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情感波动较小，经济方面的情感值是积极占比明显高于消极和中立的情感值。

关键词：“一带一路”Ｔｗｉｔｔｅｒ　主题挖掘　情感分析
分类号：ＴＰ３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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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９月和１０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

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关

注，得到了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社交媒体是人们获

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和表达观点、相互交流的重要窗口。

至今，社交媒体不再仅聚焦于人的生活、娱乐，在政策

观点的宣传方面也体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承

担参政工具、商业广告平台、讨论社区等角色。美国总

统特朗普常在国外社交媒体中宣传自己的政策、发表

与政治活动相关意见，有些话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舆

论。Ｔｗｉｔｔｅｒ作为一种微博客型社交媒体，至 ２０１７年

底，已支持中文、英文等全球３４种语言，累积激活用户

数量达到３．６亿，包括政治、体育、娱乐等多个领域的

领头人物。众多国家用户在 Ｔｗｉｔｔｅｒ上对“一带一路”

倡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２０１７年全年共有１０万余条相

关推文。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机构如何合理利用社交

媒体，加大国家倡议的宣传力度，增加曝光度，激发更

多的讨论十分必要。基于此，本文运用多种方法从推

文评论数据挖掘人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讨论主题

和情感倾向，得出交叉性结论，以丰富相关研究，为“一

带一路”倡议的宣传报道提供参考。

１　相关研究

１．１　围绕“一带一路”的研究现状

　　截至２０１８年４月，中国知网共有４万多篇“一带
一路”相关文章，涉及政策分析、经济效应分析、科研合

作分析等多方面。其中，文本分析相关的文章于２０１５

年首次发表，数量较少，多数以新闻媒体报道为研究对

象，涉及《中国日报·非洲版》《华盛顿邮报》等，挖掘

得出语义结构特征、主题观点。如黄炎秋基于《中国日

报·非洲版》文本数据，讨论了公共外交与传播新常态

矛盾等问题，分析过程中发现了“一带一路”议题摆脱

了“一边倒”的现象，成为了国际性话题，最后为宣传

报道提出了策略和建议［１］。朱桂生等学者利用了美国

的《华盛顿邮报》文本数据，对“一带一路”主题下相关

报道进行了批评性话语分析，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

实践３个层面入手，揭示了美国媒体把中国的“一带一

路”倡议塑造成了一种殖民扩张、重利轻义的霸权形

象［２］。着眼于社交媒体文本的相对较少，国内数据源

主要基于新浪微博开展，如采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约 ３６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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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条新浪微博文本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证

明核心城市和边缘城市之间的倡议响应差异，提出了

优化宣传空间结构等建议［３］。国外数据源主要基于

Ｔｗｉｔｔｅｒ开展，如采集２０１５年“一带一路”主题下２０００
余条推文，进行地域划分和关键词统计，分析信息传递

过程［４］。然而目前的研究局限于结构化的传统新闻文

本，存在数据量较少、数据来源比较单一、分析维度较

少等不足。

１．２　主题挖掘方法研究进展
　　主题挖掘是利用文本集合中文本特征项之间的关
联关系发现研究主题的过程。分析主题在时间维度上

的演化分析，可以明确主题发展脉络，寻找创新点。传

统的主题挖掘方法主要有词频分析法、共词分析法和

引文分析法等。词频分析法是基于齐普夫定律，通过

关键词或主题词的出现频次来确定主题的方法。虽简

单易用，但高频词和低频词具有非常强的主观性，会导

致主题范围比较广，主题难以归一等问题。共词分析

法是基于统计思想，查看两个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

的共现关系，兼顾了词频和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但低频

词不易被纳入到主题的讨论之中。引文分析法是基于

引用和被引用的关系，通过引用率、引用耦合和同被引

等指标进行主题划分，但面临着引用关系复杂、引用格

式不统一等问题。整体来看，传统的主题演化分析方

法虽易操作，应用比较广，但主观性较强，研究结论

较浅。

　　之后出现了结合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的复杂
模型，ＬＳＩ、ＰＬＳＩ［５］、ＬＤＡ等都属于这个范畴。隐含狄利
克雷分布模型（Ｌａｔｅｎｔ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ＤＡ）是 Ｄ．
Ｍ．Ｂｌｅｉ等［６］在２００３年提出的确定一组文档的共同主
题的技术，认为一篇文章的每个词都是通过“以一定概

率选择了某个主题，并从这个主题中以一定概率选择

某个词”的方式得到主题分类［７］。２０１０年前后有学者
将ＬＤＡ模型应用于社交媒体上，Ｍ．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等［８］利

用ＬＤＡ模型研究Ｔｗｉｔｔｅｒ用户所关注的主题内容，Ｙ．Ｓ．
Ｈｗａｎｇ等［９］利用 ＬＤＡ主题模型研究了意见领袖讨论
主题的规律和方法。Ｙ．Ｈｕ等［１０］应用 ＬＤＡ模型分析
时事新闻的社交媒体评论数据，得出用户观点。随后

又出现了基于 ＰＬＳＡ和 ＬＤＡ的改进模型。如 Ｑ．Ｍｅｉ
等［１１］对ＰＬＳＡ模型进行了改良，将词语的上下文的信
息应用到ＰＬＳＡ模型上，称为 ＣＰＬＳＡ（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Ｐｒｏｂａ
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Ｌａｔｅｎ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Ｍｏｇｈａｄｄａｍ等［１２］提

出的增量潜在狄利克雷分类（ＩＬＤＡ），在 ＬＤＡ模型的
基础上，添加文本特征参数，提高了主题聚类的准确

性，主要应用于从评论中抽取主题及得分。此外，还出

现了动态主题模型（ＤＴＭ）［１３］和在线潜在狄利克雷分
类（ＯＬＤＡ）［１４］等。可见众多学者对 ＬＤＡ模型进行了
广泛、深入的研究，模型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因此，本文

选取ＬＤＡ的方法进行推文的主题挖掘。
１．３　情感分析方研究进展
　　情感分析是从文本数据中识别出用户主观的情
感、观点和态度的过程［１５］。在舆情监控和信息预测等

方面应用较广。最初的社交媒体情感分析就是基于

Ｔｗｉｔｔｅｒ的社交媒体数据开展的［１６－１８］。Ｊ．Ｂｏｌｌｅｎ等［１９］

基于Ｔｗｉｔｔｅｒ数据把情感分成６个情感维度，分析出了
每天最具代表性的情感；Ｐ．Ｓ．Ｄｏｄｄｓ等［２０］从情感分析

的角度尝试解释了人们感到幸福的规律。情感分析方

法主要可分为基于情感词典的情感分析方法和基于机

器学习的情感分析方法。基于情感词典的情感分析是

从待测文本中提取特征词后，在情感词典中查找该特

征词的情感值，根据累加的情感值进行情感分类的方

法［２１］。在情感词典的选择上，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

试引用已有的情感词典，如 ＨｏｗＮｅｔ词典［２２］、Ｓｅｎｔｉ
ＷｏｒｄＮｅｔ、Ｉｎｑｕｉｒｅｒｓ等［２３］；另一种是通过研究数据自行

构建词典，如Ｒ．Ｆｅｌｄｍａｎ等［２４－２５］学者在已有的情感词

典的基础上，利用部分人工标注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的方
式提取情感词。基于机器学习的情感分析方法则先基

于文本集训练得到分类器，再基于分类器实现对新文

本的分类［２６］。随着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的发展，不少

学者把深度学习的技术运用到情感分析中。Ｂ．Ｐａｎｇ
等［２７］首次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对电影的评论文本做

了情感分析。张志华［２８］在情感词向量的基础上利用

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进行情感分析，通过英文文本做了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基于深度学习模型的分类结果占

一定的优势。

　　然而对于非结构化的文档，如微型博客、社交媒体
等，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分类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推

文限制在１４０个字以内，长度较短，通常表达１－２个
句子，其中包含表达情感的情感符号和网络用语，机器

学习的方法对这些符号和用语相对不敏感。基于机器

学习的情感分析还需要依赖大量语料的训练和人工干

预，耗时间比较长，因此本文对推文的处理选用基于情

感词典的情感分析方法。

２　推文主题挖掘和情感分析方法

２．１　主题挖掘方法
　　文章基于 ＬＤＡ主题模型算法挖掘主题。目前普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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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认为应用 ＬＤＡ的最关键的在于最佳主题数目的确
定，ＬＤＡ主题抽取的效果和潜在主题数目有直接关
系［２９］。国内外学者提出了最小困惑度算法、ＨＤＰ算
法、贝叶斯算法［３０］等多种确定最优主题数量的方法。

综合考虑，本文采用由Ｒ．Ｍｉｃｈａｅｌ等２０１５年提出来的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方法作为评价模型好坏的评价标准，通过选
取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最大的模型来确定主题的最佳数目。主
题挖掘的流程如图１所示，经过数据预处理、分词后，
建立词频特征构建文档－单词矩阵，利用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值
确定最佳的主题数目，构建ＬＤＡ模型，挖掘得出主题。

图１　主题挖掘流程

２．２　情感分析方法
　　应用基于情感词典的情感分析方法时，本文在现
有的研究基础上，构建和扩充了情感词典。针对中文

推文和英文推文，分别采用了如下方法：

　　（１）中文推文的情感分析基于大连理工大学情感
词汇本体库对情感词进行扩充。大连理工情感词汇本

体库将情感分为“乐、好、怒、哀、惧、恶、惊”７类，并定
义了情感的强度，但未涉及情感词在句子中与程度副

词、否定词、表情符号等之间的关系。然而在中文句式

中，不仅否定词和程度副词在情感词的前后位置关系

会影响情感强度，而且否定词的出现次数也会影响整

体情感值。笔者综合考虑句子中否定词、程度副词对

情感词的作用，分别构建否定词词典和程度副词词典，

借鉴杨希［３１］的６种情感词组合方法（见表１），综合考
虑否定词、程度副词之间的相互作用，计算推文的情感

值。

表１　情感词组合模式

序号 情感词句式

１ ［情感词］

２ ［否定词］＋［情感词］

３ ［程度副词］＋［情感词］

４ ［否定词］＋［程度副词］＋［情感词］

５ ［程度副词］＋［否定词］＋［情感词］

６ ［否定词］＋［否定词］＋［情感词］

　　在计算每条推文情感值时，以每个情感词为基准，
发现否定词和程度副词的位置关系，累加文本中的情

感值，７个维度情感计算公式如下：
ＥＴＷ－ｉ＝∑

Ｋ
ｊ＝０ｅｉ· （－１）

Ｎ·Ｐ 公式（１）
　　其中，ｉ表示七大情感类别中的某一类，ＥＴＷ－ｉ表示

一条推文在ｉ类的情感值，Ｋ表示一条推文中出现的
所有情感词个数，ｅｉ表示一个情感词在 ｉ类上的情感
强度，Ｎ表示与该情感词相关的否定词个数，Ｐ表示程
度副词的加权值。

　　（２）英文推文的情感分析基于 Ｗｏｒｄｎｅｔ构建的
ＳｅｎｔｉｗｏｒｄＮｅｔ３．０对情感词典进行扩充。ＳｅｎｔｉｗｏｒｄＮｅｔ３．０
目前包含１１７６５９个词。利用随机漫步模型，为每个
Ｓｙｎｓｅｔ下的词赋予了 ＰｏｓＳｃｏｒｅ（正向情感值）和 Ｎｅｇ
Ｓｃｏｒｅ（负向情感值）。英文情感分析同样构建否定词
和程度副词词典，并使用在中文情感分析过程中构建

的表情符号词典。每条英文推文的情感值计算公式如

下：

Ｅ＝∑Ｋ
ｊ＝０ｅｐｎ· （－１）

Ｎ· Ｐ＋Ｐｏｓ?Ｎｅｇ

公式（２）
　　其中，Ｅ表示一条英文 Ｔｗｉｔｔｅｒ的正向或负向情感
值，Ｋ表示一条推文中出现的所有情感词个数，ｅｐｎ表示
一个情感词在正向和负向的情感强度，Ｎ表示与该情
感词相关的否定词个数，Ｐ表示程度副词的加权值，
Ｐｏｓ表示积极表情符号个数，Ｎｅｇ表示消极表情符号个
数。

　　（３）为了更明确地呈现推文的情感倾向，计算每
条推文三元情感极性。三元情感极性即积极、中立、消

极，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Ｅｐ＝∑
Ｋ
ｊ＝０ｅｐ·（－１）

Ｎ＋Ｐｏｓ?Ｎｅｇ 公式（３）
　　其中，Ｅｐ表示一条推文的情感极性，１表示积极、０
表示中立、－１表示消极。在 ｉ类的情感值，ｅｐ表示一
个情感词的极性，Ｎ表示与该情感词相关的否定词个
数，Ｐｏｓ表示积极表情符号个数，Ｎｅｇ表示消极表情符
号个数。

２．３　主题—情感交叉分析
　　主题—情感分析是结合主题挖掘和情感分析的结
果，得到不同主题下的情感倾向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具体实现过程为：通过主题挖掘得出每一条推文的主

题概率分布，通过情感分析得出每条推文在不同主题

下的情感值，按照主题进行累加计算，最终得出随时间

不同主题下的情感值变化。

３　实证研究

３．１　推文采集与数据概况
　　以“Ｏｎｅ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ＯＢＯＲ”和“一带一路”３
个关键词为限定词，共采集到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１２月
３１日间１０２０２９条相关推文，数据样例如表２所示：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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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推文数据爬取结果（样例）

账号 发布时间 推文
回复

数

转载

数

点赞

数

＠ｗａｔｅｒ＿
ｆｕｔｕｒｅｓ

３１－Ｄｅｃ－１７
＃Ｃｈｉｎａ’ｓＯｎｅ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

０ １ ０

　　为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删除由于 Ｔｗｉｔｔｅｒ模糊
检索带来的低相关性数据及法文、西班牙文等其他语

种数据，最终保留了６３９０７条推文进行深入分析，其
中中文文本为 １１４５７条，英文文本为 ５２４５０条，由
２３７０６个Ｔｗｉｔｔｅｒ用户发出。这些用户来自于不同的地
区，其身份也不同。已知的地域信息中，美国和加拿大

的北美地区用户占１８％，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占８％，马
来西亚吉隆坡占４％，中国北京占４％。从采集到的用
户数据来看，用户可以分为媒体、记者、政治家、专家、

拥护者、一般个人用户等类型，并表现出如下特征：媒

体型用户在抛出话题，记者型和政治型、专家型、一般

个人型用户共同推动话题的讨论，拥护者一向发表支

持或积极的观点。从发文数量来看，媒体型的账号发

文量大于个人账号。２０１７年“一带一路”主题下月度
推文数量分布情况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一带一路”主题下月度推文数量分布

　　可以看出，２０１７年１－４月“一带一路”主题推文
数量稳中有升；５月中国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相关话题量大幅上升，达到峰值；６月推文
数量锐减，随后较为平稳，但整体水平较１－４月份有
所上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５月份“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的举办，引起了Ｔｗｉｔｔｅｒ用户对“一带一路”
的高度、集中的关注，带动了后几个月对“一带一路”

话题的讨论。

　　为了提高中文推文的分词精度，收集与“一带一

路”相关的３６０篇官方新闻报道，利用“新词发现”和
ＴＦ?ＩＤＦ算法，提取每篇报道的主要关键词，得到自定
义分词词典，共包含８２４２个词。利用结巴分词工具

进行分词。对于英文推文，采用词形还原的方法，考虑

一个词在文章中的词性（Ｐａｒｔ?ｏｆ?ｓｐｅｅｃｈ）再对单词进行

还原。完成分词后，提取中、英文的推文中的名词性词

语，根据词频得到推文词云，如图３所示：

图３　“一带一路”主题下中、英文推文词云

　　可以看出，中文的词频明显大于英文的词频，高频
词语多数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相关，排名前十的

中、英文高频词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中、英文推文词频统计

排名
中文 英文

词汇 词频 词汇 词频

１ １１４２６ ｏｎｅ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９８４

２ 中国 ３４９９ ｎｅｗｓｉｌｋｒｏａｄ ４０３

３ 合作 １６７２ ｏｎｅ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ｐｒｏｊｅｃｔ ３０９

４ 国际 １５５１ ｏｎｅ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ｓｕｍｍｉｔ ２３６

５ 国家 １２８２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２２７

６ 高峰论坛 １１８１ ｃｈｉｎａ ３１４

７ 北京 １０９６ 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２０８

８ 建设 ８３４ ｓｉｌｋｒｏａｄ １９３

９ 经济 ７２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１８２

１０ 发展 ７０８ ｓｒｉｌａｎｋａ １５６

３．２ 主题挖掘结果
　　通过实验分别计算中文推文 ３－１５个主题下的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值，找出该值最大的主题数，作为 ＬＤＡ最佳
主题数目。实验表明，当主题数为 ６时，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值
最大，因此中文推文主题数定为６。基于 ＬＤＡ模型分
析得出“一带一路”与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一带一路”

与经济问题、“一带一路”与高峰论坛之高层访问、“一

带一路”与高峰论坛之合作与项目、“一带一路”与外

交战略、“一带一路”与国内热点，共六大中文推文热

议主题，其相关的关键词分别见表４。
　　“一带一路”与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主题，凸显了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９日朝鲜试射导弹带来的紧张的周边局
势，周边国家如韩国、俄罗斯十分关注，也说明了“一带

一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周边国际环境。“一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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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７年中文推文主题挖掘结果

主题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与朝鲜半岛和平问

题

、国际、朝鲜、导弹、韩国、团长、文明、安保、局势、社会、发展、全球、和平、国资委、朝鲜半岛、建设、能量、金正恩、

工作、代表、俄罗斯、生态、作者、时事等

“一带一路”与经济问题 、中国、建设、会见、金融、国家、李克强、峰会、总理、股市、合作、发展、老百姓、宣传、经济、人民币、资金、美国、货

币、俄罗斯、领导人等

“一带一路”与高峰论坛之高层

访问

、中国、国际、高峰论坛、国家、北京、美国、倡议、主席、发展、论坛、总统、会议、印度、日本、代表、领导人、普京、峰

会、协议等

“一带一路”与高峰论坛之合作

与项目

、经济、峰会、建设、国家、发展、合作、全球化、圆桌、市场、投资、政治、战略、菲律宾、新西兰、欧洲、智库、巴基斯

坦、教育、文化等

“一带一路”与外交战略 、中国、宪章、国家、投资、政权、大陆、合作、挑战、声明、政策、铁路、基础设施、会见、外交部、世界、贸易、机遇、国

际、战略、项目、建设等

“一带一路”与国内热点 、北京、代表团、中国、国家、湖北、广西、李克强、政府、浙江、卫星、电商、建设、山东、全国、新闻等

带一路”与经济主题，凸显了经济发展、金融合作的重

要工作，“一带一路”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带来了机遇，

资金融通与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第三个

和第四个主题分别专注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高

层访问和合作与项目方面，凸显了国际的关注与多个

国家元首的参与以及峰会推动的政治、投资、教育、文

化等多方面的全球化合作。“一带一路”与外交战略

主题，凸显了基础设施、铁路、贸易、投资等重要外交领

域，设施联通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合作

项目同时面临机遇和挑战。“一带一路”与国内热点，

凸显了北京等国内省、市的积极响应，为更多的国内电

商“走出去”创造了机遇。

　　计算英文推文随主题数变化的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值，实验
得出当主题数为 ４的时候，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值取得最大为
０．７９，因此限定主题数为４进行 ＬＤＡ主题挖掘，基于
ＬＤＡ模型分析得出“一带一路”与 ＣＰＥＣ、“一带一路”
与对外合作、“一带一路”与经济效应、“一带一路”与

对外政策，共四大英文推文热议主题，其相关的关键词

分别如表 ５所示：

表５　２０１７年中文推文主题挖掘结果

主题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与ＣＰＥＣ ｃｈｉｎａｃｐｅｃ、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ｏｎｅ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ｇｒ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ｃｐｅｃ、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ｓｕｍｍｉｔ、ｌｏｎｇ
ｅｒｍ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ａｐｒｏｊｅｃｔ等

“一带一路”与对外合作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ｄｉａ、ｊａｐａｎ、４４ｂｉ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ｉｒ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ｐｌａｎ、ｒｕｓｓ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ｉｒｐｏｒｔ、ｆｏｒ
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ｐｌａｎ等

“一带一路”与经济效应 ｏｎｅ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ｗ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ｏｉｎｔ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ｅ、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等

“一带一路”与对外政策 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ｎｅｗ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ｐｒｉｍａｒｙｆｏｃｕ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等

　　“一带一路”与ＣＰＥＣ主题下，ＣＰＥＣ是中国—巴基

斯坦经济走廊（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ｒｒｉｄｏｒ）的缩

写，被称为贯穿南北丝绸之路的枢纽，以加强中巴之间

交通、能源、海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是中巴天然气管道的建设的重要

力量，为区域联通和更长远的战略合作做了良好的示

范。“一带一路”与对外合作主题，再次凸显了基础设

施合作的重要性，俄罗斯、印度等合作国家及国际关系

受到了更多的讨论。“一带一路”与经济效应主题，凸

显了全球电力、全球贸易、经济合作、联合联通等“一带

一路”全球化发展的经济蓝图。“一带一路”与对外政

策主题，则涉及“新丝绸之路”“经济走廊”等整体性外

交倡议以及区域间合作政策等，受到了广泛关注与热

议。

３．３ 情感分析结果

　　通过情感极性判断文本的肯定、否定、中立三元情
感态度，量化打分得出情感强度，２０１７年“一带一路”
主题下每月中文推文三元情感分析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　２０１７年“一带一路”主题下每月中文

推文三元情感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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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趋势上来看，中文用户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中
积极和中立均高于消极。１－７月中立居高，８月份为
转折点，从９月份后用户中立的情感逐渐分明，积极情
感稳步、直线上升，在１２月份达到最高，为０．４８。消极
情感也有少量增加且趋于稳定。

　　英文推文的情感分析结果如图 ５所示：

图５　２０１７年“一带一路”主题下每月

英文推文三元情感分析结果

　　相比来看，英文推文中表现的情绪比较稳定，全年
中立、积极、消极的情感值平均值分别为０．５１、０．３７、
０．１２。５月份举行高峰论坛前后的情感变化不大，１０月
份十九大的召开得到了外媒的关注，高峰论坛的举办

凸显了“一带一路”的影响力，其发展再上新台阶，正

是在１０月份，情感值有明显的转折点，情感倾向更加
明确，积极情感一直稳中有升，在１２月超越了中立的
情感占比，消极情感也有相对较少的小幅上升。

３．４　主题情感交叉与演化分析

　　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户讨论话题在不断变化，不同
主题下的情感值也在变化。２０１７年中文推文主题的
情感演化结果见图６。
　　可以看出，“‘一带一路’与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主
题的情感波动比较大，４－６月和８－９月，消极的情感
值明显上升，这一变化的原因推测可能与以下几点有

关：２０１７年９月份朝鲜第六次核试验，受到了来自全世

图６　中文推文主题在不同月份（横轴）的情感类型占比（纵轴）变化

界各国的谴责，中国政府也对朝鲜表示遗憾和反对；朝

鲜导弹问题，除了９月份的核试验之外，２、３、４、９、１１月
朝鲜发射了导弹导致了朝鲜半岛周围的紧张局势。

“‘一带一路’与经济问题”主题的积极情感值从３月
份到年底一直高于中立和消极，到了年底积极情感值

的占比超过５０％。“‘一带一路’与高峰论坛之高层访
问”和 “‘一带一路’与高峰论坛之合作与项目”两个

主题都与高峰论坛相关，高层访问相关主题在６月份
出现了消极的峰值，６月份日本首相安培表示日本加
入“一带一路”大计划当中，不少中文推文用户对此表

示了一定的反对。合作方面，持积极和中立态度的用

户占据多数，而到了年底消极态度的推文数量占比有

较大的提升。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份，国外媒体开始担忧斯里
兰卡、巴基斯坦等国家，他们认为“一带一路”上的中

国资本过多引进到本国，过度经济依赖导致失去本国

决定权。“‘一带一路’与外交战略”主题的情感值中，

中立态度持主流，最多的时候达到了７０％以上，可能
是多数用户宣传了中国与多数国家签署了协议，也进

行了外交战略方面事实的转载，较为中立。“‘一带一

路’与国内热点”主题下包括了很多地名和地区信息，

该主题下推文的内容多数为国内某个地区在“一带一

路”项目中取得的成果和宣传。这一主题下的积极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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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常煜，吴亚平，王继民．“一带一路”倡议下的Ｔｗｉｔｔｅｒ文本主题挖掘和情感分析［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９，６３（１９）：１１９－

１２７．

值在５月份后占据了主流，消极的情感占比较低且波动
较小，中文用户对“一带一路”与国内发展较为看好。

　　２０１７年英文推文的主题及其情感演化结果如图７
所示：

图７　英文推文主题在不同月份（横轴）的情感类型占比（纵轴）变化

　　可以看出，“‘一带一路’与 ＣＰＥＣ”主题的中巴合

作，引起了国外英文推文用户的兴趣，多数关注中巴经

济走廊的经济效果，国内外对 ＣＰＥＣ的报道比较偏乐

观积极，如法国媒体［３２］在７月份估算 ＣＰＥＣ在当地创

造了３０万个岗位等信息。该主题下的情感波动较小，

中立占多数，１０月份后积极情感值有整体性提升。

“‘一带一路’与对外合作”主题的情感波动较大，这可

能与５月份峰会后中国和其他国家频繁签署协议有

关，截至７月份总共与６１个国家签署了２４３１份合作

协议，新签合同额７１４．２亿美元。７月份起直到年底积

极的情感值占比高于其他两项，对外方合作方面的消

极情感值也有所上升。“‘一带一路’与经济效应”主

题的积极情感值占比在大部分时间段高于其他两项。

据商务部网站的介绍，２０１７年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

路”沿线的 ５９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１４３．６亿美

元［３３］，英文推文对“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效应逐渐看

好。“‘一带一路’与对外政策”主题在５月份高峰论

坛后积极情感逐步上升，高峰论坛加强了政策沟通和

战略对接，签署了多个双边、多边合作文件及企业合作

项目［３４］，得到了积极的反响。

４　总结

　　２０１７年是“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蒙内铁路正

式通车、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首条生产线投产等很

多项目逐步落地，新的合作协议不断签署，“一带一

路”一词成为全世界的热词，新闻报道更多的是从官方

的角度呈现事实，而国内外对其反响难以明确，世界上

众多用户在Ｔｗｉｔｔｅｒ上对“一带一路”展开热议，从中更

能体现用户的关注点和情感倾向。基于 ＬＤＡ的 Ｔｗｉｔ

ｔｅｒ中英文文本分析发现，２０１７年中文推文热议有六大

主题，分别为：“一带一路”与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一

带一路”与经济问题、“一带一路”与高峰论坛之高层

访问、“一带一路”与高峰论坛之合作与项目、“一带一

路”与外交战略、“一带一路”与国内热点。英文推文

热议有四大主题，分别为：“一带一路”与 ＣＰＥＣ、“一带

一路”与对外合作、“一带一路”与经济效应、“一带一

路”与对外政策。对比来看，中文的推文用户关注的问

题较微观，对“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热议很高，更凸显

“合作”的态度，以“合作”为出发点看待“一带一路”，

看重“合作”的过程。英文推文关注的主题较宏观，对

整体的趋势和发展讨论更多，更多从“一带一路”倡议

的经济效应和发展情况进行评价。间接地反映出中文

推文将“一带一路”倡议定位为“区域合作发展”项目，

而英文推文把“一带一路”倡议视为“经济合作”项目。

　　从中文推文主题的情感演化模式看，除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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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问题外，其他主题的积极和中立情感均占主流，消

极情感占比最少，且中立情感自５月份高峰论坛后均
表现出下降趋势，用户的情感倾向更明确。英文推文

的积极、中立的情感值也占据了主要位置，除“一带一

路”与外交政策外，其他主题情感波动较小，波动点主

要出现在１０月份附近，可见十九大等１０月份重要的
节点事件对情感影响较大。本文通过主题挖掘和情感

分析方法，尝试呈现国际社交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

的关注内容和情感倾向。在未来还需要拓展到西班牙

文、法文等多语种的推文，更全面地呈现国际上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响应态度和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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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工作》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精品期刊展”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２５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承办的第二

十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顺义）举行。《图书情报工作》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７０周年精品期刊展”，作为优秀期刊之一在图书博览会上展出。

　　为了向伟大祖国７０华诞献礼，回顾并致敬中国期刊光辉历程，中国期刊协会联合相关单位主办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精品期刊展”，作为第二十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的主要主题展览内容，在展出中占

据了面积最大的主要展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精品期刊展”共设四大主题，分别是“新中国获奖期

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致敬创刊７０周年”“中国期刊记忆”，共计展出１０９９种期刊。展览全面展示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期刊业取得的重要成就，同时展望了新时代期刊业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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