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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effects
of China's emergency event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is field is crucial for countering Western media biases and enhancing 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Method: This
study retrieves relevant CSSCI literature from the CNKI database and employs CiteSpace to create knowledge
maps of research power, research hotspots, and their evolution. Conclusion: The year 2020 marked a turning point,
where the COVID-19 pandemic drove an overall increase in research and led to a shift from focusing on Weibo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to emphasizing the guidanc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nd enhancing discourse power. This also spurred innovations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methods.
The study also reveals issues such as dispersed research efforts and insufficient academic accumulation, with
limited numbers of core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and the lack of a clear research community.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interdisciplinary empirical exploration,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discourse system to enhance the ability to
guid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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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突发公共事件国际舆论研究的嬗变：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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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目的]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入发展,中国突发公共事件的国际舆论效应日益凸显。系统梳理该

领域的研究进展,对于应对西方媒体偏见、提升国家话语权至关重要。[研究方法]本文以CNKI数据库CSSCI

来源期刊 2009-2023 年间相关文献为样本,利用 CiteSpace 绘制了研究力量、研究热点与演进的知识图谱。

[研究结论]以 2020 年为分水岭,新冠疫情推动了研究整体上升,也驱动了研究的变化,从注重微博舆情分

析和应急管理,到强调国际舆论场的舆论引导和提升话语权,也推动了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

也揭示了该领域研究力量分散、学术积累不足等问题，核心作者与机构数量有限,尚未形成明确的研究共

同体,跨学科交叉合作有待加强。未来研究应加强跨学科实证探索,强化方法创新,推动中国话语体系建

设,以提升国际舆论引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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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迭起,各国经济社会高度互联互通,突发公共事件不再

局限于一国内部,而是通过网络等现代传播渠道迅速演化为全球性议题,成为国际舆论竞争

的焦点。所谓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危害从而需要采取应急处置

措施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1]
。这些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突

发性、严重性和广泛影响，能够在短时间内引发公众关注并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国际舆论

则是“在国际公共空间,围绕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所形成的态度、观点和情绪的集合表达”,往

往与国家利益攸关
[2]
。这种舆论通常表现为一种外交压力，能够影响国家间的关系和国际事

务的走向。一个国家在突发公共事件引发的国际舆论博弈中的表现,直接影响其国际形象和

话语权。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参与全球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同

时也面临国际舆论环境的复杂严峻挑战。近年来,无论是新冠疫情、俄乌冲突,还是台海局势,

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无不牵动全球目光,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如何在错综

复杂的国际舆论场域中争取利益诉求,塑造客观、公正的国家形象,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现

实命题。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突发公共事件和国际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王秋菊等通过 Citespace

对 2002-2019 年中国突发事件舆论研究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类型突

发事件在不同媒介中的舆论传播效果、舆论应对策略、舆论传播机制等方面
[3]
。李超群梳理

了 1992-2022 年中国国际舆论研究三十年的脉络，揭示了研究从国际传播经验借鉴到本土化

探索的趋势演进，并总结了国际传播、话语权、对外传播、国际舆论引导、中国国家形象和

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我国国际舆论研究的六大主题，也指出研究缺乏跨领域实证研究的合作与

对国际舆论多形态的探索
[4]
。

尽管已有研究在突发公共事件和国际舆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针对“中国突发公共

事件国际舆论”的研究仍显不足。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中国突发公共事件国际舆论的系统梳理

和知识图谱分析，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和演进趋势。这对于提升国家话语权、塑造

良好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1.中国突发公共事件国际舆论研究的发文情况如何？

2.相关研究力量是怎样的？

3.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和演进情况是怎样的？

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不仅能够为学术界提供一个全面的研究图景，还能够为突发

公共事件国际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的 CSSCI 来源期刊为样本, 以“国际舆论”“国际舆情”“突发公共事件”

为主题词,检索相关论文。经过人工筛选,剔除明显不相关、重复记录后,最终获得 68 篇有效样本,来源时

间为 2009 年-2023 年。将文献导出为 Refworks 格式,实现规范化处理后形成分析数据集。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计量可视化与传统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多维度梳理。

1.CiteSpace 知识图谱分析

CiteSpace 是用于分析科学文献中知识结构、发现研究前沿的可视化引文分析软件
[8]
。本研究通过系

统的文献回顾与科学的知识图谱分析，旨在探讨中国突发公共事件国际舆论研究的演变历程及其现状。

本研究运用 CiteSpace 5.8.R3 构建研究主题、研究力量的多层知识图谱。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作者、

机构,连线类型选择共现、合作,阈值设置为 Top 50。通过共现分析、突变检测、时区视图等,揭示研究主

题演化和研究力量分布。

2.文献计量分析

对样本文献的发文量、基金分布、来源期刊、学科分类等信息进行统计,分析该领域研究的总体态势。

二、突发公共事件国际舆论研究现状

（一）发文量统计

2009-2023 年中国相关研究大致经历缓慢积累、爆发式增长和波动下降的过程(图 1)。2009-2019 年

间年均发文不足 4 篇。2020 年受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年发文量激增至 15 篇,此后虽有回落但仍高于

疫情前水平。这表明重大突发事件尤其是疫情的发生,对研究起到了强烈的推动作用。

图 1：文献发布情况统计

（二）基金分布

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资助该领域研究的主力,合计资助比例达 55.56%(图 2)。这说明



中国相关研究得到较高层级的项目支持,但省部级、地方和校级课题支持力度还有待加强。

图 2：基金分布

（三）来源期刊及学科分布

样本文献主要发表在《情报杂志》《情报科学》《现代传播》《新闻爱好者》等期刊(图 3),反映情

报学、新闻传播学是研究该主题的主力阵地。同时也有《人民论坛》等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的身影。期

刊分布较集中，要扩大研究影响力,有必要拓宽发表渠道。样本文献涉及图书情报、新闻传播、行政管理、

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图 4),体现了该研究领域的交叉学科属性。

图 3：期刊分布



图 4：学科分布

（四）研究力量

1.作者共现分析

作者共现网络呈现松散分散态势(图 5)，网络密度仅为 0.0111，仅 7人发文达 2 篇及以上（表 1）。

作者群体缺乏持续紧密的合作,没有形成明晰的核心圈层。

对作者研究内容的系统梳理发现,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聚焦重大突发事件引发的中外舆论博弈,代

表性学者有陈璟浩、张薇、张雷等,如陈璟浩[5,6]利用大数据平台、网络爬虫等采集新冠疫情期间和新疆棉

花事件的国内外媒体报道及社交媒体评论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情感分析、主题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方

法,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媒体和社交舆论场的报道特点、传播趋势、话题异同、传播网络差异。研究发现,

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媒体对华报道存在失衡,中外社交媒体话题关注点和情绪表达差异显著。张薇剖析了

重大突发事件中对外媒体公信力的构建路径,提出要平衡好事实、框架、策略三个维度,用客观、多元的

叙事赢得国际受众[7]。

二是侧重网络突发事件舆论传播机制的理论探讨,代表性学者有苏妍嫄、徐敬宏等,主要从复杂网络、

计算传播等视角切入。如苏妍嫄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从宏观层面梳理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研究的

总体进展,在此基础上综述了复杂动力学建模和舆论生态学视角下有关传播行为、演化机制、观点生成、

信息扩散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和未来方向[8]。

三是兼顾国际舆论与国内舆情联动的综合研究,代表性学者有蒋晓丽、张彩霞等。如蒋晓丽以新冠疫

情为例,讨论了如何在统筹对内对外两个舆论场中寻求平衡[9]。张彩霞剖析了疫情期间中国舆论生态的复

杂性,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精准施策,在回应质疑、凝聚共识中展现大国风范[10]。

总的看,作者研究各有侧重,呈现多元化特点,但缺乏持续、深入的系统性积累。



图：5作者共现图谱

表 1：核心作者表

序号 发文量 作者

1 2 陈璟浩

2 2 谢献坤

3 2 苏妍嫄

4 2 张亚明

5 2 张薇

6 2 杜洪涛

7 2 党生翠

2.机构共现分析

机构合作图谱分析的呈现方式与作者合作图谱呈现方式一致。分析图谱可知，突发公共事件的国际

舆论的研究主力集中于各大高校，如：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燕山大学互联网+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等，但是每个研究机构的发文量均不高（表 2），

各机构之间多为内线联系，与外线联系较少，但机构间缺乏有机联系,网络密度仅为 0.0146（图 6）。跨

校、跨机构的实质合作有待加强。



图 6研究机构共现图

表 2：研究机构排列表

序号 发文量 机构

1 3 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

2 2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3 2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

4 2 燕山大学互联网+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5 2 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6 2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7 2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8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9 2 广西大学区域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

10 2 南京审计大学外国语学院

（五）研究热点与演进过程

CiteSpace 的节点代表研究元素，如关键词、作者、论文或研究机构。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研究元

素之间的关联关系。线的粗细往往表示关系的强度，颜色或样式可能代表不同类型的关系或合作的时间。

相关的节点会聚集成簇，反映出研究主题或领域的集中趋势。节点的大小通常表示该研究元素的重要性

或频率，例如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越大表明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连线越粗表明联系程度越强，连

线颜色代表最初合作的时间。

本文结合了关键词共现图表、关键词突现图谱和时区图普进行分析突发公共事件国际舆论研究的热

点和演进。

1.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分析有助于寻找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表明越可能是该领域的研

究热点，而且热点也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

关键词共现网络由 167 个节点、307 条连线构成(图 7)。出现频次最高的依次是网络舆情(22)、突发

事件(1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8)、新冠疫情(6)等。

表 3：高频关键词表

关键词 词频 中心性 出现年份

网络舆情 22 0.52 2010

突发事件 10 0.51 201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8 0.46 2020

新冠疫情 6 0.27 2020

舆情 4 0.1 2011

网络舆情传播 3 0.13 2019

重大突发事件 3 0.08 2022

新媒体 2 0.17 2015

国际舆论场 2 0.16 2020

国际传播 2 0.13 2015

进一步考察高频关键词的时间分布和中心性,可以发现:2010 年前后“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集中

出现,中心性较高,反映这一阶段研究聚焦网络舆情与突发事件的关系。2020 年以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新冠疫情”凸显,中心性上升,印证了疫情对近年研究格局的重大影响。“国际舆论场”“国际传播”

等关键词也开始浮现,昭示了研究视野从国内到国际的拓展。总的看,研究主题交叉性强。

图 7：关键词共现图谱

结合关键词共现图谱，我们看到“网络舆情” “突发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新冠疫情”



等高频词的节点较大，且都呈现紫色外圈，说明这几个节点的中介中心性较高，在众多节点中起中介作

用，可以被视为中国突发公共事件国际舆论研究的热点主题，也说明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国内研究

者更加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国际网络舆论的研究。“网络舆情传播”“新媒体”“国际舆论场”“国

际传播”等节点说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发展，网络国际舆论场形成，以及国际舆论研究与

国际传播的结合。

2.关键词突现词分析

CiteSpace 的突现词分析可以揭示研究主题的动态演进特征。所谓“突现”,是指某一关键词在某一

时期突然高频出现,反映了该主题受到学界的集中关注。为深入分析中国突发公共事件国际舆论研究的发

展趋势，对关键词进行突现词分析，得到关键词突显图谱，如图 8所示。将其置于时空背景中解读,可以

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演化趋势。

图 8：关键词的突现词图谱



2010-2020 年间,网络舆情、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新媒体、主题分析等集中突现,反映此期研

究主要关注政府从应急管理角度应对网络舆情。突现的时间节点与现实紧密呼应。2010 年是微博元年，

在这一年，微博在中国互联网领域迅速崛起并取得了广泛关注和使用。2010 年，新浪微博用户数突破 5000

万，微博这种新兴社交媒体形式开始在中国普及，成为用户获取信息和进行互动的重要平台。微博迅速

成为舆论表达主渠道。

从 2020 年开始,受新冠疫情影响，该领域研究显著上升。“新冠肺炎疫情” “新冠疫情”毫无悬念

地成为年度最高频突现词,伴随出现的关键词还有“引导”“社交媒体”“重大突发事件”“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可见,疫情全球化触发了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国际舆论引导研究的关注。

总的看,关键词突现反映了该研究领域随实践和学科进步而动态调整的特点。

3.时区图分析

时区图以时间轴为基础,呈现学科领域主题的分布和演进脉络(图 9)。结合图中节点与连线的分布特

征,可以看出该领域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9-2019),研究聚焦国内突发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这一阶段正值网络和社交媒体飞速

发展的时期,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成为舆论场的主阵地，代表性节点有“微博”“新媒体”“政务

微博”“网络舆情”“网络舆情监测”等关键词。主要采用“主题分析” “内容分析”、“情感分析”

等定性方法, 对微博文本的内容和情感倾向进行解读，关注政府、媒体如何回应网络舆情。研究目的在

于探寻优化危机管理的路径。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采用传播学理论,关注突发事件舆情的形成机制、传播

规律、影响效果等。“国际传播”在 2015 年出现并成为重要节点，体现了突发公共事件的国际舆论研究

的传播学视角。此外，“信息传播” “传播影响力”“传播主题” “传播特征” “传播网络”等关键

词也体现了传播学的特点。

第二阶段(2020 至今),研究重心转向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新冠疫情为标志性事件。2022 年后,

研究热点又转向“北京冬奥会” “新疆棉花事件”等议题,从新冠疫情到其它突发公共事件,反映国际舆

论场域博弈加剧。“国际舆论场”“中国话语权”“中国对外媒体话语”等新节点凸显,反映了研究由被

动应对转向主动引导,聚焦中外舆论博弈,力图在国际舆论场域争取话语权、提升国家形象。“网络舆情

治理”“全面风险管理”“系统思维”“政府治理”等关键词反映了中国学者积极思考在错综复杂的国

际舆论生态中实现精准传播、有效治理的路径，也体现了中国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积极参与全球传播

治理。

这一阶段,“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技术革命”“政务新媒体” “国

际社交网络平台”“国际媒体”等关键词体现了舆论传播渠道研究的拓展。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比上一

阶段更加丰富，“动力学建模”“大数据”“因子分析法”“综述”“主题建模”“文本挖掘”“信息

计量”“交叉学科”等关键词体现了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极大拓宽了研究视野、提升了研究精度。

总的看,伴随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中国相关研究经历了从关注国内网络舆情到审视国际舆论生态,

从强调危机应对到注重主动引导的转变。



图 9：时区图

三、结语
本文运用 CiteSpace 知识图谱,对 2009-2023 年中国突发公共事件国际舆论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主

要发现:

第一,研究力量总体薄弱。作者合作网络松散,缺乏明确的核心作者群。机构间缺乏实质性合作,尚未

形成协同创新的学术共同体。

第二,研究主题随重大突发事件而动态演化。以新冠疫情为转折点,研究由聚焦国内网络舆情到关注

全球舆论博弈,由注重被动应对到强调主动引导的转变。国家形象塑造、话语权竞争成为新的关注重点。

第三,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趋势,但缺乏实质性融合。传播学、情报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交叉

渗透,计算传播、复杂网络等新兴方法得到运用,但尚未实现理论创新。跨学科的深度对话有待加强。

本研究揭示了中国语境下相关研究随事件驱动而动态演化的特点，拓展了对这一领域的理解。研究

也系统呈现了研究现状，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合作不足、跨学科融合有待加强等问题，为今后研究提供

了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研究为中国应对国际舆论压力、提升全球传播效能提供了参考思路，具有一定

的实际应用价值。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未来研究应加强跨学科、比较视野下的实证探索,创新话语体系,优化

传播布局,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新资源,多管齐下,系统研究,助力提升中国在突发事件国际舆论场域中

的主动权、引导力、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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