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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下网络暴力行为生成的组

态影响因素研究
顾城铖

西华大学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四川成都，611745；

摘要：由于高校的特殊性，一些发生在高校具有社会影响的突发事件很容易演化为网络暴力，其机理表现为信息

环境、公众诉求扩展了网络暴力出现的“可燃范围”，权威媒体报道、权威学者参与、政府发声及时性拓展了网

络暴力激化的“助燃空间”，事件性质则升高了网络暴力失序的“点燃温度”。通过探索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

中网络暴力行为的组态影响因素，从减少“燃烧物质”、控制“助燃剂”、降低“点火温度”这三个维度提出高

校网络舆情的正确引导策略。

关键词：社会燃烧理论；网络暴力；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

DOI:10.69979/3029-2735.24.10.016

伴随着全球知识化、信息化步伐的加速推进，网络

已无可辩驳地确立了其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

“第四媒体”地位，并成为公众发表观点、交流思想的

关键平台。据 CNNIC 最新发布的第 53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3 月我国网

民规模已扩大至 10.92亿人，同时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

也显著提升
[1]
。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敏锐洞察互联网发展大势，多次就互联网治理、加

强网络内容建设等核心议题发表重要论述。显然，网络

空间已跃升为国家治理领域中不可忽视的新疆域，它不

仅加速了信息的传播与交流，更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

阵地。

近年来，一些发生在高校的具有社会影响的突发事

件，如校园安全、学术腐败、道德失范等敏感话题极易

演化为网络舆情危机，进而演变为网络暴力，不仅严重

污染了网络公共空间，还对高校及政府部门的权威性和

公信力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损害。因此，深入剖析高校突

发性网络舆情事件下网络暴力行为生成的影响因素及

其组态路径，是防范和控制此类网络舆情风险的重要基

础，这一研究不仅为高校提供了应对突发网络舆情事件

的策略指导，同时也有利于推进我国网络空间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进程，促进清朗网络空间的建设。

1 文献回顾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环境的不断变迁，

网络暴力的形式和手段也在不断演变，促使社会学者开

始采取多元化、跨学科的视角来深入剖析网络暴力的本

质、动因及其社会影响，为制定有效的预防及干预措施

提供理论支持
[2]
。关于网络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是国内社会学学者研究较为成熟的领域，其中主要涉及

社会根源
[3][4][5]

、场域特征
[6][7]

、网民特点
[8]
、监管缺位

[9][10]

这四个方面，并据此提出了包括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

系
[11]
、提高网民群体素质

[12]
、加强网络平台的责任和义

务
[13]
等多方面的应对策略。鉴于国内外社会背景的差异，

国外学者多以 Cyber bullying 指代网络暴力，更多的

聚焦于青少年群体间的网络欺凌行为，并多与“校园问

题”相结合进行研究，倾向于采用定量分析研究青少年

群体在网络暴力中的受影响情况
[14]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

在网络暴力的界定
[15]
、成因

[16]
、影响及危害

[17][18]
、应对

及治理
[19][20]

层面。因国内外网络空间特性及民众诉求存

在的差异，国外高校突发事件难以在网络上引发大规模

网络舆情，故有关高校突发事件中网络暴力行为的研究

成果较少。

由上述分析可知，国内外学者就网络舆情事件中的

网络暴力行为研究及高校网络暴力这两方面的研究内

容匮乏且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且网络暴力往往由众多复

杂因素影响，定量方法也难以准确确立变量间的因果关

系。基于此，本研究以社会燃烧理论为分析框架，采用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40个高校突发事件进行分析，

基于“燃烧物质”、“助燃剂”、“点火温度”这三个

维度提取出会致使网络暴力行为出现的影响因素，探究



2024年 1卷 10期 聚知刊出版社

智慧教育 JZK publishing

51

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复杂因果作用关系，丰富了高校突发

网络舆情事件及网络暴力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与研究

内容。

2 理论分析框架

2.1 社会燃烧理论及其分析框架

社会燃烧理论，巧妙地借用了自然界中的燃烧现象

以此合理的类比复杂多变的社会状态，这一跨界的思维

方式和理论创新，源自于中国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

组长牛文元在 2001 年的深刻洞察
[21]
。正如自然界中的

燃烧过程需要燃烧物质、助燃剂以及点火温度这三大基

本因素，社会状态的变迁同样需要一系列相互依存、共

同作用的条件与因素作为驱动力。首先，社会燃烧理论

强调了“燃烧物质”的存在，燃烧物质主要指能够产生

燃烧现象、能够持续为燃烧现象提供能量的物质。在社

会状态中，这种可燃物实际上就是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

问题的积累。二是助燃剂，主要指在燃烧过程中必不可

少的物质，但其本身并不能燃烧，如意见领袖、媒体的

推波助澜等；三是点火温度，主要指燃烧物质由稳定状

态变为燃烧状态的临界值，如突发事件等导火索。根据

现有文献记载，该理论已经被学者们广泛的运用于群体

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

成果。

2.2 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网络暴力行为的生

成框架

单个网络暴力行为看似偶然，实则蕴含社会共性。

社会燃烧理论在探究网络暴力行为、高校网络舆情等领

域的应用中，为理解这类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分

析视角。

1.“燃烧物质”的充分积累

“燃烧物质”指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积累，条件

成熟就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主要包括公民获取信息的

所需的技术条件、事件与公众利益的关联度，即“信息

环境”、“公众诉求”这两个条件变量。本文所研究的

“信息环境”特指信息软环境体系中的社会舆论环境，

社会舆论环境作为舆情发展的风向标，映射出舆情发展

的趋势、公众对于舆情信息的关注程度以及舆情事件所

释放的影响力，是驱动舆情持续演变与深化的内源动力
[22]
。而舆情自带的强大情感动员功能则让社会公众出于

对自身情感满足而做出的附带网络暴力倾向和属性的

网络行为，且不同的情感极性在引发事件、推动事态发

展方面作用各异。

2.“助燃剂”的有效推动

“助燃剂”指的是在网络舆情传播中起到关键作用

的影响要素如传播渠道、传播主体等，即“权威媒体报

道”、“权威学者参与”、“政府发声及时性”这三个

条件变量。权威媒体由于其公信力和影响力直接影响了

网民群体对于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进而影响舆情的发展

方向；权威学者在舆情传播中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

色，其观点与看法往往能够对公众产生深远的影响。政

府如果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及时发声、回应关切，就

能有效避免谣言的传播和误解的产生。

3.“点火温度”的刺激

“点火温度”指的是从平静、理性的讨论状态向激

烈、非理性冲突状态转变的临界点或触发因素，这个临

界点往往由某一具体事件的性质所决定，即“事件性质”。

从客观事实的层面上来说，原始事件能否转化为具有较

强传播力和影响力的网络舆情事件以及在后续形成具

有网络暴力倾向或成为网络暴力事件，首先取决于原始

事件特定的社会含义是否构成一个共同关切的公共议

题
[23]
，而对事件性质的研究分类有助于研究者对数据的

系统化组织与分析。

图 1 社会燃烧理论下的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网络

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作用框架

因此，本研究认为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的网络

暴力行为是社会燃烧理论在现实社会问题中的具体延

伸，这种契合性为深入研究及有效应对高校突发网络舆

情事件中的网络暴力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3 研究方法和案例选择

3.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法(QCA)作为一种兼具量化与质化特

征的混合研究方法
[24]
，依靠布尔代数的基本原理并结合

集合论的逻辑，来分析探究复杂多因素社会现象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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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响方式
[25]
，较为常见的有清晰集、模糊集、多值集

３种操作方法。致使网络舆情事件演变为网络暴力行为

其影响因素很难做出二分抉择，发生或不发生并不能衡

量其是否导致网络暴力行为的生成，模糊集的连续概念

为此提供了适用的分析工具。

此外，定性比较分析法对于本研究具有其独特的优

势。一方面，QCA在因果复杂性分析上的敏感性，使得

它在中小样本分析上比基于数据的定量方法和基于单

案例的定性方法更具优势
[26]
。另一方面， 网络暴力作

为网络舆情的衍生物，其触发及加剧通常是一个复杂的

信息演化过程，而 QCA 可以挖掘出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

件中网络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不同多因诱导条件组

合下加剧网络暴力行为的路径组合。

3.2 选取典型案例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分类研究，并针对案例事件在

社会议题维度的判别，将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划分为

以下四类：道德沦丧类事件、权益受损类事件、安全危

害类事件、社会热点类事件。通过知微事件库的数据支

持，摘选了 2021 年—2024 年这四年间具备一定话题影

响力的高校突发事件，最终筛选出 40 例高校突发网络

舆情案例进行研究。受限于文章篇幅，本研究在四类高

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每类分别精选了两个影响力较

高的案例进行展示（参见表 1）。

表 1 部分研究案例库

序号
发生

时间
案例名称 事件性质

1 2022 上海外国语大学通报学生
咖啡杯被投放异物

道德沦丧类

2 2023 苏州大学回应学生恶意 P
图

道德沦丧类

3 2023 武汉一高校回应老人 82元
只买到俩素菜

社会热点类

4 2023 大叔被疑偷拍自证清白后
仍被曝光

社会热点类

5 2023 上海交大就“食堂吃出针
头”致歉

安全危害类

6 2024 台州一高校发生汽车冲撞

行人事件
安全危害类

7 2022 湖南邵阳一高校花 1800多
万引进 23名菲律宾博士

权益受损类

8 2023 学生举报高校称助学金名
额被挤掉

权益受损类

3.3 设定变量及编码

基于上述构建的分析框架，本研究具体赋值原则可

见表2：

表 2 变量赋值表

变量类
别

燃烧条件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原则

条件变
量

燃烧物质

信息环境
知微事见数据库对某事
件影响力的统计数据，均

值锚点

公众诉求

愤怒赋值为 1，悲情赋值

为 0.67，积极赋值为 0.33，
非情感动员赋值为 0[27]

助燃剂

权威媒体报
道

（媒体）

知微事见数据库对中央

新闻单位∗ 参与事件报
道占比的统计数据，均值

锚点[28]

权威学者参
与

（意见领
袖）

参与事件讨论排名前五
的微博博主粉丝数量总

和，均值锚点

政府发声及
时性

（政府）

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对发声时间的提及，政府
官方账号 24小时内发声
赋值为 1，24—72小时内

发声赋值为 0.67，72 小时
后发声赋值为 0.33，未发

声赋值为 0

点火温度 事件性质

安全危害类事件的赋值
为 1，权益受损类事件赋

值为 0.67，道德沦丧类事
件赋值为 0.33，社会热点

类事件赋值为 0

结果变

量
网络暴力

在案例中出现网络暴力
行为的赋值为 1，未出现

的赋值为 0

4 数据分析和结果

4.1 必要性条件分析

在单个条件变量必要性研究中，一致性指标反映了

条件变量引发或促成结果变量出现的程度，即条件变量

与结果变量之间关联的紧密性；而覆盖率指标则揭示了

这些条件变量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阐释或包含结果变量

出现的情况，即反映了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解释范围的

实质性覆盖水平。若一致性指标超过 0.8 时，则可认为

该条件变量是导致结果变量的充分条件；若一致性指标

达到或超过0.9 时，可以认定该条件变量是结果变量的

必要条件。

表 3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Result

一致性 覆盖率

信息环境 0.546538 0.671550

~信息环境 0.453462 0.625796

公众诉求 0.885385 0.831347

~公众诉求 0.114615 0.242080

权威媒体报道 0.457308 0.637192

~权威媒体报道 0.542692 0.66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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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学者参与 0.510769 0.684889

~权威学者参与 0.489231 0.617176

政府发声及时性 0.717692 0.666667

~政府发声及时性 0.282308 0.611157

事件性质 0.538846 0.608866

~事件性质 0.461154 0.705709

根据表 3的运算数据显示，六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

指标均未超过 0.9，表明不存在任何单一因素能够被视

为网络暴力形成的必要因素。但 “公众诉求”这一条

件变量的一致性为 0.88，覆盖率为 0.83，因此可以判

定该条件变量为结果变量的充分条件，即当网民群体对

某一高校突发舆情事件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诉求时，极有

可能会引发网络暴力行为。

4.2 条件组合分析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路径组合分析有三种级别

的输出结果，分别为简单解、中间解、复杂解。合理有

据、复杂度适中，同时又不允许消除必要条件的中间解

被认为是 QCA 研究中汇报和诠释的首选
[29]
。因此，本文

选取中间解进行条件变量的组合路径分析，并将案例阈

值设定为默认值 1，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8，最终得出

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网络暴力行为影响因素的条

件组合路径分析。

表4 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网络暴力行为影响因素的条件组合路

径分析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组态 5

信息环

境
•  • • 

公众诉
求

● ● ● ● ●

权威媒
体报道

• •  

权威学
者参与

• •  •

政府发
声及时
性

 • • • •

事件性

质
  • •

一致性 1 0.93362
8

0.91007
2 0.83209 0.87373

7
原始覆
盖率

0.12307
7

0.16230
8

0.29192
3

0.17153
8

0.13307
7

唯一覆
盖率

0.03961
54

0.03192
31

0.10846
2 0.04 0.02115

38
总一致
性

0.89916

总覆盖

率
0.493846

注：●表示核心变量存在；•表示边缘变量存在；⊗ 表示核

心变量缺失；表示边缘变量缺失；空白表示变量非必需。

由表 4 可知，五条组合作用路径的总体一致性为

0.89，表示这些组合方案具有较高的必要性解释力度；

总体覆盖率约为 49.38%，能够解释近半数的情况。进一

步分析五条组合路径中存在的差异条件，可以归纳划分

三种影响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网络暴力行为生成

的类型：

一是媒介赋权模式，由组合路径 2和 3构成。“公

众诉求+权威媒体报道+政府发声及时性”是主要组合模

式，一致性分别达到 0.933628、0.910072，该组态表明

即便央级媒体、官方机构的积极介入，当公众对某一高

校突发事件表现出强烈的情绪波动，并表现出集体抗争

的行为，这种情绪的集聚和发酵很容易演变为网络暴力

行为。典型案例如“湖南邵阳一高校花 1800 多万引进

23名菲律宾博士事件”，尽管央级媒体发挥其在信息传

播中的主导作用，但网络空间的复杂性和匿名性使得信

息的传播和接收并不总是那么理性和有序，公众仍然表

现出强烈的情绪抗争，部分媒体和网络意见领袖的煽动

性言论更是进一步加剧了信息的混乱和公众情绪的波

动，使得舆论环境进一步恶化。

二是意见领袖引导模式，由组合路径 1、3、5构成，

该类路径以“公众诉求”和“权威学者参与”组合形式

为核心变量。此类路径的特征体现为，在高校突发事件

这一特定情境下，网络意见领袖的广泛介入往往成为公

众情绪的催化剂，其高度引导性和煽动性言论易激起公

众激烈情感，致使整个网络空间迅速笼罩在紧张的氛围

之中，公众的集体行为易于趋向极端，网络暴力行为由

此滋生。典型案例如 “学生举报高校称助学金名额被

挤掉”等事件再次凸显了网络意见领袖的言论对于公众

情绪及后续舆论走向的巨大影响。网络意见领袖为了紧

跟网络空间中的热点话题，常在事件还未全面调查之前

就依据个人的立场和见解，对事件进行主观解读和评判，

错误地塑造了公众对事件的初步认知和态度。即便在事

件调查真相被公布之后，政府、权威媒体积极介入并引

导公众舆情，同时信息技术平台也采取减少相关报道等

措施，这些综合努力仍难完全遏制网络暴力的发生。

三是政府倡导模式，该类型包含路径 2、3、4、5。

该类路径以“公众诉求”和“政府发声及时性”组合形

式为核心变量。该类型路径表明，哪怕政府已第一时间

迅速作出反应并公开发布相关信息，但调查需时、通报

内容有限，难以即刻覆盖公众的疑问与愤怒，这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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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不满和焦虑很容易在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被其他

信息源（如网络意见领袖等）所放大。典型案例为“台

州一高校发生汽车冲撞行人”，作为高危害级别事件不

仅触动了社会的敏感神经，也促使公众对于信息透明度

与事件真相的追求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台

州公安”官微在事件发生后迅速回应，但通报内容的局

限性不仅无法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反而加剧了其疑虑，

最终在社会舆论环境的强烈驱动下演化为网络暴力行

为。

4.3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借鉴以往研究经验，采用集合论框架下的的

稳健性检验方法，其中核心环节在于剔除部分案例数据

重新分析，以此检验研究结论是否仍然成立
[30]
。具体而

言，本研究在初始的 40 个案例中挑选并剔除了 6个案

例，这 6个案例分别包含了 3个最终形成了网络暴力的

情境和 3 个未形成网络暴力的情境，然后对剩余 34 个

案例导入QCA软件重新进行分析。稳健性检验结论显示，

尽管研究过程中剔除了部分案例，但关键的分析结果即

组态路径和核心条件并未因此发生实质性变化，证明本

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具有出色的稳健性。

5 研究启示

基于上述对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网络暴力行

为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本研究提出针对性的治理政策，

具体启示如下：

一是从减少“燃烧物质”入手，利用营造绿色网络

舆论生态、法治化助推网络秩序等社会手段来引导高校

突发网络舆情事件中网络暴力行为。具体而言，一是建

立健全网络监管机制，对违法违规信息进行及时清理和

查处是保障网络空间清朗、有序的必要手段。二是加强

立法以规范网络秩序，明确的立法标准为网络空间提供

了明确的行为准则，各类网络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得以清

晰界定，网络活动的边界和底线得以明确。

二是从控制“助燃剂”层面入手，主要是通过制度

性阻断、媒介型阻断、主体型阻断这三种阻断方法来控

制和阻断网络暴力行为的扩散。制度性阻断是指建立以

政府为主体的网络暴力事件系统化破解体系；媒介型阻

断主要依托权威媒体引导其他网络媒体、自媒体等新媒

体平台共同维护网络舆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主体型阻

断需界定网络意见领袖的话语和信息边界，减少不实的

信息传播。

三是降低“点火温度”，其核心在于高校需自主采

取科学的预防与应对策略。事件预防层面，高校可以建

立舆论监测机制，密切关注本校学生的网络言语状态，

利用线上平台和线下方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收

集体系，实时了解师生对于事件的态度与诉求。事件应

对层面，高校可以构建舆情管理善后体系，依法规范问

责失职者并表彰贡献者，在网络舆情平息或消解后对对

相关工作进行及时的总结、归纳与反思，留下书面文件

存档备案，表明今后杜绝出现此类事件的态度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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