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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博弈模型构建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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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突发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有效管控对建立政府公信力和营造网络法治化环境意义重大.基于演化博

弈理论和系统动力理论,分析了无政府管控下环境事件网络舆情参与主体策略选择的演化规律,构建了一个政府管

控下网媒、网民和政府的三方网络博弈场,并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以“3·21响水爆炸事件”为例进行仿真分析发

现: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扩散主要受政府奖惩力度和动态惩罚机制的影响,政府可通过建立网络舆情监测预警机

制、构建科学的动态奖惩治理机制和规范网民诉求表达方式以实现对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有效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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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共发生突发环境事件199起,近十年间呈逐年下降趋势[1].但公共环境事件多发频发的高

风险态势尚未根本改变,且呈现出情况复杂、公众关注度高等新的特征,舆情传播程度总体上明显高于其他

群体性突发事件.与突发环境事件相伴而生的舆情对环境事件的态势演变和应急处置造成较大影响,而社交

媒体催生的网络舆情产生的影响更甚[2-3].从众心理引发的情绪失控、言论偏激等非理性行为可能诱发线上

线下联合共振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当前学术界主要从“诠释学”与“治理学”两个维度探讨突发环境事件网络舆情.诠释学重在阐明互联网

场域中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要素与演化特点,如文献[4]认为新闻与观点之间的界限在内容和形式上变

得模糊,而新闻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过程与在线舆论形成过程整合在一起;文献[5-6]指出环境事件参与主体

需经历不满情绪的形成、持续发酵、焦点事件和冲突与对抗4个阶段的演化过程;文献[7-8]通过建立误对

策博弈模型分析得出化工企业的“欺骗”行为与周边居民的“搭便车”行为共同导致了环境污染负的外部性;
文献[9]发现引入中央政府惩罚机制能够有效推动中央与地方的合作,共同监测环境事件舆情的发展.治理

学则从多角度探索互联网情境下突发环境事件中网民集体行为的治理方式.虞铭明等[10]通过实例仿真发现

环境事件发生后,政府运用协商、谈判、洽谈等透明的、民主的治理方式能有效地管控舆情发展走势,化解网

民的愤怒情绪;文献[11]发现网媒对环境事件的报道能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效率,政府应通过官方媒体及时

回应事件并表明态度来提高网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文献[12]主张跨界协同整合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间的关

系,以重塑政府在环境事件等公共管理中的价值和责任.文献[13]研究发现,原始信息的模糊性是引发网民

兴趣或恐惧的主要原因,政府在负面信息流出时,应迅速介入信息源的调查,及时消除民众的担忧与恐慌,而
上级政府采用标准控制方式可以推动地方政府形成信息公开的惯性,官媒报道方式通过社会影响力约束地

方政府有限公开信息行为,并为公众提供参与信息公开的政治机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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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学者们已经开始尝试基于案例研究环境事件网络舆情演化规律及治理策略,但仍存在重

理论构建而轻结构性剖析的情况,更缺乏将影响网络舆情演化的多重变量因素整合为一个动态系统的归因

性研究.鉴于环境事件网络舆情演化是一种典型的复杂系统,本文拟通过对比有无政府管控下环境事件网络

舆情参与主体策略选择的不同,构建一个政府管控下网媒、网民和政府的三方网络博弈场,据此建立系统动

力学模型,通过真实的环境事件案例仿真检验模型的有效性,并得出政府管控的政策建议.

1 网络舆情演化博弈模型

1.1 无政府管控的演化博弈分析

1.1.1 模型假设及问题描述

在环境事件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中,各参与主体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不断调整策略,形成一个利

益博弈场[15].结合各参与主体特性、环境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特征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信息不对称”和
“有限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设定博弈主体集合为网媒和网民,网媒的策略空间为{报道,不报道},网民的策

略空间为{参与,不参与}.网民基于对环境恶化的担忧在网上讨论环境恶化后果并发表反对意见,本研究将

网民该动机纳为主要变量参数,其他如所属利益集团的政治动机、借环境事件舆情炒作等动机则不在本文探

讨范围之内.此外,网民中的意见领袖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特殊的“网媒”,本文将其归类于网媒这一博弈主体.
网媒和网民参与环境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博弈模型的相关参数设定如表1所示.

表1 两方博弈模型的参数设定

Tab.1 Parametersettingofthetwo-partygamemodel

博弈主体 参数 变量含义

网媒 M RM1 网媒报道舆情获得点击量、广告等收益

CM1 网媒报道舆情的固定初始成本

CM2 网媒进一步报道舆情的发展成本

CM3 网媒不报道舆情损失的网民关注度

博弈主体 参数 变量含义

网民P RP1 网民参与舆情获得心理满足感、认同感等收益

CP1 网民参与舆情要支付的时间、搜索等成本

CP2 网民不参与舆情存在信息滞后的损失

CP3 网媒不报道舆情时,网民想要了解舆情需付出额外成本

  设网媒采取“报道”策略的概率为α,则“不报道”的概率为1-α;网民“参与”的概率为β,则“不参与”的
概率为1-β,且α,β∈[0,1].因此,可得出双方参与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博弈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

表2 两方博弈的收益矩阵

Tab.2 Incomematrixofthetwo-partygame

博弈主体及策略选择
网民P

参与(β) 不参与(1-β)

网媒 M 报道(α) RM1-CM1-CM2,RP1-CP1 -CM1,-CP2

不报道(1-α) -CM3,-CP3 0,0

1.1.2 模型求解与分析

由表2可知,网媒报道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期望收益为UM1=β(RM1-CM1-CM2)-(1-β)CM1,网媒

不报道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期望收益为UM2=-βCM3,则网媒的平均收益为UM =αUM1+(1-α)UM2.为便

于分析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稳定性,可利用微分博弈对网媒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进行研究.网媒报道环境事

件网络舆情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α)=
dα

dt
=α(UM1-UM)=α(1-α)[β(RM1-CM2+CM3)-CM1]. (1)

  同理,可得出网民参与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β)=
dβ

dt
=β(UM1-UM)=β(1-β)[α(RP1-CP1+CP2)-(1-α)CP3]. (2)

  无政府管控下网媒和网民参与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博弈过程可以由式(1)和(2)构成的复制动态方

程组来描述[16].令F(α),F(β)=0,可得出5个系统均衡决策点,分别为E1(0,0),E2(0,1),E3(1,0),E4(1,

36第3期             邹琳:环境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博弈模型构建及分析



1)及阈值点E0(
CP3

RP1-CP1+CP2+CP3

,
CM1

RM1-CM2+CM3

).

对F(α)与F(β)分别关于α、β求偏导数,可得雅克比矩阵

J=
a11 a12
a21 a22
æ

è
ç

ö

ø
÷=

(1-2α)[β(RM1-CM2+CM3)-CM1] α(1-α)(RM1-CM2+CM3)

αβ(1-β)(RP1-CP1+CP2+CP3) (1-2β)[α(RP1-CP1+CP2)-(1-α)CP3]
æ

è
ç

ö

ø
÷ .

  行列式J 的值大于0,矩阵J 的迹小于0时,可以判断这5个系统均衡决策点是局部稳定点.在E0 点恒

有a11+a22=0,因此该点为鞍点,可将其排除,只需判断余下4个点.
1.1.3 模型演化结果分析

由于α,β代表双方采取策略的概率变化情况,α,β∈[0,1],因此可得0⩽
CM1

RM1-CM2+CM3
⩽1及0⩽

CP3

RP1-CP1+CP2+CP3
⩽1.假设RM1-CM1-CM2⩾-CM3,即网媒认为采取报道策略的收益大于等于采取

不报道策略的收益时,网媒基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会极力主动传播网络舆情;同理,当RP1-CP1 ⩾-CP2

时,即网民采取参与策略的收益大于等于采取不参与策略的收益时,网民也会积极参与网络舆情的讨论.基
于上述分析,对剩下的4个均衡点进行逐一计算,可得无政府管控下网媒和网民参与环境事件网络舆情演化

博弈稳定性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两方演化博弈稳定性结果

Tab.3 Stabilityresultsofthetwo-partyevolutionarygames

均衡点 detJ trJ 稳定性判别

E1(0,0) + - ESS

E2(0,1) + + 不稳定

均衡点 detJ trJ 稳定性判别

E3(1,0) + + 不稳定

E4(1,1) + - ESS

  由表3可知,E1(0,0),E3(1,1)为环境

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稳定点策略组合,如图

1所示,以折线E2E0E4 为界,将E1E2E3E4

分割成E1E2E4 区域即网媒和网民采取(不
报道,不参与)策略和E2E3E4区域即网媒和

网民采取(报道,参与)策略.当初始状态在

E1E2E4 区域内时,网媒和网民会采取不参

与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策略,双方策略选择

最终 会 收 敛 于 E1(0,0).当 初 始 状 态 在

E2E3E4 区域内时,双方都会参与到环境事

件网络舆情中去,即网媒会采取报道策略,网
民会参与环境事件讨论,双方策略选择最终

会收敛于E3(1,1).
初始状态在E0 点附近时,细微变化都会影响环境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的方向.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

更趋向于哪一结果取决于区域E1E2E0E4面积S1和区域E2E3E4E0面积S2的大小.因此,通过对S1,S2面

积的计算与比较,可描述网媒和网民博弈双方长期均衡策略的概率,如式(3)所示.
S1=1-S2,

S2=
1
2
(

CM1

RM1-CM2+CM3
+

CP3

RP1-CP1+CP2+CP3

).

ì

î

í

ïï

ïï

(3)

  S2的面积受双方博弈初始状态、改变策略后的收益与成本的共同作用,当S2>S1时,网络舆情会趋向

于(报道,参与)的稳定均衡状态,反之则趋向于(不报道,不参与)状态.鞍点E0 的变动方向受到双方参与成

本CM1,CM2,CP1 和参与前后收益差RM1-CM2+CM3,RP1-CP1+CP2+CP3 的共同影响.由于网媒报道环

境事件获得点击量、广告等收益很大,远远大于报道与进一步报道的成本和,且通过网络的“煽动”及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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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看热闹”的心理,使得环境事件舆情的发酵在短期内一发不可收.在没有政府管控的情况下,网媒和网民

的策略会逐渐趋向于E3(1,1)稳定均衡点,即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网媒和网民最终的演化策略是

(报道,参与).可见,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系统会通过网媒和网民演化博弈愈演愈烈,酿成社会舆论危机,这需

要政府出面管控舆情的发展.
1.2 有政府管控的演化博弈分析

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事关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必然会受到政府的管控.在
此,考虑到政府的影响,建立政府、网媒、网民的三方博弈模型以分析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行为与特征.
1.2.1 模型假设及问题描述

设政府在管控环境事件网络舆情时的策略空间为{管控,不管控}.在表1的基础上,加入政府作为博弈

主体,三方博弈模型相关参数的设定如表4所示.
表4 三方博弈模型的参数设定

Tab.4 Parametersettingofthetripartitegamemodel

博弈主体 参数 变量含义

网媒 M RM1 网媒报道舆情获得点击量、广告等等收益

RM2 政府积极管控时,给予网媒不报道舆情的奖励

CM1 网媒报道舆情的固定初始成本

CM2 网媒进一步报道舆情的发展成本

CM3 网民参与时,网媒不报道舆情损失的网民关注度

CM4 政府积极管控时,处以网媒报道舆情的罚金

网民P RP1 网民参与舆情可获得心理满足感、认同感等收益

RP2 政府积极管控舆情时,给网民带来良好的网络环境

博弈主体 参数 变量含义

CP1 网民参与舆情需支付的时间、搜索等成本

CP2 网民不参与舆情存在信息滞后的损失

CP3 网媒不报道时,网民想要了解舆情需付出额外成本

政府G RG1 网媒报道时,政府积极管控舆情能树立良好的形象

RG2 在民众参与时,政府积极管控舆情能提高政府公信力

CG1 政府对舆情积极管控的成本

CG2 在网媒报道时,政府消极管控舆情会造成负面影响

CG3 在民众参与时,政府消极管控舆情会损害政府公信力

设政府“管控”网络舆情的概率为γ,则“不管控”策略的概率为1-γ,γ∈[0,1].由表4可得出政府、网
媒、网民的策略组合及相应的收益,如表5所示.

表5 三方博弈的收益矩阵

Tab.5 Incomematrixofthetripartitegame

博弈主体及

策略选择

网民P

参与(β) 不参与(1-β)

网媒 M

 

 

报道(α)

 

 

RM1-CM1-CM2-CM4,

RP1+RP2-CP1,

RG1+RG2-CG1+CM4

-CM1-CM4,

RP2-CP2,

RG1-CG1+GM1

管控(γ)

 

 

政府G

 

 

不报道(1-α)

 

 

RM2-CM3,

RP2-CP3,

RG2-CG1-RM2

RM2,

RP2-CP2,

-CG1-RM2

报道(α)

 

 

RM1-CM1-CM2,

RP1-CP1,

-CG2-CG3

-CM1,

-CP1,

-CG2

不管控(1-γ)

 

 

不报道(1-α)

 

 

-CM3,

-CP3,

-CG3

0,

0,

0

1.2.2 模型求解与分析

由表5的三方收益矩阵可知,网媒报道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期望收益为

UM1=βγ(RM1-CM1-CM2-CM4)+(1-β)γ(-CM1-CM4)+β(1-γ)(RM1-CM1-
CM2)+(1-β)(1-γ)(-CM1)=β(RM1-CM2)-γCM4-CM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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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媒不报道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期望收益为

UM2=βγ(RM2-CM3)+(1-β)γRM2+β(1-γ)(-CM3)=γRM2-βCM3. (5)

  网媒的平均收益为

UM =αUM1+(1-α)UM2. (6)

  网媒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α)=
dα

dt
=α(UM1-UM)=α(1-α)[β(RM1-CM2+CM3)-γ(RM2+CM4)-CM1]. (7)

  同理,可得网民和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则整个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监管系统三方博弈的系统动力学方程

组为

F(α)=α(1-α)[β(RM1-CM2+CM3)-γ(CM4+RM2)-CM1],

F(β)=β(1-β)[α(RP1-CP1+CP2+CP3)+(1-α)γCP2-CP3],

F(γ)=γ(1-γ)[α(RG1+CG2+RM2+CM4)+β(RG2+CG3)-CG1-RM2].

ì

î

í

ï
ï

ïï

(8)

  动力学方程能够反映各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速度和方向,令方程组(8)中的方程都等于0,通过计算推

导可得到政府管控下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稳定策略.然而,一方面,参与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网媒主体

和网民主体数量众多,且各主体之间相互影响,一个网站上可能存在不同性质的网民(意见领袖、社会成员),
一个网民也可能在不同网站上讨论该环境事件.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满足均衡条件的均衡点求解十分

困难.另一方面,假设各方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各方须经过长时间的多次、重复博弈才能形成稳定均衡状态,
若再考虑延迟因素,则分析更为复杂.因此,尝试基于系统动力学原理,构建网媒和网民参与的、政府管控的

SD模型,借助Vensim软件对环境事件网络舆情演化过程进行仿真分析,模拟各主体的策略行为,找出环境

事件扩散、发酵的影响因素与政府对网媒和网民策略选择的影响作用.
1.3 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将博弈模型与系统动力学仿真相结合,对推动环境事件网络舆情各主体行为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政

府管控措施的作用效果进行分析.在此,先确定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系统边界和各主体间的因果关系,然后

构建网媒和网民参与、政府管控的SD模型.
1.3.1 系统边界与因果关系

系统边界既是对目标系统探讨范围的界定,也是对系统组成要素的确定,对系统的行为模式具有决定作

用.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发展演化主要受三方面的影响,因此存在网媒、网民及政府3个子系统,各子系统边

界以自身利益为纽带对应不同的主体组合.
环境事件网络舆情各方的策略选择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作用结果,因此应从收益角度分析各子系统

内部的因果关系.在环境事件网络舆情各子系统内部,存量为各博弈方参与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概率,流量

为各博弈方参与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概率的变化率.此外,根据各博弈方关系来拟定各子系统间的因果关系

并动态调节相应的辅助变量与常量,以保障网媒、网民及政府3个子系统间彼此的沟通.
1.3.2 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利用系统动力学仿真工具VensimPLE软件对网媒、网民与政府三方的行为选择进行博弈模拟,构建

SD演化博弈模型,如图2所示.根据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系统边界与因果关系的确定、判别方法及关系式的基

本概念[13],将网媒报道概率、网民参与概率及政府管控概率作为3个水平变量,将各主体策略选择的概率的

变化率作为3个速率变量,外加16个辅助变量与常量来实现SD模型的构建.

2 仿真分析

2.1 事件描述

2019年3月21日14时48分,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化工园区内发生爆炸,事件发生不到一小

时,“抢盐风波”“消防员吸入大量致癌气体牺牲”“盐城市委被指化工整治不彻底”“亲历者:车都抖了”等一系

列舆情在微博、微信、知乎等主要网络媒体被传播后,迅速引起了网民的热议,随后其他众多网络媒体纷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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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跟帖,进一步的炒作引发了更多网民及响水县周边民众的担忧与恐慌[16].在“3·21响水爆炸事件”愈演

愈烈、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迅速介入网络舆情的管控,积极主动引导媒体

报道和社会舆论.随着江苏省本地官方媒体的系列发声、人民日报推送的20多条微博及丁香医生、果壳等自

媒体的健康传播报道,最后还原了“3·21响水爆炸事件”真相.
在该事件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中,主要涉及网媒、网民及政府3个博弈子系统,其演化模式基本符合本文

构建的博弈模型,可利用图2所示SD演化博弈模型进行仿真分析.通过对“3·21响水爆炸事件”网络舆情

扩散的案例分析,对图2模型中各变量进行初始赋值,设RM1=8,RM2=4,CM1=2,CM2=3,CM3=5,CM4=
5,RP1=2,RP2=4,CP1=1,CP2=3,CP3=2,RG1=3,RG2=3,CG1=2,CG2=4,CG3=4.基本参数设置为:

INITIALTIME=0,FINALTIME=72,TIMESTEP=1,UnitesforTime=Hour.由于策略组合只有

1和0两种选择,因此该三方博弈的策略组合共有8个,分别为E1(0,0,0),E2(0,0,1),E3(0,1,0),E4(0,1,

1),E5(1,0,0),E6(1,1,0),E7(1,0,1),E8(1,1,1),这8个策略组合不是都处于稳定状态,任何一方行为有

微小的改变都会破坏原有的均衡状态,向其他均衡状态演变.

2.2 演化结果分析

2.2.1 政府惩罚力度的作用效果

保持其他变量的值不变,仅调节CM4的值,演化过程如图3所示,3条曲线分别表示政府罚金CM4为4、

5、6时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随着政府惩罚力度的不断加大,网媒和网民在收益矩阵达到稳定均衡点采取

报道策略的概率随着时间变化在不断降低;政府罚金的实施对象是网媒,但网民参与环境事件网络舆情概率

的降低幅度明显高于网媒,其参与度消退的速率也很快.这是因为当政府积极管控环境事件网络舆情,采取

罚款等惩罚措施且其罚金大于网媒采取报道策略的收益时,网媒基于自身利益必然不会再扩大传播力度.而
政府对网媒采取的惩罚,一方面罚金很大程度是由网民间接承担的,并且网民主体中一类特殊参与主体“意
见领袖”被归类于网媒主体,因此政府惩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网民承担的;另一方面,当网媒不再报道并且与

政府一起共同引导环境事件网络舆情正确走向时,随着网络舆情话题热度的下降及网民疑惑、担心与好奇度

的减少,网民对舆情的不当言论参与度必然会大幅度下降,直到网络舆情最终消退.
2.2.2 政府奖励力度的作用效果

同样保持其他变量的值不变,仅调节RM2的值,演化过程如图4所示,3条曲线分别表示政府奖励R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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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4、5时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政府积极管控时随着对网媒不报道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给予的奖励不断增

大,网媒和网民参与舆情的概率不断降低;网媒参与网络舆情的概率整体走势低于网民,面对政府的奖励,网
媒的反应也更为迅速.究其原因,网媒是直接奖励受益者,而网民更多的是在政府和网媒的引导下选择参与,
其行为更易受到外在客观因素的影响.

2.2.3 动态奖惩机制的作用效果

政府的奖励和惩罚都会影响网媒与网民的策略选择.如何更有效地推动环境事件网络舆情参与主体做

出正确的选择,从而正确引导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走向,使博弈三方达到稳定均衡状态,可以尝试采取动态

奖惩机制进行分析.在图2中添加动态惩罚机制的变量关系式:罚金FM=(不报道收益*不报道概率-报道

收益*报道概率)*政府管控概率;罚金FP=(不参与收益*不报道概率-参与收益*报道概率)*政府管

控概率,动态奖励与动态惩罚关系式的结果互为相反数.如图5所示,当CM2=5、RM2=4时,蓝、红两条曲线

分别为静态惩罚机制与动态惩罚机制下网媒与网民采取报道与参与策略的演化过程.可以看出,相比静态惩

罚机制而言,动态惩罚机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缩短网媒和网民达到均衡稳定状态的时间,同理动态奖励机制

亦是如此.因此,运用动态奖惩机制能够有效降低环境事件网络舆情主体的不当言论参与概率.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分别构建了有、无政府管控的网媒和网民参与环境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博弈模型,并对政府管控下的

三方动态演化过程进行了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研究得出3点结论:(1)无政府管控的网媒和网民最终演化

策略是(报道,参与),通过自身演化很难实现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系统的健康稳定发展,这会使得环境事件网

络舆情继续发酵,酿成社会舆论危机.(2)政府管控下的环境事件网络舆情参与主体间的策略选择主要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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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采取的奖励与惩罚机制的影响,运用动态奖惩机制能够有效降低环境事件网络舆情主体的不当言论参与

度.(3)网媒作为环境事件网络舆情传播和扩散最直接的利益主体,对政府惩罚力度的敏感性远低于网民,政
府对其的惩罚成本很大程度上间接转嫁到了网民身上.

为实现对环境事件网络舆情的有效管控,结合本文的分析结果提出3点政策建议:(1)建立网络舆情监

测预警机制,及时掌握舆情动态.政府可利用舆情智能分析技术对环境事件进行自动采集、自动分类、智能过

滤、自动聚类、主题检测和统计分析,及时掌握有关舆情动态及危机征兆,并协同相关部门进行会商,为应急

预案的实施提出快速决策依据.(2)构建科学的奖惩体制,适度增加奖惩力度,采取动态奖惩治理机制.改变

传统的“围”“追”“堵”“压”等高压手段,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转化惩罚思路,适时采取应对处置措施,切中网媒

主体的利益要害,防止次生舆情危机的发生,阻断舆情的不良嬗变.(3)发挥政府官方媒体的作用,规范网民

诉求表达方式.在环境事件网络舆情信息流出后,政府官媒应主动充当“意见领袖”,第一时间披露事件真相,
正面回应和引导网民的讨论,消除网民的顾虑与担忧;同时政府还应制定网民行为规范,通过实名发言制度

敦促网民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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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structionandanalysisofevolutionarygamemodelfor
environmentaleventnetworkpublicopinion

ZouLin

(EditorialDepartmentofJournal,ZhengzhouUniversityofLightIndustry,Zhengzhou450001,China)

Abstract:Theeffectivemanagementofnetworkpublicopiniononemergencyenvironmentaleventsisofgreatsignifi-
canceinestablishinggovernmentcredibilityandpromotingarule-of-lawenvironmentincyberspace.Basedonthetheoriesofev-
olutionarygameandsystemdynamics,thisstudyanalyzestheevolutionarypatternsofstrategicchoicesamongtheparticipants
inenvironmentaleventnetworkpublicopinionundertheabsenceofgovernmentcontrol.Athree-partynetworkonlinegame
fieldinvolvingonlinemedia,netizens,andthegovernmentandthesystemdynamicmodelareconstructed.Withthe"3·21
XiangshuiExplosion"incidentasexample,throughsimulationanalysis,itisfoundthatthediffusionofenvironmentalevent
networkpublicopinionismainlyinfluencedbythegovernment'seffortsinrewardsandpunishmentsandthedynamicpunish-
mentmechanism.Toeffectivelymanagenetworkpublicopiniononenvironmentalevents,thegovernmentcanestablishanearly
warningmechanismofnetworkpublicopinionmonitoring,bydevelopingascientificdynamicrewardsandpunishmentsgovern-
ancemechanismtoregulatethewaynetizensexpresstheirdemands.

Keywords:environmentalevents;networkpublicopinion;evolutionarygame;system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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