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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产生了大量的文本资料，如新闻报道，社交媒体上的网络讨论、政策

文本等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素材，产生了不少研究论文成果。本研究集中盘点

内容分析法在疫情研究的应用，尤其关注在线内容分析法的运用，使用文献分析，理解传统

和在线内容分析法在方法论上的相关理论及操作要点异同。以“疫情+内容分析法”为主题

词在 CNKI数据库检索，结果发现，大部分的研究采用小样本数据，使用大数据研究的项目

较少。在内容分析法的操作执行上欠缺规范，例如大部分论文缺乏对信度的汇报，对数据样

本的采集方式说明不足等。部分研究采用计算机或大数据技术辅助（38%论文有汇报所采用

的数据处理工具），其中的部分仅是使用某种软件来管理数据，采用技术来辅助数据挖掘或

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形式较为单一，应用程度较浅。 

内容分析法作为一种强调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方法，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运用，已在

社会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随技术革新，大数据技术在疫情研究中应用具有一定优势，能够

在不同方面改良文本数据的处理和挖掘，例如，采用科学的方法检索数据和清理数据，建构

具有代表性和符合研究目标的样本库，利用网络挖掘和大数据技术快速挖掘初步的数据结果，

观察数据概貌。从研究理论出发，建构测量指标，即是编码类目的设置依据。根据类目的不

同，决定采用人工编码或算法编码，通过不同的质量控制体系（编码员信度，人机结果对比

等），最终获得统计结果。大数据技术辅助在线内容分析能够帮助解决信息的覆盖度问题、

数据的测量问题和海量信息的分析结果的解释度问题，解读数据意义，其意义挖掘的深度由

浅层逐渐转向了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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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生活，也给研究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产生许多以疫情为主题的论

文成果，尤其是疫情期间，产生了大量的文本资料，如新闻报道，社交媒体上的网络讨论、

政策文本等等，有不少研究文本为研究对象，完成论文。随生活回归常态，也借此机会，盘

点疫情研究。本研究集中关注以内容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疫情研究成果，尤其关注在线

内容分析法的运用，使用文献分析，理解传统和在线内容分析法在方法论上的相关理论及操

作要点异同。 

 

二、传统及在线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运用，已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一席之

地。通过一整套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程序，测量文本中某些变量的数值（Berger, 1991)，

并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分析这些数值涉及的关系，从而得出文本中的意义（Riffe, Lacy, & 

Fico, 2005)。使用关键词“内容分析法”在中国知网 CNKI 上检索，2020 年内（到 9月 30

日）已发表 1,845 篇相关论文。内容分析法广泛运用在传播学及其他领域，主要用来描述内

容以及检验理论（Lacy et al，2019）。 

使用内容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疫情研究中，部分研究沿用传统的内容分析法，以人

工处理为主，如芦何秋等研究者，以疫情期间出现的网络谣言为分析对象，从重大公共卫生

事件突发期谣言的内容建构、谣言传播和辟谣应对等角度，理解谣言的传播机制和辟谣对策

（2020）。该研究采用完成的内容分析法流程，完整汇报了研究理论和分析框架、数据取样

范围、内容编码过程（编码员、信度测试结果）和数据结论等；也有部分研究在传统的内容

分析法基础之上，采用更新的方法论，使用计算机技术和大数据算法编码完成研究，例如程

萧潇团队以抗疫背景下中医媒介形象之变化为研究主题，采用大数据技术辅助在线内容分析

法完成研究（2020）。本研究关注在传统内容分析法的理论基础之上，结合计算机技术和大

数据算法，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梳理大数据技术辅助在线内容分析法的理论要点和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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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大数据技术辅助在线内容分析法的主要操作流程 

 

与所有研究的起点相同，在研究开始，需要明确研究目的，在文献探讨的基础之上，提

出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进入到数据内容分析的过程，首先需要准备数据，样本通常需要根

据研究目的做设定，选取符合研究需求的数据样本。在这个环节，可以考虑使用母体样本，

或是对数据进行抽样处理。在处理和分析数据之前，需要定义分析单位，即是考虑最小的独

立分析的单元是如何。编码类目是内容分析的大框架，主要来自于理论的概念化和操作化，

根据理论的具体化结果，建构测量指标。根据编码类目的属性不同，决定接下来的分析方法，

由于技术的改良，对于大部分具有客观性并且文本表达相对清晰的编码类目，已经可以由大

数据算法完成。但是依然有部分主观性较强，尤其是在观念上有多层次表达的编码类目上，

当前的技术水平还暂时无法准确分析这部分的维度，因此需要更多的人工介入，由算法辅助

完成人工编码。在整个编码分析的过程中，都需要对数据质量进行监控，如果是人工编码，

需要考虑数据质量和编码员绩效，在算法编码中，需要考虑算法的准确性。最后统计分析并

且产生可视化的数据结果，以供研究解读。接下来具体说明每个环节。 

（一）研究目的 

与各类型研究一样，研究之初，需要确定研究目的，这是后续做好数据分析的基础。使

用内容分析法的研究，从概念化和数据分析的关系角度出发，不同的研究目的会导向不同的

研究设计。研究目的可以是描述性研究，以描述内容变量结果为主，这种需求下的统计分析

过程也可能相对简化，因为不涉及理论的验证；还有研究目的也可以是通过挖掘内容变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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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Lacy, et al，2019）。 

疫情相关的论文中，新闻传播学领域研究目的较多为研究媒体主体（传统新闻、社交媒

体）呈现出的传播特点，是否存在某种报道框架，是否存在舆论引导效果，以及传播内容中

表达出的媒介形象等。以政策研究为主体的研究论文多关注政府部门管理、医疗系统等主体

在应对疫情、及后续复工复产需求下的政策运用情况，研究目的决定了分析的方向和复杂性。 

（二）理论到数据的落地 

在以理论验证或回答研究问题的研究中，会涉及到由理论概念化，概念测量等要求。研

究者从一个研究话题相关的观点出发到测量的过程，是一个概念化、操作化和测量的过程

（Babbie, 2007）。概念本身难以直接测量，这是因为在概念到文本数据之间存在对应理解

落差，因此在文本分析的研究中，通常会有一个将概念具体化的步骤，即是将概念落实到维

度与测量指标。从理论过渡到数据的解读，落实到操作层面，则是以编码类目为桥梁。 

1. 拟定研究问题或提出研究假设 

提出研究问题，或者研究假设，是在研究目的之下明确研究的方向，并且以此作为数据

研究的指向。 

2. 指标及类目 

提出研究问题后，很多时候难以直接用于文本分析，即是在测量层面上有难度。因此，

需要给涉及的每个概念设定维度和指标，其中指标层级就是概念的具体化结果，可用于制作

内容分析的编码类目，提供给编码员使用的编码簿。程萧潇团队在回顾相关文献后，并考虑

到数据采集、清理和分析等方面可能遇到的覆盖度（coverage）、测量（measurement）和解

释（interpretation）难题，进一步将研究问题拆分成为不同的维度，并且需要为每个维度

设立了测量指标。 

（三）数据准备 

内容分析法中的研究对象，可以是任意一种可被传播的信息，包括“单词、意义、图像、

符号、思想、主题等”，包括书面的、视觉上的或是口头表达的资料均可用于内容分析（Neuman, 

1997），例如书籍、章节、采访内容、讨论内容、报纸标题和文章、历史资料、演讲、谈话、

广告、戏剧、非正式交谈或者任何交流性的语言（Palmquist, 2013)。在社会科学领域，可

以用来做内容分析研究的资料包含新闻报道、社交媒体内容、文学作品、历史档案、访谈、

学术文献、政策文本、发言稿、图片和视频等。到了大数据时代，网络数据大而全，同样需

要考虑数据齐全、具有代表性，保证数据质量等问题，否则数据样本失焦，难以满足研究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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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研究主题确定数据范围 

研究者在确定研究主题（研究假设）后，决定需要使用什么范畴的数据，可以回答研究

问题。 

2. 架构概念化逻辑，检索获取数据样本 

在研究实践中，检索条件的设计优劣，会影响到数据样本结果的数据量和准确度。一种

很容易发生的失误是，检索逻辑（关键词条件）范围过大导致数据目标模糊，样本代表性不

佳，混入无关和垃圾信息过多，给研究造成困扰。另一种情况是，检索条件方向偏离，导致

查询结果与目标数据范围落差过大，进一步分析时会得不到有效数据结果。为避免上述问题，

可使用概念化逻辑检索的思路，利用多元检索关键词搭配，配置一定的逻辑语言，建立一套

检索概念（有点像建立检索概念数据库），利用检索词在概念上的相关性，检索获得同属一

类概念的结果。 

3. 清理数据 

由语言表达的复杂性和网络信息的杂乱无章，即便使用概念化逻辑条件检索文本数据，

依然无法保证数据恰如其分刚好是研究范畴内的数据。所以获取初步数据样本之后，需要清

理数据。在实践中，清理数据的方法也有多种做法。 

a) 使用关键词排除 

例如，在某论文中，想要收集关于医疗人员形象的内容，设置检索数据条件后，检索到

的数据结果中，存在某些医疗机构公关文，但是这明显不是研究范畴内的数据。对于这种情

况，设置招聘概念类检索条件，把提及“xx医疗”等内容的文本排除出去，实现数据清理。 

b) 使用条件排除 

可以对文本长度（字数）、提及关键词次数（相关性）等因素进行考虑，设置排除条件。

有论文为了提高数据相关性，提升目标数据覆盖度，于是做了初步预处理，移除信息量过少

的文本样本，删除文本少于 200字的样本。随后研究人员人工检查样本，发现虽然很多文本

确实提及了中西医相关词汇，但是报道主题并非与医学直接相关，而且部分文本中仅出现一

两次关键词。因此团队再次进行数据清理，剔除单篇文本中提及检索关键词词频少于 5次的

文本。 

c) 人工清理 

即便采用结合排除词和条件设定方法，进行了属于预处理，然而依然可能有无关数据混

入在内，有必要的话，最终也可以补充人工操作。具体方法是研究人员手动删除无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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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义分析单位 

分析单位是研究过程中被分析的主体，主要是“什么”或“谁”被分析。就像化学和物

理学一样，其中所有物质都可以基于原子或分子单位（忽略更深层次的亚原子粒子物理学），

任何其他科学或其他科学理想的领域应该是以元素的不可约的基本组合为基础（Ernest, 

2016）。内容分析将分析单位定义为一段明确的内容，特点是将其归入一已设定的类目中

（Holsti， 1969）。亦即是说，当编码员针对一段传播内容编码进行一个类目编码时，这一

段传播内容就是一个记录单位。记录单位是搜集抽样单位中的资料，提供分析的基础。 

（四）信度测试 

根据编码类目的属性不同，决定了后续执行内容编码的方式有两大类，大数据技术的算

法编码及算法辅助人工编码，侧重点各自是算法和人工。由于执行编码的主题不同，在信度

测试方面也有不同的要求。人工编码要求进行编码员之间的信度，在信度达到接受的一致性

后，再执行正式编码；而算法编码则要求检验人工和算法之间的准确性。 

1. 编码员之间信度 

传统内容分析法要求在正式编码之前，需要进行编码员之间信度测试。信度是指在研究

过程中，测量数据所独立于测量工具的程度。即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现象进行重复测试后，

所产生结果的一致程度(Babbie, 2007)。也就是说，如果测量过程要进行两次或多次，所得

出的结论应该是类似的，这确保了内容分析的有效性或可靠性。信度的测试可以在科学抽样

的基础上进一步防范研究者对数据产生的影响，编码员之间信度可保证对数据较为一致的处

理，使研究结果更为客观。 

可以利用必要的工具来计算信度指标，如手动（利用公式计算）或计算机程序。 我们

以内容分析法中进行编码员之间信度评估为例，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a）依据编码薄制作编码指引，编码指引需明确统一。帮助编码员熟悉议题，理解编码

类目，保证所有编码员均理解类目所指代的含义。 

b）进行编码测试。选取少量样本作为测试编码之用的样本，这部分样本的测试编码过

程中，各编码员需独立编码，不能相互讨论或指导。若使用了机器编码，则直接执行机器编

码的信测测试。 

c）进行编码校正。测试编码结果如果未能达到理想信度，需重新测试编码。重新测试

之前，对编码员再次进行培训和指导，尤其针对编码结果差异较大之类目，需再次给予说明。

若有机器编码的部分，则需重新检查并修正编码簿各选项的关键词，尽可能完善类目的选项，

再重新执行机器编码信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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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正式编码。当所有编码员达至理想信度，即可开始正式编码。 

图 1：编码员之间信度测试的操作流程 

 
2. 算法机器人的信度要求 

算法编码是指采用算法或计算机挖掘数据内部规则，来得出数据编码结果的方式

(Zamith & Lewis, 2015)。在大数据技术辅助内容分析法中，应用了算法编码，信度测试就

不仅仅是编码员和编码员之间进行计算，需要对算法机器人的信度进行评估。算法编码可以

由研究人员设定编码规则，让计算机代为执行编码过程，优点是极为高效，可以在很短时间

内完成数据分析，信度百分之百。但是编码效度则是依赖于研究人员对编码规则的定义水平

（Lacy et al，2019）。在操作实践中，有研究者试图采用人机比对的方法，检验算法编码

是否可以达到可接受水平。程萧潇的研究团队随机抽取 1%的样本作为检验样本（107篇），

执行人工编码，对照大数据算法自动编码结果，计算信度，所有类目准确度均在 0.87 以上，

显示大数据自动编码结果良好，可采用该结果作为解读依据。这一步骤是为确保大数据算法

自动编码的准确程度。 

我们在其他的研究中也发现有类似做法，例如，张文瑜教授（2020）在一项健康传播的

研究中，同样随机抽取了 1%的数据作为比对样本，由 4位经过训练的研究助理完成人工编

码的部分，且编码员之间信度达到 Cohen’s Kappa = 0.78 (p < 0.001), 95% CI (0.604, 

0.948)。最终人机对比一致性达到 80%，证明算法编码结果可接受（Chang, A. Schulz, P. 

J. & Cheong, A.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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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容编码 

编码是将内容分析的文本，按照类目进行归类的过程。人工编码一般按照编码说明检阅

文本，填答编码簿，即完成了一次人工编码，所有文本的编码结果最终汇总到一起进行统计

分析，即完成了内容分析的量化过程。传统内容分析法采用人工内容编码的方式，相对效率

较低。编码员可能存在个体认知差异，因此在正式编码之前，需要进行编码员之间的信度测

试。随计算机和大数据技术发展，内容分析法逐渐引入了技术和算法支持，优化内容分析操

作流程，并且给研究方法本身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阶段，内容编码可以区分为人工编

码和算法编码，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根据编码类目的属性，客观性较强、可以使用明确

文字表达的类目建议使用算法编码，效率高，准确性高，例如文本主题、提及人物等。主观

性较强、无法界定准确的语义表达的类目建议采用人工编码，例如多层次的意见态度、有指

向性的情感分析等情况。当然技术在人工编码的场景下也可以提供一些协助，比如给出某些

关键词提示等。 

1. 大数据算法编码 

对于文本大数据研究来说，借助计算机算法辅助进行算法编码，在人工少量介入的情况

下，可提升编码效率同时确保编码质量。但是算法编码由算法机器人执行，指引机器对文本

进行关键词的自动化标注和自动化填答选项，以完成自动编码，准确性依然依赖于人工介入

的部分，尤其是人工对算法的设定规则，决定了数据的质量。最终由通过信度测试的编码员

对大数据算法编码结果进行随机检查和校正，进一步提升了编码准确度，完成数据结果的收

集工作。 

例如在编码类目“中西医类别”这一题中，选项区分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个选

项，接下来由研究人员对每个选项的编码规则设置条件，例如，文本中提及关键词“中医 OR 

汉医”等，则自动判定为“中医”选项。 

这是相对较为简单的算法编码，在算法的编辑上，可以考虑更丰富的场景和需求，或采

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执行算法编码，那么需要有人工编码的可靠训练集作为学习基础，暂不展

开说明。 

算法辅助人工编码以编码员为主导。通过编码员之间的信度测试后，正式进行内容编码。

计算机技术和大数据算法可以提供某种程度的辅助，例如，类目选项中，同样可以设置某些

关键词，文本中会自动化标注关键词，预设选项，协助人工编码。 

（六）统计分析，可视化解读结果 

选择何种统计方法未见和研究主题有直接关系。最常用的数据描述方法，单变量频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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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和多变量交叉分析、时间序列表达，在各类研究主题中均有运用。在可视化表达方面，

图表的应用同样丰富，图表应用目的以比较、占比、相关和趋势四大类为主，也可以借助

LDA 模型进行主题分析、社交网络或语义网络分析等。 

表 2：统计分析方法说明 

 

 

三、基于内容分析法的疫情研究文献分析结果 

在中国知网上使用“疫情+内容分析法”为检索关键词，至 2020年 9月 20日共发表 49

篇学术期刊论文，集中在社会科学领域，涉及新闻传播、公共卫生政策、教育、社会心态等

多方面主题。说明内容分析法在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的运用较为广泛，使用场景多元。 

（一）文本来源类型 

在文本数据的来源和类型方面，以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内容最多，合计占六成（61%，

33篇），政策文本和访谈内容（含调查问卷开放题）分别占 15%（8篇）和 13%（7篇），也

是较多的类型。绝大多数分析文本以文字为主，也有部分视频等数据形式，例如，有 4篇论

文以短视频（来自抖音等网站）为研究对象，体现出新媒体研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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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文本来源类型 

 
以分析新闻报道为主的研究论文多是讨论媒体在疫情中信息传播策略和媒介形象等方

面主题，如《新闻叙事写作策略研究——以《人物》在疫情期间的相关报道为例》（姜文洁，

2020）、《官方与非官方媒体疫情报道框架的对比研究——以新华社和三联生活周刊为例》（沈

雨柔，2020）等，以媒体报道策略和报道框架为研究核心；社交媒体研究较多关注微信、微

博等平台内容在新冠疫情这类公共突发事件中的传播特征和作用，如《社交平台中主流媒体

的公共突发事件报道创新研究——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对新冠肺炎报道为例》（邵慧 & 李

怡菲，2020）、《新冠疫情中政务微信的信息发布——以“珠海发布”为例》（彭兰，2020）

等，研究传统新闻媒体、政府信息公开在新媒体上的效果和作用。 

政策文本方面，对疫情的研究涉及卫生、经济等领域，例如疫情期间公共卫生政策、医

疗机构应对疫情政策、复工复产等经济政策等，如《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文

本计量分析》（张文丽等，2020）、《基于政策工具的我国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企业复工复产

政策文本分析》（赵雪芹,李天娥 & 莫长镭，2020）。访谈内容/问卷开放题类型，对普通民

众及医疗人员为访谈/调研对象较多，涉及社会心态、心理学等范畴较多。 

（二）数据样本数量 

本次研究检视的疫情研究文献数据中样本量多寡不一，大部分的样本数量在一千条以内，

有 38篇，占所有样本的 78%，样本数在一千条或以上有 7篇，占 14%。说明相关疫情的内容

分析法研究，以小样本为主，用到较大数据体量的研究相对较少。分析文本数量最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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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程萧潇团队，最终采用样本量 9,981 条。 

（三）文本处理工具 

在使用的数据分析工具方面，62%论文未汇报具体数据分析工具。部分论文使用 python、

Spss、Nvivo、R等工具完成数据处理部分。 

图 3：文本处理工具 

 
（四）信度 

在对疫情研究的文献分析中，仅有 3篇论文汇报了信度测试结果，占比相当低（1%），

反应了当前研究普遍对信度的重视度不足。在 3篇论文中，2篇采用人工编码，汇报编码员

之间信度测试结果，另 1篇结合人工编码及算法编码，同时汇报有编码员之间信度测试和人

工与算法之间的准确性结果。 

（五）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在宣称使用内容分析法的论文中，采用的数据分析方法、数据挖掘方法多样，对数据描

述（包括单变量频次及多变量交叉）占 51%图）10%（7篇），接下来是情感分析和 LDA模型

主题分析，分别占 7%（5篇）和 6%（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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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从研究方法层面理解上述疫情研究文献情况，可见内容分析法作为经典研究方法，内容

分析法在计算机技术和大数据算法的发展背景下，在方法论理念和操作执行层面也有创新，

体现在对数据类型的兼容性更高，借助大数据算法执行数据编码和统计分析等。有研究者认

为，当前计算机技术已经在内容分析法各项流程中广为运用，例如数据库的建构，基于关键

词获取大数据集、内容编码和分析等环节。但是本质上，内容分析法依然是以“人”为中心

的研究方法，即便是自动化分析，也需要由研究者设计分析规则，把关数据质量（Lacy et al，

2019）。即便是体现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编码方法上，也需要由人工编码的结果作为训练

集，离不开“人”的卷入。 

 

四、结语 

本研究借助疫情研究的论文成果，梳理以内容分析法为核心的研究在理论和操作上的做

法，观察内容分析法给方法论和流程上带来的技术优化，但是当前的论文文献分析结果也反

映出，大部分的研究采用小样本作为数据研究，使用大数据研究的项目较少。在内容分析法

的操作执行上欠缺规范，例如大部分论文缺乏对信度的汇报，对数据样本的采集方式说明不

足等。部分研究会采用计算机或大数据技术辅助（38%论文有汇报所采用的数据处理工具），

其中的部分仅是使用某种软件来管理数据，采用技术来辅助数据挖掘或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

且形式较为单一，应用程度较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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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数据技术辅助在线内容分析法而言，以内容分析法为核心方法论，在文本数据的

处理和挖掘上做出改良，例如，采用科学的方法检索数据和清理数据，建构具有代表性和符

合研究目标的样本库，可以利用网络挖掘和大数据技术快速挖掘初步的数据结果，观察数据

概貌。接着从研究理论出发，建构测量指标，即是编码类目的设置依据。根据类目的不同，

决定采用人工编码或算法编码，通过不同的质量控制体系（编码员信度，人机结果对比等），

最终获得统计结果，解读数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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