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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大数据辅助网络挖掘及内容分析为研究路径， 并运用

ＤａｔａＭｉｎｅｒ大数据挖掘平台研究 “一带一路” 新闻在澳门新

闻媒体及社交网站上的传播特点。 研究发现， 澳门在 “一带

一路” 倡议下的发展潜力及其与其他区域在各领域的合作成

为关注与讨论的焦点。 “一带一路” 倡议被谈及较多的区域

对该倡议的态度以完全支持为主。 新闻媒体与网络民意重视

并看好该倡议为澳门经济方面带来的机会。

关键词：　 一带一路　 网络舆情　 大数据辅助内容分析　 网络挖掘

一　前言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

间， 先后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大倡

议， 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中国提出两个符合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构想———

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即 “一带一路”。 这一

倡议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对外联系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一带一路” 倡议被正式写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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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① ２０１４ 年， 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

路基金的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开始落地。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 《推动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② 的公布， 标志着 “一带

一路” 由构想阶段步入全面务实阶段。 由于 “一带一路” 涉及国家和领域众多，

当前针对 “一带一路” 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 主要集中探讨 “一带一路” 建

设带来的挑战与风险、 优劣势及机遇等方面。 本研究通过对过往研究的梳理， 利

用大数据辅助网络挖掘及内容分析方法， 借助大数据挖掘平台———ＤａｔａＭｉｎｅｒ探

讨澳门的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对于 “一带一路” 的关注， 深入挖掘其中各因素

之间的关系， 并分析相关舆论产生的原因， 为澳门如何抓住 “一带一路” 建设

中的发展机遇提供参考， 同时为舆情研究提供系统性的分析框架。

二　文献综述

（一）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回顾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 《推动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指出共建 “一带一

路” 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 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 推动

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 开展更大范围、 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的区域合

作， 共同打造开放、 包容、 均衡、 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③ 察哈尔学会针

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意义、 性质、 目的、 原则、 内容进行了归纳， 认为

“共同现代化” 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本质特征， 即以 “共商、 共建、 共享”

及合作共赢为原则， 推进多个国家组成的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国际共同体的现代

化进程， 以国际合作为核心， 实现不同层次的共同利益。

２９２

①

②

③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说明》， 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ｘｕｅｘｉ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７２０ ／ ｃ３９７５６３ － ２７３３１３１２ ｈｔｍｌ。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０３０９ ／ ｃ４１１４５２ － ２９１３４３３４ 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ｇｚｄｔ ／ ２０１５０３ ／ ｔ２０１５０３２８＿
６６９０９１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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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以及加强各国互利合作， 促进各国互联互

通、 共同发展的需要， “一带一路” 倡议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沿线国家实现

发展战略对接、 优势互补。 以互联互通为建设主线， 打造政治互信、 经济融

合、 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将政策沟通、 设施联

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作为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点内容。① 其

中， 政策沟通主要是加强政府间合作， 针对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交流对

接， 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 在设施联通方面主要是共

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逐步形成各区域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 贸易畅通主要是

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 构建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 资金融通主要是深

化金融合作， 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 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 同时加强

金融监管工作， 推进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 民心相通则是广泛开展文化交

流、 学术往来、 人才交流合作、 媒体合作、 青年和妇女交往、 志愿者服务等，

深化双边和多边合作。

实际上， “一带一路” 建设只有在沿线各国取得共识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在具体落实过程中， 有关决策程序、 工作机制、 评价体系等各个环节都需要通

过与相关国家之间的协商逐步建立。 正因如此， “一带一路” 倡议的解释空间

和想象空间很大。②

关于 “一带一路” 的研究多是基于政策文件和内容进行的分析和推测，

研究方法多为质化分析。 而本研究从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的角度， 针对澳门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关注及态度， 进一步挖掘其中更深层的原因和意义。

（二）港澳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研究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改革开放后， 香港和澳门地区在天然的地理和贸易优势

下， 在借鉴市场运作经验和拓展海外投资关系方面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港

澳地区针对 “一带一路”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港澳地区的优劣势和机遇，

借以发掘港澳地区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发展空间。 有研究通过分析香港

３９２

①

②

察哈尔学会课题组： 《 “共同现代化”： “一带一路” 倡议的本质特征》， 《公共外交季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张灼华、 陈芃： 《中国香港： 成为 “一带一路” 版图中的持续亮点》， 《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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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中在人力资源、 资金、 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优势， 探

讨香港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机遇、 定位及工作思路———在积极推动国家

战略落地的同时， 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优势地

位。① 也有研究认为香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地理节点， 以及 “一带一路” 的

制度节点和金融节点， 要积极嵌入国家战略， 在制度和体制上要无缝对接。 尽

快推进香港 －东盟自贸区建设， 并与美国就 ＴＰＰ 展开谈判， 用沪港通、 深港

通与内地金融中心建立合作机制。②

有研究者从粤港澳与 “一带一路” 地区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粤港澳的发

展路径。 粤港澳经济互补性很强， 它们与区域内发达国家高端产业合作空间

大， 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国家产业、 经贸合作可塑性强， 与工业化初、 中期国

家产能合作空间大。 研究者认为粤港澳合作与 “一带一路” 区域协同发展必

须创新相应合作机制。 主要包括： 营造适应创新创业与 “一带一路” 区域创

新发展的合作机制； 集成优势打造 “一带一路” 区域产业链重构合作机制；

创新区域合作主体， 构建多方发力齐头并进的合作推进机制； 完善与 “一带

一路” 区域海洋经济合作发展机制； 创新文化创意合作和传播交流机制； 协

调联动打造 “一带一路” 区域合作开放生态系统。③

（三）澳门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论述的特点

澳门的历史文化因素和地理条件有可能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发挥一定

的作用。 关于澳门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定位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研究资料

的质化分析， 和香港地区类似， 主要集中于通过分析澳门在 “一带一路” 中

的优劣势， 进一步研究澳门在 “一带一路” 中的发展机遇并提出建议。

有研究通过探讨澳门在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中的机遇和优势， 进一步

探究澳门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发展路径， 提出澳门应积极参与整体框架

的设计及跟踪评估， 主动寻求具有国际标准的商业模式和合作框架， 鼓励澳门

４９２

①

②

③

巴曙松、 王志峰： 《 “一带一路”： 香港的重要战略机遇》，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２０１５ 年

第 ９ 期。
刘诚： 《香港： 一带一路经济节点》， 《开放导报》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左晓安： 《与 “一带一路” 战略协调发展的粤港澳合作机制创新》， 《特区经济》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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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参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基建项目投资和管理以及积极为中资企业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基建项目提供协助。① 也有研究探讨 “一带一路”

倡议下澳门的发展机遇， 指出通过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加强和南亚、 东

南亚国家的经贸活动可以为澳门的经济多元发展和长期增长提供有利的条件。

澳门应把握 “一带一路” 中的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之发展机遇， 特别加

强和南亚、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贸活动， 推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②

有研究从 “一带一路” 的全球与国内定位和存在问题的角度， 探讨澳门

融入 “一带一路” 倡议的机遇与建议， 指出澳门特区应对 “一带一路” 倡议

予以配合， 借此重大机遇倒逼自身改革， 对发展重新定位。③ 还有研究从澳门

在打造中葡平台过程中的主要机遇及相关进展的角度梳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

实困难， 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澳门加快打造中葡平台的建议， 如推动澳门以单

独关税区身份与葡语系国家签订自贸协议， 为中葡间的货物贸易领域提供专属

的服务配套等。④

本研究以一种新的研究路径探讨新闻媒体及网民对 “一带一路” 关注点

的异同， 即从纵向发展趋势、 议题分布和取向性分析， 到议题与取向、 议题与

议题的交叉分析， 更深一步挖掘澳门与 “一带一路” 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为拓展澳门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战略合作和发展空间提供参考， 同时

为网络舆情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路径。

三　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及数据

近年来关于 “一带一路” 的研究多从内容本身来进行定性分析， 而本研

５９２

①

②

③

④

何振苓、 何磊： 《 “一带一路” 战略中澳门发展的机遇、 优势与路径》， 《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 期。
关锋、 谢汉光： 《 “一带一路” 与澳门的发展机遇》， 《港澳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孙久文、 潘鸿桂： 《 “一带一路” 战略定位与澳门的机遇》， 《现代管理科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陈思敏： 《 “一带一路” 背景下澳门加快打造中葡平台的建议》， 《特区经济》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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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则从舆情的角度进行定量及定性相结合的分析， 以更加客观的方式反映民众

对政策的意见和认知。 通过对事件发生、 发展和变化趋势的分析， 以及民众对

社会管理者及其取向持有的意见、 态度等的分析， 可全方面地反映事件对民众

及社会带来的影响。① 本研究采用大数据辅助网络挖掘与内容分析研究方法，

即基于内容分析法， 利用网络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 通过机器算法、 语义分析

技术和自动化关键字匹配等技术， 借以挖掘本次研究中的单变量数据。 再结合

人工在线内容分析， 进一步挖掘变量间的差异和关系。②

内容分析法是对传播内容进行分析研究时以一种客观的、 系统的、 定量的

方式测量变量的研究方法， 即将文本或其他形式的符号进行编码、 分类、 语义

判断以供统计分析之用的研究方法。 人工在线实时内容分析则是在传统内容分

析法基础上改进操作， 在提高运作效率并提高数据及编码的质量的同时， 更深

入地研究变量间的相关关系。③

通过网络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采集网络上澳门媒体关于 “一带一路” 的

海量信息， 并通过分析整体数据来显示舆情信息的整体趋势， 即事件发展的

趋势。 另外， 随机抽取部分样本进行人工分析、 在线内容分析， 进一步挖掘

变量间的差异和关系。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是结合母体及样本数据得出

的。 通过搜索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澳门所有的新闻媒体、

网络论坛及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时事类群组 ／ 专页， 采集到与 “一带一路” 相关的新闻

８８０４ 篇、 论坛主回帖共 １０５９ 帖、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主回帖共 １４７７ 帖。 将从母体中随

机抽取的新闻 （１０％ ） 及论坛、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全部的主回帖作为分析样本， 分析

单位为澳门媒体关于 “一带一路” 的单篇新闻报道及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的每

一则发帖。

本研究采用 ＤａｔａＭｉｎｅｒ数据挖掘平台为主要研究工具。 该平台提供多种研

究质量保证机制， 例如多个数据库的数据清洗流程、 编码员间信度的前测方

法、 可在线随时监管编码员效率和编码准确度的绩效监督机制， 透过一体化的

６９２

①

②

③

李光： 《百亿市场前景催生网络舆情监测业》， 《凤凰周刊》 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９ 期。
张荣显、 曹文鸳： 《网络舆情研究新路径： 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内容挖掘与分析》， 《汕头

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
张荣显、 曹文鸳： 《网络舆情研究新路径： 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内容挖掘与分析》， 《汕头

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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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监测和分析流程， 力图达到高效、 准确、 广度和深度并重。 其基本的操作

过程包括准备阶段、 编码及质量控制和结果呈现三个部分 （见图 １）。①

图 １　 ＤａｔａＭｉｎｅｒ数据挖掘平台基本操作过程

资料来源： 张荣显、 曹文鸳： 《网络舆情研究新路径： 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内容挖掘与

分析》， 《汕头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 第 １１１ ～ １２１ 页。

（二）类目构建

拉斯韦尔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内容分析法进行定义， 即内容分析法主要检测

谁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了什么， 并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② 根据拉斯韦尔对内

容分析法从传播媒介角度进行的定义， 内容分析法主要是对传播过程中所涉及

的主体、 内容以及态度等进行处理。 从整体上说， 内容分析法中的类目构建是

从 “说了什么” 和 “怎么说” 两个方向来进行设置。③ 其中 “说了什么” 的

７９２

①

②

③

张荣显、 曹文鸳： 《网络舆情研究新路径： 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内容挖掘与分析》， 《汕头

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
Ｌａｓｓｗｅｌｌ， Ｈ ，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Ｂｒｙｓｏｎ， Ｌ （ｅｄ ），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ａ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４８， ｐ １１７．
Ｂｅｒｅｌｓｏｎ， Ｂ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ｆｎｅｒ， １９５２， ｐｐ
１４９ －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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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包括传播主体、 传播内容， 而 “怎么说” 的类目包括态度和评价。 因此，

本研究的类目设置基于以上构建思路， 观察澳门新闻媒体及社交网站中关于

“一带一路” 的报道和网民相关言论， 并侧重于挖掘澳门本土的特色内容， 如

澳门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角色以及对葡语系国家的关注， 将其涉及的主

体、 人物以及政策内容中所涉及的区域、 设计战略、 合作领域设置为类目。 另

外， 从整体态度和细分态度来构建 “怎么说” 的类目时， 本研究设置了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整体态度以及对倡议涉及合作领域的态度两个细分类目，

以进一步探索媒体及网民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情绪。

本研究共设置 ８ 个主要类目， 分别为： ①新闻类型 （只针对新闻媒体）

和内容分类 （只针对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及论坛）； ②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整体评价；

③政治 ／公众人物； ④政府 ／机构 ／组织； ⑤覆盖区域； ⑥ “一带一路” 设计战

略； ⑦合作重点或领域 （７ １ 对合作领域的态度； ７ ２ 对合作重点或领域所

预计产生效果或潜在问题的态度）； ⑧建议。

（三）编码员间信度

在内容分析中， 隐藏在显性信息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背后的隐性信息 （ｌａｔ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如态度或价值观等， 则需要编码员来进行进一步的判断， 多位编码员对

信息进行判断后应达成一致的结论。 不同的编码员对统一信息进行重复测试产生一

致结果的程度称为 “编码员间信度 （ｉｎｔｅｒ⁃ｃｏｄｅｒ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① 为使本次研究结

果更为客观， 本研究通过使用 ＤａｔａＭｉｎｅｒ平台进行编码员间信度测试， 以提高编

码员的测试效率及编码准确性。 我们随机抽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澳门新闻报道及社

交媒体中的评论作为信度测试样本。 共有３ 位编码员 （包括本研究的其中一位作

者） 进行了信度测试， 每位接受信度测试的编码员分别独立完成信度测试样本

的编码。 利用 ＤａｔａＭｉｎｅｒ平台计算霍尔斯蒂指数②， 对 ３ 位编码员进行两两配对，

分别计算编码员信度后再计算平均值。 经过多次矫正， 综合每个变量的信度指数，

所得出的最终信度结果分别为 ０ ９３ （新闻）、 ０ ８４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０ ９０ （论坛）。

８９２

①

②

Ｌｏｍｂａｒｄ， Ｍ ， Ｓｎｙｄｅｒ⁃Ｄｕｃｈ， Ｊ ， ＆ Ｂｒａｃｋｅｎ， Ｃ Ｃ ， “Ａ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４， ３０ （３）， ｐｐ ４３４ － ４３７．
Ｈｏｌｓｔｉ， Ｏ 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Ａ： Ａｄｄｉｓｏｎ⁃
Ｗｅｓｌｅｙ， １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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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发现

本研究结果分别从事件发展趋势、 焦点热词、 支持度分析、 议题综合分布

和交叉分析几个部分呈现。

（一）事件发展趋势

从传播渠道上看， 在平台的网络挖掘数据中， 可区分为新闻媒体和社交媒

体两类。 观察 “一带一路” 信息量发展趋势， 如图 ２ 所示。 从整体趋势看，

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信息量发展趋势基本一致， ３ 月为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两

渠道的共同高峰月， 而 １０ 月及 １１ 月也分别是它们的高峰月。

图 ２　 澳门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关于 “一带一路” 的信息量走势

从区域上看， 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最为关注澳门本土在 “一带一路” 建

设中的发展情况。 当中， ２ 月及 １０ 月对于澳门的讨论最为突出。 由图 ３ 亦可

看出， 相比其他月份， ３ 月及 ５ 月提及香港的次数较多， ３ 月及 ６ 月提及东部

沿海地区的次数相对较多， 而 １０ 月对葡语系国家的关注程度为全年最高 （见

图 ３）。

对数据内容分析后发现， ３ 月因北京举办 “两会”， 较多媒体关注港澳人

大代表在 “两会” 上发表的关于自身地区如何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发展的

言论， 且网民较多转载相关报道。 故此， 该月成为讨论港澳地区的一个高峰。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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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澳门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上 “一带一路” 信息的相关区域分布

注： 图中仅对讨论量较多之月份及区域进行数据显示。

此外， ３ 月行政长官崔世安出访江苏省， 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 两地区签署

备忘录以加强合作， 此事受到部分网民的关注， 因此此月对东部沿海地区的讨

论量相对较高。

５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主持 “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开幕式

时指出， 香港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具有多项独特优势， 还宣布了中央支持

香港建设 “一带一路” 的系列措施。 张德江访港一事引起较多媒体关注及网

民讨论， ５ 月对香港的讨论量达到一个高峰， 仅次于澳门， 且两者间差异不

大。 可见， 新闻媒体及网民对于同样是特别行政区的香港， 在受到中央系列支

持后， 关注程度较高。

６ 月， 较多媒体报道并有网民转载关于粤澳合作联席会议的新闻， 在联

席会议上， 两地签署了粤澳携手参与国家 “一带一路” 建设的合作意向书。

媒体及网民对于此事的关注， 使得该月成为讨论东部沿海地区的另一个小高

峰。

１０ 月， 李克强访澳与澳门举办中葡论坛使媒体和网民关于澳门地区的讨

论量较过往半年剧增。 同时， 媒体和网民对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的

关注， 也让葡语系国家受关注程度达到全年最高。 出席中葡论坛的葡萄牙总理

认可 “一带一路” 倡议， 并愿意推动中葡深化全方位合作。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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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焦点热词

利用 ＤａｔａＭｉｎｅｒ平台生成的词云图， 初步观察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对 “一

带一路” 倡议整体的讨论焦点及关注态度 （见图 ４）。

图 ４　 澳门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上 “一带一路” 相关词云

图 ４ 显示， 新闻媒体及网民最为关注澳门地区经济以及 “一带一路” 倡

议所带来的发展机遇， 且对 “一带一路” 倡议持正面态度的内容也集中于

“澳门” “发展” “经济” 等方面。 从评价上看， 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讨论

情绪主要集中于 “发展” “促进” “支持” “积极” “重要” “加强” 等， 可以

看出新闻媒体及网民对 “一带一路” 倡议是抱有期待的， 并看好该倡议为澳

门带来的发展机会。

针对负面态度， 主要的焦点热词为 “投资” “大陆” “香港” “美国” “沿

线国家”， 可以看出新闻媒体及网民对 “一带一路” 倡议所涉及的投资问题的

担忧， 另外， 对香港地区及沿线国家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发展和合作呈

负面态度， 而社交网络上网民在提及内地对倡议的落实时则缺乏信心。

（三）支持度分析

从整体上来看， 新闻媒体和网民对 “一带一路” 倡议及合作领域的取向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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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完全支持为主， 其次是中立态度。 而网民对两个议题的态度中， “完全不

支持” 的态度较新闻媒体强烈 （见图 ５）。

图 ５　 澳门新闻媒体与社交媒体对 “一带一路” 的态度分析

1 “一带一路”政策

有 ８３ ０％的新闻媒体及 ６３ ３％的社交媒体对 “一带一路” 倡议表示完全

支持， 它们主要认为， “一带一路” 可以推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 与其发展规

划或对外合作战略高度契合、 互补并且可以相互对接。 它们表示会积极参与到

“一带一路” 的建设中去， 把握好建设 “一带一路” 的机遇， 为自己国家或地

区的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另有意见表示， 希望通过加紧基础设施建设、 出台相

应的规划及政策、 强化葡语教育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积极响应国家 “一带一

路” 倡议。

在持 “完全不支持” 态度的媒体中， 新闻媒体所占比例仅为 ０ ３％ ， 社交

媒体为 ９ ６％ 。 网民较多直接表达他们对于政策的负面情绪或不信任态度， 多

数网民没有直接说明具体原因。 部分网民认为 “一带一路” 所经过的沿线国

家中， 大多为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 因此该倡议实现的可能性小。

2 合作领域

有 ９３ ９％的新闻媒体和 ８５ １％的社交媒体对合作领域表示完全支持， 它

们的意见主要包括： 支持在 “一带一路” 的框架下， 结合国家或地区的相关

政策及地域特点， 推动自己国家或地区在某些领域的发展， 或加强区域间的领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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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合作。 领域大致涉及商贸、 金融、 旅游、 文化、 教育、 产能、 会展、 基建

等。 这些意见认为， 抓紧 “一带一路” 建设机遇， 在区域合作中， 各区域发

挥各自的优势， 能够共同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 培养更多相关的优秀人才， 从

而促进经济的多元发展。

新闻媒体 （０ ２％ ） 和社交媒体 （１ ７％ ） 持 “完全不支持” 态度的比例

较小， 主要的反对意见来自网络， 网民主要认为中国对于一些经济基础较差的

国家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 较难产生经济效应。

（四）议题综合分布

1 涉及的主体

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都最关注澳门特区政府 （５０ ９％ ， ５２ ０％ ）， 且谈及

澳门特区政府时， 较多情况下会涉及中央政府。 香港特区政府被谈及次数虽仅

次于中央政府， 位列第三 （４ ０％ ， ８ ０％ ）， 但从其所占比例来看， 明显低于

居第二位的中央政府 （２９ １％ ， ３８ ０％ ）。 尽管如此， 香港作为澳门的邻埠，

且同为特别行政区， 在新闻媒体与社交媒体中， 香港被关注的程度相对较高

（见图 ６）。

图 ６　 澳门 “一带一路” 舆情涉及的政府分布

注： 外环为社交媒体之数据， 内环为新闻媒体之数据。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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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均较多谈及中央政府重视澳门作为重要节点的作用，

支持澳门融入 “一带一路” 的建设， 希冀其能够发挥 “平台优势”， 中央亦表

示看重澳门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作用。

澳门特区政府亦积极响应中央号召， 在首次编制并实施的五年发展规划中

把参与国家 “一带一路” 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 并将其与 “一中心一平台”

建设紧密联系起来。 香港作为除澳门外的另一个特别行政区， 梁振英同样在施

政报告中表明各项落实 “一带一路” 倡议的政策， 包括设立 “一带一路” 奖

学金等。 综上所述， 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均在重要的报告、 规划中明确参与及

建设的决心， 并采取实际行动积极响应。

2 涉及的政治人物

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中谈及最多的 ５ 位人物为中央主要领导人、 特区政府

主要政府官员， 谈及的个别人物， 其职衔与经济关联性强， 反映出新闻媒体与

社交媒体相对较为关注 “一带一路” 倡议与经济相关的部分。 与此同时， 从

谈及最多的 ５ 位人物中可以看出， “一带一路” 倡议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构想，

港澳特别行政区特首均积极响应国家倡议， 参与相关建设 （见图 ７）。

图 ７　 澳门 “一带一路” 舆情涉及的排在前 ５ 位的政府人物

从谈及最多的 ３ 位人物来看， 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中提及最多的人物为崔

世安 （１７１ 篇），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闻媒体中排名第 ２ 位 （４７ 篇）， 在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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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排名第 ２ 位的是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 （４１ 篇）。 可见， 澳门社交媒

体更倾向于讨论与澳门本地相关的人物， 此结论亦较符合认知新闻媒体。

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对澳门特首崔世安谈及最多， 显示出特首崔世安对于

“一带一路” 倡议的认可， 其在与其他省市领导干部的会面中亦积极交流两地

区如何在 “一带一路” 建设机遇下合作发展。

新闻媒体对国家主席习近平、 总理李克强的报道可体现出其希望通过中葡

关系加强 “一带一路” 建设， 包括在中葡论坛中加入 “一带一路” 倡议。 网

民主要聚焦国家领导人对于澳门在 “一带一路” 中支点作用的认可。

3 区域与对“一带一路”态度的关系分析

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均最多提及澳门地区 （１１１５ 篇）， 体现出新闻媒体及

网民对本地区的关注， 其次为东部沿海地区 （３３５ 篇）、 香港 （１９７ 篇） 和葡

语系国家 （１８６ 篇） 及东南亚 （１２４ 篇）。 谈及其他区域时， 较多关注其他地

区与澳门的合作， 当中， 最多提及澳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合作。 此外， 相较社

交媒体， 新闻媒体较多关注澳门与葡语系国家的联系， 而网民较愿意将澳门与

香港相提并论， 探讨两个特别行政区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与东部沿海地区

的共同发展问题 （见图 ８）。

图 ８　 澳门 “一带一路” 舆情涉及的排在前 ５ 位的区域

“一带一路” 倡议涉及的区域中， 被谈及最多的 ５ 个地区均主要对 “一带

一路” 倡议持支持态度 （见图 ９）。

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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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澳门 “一带一路” 舆情中 Ｔｏｐ５ 区域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态度

因澳门近年响应国家号召， 加紧与内地的合作， 尤其是与广东省、 福建

省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合作， 媒体报道便较为关注这些沿海省份的动态， 尤其

在中央批准澳门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的情况下， 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更

为关注合作地区对于 “一带一路” 的态度， 关注其是否与澳门站在同一立

场。

4 区域及合作领域的关系分析

从整体上看， 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对于合作领域的关注程度差别不大， 契

合度较高。 其中， 商贸 （２６１ 篇）、 金融 （２２２ 篇）、 旅游 （１９０ 篇） 三大领域

合作被提及次数较多， 所占比例亦相对较高。 或因为近年澳门在加紧建设

“中葡商贸服务平台” “中葡金融服务平台”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故在潜移

默化的影响下， 上述三大领域的合作受到澳门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关注 （见

图 １０）。

在商贸合作方面， 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关注焦点主要集中于中葡论坛第五

届部长级会议对经贸合作的推动作用。 在金融合作方面， 两者主要探讨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澳门金融产业的发展状况及前景。 其次， 关心如何在区域

合作中促进金融领域的发展。 在旅游合作方面， 两者均主要关注澳门与其他地

区在该领域的合作， 其中最为关注闽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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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澳门 “一带一路” 舆情信息涉及的 Ｔｏｐ５ 合作领域

“一带一路” 提及最多的 ５ 个区域中， 除香港外的其他 ４ 个区域均最关

注商贸领域的合作。 澳门因近年提出建设 “中葡商贸服务平台” 的目标，

故较关注商贸合作， 而与之合作紧密的葡语系国家， 对商贸合作关注程度

亦较高。 东部沿海地区、 葡语系国家、 东南亚与澳门的商贸合作也受到部

分传媒关注。

在澳门促进经济多元发展的背景下， 澳门金融领域的发展成为政府努力推

动的方向。 澳门社会也希望通过其他领域的发展， 逐步摆脱澳门 “一业独大”

的局面。 在金融合作上， 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主要探讨在 “一带一路” 倡议

下澳门金融产业的发展状况及前景。

澳门为推动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的建设， 在 “一带一路” 的框架下，

加强与其他区域的旅游合作。 媒体及网民最关注的就是澳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

合作。 不少媒体、 网民提到澳门特首崔世安、 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分别于公

开场合表示， 希望与福建携手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 亦希望澳门能与福建

联动， 继续加强对外旅游推广和促销， 带动旅游业合作， 发展 “一程多站”

的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 共同拓展国际市场。 除澳门及东部沿海地区最多

提及旅游合作外， 其次就是东南亚及葡语系国家。 有意见对这些区域的旅游产

业发展持乐观态度， 认为随着 “一带一路” 建设的推进， 两地旅游业未来合

作的前景将更为广阔 （见图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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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澳门 “一带一路” 舆情信息涉及的 Ｔｏｐ５ 区域及 Ｔｏｐ５ 合作领域分布

5 对合作领域的预测

商贸、 金融、 旅游三大领域的合作较多受到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的关注。

对于合作领域的预测， 也主要围绕最受关注的合作领域展开。 新闻媒体和网民

对于合作领域的预测及评价相若， 最多意见认为上述三大领域的合作有助于澳

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其次是认为某些领域 （如旅游产业、 传统中医药产业）

的发展可以促进此类人才的培养 （见图 １２）。

图 １２　 澳门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对 “一带一路” 合作领域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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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及网民都较多认为可以从旅游、 金融方面推动澳门经济的多元发

展， 指出特区政府着力打造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特色金融平台， 希望为

葡语系国家及内地 “一带一路” 走出去重点项目提供金融服务。 亦有意见建

议推动 “一程多站” 或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 做好国际旅游经济合作及推广

工作， 加强本澳旅游经济的区域合作， 从而推动经济多元发展。

在人才培养方面， 新闻媒体及网民主要关注中葡语翻译、 旅游产业及传统

中医药产业三类人才的培养。 葡萄牙语是 “一带一路” 建设特别是 ２１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不可替代的主要语言之一， 故此， 中葡语翻译人才的培养被谈

及的次数相对较多。 有关意见主要认为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 澳门作为中

葡的重要桥梁， 未来在金融、 法律等方面的区域合作， 均需要大批优秀的中葡

翻译人才。 澳门拥有特殊地理环境及文化背景， 所以在培养葡语人才方面有其

优势。

在传统中医药产业方面， 有意见希望澳门不断加强人才培养， 以适应中医

药产业发展的需求。①

此外， 亦有经济方面的研究者认为， 澳门有优势作为 “一带一路” 沿线

葡语系国家和中葡之间经贸互动的平台， 并且澳门可和 “一带一路” 沿线不

同国家和地区进行金融合作， 例如到其他地区设立分行或人才互相培养。②

由此可见， 对合作领域的预测主要聚焦于澳门社会关注的金融、 旅游及传

统中医药产业， 而新闻媒体和网民对于相关领域的预测及评价， 体现出其正面

期望， 以及由此引导澳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6 澳门的设计战略对接

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在该议题上意见相若， 均较多关注 “一带一路” 倡

议对澳门建设 “一中心一平台” 的作用， 且相较之下， 更注重对 “平台” 建

设的帮助， 其次才是 “中心”。 而两者虽谈及中葡金融服务平台、 “三个中心”

（中葡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 葡语系国家食品集散中心、 中葡经贸合作会展

中心） 以及人民币清算中心， 但对它们的关注程度远不如 “一中心一平台”，

９０３

①

②

《中医药局与粤澳中医药产业园签合作备忘录》， 《澳门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第 Ａ０３ 版。
《意见认为 “一带一路” 下澳门作为中葡平台具优势》， 澳门电台消息，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ｄｍ ｃｏｍ ｍｏ ／ ｃ＿ ｎｅｗｓ ／ ｒａｄｉｏ＿ ｎｅｗｓ ｐｈｐ？ ｉｄ ＝ ３１８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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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澳门近年着力打造的 “一中心一平台” 受关注程度较高， 澳门亦希望借

此契机， 使其相互配合并推动彼此发展 （见图 １３）。

图 １３　 澳门 “一带一路” 舆情对澳门设计战略的关注情况

关于 “一带一路” 与 “一中心一平台” 的关系， 在澳门特区政府的一些

公开发言及举措中初现端倪。 澳门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 《澳门特区推进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的报告》 结合了国家 “十三五” 规划草案、 “一带一路” 等发展

倡议， 以加快落实 “一中心一平台” 的发展定位。① 亦有意见表示， 特区政府

为优化产业结构， 不断扩充 “一中心一平台” 的战略内涵， 希望为葡语系国

家及内地 “一带一路” 走出去重点项目提供金融服务。② 由此得知， 政府认为

两者间可以相互促进。 根据数据结果， 大部分意见亦与政府持相同观点， 有评

论员明确指出， 澳门未来发展很多环节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 例如 “一带一

路” 建设就与澳门打造 “一中心一平台”、 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有着紧密关

系， 将为澳门提供更多难得的机遇。③ 更有社会团体为促进两者关系付诸实际

行动， 如澳门某团体为了更清楚了解国家 “十三五” 规划及 “一带一路” 构

０１３

①

②

③

《澳门特区政府 ３ ／ １ 已向中央提交多元发展报告》， 澳亚卫视，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ａｓｔｖ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ｍａｃａｕ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 － ３ － １０ ／ ｎｅｗ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７７４５４ ｓｈｔｍｌ。
《特色金融论坛探适度多元》， 《澳门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第 Ａ１０ 版。
《澳借国家优势发展需人大政协建言献策》， 《市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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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与规划， 组织青年前往内地访问， 以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中葡

商贸服务平台，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①

针对其中的 “一平台”， 有部分媒体及网民提及， 澳门特首崔世安曾指出

澳门面对经济调整期， 更需要紧抓 “十三五” 规划、 “一带一路” 建设机遇，

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 发挥好中葡商贸服务平台和 “三个中心” 的作用；② 有

意见认为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务服务平台， 具备实力及条件参与

“一带一路” 的建设， 只要鼓励企业扮演民间外交桥梁的角色， 相信会事半功

倍；③ 亦有研究者认为， 澳门可引导内地的高科技创意型中小企业， 配合 “一

带一路” “走出去” 等， 有助于澳门发挥中葡商贸服务平台的功能。④

从政府及社会的评价中， 同样体现它们较多肯定 “一中心” 对于 “一带

一路” 的作用。 国家商务部部长助理刘海泉建议在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高

峰论坛中， 增加 “一带一路” 建设的内容， 或设立分论坛， 通过建设世界旅

游休闲中心， 加强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交流与联系。⑤ 而澳门特首崔世

安表明澳门根据中央明确指示继续构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希望有机结合

“一带一路” 的战略部署。⑥

五　结语

综合上文研究发现及分析可知， 澳门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对澳门地区的关

注较多， 澳门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发展潜力及其与其他区域在各领域的

合作成为关注与讨论的焦点。 被谈及最多的 ５ 个区域 （澳门、 东部沿海地区、

香港、 葡语系国家和东南亚） 均主要对政策持完全支持态度。 对合作领域关

注的焦点集中于商贸、 旅游和金融。 在澳门设计战略与 “一带一路” 对接方

面， 最注重对 “平台” 建设的帮助， 其次才是 “中心”。 由此可见， 澳门新闻

１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国际青商澳门总会访大连增青企交流觅创业理念》， 《正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第 ３ 版。
《特首吁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利用澳独特优势发展经济》， 《新华澳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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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蓝皮书

媒体与网民重视并看好该倡议为澳门经济方面带来的机会， 澳门亦希望借此契

机， 配合并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

新闻媒体作为信息发布的主导者， 因其在信源、 专业化及权力方面的优

势，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 从人物的议题中可以看出， 新

闻媒体及网民更倾向于讨论与澳门相关的议题。 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可优势互

补， 发挥对舆情的正确引导和客观反映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 新闻媒体应加

强提升新闻的质量， 确保新闻信息的客观、 真实性。

通过对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的挖掘与分析， 可以看出媒体及网民对 “一

带一路” 倡议的关注和讨论， 亦为国家的 “一带一路” 倡议与澳门之间的战

略合作提供了参考。 同时也为媒体日后报道相关议题提供了方向及参考， 并且

为澳门市民了解有关 “一带一路” 倡议的各种报道和评论提供机会。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初试新的舆情研究路径———大数据辅助网络挖掘与内

容分析， 通过系统的、 量化的及客观的研究分析， 得出以上的发现和结论， 未

来或可进一步探索首先从总体数据中进行抽样， 对样本进行编码， 进而利用编

码结果对总体数据中的其余数据进行机器学习得出结果。 这样， 一来可以节省

人工编码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二来可以提高纯粹用机器对总体数据进行自动判

断的准确度； 此外， 在类目的建构、 概念测量及结果解释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深

化。 我们相信， 上述提出的网络舆情研究新路径同样适用于其他学科领域或议

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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