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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我国社情民意研究的新探索
——评《大数据时代社情民意研究与应用》

陆 杰 华

自古以来，民本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

理念之一，儒家更是自先秦以来就有重民、爱民、保民、养

民的思想传统，正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

天下”。时至今日，“得民心”依然是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应有之义和关

键一环。毋庸置疑，民心是一个抽象概念，其具象为社情

民意。社情民意从本质上讲是人民利益、民心所向，既全

面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客观情况，也从不同层面包含了广大

民众的主观意愿。要得民心，先听民意。古有采风官摇着

木舌铜铃走村串户、深入百姓家中听取民声民意的做法，

今有党政机关在城市管理、政绩考评、国家立法等方面引

入民意调查的成功经验，广大民众也能够依托信息技术在

多种社交平台表达利益诉求、提出意见建议。值得欣慰的

是，近年来我国在社情民意收集渠道与范围上更加多元和

广泛。河北大学社情民意研究院执行院长贾志科教授和

河北省资政社情民意研究院院长梁永生长期致力于社会调查方法和社情民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近期，两位作者牵头撰写出版的《大数据时代社情民意研究与应用》（武汉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一书

立足于大数据时代，深入考察和细致剖析了社情民意的研究与应用，为当下乃至未来社情民意领域的

研究拓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通观全书，作者引导读者深入了解社情民意研究的建构历史，解析当下社情民意数据的收集、分

析与撰写过程，特别是探讨了在大数据时代民意研究中价值呈现、队伍建设、风险防范等关键议题，显

示出作者对社情民意研究对象的精准把握以及对时代命题的积极回应。概括而言，该书在三个方面

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第一，在研究视角上，一改以往系统论、信息论的传统视角，采用社会变迁、数字时代的新视角，拓

宽了社情民意的研究范畴。从已有成果来看，学界对社情民意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学、新闻学、传播

学等领域，尤其偏重于调查方法的理论探讨，对社情民意研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重视不够。随着

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群众利益诉求、意见表达及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社情民意已成为我国政治民

主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应用性价值愈加凸显。

在这一背景下，该书针对社情民意调查的应用范式进行了重点探究，认为民意研究能够实现党群联系

的协调统一，促进政策下达和民意上传，具有独特的联系纽带价值。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运用大

数据分析技术对社情民意信息进行深层次挖掘和精准化识别，不仅可以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深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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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情民意研究的现实应用，拓展和丰富社情民意的研究范围，而且一定程度上还能够为我国政府治理

与改革、民主协商等研究领域提供有益启发和借鉴，有利于提升民意研究效率，并辅助进行科学决策。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该书采用案例分析法将微观研究拓宽至宏观范畴，建构起系统性的逻辑链

条。尽管社情民意研究现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依然存在一些局限，如国内关于社情民意的研究主要

停留在宏观层面，缺乏对社情民意数据信息的深度挖掘以及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全面探究。该书从重

新明晰我国社情民意的基本问题出发，借助诸多案例，对大数据时代我国社情民意研究的调查流程、

现实应用等内容进行了逐步分析，并以这些个案作为宏观研究基础，详细论证了当代社情民意研究的

发展趋向。尤其是在社情民意队伍建设、构成异质性和认识复杂性等关键性问题上的探究，有效弥补

了微观层面研究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贯穿全书的案例分析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这些案例均为近年

来极具典型的真实案例，其中不仅包含了各类优秀案例，也有失败案例，如“拖星”干部拖垮基层。正

是借助这些案例，该书对具体而微小的问题加以观照，以微观研究透视宏观问题，在以小见大、见微知

著中把握对研究对象的剖析，为洞察民意、社会治理提供了的发展方向。

第三，在学术观点上，该书提出了许多颇具新意义且富有创见的看法。社情民意信息不仅能够获

得真实民情、辅助科学决策，在预判风险、提供前瞻性视角等方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不可

否认的是，其在大数据背景模式下的现实应用同样也会存在诸多潜在问题。比如，社情民意一旦上升

为网络舆情，政府的应急能力和水平势必会面临考验。对此，该书将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变动分为潜伏

期、爆发期、蔓延期三个阶段，并提出政府在不同时期应在主动防范、常态监控、信息公开、共同治理、

善用媒体等方面对网络舆情采取相应的引导和管理方式。再比如，在探究社情民意的未来和发展趋

势时，尽管政府能够凭借大数据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更加精细化地治理社会，效率会大幅提升，技术治

理将成为国家治理的良术，但是民意调查终究无法避免涉及个人隐私保护的伦理道德问题。为此，该

书提出了既要在主观方面增强伦理道德的风险防控意识，又要在客观方面完善技术支持和保障机制。

可见，该书立足于大数据时代社情民意调查的实际应用，关照我国社情民意研究的既有成果和现实国

情，对新形势下的民意研究形成了客观判断与理性认知，体现出对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社情民意理论

体系、应用体系的学术自觉和自信。

总之，该书通过精心论证和深入剖析，及时回应了大

数据时代社情民意研究路径的时代命题，为学界研究社情

民意调查提供了一种全新研究范式。作者在书中展望我

国未来民调发展之路时所提出的那些引申思考，是每一个

关心中国社会发展的人必须直面的大问题、真问题，也必

将引发我们对社情民意研究进行新的探索。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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