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发展战略 

清华大学社会网络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3 年 1 月 3 日，是一个多学科、跨平台的实

验性合作研究中心。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计算机系和社会学系的紧密合作下，在罗家

德老师、唐杰老师和傅晓明老师以及郑路老师的指导和带领之下，在不断深入探讨已有

研究议题的同时，带着敏锐的问题意识挖掘值得思考的研究现象，围绕着研究中心的核

心研究方法论，成果颇丰，参与了多项研究合作项目，举办 2013 年社会网络分析国际

研讨会（INSNA 会议）以及主办了 2017 Sunbelt 会议，另从 2015 年起每年举办关系研

究国际研讨会。在期刊及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

响。 

同时，中心不断在加强大数据方面的研究的同时，旨在用大数据的分析手段解决社

会的一些实际问题。中心已与中国电信，腾讯微信、中国风险投资产业等资料库合作，

建立起企业-学校的联合合作模式，由企业提供真实的用户大数据，例如电信提供的用

户通讯记录以及腾讯提供的微信日志数据，进行有扎根真相的资料挖掘，通过对这些大

数据的分析，建立起用户个人行为与关系的特征的结构化数据，希望求取用户个人的人

脉、社会资本、移动规律与生活风格等等的个人“图像”，从而分析个人现象的态度与

行为，比如，可以根据电信、微信等数据得到用户群体的流动规律，从而从这些规律中

发现人口流动的特征，找到异常的现象，从而发现潜在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根据人

口流动的规律可以对城市规划提供切实有效地的意见和建议。在与工业界合作的同时，

中心亦在寻求与一些结构化数据库的合作，例如西部各城人口统计资料，使得大数据分

析出来的结果可以结合上结构化数据，从事更进一步的分析，进而更好地解决类似于犯

罪预警，人口迁徙，社会信任等等国家现实问题。 

为了有效推动大数据中的社会计算，从而得到结合大数据与结构化数据的分析，社

会网络研究中心主要目的是发展相关研究方法，并培育相关的人才梯队，建立平台去推

进复杂科学、计算机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之间的合作，这样的合作有利于他们探索

跨学科方法，研究复杂社会网络中的大数据集。 



 
图一、大数据分析下三个学门交叉示意图 

大数据为跨学科研究带来了许多机遇和挑战：各方面交叉的理论知识得到开展，并

且在社会网络的结构、动态的过程和后果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假设、模型和实证研究结

果。为了有效整合数据挖掘、理论建构与动态复杂系统的预测，我们首先需要创建一个

以数据挖掘为出发点的方法论框架。以在线大数据为挖掘对象，可以发现新社会现象，

然后通过各种定性和调查研究，解释这些发现，这将进一步帮助我们揭示社会实际情况，

并验证理论假说。最后，基于被验证的理论可以建立包括人类行动和网络结构的共同演

化模型。跨学科的方法利用在此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动态网络模型，从而预测社会

系统非线性演化的轨迹。研究在数据挖掘、理论建构与动态复杂系统的预测一轮又一轮

进行，使我们能对非线性发展的社会系统中涌现的新生社会现象有所解释与预测。简单

来说，如下图所示，这有赖于一个研究流程从大数据挖掘理论诠释田野调查建立

并验证理论模型建立动态网络及动态系统模型预测新的事实，往往一轮又一轮的理

论与大数据挖掘的对话，以及定性定量方法的交互使用，才能完成研究。现有研究方法

按原有学科思路的分析方法不能适合这样跨学科整合的需要。 

 

 

 

 

 

 

 

图二、基于大数据分析而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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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目标是，通过推进一系列项目，以培养不同研究背景的学生，让他们不同的

专业领域在方法上和实质上交流、整合并相互印证发明。依靠这样的跨学科培训学生以

及联合研究的方法，我们可以期待大数据领域的新发现以及社会网络研究方面的大进展。 

同时，为了中心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人才队伍的良性培养，我中心拟对人才进行梯

队建设。我们期望形成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的人才梯队建设格局，希望人

才从助理研究员开始，加倍努力，潜心做好研究工作，逐渐成长，成为中心的骨干力量，

为中心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