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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 网络分析 因 为 其独特 的理论视角 和分析方法 ，在社会学 、 经

济学 、政治 学 、传播学 、计算科学 、公共健康等领域得到 广 泛关注

和运用 。 网络社交平 台 的兴起和随之产 生的 海量 关 系 数据的 出

现 ，
为社会 网络分析带来 了 空前的机遇 。 其一 ， 海量社交数据为

解答 网络分析 中 的 经典 问题提供 了 更 高精度 、更 完备的数据来

源
；其二 ，

网络平 台使大规模的 随机控制 实验成为 可能 ， 有利 于做

出更有说服力 的 因 果推断
；
其三 ， 推动 学术界对互联 网 的社会后

果等诸 多 新的 问题的提 出 和研究 。 本文通过大量 实例就这三个

观点展开论述 ，彰显大数据将社会 网络分析带入 了
“

黄金时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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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分析是近年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之
一

。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和数据分析方法 ，社会网络研究从社会学 、心理学和人类学

中萌芽 ，
经过与数学 、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交融 ， 已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

领域 ，除上述学科之外 ，在政治学 、 经济学 、传播学 、管理科学 、公共健康等领域

也得到广泛的应用 。 在过去的 １ ０ 年里 ，移动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普及为社会

网络分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 微信 、微博 、 脸书等网络社交平台催

生和记录了人际互动的海量数据 ， 为研究社会网络的重要问题
——例如动态

网络和因果推论 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来源 ， 同时也为运用新的研究方法

（例如实验方法 ）提供了可能 。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原有的学术传统和方法带

来了冲击 ，在学界中也产生了不少对大数据的质疑 。 其中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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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大数据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知识？ 本文以社会网络分析为例 ，论

述网络社交媒体及大数据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推动 了该领域的发展 ：

一是能

更精确地解答经典问题 ；
二是让大规模的随机控制实验成为可能 ，从而作出具

有说服力 的因果推断 ；
三是引发新的研究议题的提出和探索 。 在对这三个方

面进行论述之前 ，本文先对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前提进行
一

个概

要性的介绍 。

一

、 社会网络分析的独特视角

一般而言 ， 网络是指节点 （ｎｏｄｅ ）和节点之间的关系 （ ｔ ｉｅ）组成的集合 。

“

节

点
”

在社会网分析里一般指行动者 ， 比如个人 、群体 、组织 ，也可能是城市或国

家 ，甚至是某些更为抽象的事物 ， 例如文章或专利 。

“

关系
”也可能有多种形

式 ，最常见的是人际关系 ， 由此构成朋友 网 、讨论网 、拜年 网 ，也可 以是物理空

间上的接触 ，
从而构成交通网络 、计算机网络等 。 总之 ，在更宽泛的层次上 ， 网

络的研究也被看成是一切互动形式的研究 ，从信息交流 、情感支持 、贸易往来 、

信用与资金的流动 、到疾病的传播 、创新与文化要素的扩散 ，都可 以作为网络

分析的研究对象 。

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范式 ， 网络分析有两个隐含的理论前提 。

一

是 比起

节点 自身 的特征或属性 ，节点之间的关系对节点的影响同样重要 ， 在某些时候

甚至更大 。 个体之间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相互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常识 ， 但在理

论世界中却往往被忽略 。 例如 ，经典经济学中 的
“

理性经济人
”

就被定义为以

追求效用最大化为 目标的
“

原子化
”

个人 。 同样 ，作为概率统计中 的独立 同分

布假设 （ ｉ ． ｉ ．ｄ ）
，也要求观测值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 再如 ，早期的教育学研究通

常是用学生的
一

系列个体属性 （例如性别 、 年龄 、教育期望 、 父母的教育程度 、

职业、收人等 ）来解释学业成绩和升学几率 ； 后来受到对小群体和网络研究的

影响 ，研究者发现学生在课外和谁
一

起玩耍 （ ｐｅｅｒｇｒｏ
ｕ
ｐ ） ， 以及学校所处社区

的社会资本多寡 （Ｃｏｈｅｎ
，
１ ９７７

；Ｃｏ ｌｅｍａｎ
，
１ ９８８ ） ，对学生的学业成就同样有着

重要影响 。 人际影响的重要性在市场和营销研究里也 日 益受到关注 ，研究者

发现影响消费倾向和购物选择的因素 ，
不仅仅是消费者的年龄 、性别 、教育 、收

人和职业等个人特征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朋友或参照群体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

ｒｏｕ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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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什么和买了什么 。 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市值达到近 ５０００ 亿美元？
，并不在

于它将人们社会交往的方式从线下搬到 了线上 ， 而是因为这个社交平台及其

产生的数据对广告投放精准度和销售转化率的提升 。 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

（Ｚｕｃｋｅ ｒｂｅｒｇ）在接受美国《商业周刊 》的采访时曾一针见血地指 出 ，

“
一个广告

商可能创作出世界上最有创意的广告 ，但对可 口 可乐来说 ，让你了解到你的朋

友们 非 常 爱 喝 可 口 可 乐 ， 是 这 家 公 司 能 够 获 得 的 最 有 力 的 支 持
”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ｅｅｋ ，
２０ １０） 。 我们也可以扣心 自 问 ， 自 己选择用什么品牌的手机或

电脑 ，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周围朋友 、同事的影响 。

网络分析的另一个理论前提是 ：节点 的行为不仅受到 与之直接关联的节

点的影响 ， 同时也会受到该节点在整个网络所处的位置以及网络整体结构特

征的影响 。 例如 ，

一个人是处在朋友网的中心或边缘的位置 ，反映了该个体在

群体中的地位和声望高低 ，影响着个人获取资源或信息 的便捷度 。 对该个体

同样重要的 ，是与她具有朋友关系的其他个体之间 ，在多大程度上也相互认为

对方是朋友 。 研究表明 ，如果
一

个人的好朋友之间并不认为对方是朋友 ，则会

对该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Ｂｅａ ｒｍａｎａｎｄＭｏｏｄｙ ，２００ ４ ） 。 此外 ，

一

个网络的密度高低 （即节点间两两发生关联的程度 ）
，会影响资源或信息在网

络中扩散的速度 。 在社会网络中 ，密度的高低还反映 了这个群体的团结程度

（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 以及群体信任度的髙低 ， 同时还影响到群体规范得以贯彻的

可能性 。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 ， 由于个体有 目 的的行动总是嵌人在具体的 、 不断

演进的社会关系之中的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ｏｒ
，
１ ９ ８５ ）

，能够反映和测量这些社会关系

的社会网络 ，就在微观的个体行动者与宏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之间搭建了
一

个尤其关键的中观层面 （ｍｅｓｏ
－

ｌｅｖｅ ｌ）的联系机制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ｏｒ ，
２０ １ ７ ） 。

在网络分析的研究中 ，数据的获取是关键 。 在网络大数据成为可能之前 ，

绝大多数的网络数据来源 于两个渠道 ，

一是 以传统的抽样调查为手段 ， 采用

“

提名法
”

（ ｎａｍｅｇｅｎｅｒａ ｔｏｒａｎｄｎａｍ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 ）来测量以被访者为 中心的

个体网 的构成 。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获得较大规模的样本 ，但不能得到个

体所处的整体网络的特征 ，从而局限了网络分析的应用 。 另
一

个数据来源是

对
一

个规模相对较小的群体 （从几十人到几百人 ）中 的所有个体的网络关系进

行测量 。 这种方法使整体网分析成为可能 ，但缺点是工作量巨大 ，无法推广到

① 脸书在２０１７年１ ０月５日 的市值 为４９ ７０亿美元 。 ｈ ｔｔ
ｐｓ

： ／／ｙ
ｃｈａｒｔｓ ． ｃｏｍ／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ＦＢ／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ａ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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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群体的研究中去 。 大数据的出现则提供了新的规模巨大的整体网数据

来源 ，研究者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解答一些原先因缺乏数据而无法回答的问

题 。 其次 ，社交网络平台的流行还为利用这些平台开展随机控制实验提供了

可能 ，从而为因果推论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 最后 ，人们对移动互联网的 日

益依赖还引发了许多新的 、有趣的研究问题 。 本文接下来从这三个角度 ， 结合

三个案例来彰显大数据给社会网络分析带来的机遇 。

二 、 利用大数据解答经典问题

“

距离
”

是网络分析中 的
一个基本概念 ， 指的是连接两个节点的最短路径

的长度 。 经典的
“

小世界现象
”

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 ，如果世界上的大多数人

都能通过
一个朋友或熟人网络联系在一起的话 ，那么这个网络中 的任意两个

人之间的平均距离是多少？ 为解答这个问题 ， 美国 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

（ Ｓｔａｎ ｌｅｙＭｉｌｇｒａｍ）设计了一个实验 ，把这个问题进行了巧妙的转化 ：如果让一

个住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人把一个包裹通过她的熟人 ，
以及熟人的熟人寄到

一

个住在马萨诸塞州 的陌生人手中 ，这个包裹需要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多少次 ？

（Ｍｉｌ
ｇｒａｍ ，

１ ９６７ ）米尔格拉姆招募了２ ９６ 名实验参与者 ，告诉他们包裹最终是

要寄给一个住在波士顿郊外某个地址的股票经纪人 。 为了达到这个 目 的 ，参

与者可以把包裹寄给他们认识的最可能帮助他们达成 目 标的亲朋好友 ，并嘱

咐对方也遵循同样的办法 ，
以此类推 。 最终 ，这 ２ ９６ 封包裹有 ６４ 封成功通过

熟人链条寄到了那个波士顿的股票经纪人手中 ，这些成功路径的中位值是 ６ 。

２０ 多年后 ，这一研究发现在一部话剧里被演绎成
“

六度分隔理论
’’

（ ｓｉｘ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ｓ印ａｒａｔ ｉｏｎ ） 。 它告诉人们 ，你不仅可以通过朋友与这个世界相当大的一部

分人有联系 ，而且你和这些陌生人之间的距离短得惊人 。 这也难怪当我们在

社交场合发现和初次见面的某人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时 ， 都会由衷地感叹一句
“

世界好小啊 ！

”

然而 ，从上面对实验过程的描述 ，我们不难看到
“

六度分隔
”

的结论是有很

大问题的 。 首先 ，这个数值是仅仅基于送达的 ６４ 个包裹而得出的结论 ，其他

２３０ 多个未成功的信息则被忽略掉 了 ， 因此六度分隔可能被低估了 。 其次 ， 即

使是这些成功送达的包裹 ，我们也无法知道它们经过的路径是否是最短的 ，受

此影响 ，
六度分隔又有被高估 的可能 。 尽管社会学家邓肯 ． 瓦茨 （Ｄｕｎｃａｎ

Ｗａｔｔｓ ）和他的导师史蒂文 ？ 斯托加茨 （Ｓ ｔｅｖｅｎＳｔｒｏｇａｔｚ）于 １ ９９ ８年在《 自然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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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上证明了六度分隔的数学原理 （Ｗａｔｔｓ ＆ Ｓ ｔｒｏｇａｔｚ
，

１ ９９ ８ ） ， 对小世界现象痴

迷的瓦茨在 ２００２ 年和他的两个合作者再做了
一

次米尔格拉姆的实验 。 这次

是将参 与 者扩 大到 全球 ， 用 电 子邮件替代 了 原实验 中 的包裹 （Ｄｏｄｄｓ
，

Ｍｕｈａｍａｄａｎｄ Ｗａｔ ｔｓ
，
２０ ０３ ） 。 研究者在全球招募了

６ ．１ 万名电子邮件使用者 ，

要求他们通过熟人 ，
以 电邮为媒介联系到在全球范围 内随机抽取的某个 目标

人 。 这个实验得到的结果也再度证实了六度分隔的结论。 比照米尔格拉姆最

初的实验设计 ，瓦茨的再次尝试同样无法克服上面提到的两大缺陷 ，直到大数

据的出现。

２ ００ ６ 年 ，
两位研究者获得当时使用微软实 时通信软件的 ２ ．

４ 亿活跃用户

的数据 ，他们将在一月之内有过对话的两个账户之间定义为熟人关系 ，从而获

得了
一

个熟人关系的整体网络 。 这个新的数据源克服了信息缺失的问题 ， 同

时也能甄别 出两个用户之间的最短路径 ，从而计算 出了用户之间 ６
． ６ 的平均距

离 。 而脸书公司在 ２０１ ２ 年发表的
一

份研究报告 ，则告诉世人脸书用户的平均

距离为 ４ ．７４ ，并且随着脸书用户量的增加 ，用户间的平均距离还有缩小的趋势

（ Ｂａｃｋｓｔ ｒｏｍｅｔａｌ ．２０ １ ２） 。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 ，
网络大数据的 出现让我们对

“

小世界现象
”

这
一经典问题的研究和深人成为可能 。

三 、 社交平台使大规模的随机控制实验成为可能

在社会科学的 因果推断中 ， 随机控制实验是黄金标准 。 尤其是当样本量

足够大时 ，随机误差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 随机化的过程保证了除 自变量 （也称

处理变量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ｖａ ｒｉａｂｌｅ ）之外的其他变量不会对因变量造成影响 ，从而

建立起 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某种因果性联系 。 ２０１２ 年发表在《 自然 》杂志的

一项堪称经典的文章里 ，研究者采用了随机控制实验的研究设计来检验和测

量人际网络对投票行为 的影响程度 （ Ｂｏｎｄｅ ．ａ ｌ ．
，
２０１２ ） 。 在 ２０ １０ 年 １ １ 月 ２

日美国 国会选举投票 日 ，研究者与脸书公司合作 ， 将当天使用 了脸书的 、身处

美国 、并达到法定投票年龄 （ １ ８ 岁 ） 的 ６１０ ０ 多万用户 ， 根据其是否接收到与选

举相关的信息及何种信息 ， 分成了 三个组别 ： 即
“

社交消息 （ ｓｏｃｉａ ｌｍｅｓｓａｇｅ ）

”

组 、

“

资讯消息 （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ｓｓａｇｅ）

”

组或控制组。 被随机划分到控制组

用户 的
“

新闻推送 （ ＮｅｗｓＦｅｅｄ）

”

栏中不会出现与选举相关的任何信息 ；

“

资讯

消息
”

组的用户会在新闻推送栏的顶部收到一则鼓励他们投票的信息 ， 同时还

包括了一个指向本地投票站地理信息的链接 ，

一个报告
“

我投票了
”

的按钮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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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已有多少脸书用户报告已投过票的数字广社交信息
”

组的用户在
“

资讯消

息
”

组用户收到的上述信息之外 ，额外增加了她的脸书朋友里报告已经投过票

的 ６ 位朋友的头像照片 。 研究者关注的是这三组用户在三个方面的行为数

据 ，

一

是点击
“

我投票了
”

的按钮 ，
二是点击提供投票站地理位置的链接 ，三是

经过线下数据核实的该脸书用户是否真正投过票的信息 。

分析发现 ，和
“

资讯消息
”

组的用户相比 ，

“

社交信息
”

组的用户在看到报告

已经投票的朋友的照片后 ，按
“

我投票了
”

按钮的概率会增加 ２ ．
０８％ 。

“

社交信

息
”

组的用户点击投票点信息的概率也比前者高 了０ ． ２６％ 。 这表明人际影响

比单纯的信息更能够引发人们的投票倾向 。 在与公开的投票纪录进行对照之

后 ，发现接收到
“

社交信息
”

的用户的实际投票率比未接受到任何信息的控制

组用户 的投票率高 ０
． ３９％ ， 比接收到

“

资讯信息
”

的用户 的投票率也高 出

０ ． ３９％ 。 换句话讲 ，资讯信息在鼓励大家实际投票的行为上 ，并没有任何影

响 ，而了解到你的脸书朋友报告投票了 ，则会对个人的政治 自我表达 、信息搜

集和真实世界的投票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 。 据估计 ，脸书上的
“

社交信息
”

直

接增加了
６ 万投票人 ，间接增加 了２ ８ 万投票人 ，总计增加了３

４ 万选票 。 进
一

步的分析还根据用户间互动的频率对强关系和弱关系进行了 区分 ，发现强关

系的朋友虽然仅占脸书里所有朋友关系的 ７％
，
但几乎所有增加的投票行为都

只能在强关系中才能得以实现 。 这进一步验证了强关系传递影响 、弱关系传

递信息的假设 。 这一涉及６ 
〇〇〇万脸书用户的空前巨大规模的随机控制实验不

仅使人信服地验证了线上社交信息对于政治参与的 因果效用 ， 而且提供了在

社交平台上运用实验方法以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 。

四 、 大数据激发对新问题的研究

当今世界 ，政治价值倾向 的极端化 日 益突出 ，引发社会的分裂与动荡 。 研

究者将 ２００ ４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政治性博客的网络结构进行了分析 ，展现了

一

个两极化的政治博客空间 （Ａｄａｍ ｉｃａｎｄＧ ｌａｎｃｅ ，２０ ０５ ）
。 支持共和党候选

人的博客和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博客之间鲜有对话和交流 ， 更多的是本阵营

内部的 自说 自话 ，
两大阵营甚至在关注和讨论的新闻和议题上也大相径庭 。

虽然政治倾向两极化趋势的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原因 ， 人们也不禁在思

考上述对网络空间的研究是反映了美国政治的两极化 ，还是网络工具 （尤其是

推荐系统 ）的存在也促进了这一过程的发展 。 换句话说 ，
互联网的存在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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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公众提供了更丰富 、更多元的观点和信息 ，从而使人们变得更加开放和宽

容 ，还是让公众更容易找到和接触具有相同观念的人或信息 ，从而使他们的已

有观念更容易被强化 ， 变得更加的 固执和保守 ？ 尤其是互联网公司普遍使用

了基于用户行为偏好分析的推荐系统 ，这是否会强化人们所接触信息的同质

化和单一化？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 ，笔者与搜狐新闻客户端合作 ，分析了该公司 １ 亿用户

历时半年的阅读行为数据 （Ｚｈａｎｇ ，
ＺｈｅｎｇａｎｄＰｅｎｇ ，２０ １７） 。 我们的研究问

题是 ，在推荐系统的作用下 ， 随着时 间的推移 ， 用户阅读的新闻主题是更加多

元化 ，
还是相反 ？ 分析发现 ，在控制 了总体内容多样性 （用新闻标题的词法共

现网的传导性来测量 ） 的条件下 ，新闻客户端用户阅读种类的多样性随时间在

降低 。 这一发现与《科学 》杂志 ２０ １ ５ 年发表的一项对脸书用户的研究相互呼

应 ，该研究发现 ，在算法排序的作用下 ，脸书用户所接触到 的内容在意识形态

维度的多样性在逐渐降低 （ Ｂａｋｓｈｙ ，
Ｍ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Ａｄａｍ ｉｃ２ ０１ ５ ） 。 因此 ，不论

是社交媒体 ，还是网络新闻媒体 ，推荐系统的使用都会起到降低用户阅读内容

多样化的作用 。 我们的研究还对不同性别进行了比较 ，发现与女性用户相比 ，

男性用户阅读内容多样性随时间降低的趋势较女性小 。 对性别差异 （ 以及社

会阶层差异 ） 的解释 ，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 我们的研究揭示 ，对互联网公

司而言 ，完全按照用户偏好来设计推荐系统 ，从长远来看反而会减少用户使用

该应用阅读新闻的总量 ，从而有损其商业利益 。 对整个社会而言 ，新闻推荐系

统导致的 自我强化机制则可能导致新闻受众的碎片化和价值取向 的极端化 。

这个例子说明大数据的时代不仅给研究者提供了更高精度和准确度的数据 ，

还促发了我们对新产生的研究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

五 、 结论

从上文的介绍和论述可 以看到 ，社会网络分析有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和研

究方法 ，它与方兴未艾的网络社交媒体具有天然的亲和力 。 后者产生的海量

数据以及作为潜在的研究平台 ，不仅将促进社会网络分析的进一步发展 ，而且

对推动计算社会科学 、甚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

这一序幕才刚刚拉开 ，我们窥见的只是精彩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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