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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摘 要】本研究根据在2016年搜狐新闻客户端的服务器日志中提取的190万条新闻浏览数据，利用

Mini Batch K-Means分类法、决策树机器学习算法以及逻辑回归分析等方法，从时间演化层面探究移动媒体

时代用户新闻消费时间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移动媒体时代用户新闻消费时间模式呈七种类型，分

别为“全天活跃型”“早晚双峰型”和其他五类单峰型的时间模式；较传统新闻消费时间模式产生了新特

点，但同时也保留了部分传统新闻消费时间模式。此外，本研究发现，用户的生活方式以及新闻浏览频度等

因素对用户新闻消费时间模式产生显著影响。本研究从人类行为习惯的重要维度——时间入手，采用“频数

序列”指标有效地测量了移动新闻消费习惯；检验了媒体习惯理论在解释用户移动媒体信息消费行为层面的

适用性；并为移动新闻产品改进实践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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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媒体新闻消费时间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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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随着新媒体、大数据和计算方法的发展，计算传播学作为一种
新的研究取向（research approach）开始在传播研究领域兴起。所谓计算传播
学（或计算社会科学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是以网络分析、文本挖掘、数据
科学等为主要分析工具，大规模地收集并分析人类传播行为数据，挖掘人类
传播行为背后的模式和法则，分析模式背后的生成机制与基本原理。近年来，
计算传播研究范式在国内外传播学领域逐渐获得认可。2016年，国际传播学会
（ICA）成立“计算方法”（computational methods）兴趣小组；2018年，中国
新闻史学会计算传播学研究委员会成立，并召开了第一届计算传播学年会；同
年11月，该领域教材《计算传播学导论》出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组织了
本期“大数据与计算传播研究”专题，包括了三篇经过严格匿名评审和修改后
被接纳刊载的稿件。这三篇论文分别利用经验数据，探究了传播研究中的重要
议题，包括移动新闻消费行为、意见表达中的“沉默的螺旋”以及在线评论的
有效性。在研究方法层面，这三篇论文分别运用了用户行为分析的历时性分
析、多主体建模、神经网络建模等多元方法，具有研究方法上的借鉴意义，供
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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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移动技术的发展使得移动阅读方式迅速普及，冲击着传统阅读行业。人们的阅读习

惯和阅读内容可能会随之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首先，相对于传统媒体的新闻，移动新

闻生动形象、快速及时且交互性强，已经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来源。其次，移动媒

体解放了新闻的时空壁垒，使得人们的新闻阅读行为较传统新闻阅读在时间层面更为自

由（赵琴、安萌萌、傅沛蕾、吴翊、安芳，2013）。

然而，技术的变革是否使得人们的新闻消费行为发生了变化？学界鲜有实证研究对

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对这一问题的经验性回答，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从理论视角

来看，经典的媒介信息消费理论是否能够阐释技术变革时代人们基于新的媒介形式的信

息消费行为，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从实践角度讲，移动终端时代，以用户为中心的

个性化信息需求对新媒体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用户信息消费行为模式的研究为移

动新闻服务平台的改进（如为用户提供更精准更及时的服务和产品）提供指导依据。

目前，国内有关移动新闻阅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移动新闻媒介的技术特征与用户采

纳行为。前者重在讨论移动终端技术（例如，移动终端技术发展现状和盈利）；后者重

在探究用户的媒介采纳行为（例如，用户体验、使用现状实例等）。然而，既往研究通

常只涉及单一时间点下的有限数量用户；而鲜有文章对用户移动新闻的消费特征和行为

习惯进行历时性探究，特别是对于新闻消费的时间规律进行分析。

基于此，本研究从人类在线行为的重要维度——时间入手，分析移动媒体时代用户

新闻消费时间模式。具体而言，本研究以2016年7月13日至12月31日搜狐新闻客户端的

服务器日志中提取的190万条新闻浏览数据为对象，利用Mini Batch K-Means分类法、

决策树机器学习算法以及逻辑回归分析等方法，实现对用户移动新闻消费时间模式的分

类和描述，进而阐释导致用户新闻阅读时间模式差异的基本原因，从而为研究人类移动

新闻消费行为的时间规律提供参考和依据。

二、媒体新闻消费时间路径

国内外关于人类行为时间模式的研究主要有如下三种路径。人类行为时间模式的

研究路径之一是，对持续时间长度的分析。人类行为持续时间长度测量的优点在于直

观（Douglas & Hariharan，1994），如对于传统媒体电视用户，通过分析其收视行为

持续的时间段更容易观测用户收视行为的变化（Webster，1985）。人类行为持续时

间长度分析的另一个优点是它适用于对长期习惯性行为的研究（Becker，Grossman & 

Murphy，1994；Chaloupka，1991）。但缺点是，持续时间分析需要收集人类行为的持

续时间作为基础数据，而行为持续时间的收集难度较大（Dougla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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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行为时间模式的研究路径之二为对行为频次的分析，即单位时间的行为次数

特征。对行为频次的分析可以更直观地描述用户在不同媒体上花费时间的比例并进行比

较（Rideout，Foehr & Roberts，2010），尤其适用于多种消费行为之间差异的比较

（David，Xu，Srivastava & Kim，2013）。

人类行为时间模式的研究路径之三是对行为时间序列的分析，即通过选择一定的

时间颗粒度，总结行为的时序规律（Wang & Tchernev，2012）。该方法适于进一步

分析受众行为习惯的特征及模式（Webster，1985）。一般时间序列包含几种基本要

素：行为发生的数量、行为发生时间和空闲时间的长度等（Arlitt，2000；Eagle & 

Pentland，2009）。时间序列不仅会在不同人之间变化，相同的人在不同时间所产生的

时间序列也存在较大差异（Zhu，Chen，Peng，Liu & Dai，2017）。因此，通过时间序

列可以直观观察每个用户的行为时间模式。

本研究拟通过对于移动新闻阅读时间模式的研究，分析用户的新闻消费习惯。首

先，根据用户一般阅读习惯的经验，总结一天24小时内每个时段的新闻浏览频次。具体

而言，本研究认为，移动新闻消费习惯是每个用户长时间重复习得的行为，表现为其行

为频次随时间呈现出一定的演化规律。本研究因而将用户在数据记录期间每天的新闻浏

览行为投射（Projection）在24小时“日时间”轴内，对这种重复行为模式进行研究。此

外，由于每个用户新闻浏览频次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采用“频数序列”的测量方法，

即用户在一定时间颗粒范围内的浏览频次所占比例，探讨用户的新闻消费时间模式。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问题

（一）用户的媒体新闻消费习惯

“习惯”指行为模式变得自动化和常规化，最终成为“习得”状态（Stone & 

Stone，1990）。在行为主义传统理论和心理学理论中，习惯等同于行为的频率（Hull，

1943；Triandis，1977、1980），它通过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进行重复的行为习得

（Wood et al.，2002；Verplanken & Wood，2006）。习惯为正常生活提供流畅性保

障，因而人在面临新的环境时有迫切形成习惯的需求（Aarts & Dijksterhuis，2000；

Betsch，Haberstroh & Hohle，2002）。

用户长期的媒体信息消费行为是一种“习惯的养成”（Oulasvirta，Rattenbury，

Lingyi Ma & Raita，2012）。例如，Ouellette和Wood在1998年的研究揭示了习惯是媒

体使用行为强有力的决定因素（Ouellette & Wood，1998），超过半数的媒体行为都是

习惯性的（Wood，Quinn & Kashy，2002）。每个用户的媒体信息消费行为是一个个重

复的相似的任务时间序列（Oulasvirta et al.，2012）。因此，在线信息消费行为的

多次重复可以被定义为媒体采纳行为习惯（LaRose，2010）。既往研究表明，传统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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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信息消费时间模式主要有“早上型”“晚上型”“中午型”和“早晚型”四种时间模

式（J. H. Zhu et al.，2017；Jiang et al.，2012；B. Gonçalves & J. J. Ramasco， 

2008）。

从这个意义而言，本研究定义用户新闻消费习惯为用户在一定时间内多次重复的

新闻阅览行为呈现出的固有时间模式。换言之，用户在一定时间段内新闻消费行为的

频次变化模式，是对其新闻消费习惯的定量化描述。本研究收集搜狐移动新闻客户端

111,003名用户在一段时间内的多次新闻消费行为，描述、探讨和挖掘用户新闻消费的

习惯特征。具体而言，本研究首先定量刻画在一定时间颗粒度内每个用户单位时间内的

新闻消费频次。本研究进而探究，不同用户的新闻消费习惯是否具有某种规律性差异，

从而表现为新闻消费行为时间模式的差异。由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一：用户的移动媒体新闻消费行为的时间模式是什么？

（二）移动媒体新闻消费时间模式的影响因素

人的时间、空间特征和移动媒体信息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Eagle，

Pentland & Lazer，2009）。移动阅读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阅读主体、阅读内

容、阅读终端、阅读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对移动阅读行为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阚德涛，

2016）。现代移动阅读行为可能存在阅读主体和地区的差异（赵文军、任剑，2017）。

基于媒体习惯（media habits）理论，本研究进而探究影响用户移动媒体新闻消费习惯

的个体特征，由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二个问题：

研究问题二：哪些因素影响了用户的移动媒体新闻消费时间模式？

1.个体媒体使用经验与新闻消费习惯

习惯是一种行为趋势（Ouellette & Wood，1998），即通过一定时间重复地进行某

项行为活动最终呈现出的固有时间模式。行为养成的时间和重复次数是习惯建立的必要

条件（Lally，Jaarsveld，Potts & Wardle，2010），因此个人经验是形成信息消费习

惯的重要影响因素（Bray，Johns & Kilburn，2011）。在新闻消费行为中，用户对新

闻媒体的不同使用经验会影响用户新闻消费习惯（McDevitt et al.，2007）。具体而

言，移动新闻媒体的使用经验积累越久，用户的新闻消费行为更倾向于固定的时间模

式（Rulbin，1983）。研究表明对媒介持续的使用有助于用户经验的建立，进而影响新

闻的阅读（Arlitt & Jin，2000）。因此，用户使用移动新闻媒体的时间越长，次数越

多，其新闻消费习惯更趋向于非典型、个性化的时间模式。特别是在移动媒体时代，用

户具有更多的时间自主权（Wang et al.，2012），用户的媒体使用经验更容易形成区别

于传统媒体的差异化时间模式。因此，本研究假设：

假设1：用户不同的手机新闻媒体使用经验导致用户呈现出差异化移动媒体新闻消

费时间模式。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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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A：手机新闻媒体阅读总次数的差异导致用户具有不同的移动媒体新闻消费时间

模式。

H1B：手机新闻媒体的阅读行为的持续时间的差异导致用户具有不同的移动媒体新

闻消费时间模式。

2.个体生活方式与新闻消费习惯

用户的生活方式会对不同形式的媒体信息消费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Donohew， 

Palmgreen & Rayburn，2009；Westlund，2008）。第一，婚姻状况（marital 

status）会影响移动媒体新闻消费习惯（Barwise & Strong，2002）。对于未婚用户，

其需要担负的家庭责任较低，因而有更多的时间接触移动网络，促进移动媒体信息消费

（Andreassen，Torsheim & Pallesen，2014）。用户的时间使用（time budget）会导

致用户形成不同的移动媒体新闻消费习惯。第二，家庭情况（family status）也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用户新闻消费的时间模式。研究发现，观众的新闻观看活动随育儿压

力的增加而减少。育儿与否和进行家务活动的时间显著影响了用户移动新闻消费行为

（Bellman，Lohse & Johnson，1999）。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2：用户的不同生活方式会导致不同的移动媒体新闻消费时间模式。

H2A：不同婚姻状况的用户具有不同的移动媒体新闻消费时间模式。

H2B：用户的家庭情况（是否育儿）的差异导致用户具有不同的移动媒体新闻消费

时间模式。

此外，本研究在进行因素分析时，引入个体人口统计学特征（年龄、性别）作为控

制变量，阐释导致不同移动媒体新闻消费时间模式的原因。

四、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

截止2014年1月，搜狐新闻客户端装机量达2亿，活跃用户超过7000万，位居业界

第一。本研究数据来自搜狐新闻客户端服务器日志，2016年7月13日至12月31日，共11

万用户的新闻浏览数据。新闻浏览行为数据集内容包括（1）用户以下信息：性别、年

龄、家庭情况、婚姻状况、消费能力、注册时间；（2）新闻的浏览历史：用户访问新

闻的时间和停留时间、新闻的频道、新闻的主题、新闻的标题。本研究定义新闻消费习

惯为用户在一定时间内信息消费行为的多次重复所呈现出的时间模式。因此，本研究筛

选出访问量在100次以上的用户（共11411人）作为有效样本进行后续分析和模型构建。 

（二）用户新闻消费时间模式分类

本研究首先对用户的新闻消费时间模式进行描述和类别划分。如前文所言，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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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用户新闻消费习惯为每个用户在不同时间的新闻消费频度的累积，从而呈现出不同

的新闻消费时间模式。由于不同用户在线阅读次数的差异性极大，且阅读发生的时间也

非常不同，本研究采用“阅读频数”这一指标作为模型的衡量标准，即用户在某时刻的

阅读次数与此用户总阅读次数的比值。

由于搜狐新闻客户端的数据中用户的访问时间记录是精确到秒的连续时间，为了

使得模型构建结果更为稳定，从而提高分类结果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对事件进行粗粒

化（higher levels of granularity），即构建了一个离散的、等时间长度的时间序

列进行计数，时间间隔是2小时，即时间曲线的横坐标是12个小时。本研究首先对“时

间粗粒化”进行了合理性检验，粗粒化后的时间序列与用户原始时间序列的平均相似度

为0.84，说明2小时粗粒化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地代表原始序列。本研究同时计算了用

户在12个时间间隔内新闻阅读频数的最大值、第二大值、第三大值和第四大值。本研究

随机抽取1000个用户，以单个用户为单位，检验单个用户的所有新闻消费时序并计算其

新闻消费时序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用户不同天的新闻消费序列之间的平均相关系数为

0.67；这说明用户的新闻消费行为是相对稳定的[1]。

新闻消费时间模式的聚类所采用的算法是Mini Batch K-Means。Mini Batch 

K-Means算法是一种基于样本间相似性度量的间接聚类方法，通过计算样本点到所有的

质心的距离达到聚类的结果。Mini Batch K-Means相较于传统的K-Means算法收敛速度

更快，更适合于大样本的研究。为了增加算法的准确性，研究中通过多次Mini Batch 

K-Means算法分析得到不同采样集，分别得到6～24类聚类簇，选择其中最优的聚类簇。

具体而言，本研究将分类得到的每组用户的时间曲线分别进行拟合，拟合得到的曲线

代表该类用户的阅读时间模式曲线，即每个集群的中心作为该组的代表性共同模式

（Yang，Leskovec，2011）。整理19种聚类结果，我们发现，不同的聚类簇分析涌现出

下述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新闻消费的时间模式类别：（1）早上型阅读的用户，峰值主

要集中在7-8点和9-10点；（2）晚上型阅读的用户，峰值分别为晚上19～20点，21～22

点，23～24点，和凌晨1～2点；（3）中午型用户阅读时间的峰值，主要集中在11～12

点和13～14点；（4）下午型用户的峰值为15～16点；（5）全天型用户；（6）早晚阅

读型用户以及（7）下班阅读型用户。

（三）用户新闻消费时间模式分类的检验

本研究进而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检验K-Means聚类和基于人工浏览调整后分类

结果的正确率。具体而言，本研究对最终得到的11,411个用户的时间序列以及所属时

间模式的种类，采用决策树（decision tree）算法，随机抽取50%分类结果作为测试

级，另外50%的分类结果作为训练级，进行有监督机器学习。研究发现，本研究采纳的

K-Means聚类与人工分类结合的方法，其分类类别的准确率（accuracy）为0.77，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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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recall）为0.63。

（四）用户新闻消费时间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构建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检验

用户新闻消费时间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该模型引入的主要变量包括：个体媒介使用经

验（阅读次数、阅读天数）、个体生活方式（婚姻状况、家庭情况）、个体人口统计学

特征（年龄、性别）。变量来自于搜狐新闻浏览行为数据集。其中，年龄分成24岁及

以下（编号为1），25～30岁（编号为2），31～35岁（编号为3），36～40岁（编号为

4），41岁及以上（编号为５）；女性编号为0，男性编号为1；婚姻状况中未婚为0，已

婚为1；家庭情况中无孩子为0，有孩子为1。阅读次数为单个用户在2016年7月13日至12

月31日期间的总阅读次数，阅读天数为单个用户在2016年7月13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累

积阅读天数。

五、研究发现

（一）移动媒体新闻消费时间模式分类

图1展示了通过Mini Batch K-Means无监督分类法得到的移动新闻消费时间模式曲

线，从图中可以看出用户阅读移动新闻的时间模式可以分为七种（最终聚类结果为八

类，第八类为“其他”，即没有典型类别的用户，在图中不再列入）。a类用户的阅读频

数在早上7～8点达到最大值，阅读频数占比大于25%，这一类型的用户主要的阅读时间集

中在早上且阅读频数明显高于其他时间。b类型用户阅读移动新闻的时间主要在中午，阅

读频数在中午11～12点最大，13～14点次之。在c中可以看出用户的阅读时间从晚上8点

开始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凌晨两点的阅读频数占比也高达12%，晚上9～10点的阅读频

数为一天中最高（占比32%）。a、b、c三类用户的阅读时间分别集中在早中晚，是人们

的主要空闲时间，传统的新闻阅读时间也是集中在这三个时间段，这说明移动新闻的出

现并没有完全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还是有一些用户维持着传统的新闻阅读时间习惯。

d类型用户的阅读时间平均分布于全天，只有在凌晨2点至6点之间阅读频数降至较

低数值。我们认为，移动新闻的出现提升了人们获取新闻的便利性，打破了时间壁垒。

类型e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呈现典型的双峰模式，其中两个最大值分别出现在早上

和晚上的6～8点。本文认为出现该模式的可能原因是，上班族早晨和傍晚的时间支配能

力最强，因此会集中浏览新闻。f类型的用户峰值出现在下午3～4点，这个时间一般是

人们工作和学习的时间，但是长时间的工作会使人产生疲劳感。本文分析f类阅读时间

曲线的出现是由人们工作中的短暂休憩导致的。g类型所示的时间模式在晚上6点左右阅

读频数达到一天中的峰值，这可能是人们在下班途中进行移动新闻阅读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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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为七种移动新闻阅读时间类型对应的用户数量及比例。可以看出，比例最高的

为c类（高达29.2%），阅读时间主要集中在晚上。除此之外，通过图1也可以发现，阅

读频数的最高峰值出现在e类型，晚上8点左右，也说明用户晚上阅读新闻的时间比例是

最高的。其次是b类型（主要阅读时间为中午）和f类型（主要阅读时间为下午）的阅读

模式，比例分别为16%和14%。上下班阅读型（a，g）用户的比例均为13%，由此推测在

上下班这样的移动过程中利用零散时间进行移动新闻消费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

e类（双峰型阅读模式，1.7%）和d类（全天型阅读，8.6%）的用户最少，但这两种类型

的出现，反映了移动时代新闻阅读的全新特点，用户在时间的利用上越来越灵活。

图2  移动媒体新闻消费时间模式的数量及比例分布

图1  基于Mini Batch K-Means方法的移动媒体新闻消费时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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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动媒体新闻消费时间模式的影响因素

表1为用户新闻消费时间模式影响因素的多元逻辑回归分析（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表1显示婚姻状况、阅读次数、阅读天数对新闻消费习惯有着显著

的影响 （卡方值婚姻状况=17.395，p=0.008；卡方值阅读次数=16.119，p=0.013；卡方值阅读天

数=14.786，p=0.022），家庭情况（即有无孩子）对新闻消费习惯的影响不显著，假设

H1A、H1B、H2B得到证实。

具体而言，本研究以a类型移动新闻消费时间模式作为对照组进行分析，表2呈现了

上述自变量分别对于六种新闻消费习惯类型的影响。通过表中数据可以发现，与a组相

比，c组的“阅读次数”更高（Exp(0.001)=1.001，p=0.02），且晚间用户的阅读频数

普遍偏高。该结果说明，“阅读次数”较高的用户有更高概率呈现为晚间型新闻消费时

间模式。

同时，由表2可见，与a组相比，d组的“婚姻状况”（Exp(0.396) =1.485，

p=0.001），f组“婚姻状况”（Exp(0.237)=1.267，p=0.018），以及g组的“婚姻状

况”（Exp(0.267)=1.307，p=0.011）对于阅读习惯呈现显著影响。已婚用户的新闻消

费习惯更容易呈现为d、f或者g组。全天型（d）、下午型（f）和下班型（g）阅读模式

是有别于传统阅读模式的新类型。

此外，与a组相比，除“阅读次数”外，“婚姻状况”和“阅读天数”对晚上型移

动新闻阅读时间规律用户的影响更大，且已婚和阅读天数较多的用户更倾向于晚间进行

新闻阅读。“阅读次数”和“家庭情况”对e（早晚）组用户的影响相较于其他影响因

注：*** p< .001. ** p< .01. * p< .05.

表1  移动媒体新闻消费时间模式的多元逻辑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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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更高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和未婚用户相比，已婚用户有高于48.5%的可能性采取d

类模式，高于26.7%的可能性采取f类模式，高于30.7%的可能性采取g类模式。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K-Means分类方法、决策树算法以及逻辑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移动时

代用户新闻消费时间模式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用户的阅读时间模式可以分为

七种类型，有“早上活跃型”“中午活跃型”“晚间活跃型”“全天型”“下午活跃

型”“早晚双峰型”和“下班型”。其中，用户的阅读频数在晚上9～10点会到达一天

中的最高比例，其次是早上6～8点。传统的新闻阅读时间也主要集中在早晨、中午和晚

上（B. Goncalves & J. J. Ramasco，2008），这说明移动技术没有完全改变人们的阅读

习惯，有很大比例的用户倾向保持传统的新闻阅读时间模式。同时，一定比例的用户其

移动媒体新闻阅读时间平均分布于全天、或利用上下班时间进行新闻阅读，这表明移动

媒体提升了人们获取新闻的便利性，移动时代用户阅读新闻的时间更加灵活。

本研究以移动新闻消费习惯的养成为例，丰富了习惯理论在移动媒体信息消费领

域的阐释语境，移动媒体消费习惯在相对稳定环境下经过一定的行为养成的时间和重复

的次数最终习得，表现为上述七种典型的新闻消费时间模式。根据神经学和社会心理学

的研究，媒体习惯和个人意识（conscious）共同决定了媒体信息消费行为（LaRose，

2010）。本研究发现，婚姻状况等个人生活方式，年龄、性别等人口学特征也对移动媒

体习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经验性检验了媒体习惯理论在移动媒体信息消费行为层

面的适用性。

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首先，本研究利用较大规模用户行为数据，挖掘

了用户基于移动媒体的新闻消费习惯。基于用户行为的研究能够更客观、更准确地刻画

表2  移动媒体新闻消费时间模式的多元逻辑回归分析（组间比较）

注：*** p< .001. ** p< .01. * p< .05.
注：b组（拟合度：36.523，样本量：1812），c组（拟合度：15.297，样本量：3274），d组（拟合
度：21.013，样本量：967），e组（拟合度：21.786，样本量：191），f组（拟合度：21.34，7样本量：
1629），g组（拟合度：6.185，样本量：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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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新闻消费习惯，有效规避了传统的基于用户自我报告的量表测量方法所产生的主观

偏差。其次，既往鲜有研究从时间维度探讨用户媒介信息消费习惯，移动媒体信息消费

的研究还停留在移动技术、用户体验和移动新闻的影响力等方面，缺乏对用户移动媒介

信息消费行为的深入探究。本研究从时间这一重要维度入手，采用“时间频数”指标有

效测量了移动新闻消费习惯，发现移动时代新闻消费时间的基本模式。

本研究对于媒介平台理解用户移动新闻阅读行为实践提供了借鉴。移动时代用户的

阅读时间模式更加多样。本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新闻阅读的时间规律，移动时代的时

间模式呈现碎片化趋势。本研究对于移动新闻客户端为用户提供更精准及时的服务和用

户体验提供了理论依据。了解用户的时间需求和行为特征对于移动阅读产品公司设计出

更符合现代人阅读时间模式的产品和服务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研究没有分开研究用户的工作日时间序列和周末序列，原因有以下几点：（1）数据集中每个用户的总浏览次数

在100～300次，其中每个用户在周末的总浏览次数只有28～84次，经过聚类没有发现特别明显的规律。（2）在构

建模型前，通过观察大量单个的用户所有的时间序列发现，每个用户的看新闻的模式较为稳定。后来检验单个用户

的所有新闻消费时序并计算其新闻消费时序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用户不同天的新闻消费序列之间的平均相关系数为

0.67，用户的新闻消费行为显示较高的稳定性。（3）同时，也存在一些情况，比如很多人的职业比较自由不分周

末，或者有很多用户可能有时周末也工作，不容易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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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ime Patterns of Mobile News Consumption

·  LIU Yu-Sen, ZHANG Lun, ZHENG Lu
[Abstract] This study extracts 10 thousand users' profile information with 1.9 million 
news browsing records from the server logs of Sohu News. This study first classifies and 
describes users' daily patterns of mobile news consumption by employing Mini Batch 
K-Means classification method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is study further explain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time pattern of mobile news consumption. We found that 
the daily pattern of news consumption presents seven different types, which are "all-day 
active", "morning and evening bimodal" and other five types of temporal patterns. We 
further found that users' lifestyle and news consumption frequency ha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ime pattern of users' news consumption. This study employs time factor as a metric 
to measure the mobile news consumption habits. This study further adopts media habit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mobile platforms, which expands the research horizon of media 
habit theory to the field of mobile media consumption.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n the 
improvement of mobile news reading experiences are finally discussed. 
[Keywords] mobile news; news consumption; machine learning

13　Bringing Back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Boundary Condition of the Spiral of 
Silence Theory

·  WANG Cheng-Jun, DANG Ming-Hui, DU Jun-fei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hreefold: first, to bring reference groups back into 
the framework of spiral of silence (SOS) by proposing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dual 
opinion climate; second, to investigate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SOS; third, to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S in terms of spatial variation and temporal evolution. Modeling 
SOS with agent-based model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re is no guarantee of SO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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