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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大数据辅助网络挖掘及内容分析方法，利用博易DiVoMiner数据挖掘平台，通过中国内地

及港澳台地区对公共自行车的报道，了解相关讨论面向，深度挖掘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探究公共自

行车的现状、治理难点以及改善和调整措施，为两岸四地发展公共自行车服务提供可操作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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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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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起，在政府倡导的绿色出行方式的
同时，我国的公共自行车首先出现于北京，
随后在各大城市逐渐出现。

 2009年，在台湾地区也推出第一代微笑单车(YouBike)，
公共自行车作为公共交通服务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连接
了地铁、公交和出租车网络，解决了城市“最后一公里”
问题，同时也为公众出行提供了便利。

 2010年，共享单车作为共享经济的一种产物也
随之兴起，短时间内，内地地区的各大城市纷
纷出现了大批以摩拜单车、OFO等品牌为代表
的共享单车，引发了一股新的讨论热潮。

二、文献综述

 2014年，第一批共享单车出现在
北京大学校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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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服务

 公共交通服务与公共自行车系统及发展背景

 共享单车及发展背景

二、文献综述

有关公共服务的概念涉及到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等，本研究中主要针对公共服务中的公共交通服务进

行研究，并主要研究公共交通服务中的公共自行车在内地地区及港澳台四地的应用情况。

公共自行车在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中，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难题。此外，自行车是

低碳环保交通工具，而且公共自行车的使用成本低，取用和归还地点不受限制，较为便捷。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共享经济逐步进入市场，如滴滴打车、优步、共享单车等新的商业模式也随之

在内地地区诞生。在原有公共单车系统的基础上，通过移动话联网技术连接智能手机和自行车，进一步

优化公共单车系统的使用，简化了公共自行车租车、换车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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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数据采集结构化 网络挖掘 + 机器学习
在线内容分析

（人工编码+机器学习）

意义/

洞察

本研究以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内容挖掘与分析为研究方法，使用澳门易研信息科技与珠海横琴博易数据共同创新与研发的

DiVoMiner数据挖掘平台作为研究工具，以获得相关网络统计数据及内容分析人工编码数据，综合解读分析议题。

准备阶段 编码及质量监控 结果呈现

 设定数据来源
 设定概念
 编码库管理
 设置类目

 前测以计算编码员之间的信度
 编码
 质量监控

 结果分析及可视化呈现

三、研究方法：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内容挖掘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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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来源

网络数据来自具体的

媒体来源，如社交网

站（如Facebook、微

博）、新闻网站、部

落格、论坛等

传播量度

网络舆情或口碑的声

量，以描绘事件的发

展趋势；词云图以字

体在图中的大小来表

示声量大小或关注度

传播内容

网络舆情所涉及的

话题、人物、机构、

品牌等

传播特征

以数量来描绘舆情

话题的走势、事件

发生的路径等，以

解释传播过程和特

征

传播力度

点赞量、跟帖量、分

享量、阅读量、排行

榜等，还有参与度、

曝光量、KOL等，以

多项参数来综合解释

舆情的传播力度

情感分析

正负面情绪

通过机器算法、语意分析技术和自动化情感分析，就可以快速地挖掘……

网络舆情大数据的3大挑战
覆盖度Coverage

数据是否齐全/代表性？

测量Measurement

可以挖掘什么？

解释Explanation

如何分析及解释发现？

当前主流做法：机器自动挖掘

三、研究方法：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内容挖掘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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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证研究的核心问题：

变量之间的差异和关系

差异

交叉
e.g. 议题之间的态度差

异、强度差异

聚类
e.g. 持份者细分、焦点

聚类

关系

相关关系

因果关系

预测及解释力

这些都是机器无法解决

的文本数据挖掘的问题，

但却是研究网络舆情必

须回答的问题！

e.g. 议题与持份者之间
的关系

e.g. 什么因素产生舆论
的方向

e.g. 从声量是否可以预
测支持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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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建构
量化系统

编码簿 编码员训练

正式编码

计算信度定义分析单位 前测

数据分析

题材拟定 文献探讨 研究假设 抽样/母体

数据搜集

质量监控

在线内容分析流程图 “大数据技术+人工编码”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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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易DiVoMiner数据挖掘平台采用霍尔斯蒂指数(Holsti‘s Reliability)计算各编码员间信度。

综合每个变量的信度指数，新闻编码所得出的最终信度结果分别为0.95。

•依据编码簿制作编码指引。

•帮助编码员熟悉议题，理

解编码类目。

编码指引

•选取少量样本，各编码

员独立进行编码，不能

相互讨论或指导。

•计算信度系数。

测试编码 •如未能达到理想信度，

重复测试编码。

•需对编码员再次进行

培训和指导。

编码校正

• 达至理想信度，

开始正式编码。

正式编码

编码员间之信度 (Inter-coder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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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oMiner线上内容分析机制

机器建议

编码预选提示

编
码
类
目

即时编码 即时检验 即时监控 即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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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oMiner在线即时编码分析结果(交叉分析示例)
自定义分析内容

操作简单，维度多样

图表格式选项

在线即时生成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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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分析整体数据来显示舆情信息的趋势，随机抽取部分的样本进行人工在线内容分析，进一步挖掘变量间的

差异和关系。

 数据来源

媒体来源 数据时间
全体样本

(机器挖掘)
随机抽样样本

(人工在线内容分析)

中国内地

2016年6月1日
-

2017年5月31日

25307 822

台湾 6495 743

香港 3520 728

澳门 344 278

总计 35666 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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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呈持续增长趋势，至2017年3月

到达最高峰

四、研究发现：新闻报道量时间趋势

近一年内地媒体关注持续增长

 中国内地及香港媒体报道量持续增加，台湾及澳门报道量

全年上下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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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及中国内地为最多(65.3%、63.5%)。  报道提及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品牌中，以中国内地市场摩拜

(34.3%、29.4%)与OFO两大品牌最多(29.0%和26.7%)。

四、研究发现：提及地区和单车品牌

提及地区：内地最多；单车品牌：摩拜、OFO和YouBike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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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发现：提及地区和单车品牌

中国内地和台湾各关注本土情况

 中国内地、香港、澳门提及品牌摩拜及OFO最多，台湾地区

则重点关注本土YouBike。

 中国内地和台湾主要关注本土情况，港澳提及最多均为中国

内地(75.2%和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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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发现：服务模式设计主导方

中国内地以民企投资为主，台湾侧重政府主导委托经营

 服务模式设计主导方为民企投资55.8%，政府主导委托

经营44.2%。

 台湾地区以政府主导委托经营为主(86.1%)，中国内地、香

港、澳门地区提及民企投资为主(78.7%、74.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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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发现：优势理念

台湾关注环保/绿色出行，内地和港澳重视便利及解决“最后一公里”

 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的优势理念以环保/绿色出行(35.1%)、

便利(32.4%)及“解决最后一公里”(22.8%)最为突出。

 台湾关注环保/绿色出行(59.7%)明显高于其他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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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发现：治理难点

两岸四地均认为自行车管理/维护问题是突出的治理难点；

内地关注押金问题；台湾凸显租车APP/软件/二维码故障问题

 自行车管理/维护被认为是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的最难

治理问题。

 除台湾地区外，媒体所认为的治理难点比例分布相似，均以

自行车管理/维护占比最高。台湾地区认为租车APP/软件/二

维码故障是最大治理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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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发现：交叉分析

民企投资模式优势在于便利，政府主导模式强调环保/绿色出行；

 两种模式下最突出的治理难点均为自行车管理/维护问题

(53.8%、39.4%)，民企投资模式下明显较为关注押金管理

问题(22.1%)，政府主导模式关注租车APP/软件/二维码故

障问题(15.2%)。

 民企投资模式与便利性关系较为紧密(40.3%)，政府主导突

出环保/绿色出行(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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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发现：改善与调整措施

内地港澳对制定管理规范政策呼声最大，台湾亟待增加/维护服务网点

 建议通过制定管理规范政策(29.1%)、增加维护服务网点方式

改善(23.4%)是提及最多的改善与调整措施，接着为共享单车

纳保(11.2%)、增设停放站点/电子区域(10.4%)等。

 内地、香港、澳门媒体以建议制定管理规范措施的最多

(39.3%、37.4%、51.2%)，台湾地区以增加/维护服务网点

为最多的改善措施(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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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五分法评估对“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的整体态度，了解

各层次态度，可发现，中立态度占多(68.6%)，其次是有条件

反对(16.6%)和完全支持(13.2%)。

 反对倾向态度(包括完全反对和有条件反对)16.9%，与支持倾

向态度(包括完全支持和有条件支持)14.5%接近。

四、研究发现：整体态度

港澳、民企投资模式反对态度较高；

政府主导委托经营模式支持态度更高

 港澳媒体表达反对态度相对较多(21.8%、22.7%)；民企投资

模式反对意见稍多(20.9%)，政府主导支持比例更高(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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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的服务和管理问题

是两岸四地媒体的关注焦点；

 正面评价主要集中于“交通”、“使用”、

“服务”、“共享”和“发展”等，可以

看出媒体对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的使用

服务方面抱有肯定态度。

 负面评价集中于“运营”、“问题”、

“管理”等方面，可以看出媒体对公共自

行车/共享单车的管理和运营方面表示担

忧。

三、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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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

 近一年内地媒体报道对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的关
注持续增长。

 内地提及摩拜和OFO单车品牌为主，台湾提及
YouBike为首。港澳因本土未发展出公共自行车/
共享单车现象，关注内地及品牌较多。

媒体报道关注区域及单车品牌 优势理念

 两岸四地对优势理念的看法有所不同。内地港澳
重视共享单车带来的便利性及能够解决“最后一
公里”现象，台湾地区关心环保/绿色出行。

 以服务模式区分民企投资及政府主导委托经营，
民企投资模式强调便利性，政府主导突出环保/绿
色出行。

 两岸四地均认为自行车管理/维护问题是最为突出
的治理难点，其次内地认为难以管理押金问题，
台湾困扰于租车APP/软件/二维码故障。

 改善措施方面，内地港澳对制定管理规范政策呼
声最大，台湾亟待增加/维护服务网点。

治理难点及改善措施建议 态度表达

 整体而言，对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的态度以中立
为主，正反方态度相若；

 以地区分，港澳媒体表达反对态度相对较多；以
服务模式观察，民企投资模式反对意见稍多，政
府主导支持比例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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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探究不同媒体在立场和报道风格上的差异

 深化类目构建，提升机器对总体数据自动判断的准确度

六、未来研究方向

不同地区的媒体针对公共自行车的态度方面的差异，一方面，来自于单车发展背景和路径的差异，另一

方面亦有可能源自于不同地区的媒体报道风格与立场的差异。本研究侧重于对其传播内容差异的探讨，

未充分考虑两岸四地媒体本身存在的报道倾向差异。

在类目的建构和测量中仍需进一步深化，同时可在现有样本的基础上，对总体数据进行整体的机器学习，

提升机器对总体数据自动判断的准确度，进而得出更加全面客观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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