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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网络舆情往往借助于社会情绪长期蓄积的能量而集中爆发#其爆发状态也成为观察一段时期社会情绪

的典型表征#舆情爆发时所呈现的文本数据为测量社会情绪提供了关键材料'研究选取李某某案作为典型案例#对

其网络舆情引爆的关键性微博信息及相关评论文本中所蕴含的社会情绪进行样本测量和内容分析#发现网络舆情

对社会情绪的呈现有着精细结构*复杂层次和连续纹理#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情绪本身具有的感染性和网络群体具

有的内在聚合性'

关键词"网络舆情&社会情绪&情绪测量&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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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种网络突发事件或网络舆情常常引

发相关的社会议题$在网络传播过程中触发整个社

会的敏感神经&复杂心态和强烈情绪%为了探究网

络舆情爆发所突显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的内在机

制$本文选取了最近几年中曾经广为关注的李某某

案作为典型案例$对其网络舆情引爆的关键性微博

信息及若干相关文本中所蕴含的社会情绪进行实证

性的样本测量$并试图从理论上探求其内在的结构

关系$从而希望能在此基础上对社会情绪的有序调

控与生态传播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一#理论框架"社会情绪的理论

建构和测量方法

$一%社会情绪的简要理论建构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社会情绪"更广泛地是对社

会心态#的相关研究主要来自于社会心理学&社会

学&心理学$但也有诸如政治学&传播学&公共管理和

其他相关学科领域进行的交叉研究%近期有学者对

此进行了相关的文献梳理和研究综述$对其基本理

论问题和测量方法)

%

*

&学科范式的发展源流)

#

*和更

为具体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

*进行了文献梳理$

对于本文论题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基本判断%

首先$'社会情绪(其实是'社会心态(的重要成

分$两者又往往密不可分%对'社会心态(的概念$杨

宜音认为'社会心态是指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

社会或社会群体&社会类别中的社会共识&社会情绪

和感受$以及社会价值取向(%

)

&

*在这一界定中$'社

会情绪(实际成为'社会心态(的一部分%王俊秀则

认为'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

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

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

行为的模板(+

)

I

*而'社会情绪是社会心态具有动力

倾向的核心要素$是一个群体和社会中多数成员共

享的体验(

)

"

*

%

其次$'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具有各自的内

在结构$两者在多个环节形成互动与演进发展的过

程%王俊秀认为'社会心态研究范式包括微观&中

观&宏观三个层次$因此$社会情绪也同样包含个体



情绪&集体情绪和更为宏观的社会成员共有的情绪%

社会情绪的构成以个体层面的核心情感&初级情绪

和次级情绪为基础$同时包括社会层面的情感氛围%

社会需要&期望和社会认知共同影响着社会情

绪%(

)

"

*在分析较为复杂的社会情绪时$其实是需要

借助对人的基本情绪的分析$那么在这个时候$就需

要借助基础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在其研究当中就借

助了诸如
P-)<603]

的基本情绪模型%这一模型包

括了
H

种基本情绪!接受&惊奇&恐惧&伤感&厌恶&期

待&愤怒和愉悦$这
H

种基本情绪可以混合出更为复

杂的次级情绪%

)

"

*

第三$社会情绪在社会公共空间中具有向行为转

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在王俊秀的研究看来$'社会情

绪是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动力元素$它以情感能量

来体现%由于追求情感能量最大化$情感能量成为社

会运行的动力%社会互动中情感能量影响着社会运

行$积极情感能量和消极情感能量分别导致社会团结

和社会疏离%(

)

"

*由此可见$社会情绪具有一种潜在的

社会管理机制和情感社会运动的动力运行机制%例

如$有学者在研究群体性事件时认为社会心态经过积

累与沉淀转化为社会情绪$其消极的表现为释放负能

量$在一定条件下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

)

G

*

$二%社会情绪测量方法的梳理

在上述理论架构下$对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的

测量$则基本是来自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

方法%比较典型的方法有王俊秀设立的非常系统的

两极指标体系$社会心态在第一层级分为社会情绪&

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意向$对于社会情

绪之下的二级指标则设有!'社会焦虑&社会冷漠&社

会愤恨&社会痛苦&社会愉悦&社会浮躁&社会贪

欲(%

)

"

*此外$对于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的测量方法

中有诸如抽样调查&访谈法&文献资料分析&心理测

量等$还有一些学者采用社会表征的方法来进行研

究$如通过委婉语&流行语的使用来分析社会心态或

其他社会情感指标$

)

%

*笔者曾经借助了语言学语料

库的方法测量主观幸福感 )

H

*

$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

种社会情绪或社会情感的测量%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

用$可以通过非常便利获取海量的网络信息进行社

会情绪测量$其主要思路是通过建立情绪词库$通过

情绪分析程序"主要是对自然语言的计算机信息处

理和机器学习#对网络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测算互联

网情绪指标&幸福感指数&信心指数等%有学者运用

此项方法$构建了共有
H%H

个词的微博客基本情绪

词库$分析
%"$

多万用户$对微博客中五种基本社会

情绪"快乐&悲伤&厌恶&恐惧&愤怒#进行了测量$并

验证了其有效性%

)

F

*但是$这一手段方法也有一定的

局限性$例如$机器学习和程序分析可能会误读或不

能识别细微的语词差异$无法感受细腻的人类情绪+

对于单个的网络舆情或网络突发事件而言$容易淹

没在海量信息里面$无法针对性地呈现相关群体的

社会情绪反应和舆论情绪表达%

$三%本文社会情绪测量的研究设计

在本研究中$笔者试图探究在一个网络舆情突

发之时$网民群体对其的社会情绪反应究竟呈现了

什么特征$对于网络舆论生态有何内在影响%因此$

实际需要的分析对象并不需要宽泛无边的大数据$

而是要能呈现规律特征的精准的典型的小数据样

本%对于这样的小数据样本$能够用人工阅读的方

式直接感知网民的情绪$同时也能借助数据统计手

段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完成对既定目标的社会情绪

测量和内容分析%在社会情绪测量中$要综合运用

多种方法$并在面临不同的阶段和问题下分别加以

采用%首先$选取典型案例$借助可视化的传播路径

分析$集中呈现网络舆情爆发后的社会'围观(心态

的图景+然后$精准确定样本$并运用传播学的内容

分析法来探求网络集群表达中社会情绪的典型表

征$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样本进行数据测量和统计

分析+最后再进行讨论和解释%

二#舆情分析"李某某案爆料微博的传播

路径及其寓意探究

$一%李某某案的研究意义

李某某案事发于一件案情本不复杂的未成年案

件$从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上$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应

该受到必要保护$隐私权应受到保护和尊重$此案本

不应该在公共场域进行过度的传播%然而$从事件

披露到最后判决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引起巨大的

舆论关注%据人民网权威发布的,

#$%!

中国互联网

舆情分析报告-$该案在
#$

个年度网络热点舆论事

件中位列第二%李某某案发生在
#$%!

年$但在此案

之前就曾暴露出李某某滋事打人被收容教养"

#$%%

年#的事件$已经造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后案

撩起前案$且更胜前案$公众对此案关注的时间跨度

几乎持续了整整一年$期间环节丛生&疑窦迭起&热

议不绝$这是网络舆情案例中少有的%该案的后续

影响$至今依然在延续$在中国知网中检索'李某某(

'星二代('未成年人犯罪('家教(等关键词$都能发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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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大量的文献%由于该案的标杆性意义$在各种相

关的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中$该案往往被当成典型

案例$李某某案的社会关注度明显超过了同类的一

般案例%

$二%李某某案爆料微博内容介绍

李某某案最早被公开披露$根据各方面的报道

分析$都指向了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发出

的一条微博%这条微博的主人当时实名认证为'香

港,南华早报-网站编辑(的'王丰
J5TSP

(%尽管

时间已经过了两年多$这条微博至今依然还留存在

网上$内容是!

北京来电!海淀公安分局昨天晚上以涉嫌轮奸

刑事拘留了一名叫做'李冠丰(的年轻男子%名字虽

然改了$但还是有人认出来他真正是谁"

0<<

B

!22

<?

6+

2

VKT!$UU

$

#%

$!

微博地址!

0<<

B

!22

Z13R(?6(Y

2

#"H!H$"%!%

2

V]]N0,IY$?

!!

笔者登录新浪微博$并通过北京大学
PM9>E5

微博可视分析工具作图$刻画出这条微博自发布后的

传播路径及影响人群%这条微博总共获得了转发

&HGI

次"包括间接转发的数目#$获得了评论
#%$I

条%

$三%李某某案爆料微博传播路径的整体状况与

寓意分析

%?

爆料微博传播路径的整体概貌

从其传播路径图的宏观整体印象看$这条微博

所呈现的基本是一种全面引爆的传播格局$在传播

期间夹杂着中小型的连续引爆%从时间看$整条微

博传播的时间段非常集中$完全是爆发式的%在这

幅图中左下角的时间与微博转发评论量的关系曲

线$呈现的完全是一座小山头的形貌"如图
%

所示#$

坐落在最左侧$这意味着在舆情发生的初期$该微博

就完成了绝大部分的传播量%

图
%

!

李某某案爆料微博的传播路径及细节内容呈现

!!

#?

传播路径帆形图寓意分析

这条微博传播路径的帆形图如图
#

所示%帆形

图在可视化图中较好地结合了时间和传播路径的两

种视角$并加以复合性呈现%在此微博发出后的很

短时间内$形成了较大面积的转发$包括博主自身的

转发%据统计$这条微博的一级转发数目达到了

##I#

次$占据了大约
&Ĝ

的转发比例+二次转发

%%H#

次$占据了大约
#Î

+三次转发
&&!

次$占据了

大约
F̂

+四次转发
#I&

次$占据了大约
Î

+五次转

发
##F

次$占据了大约
Î

+六次以上转发
!H#

次$

占据了大约
Ĥ

%

在这张帆形图中的中间勾勒出的风帆底部边缘

较为陡峭$上半面则较为飘逸$整个边缘线上面点缀

着非常多的中等大小的节点$这表明第一轮转发的

节点中有较多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节点$这些节点进

行了再次转发和传播$它们引发的连锁式的放大传播

效应并不明显$这表现在横向飘散的丝带不多见%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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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较为飘逸流散$则表示到了传播的后期"即当天

之后和第二天#$基本大家都从各种媒体知晓此事$再

对这条微博进行转发评论的人员则明显衰微$但是$

也有个别较大形体的节点在较晚时期进行了传播%

图
#

!

李某某案爆料微博的传播路径帆形图

!!

纵观以上不同可视化视角下的传播路径示意

图$充分表明这一爆料信息的传播非常迅速$反响及

时&集中且强烈$但持续时间有限%这条微博爆料信

息$可以说在一天之内就达成了大面积传播的效果%

李某某案爆料微博的传播路径帆形图$在某种程度

上寓意该案引发的社会议题向着网络舆论之海满帆

而行$而推动其前行的恰恰是某种弥漫于社会之中

的一种强势情绪之风%

三#情绪测量"李某某案引爆过程中

蕴含的社会情绪图像

!!

面对网友王丰
J5TSP

的爆料微博$网民的直

接反应如何呢3 这实际上可以视为一种最为直接鲜

活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的社会表征%为此$笔者

将借助相关研究方法$对该微博后面的评论转发信

息进行传播学层面上的内容分析$同时$还借助文本

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

$一%社会情绪测量的样本确定及其概况

%?

总体与样本的基本数据

该微博后面的评论转发信息总共有
%$"

个页

面$笔者将这些内容全部下载后$进行了初步统计$

剔除若干无效信息后$总共获得有效数据
#$!F

条%

时间从
#$%!

年
#

月
##

日
%%

!

$I

分开始一直到
!

月

#H

日
I

!

&$

分为止$总共的文字量达到了
HG"$I

字$

平均每条信息的长度约为
&!

个字$信息长度的标准

差为
!"

%

为了研究方便$同时也能最直接感受到社会情

绪的鲜活气息$确定研究前面
I$$

条的信息$进行内

容分析编码$这个小样本总共有
#$H&%

个字$每条信

息平均字长为
&%?G

个字$信息长度的标准差为
&$?!

%

这部分的信息发布的时间为从
#$%!

年
#

月
##

日

%%

!

$I

分至
%!

!

#I

分为止%

#?

样本中的信息传播内容及状态分析

首先$对这个小样本总共
I$$

条信息进行研究

分析%笔者将其评论表达所呈现出的内容进行初步

分析$表面上看$这些芜杂的信息一下子难以归类$

但是$根据其传播功能$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

进行信息传递作用的$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感情色彩和

情绪状态+另一类则是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同时也

呈现了某种情绪色彩$但是$其主要的作用还是在表

达相对理性的思考内容$具有更为重要的信息功能$

这两大类具有较为明显的信息传播功能$能够让人们

获取信息&了解情况&判断性质&思考意见等+除此之

外$还有一大类内容$主要是进行情绪表达$用寥寥数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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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表达了非常明显的情绪色彩$在其情绪传递的过程

中$也往往表达了一定的态度倾向性或意见主张%

第一大类主要是一些无情绪色彩的信息$主要

包括!转发&求助&强调&指向&回复等内容$还有空信

息$或者仅用一些符号表示%这类信息总计有
%!!

条$占据了
#"?"̂

%第二大类信息则包含一定情绪的

信息传递$主要类别有疑问&求证&回复&定性等内容$

还有一些补充信息$或者对事情进行性质判断和问题

解释分析等%这类信息总计有
%#I

条$占据了
#Î

%

以上两大类相加$总计有
#IH

条$大约占了
I%?"̂

%

第三大类$经过统计大约有
#&#

条评论信息$具有较

为明显的情绪色彩$这是本研究最为核心的小数据%

$二%对测量样本的初步整理及相关的系统分析

在上面选定进行社会情绪测量样本的
#&#

条评

论信息中$经过仔细的阅读后$发现相关的情绪内容

主要类别有!哀其不争&安慰&暗讽&报应&悲哀&不

信&得意&断言&反讽&反讽调侃&反问&反问起哄&愤

怒&讽刺&感慨&感慨反讽&感慨起哄&感愧&感愧遗

憾&感叹&感叹比较&感叹警示&感叹责骂&后悔&讥

讽&建议&教育&惊奇&警示&静观其变&可怜&可惜可

叹可恨&理性&怜惜&骂人&怒骂&批评&评价&平静&起

哄&气愤&气愤调侃&气愤严惩&叹息&调侃&调侃反

讽&同情&推理&围观&无奈&无语&嬉笑&笑话&笑笑而

过&严正&厌恶反思&遗憾&疑问&预测&责怪&责怪感

叹&责骂&责骂感叹&震惊&指责感愧&指正等等%有

的语言中有一些复合型的情绪$加以简化$选择主要

的两个类型加以复合$如'厌恶反思(有两种情绪结

合而成%如此一共有
""

种%由此可以看出$关于李

某某案案发之后$人们在听闻微博爆料后社会情绪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本研究的两名编码员对这些评论信息进行数据

编码$即给不同的评论转发信息标上情绪内容的类

别关键词$并将类别相同的进行归类统计$编码员独

立编码后再进行比对%同时$为了便于展示这些类

别在情绪强度上的差异$编码员还对其情绪分值进

行了评估$这个方式参照了情绪词库的建立方法$即

对每个情绪类别词组给出一个分值$两名编码员给

出的分值如果不同$则取其平均值%'无语('平静(

与'围观(类别被确立为
$

分$其他的类别依次打分$

正向情绪为正值$负向情绪为负值$编码员认为其情

绪类别的强度每深一层则加一分$直到将所有类别

编码完成$最后$就形成了一个从
JG

到
Q"

的一段

取值范围%

C([[;

和
C,+.(*<0

在'从大规模的书写

表达中测量幸福(研究方案中曾对于
A@Uc

"

,..16<3:1+(*Y;.(*U+

4

-3;0Z(*[;

#词库表的幸福

分值分为三个维度!好与坏&积极与消极&强与弱$每

个维度上赋予
%

到
F

之间的分值$其所赋的分值是

人工给定的$其主要作用可以区分不同词汇的情绪

程度%

)

%$

*同样$参照其方法$本研究对网民评论情绪

类别的评估取值其作用根本在于分级区隔$而非精

确计算$本研究中得出的从
JG

到
Q"

范围内的取值

并不是线性的&连续的数值%

在取得编码数据之后$就能勾画出一张基于小

数据样本的社会情绪倾向统计分布示意图"如图
!

所示#%从这一图谱上能看到的$是整个情绪状态的

一种离散的多样化的分布状态$都统一绘制集中在

一张图形当中$横轴是情绪类别$纵轴浅色起伏较大

的为评论条数$深色叠加部分为情绪的正负分值%

由于情绪取值有正负之分$在该图谱中如果深色叠

加部分向下$则意味着此种情绪具有某种负能量$如

果深色叠加部分向上$则意味着此种情绪具有某种

正能量$它们所呈现的宽幅则为深色阴影之长%从

这幅图大致可以看出该爆料微博评论样本所呈现的

社会情绪的分布特征%

图
!

!

#&#

条微博评论中情绪倾向的分布示意

注!横轴是情绪类别$纵轴浅色为评论的条数$深色叠加部分为情绪的正负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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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实际上有些关键词虽然相同$即其内在的

情绪类别是大致一致的$但是其情绪所指向的对象

或许是不一样的$比如同样是感叹$有的是感叹当事

人$有的是感叹其父母$有的是感叹社会$有的是感

叹人生+同样是愤怒$愤怒的原因也有着诸多的差

异%由于网民意见和表达实在是太多了$五花八门$

生动有趣$有的确实难以归类%因此$这一编码的方

法只对情绪类型加以区别$而不再细分其缘由&产生

的客体对象和主体因素等差别%因此$笔者把同类

情绪加以归并$并不意味着这些情绪本身完全是同

质的$其内部也有多种细微的差别%

第二$对于情绪强度$编码员根据情绪色彩是否

具有正负向的感染能量和理性成分$对其中的类别

做了一种定量的给分$主要是基于编码者的理性判

断%两个编码员之间可进行互相校正并进行比照%

第三$有些类型的情绪较为近似$则加以归并$

而有的评论掺杂了多种情绪在里面$有较为复杂的

综合反应$是一种心理混合状态$如五味杂陈一般$

则抽取其中主要的两种情绪类型$加以合并$从而取

其中间的平均数值加以定分%

第四$从正向的情绪状态来看$总体上看数量较少$

因而$整个情绪指标呈现的是一种负面的情绪指向%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在这条

微博爆料后的舆情发酵过程中$参与评论的部分网

民的情绪表现较为激烈$且呈现出明显的情绪类型

集中的统计分布状态%

四#结构分析"李某某案揭示当下社会

情绪的内在结构特征

!!

$一%测量样本中呈现的典型社会情绪的十大类别

在上面选定的这个小样本中$较为集中的情绪

类型依序排列主要有感叹&反讽&骂人&感慨&警示&

起哄等$为此$笔者列举出社会情绪测量样本
#&#

条

评论中的十大情绪类型分布数据表"如表
%

所示#%

表
>

!

社会情绪测量样本
?D?

条评论中的

十大情绪类型分布数据表

排序 情绪类别 评论数量2条 情绪分值

%

感叹
&& JI

#

反讽
!I J!

!

骂人
#& J"

&

感慨
%G J#

I

起哄
%# J!

"

调侃
%$ J%

G

警示
H "

H

讽刺
" J%

F

讥讽
I J#

%$

无语
I $

总计"占比#

%""

"

"H?"̂

#

!!

从情绪类别的人数数量看$其前
&

名排序为!感

叹&反讽&骂人&感慨$其总占比达到
&F?"̂

$接近一

半%这表明样本人群中的社会情绪基调如此$且集

中呈现如此$在社会情绪分布图谱"图
!

#中$其实可

以一下子就看到那几个尖峰%

$二%测量样本中呈现的典型社会情绪的内在结

构特征分析

基于传播学的框架理论$如果按照
U+<Y,+

所

界定四个层面框架'性质界定('因果解释('道义评

估(和'处置建议(

)

%#

*和笔者增补的另一个层面的

框架'情感宣泄(

)

%!

*的视角来看$上述五大类别正

好分别落在其中%第一$网民的'感叹(恰恰多是在

对此案性质的界定$如'爹不跌坑$儿坑不迭(的议

论+第二$网民的'反讽(则往往直指问题的因果关系

及事件原委$如'李公子没有衙内的命却有衙内的

病(的议论+第三$网民的'骂人(其实正是对事件的

'道义评估($如'孽子6('孽障(等+第四$网民的'感

慨($在某种意义上看往往透露出网民对此事处置的

一种建议或态度...这是普通网友多数无能为力的

慨叹%当然$另外一批网友则用'警示(的情绪表达

了'处置建议($以儆效尤是其中的基本建议%第五$

网民的所有这些情绪性表达都构成了一种'情感宣

泄($只是在程度上有轻有重$从网友反馈的比例看

可见$

#&#

在
I$$

条中的占比也有
&H?&̂

$这也足以

说明宣泄性的情绪表达$在整个事件舆论表达中的

重大比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和揭示了此案

舆情引爆的爆炸性&突发性特征%

可见$基于以上这一小数据样本的统计分析$传

播文本数据揭示了在总体上展示的社会情绪中一种

普遍统计分布规律$社会情绪集中在了多个层面的框

架维度上$尽管从宏观上看社会情绪纷繁复杂&变化

各异且充溢着网络空间$但网络舆情中的社会情绪呈

现却是有着精细的结构&复杂的层次和多变的纹理$具

有一种运作自如的系统性和生机勃勃的生态性特征%

五#结语启示"当下社会情绪图谱的意义

解释及相关政策建议

!!

尽管李某某案事发至今已经有两年多$但此案

相关的网络舆情爆发后所呈现的社会情绪的复杂性

和多样性依然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只要

冷静地回顾一下李某某案$即可以发现$它其实只是

在
#$%!

年当微博传播成为网络舆论场主流形态的基

本格局下的一次网民大众狂欢%这次狂欢清晰地展

示了社会情绪的丰富面貌%如果从李某某案揭示当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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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社会情绪图谱的意义层面来分析$网友在社会情绪

表达的'性质界定('因果解释('道义评估('处置建

议(和'情感宣泄(过程中$都是对此案涉及议题的社

会意义的一种公共建构$这种建构其实是在既往无数

事件积淀的社会情绪上的一种叠加和累积%

对于网络舆情中社会情绪图谱之所以形成相对

集中又复杂多样的形态$笔者分析其主要的原因在

于!一是社会情绪本身具有感染性$容易产生强烈的

连锁反应和协同效应$特别是类似李某某这样的过

去累积的负面社会情绪因为新的突发事件而引爆$

在网络传播中容易产生更大的舆论情绪反应+二是

在网络空间上容易吸引同质人群的聚合$形成'物以

类聚&人以群分(的内在聚合性特征%

在此基础上$笔者对社会情绪的有序调控与生

态传播提出以下三点有针对性的建议!

,

#正本清源$改善宏观生态$增强培育积极健康

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情绪$增强对公平正义环境的维

护$对法治秩序的建设&对道德良心的宣教&对全民

特别是下一代教养情操的培养%

R

#对症下药$去除顽疾$消除隐患$强化对负面社

会情绪的消解$特别是针对有潜在巨大危害的负面社

会情绪一一列出清单$用典型案例教育引导$用一些

精准方案疗治特别病例$例如$对于负面的案例要犀

利解剖&刮骨疗毒&去除有害影响$从而弘扬正能量%

6

#优化微循环$线上线下互动$让公众能积极有

效地进行社会情绪表达$调整各种的社会心态$通过

组织线下互动$形成良性社会互动$畅所欲言$心情愉

快%最终$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的自

我良性循环&自如协调和良性发展的健康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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