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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微博用户对ChatGPT的看法及对人工智能潜在风险的认知。通过文本分析，使用ROST 
CM6软件深入剖析微博上的热门评论，同时使用Citespace对相关人工智能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研究

首先梳理了人工智能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脉络，其次识别高频词汇，通过语义网络分析构建概念关系，最

后进行情感分析评估用户情感。结果显示，尽管用户认可ChatGPT的积极作用，但对其风险和未来也持

担忧态度。高频词汇分析显示用户广泛关注ChatGPT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情感分析则揭示出63.50%的用

户表达了消极情绪，主要担忧技术失业和人工智能自我意识的威胁。研究结论强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的普及，公众需增强忧患意识，引导技术向善发展，以发挥其对社会的建设性作用。本研究为理解公众

对ChatGPT的态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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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views of Weibo users on ChatGPT and their perception of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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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s associated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rough text analysis, the paper uses ROST CM6 soft-
ware to deeply analyze popular comments on Weibo, and uses Citespace to conduct bibliometric 
analysis on releva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ture. The study first sorted out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n identified high-frequency vocabulary, con-
structed conceptual relationships through 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 and finally conducted senti-
ment analysis to evaluate user emo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users acknowledg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ChatGPT, they also have concerns about its risks and future. High frequency vo-
cabulary analysis shows that users are widely concerned about the impact of ChatGPT on human life, 
while sentiment analysis reveals that 63.50% of users express negative emotions, mainly concerned 
about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and the threa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lf-awareness. The re-
search conclusion emphasizes tha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public needs to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potential risks, guide technology towards positive de-
velopment, and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society. This study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s and 
sugges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s ChatGP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r-
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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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ChatGPT 是 AIGC 领域的一个典型产品，主要应用于人工智能文字交互模型。它在文本生成方面展现

出卓越的能力，相较于之前的人工智能产品，在代码理解和内容生成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引起了全

球范围内的关注和讨论。然而，目前对于 ChatGPT 的研究主要关注其本身的概念内涵[1]，以及从发展演进

[2]、应用场景[3]、政策治理[4]等宏观视角展开讨论，缺乏从微博用户的微观视角来研究对于 ChatGPT 的

看法。在信息爆炸、大众注意力稀缺的当下，微博作为目前中国互联网最高效的信息传播平台，往往是引

爆新闻传播的首要社交媒体阵地。因此，从微博用户为切入口，站在大众的视角上，来研究 ChatGPT 等人

工智能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本文通过分析微博网页版上关于 ChatGPT 的博文评论，从

微博用户的视角出发，探讨了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被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来源地概括 

微博是一种中国主流的社交媒体平台，类似于 Twitter。微博平台上的内容种类丰富多样，涵盖了新

闻、娱乐、体育、时尚、科技等各个领域。微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内容形式多元化、包容力很强的平台，

形式上聚合了图文和视频，也兼顾短资讯和深度长文；内容上主题广泛，讨论延展度高，因此能渗透各

种各样的用户。许多公众人物、名人和机构也在微博上开设了官方账号，与粉丝分享动态和与他们互动。

微博在中国社交媒体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成为了许多人获取信息、表达观点和社交的重要平台。它

也成为了政府、企业和个人进行宣传、推广和舆论引导的工具。在 AIGC 时代，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

术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一旦相关话题被提及，通常会引发众多微博博主的关注，并在其网络意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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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的作用下，吸引大批用户参与到该话题的讨论之中。 

2.2. 数据来源 

在微博网页版对 ChatGPT 相关的内容进行了一站式搜索，共找到了上百条与其相关的内容。为了确

保这些博文能够得到网友的认可，本文在检索到相关博文后，利用微博的高级搜索功能，筛选出了最热

门的 40 篇博文。同时，为保证每条博文之下评论的说服力，本文总共收集了 200 条评论，这些评论均是

选自 40 篇博文中底下点赞量最高的 5 条评论。同时本研究借鉴并采用文献计量研究使用的常规方法，对

“人工智能”领域有关方面的研究做文本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其中，文献的来源为中国知网。采用迭代

思想进行检索关键词的确定：① 使用“人工智能”作为关键词，在 CNKI 跨库选择中选取“期刊”“特

色期刊”“博士”“硕士”“国内会议”“国际会议”以及“学术辑刊”，按主题进行搜索，得到 200
篇中文文献；② 使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关键词词频统计得出使用频次 ≥ 3 的关键词词表；③ 根据“人

工智能”研究领域部分高被引文献和综述类文献中出现的有关词汇，进行适当增补；④ 进行人工筛选，

再结合查准率合并筛选出关键词 20 项。 

2.3. 研究方法 

文本分析是一种研究方法，它涉及到对文本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分析，以提取有用的信息和洞察力。

通过文本分析，可以从大量文本中提取关键信息和主题，也能够识别文本中的情感倾向或观点态度。本

文中采用了文本分析方法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微博用户的评论进行研究。本文利用 ROST CM6 软件对微博

网页版中与 ChatGPT 相关博文的评论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同时通过利用 Citespace 的可视化功能，对

200 篇中文文献进行统计，再进行适当筛选和清洗，展现当前研究中的热点词汇。 

3. 研究热点与发展脉络 

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Figure 1. Keyword co-occurrence visualization map 
图 1. 关键词共现可视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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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样本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分析，生成关键词共现可视化图谱(见图 1)。在这个图

谱中，N 代表关键词，E 代表连线，Density 代表关键词密度，即包含了 122 个关键词、245 条连线，以

及为 0.0332 的关键词密度。主要的关键词包括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文本生

成、深度学习等。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的理解文献中各个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和关系，

以便在这之后的更深层次的研究。 

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样本文献的关键词聚类分析，生成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图谱(见图 2)。在这个图

谱中，Q 值是一个衡量网络模块化的指标，通常取值范围在[0, 1)之间。当 Q 值大于 0.3 时，表示划分出

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Q 值越高，说明聚类结果越清晰、有意义。而 S 值是平均轮廓值，用来衡量聚

类的同质性和效率。当 S 值大于 0.5 时，认为聚类是合理的；而当 S 值大于 0.7 时，则表示聚类是高效率

且令人信服的。S 值越高，说明聚类的同质性越高，每个聚类内的文献或关键词越相似。根据图 2 数据

可见，Q 值为 0.5239，大于 0.3，表明聚类结构显著；而 S 值为 0.836，超过了 0.7，说明聚类结果高效且

具有较高的说服力。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看出文献被划分为 8 个聚类单元，分别是#0 人工智能、

#1 生成式人工智能、#2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3 文本生成、#4 深度学习、#5 出版业、#6 媒体融合、#7
大模型。 

 

 
Figure 2. Keyword clustering visualization map 
图 2. 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图谱 

3.3. 关键词时间线分析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样本文献的关键词时间线分析，生成关键词时间线可视化图谱(见图 3)，时间

线图展示了近年来研究重点的演变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2022 年之前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认识仅仅

停留于其数据、内容开发之上。而在 2022 年呈现爆发式的增长是因为 OpenAI 公司研发的一款聊天机器

人程序——ChatGPT 的现世，引发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之后，可以看出人们开始将人工智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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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个行业，如出版业、新闻业、传媒业等，并关注其带来的机遇以及潜在风险。 
 

 
Figure 3. Key timeline visualization chart 
图 3. 关键时间线可视化图谱 

4. 形象感知结果分析 

4.1. 词频分析 

将收集到的微博用户评论，通过 ROST CM6 软件进行分词处理，并对分词结果进行词频统计。在剔

除与主题无关的词频后，统计出排名前 40 的高词频词汇，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hatGPT high-frequency vocabulary list for online comments 
表 1. ChatGPT 网络评论高频词汇表 

高频词 词频 高频词 词频 高频词 词频 高频词 词频 

人类 18 发展 5 逻辑 4 电子 3 

人工智能 15 效率 5 解放 4 价值 3 

技术 9 一年 5 进步 4 工业革命 3 

模型 8 分析 4 真正 3 每个 3 

数据 8 企业 4 差距 3 属于 3 

中国 7 时代 4 危险 3 领域 3 

代码 7 总结 4 复杂 3 微软 3 

意识 7 应用 4 人工 3 研究 3 

问题 7 文献 4 理性 3 工具 3 

科技 6 生成 4 理解 3 改变 3 
 
通过分析这些高频词汇，发现“人类”一词出现频率最高。这表明，在 ChatGPT 出现后，微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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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注的就是 ChatGPT 对于使用主体—人类的影响，并习惯性的容易将自身与其联系起来，以此来衡量

他们二者之间的界限。“人工智能”“技术”“模型”“数据”出现的频次较高，表明微博用户对新技

术的关注度较高，在 ChatGPT 问世后想要去了解 ChatGPT 的数据模型以及其内在运算逻辑。“文献”“企

业”“应用”“总结”体现了当下微博用户逐渐的开始把 ChatGPT 投入到日常学习中，同时也能帮助许

多企业、公司的员工编写年度、工作、项目等总结。据艾瑞发布《AIGC 系列报告——中国 AIGC 产业全

景报告》显示，在国外 AIGC 应用展示出大模型的能量的同时，我国企业也加强了相关产品技术布局，

云厂商、AI 大厂、创企、各行业公司及技术服务商等产业各领域玩家纷纷发布大模型或基于大模型的应

用产品及各类技术服务。“发展”“效率”“进步”“价值”体现了微博用户对 ChatGPT 的认可度，看

到了其积极的一面，肯定其对人类社会带来的价值和正向影响。但与此同时，“问题”“危险”“意识”

则微博用户表达了对 ChatGPT 未来发展的担忧，认为随着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升级，未来其

可能会进化成跟电影《复仇者联盟 2：奥创纪元》中的人工智能生命奥创一样展出自我意识，想要脱离

人类的控制主宰世界，导致全人类的灭绝。 

4.2. 语义网络分析 

首先利用 ROST CM6 软件的网络语义分析功能，将微博用户评论的文本数据转化成网络评论的语义

网络图(见图 4)。随后，对这个语义网络图进行了深入的语义网络分析。通常情况下，如果两个节点之间

有直接的连接线，则表明这两个词组或概念之间存在相关性；连接线的数量越多，表示它们之间的联系

越紧密。通过这种分析方法，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观察到词组之间的关联性。 
 

 
Figure 4. ChatGPT network comment semantic network diagram 
图 4. ChatGPT 网络评论语义网络图 

 
从整体上看，这个语义网络图可以被划分为四个层次：“核心节点–次核心节点–过渡节点–边缘

节点”[5]。其中，“技术”、“风险”、“问题”、“意识”、“模型”、“中国”和“人类”位于核

心位置，与其他词组的关联性最强。这表明，关于 ChatGPT 的使用是否可能出现独立意识以及可能遇到

的风险等方面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大众、中国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影响。而“科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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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方法”、“研究”和“处理”则处于次核心位置。随着 ChatGPT 的推出，人们开始深入思

考其核心能力，并尝试将其应用于解决具体问题和开展相关研究，这体现了大众对 ChatGPT 基础应用的

认识。通过“微软”、“应用”、“发展”、“全面”和“工具”的关键词，微博用户分享了他们对 ChatGPT
未来发展方向的观点。显然，作为一种应用工具，ChatGPT 在未来有潜力替代某些职业。让部分人面临

着失业的担忧，但是其确实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带动了相应职业的发展。例如 2022 年 8 月在美

国科罗纳多艺术博览展会上一举夺冠的《太空歌剧院》作品就是由 AI 绘画生成，这让很多人认识到了

AI 绘画的巨大潜力，但是 AI 绘画也面临着版权争议和能否称之为“艺术”的伦理争议，这是人们不可

忽视的对 ChatGPT 等人工智能的冷思考。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的描述，照相技

术让大量的文本复制变得轻而易举，从而把艺术从一向被人们所崇敬的神圣祭坛上拖了下来。人类艺术

家更应该在这种冲击下走出舒适圈，去创造拥有独特的“人”的魅力的艺术作品。在微博平台上，用户

对 ChatGPT 的评价多聚焦于其边缘性特征，如“伟大”、“最好”、“逻辑”、“人员”、“赶上”、

“智能”和“开发”。这些词汇反映了用户对 ChatGPT 作为对话工具的实用性和技术潜力的基本认知。

随着技术的进步，ChatGPT 预计将进一步增强其功能，这表明了用户对其未来发展的乐观预期。 

4.3. 情感分析 

本文利用 ROST CM6 软件对微博用户评论进行了情感分析，并得出了相关的情感分析结果(见表 2)。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微博用户的积极与消极情绪直接反映了他们对 ChatGPT 的满意度。这对

ChatGPT 从微博用户的视角出发，改进自身功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根据表 2 的数据，我们发现有

34.50%的用户对 ChatGPT 持积极态度，2.00%的用户保持中立，而高达 63.50%的用户表达了消极情绪。

总体来看，大多数用户对 ChatGPT 的评价并不乐观。在消极情绪中，轻微、中等和严重的情绪分别占

16.00%、45.00%和 2.50%。结合词频分析和网络语义分析，我们总结出微博用户普遍的负面情绪主要源

于 ChatGPT 的强大功能导致某些岗位被自动化替代，以及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未来可能出现的

ChatGPT 自我意识的恐惧。这就是恐怖谷效应：人类会因机器越来越拟人化、越来越像人类而感到恐惧，

至于其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高度仿真环境下，真假难辨所带来的心理不适。另一方面，这种相

似性还激发了一种潜在的威胁感。那些与人类极其相似却并非真正的人类存在，会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潜

在的威胁。 
 
Table 2. Analysis results of ChatGPT network comment sentiment  
表 2. ChatGPT 网络评论情感分析结果 

情感类型 占比% 强度 占比% 

积极情感 34.50% 

一般(5~15) 24.50% 

中度(15~25) 8.50% 

高度(25 以上) 1.50% 

中性情感 2.00% —— 2.00% 

消极情感 63.50% 

一般(−15~5) 16.00% 

中度(−25~−15) 45.00% 

高度(−25 以下) 2.50% 

5. ChatGPT 潜在的风险 

本文采用 ROST CM6 软件对微博平台上用户对 ChatGPT 的评论进行处理，通过词频分析提取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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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人工智能”、“技术”、“模型”、“数据”等 40 个高频词汇。分析表明，自 ChatGPT 首次

出现后，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与此同时，人们在接受 ChatGPT 带来的

好处时，也必须考虑到它可能带来的失业风险、替代效应等对人类的潜在威胁。 

5.1. 内容风险：内容真实性难保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AIGC 的信息数据来源，是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种镜像投射[6]。正如喻国

明所说，“它现在的问题是不辨真假，对真实度要求很高的新闻只能将它作为参考。”剑桥词典公布的

2023 年度词汇是 Hallucinate。当这个表示“幻听，产生幻觉”被放到当前智能时代背景下时，它指向的

正是 AI 带来的真实性危机：社交机器人散播虚假的政治倾向导致“脱欧”等黑天鹅事件、ChatGPT 生产

出的“杭州取消限行”等虚假新闻也进一步暴露了深度造假对人们生活最切实的干扰。 

5.2. 隐私风险：陷入数据伦理困境 

在利用 ChatGPT 进行内容生成时，需要大量的数据作为算法训练的基础。然而，处理和存储这些数

据可能涉及隐私和数据安全的风险。首先，在使用者使用 AI 技术服务提供商的服务时，可能会默认同意

服务提供商可以“学习”使用者提供的信息，可能致使泄露个人信息或违反公司相关的保密制度；其次，

ChatGPT 生成的内容可能会被滥用用于网络欺诈、网络钓鱼和虚假身份创建，恶意用户可以利用 ChatGPT
技术生成看似真实的内容来误导和欺骗其他人；最后，ChatGPT 的大规模自动生成特征可能会导致恶意

攻击者试图篡改或操纵 ChatGPT 的训练数据，以产生误导性或有害的内容。 

5.3. 认知风险：“主仆式”的人机关系 

ChatGPT 的使用者必须明确的是——人机之前从来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更是应该是一种“互尊、

互敬”的关系。“人机协作”的概念，自人类诞生之初，就一直伴随着人类整个文明史的发展。如果说

要人类去尊重机器在工业时代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那么在当下 AIGC 时代下，关于是否尊重并解放人类

大脑的 AI 将无可厚非的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理想的人机协同，需要人和机器相互促成，相互制约，

相互纠正，相互驯化。但如果人不能在这过程中进行一定的角色转化，就难以适应这种新关系，或者将

会被机器单向驯化。 

6. 结论 

本文综合运用 Citespace 和 ROST CM6 软件对微博用户对 ChatGPT 的评论进行了深入分析。Citespace
的关键词共现分析揭示了人工智能领域内关键概念的相互关联，聚类分析则明确了主要研究主题，如人

工智能、文本生成等，并指出了研究社区的结构。时间线分析反映了人工智能研究焦点的演变，特别是

ChatGPT 的兴起。ROST CM6 的词频分析突出了用户对 ChatGPT 影响人类生活的广泛关注，而语义网络

分析进一步展现了概念间的深层次联系。情感分析显示，尽管有 34.50%的用户持积极态度，但 63.50%
的用户表达了对技术失业和人工智能自我意识威胁的消极情绪。这些分析结果强调了公众对人工智能技

术发展的复杂情感，以及对技术向善发展的期望。 
媒介技术既是毒药也是良方的矛盾观念由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最先提出，这样的矛盾性也体现

在 ChatGPT 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上。ChatGPT 潜在着内容、隐私、认知等风险的同时，我们应意识到不应

当因为技术产生了问题就否定技术演化本身的存在合理性。但真正有想象力的新闻从业者必须首先面对

和解决人类传播属性和运作机制的问题，而不是避开这些空谈悲情与坚守，这种存在于人文社科和科技

领域的脱节都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搭建起桥梁。未来，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会突

破以往的理论和实践限制，以技术赋权带来更大的可操作空间。然而新闻传播领域应该在接受这份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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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同时做好风险防范，立足于内容本身的价值，让新闻业奔向更自由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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