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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行语中的地方经济
1
 

——以安徽省为例 

刘艳秋 1 姜红 2 

(1.曼彻斯特大学 环境、教育与发展学院，英国 曼彻斯特，M13 9PY； 

2.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1） 

【摘 要】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受众数量越来越多。

网络流行语是 得益于网络媒体的传播特点而催生的一种语言，很多是因为社会经济事件的热议而产生的，它表达

出社会的真实状态，也反映了受众对经济社会事件的意见和态度。文章运用新闻传播学、应用语言学、计量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采用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和文献研究三种方法，通过大数据对近年网络流行语出现的次数

与安徽经济实绩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建立模型进行相关性分析，探索其中隐含的经济发展规律、存在问题和发展趋

势，分析经济大环境对网络流行语的出现与传播提供了怎样的契机和影响。据此，提出新闻传媒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的对策。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大数据；经济形势；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097(2017) 10-0021-06 

一、网络流行语与安徽经济发展总体形势 

(一）网络流行语的定义与特征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受众数量越来越多，网络流行语是得益于网络媒体的传播特点而

催生的一种语言，关于网络流行语的定义国内外有多种说法。有的学者认为，网 4：吾言是以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结构为媒体

来进行交流的语言。还有学者认为网络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语言”是指网络时代出现的与网络和电子有关的

另类语言，狭义的“网络语言”是自称“网虫”、“网民”在网上使用的语言。 

网络流行语的特点包括三点。其一是符号性： 索绪尔说:“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音响

形象指的不是物质的声音，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其二是社会群体性。人们通过频繁

的社会交往而形成的、在运用语言方面自称体系的、具备与其他群体有区别的语言标记的社会集团或群体，我们可称之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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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社群”，一旦形成将对群体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制约和影响。其三是继承性与创造型相结合。社会中的一切事物不是发明

就是模仿，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学习就包括了对网络流行语的继承。 

关于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效果，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互联网络打破了人际交换的时空局限，彻底解构了传统媒体的

传播方式，颠覆和消解了现代传媒的一些特征，呈现的是一个点对点的平等的无中心体系。网络流行语适应了网络传播“传播

速度快、时效性强、传播手段丰富”等新特点，并为普罗大众的思想文化的表达开通了一个新渠道，彰显草根文化，引发社会

思考是较为正面的效应，而形成的网络语言暴力、不对称信息以及语言使用不规范问题则是负面效应。 

(二)安徽 2013-2015年经济发展总体形势 

安徽 2013-2015 经济发展呈现以下特点：经济增速趋缓，由高速转为中高速，体现新常态的特征，为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

留出空间；质量效益提高，三产和二产增速较快，三次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体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特征，突出表现在

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增长，能源消耗占比降低；区域经济强势，合肥经济占全省 1/4，芜湖经济占全省 1/8 ；社会发展稳

定，城乡居民收人稳步增长，房价、物价与收入相对适应，社会消费态势良好，尤其网购爆发式增长。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研究发现，历年的网络流行语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的结果，前人在该研究领域中尚未

涉足，也是本文的重点研究方向。通过大数据整理得出的网络流行语出现的次数和经济发展实绩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打

通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跨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通道。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探究网络流行语中隐含的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存在的

问题，分析经济大环境对网络流行语的出现与传播提供了怎样的契机和影响，最终提出新闻传媒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对策。 

本文主要采用以下三种研究方法： 

实证分析法。以中国科学院（农业〕智能服务云平台为信息库，收集 2013-2015年 10个网络流行语；采集《安徽统计年鉴》

2013-2015 年经济数据。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分析 10 个网络流行语与其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一个灰色模型，分

析经济发展指标、支撑经济发展的要素指标及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指标等因素对这 10个网络流行语影响的程度。 

比较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法。对比分析 2013-2015 年网络流行语的语言学特点以及传播学特点，并且对网络流行语的语言特

点、缘起类型等信息进行归类统计、辅助研究，同时收集并分析网络 流行语、网络传播等相关的文献，吸取前人研究经验，探

索本文的研究思路。 

本文主要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 

在研究视角上，从新闻传播学角度观察法观 经济，分析网络传播学中网络流行语的概念、特征 和影响及其与宏观经济的

内在联系，文理结合，经济基础与社会文化结合。 

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信息科学、经济学 (金融学）和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知识，其中，运用信息科学知识通过大数据加

工处理网络流行语的视 频、音频、文字信息，运用金融学（数学）知识，处理经济实绩中的数字信息；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 

结合，把网络传播信息数字化，用量化的数字支撑定性的结果；通过建立“灰色相关”数学模型，对大量数据加工处理，甚至

计量单位不同的变量之间通过数学加工后也能进行比较。 

二、网络流行语出现频度与安徽经济形势关联度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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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和数据的采集 

对经济类网络流行语的采集，是以中科院（农业）智能服务云平台为信息库，该搜索引擎于 2006 年建立，目前拥有 2Pb存

储能力，2015年存储量达 到 700TB，已代为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江苏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中科院网络中心、天津农 

业物联网平台等 9家贮存和管理信息库。对经济发展数据的采集，运用《安徽统计年鉴》2013年、2014 年、2015年的经济、要

素和社会发展数据。 

首先将经济类相关名词进行归类，名词相近的词归为一类，如商住楼盘、商品住房、小区房价等统一归称为“房地产”，

众筹、股权、私募基金等 归为“投融资”，出现图像或音频信息按同等数量文字信息计算，如出现一家节能环保企业的图片即

视为 1次“节能减排”名词文字信息，视频画外音出现 1次环保、排污、污染、雾霾等语音视为出 现 1次“节能减排”名词文

字信息。其次是通过云平台的存储与计算设施中心、信息集成共享中心和系统集成共享中心，对视频和音频等进行加工， 将视

频、音频等信号转换成文字信号，对所有信号进行分检、加工、归类，再通过搜索引擎进行汇总统计，最后得出 2013年、2014

年、2015年经济类相关名词出现次数和累加数，对累加数取其前 10 名，命名为网络流行语，它们是互联网、全面小康、 创新

驱动、新常态、区域经济、投融资、节能减排、质 量安全、房地产、放管服。统计结果见表 1所列。 

 

(二）研究方法 

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分析 10个网络流行语与其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一个灰色模型，分析经济发展指标、支

撑经济发展的要素指标及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指标等因素对这 10个网络流行语影响的程度，其研究结论对促进安徽省经济社会

的全面发展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关联度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技术方法，用于分析 系统中各种因素关联程度，是根据曲线间的相似程 度来判断关联程度，分

析的目的是通过一定的方法 揭示各指标间的主要关系，使各因素间的“灰色”关系清晰化。其基本思想是：首先确定参考母序

列和 比较子序列，计算出它们之间的关联系数，结合相 对重要性权重，逐层计算各序列与目标序列的关联度。计算出来的关

联度数值越大则认为两者之间的相对变化基本一致；反之，则认为两者的变化差异较大。 

其步骤主要为先确定参考母序列和比较子序列，接着是量纲化处理。由于各因素都有不同的计量单位，而且原始数据存在

量纲和数量级上的差异，不同的量纲和数量级不便于比较，或者可比较却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在计算关联度之前通常要对

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选 了均值法对各个数列（包括参考母数列）进行无量纲处理，最后是计算关联系数和关联度。 

 (三）实证分析过程 

1.原始数据 

安徽省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原始数据见表 2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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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度计算 

本文利用 Excel 数据处理软件对关联度进行计算分析，其内容包括：“互联网”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速、地区生产总

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城乡居民移动电话拥有数的关联度分析，“全面小康”与城镇居民支配收人、农民家庭纯收入、城

乡居民移动电话拥有数、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及地区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分析，“创新驱动”与二产及三产占总产值比重、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能源生产总量及地区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分析，“新常态”与二产及三产占总产值比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及地区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分析，“区域经济”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分析，“投融资”与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金融

机构人民币存贷比及股票筹资额的关联度分析，“节能减排”与二产及三产占总产值比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能源生产总量

及能源消耗总量的关联度分析，“质量安全”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联度分析，“房地产” 与固定资产投资及金融机构人民币存

贷比的关联度分析，地区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总量的关联度分析，“放管服”与“互联网”、“区域经济”的关联度分析。 

以互联网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速、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城乡居民移动电话拥有数的关联度分析为例，

对样本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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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求得关联系数矩阵： 

 

最后，计算出 x0（互联网〕与 xi之间的关联度：R1=0.48 ，R2=0.84，R3=0.96，R4=0.88，R5=0.96，R6=0.97。一般来讲，关

联度 R越大，认为 xi对 x0的影响越大。同理，可得到其他变量间的关联度结果，见表 3所列。 

 

(四）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1.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逐渐转为中高速 

2013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 19 038.9 亿元，同比增加 10.4% ； 2014 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 20 848.7 亿元，同比增加 9.5% ；

而 201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 22005.6 亿元，同比增加 8.7%。和全国一样，经济增长呈现 L型，是新常态最突出的特征，符合

经济发展 的规律。“新常态”在近三年来网络经济学相关名词中出现的次数快速增加，其中 2015年同比增长了 5.5 倍。而由

灰色关联度的分析结果可知，“新常态”与 高新技术产业(0.83）、第三产业比重(0.83)及地区生产总值关联度（0.82)较大，

与第二和第一产业比重的关联度较小，说明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地区生产总值对新常态的影响较大，因此安徽省

要 想继续保持新常态，必须注重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将 GDP的增速控制在合理区间，这也正是新常态要求的新旧

动能的转换。区域经济与地方经济关联较大〔0.72〕，与“放管服”有一定关联 （0.61），提醒我们需要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和

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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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结构比例更趋合理  

“十二五”期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常用三次产业的地区生

产总值构成来说明，2 013-2015年，安徽省第一、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2013年的 12.1 %、54.6%下降到 2015

年的 11.2%、49.7%，而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在这一阶段迅速上升，2015年达到 39.1%,比 2013年的 33.3%提高了将

近 6 个百分点，这一结构性调整使得二、三产业比例更趋合理。由上面的灰色关联度测算结果可知，第二产业增长幅度对互联

网的关联度为 0.482，较第三产业增幅对互联网的关联度低 0.35 个点，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互联网的影响远大于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对“创新驱动”的关联度为 0.634，而第三产业占比对“创新 驱动”的关联度 0.771，说明第

三产业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更大。同时，“创新驱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关联度也高达 0.735，说明安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

技进步，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提高质量和效益，这是当前乃至今后提高安徽经济总量的主攻方向。 

3.绿色环保安全等发展特点开始显现  

2013-2015年，随着 GDP的增速减缓，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也在逐年下降，2013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额 18 251.1万元，同

比增长 21.2%； 2014 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额 21 256.3 万元，同比增长 16.5% ； 2015 年全省同定资产投资额 23965.6 万元，

同比增长 12.7%。同定资产投资减缓的同时，第三产业的比重 也由 2013 年的 33.3^提高到 39.19^，第二产业的比重 从 54.6%

降低到 49.7%，说明投资的热度在降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也在降低，但与投资关联度不大的第三产业仍然快速增长，这

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三年中，“节能减排”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15年出现频数达到 15 900次，同比增加

84.03%，由灰色关联度的分析结果可知，“节能减 排”与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能源生产总量和能源消费总量的关联度较

大，而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的关联度相对较小，说明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能源生产总量和能源消费总量是影响节

能减排的重要因素，从分析结果还可得知，高新技术产业 和“质量安全”的相关系数达到 0.80，说明发展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既是节能减排也是质量安全工作的重要抓手。 

4.网络流行语直接反映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从表 2 可以看出，2013-2015 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家庭纯收入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2015 丰，城乡居民移动电

话百户拥有数均超过 200 部。由 灰色关联度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全面小康”的关联度为 0.639，略

高于农民家庭纯收入对“全面小康”的关联度，说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对全面小康社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城镇居民移动电话

百户拥有数对“全面小康”的关联度为 1.688，同样略高于农民移动电话百户拥有数的关联度，说明城镇信息化发展水平对全

面小康社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房地产”与固定资产投资关联度较大（0.71），与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比关联较大（0.66），

说明投资中房地产占比较大，金融机构有不少资金投向房地产，但房地产开发与“全面小康”的关联度相对较小(0.564)，说明

房地产开发用于解决人民住房问题的份额较少，并未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起到明显促进作用，这个数字诠释了房地产炒作只

是让一部分人多了更多住房，城乡居民普惠性的住房面积增加不明显。同定资产投资与“全面小康”的关联度为 0.602，稍大于

房地产开发对全面小康的关联度。从表 3 可以看出，“全面小康”与 7 个因素都有关联，系数在 0.59~0.64 之间，说明全面小

康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措并举。 

三、新闻传媒支持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一）网络信息是客观现实的内在反映 网络流行语不仅具有文化属性，也具有经济和社会属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文化是建立在上层建筑之上的意识形态，网络流行语作为文化的标点符号，就是经济的内在反映。数字、信息和技术借助网络

的零距离、超快速，渗透到各领域、各产业， 打破了要素间时间上的不同一性、空间上高成本性， 提高了全要素的生产率，

这就是对经济学家索罗“Y（总产出〕=K（资本）+L（劳动）+A (索罗余量)”理论的佐证，也产生了网络经济。我国 1996年接

入互联网以来，是网络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双十一” 成为全球销售量最高的一天。经济学家按生成的先后顺序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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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次产业理论，互联网―的实质是将互联网技术融入一、二、三次产业，形成农业信息化、工业信息化和服务业信息

化，息影技术、多媒体技术巳将去世多年的邓丽君“请”到距我们不到 10 米的距离“现场”演唱，这个技术的成熟将会通过网

络实时地将世界杯足球比赛搬到家庭客厅内，会把大腕请到家里来和我们握手，这便是本人大胆命名的第四产业，随着一、二、

三、四产业之间的融合，再渗入文化创意、旅游等，将还会诞生第五、第 N产业。 多次产业一个共同的基因就是嵌人了网络，

这个被所有产业和行业都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将会提供采集海量信息的平台，新闻传媒业会从这些平台采集平面、二维、三

维，以及视、听、动等多种类型网络信号，经过多维扁平化，加工压缩成更为直观的信息符号来反映更多的政治、经济、社会

现象，那时，我们的新闻传媒才真正成为全景式、高渗透、更时效地反映客观现实的温度计和晴雨表。 

〔二）运用大数据捕捉和统计网络流行语是把握经济和社会走势的重要手段 

大数据是流行语存在的资源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海量信息通过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全景式、立体式的传播，形成一

大批受众，在人脑中加工、归纳后形成“象征现实”，通过信息广覆盖、群体多互动，在群体中逐步“培养”，形成群体意识，

这种意识 通过新一轮再传播，形成网络流行语，在信息云平台上很容易被捕捉、统计。本文使用的是偏技术的中科院云平台，

导致“互联网”、“创新驱动”词汇频率很高，但涉及综合性词汇，如“全面小康”、“质量安全”、 “放管服”等，虽然总

数不多，但因年度间的快速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相关性，也使我们推测，一些综合性的云平台会在总数和增速上更直

接、更客观地反映现实，这种运用大数据分析统计流行语来判断宏观形势是传统方法无法比拟的。正因这种方法的信息量大、

技术性高、精准性强、计算速度快，将会成为未来新闻传媒服务经济社会的最新、最快手段。 

〔三）政府要及时借助网络流行语等新闻传媒手段指导宏观经济 

表 3 计算出的 35 个相关系数中，0.92 是最接近 1 的数字，说明网络经济对地区经济的强大推动作用。首先要从产业的细

胞一一企业入手，把信息化与产业相融合，大力推进互联网、物联网向产业的渗透，发展中国制造 2025、现代服务业、现代农

业，让实体经济插上信息的翅膀，这也是互联网+的核心内 容，也是网络经济的基础。网络流行语是否客观反映真实情况，取

决于词汇数量的足够多以及词汇获取渠道的多样性，这就要求我们拥有多个海量数据的采集平台，新闻传媒界可以分类组成若

干联盟，将多个下属信息平台〔特别是搜索引擎）在联盟内共享，这样获取的信息量更大，反映的经济社会现象更准确，为政

府提供的参谋作用更明显。政府在了解宏观经济动向、调整经济结构和进行宏观决策时要 把新闻传媒作为新生的重要参谋助手，

善于利用网络词汇出现频度，观察宏观走向，提前做好预案，同 时，利用网络流行语与宏观形势的内在联系，主动，引导经济

形势向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履行好宏观调控职能。要依法保护和治理网络，畅通是网络的基石，多一些畅通、少一些禁止

是对网络发展的基本要求，保护畅通，通则对称，以确保网络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加强监管，建立屏蔽和防火系统，保持网络

健康持续发展，否则，流言和错词的频繁增加无疑导致源头的信息失真，最后给政府决策提供错误参考。网络时代已经来临，

网络同汇随着新一代群体的社会化特征表现出阶段变异，从而产生的群体传播、群体主张和群体规范也会产生新的变化，网络

流行语会更敏锐更直接地反映经济社会活动，传统传媒业将面临新的挑战。网络经济渗透到多次产业，也将给经济和产业管理

带来新的挑战。但无论如何，传媒与经济社会的跨界融合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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