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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音乐搜索排行榜测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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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现代生活中 ,音乐、电影和美术已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排行榜

在音乐工业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一种新型的排行榜 ,实时的搜索排行榜进行研究。

通过数据的采集与分析 ,研究这一类型的排行榜的排名特征和用户行为。从研究结果中 ,发现

了搜索排行榜与传统的商业性排行榜的差别就是这一新兴排行榜中存在一部分特殊用户。近

而研究了这些特殊用户的用户行为特征以及给排行榜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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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 more and more singers p ublish various songs. The songs are ref reshed eve2
ryday , so we need a real2time chart of music. In t his paper , our st udy is based on t he real2time search

chart s of music. We st udied the algorit hm of the chart s and analyzed t he ranking of t he chart s. Ac2
cording to t he ranking of t he chart s , we got some special characters. Those characters can not be seen

f rom other music chart s , such as selling chart s and ot her week’s chart s of music. While , t here are al2
so some problems about the real2time chart s , like special users of chart s. Those problems need us to

solve. We will get more impersonality chart s af ter solving t hos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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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生活中 ,音乐、电影和美术已经是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排行榜 ,也就是所说

的音乐热榜 ,他在音乐工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 ,它就像是一个晴雨表 ,时刻反映着歌手与歌曲

的流行程度。世界上有很多的音乐排行榜 ,其中

U K排行榜和 Billboard’s[ 1 ] 排行榜是公认的两个

最具权威的排行榜。除此之外 ,日本的“Oricon”

排行榜也得到了音乐界的认可。Giles[ 2 ] 曾在他

的文章中解释了人们重视音乐排行榜的原因。排

行榜是根据专辑的销量进行排名的 ,排行榜的排

名显示了专辑销量的多少。因此 ,音乐排行榜就

直接反映了音乐市场的信息 ,同时排行榜还能够

影响人们的购买行为 ,进而影响整个音乐市场。

总之 ,音乐排行榜对音乐工业发展产生了影响。

如今 ,随着因特网和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 ,

音乐产品的形式也多种多样。除了购买 CD 之

外 ,人们还可以通过网络下载、手机铃音、在线听

歌等多种服务来欣赏音乐与歌曲。因此 ,单从专

辑销量这一个方面已经无法准确的评价音乐尤其

是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 销量排行榜提供的市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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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已经不够全面。时下 ,各种排行榜层出不穷 ,其

中包括以网络销量为基准的网络专辑销量排行

榜 ,以铃音下载量为基础的铃音排行榜 ,以及以点

击率和搜索率为基础的点击排行榜和搜索排行

榜。以搜索排行榜为对象进行研究 ,通过数据采

集和分析获得搜索排行榜的特征。

一、搜索排行榜

(一)实时搜索排行榜

根据排行榜的更新频率 ,分为即时更新排行

榜和非即时更新排行榜。即时更新排行榜 ,顾名

思义 ,就是指排名的更新是随时间变化 ,而且更新

周期短。在本文中 ,把更新周期小于 1 小时的排

行榜都称为即时更新排行榜。比如“谷歌”

( Google)的热榜 ,它的更新周期就是 1 小时。而

非即时更新排行榜就是更新周期大于 1 小时的排

行榜。大部分的以销售量为基准的排行榜 ,更新

周期都是以天为单位。这些排行榜只显示前一天

歌曲排名 ,而无法做到即时更新。

根据排行榜的排名标准 ,又可以将其分为商

业排行榜和非商业排行榜两大类。商业排行榜是

指以专辑的销量或者是其他的商业利润来进行排

名的排行榜。首先 ,专辑销量榜就是典型的商业

排行榜 ;再者 ,其他与音乐有关的收费服务的排行

榜也是商业排行榜 ,如手机铃音的下载排行榜以

及短信的支持率排行榜等 ;另外现在还出现了一

些新型的排行榜 ,他们综合考虑专辑销量 ,用户点

击率 ,短信支持率等因素进行排名 ,这些也都属于

商业排行榜。非商业排行榜主要依据用户的点击

率进行排名 ,比如谷歌的搜索排行榜就是根据用

户搜索频度进行排名。

实时的根据用户的搜索进行排名的排行榜 ,

就称为实时搜索排行榜。这一类的排行榜有两大

特点 ,一个就是它不受商业坏境的影响 ,第二个就

是它能够及时反映用户的行为 ,反映音乐流行趋

势的变化。

(二)“naver”排行榜

本文具体的研究对象是“naver”排行榜 (直接

称其为排行榜 N) 。排行榜 N 就是一个实时的搜

索排行榜。排行榜 N 是韩国著名网站 www. na2
ver. com 的产物。这一网站占据了韩国市场份额

的 70 % ,也就是说他拥有超过三千五百万的使用

者。因为从这个网站上可以获得最新的韩国娱乐

资讯 ,所以在中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 ,www. na2
ver . com 上的咨询都被翻译和转载。

排行榜 N 之所以受欢迎 ,有两个原因可以

解释。一是它的用户数量很多 ,它直接反映了

人们的兴趣与喜好 ,它是“韩流”娱乐的风向

标。二是因为它特殊的排行机制。排行榜 N

是一个搜索排行榜 ,他的排名的依据就是用户

对于关键词的搜索率。而且他是一个即时更

新的排行榜 ,能够适时地反映新闻、歌曲、人物

的受关心程度。据观测 ,他的更新频率最快可

以达到 5 s/ 次。

二、数据与分析

在本文中研究的数据都是来源于排行榜 N。

排行榜 N 包括多个种类的排行 ,比如新闻、人物、

电视剧、电影等等 ,而在本文中 ,选择音乐类排行榜

进行研究。数据采集的时间是一周 ,从 2008 年 7

月 9 号到 7 月 17 号。采集频率是 20 秒/ 次。从数

据中发现 ,星期六的数据结果和星期日的数据非常

相似 ,所以就只选取了周一到周六这段时间的数据

进行分析。数据从时间上分为两段 ,一段是从 7 月

9 号中午 12 点开始到 7 月 13 号凌晨零点结束 ;第

二段是从 14 号的午夜零点开始到 17 号中午 12 点

结束。由于应考虑到中国与韩国之间有 1 小时的

时差 ,在数据采集时都是提前 1 小时进行 ,文中所

显示的时间均为首尔时间。

由于所研究的排行榜 N 是一个搜索排行榜 ,

所以音乐排行榜中的关键词句保健括了多个类

别 ,比如歌手名、歌曲名、歌词等等。在表 1 中列

出了关键词的分类情况。歌手数量为 55 ,当前流

行歌手为 32 ,普通歌手为 23。在这些检索词中有

一类特殊的检索词 ,就是“歌手名 + 歌曲名”。根

据这一特性对歌手进行了分类 ,以“歌手名 + 歌曲

名”被搜索的歌手称为当前流行歌手 ,因为这些歌

手大都是最近发行专辑的歌手 ,他们的名字以及

他们的歌曲都很受关注。另外一类为普通歌手。
表 1 　检索词的分类情况

检索词类别 检索词数量

总数 758

歌手名 55

歌曲名 578

歌手名 + 歌曲名 81

歌词 48

其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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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排行榜 N 的基本特征

排行榜 N 中即时的显示搜索量处于前 10 位

的搜索关键词。根据音乐排行榜的排名变化 ,可

以看出每个歌手以及每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这

里通过数据分析来显示这一信息。

首先来介绍两个歌手 ,第一个歌手给它命名

为歌手 A (A = wonder girls) ,第二个歌手称之为

歌手 B (B = MC Mong) 。歌手 A 和歌手 B 都是

当前流行歌手 ,他们都有“歌手名 + 歌曲名”这种

检索词。将 A 的歌曲命名为 a (a = so hot) ,B 的

歌曲称之为 b ( b = circus ,中文名为“马戏团”) 。

将“歌手”的排名变化和“歌手名 + 歌曲名”的排名

变化进行比较。共比较了两组数据 ,这两组数据

都关于“歌手名”和“歌手名 + 歌曲名”的排名变化

情况。第 1 组的时间为 2008 年 7 月 9 号的中午

12 点到晚上 12 点 ,第 2 组数据的时间是从 2008

年 7 月 9 号到 7 月 17 号。先以 1 天的数据为例

进行说明。对于歌手 A 而言 ,它的歌曲的上榜时

间相对较短 ,只在下午 16 点到晚 20 点之间有过

片刻的上榜 ,上榜总时间不过 1 小时。针对于歌

手 A 的“A &a”的搜索 ,也就是“歌手名 + 歌曲名”

的搜索却多次上榜 ,特别是在下午 14 点到 16 点

之间 ,一直处在排行榜前 10 名的位置。关于歌手

B 的“歌手名 + 歌曲名”的搜索情况 ,两个歌手的

情况非常相似 ,而且上榜时间也很接近。但是 ,如

果只是比较两位歌手的歌曲 ,有很大差别。歌手

A 的歌曲直在榜上停留了不到 1 小时 ,但是歌手

B 的歌曲却是一直停留的榜单上。对于一周的数

据 ,歌手 A 和歌手 B 的情况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

点。相同点 :关于“歌手名 + 歌曲名”的上榜情况 ,

都只是出现在两个时段 ,一个是工作日的下午 ,一

个是休息日的全天。不同点 :关于“歌曲名”的上

榜情况 ,歌曲名上榜并没有一般性的规律可循 ,只

是歌手 B 的歌曲比歌手 A 的歌曲在排行榜上持

续的时间更长 ,从时间的遍历性考虑 ,歌手 B 的

歌曲 b 的上榜时间更广 ,从凌晨到午夜都有上榜 ,

而歌手 A 的歌曲 a 相对上榜时间较为固定。

(二)“歌手名 + 歌曲名”(A &a) 与“歌

曲”(a)的相关性

在这里引入相关关系的概念。关系是指两个

变量之间不确定的关系 ,这里指类目之间或检索

词之间 ,除等同关系或等级关系以外的其他各种

关系。相关关系着重研究 X 与 Y 之间的相似程

度 ,取 X 为“歌手名 + 歌曲名”,设定 Y 为“歌曲

名”。那么 X 与 Y 的相关系数就表示“歌手名 +

歌曲名”和“歌曲名”的排名的相似程度 ,从而就可

以得出歌曲对于歌手的影响。X 和 Y 的相关系

数的表达式如式 (1) :

ρ( X , Y) =
E( X Y) - E( X) E( Y)

D ( X) D ( Y)
(1)

式中 , X 表示“歌手名 + 歌曲名”的排名 , Y 表示

“歌曲名”的排名。E( X) 表示“歌手名 + 歌曲名”

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排名 , E ( Y) 表示“歌曲名”

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排名。D ( X) 代表的是“歌

手名 + 歌曲名”在一段时间内的排名的方差。D

( Y) 则代表“歌曲名”在一段时间内的排名方差。

Ρ就显示了“歌手名 + 歌曲名”和“歌曲名”的排名

的相似程度。最终得到 :ρ( A &a , a) = 0 . 057 3 ;ρ

( B &b, b) = 0 . 297 5。显然 , ρ( B &b, b) 要比ρ

( A &a , a) 大得多。因此看出一首歌曲越受欢迎 ,

他的歌手的受关注程度就越多。也就是说歌曲的

好坏直接影响到歌手的受欢迎程度。

(三)搜索榜中的特殊用户

根据排行榜的时间特征还可以看出 ,“歌手名

+ 歌曲名”这一检索词并不是一直出现在排行榜

上的 ,它的出现时间有一定的间断性。对于 A 歌

手而言 ,“歌手名 + 歌曲名”出现在下午 3 点到 8

点之间 ,其中 5 点到 7 点一直没有出现。而对于

歌手 B 而言 ,他的“歌手名 + 歌曲名”这一类检索

词也是出现在五点到八点之间这一范围内。尽管

两个歌手的歌曲的受欢迎程度不同 ,但是“歌手名

+ 歌曲名”的检索词出现的时间段却非常接近。

其时间几乎是吻合的。

由此可以判断 ,使用“歌手名 + 歌曲名”进行

搜索的用户为特定的人群 ,他们搜索时间相对固

定 ,因此 ,称此类用户为特殊用户 ,称这一类用户

为“粉丝”或者歌迷。他们的行为影响了排行榜的

分布情况。

三、结语

从 50 年前音乐排行榜诞生至今 ,关于音乐排

行榜的研究一直都没有停止。如何完善现有的排

行榜使其能够反映音乐的受欢迎程度[3 ] ,这一问

题还需要继续研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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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性思维”理念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逻辑知

识与逻辑思维能力之间的关系 ,或者更一般地是

知识和能力之间的关系。人的日常逻辑思维能

力 ,实际上是一种相对独立于各种专门知识 ,包括

逻辑专门知识的逻辑思维能力 ,即“批判性思维”

能力。这种能力 ,第一是存在的 ;第二是有差异

的 ;第三是可训练的 ;第四是可测试的。人的素质

差异不在于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信息量的差异 ,而

在于他们思维能力的差异。

批判性思维有很多含义。一方面 ,意味着从

不想当然 ,意味着不唯书、不唯上 ;意味着不只是

因为领导的要求 ,就相信这么做对学校的发展是

有益的。另一方面 ,批判性思维是一个对问题、结

论、以及其它论据仔细思考分析与检验的过程 ;它

意味着校验一个概念的定义、检验论据背后的假

设和前提 ,并仔细审察论据推理的逻辑关系。

贯彻上级的指示 ,服从领导要凡事多问几个

为什么———即上级为什么这样决定 ? 这样做了将

有什么样的结果 ? 这种结果将对教学工作产生什

么样的影响 ? 这种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 ? 必

须强调的是 ,服从领导要批判思维 ,它不是一种简

单的对立思维 ,而是善意的提醒与修正 ,是刻意的

补充与完善。

(七)分析问题要放大思维

放大思维不是要去任意夸大 ,危言耸听 ,而是

防微杜渐 ,见微知著。

《韩非子. 说林上》:“圣人见微以知萌 ,见端以

知末 ,故见象箸而怖 ,知天下不足也。”汉. 袁康《越

绝书. 越绝德序外传》:“故圣人见微知著 ,睹始知

终。”“见微知著”的“微”是微小的意思 ,但这种“微

小”是有条件为前提的 ;“微”是在此条件下的微

小 ,即对这“微”所在的整体的影响小 ,要“知著”,

就需一个条件 ,在这个条件下 ,原来的“微”已经由

原来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转换为主要方面了 ,因

此能“知著”。

善于以小见大 ,要有独到的眼光 ,学会细腻观

察。察已可以知人 ,察今可以知古 ,审堂下之阴 ,

而知日月之行 ,明阴阳之变 ;见瓶中之冰 ,而知天

下之寒 ,察鱼鳖之藏。

在高等学校管理工作中 ,要做到以小见大 ,重

在发展性、全局性地分析问题。面对一位作弊的

考生 ,似乎就是传递、夹带纸条的小事 ,但它是一

所学校考风、学风的体现 ,将影响到一名学生、一

所学校优良学风的养成 ,关乎一代社会主义事业

接班人优良品质的培养。试想象一下 :一所学风

不良的学校将培养出多少学风不良的毕业生 ? 他

们走向社会又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 为人则诓骗、

为官则贪腐、为商则假冒 ,祸害无穷 ! 今日之学

风 ,即明日之党风、明日之政风、明日之社会风气 !

总而言之 ,践行科学发展观 ,成功地管理一所

大学 ,需要一个精诚团结的领导班子 ,一套精心设

计的管理制度 ,一支精明强干的管理队伍 ,一种精

细严谨的工作作风 ,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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