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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微博用户特征与发展策略研究 

1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研究背景与目的 
微博即微博客(micro- blog)的简称，是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我

们将各类型图书馆、图书馆研究者、工作人员及其他图书馆相关从业人员的微博统称为“图书馆

微博”。图书馆微博作为新兴的图书馆社交形式，以其通讯的及时性、便捷性与直观性受到图书

情报界的广泛关注。 
国内对图书馆微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微博的应用现状的研究、服务的研究、使用特

征及发展策略的研究以及国外图书馆微博建设情况研究等方面。王妙娅(2010)、陈琳(2011)等

对图书馆微博的应用现状进行了分析；刘晓艳(2011)对图书馆微博的服务情况进行了调查；李

金波(2011)从微博客站点的数量、建站方式、建站软件、主题内容和提供的功能等五个方面对

国外图书馆微博客建设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黄淑敏(2012)通过微博发布数、关注数、粉丝数、

注册天数、原创率等指标分析了图书馆的影响力，研究了图书馆微博的议题特征和时间特征，

探讨了图书馆微博的发展策略。图书馆微博研究都涉及图书馆微博的用户，不过对用户的深度

挖掘有待进一步深入。 

本课题通过对现有的图书馆微博用户进行网络调查及统计分析，揭示其现状、特征，并提

出了用户发展策略，以期增进对图书馆微博用户的深入了解，规范用户行为，促进图书馆微博

更好地发展。 

1.2 研究意义 

图书馆微博的出现将给图书馆带来诸多的潜在价值，提高了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共享水平，

方便了馆员、馆员与读者之间的业务交流与沟通，并以其独特的方式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和知

识的思维以及对图书馆的认识，提升了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水平。同时也为图情界学术思想的共

享、智慧的交流和精神的凝聚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课题对图书馆微博用户的特征及发展策略进行研究，对于进一步了解图书馆微博用户的

需求，挖掘用户的兴趣，加强图书馆微博的管理，提升图书馆利用微博提供服务的水平，更好

地促进图情信息的交流，发挥图书馆微博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研究内容（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2.1研究思路 

确定总体研究方案→调查计划制定→图书馆微博认证用户信息调查→信息特征分析→总

结问题并制定发展策略 

2.2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查阅相关文献，分析研究现状，提出研究的可行性与价值。 

（2）网络调查法：对图书馆微博认证用户进行了网络调查，包括个人用户的身份、地域及关注

数、粉丝数、微博数等；官方用户的类型、地域及关注数、粉丝数、微博数等。 

（3）SPSS相关分析法：对官方用户的关注数、粉丝数和微博数进行两两相关性分析。 

2.3具体内容 

2.3.1图书馆微博用户调查 

课题组通过新浪微博提供的“微博搜索“中”找人“的功能查找图书馆微博用户。首先选

择“昵称”作为检索途径，限定条件为“所有地区”“认证用户”、“不限性别”、“不限年龄”，

输入关键词“图书馆”，截止到 2014年 4月 12日，共获取 1200多条结果。其中以“图书馆”

冠名的个人用户有 159 个；官方图书馆用户(包括图书馆子机构，如图书馆下的流通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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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部等)有 546 个。 

2.3.2图书馆微博个人用户特征 

图书馆微博个人用户的微博内容重点在于介绍图书馆业务知识、工作感悟、兴趣爱好等。

为进一步了解目前图书馆微博个人用户，课题组根据调查所得数据及其他信息，分析其特征，

包括身份、地域、类型、关注度等。  

（1）身份 

根据搜索结果所得的 159 个微博个人用户，课题组按照其身份进行分类：图书馆学专家和

学者 21 人；图书馆事业管理者（如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党委书记等）32 人；图书馆工作人员

81人；其他(编辑、民间图书馆创办人等)25人。 

图 1 图书馆微博用户个人身份统计表 

 
 

在微博个人用户中，一半以上为图书馆工作人员，占 50.9%；其次为图书馆事业管理者，

占 20.1%。课题组对这些博主的博客内容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他们热爱图书馆事业，从自己的

视角记录生活中的经验和感悟，具有较高的共享价值。在图书馆微博个人用户中，专家学者较

少，他们在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中起着理论指导的重要作用，应通过各种措施调动他们写微博的

积极性。 

（2）归属地 

通过微博用户认证信息，课题组对个人用户归属地(所属图书馆)进行统计，用户超过 3人 

的图书馆如表 1 所示。在图书馆个人微博用户中，国家图书馆与首都图书馆最多。国家图书馆

作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推动者，其工作人员在图书馆微博的推广中起了重要作用。立人乡村图

书馆由李英强等人于 2007 年发起，已有 12 个分馆，这与立人图书馆的创办者与工作人员积

极宣传有密切的关系。 

表 1 微博个人用户归属地统计表 

编号 图书馆名称 用户数 

1 国图 20 

2 首图 9 

3 武汉理工学院图书馆 5 

4 立人乡村图书馆 5 

5 南京图书馆 4 

6 杭州图书馆 3 

7 新疆图书馆 3 

8 中山大学图书馆 3 

 

（3）关注度 

微博因其内容简单、交互性强，吸引大量图书馆人，他们依靠自身的影响力，通过用户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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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并吸引大量粉丝。课题组通过关注数、粉丝数与微博数对个人用户的关注度进行分析。用户

关注数是衡量微博用户受关注程度的重要指标，关注的人越多，微博的受欢迎程度越高。粉丝

数量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用户直接服务的读者范围。 

课题组对图书馆微博个人用户的关注与粉丝进行比较，同时位列关注前 20 名和粉丝前 20 

名的用户有一慢二看、倒影与回声、北师大图书馆员-刘兰、竹帛斋主、好爸爸陶功财等五人。

其关注数与粉丝数统计情况见表 2。 

表 2图书馆微博个人用户关注数与粉丝数前 20 统计表 

编号 个人用户微博名称 关注数 粉丝数 

1 一慢二看 2012 56437 

2 倒影与回声 1985 27315 

3 北师大图书馆员-刘兰 1976 7627 

4 竹帛斋主 1778 69790 

5 好爸爸陶功财 1353 23416 

查看这些博主的用户认证信息，分别是新阅读研究所研究员李一慢、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

馆长钱仁平、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员刘兰、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程焕文、小鬼当家图书

馆发起人陶功财。他们的微博受欢迎和认可的程度较高，具有一定代表性。 

2.3.3图书馆微博官方用户特征 

    图书馆官方微博是读者信息交流的平台，也是馆员内部学习的园地，图书馆可以通过官方

微博发布官方信息，利用微博使其成为图书馆资源的推送工具，拓展图书馆的服务领域。课题

组通过对 546个官方微博用户进行地域、类型及相关度的分析，进一步了解目前官方图书馆微

博用户的特征。 

（1）地域 

课题组对 546个图书馆官方认证用户进行地域统计，统计结果见表 3。30 个省(市、自治

区)的图书馆参与微博的互动，而且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利用微博进行信息交流和开展相关服

务。其中微博用户数量最多的地区大都分布东部沿海地区，这与上网人数的地域差异有一定联

系。笔者登陆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查询，2012年度互联网上网人数最多的前 10 个省份为广东、

江苏、山东、浙江、河北、河南、四川、湖北、福建、辽宁。除北京、上海地区地域相对较小

造成互联网人数较少外，上网人数的分布与图书馆微博官方用户的分布大致一致。此外，微博

用户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一定联系，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互联网利用率较

高，图书馆微博用户也相对较多，此外还包括一所海外高校用户。 

表 3 微博官方图书馆用户地域分布表 

编号 地域 数量 编号 地域 数量 

1 广东 84 16 湖南 9 

2 北京 78 17 新疆 9 

3 浙江 58 18 黑龙江 8 

4 上海 48 19 江西 8 

5 江苏 41 20 云南 7 

6 福建 21 21 海南 6 

7 湖北 20 22 吉林 5 

8 陕西 20 23 山西 5 

9 河南 17 24 甘肃 4 

10 重庆 17 25 内蒙古 4 

11 安徽 16 26 广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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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四川 15 27 贵州 3 

13 山东 13 28 天津 3 

14 河北 10 29 宁夏 2 

15 辽宁 10 30 澳门 1 

（2）类型 

图书馆按照服务对象可划分为公共图书馆(含国家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研院所图书馆 

以及中小学图书馆、少儿图书馆、公益图书馆等。为了解官方图书馆用户的类型分布情况，笔

者对 546个图书馆微博官方用户进行类型的整理，统计情况见表 4。 

表 4 图书馆微博官方用户类型统计表 

图书馆类型 数量 

公共图书馆 187 

高校图书馆 293 

科研院所图书馆 4 

中小学图书馆 2 

少儿图书馆 23 

公益图书馆 10 

其他（企业图书馆等） 24 

在所有官方用户中，最多的是高校图书馆。这与高校图书馆数量多、专业性强以及人员素

质高有一定关系。其次是公共图书馆，这与公共图书馆数量多、服务性强有一定联系。可以看

出，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等利用微博进行宣传和服务越来越多。

课题组对 293 所高校图书馆进行地域统计，其中超过 30所的地区有广东、北京、浙江、江苏、

上海等地区（见图 2）。图 2显示的地域分布情况与之前 546个官方用户的地域分布情况基本一

致。这反映出这些地区微博利用率与互联网上网人数和经济发展情况关系密切。 

图 2 图书馆微博高校图书馆用户地域统计表 

 

 

（3）相关度 

“关注数”与“粉丝数”是描述微博用户特征的重要变量，课题组对这些变量间存在的关

系和关系强度进行相关分析，描述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相关分析是一种基于假设检验的统计分

析方法，两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用相关系数(也称皮尔逊相关系数)来表示。一般来说，当相关

系数绝对值≥0.8 时，视为变量间高度相关；当 0.5≤相关系数绝对值＜0.8，视为变量间中度

相关；当 0.3≤相关系数绝对值＜0.5 时，视为变量间低度相关。 

课题组采用 SPSS 统计软件，导入官方图书馆微博用户统计表中关注数与粉丝数均超过

1000 的图书馆用户的相关数据。这些图书馆包括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立人图书馆、皮卡书

屋中英文图书馆、移动图书馆、闵行区图书馆、山东师大图书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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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海口经济学院图书馆、湖南理工学院图书馆、三峡大学图书馆漂流书屋、珠海三中图

书馆、张元济图书馆、黑龙江省图书馆、无锡新区图书馆、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少年儿童图

书馆、陆家嘴图书馆。课题组将笔者将“关注数”、“粉丝数”、“博文数”三个变量作为分析

变量进行两两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5 相关性表 

  关注 粉丝 微博 

Pearson 相关性 1 0.623 0.043 

显著性(双侧)  0.058 0.873 

关注 

N 16 16 16 

Pearson 相关性 0.623 1 0.589 

显著性(双侧) 0.058  0.009 

粉丝 

N 16 16 16 

Pearson 相关性 0.043 0.589 1 

显著性(双侧) 0.873 0.009  

微博 

N 16 16 16 

 

表 5 中，关注数与粉丝数相关系数为 0.623，表现为中度相关，表明一般情况下，用户的

关注数与粉丝数有一定联系，用户关注其他用户越多，就越容易受到其他用户的关注，其粉丝

数也会增加!粉丝数与博文数相关系数为 0.589，表现出中度相关，表明随着微博数量的增加，

用户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粉丝关注，而随着粉丝数量的增加，用户写微博的欲望也会随之提高。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本课题通过对图书馆微博用户的调查，并将其分为个人用户和官方用户分别分析特征，具体

结论如下： 

3.1.1个人用户方面 

从身份来看，图书馆工作人员占的比例最大，其微博重点在于介绍图书馆业务知识、发展兴

趣爱好，记录生活中的经验和感悟等。专家学者较少，应通过各种措施调动他们写微博的积极性；     

从归属地来看，国家图书馆与首都图书馆的用户数量最多。国家图书馆作为我国图书馆事业

的推动者，其工作人员在图书馆微博的推广中起了重要作用。立人乡村图书馆积极宣传本馆工作，

个人微博用户数也较多； 

从关注度来看，微博受欢迎和认可的程度较高的个人用户有新阅读研究所研究员李一慢、上

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钱仁平、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员刘兰、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程焕文、

小鬼当家图书馆发起人陶功财等，他们的微博具有一定代表性。 

3.1.2官方用户方面 

从地域来看，数量最多的地区大都分布东部沿海地区，这与上网人数的地域差异及经济发展

水平联系密切； 

从类型来看，官方用户中最多的是高校图书馆。这与高校图书馆数量多、专业性强以及人员

素质高有一定关系。其次是公共图书馆，这与公共图书馆数量多、服务性强有一定联系。可以看

出，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等利用微博进行宣传和服务越来越多； 

从关注度来看，官方用户的关注数与粉丝数、粉丝数与微博数之间均表现为中度相关。随着

微博数量的增加，用户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粉丝关注，而随着粉丝数量的增加，用户写微博的欲望

也会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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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建议 

根据图书馆微博用户体现出来的特征课题组提出了图书馆微博用户发展建议。具体如下： 

3.2.1挖掘个人用户兴趣 

发展图书馆微博用户，挖掘其兴趣至关重要。而对于微博使用者来说，用户比消息重要得

多。如何向个人用户推荐感兴趣的用户，减少信息超载的风险，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个性化推

荐是很好的兴趣挖掘措施。 

个性化推荐是广泛使用的 Web 个性化服务应用程序，它根据用户的兴趣和特点，对信息资

源进行收集、整理和分类，向用户提供和推荐符合其兴趣偏好或需求的信息。个性化推荐的本

质是如何描述和发现用户的兴趣。图书馆微博可以借鉴这一程序，向图书馆用户尤其是个人用

户提供个性化推荐服务，向他们推荐其感兴趣的用户，从而满足他们的兴趣和需求! 

3.2.2倡导官方用户经营微博理念 

因微博具有圈群化、个性化等特点，可以为图书馆品牌的打造提供良好的平台。图书馆在

使用微博过程中，可倡导“微博营销”的做法，利用微博宣传本馆的新闻、信息资源、文化活

动等，形成一个固定的互动交流平台，打造图书馆品牌文化!可采取的措施如举办微博活动，提

高图书馆在微博中的影响力；利用名人效应宣传图书馆品牌；加强图书馆微博的管理，发表博

文，吸引粉丝数量，提高图书馆知名度。 

3.2.3规范图书馆微博用户行为 

微博随着用户规模扩大，恶意人身攻击、虚假信息传播、内容抄袭、隐私泄露等问题日渐

突出，影响用户利用微博的积极性。为更好地利用微博提供服务，提高图书馆用户利用微博的

积极性，有必要对用户的行为进行规范。为监管用户，新浪公布 《微博社区公约(试行)》，明

确微博用户的权利、用户行为规范及社区管理机制，并建立公开透明的违规处理机制。同时为

维护微博秩序，新浪首推信用积分规范用户行为。这些做法对于规范微博用户的行为有一定意

义。微博用户也要规范自身的行为，既是提高自身信用等级的需要，也能增加自身的关注和粉

丝，形成良性循环，更有利于微博平台的管理，发挥微博的积极作用。 

4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论文：新浪图书馆微博用户特征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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