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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微博使用状况调查与思考

——以新浪微博为例

摘要：文章以国内最大微博运营商新浪微博为研究平台，选取注册于新浪微博的高校图书馆作为

调查对象，探讨高校图书馆微博的发展现状，指出高校图书馆微博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高校图书馆

微博应用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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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微博逐渐出现在网民

视野中，成为互联网应用的又一新

品种。作为互联网Web2.0的新生

儿，微博在网民心中占据日益重要

的位置，用户队伍迅速壮大，各大

网站相继开通各自微博板块。国内

图书馆向来是较早实践2.0技术的

领先者，微博也不例外，有些高校

图书馆已经成为微博应用的先行

者。据《中国微博元年市场白皮

书》[1]调查显示，新浪微博的知名

度、使用率、首选率、满意度、用

户粘性、权威性、吸引力、月度覆

盖人数、月度总访问次数和月度总

浏览时间等10项指标全面领先，成

为国内最为火爆的微博产品。为

此，笔者以新浪微博为例，对国内

托管方式的高校图书馆微博使用情

况进行调查分析，旨在揭示图书馆

微博的发展现状，找出图书馆在微

博应用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图书

馆微博应用的若干建议。

1 调查研究方法

笔者选取新浪微博作为调查

平台，调查目前已经注册于新浪

微博的国内高校图书馆。首先以

“大学图书馆”为关键词，将搜索

范围选定为“单位”，找到77个相

关账户。然后将搜索范围改选为

“名称”，找到69个相关账户。鉴

于“单位”和“名称”两个条目下

均含有高校图书馆账户，笔者对两

种搜索结果进行比对，剔除个人

账户，并通过微博的个人简介和

微博内容等进一步判断，得到41个

符合条件的机构账户（高校图书馆

微博）。另外，以“学院图书馆”

为关键词，采取同样的搜索统计方

法，对搜索结果进行筛选，得到38
个符合条件的机构账户。最后，综

合两种搜索方法的分析结果，最终

有79个符合条件的机构账户，即确

定为本次调查研究对象。调查时间

为2011年2月至2011年3月。

2 调查结果与数据分析

本研究中设定“比重（%）”

的取值方法为：将符合条件的高校

表1 高校图书馆微博关注数总体情况

① 注：“P”代表该账户的“关注”数量。

关注

范围

账户数量

比重(%)

54

50＜P≤100

10

12.66

P＞150

12

15.19

P① ≤50

52

65.82

100＜P≤150

5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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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账户数量除以总调查对象，

再乘以百分之百，结果精确到0.01。
截至2011年3月25日21时，国内已经有

79所高校图书馆注册于新浪微博。

2.1 微博关注数

新浪微博关注上限为2000人，

它是一种单向、无需对方确认的

关系，只要用户感兴趣就可直接

关注对方。从表1看出，在被调

查的79个账户中，有52个账户的

关注数小于50人，占被调查对象

的6 5 . 8 2 %；而关注数大于1 5 0
人的仅有1 2个，占被调查对象

的15 .19%。其中，关注数最多

为刘兰 -北师大图书馆员（即北

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为1 3 9 0
人。从微博关注数来看，高校

图 书 馆 微 博 的 关 注 数 普 遍 不

高，而且关注人有些混乱，大

体上包括同行竞争者、合作者、

馆员和其他用户。

2.2 微博粉丝数量

粉丝是指关注账户自己的人，

没有上限，仅显示最新1000人。账

户的粉丝越多，该账户的微博会被

越多的人看到。从表2看出，有63

个账户的粉丝数小于300人，占被

调查对象的79.75%；而粉丝数大

于900人的仅有8个，占被调查对象

的10.12%。从微博粉丝数来看，

高校图书馆微博的粉丝均较少，而

且差距悬殊。粉丝最多是厦大图书

馆（即厦门大学图书馆），为2190
人；其次是清华大学图书馆和小马

看大运（即西南大学图书馆），分

别为1979人和1702人。相比之下，有

些高校图书馆微博的粉丝甚少，如

滨州学院图书馆微博的粉丝为0。

2.3 微博数量

尽管微博数并不决定粉丝数，

但总体上发布的微博数量会影响到

粉丝数。一定程度上，微博数能够

说明账户的活跃程度和其对微博使

用的主动性。从表3看出，表中微

博数小于50条的账户有52个，占被

调查对象的65.82%；微博数大于

150条的账户仅有11个，占被调查

对象的13.92%。其中，微博数最

多的账户是清华大学图书馆，其微

博数为837条，其次是南师大图书

馆（即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

师大图书馆（即上海师范大学图书

馆）等。从微博数来看，高校图书

馆账户微博数普遍不多，而且差距

较大。这可能与图书馆微博启用时

间有一定关系，如上海中医药大学

图书馆微博仅2条。但也不因注册

时间晚而微博数少，如无锡科技职

业学院图书馆，在启用的第四天，

就已发布19条微博。

表3 高校图书馆微博内容数总体情况

① 注：“Q”代表该账户的“粉丝”数量。
② 注：“R”代表该账户的微博内容数量。 

50＜R≤100

9

11.39

R③ ≤50

52

65.82

微博 账户数量

比重(%)

范围 100＜R≤150

7

8.86

R＞150

11

13.92

表2 高校图书馆微博粉丝数总体情况

300＜Q≤600

5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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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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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高校图书馆微博注册名称总体情况

2.4 微博注册名称

高校图书馆微博注册的名称

主要分为三种：全称、简称或其

他名称。从表4看出，在被调查的

79个账户中，有48个账户使用全

称，占被调查对象的60.76%；有

19个账户使用简称，占被调查对象

的24.05%；有12个账户使用其他名

称，占被调查对象的15.19%。从

微博注册名称来看，绝大部分高校

图书馆使用的均是全称或具有高识

别性的简称，这也体现出官方微博

应具有的权威性和真实性。但也有

极少高校图书馆采用具有独特风格

的名称作为账户名称，如桂苑信息

（即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小马

看大运等。

④ 注：“启用时间”是指该账户发布第一条微博的时间；2011年的计算时间截至2011年3月25日。

表5 高校图书馆微博启用时间④总体情况

2010

21

26.58

2011

56

70.89

2009

2

2.53

启用时间 账户数量

比重(%)

年份

48

60.76

注册名称 19

24.05

账户数量

比重(%)

类型

12

15.19

2.5 微博启用时间

2009年8月14日，新浪微博推

出微博内测版。从表5看出，2009
年11月份，国内就有2个高校图书

馆账户（重庆大学图书馆、厦大图

书馆）发布微博，占被调查对象的

2.53%；有21个账户于2010年发布

微博，占被调查对象的26.58%；

有56个账户于2011年发布微博，占

被调查对象的70.89%。从微博启

用时间来看，高校图书馆微博发展

迅猛，注册账户剧增，2011年仅3
个月时间，有56所高校注册微博账

户，而且随着新浪微博的热度不断

上升，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加

入到微博行列中来。

表6 高校图书馆微博标签总体情况

有

41

51.90

无

38

48.10

标签 账户数量

比重(%)

是否有标签

56

简称 其他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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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微博标签

微博标签是自定义描述账户

职业、兴趣爱好的关键词。标签

便于更多人找到该账户，也便于

该账户找到更多同类。从表6看
出，在被调查的79个账户中，有

4 1个账户中含有标签，占被调

查对象的51 .90%；有38个账户

没有使用标签，占被调查账户的

48.10%。从微博标签来看，仅有

51.90%的高校图书馆账户使用标

签，而且在这些使用标签的账户

中，也含很多跟图书馆无关的标

签，如旅游、美食、80后、开心

网、拍客等。

3 高校图书馆微博影
响力依然有限

通过对上述调查数据统计得

知，高校图书馆微博的关注数、

粉丝数和微博数都不多，而且在

被调查对象中各占较大比例。

比如，高校图书馆微博粉丝数排

名，位列第一的是厦大图书馆，

粉丝数为2190人；位列第十的是

刘兰-北师大图书馆员，粉丝数仅

有604人。而新浪微博“名人排行

榜”（以粉丝数排行）中，粉丝

数超过200万的有66人，位列第一

的账户是姚晨，粉丝数多达700余
万人；“媒体排行榜”中位列第

一的是“头条新闻”，粉丝数多

达200余万人；“草根排行榜”中

位列第一的是“冷笑话精选”，

粉丝数多达280余万人[2]。相比之

下，新浪微博中的名人效应或明

星号召力，不是高校图书馆可以

奢望的，高校图书馆这类机构账

户并没有占据优势，其微博影响

力依然有限。上述表格列举的很

不全面的统计数字，虽然不能概

括目前高校图书馆微博使用状况

的全貌，但基本上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

① 微博发展规模普遍较小。

高校图书馆微博尚处于起步阶

段，新注册账户较多，其成长

与成熟仍需时日。比如，2 0 11
年约3个月时间，新浪微博中有

5 6个高校图书馆注册，占被调

查对象的70 .89%，并没有形成

规模。

② 微博粉丝积累过程缓慢。从

已开通的高校图书馆微博来看，粉

丝不多，差距悬殊，没有产生较大

影响。比如，厦大图书馆、清华大

学图书馆等粉丝相对较多，但也有

很多图书馆微博的粉丝仅几个，甚

至为0，非常冷清。

③  微博建设目标不明确。

部分高校图书馆微博仅针对某个

或几个固定群体，其功能定位太

窄，随意性较强，缺乏信息营

养，导致关注度无法提升，影响

范围非常小。

④ 微博提供的功能不齐全。部

分图书馆微博缺少RSS提要聚合、

回复评论和标签，用户无法实现订

阅和参与交流讨论，这样导致微博

自身优势丧失，与一般的网站无

异。比如，在已开通的高校图书馆

微博中，有48.10%的图书馆没有使

用标签。

4 高校图书馆微博应
用建议

随着微博应用热潮的高涨，可

以预见，国内将会有更多高校图书

馆建设自己的微博，以便向读者提

供更多元化和更好的信息服务。鉴

于目前高校图书馆微博的发展现

状，笔者提出以下应用建议。

4.1 定位要明确

高校图书馆开展微博应用之

前，要深入研究分析微博建设的计

划和目标，对图书馆微博的用户对

象、拟实现功能、内容结构、维

护和管理等都要进行明确定位。另

外，各类人员最好责任到人，以保

证微博持之以恒，常久常新，吸引

更多的读者，达到既定的目标，避

免流于形式[3]。

4.2 更新要及时

高校图书馆开通微博不是目

的，维持微博的适时更新、良性运

转才最为重要。微博的开通，对

图书馆来说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

情。目前，国内很多图书馆把微博

当成网站，这是导致微博更新过

慢的直接原因。在已开通微博的

高校图书馆中，有不少图书馆一

个月仅更新几条微博，有的几个

月没有更新，基本上处于休克状

态。而微博的优势在于以最快速

度、最精炼的语言传播信息，如

果图书馆微博的更新速度无法保

障，便形同虚设。

4.3 功能要全面

目前，高校图书馆微博不仅

要提供新闻消息类、链接中转类、

内外交流类、参考服务类等主题内

容，还要尽可能利用微博的主要特

性，及时开通RSS提要聚合和回复

评论等功能。这样，用户可通过网

站、E-mail、IM工具、手机等多种

方式跟随微博进行订阅、访问以及

实时参与微博的交流。但调查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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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些图书馆微博并没有提供这

些功能，这样的话，微博就失去其

优势，与一般的网站无异。

4.4 标签要善用

新浪微博中每个标签只能输

入7个汉字或14个英文字符，每个

账户最多只能添加10个标签[4]。为

此，高校图书馆在开通微博之前，

要描述图书馆微博的主要功能，服

务内容等关键词，并以此作为微博

标签，用好这一关键功能。这样，

系统会根据标签内容，为图书馆推

荐和本馆有相同标签的账户，既方

便更多人找到图书馆微博，又方便

图书馆找到更多同类。

4.5 管理要到位

由于微博信息发布时效性强，

病毒式传播速度快，高校图书馆需

要加强微博的规范管理，建立健全

的微博管理机制。比如，对微博的

错误信息、过期信息和其他造谣、

诽谤等不良评论信息设立预警机

制，将不良影响降到最低；规定回

复读者提问的最短时限和信息更新

的最低频率等，以便吸引更多的读

者关注图书馆微博，提高图书馆微

博的服务价值[5]。

5 结语

通过对新浪微博的个案研究，

我们发现，高校图书馆微博还是尚

显柔弱的树苗，其成长与成熟仍需

研究和探索。不论是高校图书馆

还是其他信息机构，都要清晰认

识微博发展和应用的前景，并针

对本馆的实际情况和办馆特色，

探索图书馆微博健康发展的新路

子，走适合图书馆行业特点的微博

之路。唯此，高校图书馆微博才能

走得更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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