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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SNS网站利用情况调查分析

摘要：SNS网站是Web 2.0重要应用之一。文章介绍了SNS网站概念，分析了公共图书馆利用信息型、兴趣

型、社交型SNS网站的情况，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SNS，东莞图书馆

DOI：10.3772/j.issn.1673—2286.2012.01-02.007

1 引言

从早期的在线社区、Blog等应

用形式开始，SNS网站就处于不断

的发展完善中，并衍生出越来越多

的网络应用形式，随着MySpace、
Facebook、Twitter等国外产品，及

人人网、开心网、新浪微博等国内

产品的相继流行，逐渐在网络服务

方面取得了自己不可或缺的地位。

2011年1月，杭州图书馆不拒绝

乞丐拾荒者入内读书的事件通过新

浪微博转载，在短时间内引起社会

轰动，成为媒体争相报道、学界普

遍关注的焦点。在笔者看来，事件

在折射公共图书馆人性化关怀的同

时，也成为SNS这一新媒体在图书

馆社会宣传上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1.1 SNS概念

SNS是社会交往软件（Social 
Ne t wo r k i ng  S of t wa r e）、社会

交往服务（S o c i a l  Ne t wo r k i ng 
Service）、社会交往网站（Social 
N e t w o r k i n g  S i t e s）或者社会

交往系统（S o c i a l  Ne t wo r k i ng 
S y s t e m s）的缩写。其核心在于

Social Networking——社会化网

络。社会化网络，是一种基于相互

认识、信息往来的社会节点和链

接所构成的网络。社会化网络的

概念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

学斯坦利 •米尔格拉姆（St a n ley 
M i l g r a m）提出的“六度分隔理

论”[1]。该理论指出，对于大多数网

络，尽管规模非常大，但任意两个

节点之间有一条相当短的路径，即

通常所说的“任何人之间只要通过

六个人的链接就能相识”。现有的

SNS正是以个人为节点，依靠若干

个权重较高（例如社交范围特别广

泛）的节点以及节点之间的弱关系

促成整个网络的连通，网络关系

可以依赖于真实社交、利益关系、

共同兴趣等。

1.2 图书馆SNS应用形式

SNS的广泛利用不仅吸引了网

站建设者、互联网投资商以及追求

新奇体验的网民关注，也为图书馆

网络服务带来了新的机遇。当前，

图书馆应用SNS进行实践服务主

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引入或开发相

关技术，在图书馆网站上构建社交

网络；二是利用现有的SNS提供服

务，即以图书馆身份在已有的社交

网络网站上注册。就目前我国图书

馆界SNS应用情况来看，第二种方

式较为普遍，也较为成型。

2 公共图书馆SNS应用
情况调查

下面，将选取应用较为广泛的

三类SNS网站作为考察实例，即信

息型SNS网站、兴趣型SNS网站和

人际型SNS网站，分析公共图书馆

在三类SNS网站中的发展规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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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状、存在问题。

2.1 公共图书馆信息型SNS
网站利用情况——以新浪微

博为例

微博（M i c r o b l o g g i n g或者

Microblog）是一种允许用户及时更

新简短文本（通常少于140字）并可

以公开发布的微型博客形式。它允

许任何人阅读或者只能由用户选择

的群组阅读[2]。目前，微博已发展成

可通过PC、手机及iPad等移动数字

终端收发文字以及多媒体资源的平

台。《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指出，2011年上半年，

我国微博用户从6311万暴涨到1.95
亿，增长率达208.9%，在网民中的

使用率从13.8%提升到40.2%[3]，微

博已成为新兴SNS应用亮点。在众

多的微博服务商中，新浪微博占据

中国微博用户总量的57%，以及中

国微博活动总量的87%，是中国访

问量最大的网站之一 [4]，因此以下

将以新浪微博为例，进行相应调查

分析。

笔者在用户搜索界面中，以

“图书馆”为检索词，选取“昵

称”、“认证用户”选项进行检索，

共得到相关结果124个，经过查看

账户简介、微博内容等，得到47个
公共图书馆微博账户，在计算相关

比例时保留至0.01%。需要指出的

是，部分图书馆在实际注册过程中

并未使用标准名称注册，或是未经

过新浪官方认证，因此实际统计工

作中难以将其纳入其中。

（1）开通数量增长规律

笔者将账户发出首条微博时

间视为启用时间，由于47个样本中

有一个从未启用，实际统计数量为

46。经分析，2010年仅有6个微博启

用；2011年有40个。笔者认为，2011
年杭州图书馆“微博事件”在刺激

各地图书馆开办官方微博方面影响

较大。通过图1，即2011年公共图书

馆微博启用时间分布图，我们可以

看到，在2011年1-4月，随着杭州图

书馆“微博事件”通过微博、新闻

媒体等在社会产生热议，众多公共

图书馆看到了微博在社会信息传播

中的强大功能，此段时间内公共图

书馆微博启用数量呈现快速上升趋

势，从2010年1年内启用6个发展为

2011年4个月内启用21个，之后随着

事件热度逐渐冷却，增长又随之平

缓下来。

（2）微博粉丝数量

微博粉丝即关注该账号的人，

因此粉丝数量的多寡反映出该账

号的影响度高低。从统计数据中可

看出（如表1），公共图书馆微博粉

丝数量呈现两极分化现象，粉丝

最多的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已达

27402人，最少的一个图书馆仅42
人。同时，公共图书馆微博普遍存

在粉丝数量较少的情况，粉丝1000
人以下者占到了48.94%，与微博上

动辄数万粉丝的知名人士、机构相

比，图书馆微博仍需进一步加强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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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1年公共图书馆微博启用时间分布图

粉丝数量 图书馆数量 比例

表1 微博粉丝数量对比

10000人以上

5000-10000人

1000-5000人

1000人以下

3

3

18

23

6.38%

6.38%

38.3%

4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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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推广。

（3）地域分布

笔者通过账号简单了解了各个

公共图书馆所在省市，按东部、中

部、西部进行了划分。从地域分布

上看（如图2），东部发达省市公共

图书馆占到了开通数量76.6%的绝

对优势，这与当前东部地区图书馆

事业硬件、软件、人才、宣传等方面

发展优势相符合。值得注意的是，

西部地区开通微博的公共图书馆甚

至超过了中部地区。

书馆专门设立了“活动预告”这一

话题，将读书会、文澜大讲堂等活

动的时间、地点、活动主要内容等

信息公布出来，方便关注读者自主

参与；温州市图书馆则对文明大学

堂、籀园讲坛、读书擂台赛——我

爱记诗词等活动进行预告。

②优秀读物推介。图书导读活

动作为图书馆传统服务之一，长期

以来仅依靠馆内海报、主页网站等

单向方式传播，读者处于被动接受

地位。作为Web 2.0应用实践的微

博在开展导读活动方面充分发挥

了交互性特征，读者可以通过实时

评论对推荐图书进行评价，同时可

通过“@”功能邀请更多人参与书

籍评价，实现了以往读书会才能达

到的实时阅读交流。在此方面，新

疆图书馆“缤纷少儿书籍”微博话

题、陕西省图书馆书推系列微博可

作参考。

③趣味知识推广。在实际应用

中，部分公共图书馆微博通过“转

发”或自主发布方式向粉丝推广有

关书、阅读、图书馆等内容的趣味

知识，以期用简短而不失乐趣、图

文结合的方式开展服务。例如北京

市东城区图书馆以“简介+美图”介

绍部分世界知名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利用微博进行社会

宣传、交流有着很大便利，同时也

存在部分问题。首先是管理方面，

有相当部分的公共图书馆微博未进

行认证，注册、命名方面存在较大

随意性，作为社会文化服务单位似

有不妥；其次是微博发布内容控制

方面，公共图书馆官方微博多存在

转发数量较大、原创信息较少的特

征，而且在进行图书馆相关内容发

布的同时，部分图书馆微博管理员

根据自身喜好转发了大量非图书馆

内容的微博，甚至将自己生活琐事

也发布出来，虽能增加微博的人性

化色彩，但过多冗余信息有将真正

有用信息淹没之虞。

2.2 公共图书馆兴趣型SNS
网站应用情况——以豆瓣网为

例

在中国数量繁多、形式多样的

Web 2.0网站中，豆瓣（douban）

东部         

数量  36
76.6%

中部    

数量3
6.38%

西部    

数量8
17.02%

（4）公共图书馆微博利用模

式分析

笔者通过分析、归纳粉丝数

量排名前10的公共图书馆微博内

容（如表2），力图找出吸引民众关

注、拓展公共图书馆社会影响的途

径。经考察，这些微博内容主要包

括：

①活动信息发布。微博信息短

小精干，通过“转发”功能易于在

粉丝之间快速传播，在已开通微博

的各个公共图书馆中，大部分将以

往仅放置于图书馆主页公告栏上的

活动信息公告功能放入微博中，拓

展了馆内活动的知名度和读者参与

度，取得了良好效果。例如杭州图

排名 微博名称
粉丝
数量

发微博
（条）

启用时间 地域

表2 微博受关注前10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新疆图书馆

杭州图书馆

神木县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

佛山市图书馆

温州市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

贵州省图书馆

27402

15678

11279

6416

6308

5167

4763

4466

4388

4057

307

516

3965

298

1269

1808

314

1016

676

678

2011年2月2日

2011年4月20日

2010年12月7日

2011年4月25日

2011年4月23日

2010年9月14日

2011年2月13日

2010年10月26日

2011年3月7日

2011年1月13日

北京

新疆

浙江

陕西

陕西

广东

浙江

北京

重庆

贵州

图2 微博相关公共图
书馆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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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是其中最具有特色的一个，该

网站宗旨是以书会友，提供关于书

籍、电影、音乐等作品的信息，无

论描述还是评论都由用户提供，是

一个完全由兴趣组织起来的SNS
网站。其中，作为豆瓣网聚集人气

的重要阵地，豆瓣小组尤其值得重

视。豆瓣小组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社

交网站由管理员建立社区的传统，

豆瓣小组的主题、创建与管理都由

用户确定，无疑是Web 2.0“用户创

造内容”的最佳体现。笔者以“图

书馆”为检索词，共搜索到438个小

组，经深入考察小组简介、话题内

容等，得出99个与实体公共图书馆

相关的小组。下面，笔者将就这99
个样本进行分析。

（1）开通时间分布

自2006年开始，豆瓣网开始出

现以公共图书馆为名的小组，在经

过3年的较快发展后于20 08年迎

来开通的高峰期，该年共有23个公

共图书馆小组开通。之后3年开通

小组的增长数量在总体上保持稳定

（如图3）。

读者群体规模大、活跃度高的特

点，也从侧面反映出该地区公共图

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与微博调查

得出的结果基本相符。此外，东、

中、西部公共图书馆相关小组数量

呈依次递减特点（如图4）。

（4） 图书馆利用豆瓣小组的

特点分析

笔者以小组成员数量排名前10
的公共图书馆豆瓣小组为主（如表

4），通过分析、归纳小组内的话题

内容，考察公共图书馆豆瓣小组实

际作用：

①读者自主了解图书馆的桥

梁。基于成员兴趣组建的豆瓣小组

由于用户自主参与度很高，为读者

自主认识、发掘图书馆打开了方便

之门。通过读者发起话题，图书馆

管理者可从读者角度重新认识图书

馆，深入发掘服务、设施配套、阅读

热点等问题，同时也可成为宣传图

书馆相关知识、回答读者咨询的另

一平台。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小

组内有“国图VS首图大PK（国图

首图优缺点对比）”这一话题，从

地理位置、乘车路线、网上服务等

10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得出看书在

国图、借书在首图的总结，对于广

大读者来说不失为一篇有趣的“技

术贴”，对管理者也是一种无形的

鞭策。

②图书馆专业人员学术、业

务交流平台。豆瓣话题篇幅可长可

短、用户参与度高、用户基数大等

优势，为地处天南海北的图书馆界

人士提供了一个跨越时空的交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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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公共图书馆相关豆瓣小
组历年开通数量分布图

（2）公共图书馆相关豆瓣小

组地域分布

在99个公共图书馆相关小组

中，东部地区图书馆相关小组占总

数75.76%，显现出东部地区图书馆

东部         

数量  75
75.76%

西部    

数量10
10.1%

中部    

数量14
14.14%

图4 公共图书馆相关
豆瓣小组地域分布

（3） 公共图书馆相关豆瓣小

组成员人数

99个公共图书馆小组中，各个

小组的成员数量同样呈现两极分

化现象，人数最多的“中国国家图

书馆”小组开通于2006年7月，有成

员5000人。而100人以下的小组占了

68.69%的绝大多数，其中10人以下

的小组甚至有31个（如表3）。

小组成员 数量 比例

表3 公共图书馆相关豆瓣小组成员人数

1000人以上

500-1000人

100-500人

100人以下

5

7

19

68

5.05%

7.07%

19.19%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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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例如上图博刻小组就将自己定

位为“上海图书馆员工之间交流、

读者想参与也行的平台”，将馆内

服务中遇到的问题、部分解决心得

在此交流。

③开展书评、影评活动的虚拟

空间。豆瓣小组有小组收藏这一功

能，由于网站本身即是以对书籍、电

影等的兴趣组织起来的，为小组发

起书评、影评活动提供了基础，各公

共馆可将馆内读书会、影评会与网

上的小组活动结合，以虚实结合的

方式长期、深入地开展活动，培养

稳定的读者群体。

在有着诸多优势的同时，公共

图书馆豆瓣小组也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是管理问题，豆瓣网中的小组

未引入类似新浪微博的“认证”模

式，无法确定其建立者、小组成员

身份，对于管理是较大难题。例如

99个统计对象中，与国家图书馆相

关的小组就有9个，与深圳图书馆

相关的4个，与上海图书馆相关的

4个，虽然细分了讨论人群，但也可

能因此陷入散乱、重复的境地。其

次是活跃度问题，部分小组创建随

意，成员寥寥，话题较少，甚至长时

间没有话题更新，形成了“死组”。 
豆瓣小组作为Web 2.0较早而且独特

的应用，活跃度正是其赖以生存、

发展的保证，而从调查中发现，大部

分豆瓣网的图书馆小组的活跃度都

比较低。豆瓣小组作为兴趣型SNS
代表，完全可成为深入挖掘、培养

读者利用图书馆各类服务的兴趣的

重要助力，例如图书馆行业研究沟

通平台、书友会交流阵地、影视书

籍爱好者切磋园地等。对此，笔者

建议，公共图书馆一方面应建立自

己的“官方小组”，另一方面积极关

注活跃度较高的小组，通过发起话

题和参与话题等方式，以自己的专

业知识协助创建者引导小组向着健

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2.3 公共图书馆社交型SNS
网站应用情况——以人人网、

开心网为例

在近年来社交型S NS网站的

发展过程中，人人网和开心网在行

业中影响较大，虽然经历着行业内

的激烈竞争及微博等新兴Web 2.0
应用模式的挑战，其本身仍具有一

定的研究意义。下面，笔者将就公

共图书馆在这两个网站的应用进

行分析。

人人网前身为校内网，其主页

有公共主页和个人主页之分，笔者以

“图书馆”为搜索词，在人人网公

共主页中共搜索出结果199个，经分

析仅有“独墅湖图书馆信息咨询中

心”一个结果符合要求，该主页有

好友3人，未发表任何信息。

笔者又以“图书馆”为搜索词，

在开心网公共主页中搜索出结果4
个，经分析“青浦图书馆”符合要

求。该主页开通时间为2010年9月
6日，最近更新为2011年10月29日，

有粉丝4554人，到访人次达37118
人，发表信息423条，微博内容包括

活动介绍、常识介绍，并有部分管

理者角度的感悟等。总体上看，在

短短一年时间内吸引了四千余名粉

丝，约等于公共图书馆豆瓣小组中

最受关注小组5年的推广效果。

笔者认为，人人网、开心网作

为较为成熟的社交型SNS网站，

整合了多种信息表达工具，包括日

志、微博客、留言板、分享等，同时

有着成熟的用户群体。公共图书馆

完全可以利用此两类网站开展信

息推介、读者咨询活动，值得注意

的是，人人网前身为校内网，其用

户群以高校在校、毕业学生为主，

这对公共图书馆拓展年轻读者群

体、引导年轻人应用图书馆有较大

帮助。

3 公共图书馆SNS网站
应用建议

一直以来，图书馆界都在强调

Library 2.0建设，通过参与式的、

排名 名称 成员 开通时间 地域

表4 公共图书馆相关豆瓣小组成员数前十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中国国家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小组

区图观影

浦东图书馆

我爱大连图书馆

我爱浙图

深圳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

5000

4628

4116

1806

1098

987

814

786

739

631

2006年7月10日

2007年2月11日

2006年4月23日

2006年6月19日

2009年5月3日

2007年9月22日

2006年6月8日

2008年3月30日

2008年9月28日

2007年12月24日

北京

江苏

北京

湖南

广西

上海

辽宁

浙江

广东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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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户为导向的服务提升图书馆用

户的使用体验，在改善现有用户的

服务外要触及图书馆的潜在用户。

在这方面，图书馆SNS服务无疑应

成为其中重要一部分。

（1）合理选择SNS网站。公共

图书馆应该根据自身人力条件、馆

内服务现状科学选择SNS网站开

展服务，例如中小型馆可参考上海

青浦图书馆，以功能较为全面的社

交型SNS网站为服务主阵地开展咨

询、活动预告、书评影评、阅读推

荐等活动，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开通

微博作为信息发布平台。大型图书

馆可参考国家图书馆，在考虑开通

社交型SNS网站、信息型SNS网站

服务时，按馆内服务窗口在兴趣型

SNS网站进行深入引导，培养固定

读者群体。

（2）科学管理SNS网站服务。

应采用专人管理或轮岗合作管理的

方式，安排工作人员定期查看、回复

网站信息，避免因长期沉寂导致参

与读者兴趣降低、活跃度渐弱的困

局。例如，管理者减少粗放管理行

为，避免时而沉寂无声、时而突然

爆发的信息发布模式，应定期更新

主页内容，遇到重大活动则应适当

增加报道。

（3）适时评估，积极改进。在

开展SNS服务一段时间后，图书馆

应适时进行评估，观察效果，及时

调整发展策略。例如在微博粉丝增

长缓慢时，应考虑在其他媒体加大

宣传力度，更多地参与话题讨论，在

发布信息时更多地主动“@”读者；

在长期无人参与评论时，应检讨自

身发布信息的时效、内容等，而不是

闭门造车、顾影自怜。

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公共图

书馆利用SNS目的性不明确，只是

做到从无到有的过程，没有真正利

用SNS平台做到宣传、服务、咨询、

交流的目的。且利用模式多为对读

者宣传，与图书馆研究者、工作者

频繁利用QQ等即时通讯工具进行

交流相比，行业内交流情况仍未全

面展开。

4 结语

目前，我国SNS网站的应用仍

处于逐步完善的阶段，在看到其

日益增长的用户群体的同时，我

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公共图书馆在

开展相关应用方面仍有待加强，

存在开通服务的数量较少、应用

模式简单不成体系、影响范围较

小等问题。在技术应用日新月异的

今天，公共图书馆应提升技术敏

感度，积极投入SNS网站浪潮中，

为自己在信息化社会中早日争到一

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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