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回归分析的高校图书馆微博知识推荐影响力分析研究 

马丹琳 1，程秀峰 2 

（1.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876；2.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 430079） 

 

摘要：在运用非概率抽样的滚雪球式抽样方法的基础上，采用 python 编写网络爬虫程

序获取百所高校图书馆两个月内的微博相关数据，通过回归分析探究微博发布过程中各因素

对知识推荐影响力的线性关系，同时依据分析结果，归纳出微博知识推荐过程中影响推荐质

量与传播质量的因素，并提出提升高校图书馆微博账户知识推荐影响力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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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我国高校图书馆业务重心逐渐由“优化馆藏建设”向“优化用

户服务”转移，深化用户服务内容与方式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图书馆官方微博的开通。重庆

大学于 2009 年即开通了官方微博[1]，到 2015 年，绝大部分高校都已经开通了自己的图书

馆微博，但从质量上看，图书馆微博的知识传播水平始终与图书馆本身的馆藏水平与文献利

用水平有很大差距，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 2015 年 11 和 12 月的博文的平均转发量只有 3.93

次。因此，如何用好微博，使其作为知识传播与知识推荐手段的效用发挥到最大，是高校图

书馆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笔者于 2014 年发表的《基于关联规则的高校图书馆微博关注

趋势分析》一文中，介绍了微博数据的获取方法与流程，通过对高校图书馆关注数据进行分

析，得出如何在高校图书馆官方服务账户中发现高质量的社区和核心用户。在此基础上，本

文将微博账户的粉丝数、转发量、关注数作为衡量知识推荐影响力大小的重要指标。通过持

续抓取高校图书馆微博账户的数据，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探究三种显性影响因素（粉丝数、

博文数、关注数），与三种隐性影响因素（原创率、类型、载体形式与转发量）之间的多维

度线性关系，从不同维度分析各因素对微博知识推荐的影响过程与效用，以期针对分析结果

提出有利于高校图书馆微博知识推荐发展的一些建议。 

 

1  数据的获取方式及预处理 

1.1 数据获取的抽样方式及其优点 

本文依据《基于关联规则的高校图书馆微博关注趋势分析》一文中论述的依据关联规则

发现关注关联性的方法，即“如果一个图书馆微博关注了某个高校图书馆微博，那么它有很

大可能关注其他高校图书馆的微博”[2]，采用统计学中非概率抽样的滚雪球式抽样方法[3]，

选取了 2013 年 9 月—10 月间高校图书馆官方微博账号与相关微博数据。滚雪球抽样式方法

对用于稀少群体调查时具有明显优点，容易找到属于特定群体的被调查者，调查方式简单易

行[4]。由于用爬虫进行数据挖掘之前需要找到大量图书馆官方账户，采用此类数据抽样的

方法十分适合本次的研究。 

 

1.2  数据的预处理 

我们首先以普通高等本科院校为实例，分别以“大学图书馆”、“大图书馆”、“学院

图书馆”为检索词进行图书馆微博用户的筛选，一共得到 943 条结果，其中经过新浪机构认

证的用户占 21%，未经过认证（无“V”认证）的占 79%(如图 1)。对比认证用户和未认证用

户的注册信息发现，认证用户大多为国内“985”及“211”工程等综合实力较强的大学及学

院图书馆所开设的微博客，其在微博内容更新和内容管理上更加具有条理性、系统性，更具

有影响力研究分析价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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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在得到的 198 所“加 V 认证”用户中，综合考虑某段时间内用户活跃度和

高校综合影响力这两个因素，并数据进行人工排查、去重，最终遴选出 100 所高校作为本次

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6] 

随后，经简单统计发现，100 所高校图书馆官方微博认证账户中，985,211 高校的图书

馆微博占 30%，非 985,211 高校的图书馆微博占 70%。 

 
 

图 1 高校图书馆微博账户认证状况的数量分布 

 

2  显性影响因素线性关系（粉丝数、关注数、微博数） 

高校图书馆微博账户的粉丝数是体现其知识推荐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微博账户的关注数

反映了微博账户在网络中传播知识的能力。同时，通过关注与被关注这一链接形态，微博实

际上形成了其特有的知识传播模式；微博账户一段时间发布的微博数体现了其在该段时间内

进行知识推荐的强度[7]。从认知层面上看，微博账户的粉丝数应与其一段时间内发布的微

博数量、该微博账户的关注量存在某种函数关系，然而，这种函数关系是随时间微博内容等

第三类因素变化而变化的，这就为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提供了不确定性，我们只能通过时间片

采样等方式尽量减少，而不能避免这种不确定性，这也就是为何在获得影响因素之间的线性

关系后，需要对分析结果对预期进行主观判断的原因。 

 

2.1  相关性的描述与测度 

在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判定变量之间的关系形态，即是否是线性相关。笔者

通过将获取的 100 所高校图书馆官方微博的粉丝数量、关注数、微博数量导入 SPSS 统计分

析软件，将关注数、微博数量作为自变量，粉丝数量作为因变量，输出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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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判定系数
2R 检验：在高校官方微博账户粉丝数量的变差中，能被粉丝数与关注数、

微博数的多元回归方差所解释的比例为 88.4%，具有良好的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因此，可

以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粉丝数与关注数、微博数进行分析。从随后所建立的多元回归方程

来看，以关注数、微博数量作为自变量来预测粉丝数时，平均预测误差为 298.1 个粉丝。 

 

2.2  线性关系及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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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自变量 1x 为关注数、自变量 2x 为微博数量、 y 为因变量粉丝数，采用最小二乘法估

计多元回归方程，经计算得出： 

357.533357.5471.3ˆ
21 ++−= xxy  

线性关系检验
0.05F104.815 =F ，证明粉丝数与关注量、微博数量的线性关系显著；

21 t2.114|| =t 且 22 t13.447|| =t ，证明线性关系能通过回归系数检验。观测量累积

概率 P-P 图（见图 2），得出残差分布服从正态性，证明线性回归正确。 

 
图 2 观测量累积概率 P-P 图 

 

2.3  结果分析 

统计结果说明，高校图书馆微博账户的关注数、微博数与粉丝数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二

元线性关系。 

第一，关注数（微博账户所关注的微博数量）与粉丝数量存在负相关，即随着该账户关

注数量的增加粉丝数逐渐减少。 

第二，高校图书馆一定时期的微博数量与粉丝数量存在正相关，即随着微博数量的增加

粉丝数也会增加。 

我们对结果进行分析解释：当高校图书馆微博账户的关注量达到一定的数量，且关注量

与粉丝数比例高于一定程度时，该高校图书馆在网络中会失去其核心用户的地位，读者或已

关注粉丝会通过关注其他核心用户获取核心知识推荐源，而有一定知名度的微博账户普遍存

在关注微博数量较少的现象，而越是粉丝多的微博，其独特性越高，关注的其它微博的意愿

就会越低；高校图书馆微博需要实时发布知识推荐信息，及时满足用户对知识的需求，并且

高校图书馆微博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图书馆知识推送的及时性。因此，高校图书馆关注

数与粉丝数量存在负相关。而一定时期的微博数量与粉丝数量存在正相关。 

 

3 原创性与粉丝数之间的线性关系 

3.1  内容原创比与粉丝数的回归分析 

除了 2 中所述三种显性影响因素外，微博内容的原创性也体现了图书馆在信息生态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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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中所处的位置与状态[8]：处于高层次“节点”的账户可以吸引更多的粉丝，且粉丝黏合

度较高；处于低层次的账户会逐渐失去粉丝的忠诚度。为验证高校图书馆微博账户原创性与

粉丝数量的关系，笔者通过高校图书馆微博内容的原创比率来体现微博内容的原创性，采用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进行验证。 

经检验 6.87,831.02 == esR 。证明在高校官方微博账户粉丝数量的变差中，能被粉丝

数与微博内容原创比的多元回归方差所解释的比例为 83.1%，具有良好的回归方程的拟合优

度；并得出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7.5156.12ˆ += xy  

经线性关系检验 0.05F46.31 =F ，证明粉丝数与微博内容原创比线性关系存在显著的

线性关系；且 2t208.01|| =t 通过回归系数检验。 

 

3.2  结果分析 

统计结果说明，高校图书馆微博账户的原创性与粉丝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我们对结果进行分析解释：微博平台中的信息传播并不像传统信息生态链那样自上而下、

点对面的传播。[9]每一个高校图书馆微博账户在社会网络的信息生态链中均是一个“节点”，

但不同“节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强弱关系。信息生态链中的这一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高校

图书馆内容原创比与粉丝数的线性关系。在高校图书馆中，往往微博内容含有较高比例原创

性的图书馆微博可以形成“强关系”，而经常转发微博的图书馆微博会占据“弱关系”或逐

渐走向“弱关系”。高校图书馆微博处在的“节点”关系越强，进行知识推荐时的影响力就

越大；微博内容的原创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节点”关系的强度，这也恰恰符合了一元线

性回归方式中微博内容原创比与微博账户粉丝数具有正相关性的统计结果。 

 

4  微博内容与转发量之间的回归分析 

4.1  微博内容分类的方法 

微博内容是微博的直接体现，内容的质量无法定量判断，然而可以通过对其进行分类，

观察各类微博对转发量之间的线性关系，从而判断微博影响力。经排查、去重后筛选出的

100 个大学图书馆微博大致可以按其微博内容划分为通知公告、特色活动、资源动态、书籍

推荐和其他五种类型。[10] 笔者认为，图书馆开馆时间安排、馆内日常情况通报等可以归

为通知公告类；由本校图书馆举行的展览、培训讲座、真人图书馆、新增信息服务项目以及

各种非日常活动归为特色活动类；数字资源购买、更新，纸质资源购买以及特色资源库的构

建等归为资源动态类；新到图书的内容简介以及具有阅读价值的书籍推荐归为新书推荐类；

非以上内容归为其他类。[11]经归类统计得出高校图书馆一段时间内容的分类统计及转发量。

（表 1 为统计之后的部分数据） 

表 1 部分高校图书馆微博内容分类统计及转发量统计 

高校图书馆 

通

知

公

告 

被

转

发 

特

色

活

动 

被

转

发 

资

源

动

态 

被

转

发 

书

籍

推

荐 

被

转

发 

其

他 

被

转

发 

清华大学图书馆 23 55 7 45 17 23 0 0 2 33 

武汉大学图书馆 69 181 40 373 12 107 35 129 39 569 

厦大图书馆 36 88 3 24 6 33 56 219 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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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外图书馆 10 104 27 75 0 0 13 79 34 625 

复旦大学图书馆 15 45 22 137 12 127 21 128 22 152 

暨大图书馆 37 178 16 66 5 51 13 62 36 91 

重庆大学图书馆 23 93 12 43 0 0 6 17 18 77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62 163 12 53 18 27 0 0 23 195 

 

4.2 分析结果及结论 

多元回归分析计算结果表明：通知公告、特色活动、资源动态、书籍推荐和其他这五类

高校图书馆日常微博动态与转发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且通过线性关系检验和回归系

数检验。其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797.6288.1202.8581.3343.5594.6ˆ
54321 +++++−= xxxxxy  

通过分析不同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得知：除通知公告与转发量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函数

关系外，其余自变量均与转发量之间呈现正相关；书籍推荐与特色活动对转发量的正相关系

数最大；资源动态与其他类型的微博发布对转发量的提升显著效果较低。 

该结果表明：用户对高校图书馆官方微博发布的通知公告并不感兴趣，过多的发布通知

公告会降低用户的兴趣度；与书籍推荐、特色活动相比，发布资源动态和其他类的微博用户

兴趣度较低。因此，高校图书馆官方微博应当通过合理安排发布微博的内容结构提升自身在

知识推荐过程中的影响力。 

 

5  信息载体与转发量的回归分析 

5.1  微博信息载体的类型 

微博实际上是文字、图片、视频三种载体的综合，而三种载体则各有特色。文字描述是

一种比较传统的信息描述方式，通过简单的文字排列可以构成丰富的信息内容，但篇幅较长

的文字容易让读者产生视觉疲劳，不利于信息传递；图片则是较为直观的信息表现方式，图

片信息可以通过图形、色彩的排列来传达，同时规避了单一的黑白色调给读者造成的视觉疲

劳；视频信息则是将文字、图以及声音结合在一起，从三方面对读者进行神经刺激，更容易

让人产生共鸣，使人记忆深刻。 

高校图书馆微博内容所依托的载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所发微博的转发量，进而影响其

知识推荐涉及的范围。不同载体形式是否对转发量有显著影响，而哪种载体对转发量的影响

较大是高校图书馆通过微博进行知识推荐时应当广泛关注的重点。 

 

5.2  分析结果及结论 

多元回归分析计算结果表明：文本、图片、视频作为转发数量的影响是明显的，其具有

明显的线性相关性；且均通过线性关系检验和回归系数检验。其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831.7557.937.5428.2ˆ
321 +++= xxxy  

由方程可知，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综合发布文本、图片、视频这三种形式的微

博对知识推荐影响力的增大均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这比之发布纯文本、纯图片或纯视频的微

博有较大优势。增加影响力（转发量）的关键点在于三中载体形式的综合与平衡使用。 

同时，我们可以看出，视频对知识推荐影响力的促进作用最大；在一般情况下高校图书

馆微博账户发布视频进行知识推荐的影响力最高，而仅以纯文本形式进行知识推送对用户的

影响力最有限。 

另外，高校图书馆发布微博向读者进行知识推荐，读者则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是否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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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信息，那么这个过程可以看做是一个沟通过程。根据 Hovland、Janis 和 Kelly 提出的沟通

说服理论，影响沟通效果的因素划分为三大类，即信息来源者的因素、信息本身因素以及信

息接受者的因素。信息本身的因素又包括信息的内容、信息的形式、信息的数量等因素。而

信息的形式不仅有口头的、文字的，还有图片、动画、视频等视觉信息，即视觉信息线索。

薛建儒等学者认为视觉线索（Visual Cues）是对视感知的一种激励[12]，同时对于网络知识

推荐领域来说，趣味性是网络信息的重要特征[13]，而丰富的视觉线索激起读者对知识的兴

趣，给读者带来更加深刻的印象，并且影响信息的传播效果。 

 

6  提升微博知识推荐影响力的具体建议 

高校图书馆微博将微博平台作为知识传播媒介，通过微博的发布与转发实现知识的自创

与自播，达到知识的充分共享与充分传递[14]。本文将微博的影响力因素分为显性因素与隐

性因素两类：显性因素（微博数量、关注数量与粉丝数量）更加类似于评估指标，通过它们

线性相关性分析，可以得出了在某一时间段中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动态平衡规律。其中微博

数量与关注数量是可调控的，而粉丝数量不可主观调控，但是可以利用前二者与第三者间的

相关性规律，解释这三种核心因素与转发量这一主要评价指标的关系。即：①微博数量可以

作为转发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与影响力成正相关。②关注其它微博的数量与转发量呈负相

关，但这这种负相关不是绝对的的，它受到其它隐性影响因素的影响，在某一时间段这两者

可以保持动态平衡，但这种平衡比较脆弱。③粉丝数与转发量之间存在正相关，但不是显性

影响因素。若我们将知识本身作为链接源，将微博传播知识的过程看作用户对知识进行充分

吸收后的自传播，进而达到知识的再分配过程，则更加便于我们科学利用微博作为手段进行

知识推荐。 

    隐性影响因素在微博的创造、组织、利用与传播中的作用超过显性影响因素，从微博的

内容分布、载体形式、主题热度到原创性，无一不是提升微博影响力的重要手段，科学合理

观察与利用这些隐性影响因素，能使微博知识推荐工作更加成熟： 

第一，高效稳定的更新频率。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更新信息内容，保障推荐知识的时效性，

就很难吸引跟随者的持续关注。不固定的更新频率也会让高校图书馆发布的微博被读者端巨

大信息量所湮没，进而导致图书馆微博发布的信息以及推荐的知识不能及时有效的传播给用

户。[15] 

第二，尽量充分的原创内容。由上文分析可知，提高微博内容的原创性是保持微博热度的有

效方法。原创程度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用户，越能保持已有粉丝的用户黏性，从而占据信息

生态链的顶端。另外，微博的原创性代表着馆藏资源的特殊性与核心竞争力，这种特殊性不

仅体现在知识本身，更体现在文字结构、语气以及组织形式上。 

第三，动态平衡的知识类型。在推送知识时，应当注重合理分配微博内容形式：既要避免仅

仅发布单一类型的知识，也要避免种类过于庞杂。在同一时间段内，宜将图书馆近期需要发

布的内容进行预分类，将热点知识与一般知识进行合理搭配、循序渐进的发布相关内容。 

第四，灵活友好的用户体验。微博需要结合用户评论与反馈，将知识有针对性的推荐给相关

读者。同时，采取措施避免知识推荐的单调、枯燥；在挖掘需求的基础上，以灵活友好的形

式发布知识。 

第五，科学合理的知识载体。图片、文字、音视频为微博自创与自播提供的载体。由本文第

5 部分的分析结论可知，微博的知识载体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读者的阅读感受及兴趣。

在进行知识推荐时，直观的图片配以文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而采用视

频作为知识推荐的载体更能使用户接受。但是不能长时间运用同一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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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冷热适度的热点议题。图书馆需要结合时事热点进行知识发布，这样能突出微博的实

时性，增加用户兴趣，但不能一味强调时事新闻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图书馆传播知识的本职，

需要将知识与时事相互融合，使之相得益彰。 

第六，把握总体平衡。提升高校图书馆微博知识推荐的影响力，更需要在总体把握显性影响

因素与隐性影响因素之间的平衡，例如，不能因为粉丝过少而在短时间内盲目提高内容的趣

味性；不能因转发量过少而花太多精力在视频的采集与制作上；不能影响力较高而减少对其

它图书馆微博的关注。 

 

总结 

总之，利用单一手段提升图书馆微博影响力已难以吸引用户，作为高校中传播知识的重

要窗口，图书馆微博需要综合利用各种方法，科学合理的改进原有的图书馆馆藏资源推荐模

式，深入细致的挖掘本馆特色资源，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知识推荐的深层挖掘与有效组织上来。

使微博成为具备一定影响力知识推荐工具，成为移动用户了解图书馆，获取馆藏资源的重要

渠道。微博以它独特的信息传播方式缩短了用户与知识的鸿沟，在知识推荐领域存在着极大

的潜力和价值。现代图书馆的建设，应在提高馆藏资源的利用率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交网络

在知识服务中的价值。对于有一定影响力的微博，本文数据可以作为保持其影响力的参考资

料；对于影响力落后的微博，需要合理调整自己的知识组织模式，学习其它微博的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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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 China; 2. School of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using snowball sampling—one of the non-probability sampling 

techniques, grab the relevant date of college libraries microblog within two months by 

programming web crawler via python, and then explore li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microblog release for the influence of recommending knowledg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analysis, summariz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quality of recommendation and 

transmission, and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and advices to promote the knowledge 

recommendation influence of college libraries microblog account. 

Keywords: College Libraries; Knowledge Recommendation; Influence; Linear Regression; 

Micro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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