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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微博应用现状分析和完善路径
———以 １２ 个学术期刊官方认证微博为例∗

胡洪彬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社会科学部，杭州 ３１１２３１）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国内 １２ 个学术期刊认证微博进行调查分析，发现目前微博在我国学

术期刊领域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但我国学术期刊微博的总体影响力不高，微博信息孤岛

现象较为严重，学术期刊的微博管理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今后应积极通过提升微博管理

能力，强化微博内容管理，合理应用微博语言与不断拓展网络关系等途径，实现我国学术期刊

管理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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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微博，即微博客（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的简称，是一种

基于用户关系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的网络平

台。 用户可以由其组建个人社区，实现资源分享

和信息交流。［１］ 微博信息传播兼具草根性、即时

性和交互性等多重特性，其自诞生以来就受到用

户的极大欢迎。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我国微博用户规模达到 ２．８１ 亿，网民中的微

博使用率占到 ４５．５％。［２］ 随着微博在信息传播领

域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近年来我国部分学术期刊

也开始参与其中，通过注册并开通官方认证微博

的形式，积极搭建自身与读者、作者之间交流的中

介平台，为活跃办刊思路，转变办刊风格和提升办

刊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本文以国内学术

期刊中影响力较大且具有前瞻性的 １２ 个认证微

博为研究案例，通过对其运作模式的量化分析和

内容考察，对当下中国学术期刊微博应用状况作

出评估，进而探讨其未来发展之路，为提升我国学

术期刊的办刊信息化水平提供参考。

二、样本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样本来源

本文以新浪微博中注册并认证的 １２ 个“高关

注度”学术期刊微博为研究样本，调查时间从样

本微博的成立之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２４ 时为

止。 本文之所以选取新浪微博作为调查研究的平

台，一方面是因为新浪微博在国内起步最早，其网

络技术和数据分析较为成熟，调查研究能够有效

减少误差；另一方面是基于新浪微博在国内网络

圈中的巨大影响力，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微博用户

当中，新浪微博用户数占到总量的 ８７．６７％。［３］ 这

两方面因素有助于研究者准确把握样本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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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二）研究方法

在调查研究进程中，笔者以计量分析和内容

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分别从学术期刊认

证微博的“运营天数” “微博总量” “粉丝数量”
“关注量” “发布时间” “原创率” “语言模式”和

“ｌｏｇｏ 模式”等维度展开进行考量和评估，以获取

样本案例的指标和信息，并由此得出研究结论。

三、现状分析与描述
（一）样本微博的总体分析

通过新浪微博平台对国内学术期刊用户的检

索和分析，发现共涉及相关微博总数接近 １ ０００
个，其中经新浪官网认证的实名微博为 ８７ 个，以

这些实名账号在新浪微博平台的活跃度和影响力

为依据进行甄别，最后共选出其中排名靠前且带

有前瞻性的 １２ 个学术期刊实名认证微博进行调

查，表 １ 包括社科期刊和科技期刊两大类，这些期

刊皆为我国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重要核心

期刊，其微博可被视为我国学术期刊微博的领先

者。 与政府机构、企业单位和社会名流等开设微

博账号的热门状况相比，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微博

应用还处于成长状态中。 根据微博特性及其构

成，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将学术期刊微博的总体状

况量化为运营天数、微博总量、粉丝数量、关注量、
日均数量和原创率等若干指标加以解析，通过数

据分析，得出情况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学术期刊认证微博的信息统计

类别 序号 微博账号 运营天数 粉丝数量 关注数 微博总量 日均数量 原创率

社

科

期

刊

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１ ０７９ ５ １５４ ２１９ ２３３ ０．２ ９８．３％

２ 开放时代 ８５８ ９ ０３２ ７０ ８０７ ０．９ ５２．７％

３ 当代电影 １ ４５７ ９ ９４６ ４７１ ５９６ ０．４ ２３．７％

４ 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１ ０６９ １８ １８４ １ ９９６ １ ３９７ １．３ ９９．７％

５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７８７ ２ ７７９ ２１ ６９９ ０．９ ９９．６％

６ 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 ９８７ １ ４９０ ５７１ ２５５ ０．３ ８３．９％

科

技

期

刊

１ 建筑学报 ７８３ １３ ９８５ ２０５ ５２５ ０．７ ５１．０％

２ 城市规划学刊 ７９６ ６ ４６６ ７６ １２２ ０．２ ６９．７％

３ 中国油脂 ９３９ １ ９６１ ６６ １ ４６４ １．６ ９５．２％

４ 中国激光 ７１１ ７９９ ４９９ １ ３１８ １．９ ２２．１％

５ 自动化学报 ９７２ ９６９ ２５８ ８１１ ０．８ ９９．０％

６ 航空学报 １ ０３６ ３０７ ８９ ２９１ ０．３ ５１．２％

　 　 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由表 １ 可见，在 １２ 个学术期刊微博样本案例

中，不管是运营天数、粉丝数量和关注数，还是微

博发布总量、日均量及其原创率等均存在一定差

异性。 首先，从运营的天数看，在统计时间内，社
科期刊的微博账号整体上要长于科技期刊，其中

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办的《当代电影》杂

志的认证微博使用时间达到了 １ ４５７ 天，即于

２０１０ 年便已注册并开始运作，而这一年也被称之

为中国的“微博元年”。 其余样本微博注册天数

最低者也达到了 ７８７ 天，而科技期刊样本微博中

注册时间最长的为《航空学报》，达到 １ ０３６ 天，国

内全面反映激光技术最新研究成果的重要期刊

《中国激光》官方微博为 ７１１ 天，即于 ２０１２ 年初开

启微博账号。 这两组数据表明，面对新兴媒体的

崛起，社科期刊较之于科技期刊表现更敏锐，从一

定程度上说走在了信息化的前列。
其次，从样本期刊微博的粉丝数量看，社科期

刊与科技期刊也存在一定差距，总体上社科期刊

微博的受关注程度要大于科技期刊微博。 这当中

《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的微博以 １８ １８４ 人的粉

丝数量高居所有样本微博的首位，其余账号也均

在 １ ０００ 人以上，样本微博平均粉丝量为 ７ ７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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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而科技期刊样本微博中粉丝数量最多的为

《建筑学报》官方认证微博，为 １３ ９８５ 人，除了《城
市规划学刊》和《中国油脂》的微博外，其他几个

账号粉丝数量均在 １ ０００ 人以下，样本微博平均

粉丝量为 ４ ０８１ 人。 之所以如此，与社科期刊的

特性不无关联。 ６ 个社科期刊大多为综合性刊

物，其所刊发文章涉及人文社科领域的多个学科，
较广的参与面必然会带来较多的关注群体。 此

外，微博的价值和影响力也体现在对其他微博账

号的关注数量上，统计显示，这方面无论是社科期

刊还是科技期刊，其关注数均相对较低，除《浙江

大学学报》社科版微博关注账号达到 １ ９９６ 个外，
其余均在 １ ０００ 个账号以下。 内容分析显示，两
类学术期刊微博所关注的对象主要为期刊界同

行、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名流等，这说明学术期刊

微博的互动性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
最后，从样本微博的信息发布量看，１２ 个学

术期刊样本微博在选定区间内共发博 ８ ５１８ 条，
信息的平均发布数量为 ７０９ 条，这其中高于平均

数的分别为广州市社科院的 《开放时代》 （ ８０７
条）、《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１ ３９７ 条）、《中国

油脂》（１ ４６４ 条）、《中国激光》 （１ ３１８ 条）和《自
动化学报》（８１１ 条），其中《中国激光》以日均 １．９
条的信息发布量位居发布频率的首位。 而在学术

期刊样本微博的内容构成中，《中国社会科学》
《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中国油脂》和《自动化学报》微博信息 ９５％以上

均为原创，其余大都处于 ２０％ ～ ６０％之间，微博内

容原创率较低的《中国激光》，仅有 ２２．１％为原创，
其余均为转发来自其他微博的内容。 这些数据表

明学术期刊的微博虽具有一定的原创水平，但总

体发博量普遍不高，微博使用的自觉性及其活跃

性有待提升。
（二）样本微博发布时间的分析

与传统媒体不同，微博的信息传播是典型的

互动式的。 在微博时代，信息的转发或被转发是

一种常态，也是考量微博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
不同时间段内微博用户的应用行为是不同的，其
信息的转发和被转发频率也必然会存在差异。 能

选择合适的时间范围进行信息传播是提升微博影

响力的重要途径。 为了解学术期刊微博信息传播

的时间图谱，笔者以一周的时间为区间单位对 １２
个样本微博的信息发布和转发模式作出考量。 考

虑到社科期刊与科技期刊微博影响力的差异性，
为确保研究的精确性，本文在研究中借鉴了新浪

信息平台对企业微博信息传播的研究经验，以转

发率、评论率和发博比例来替代转发量、评论量和

发博量，以规避数据反馈带来的不良影响。 其转

换公式为：发博比例＝特定区间内的发博量 ／发博

总量，转发率 ＝转发数量 ／粉丝数量，评论率 ＝ 评

论数量 ／粉丝数量。［４］ 数据采集选择截至本研究

结束前最后一个完整的星期，由此得出学术期刊

官方认证微博在一个星期内信息传播的演变状

况，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学术期刊认证微博一周发博和反馈情况

　 　 由图 １ 可见，我国学术期刊微博在一周的时

间范围内，其发布信息的活跃期主要集中在星期

一和星期二两天，其构成了微博一周信息发布的

主要时间节点，星期三和星期四基本维持了中线

平衡，星期六之后考虑到周末假期的到来，学术期

刊微博的发博比例也随之迅速下降。 而从微博信

息转发率和评论率来看，则体现出了信息演变过

程中的反方向特性，学术期刊微博的转发率和评

论率从星期一开始呈现提升趋势，至星期四时到

达活跃程度的顶点，此后开始逐渐下降，随着节假

日的到来，粉丝的关注程度和参与积极性逐渐降

低，微博本身也开始趋于冷淡。 这说明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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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认证微博若想提升自身信息传播的有效性，
就必须精确选择和安排好信息的发布时间，如将

星期一和星期二的信息发布适当转移至星期三至

星期五，以与这几天内粉丝的活跃性形成契合，进
而达至微博信息传播过程中互动性和实效性水平

的切实提升。
在微博时代，网络信息的传播通常是以小时

为单位来计算的，能否把握好最佳发博时间，并进

行有效转发和评论是提升微博影响力至关重要的

因素。 为了对样本微博的信息传播作出更为精确

的分析，除了分析其在一周之内的信息传播特性

之外，有必要进一步缩小研究的区间范围，摸清楚

样本微博一天之内的信息传播模式。 笔者以本研

究统计时间的最后截止日为例，对 １２ 个样本微博

一天之内的信息运行情况作出进一步的统计，经
过数据归纳，得出我国学术期刊官方认证微博 ２４
小时内信息研究的情况，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学术期刊认证微博 ２４ 小时发博及反馈情况趋势

　 　 由此可见，学术期刊样本微博一天内的信息

转发率、评论率和发博比例大致有三个高峰时段：
即 ９ ～ １１ 时、１４ ～ １６ 时和夜间的 １９ ～ ２３ 时之间。
在这些高峰时段内，评论率、转发率和发博比例三

者虽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整体上较为接近和重叠。
从发博比例与转发率和评论率的关系上看，则显

示出一定的交叉性，即白天工作环境下的发博比

例显然要高于粉丝的评论率、转发率，这期间微博

以信息发布为主，至下午 １７ 时后这一关系逐渐发

生改变，随着粉丝用户的不断聚集和增多，微博的

转发率和评论率开始超越发博比例，学术期刊官方

认证微博开始进入讨论和转发阶段。 可见，要发挥

学术期刊微博的实效性还必须要掌握好一天内的

“黄金节点”，如在午后强化与粉丝的沟通与互动，
使微博活跃性得到最大限度发挥。

（三）样本微博主体内容的分析

作为在虚拟空间中进行信息传播和资源共享

的网络平台，微博本质上构成了一个有众多网民

和粉丝共同参与的公共领域。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

点，公共领域是“向公民开放的”，“公民从中可自

由进行集合并发表其意见”。［５］ 可见对于微博而

言，除了运行时间、粉丝数量、发博数量、转发率、
评论率等相关信息外，微博的信息内容也是关涉

其影响力和信息传播实效的重要因素。 可以说，
微博的议题内容是洞悉微博定位和内容框架的重

要元素。 从 １２ 个学术期刊样本微博信息内容的

构成来看，其主要涉及学术期刊发展咨询、期刊目

录发布、期刊活动介绍、业务交流、服务介绍等几

个方面，通过数据综合，各主题内容大致占如下比

例，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学术期刊认证微博主题内容构成情况

微博内

容构成

期刊发

展咨询

期刊历

史资料

期刊活

动介绍

期刊业

务交流

期刊服

务介绍

期刊目

录发布
其他

所占比例 ２６．７％ ７．５％ ２１．２％ １３．１％ １３．４％ １０．７％ ７．４％

　 　 从表 ２ 中可看出，学术期刊认证微博的信息

主题主要以发布期刊发展咨询为主。 在微博环境

下，一些学术期刊利用微博平台将自身的发展动

态等内容及时向外公开，以利于作者、读者及社会

各界及时了解自身的运行状况。 学术期刊的专题

活动介绍和服务信息及与业界的信息交流也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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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比例。 部分学术期刊通过微博对自身近期

活动的开展状况进行公布或者进行实况播报，以
提高自身活动的影响力和参与力度与广度。 一些

学术期刊还积极利用微博将自身的期刊目录进行

公布，以使作者和读者能够预先了解到期刊的下

期布局和相关信息，如《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人

民大学学报》等，而另一些期刊则积极将自身发

表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共享，如《中国激光》等杂

志借助微博平台传播相关的科普知识，效果显著，
提升了自身发展的软实力。

（四）样本微博的语言特征分析

在微博平台的信息传播介质当中，文字、图
片、视频等构成了其信息传播的共同主体，但即便

是处于当下多媒体的时代，微博信息传播在很大

程度上还是通过语言文字的渠道加以实现的。 要

摸清学术期刊微博的发展特性，还必须了解其在

语言使用上的习惯和特性。 通过对 １２ 个学术期

刊样本微博的语言文字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传统

的规范语言表述模式占主流地位。 但与此同时，
受网络时代多元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思维模式的影

响和冲击，各类网络非主流用语在学术期刊官方

认证微博中也开始出现，这类语言以文字结合图

片或表情符号的形式，营造和谐美观和立体化的

表述氛围，如《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官方微博中

多次出现的以表情符号结合文字“亲，你怎么看

……”的表述方式，《开放时代》 《自动化学报》等
期刊微博中出现的“围观”“纠结”“淡定”“浮云”
“鸭梨”“你懂的”等用语，其表述风趣幽默，诚挚

可亲，一定程度上受到用户和粉丝的追捧，对提升

学术期刊微博的影响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五）样本微博“ ｌｏｇｏ”的选择分析

“ｌｏｇｏ”为“ ｌｏｇｏｔｙｐｅ”的简写，即为徽标、商标

或图标之意。 作为一种识别和传达信息的视觉图

形，ｌｏｇｏ 以其简约、优美的造型语言体现着品牌的

特点和外在形象，具有识别自我和推广影响力的

积极价值。［６］ 通过 １２ 个学术期刊官方微博的分

析，发现无论是社科期刊还是科技期刊，其在 ｌｏｇｏ
模式的选择上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其中包括

《中国社会科学》《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中国

人民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建
筑学报》《城市规划学刊》《自动化学报》等在内的

大多数期刊采用了杂志封面为本期刊官方微博的

ｌｏｇｏ，这一类型构成了两类期刊的绝对主体，而
《开放时代》《中国油脂》和《航空学报》的官方微

博则另行设计创意 ｌｏｇｏ 以彰显本期刊微博的独特

性。 《当代电影》选择了艺术人物肖像作为期刊的

微博的 ｌｏｇｏ，《中国激光》则将本杂志社的社徽作为

其期刊官方微博 ｌｏｇｏ，以体现该杂志社的权威性及

其历史背景。 学术期刊官方微博的 ｌｏｇｏ 标识的选

择和使用，体现了学术期刊在微博信息传播进程中

的传播形象和品牌特征，合理使用有助于提升符号

扩张的实效性和提升学术期刊的公共影响力。

四、结论与前瞻
（一）现状评析

根据以上的调查分析可见，目前我国学术期

刊的微博应用已取得了一定成绩。 在当今网络信

息化的时代，一些学术期刊已意识到微博在推进

期刊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尤其是像《浙江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建筑学报》等期刊的认证微博，
其良好的运作和监管已经初步形成了用户的集聚

效应和自身信息的高效率传播模式，为提升期刊

本身发展的信息化水平带来了积极意义。 但总体

而言，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官方认证微博还处于起

步阶段，相关分析同时显现出一些不容忽视的现

实问题：（１）学术期刊官方认证微博总体而言尚

缺乏足够的影响力。 在我国庞大的学术期刊群体

中，目前开设官方认证微博的主要还是集中在少

数几个核心期刊，大多数学术期刊依然没有开设

相关账号。 而在受调查的 １２ 个样本中，其粉丝数

量也普遍不高，尤其是与一些政府机构、社会名人

甚至是部分时尚期刊的官方微博上百万人、千万

人的粉丝量相比，学术期刊官方微博就显得 “冷
清”了许多。 （２）信息传播缺乏足够互动，信息孤

岛劣势较为严重。 一方面是粉丝和用户对学术期

刊官方认证微博关注量不足，另一方面是部分学

术期刊自身也懒于通过微博对网民或者粉丝的诉

求作出回应，导致微博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自娱

自乐的工具。 （３）微博管理能力亟需实现提升。
微博时代的信息可谓瞬息万变，如果不加以关注

和管理，微博必然会成为一种摆设。 从对 １２ 个样

本微博的内容分析看，欠缺管理能力是社科期刊

和科技期刊官方微博共同的处境，譬如一些期刊

微博还存在信息缺乏原创性，简单复制粘贴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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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不良运作模式，在网络语言的选择和信息

更新频率中也缺乏足够的考虑和冷热不均的现

象，这类管理缺失而引起的问题必然会影响粉丝

的关注和参与积极性，并影响到学术期刊良好社

会形象的塑造。
（二）未来前瞻

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学术期刊在微博应用

上应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１）提升对微

博应用的重视程度，不断强化对微博的管理能力。
微博作为当下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被称之

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７］ 其在推进学术期

刊发展中的价值早已不言而喻。 对此，学术期刊

应做到与时俱进，高度重视期刊微博的发展和完

善工作，通过形成一支有效的微博管理队伍，为实

现期刊发展的信息化奠定坚实根基。 在具体运转

实践中，期刊管理者可利用自身微博平台向外界

及时传递办刊信息，借助微博极速传播的特性满

足读者和作者的信息诉求，也可通过设置专业网

络发言人的途径，提升期刊编辑对各类信息的甄

别和反馈能力，从而对扩大学术期刊影响力起到

积极作用。 （２）做好对微博内容的管理工作，努
力提供期刊发展的全方位信息。 在期刊微博的运

作中，应积极根据自身的活动开展和期刊定位，全
方位地将自身信息向外界进行发布，确保读者、作
者等能够全面地了解期刊发展信息，在此基础上

强化与外界的互动，对于读者或作者的粉丝问题

及时作出解答，确保微博成为期刊进行对外交流

的重要渠道。 （３）恰当选择和运用网络语言，实
现官方认证微博严肃性和亲和性的统一。 学术期

刊毕竟与大众娱乐类期刊不同，其官方微博语言

的选择不能过于娱乐化和大众化，而应根据信息

主题和内容有所选择。 如针对期刊发展或学术活

动开展等信息，理应坚持规范用语，以展现自身的

权威性，对于与读者或作者等的信息回馈则应积

极放下姿态，体现“亲民”的一面，以提升自身的

良好形象。 （４）合理分配信息发布时间，努力推

进网络关系的多元化。 一方面要根据粉丝的参与

习惯和活动规律，调整自身信息发布的区间范围，
以保证自身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和及时性，另一方

面则要努力通过微博平台与社会各界，包括政府

机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名流等形成互动和交流，
在提升知名度和话语权的同时也提升自身社会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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