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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微博宣传推广模式探讨
曾 婧 刘晓景

( 重庆图书馆，重庆 400037)

［摘 要］ 微博作为中国网民使用的重要互联网应用，为图书馆服务方式的延伸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但我国图书馆界对于

微博服务还不够重视，31 个省级图书馆中仅有 9 个开通经过新浪认证的官方微博，通过对 9 个认证微博的情况分析，对图书

馆利用微博进行宣传推广的方式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微博 宣传推广 模式

［中图分类号］ G258． 2 ［文献标识码］ A

刚刚过去的 2011 年堪称“政务微博元年”，截

至 12 月份，近 2 万个党政机构和公职人员“织博为

民”，政务微博在塑造政府形象、倾听民众呼声、社

会舆论引导、群众政治参与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而近日，国新办更是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支持

党政机关开通政务微博。可见，党政机关越来越重

视微博在处理政务、服务于民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
作为以“服务”为宗旨，“公益性”为原则的图书馆行

业，更是应该紧跟时代步伐，创新服务方式，大胆探

索图书馆微博服务的新路子。

1 微博的兴起

微博，即微博客( Micro Blog) 的简称，是一个基

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

以通过 Web、Wap 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

以不超过 140 字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

享。［1］用户可以通过微博随时随地分享所见所闻。
图片、连接、文字等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短信、彩信、
手机完成，不需要标题和文章构思，瞬间的灵感即可

快捷地发布分享。
微博由于技术门槛低、发布简便、传播速度快等

特点，很快便得到广大网民的青睐。2012 年 1 月，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报告显示，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我国微博用户数达到 2． 5 亿，较上

一年底增长了 296． 0%，网民使用率为 48． 7%。［2］

微博用一年时间发展成为近一半中国网民使用

的重要互联网应用，而其中，又以新浪微博开通时间

最早，用户最多，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平

台。因此，本文以下关于图书馆微博的分析都以新

浪微博为例。

2 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微博使用情况数据分析

在统计对象上，只针对获得新浪微博机构认证的

省级公共图书馆官方微博。用户身份认证是新浪微

博为了避免身份混淆，引起公众误解，而对名人和机

构实行的身份认证策略。经过机构认证之后，微博用

户名后会添加一个蓝色的V 形标识，表明其身份的真

实性，同时也表明该类用户对微博的重视程度。
表 1 省级公共图书馆微博使用情况统计

省市 用户名 关注数 粉丝数 微博数 启用时间 月均更新微博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图书馆 129 18231 1390 2011 年 4 月 20 日 13: 52 139
陕西省 陕西省图书馆 466 7862 1782 2011 年 4 月 23 日 07: 33 178
北京市 首都图书馆 196 5799 1205 2010 年 10 月 26 日 16: 52 75
重庆市 重庆图书馆 420 5264 992 2011 年 3 月 7 日 15: 18 90
上海市 上海图书馆信使 646 5110 2355 2010 年 7 月 6 日 17: 41 123
贵州省 贵州省图书馆 333 4353 831 2011 年 1 月 13 日 20: 28 64
浙江省 浙江图书馆 81 2620 274 2011 年 4 月 14 日 16: 58 27
山东省 山东省图书馆官方微博 337 753 509 2011 年 3 月 22 日 18: 01 46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图书馆 31 179 321 2011 年 9 月 20 日 08: 33 64

( 注: 根据新浪微博整理，更新时间: 2012 年 2 月 29 日 23: 00 ～ 24: 00; 按粉丝数降序排列，启用时间是指该用户发布第一条微

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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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计方法上，采用新浪微博的用户搜索，先在

昵称栏以“图书馆”为关键词，找到超过 500 位相关

用户; 再在搜索结果中将范围勾选为“认证用户”，

找到 167 位用户。比对结果，剔除非省级公共图书

馆及个人用户，得到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共 9 位机

构用户。
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不

难得出如下结果:

第一，我国共有 31 个省级公共图书馆 ( 不含

港、澳、台) ，仅仅有 9 个开设通过新浪机构认证的

官方微博，14 个未开通微博，8 个已开通但因没有通

过新浪机构微博认证而无法判断是否为官方账号，

这说明省级图书馆对于微博基于图书馆信息服务的

作用还不够重视，没有意识到微博给图书馆服务带

来的创新性的变革。
第二，从开通时间来看，新浪微博从 2010 年 8

月底开始内测，而以上 9 个图书馆的官方微博最早

开通的上海图书馆信使也是在内测后接近 2 年的时

间才开始使用微博，而这个时候微博流行已经进入

鼎盛时期，很多政务、明星或草根微博粉丝数量已经

以数十万计，可见省级图书馆相比于大众或者其他

社会组织对于微博功能的反应滞后。
第三，从粉丝数来看，除了新疆图书馆微博账号

粉丝数量超过 1 万之外，其余粉丝均在 1 万以下，显

然与一般的党政机关如公安、医院、教育等部门的官

方微博粉丝有着极大地差距，纵然图书馆与这些机

构用户存在行业间的差距，但也与图书馆作为大众

信息服务机构的身份完全不相称。
第四，从粉丝数与其他统计项目的关系看，微博

账号的粉丝数，并没有与关注数呈正比例发展，也不

因启用时间早而粉丝数多过启用时间晚的，却与微

博数和微博的更新频率息息相关。微博数、月均更

新微博数在前五名的账号中，粉丝数量也是遥遥领

先，这充分说明，微博的活跃程度和机构对于微博的

主动性，是吸引更多粉丝关注，提高微博影响力的决

定因素。

3 重庆图书馆微博受好评事件解析

笔者对 9 个省级公共图书馆官方微博博文内容

进行访问，发现这些图书馆不仅仅是把微博当成发

布通知通告，进行读者服务的通道，更是通过微博这

种新媒体平台，宣传各自图书馆的特色，传播图书馆

的社会价值、文化理念，把微博当成图书馆形象宣传

推广的新阵地。

2012 年 1 月 11 日，重庆图书馆在微博上发布

“重庆 图 书 馆 为 农 民 工 开 辟 网 上 代 购 火 车 票 通

道”［4］，短短几天时间，关注此帖子的粉丝有 5000
多人次，重庆本地媒体重庆晨报、重庆晚报、重庆商

报微博分别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微博被转发 4000 余

次，特别是央视著名主持人张泉灵更是在自己的微

博中对此事专门进行了点评，认为“这是我今天看

的最温暖的新闻了”。
2011 年也出现过大热的杭州图书馆微博事件，

是网友原创、转发造就了“史上最温暖图书馆”。而

重庆图书馆的例子更体现宣传意识的主动性，是图

书馆本身第一时间利用微博发布消息，并通过平面

媒体的微博进行转发，进而让名人关注，进行评论，

最终推大广大网友。可见，这是一种认识到微博的

强大影响力后的“有意为之”，这是一次由图书馆内

部利用微博进行宣传的较好案例。
因此，图书馆通过微博这个平台，不仅可以实现

信息传播互动及读者服务，更是进行公关宣传，树立

图书馆社会形象，提高公众媒体影响力的工具。

4 图书馆利用微博进行宣传推广的管理模式

现代图书馆在公关宣传方面，不仅要注重平面、
媒体宣传，更加要看重微博这种新兴的媒介模式，以

“服务”、“平等”为宗旨，以积极互动为手段，对微博

进行管理。［3］

4． 1 建立微博矩阵，多号联动提升微博服务
据北京日报报道，3 月 31 日前，北京市 50 余家

三级医院将全部开通官方微博，将把医院微博、科室

微博和医务人员个人微博整合在一个页面下，打包

建成“微博矩阵”平台。［5］据南方日报报道，“广州教

育官方微博矩阵”齐齐上线，为市民更好地提供专

业、精准教育信息与互动服务。［6］

无疑，这些单位不仅看到了微博宣传、微博服务

的重要性，更是预备在全行业建立起“微博矩阵”，

通过不同定位、不同角度细分用户，让微博的触角能

延伸到更多各种行业的普通用户。

图 1 图书馆微博矩阵
对于图书馆界来说，建立全国的图书馆微博矩

阵也是当务之急，这可以加强图书馆行业间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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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信息即时共享。
对一个普通省级公共图书馆来说，也可以建立

自己的微博矩阵。
如图 1 所示，以官方账号为阵地，由下属机构账

号与图书馆馆员个人账号为支撑，共同打造图书馆

微博宣传的矩阵。以重庆图书馆为例，官方微博

“重庆图书馆”，主要负责权威发布图书馆的最新讯

息，宣传图书馆的特色和文化理念，而下属各部门分

别开设有“重图读者俱乐部”、“重图讲座”、“重图展

览”、“杂志有约”等机构微博，负责宣传自己部门的

业务及与读者细分服务，并与官方账号保持互动。
而图书馆的核心馆员也开始有自己的个人微博，以

馆员个人的名义展示图书馆人的形象，并积极支持

机构账号及官方账号。三管齐下，共同打造一种多

号联动的微博矩阵，更好地提升微博的活跃度，全方

位服务各类型粉丝。
4． 2 设立多个微博话题，积极与粉丝互动

由于微博服务器面前每个账号都是平等的，所

以无论是官方账号还是机构账号，都不能以高高在

上的“官本位”思想发布一些诸如公告、通知等一板

一眼的微博内容，这样根本引不起粉丝的兴趣。要

设立多个微博话题，如新疆图书馆的#地名中的新疆

#、#西域中的诗抄#，上海图书馆信使的#读书这点事

#、#阅读下午茶#，重庆图书馆#重图美女馆员#等话

题，都是除传统书刊推荐、活动宣传外的新颖话题，

最能引起各地粉丝的兴趣。同时，用平易近人的

“网言网语”，真心与粉丝间的情感沟通，互动交流，

积极参与回复讨论，利用粉丝形成更大的网络影响

力。
4． 3 注重更新频率，争取粉丝的“碎片时间”

微博的迅速兴起很大程度在于其及时性，打发

了粉丝大量的“碎片时间”，即随时随地，都能微博。
因此，公共图书馆官方微博如果几天才更新一条信

息，再精彩的信息也很容易就湮没在海量微博信息

中。9 个公共图书馆中，陕西省图书馆以月更新 178
条的频率保持着微博的活跃度第一，且每条微博都

经过精心雕琢，充分抓住粉丝眼球，让粉丝随时随地

接受图书馆信息宣传。
4． 4 定期举办微博活动，提高粉丝参与积极性

微博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资源共享的平台，更

是凝聚读者，服务读者的纽带。图书馆微博可以采

取定期举办微博活动的形式，召集读者，通过有新颖

有吸引力的活动把大家紧紧地凝聚在图书馆这个大

家庭中。活动可分为线上活动和线下活动，线上活

动即是粉丝只要是与微博进行互动就可以参与其

中，“好书荐购您做主”“转发有礼”等; 线下活动即

是通过微博召集，微博报名，粉丝到图书馆参加馆内

举办的一系列读者活动。
4． 5 整合粉丝群体，扩大微博影响力

当粉丝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对粉丝进行分

析统计，了解粉丝需求，做好信息收集、反馈工作，逐

步建立和培养较强的用户言论分析能力，同时善于

总结用户言论中较为共性的特征和规律，特别重视

网络世界中“意见领袖”的言论，善于从他们获得建

议，并及时反馈。开展工作时适当考虑一般用户的

喜好，从而就能有效降低图书馆各项工作的盲目性。

5 结语

由于图书馆界特别是省级公共图书馆在微博的

使用方面普遍不够重视，微博应用还处于相对低级

的阶段，因而存在的问题较多。但是，图书馆既然认

识到了微博的价值，并且及时开通了官方微博，就应

该针对微博实时、动态、快捷、短小、开放、互动的特

点，对开通的微博进行多渠道的宣传，制定合理的微

博管理制度，以新媒体传播的优势来弥补图书馆的

宣传软肋，以便更好地适应读者的需求，塑造图书馆

的网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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