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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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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首先借鉴拉斯韦尔的 ５Ｗ模式分析了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的组成要素和过程， 其次采用解释

结构模型分析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 分析影响因素的层级和相互关系， 将传播效果影响因素分为表象层、 中间层和根本原因层。

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促进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的对策和建议， 以期为运营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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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公众号是腾讯公司在微信基础上推出的重要功能

模块， 当前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政府机构、 教育、 医疗、 新

闻媒体、 企业营销推广等众多领域。 微信公众号分为订阅

号和服务号， 具有自媒体的属性， 能够实现和特定群体的

文字、 图片、 音视频等全方位的交流和互动。 微信拥有庞

大的用户群体， 并以其特有的信息发布、 推送和传播方式，

改变了人们信息传播的习惯和方式， 成为当前主流的信息

传播媒介。 当前越来越多的高校图书馆也纷纷开通微信公

众号运用其提供信息服务， 创新与用户之间的服务和沟通

交流方式。 根据清博指数平台提供的数据， 以 “图书馆”

为检索词， 检索微信公众号结果接近 ２８００个。 高校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作为图书馆的自媒体平台和新型服务模式越来

越受到高校图书馆的重视， 已成为高校图书馆传播信息的

主要媒介渠道。 然而， 很多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虽然已

开通很长时间， 但是由于存在认识定位、 资源投入和运营

推广等方面原因， 呈现出服务质量和发展水平良莠不齐的

状况， 其传播效果也是差强人意， 没有发挥出微信公众号

应有的功能和效果。 因此， 消除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

息传播效果的阻碍因素， 提高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

的效果， 成为当前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运营推广亟需解

决的问题。

当前对于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

在现状调研、 用户信息行为、 信息服务模式、 传播效果等

方面。 ①应用现状调研方面。 以 ９８５ 高校［１－２］ 、 ２１１ 高

校［３］ 、 各省区图书馆［４－６］为调研对象分析高校图书馆微信

公众号开设和运营情况， 分析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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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功能作用、 运营模式等， 提出促进高校图书馆微信公

众号应用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②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用

户信息行为方面。 基于 ＵＴＡＵＴ、 ＴＡＭ、 使用与满足等理论

分析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用户持续使用［７］ 、 接受［８］ 、 使

用意愿和行为［９］ 、 流失［１０］等信息行为， 为图书馆微信公众

号运营推广、 增加用户粘性和信息服务水平提供建议。 ③

信息服务模式方面。 借助微信公众号开展阅读推广［１１－１３］ 、

新生入馆教育［１４］ 、 读者培训［１５］ 、 学科服务［１６］ 、 参考咨

询［１７］等图书馆业务服务的模式和策略， 评价图书馆微信公

众号信息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④传播效果方面。 通过构建

传播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层次分析法［１８］ 、 方差分

析［１９］ 、 模糊综合评价等定量分析方法评价高校图书馆微信

信息传播影响力。 综上所述， 当前存在部分对于微信公众

号信息传播热度［２０］和传播影响力［２１］方面的影响因素研究，

但是对于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

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 大多是关于传播效果评价和提升策

略方面的研究， 没有人采用实证方法分析信息传播效果的

影响因素， 该领域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鉴于此， 为系统

分析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影响因素之间关

系， 建立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解释

结构模型， 对信息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地梳理，

本研究首先基于拉斯韦尔的信息传播 ５Ｗ 理论分析了高校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的要素和过程阶段， 筛选出影

响信息传播效果的 ２３个影响因素， 然后采用解释结构模型

方法分析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 以期解析传播效果影响因

素之间的层级和相互关系， 为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运

营推广提供理论基础和参考建议。

１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

１. １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的过程

拉斯韦尔在 １９４８年提出了明确的信息传播过程及其 ５

个基本组成要素， 即著名的 ５Ｗ 模式。 他认为信息传播过

程是由谁 （Ｗｈｏ）， 说了什么 （Ｓａｙｓ Ｗｈａｔ）， 通过什么渠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 对谁说 （Ｔｏ Ｗｈｏｍ）， 取得了什么效

果 （Ｗｉｔｈ Ｗｈａｔ Ｅｆｆｅｃｔ） ５ 个要素组成， 也就是说信息传播

过程包括传播者、 信息、 媒介、 受众、 传播效果 ５个要素。

但是该模式没有体现信息传播的反馈互动环节、 也没有重

视信息传播环境对传播过程的影响， 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

环境下信息传播受到传播文化氛围、 信息技术等环境因素

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 所以本研究借鉴拉斯韦尔的 ５Ｗ 模

式， 认为信息传播环境也是信息传播过程的组成要素之一，

其也能够影响信息传播效果， 构建了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

号信息传播过程模型， 如图 １所示。

图 １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过程

 

  高校图书馆微信信息传播过程的组成要素包括传播者、

受传者、 媒介、 信息、 传播环境， 信息传播效果是结果性

的组成要素。 ①传播者。 传播者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担负

着信息的收集、 加工和传递任务的人员或组织。 高校图书

馆微信信息传播者既包括高校图书馆人员或组织， 也包括

关注微信公众号的用户以及用户好友。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关注用户接收到推送信息后， 直接或融入自己观点将信息

转发给好友、 朋友圈以及其它新媒体平台， 由受传者转变

为传播者角色。 ②受传者。 受传者是指接受信息的人员或

组织， 它是是传播的最终对象和目的地。 受传者包括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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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读者、 关注用户和关注用户的好友等。 ③信息。 信息是

信息传播的客体， 包括图书馆的新闻、 通知公告、 报告、

服务知识内容等， 拥有文本、 视频、 音频、 动画等多种格

式。 ④媒介。 媒介是指信息传播的渠道， 它是信息经过的

中介或借助的物质载体。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

的媒介包括人际媒介和网络媒介两种形式， 人际媒介是指

用户线上获取微信公众号信息， 线下与其它用户交流互动，

实现信息传播和扩散； 网络媒介平台和载体是指微信、 微

博、 社交网站、 ＳＮＳ 等新媒体。 ⑤传播环境。 传播环境指

传播活动所赖以进行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包括内部环境和

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包括国家图书馆行业规章制度、 新媒

体的普及和发展程度、 文化环境、 法律法规、 微信平台制

度、 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等； 内部环境包括馆内建设水平、

文化氛围、 微信公众号服务重视程度等。

拉斯韦尔的 ５ｗ 传播过程没有体现信息传播的反馈互

动环节， 也没有体现信息二次传播阶段。 本研究将信息传

播反馈互动、 信息二次传播加入到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信息传播过程， 将传播过程分为信息组织和发布、 信息接

受和利用、 信息二次传播、 信息反馈互动 ４ 个阶段。 ①信

息组织和发布阶段。 图书馆各部门人员将要发布的信息收

集整理成稿发送给微信公众号管理员， 微信公众号管理人

员负责信息优化、 排版组织、 上传， 并利用微信的推送功

能， 将信息传递到关注用户的客户端。 此过程中图书馆各

部门人员和微信公众号管理员承担着信息传播者的功能。

②信息接受和利用阶段。 关注用户接收到图书馆微信公众

号推送的信息， 通过点击和阅读信息， 获取对于信息内容

指导自己的信息行为和实践， 更好地利用图书馆服务。 部

分用户可能不会点击查阅， 这样就导致信息传播活动终止。

另外， 部分用户点击查阅后， 仅仅自己使用， 没有进行转

发和分享， 这样也导致信息传播活动的终止。 此阶段图书

馆微信公众号关注用户扮演受传者角色。 ③信息二次传播

阶段。 由于微信环境下用户能够简单地实现信息转发和分

享， 实现信息的二次传播。 图书馆用户查阅信息后， 融合

自己的观点或直接将信息转发分享到自己的微信好友、 好

友群、 朋友圈或其他新媒体平台实现信息二次传播和分享。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关注用户的好友接受到信息后也可能会

再次转发和分享信息， 实现信息再次传播， 循环重复实现

信息再次传播。 信息二次传播阶段能够扩大图书馆微信公

众号信息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④信息反馈互动阶段。 微信

具有即时通讯和互动交流功能， 受传者可以借助微信的即

时通讯功能实现与传播者互动交流， 将信息传播效果反馈

借助微信反馈给传播者， 使得受传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传播

信息， 传播者能够优化信息传播内容和方式。 信息反馈互

动阶段有助于图书馆改进微信信息服务模式， 提高图书馆

微信信息传播的效果和服务质量。

１. ２ 信息传播效果

当前学术界对于信息传播效果没有形成明确的概念，

现有的信息传播效果概念界定共同点在于都体现出传播活

动对信息受众的认知、 情感和行为的影响和变化， 强调信

息传播对于受众、 传播者自身和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网络

信息传播效果是以网络为媒介的信息交流对信息受众所产

生的影响和由其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 是对传播者信息传

递有效性和效率的衡量， 也是对受众信息需求满足度的一

种评价。 结合已有传播效果的概念， 本研究认为高校图书

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就是以微信为媒介的图书馆馆

员与用户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服务活动对关注用户的认知、

情感和行为的影响， 以及对图书馆、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和

社会产生的一切影响的总体， 不管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

无意的、 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显在的还是潜在的。 高校图

书馆微信公众号作为图书馆新型的创新服务模式和传播渠

道， 它以全新信息传播方式提供图书馆的信息和服务， 产

生更加广泛的影响效果。 由于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关注用

户可以采用转发分享给好友或群、 转发到朋友圈、 转发到

其它新媒体等功能实现信息的 “二次传播”， 扩大信息传

播的深度和广度， 使得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的

效果度量和影响因素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２ 基于 ＩＳＭ的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

果影响因素分析

  解释结构模型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简称

ＩＳＭ） 是 １９７３年由美国学者 Ｊ. Ｎ. 沃菲尔提出， 主要用于

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结构问题， 其基本的思想是运用

图论将系统中模糊不清的思想和关系要素表示成矩阵形式，

利用矩阵运算和分解等数学工具方法对要素即其相互关系

进行处理运算， 最终构成一个多层递阶的结构模型， 揭示

系统中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找出系统问题的表面和根本

的影响因素。 根据上述对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

效果影响因素的分析， 本研究通过构建高校图书馆微信公

众号信息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 来识别这些

关键影响因素之间的层级结构关系。

２. １ 影响因素初步筛选

本研究首先采用文献综述和访谈方法初步选取高校图

书馆微信信息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 通过大量的调研有关

微博、 ＡＰＰ、 社交网站、 虚拟社区等新媒体， 以及其它领

域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文献， 抽取与高校

图书馆微信信息传播相关的影响因素。 例如： 胡莹［２２］分析

发现传播者的信任度影响微信信息传播过程， 本文即抽取

为 “传播者信任度对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产生

影响”。 赵蓉英等［２３］实证研究发现微博粉丝数量对微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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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传播效果产生影响， 本文即抽取为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用户数量对信息传播效果产生影响”； 总计抽取到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影响因素 ３２个。 然后运用德尔菲法进

行影响因素的筛选和初步确定， 选取图书馆新媒体运营人

员 ５名， 新媒体信息传播研究学者 ３ 名， 图情专业博士研

究生 ２名。 将抽取到的 ３２个影响因素设计成调查问卷通过

网络邮件或即时通讯方式传递给选取的 １０名专家， 让他们

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判断和筛选影响因素， 填写删除该

项影响因素原因， 经过多轮的询问和调研达成一致， 最终

获得 ２３ 个影响因素。 结合拉斯韦尔的 ５Ｗ 信息传播模式，

本研究将获得 ２３个高校图书馆微信信息传播效果的影响因

素分为图书馆馆员、 信息、 用户、 媒介以及传播环境因素

５个类别， 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及解释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解  释  说  明

信  息 （Ｂ１）

信息有用性 （Ｃ１） 信息内容的有效性， 帮助用户和匹配用户需求的程度

信息丰富性 （Ｃ２） 信息内容表达方式的多样化程度， 多媒体利用程度

信息组织和结构化水平 （Ｃ３） 信息组织和整理水平、 内容的结构化程度

公共性 （Ｃ４） 信息的受众面、 信息涉及用户或专业的范围， 信息覆盖范围

标题新颖性 （Ｃ５） 微信公众号推送信息标题的吸引力、 创新性等特征

图书馆馆员 （Ｂ２）

利己动机 （Ｃ６） 图书馆馆员和微信公众号管理员满足心理、 工作等需求的愿望强度

运营和推广能力 （Ｃ７） 管理人员运营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能力和宣传力度

信息素养 （Ｃ８） 馆员和微信公众号管理员的信息处理能力和素养、 知识文化水平和认知程度

认知结构和文化水平 （Ｃ９） 用户的认知水平、 学历程度、 信息素养等

利他主义 （Ｃ１０） 乐于奉献帮助他人、 没有自私动机、 满足他人信息需求的动机

用户活跃度 （Ｃ１１） 用户浏览、 参与互动的频次

影响力及社会地位 （Ｃ１２） 用户的影响力， 是否网络中的核心用户、 意见领袖等

用户收益 （Ｃ１３） 用户参与信息传播的社交收益、 娱乐收益和心理收益

媒  介 （Ｂ４）

关注用户数量 （Ｃ１４）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关注用户的数量和规模

影响力和名誉 （Ｃ１５）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 权威性和知名度

互动性 （Ｃ１６）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互动功能设置， 信息回复功能、 用户参与互动活跃度

功能设置 （Ｃ１７）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平台功能设置完整性、 功能作用大小

推送时间和频率 （Ｃ１８）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每日推送信息的时间选取、 推送的频次等

传播环境 （Ｂ５）

社会环境 （Ｃ１９） 当前国家的文化环境、 经济发展水平、 互联网信息传播法律法规制度等

微信平台制度 （Ｃ２０） 微信平台制定的信息发布和传播的规章制度

馆建水平和氛围 （Ｃ２１）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建设水平、 传播文化氛围、 重视程度等

信息技术水平 （Ｃ２２） 网络技术、 数字技术、 多媒体等技术发展和应用水平

激励制度 （Ｃ２３）
图书馆为运营人员设置的绩效制度、 以及微信公众号制定的鼓励用户参与

信息传播的奖励措施等

２. ２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的 ＩＳＭ
模型构建

２. ２. １ 构建邻接矩阵 Ａ
邻接矩阵是各个因素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形成的矩阵。

采用专家判定方法， 分析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形

成邻接矩阵。 让 １０名参与影响因素筛选的专家进行影响因

素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 利用行元素与列元素比较，
按照以下的规则建立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生成邻接

矩阵 Ａ。 ①如果因素 ｉ 对因素 ｊ 产生影响， 那么生成的邻接

矩阵中的 ａｉｊ取 １， 否则取 ０； ②如果因素 ｊ 对因素 ｉ 产生影

响， 那么生成的邻接矩阵中的 ａｊｉ取 ０， 否则取 １； ③如果因

素 ｉ 与因素 ｊ 之间相互有较强影响， 则 ａｉｊ和 ａｊｉ都取 １， 如果

相互之间影响程度相差较大时， 则大的取 １， 小的取 ０。 根

据文献综述结果和 １０位专家的判定结果， 采用少数服从多

数的原则， 由两位情报学博士研究生整理形成 ２３×２３ 的邻

接矩阵， 如表 ２所示。
２. ２. ２ 邻接矩阵 Ａ 转换为可达矩阵 Ｍ

由于邻接矩阵不能表达因素之间的间接关系， 可达矩

阵能够表示影响因素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 需要将邻接

矩阵转换成可达矩阵。 如果矩阵 Ａ 满足条件： （Ａ＋Ｉ） ｎ－１≠
（Ａ＋Ｉ） ｎ ＝（Ａ＋Ｉ） ｎ＋１ ＝Ｍ， Ｉ 为单位矩阵， ＝ １，２，３，…，２５则 Ｍ
为 Ａ 的可达矩阵。 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计算可得可达矩阵 Ｍ， 如

表 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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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邻接矩阵 Ａ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Ｃ６ Ｃ７ Ｃ８ Ｃ９ Ｃ１０ Ｃ１１ Ｃ１２ Ｃ１３ Ｃ１４ Ｃ１５ Ｃ１６ Ｃ１７ Ｃ１８ Ｃ１９ Ｃ２０ Ｃ２１ Ｃ２２ Ｃ２３

Ｃ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７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８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９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Ｃ２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２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２２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Ｃ２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表 ３ 可达矩阵 Ｍ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Ｃ６ Ｃ７ Ｃ８ Ｃ９ Ｃ１０ Ｃ１１ Ｃ１２ Ｃ１３ Ｃ１４ Ｃ１５ Ｃ１６ Ｃ１７ Ｃ１８ Ｃ１９ Ｃ２０ Ｃ２１ Ｃ２２ Ｃ２３

Ｃ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２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３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４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５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７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８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９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９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Ｃ２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Ｃ２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Ｃ２２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Ｃ２３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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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３ 分解各因素的层级关系

分解各因素的层级关系就是以可达矩阵为标准， 将要

素划分成不同的等级， 确立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并建立

解释结构模型。 依据 Ｒ（Ｃｉ）∩Ｑ（Ｃｉ）＝ Ｒ（Ｃｉ）的判断条件进

行分层， 其中 Ｒ（Ｃｉ）表示每个因素的可达集、 Ｑ（Ｃｉ）表示

因素的先行集， 表示可以到达 Ｃｉ 的前因集。 将 ２５ 个影响

因素分为 ５ 层： 第一层为 Ｃ１３、 Ｃ１４、 Ｃ１５； 第二层为 Ｃ２、

Ｃ３、 Ｃ１１、 Ｃ１２、 Ｃ１６； 第三层为 Ｃ１、 Ｃ４、 Ｃ５、 Ｃ１０、 Ｃ１７、

Ｃ１８； 第四层为 Ｃ６、 Ｃ７、 Ｃ８、 Ｃ９、 Ｃ２０； 第五层为 Ｃ１９、

Ｃ２１、 Ｃ２２、 Ｃ２３。 根据划分的不同等级， 可以得到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的多级递阶解释结构

模型， 如图 ２所示。

图 ２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

 

２. ３ 层级分析

根据解释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 其层级模型可以分

为表象层、 中间层和根本原因层 ３ 层［２５］ 。 第 ５ 层的影响因

素是馆建水平和文化氛围、 激励制度、 社会环境、 信息技

术水平都是信息传播环境方面的影响因素， 为基础性性影

响因素， 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提供保障和规范约

束； 第 ４层的影响因素是馆员利己动机、 馆员运营和推广

能力、 微信平台制度、 关注用户认知结构和文化水平、 馆

员信息素养， 包括图书馆馆员和运营人员的动机和能力方

面因素， 还包括微信平台的应用规范和约束制度以及关注

用户自身认知结构和知识水平， 这些因素大多都是信息传

播者自身的影响因素， 是信息传播活动开展的基础。 这两

层影响因素都信息传播环境、 信息传播主体应该拥有的具

体属性， 是影响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的最根本

原因， 在解释结构模型中属于根本原因层。 第 ３ 层的影响

因素是功能设置、 推送时间和频率、 信息有用性、 标题新

颖性、 利他主义、 信息公共性。 第 ２ 层的影响因素是信息

丰富性、 信息组织和结构化水平、 用户活跃度、 影响力及

社会地位、 平台互动性这些有关于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自身

功能特性、 信息特征、 关注用户特征方面影响因素， 是用

户参与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活动的体验和感受， 其

受到信息传播环境、 图书馆馆员及运营人员能力和素养的

影响， 属于中间层影响因素。 第 １ 层的影响因素是用户收

益、 关注用户的数量、 影响力和名誉， 它是用于判断图书

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的因素指标， 是影响图书馆微

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的最直接的原因， 属于表象层的影

响因素。 从图 ２还可以看出运营和推广能力、 用户活跃度、

影响力及社会地位、 平台互动性 ４ 个因素的较容易受到其

它因素的影响， 也比较容易影响其它因素， 是高校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的关键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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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主要针对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的过程

和信息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分析发现高校图书

馆微信公众号作为图书馆新型的创新服务模式和传播渠道，

它以全新信息传播方式提供图书馆的信息和服务， 产生更

加广泛的影响效果。 其信息传播的过程包括信息组织和发

布、 信息接受和利用、 信息二次传播、 信息反馈互动 ４ 个

阶段。 由于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关注用户可以采用转发分

享给好友或群、 转发到朋友圈、 转发到其它新媒体等功能

实现信息的 “二次传播”， 扩大信息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使得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的效果度量具有不确

定性和复杂性。 信息传播过程中受到 ２３ 个影响因素的影

响， 从而对信息传播效果产生影响。 为了提高高校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 优化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服

务质量， 针对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 ５ 个方面的对策和

建议：

３. １ 优化内外部传播环境， 制定合理的激励制度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环境维度的馆建水平

和文化氛围、 激励制度、 社会环境、 信息技术水平、 微信

平台制度是影响信息传播效果的根本原因。 这就要求高校

图书馆要优化内外部的微信信息传播环境， 首先要关注当

前社会的文化发展水平、 熟悉微信公众号的规章制度， 遵

守国家的政策和法规， 减少非法信息、 侵权信息的传播，

规范和约束微信公众平台信息传播内容。 引入多媒体、 超

链接、 即时通讯等信息技术到图书馆微信信息传播活动中，

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加速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 其次，

提高图书馆对于微信的重视程度， 积极鼓励馆员运用微信

公众号进行信息服务， 及时发布图书馆相关的公告、 新闻

和服务内容， 营造良好的使用微信公众号传播信息的氛围。

最后， 高校图书馆需要制定合理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制度，

可以通过绩效考核、 荣誉称号、 口头表扬等手段提高馆员

和运营人员的管理和利用微信公众号的积极性。 另外， 研

究表明用户活跃度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 这就还需

要制定相关的激励制度鼓励用户参与信息传播活动。 关注

用户的激励制度以物质奖励为主， 可以采用给予物质奖励

手段鼓励用户参与平台信息转发分享、 推荐新用户关注账

号。

３. ２ 培养馆员新媒体素养和业务能力， 提高管理

员的运营推广能力

  高校图书馆馆员的利己动机、 运营推广能力、 信息素

养因素是影响传播效果的根本原因因素。 这就要求高校图

书馆加大图书馆馆员和运营管理人员的业务培养， 提高人

员的媒介素养和业务素养。 媒介素养提高可以通过邀请新

媒体运营专家讲座指导、 向其他先进单位学习、 派遣人员

进行深造培训等手段。 业务素养可以通过图书馆内部业务

培训、 经验分享会、 继续深造学习等手段。 微信公众号的

管理人员的运营和推广能力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

高校图书馆要注重微信公众号管理人员的选拨， 尽量选择

具有新媒体运营经验的人员。 另外， 还需要提高管理人员

的信息素养， 注重写作技巧和推广能力的培训。 通过利用

图书馆的网站、 微博等线上新媒体和线下讲座、 培训活动

现场等多种渠道宣传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设置激励制度吸

引新用户关注和利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３. ３ 发挥平台关注核心用户作用， 运用关注用户

的利他动机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关注用户的利他主义、 用户活

跃度、 影响力及社会地位等因素影响传播效果， 其中用户

活跃度和影响力及社会地位是关键影响因素。 这就要求图

书馆微信公众号运营推广时要积极发挥关注核心用户作用，

邀请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大的用户关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增加优质和活跃的关注用户数量， 设置奖励制度鼓励核心

用户转发分享平台信息， 实现信息二次传播和分享， 扩大

信息传播广度和深度。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管理人员还

应该运用关注用户的利他动机， 遵循网络环境下熟人效应

和圈子效应， 利用激励制度鼓励用户借助自身的社交关系

网络进行信息传播。

３. ４ 注重平台功能二次功能开发和设计， 加强平

台互动性功能设置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设置、 平台互动性、

推送时间和频率等因素是影响传播效果， 其中平台的互动

性是关键影响因素。 微信公众号平台功能方面的开发和设

计方面的因素， 致使用户参与平台信息传播活动时遇到物

理、 情感方面的影响， 比如： 如果平台功能类型较少、 界

面设计复杂容易造成用户感觉到平台功能有用性较少， 使

用起来较为繁琐复杂， 容易造成用户放弃和拒绝使用微信

公众号。 这就要求图书馆不能简单的利用微信公众号自带

功能， 还应该加强平台二次功能开发和设计， 将图书馆已

有的数据库、 移动图书馆、 信息检索查询、 参考咨询、 学

科服务等功能与微信公众号关联， 实现自定义的二次开发

和设计， 扩大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功能作用， 合理设计布

局微信公众号的界面， 优化系统平台的便捷易用性。 平台

的互动性可以通过设置专员参与微信公众号信息咨询和服

务， 采用人工即时回复、 机器回复、 利用微信即时聊天功

能加强与用户的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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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提高信息质量和组织水平， 增加标题的趣味

性和新颖性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的有用性、 信息丰富

性、 信息组织和结构化水平、 信息公共性、 标题新颖性是

影响传播效果。 传播信息特征通过改变用户的认知和情感

影响信息传播效果。 这就要求高校图书馆发布信息前要加

强信息写作水平和审核力度， 提高信息质量和组织水平。

首先，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应该发布与图书馆服务相

关的信息， 不仅仅发布通知、 公告等简单类型信息， 还应

该加大信息原创力度， 不重复转载分享其它图书馆新媒体

平台信息， 多发布与图书馆学科服务、 参考咨询等服务类

信息， 增加信息类型和有用性。 其次， 提高发布信息丰富

程度， 组合利用文本、 视频、 图片、 音频等格式组织信息，

信息内容适当增加趣味性和娱乐性。 规范发布信息的结构，

减少信息冗余度， 使其符合用户使用移动智能终端的阅读

习惯。 最后， 标题新颖性和趣味性能够增加用户点击阅读

和互动兴趣。 图书馆馆员和运营人员要适当优化发布信息

的标题， 多利用网络语言和流行语体设计标题， 设计标题

要具有概括性、 趣味性和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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