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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意义］以微信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热度的影响因素，对微信营销、网络监管等实

际问题的解决具有参考价值。［方法 /过程］分析用户在线社群网络中信息传播行为特征，构建出微信信息传播网络

结构，并在此基础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对影响其信息传播的部分要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 /结论］结果表明: 微信公

众号文章热度与其主题、推送时间、标题特征有一定相关性，与推送频率相关性较低，其热度增长模式主要是激增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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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Wechat Public Accounts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Hotness

Fang Jing Lu Wei
(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In this paper，research is conducted on WeChat for analyz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eChat public

account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which could be good references for WeChat marketing and network supervision．［Method /Process］

Based on analyzing user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behavior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and building the WeChat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network structure diagram，an empirical study on som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echat Public Account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s conduc-

ted．［Result /Conclusion］The analytical results show that，the popularity of articles in WeChat public accounts is related to the article ti-

tle，time of pushing and feature of article title to some extent，but is weakly related to the frequency of pushing，and the articles gain their

popularity through surge －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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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信息环境的转变，交流平台技术的发展，用户

不仅需要更为海量的信息来支持决策，对移动互联网

也提出了更为个性化的信息需求。因此“微应用”成

为用户信息传播、交流的新平台，其中微博、Twitter、微
信最具代表性。
“微应用”领域信息传播影响因素问题已吸引了

不少学者选取特定的在线社交平台进行研究。针对微

博平台，学者从不同传播视角出发对微博数据进行研

究:如袁园
［1］

从信源视角出发，指出休闲娱乐、自我认

同以及社会交往是微博传播的主要动因;张玥、孙霄

凌
［2］

从信源特征和信息形式视角出发，研究粉丝数、短
链和评论数对微博传播效果的影响;赵蓉英、曾宪琴

［3］

从“流行三要素”理论出发，对微博传播网中的关键人

物、发帖频率、外部环境等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也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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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学者针对某一主题微博，对其传播影响因素进行研

究:如刘晓娟、王昊贤等
［4］

对政务微博的话题类别、表
达形式、语言风格等影响维度进行分析;郭晓姝

［5］
探讨

了企业微博信息传播影响因素;赵杨、宋倩等
［6］

分析了

高校图书馆微博内容和用户两层面因素对传播的影

响。针对 Twitter 平台，Webberley、Allen 等
［7］

对 Twit-
ter 信息传 播 的 深 度、产 生 影 响 的 广 度 进 行 了 研 究;

Yang、Counts［8］
发现信息内容、对相关用户的提及率是

影响信息传播的重要因素。针对微信平台，方兴东
［9］

对其信息传播机制进行探索，概括出微信传播特点;王

小立
［10］

从复杂网络理论出发，运用 Agent 建模方法，

分析了信息价值、交际习惯、意见气候等对信息传播的

影响规律;吴中堂、刘建徽等
［11］

以某一微信公众号传

播数据为依据，探究了关键词热度和标题语义与信息

传播间的相关影响;张宏、李杰
［12］

以信息传播网络动

力学为出发点，总结出微信网络拓扑结构对信息传播

的影响。综上所述，由于微博、Twitter 社交平台数据

开放，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该平台上信息传播影响

因素的实证研究较多;而微信平台数据获取困难，因此

实证研究方面，研究者较多选取某一微信号数据或采

用数学模型进行仿真研究。
相对于微博，微信是基于用户 QQ 好友及其手机

通讯录而建立的社会化群体信息交互平台，其范围更

窄，传播交流信息更真实、更频繁
［13］。因此，研究信息

在微信平台上的传播形式与影响因素，将有助于对用

户行为偏好的准确把握，从而更准确地推送其感兴趣

的话题、好友及社群;同时也可为微信营销奠定基础。

1 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

微信作为以手机移动终端为载体而构建的社交平

台，其信息传播网络结构和信息传播过程与其他在线

社交平台有所不同。因此，本节先构建出微信信息传

播网络结构，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中心型社群网络信

息传播过程，并对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进

行理论分析。
1． 1 微信信息传播网络结构 微信作为腾讯公司

为手机终端用户打造的一款免费即时网络通讯产品，

于 2011 年 1 月推出发展至今，其用户数量已突破 6
亿，在累计经过 40 余个版本升级后，形成了集多种信

息交流方式于一体的信息交流平台。根据各应用提供

交互功能、信息服务方式的不同，用户自发形成了结构

不同的交互网络，可大致划分为“稳定型、随机型、中

心型”三种(见表 1)。
稳定型社群网络将现实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强关

系”延伸至网络社群空间，促使社群中的用户进行点

对点的精准互动，信息在该社群内流动指向明确，信息

传播量大且流动速度快;随机型社群网络是指微信用

户借助 LBS 技术通过几款以交友为目的的应用构建

表 1 微信社群网络结构类型表

网络结构类型 结构特点 微信应用实例

稳定型社群网络 现实“强关系”的网络延伸
即时通讯、群聊、朋友

圈

随机型社群网络
任意结点间“关系”建立概

率相同

漂流瓶、摇一摇、附近

的人

中心型社群网络
围绕一个中心结点建立网

络

公众平台( 服务号、订

阅号)

起的网络，任何人都和其他人有相同的概率建立连

接
［14］，社群中的每一个用户结点都是信息发出者和传

播者，作为桥梁将社群内外的信息资源进行交换;中心

型社群网络是指微信针对企业和拥有一定量粉丝的个

人开通公众平台而形成的社群网络，信息由公众号中

心结点发出借助 RSS 技术推送给其余各结点，以放射

状的形式向外传播，三种社群网络结构图如图 1 所示。

稳定型社群网络 随机型社群网络［15］ 中心型社群网络

图 1 微信社群网络结构图

其中，信息在中心型社群网络结构( 即微信公众

号)中的传播为半开放状态，其传播数据可部分获取、
监测，可以此为切点研究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影响因

素。
1． 2 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已

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针对微博平台研究者大多将

信息传播影响因素划分为环境因素、内容因素、关键人

物三个层面
［16 － 18］，考虑到微博和微信同为“微应用”平

台，其信息传播有一定的共性( 都是通过用户阅读与

转发行为体现
［19］)，因此本文也将从用户、环境、内容

三个层面来分析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并

在每个层面下细分出该层面包含的具体影响因素( 如

表 2 所示)，并选取出可以进行量化研究的影响因素。
表 2 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影响因素

影响层面 具体影响因素

用户层面 公众号是否认证、公众号粉丝数量

环境层面 来源渠道、推送频率、推送时间

内容层面 文章主题、文章标题、文章情绪色彩、多媒体信息

a． 用户层面。基于信息采纳模型，信源可信程度

在传播过程中有着显著的影响
［20］，微信公众号是否认

证是其可信度的判断标准，会直接影响到用户是否关

注该微信号以及后续信息传播效果，微信号可信度越

高用户接受和传播的可能性就越高，因此公众号是否

认证是用户层面影响因素之一。由于微信用户可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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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接受微信公众号推送文章，所以用户是否关注了该

微信公众号( 粉丝数的增减) 必然能影响公众号信息

的传播。
b． 环境层面。对于微信社交平台上的任何一位用

户来讲，都有两种获取信息的渠道:公众账号的直接推

送和社群中其他用户推送( 包括朋友圈分享和聊天转

发)。用户对于从不同渠道所接收的信息其接受度和

感知度不同，进而产生不同的信息反映。除来源渠道

外，与时间相关的因素如公众号每日推送文章数目的

次数、推送的时间段也会对用户的信息行为产生影响。
c． 内容层面。作为社群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

信息内容本身的特性对传播效果也有影响，具体影响

因素应该包括:文章主题、文章标题、文章情绪色彩、是
否包含多媒体信息等。

不同于其他社交平台，信息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

的传播数据并不完全公开，如公众号粉丝数和用户文

章获取渠道;因此通过对上述所分析的影响因素进一

步探索，挑选出可以获取其数据并进行量化统计的 4
项因素:文章的推送频率、推送时间、文章标题字数和

公众号主题作为本文实证研究分析对象。

2 数据采集和预处理

目前学者们对在线社交平台中的信息传播已有一

定的研究，通常认为社交平台的舆情传播很大程度是

通过转发和评论来实现;然而针对微信公众号平台，其

公众号文章的转发量、转发路径及评论都仅为公众号

运营者可见，出于对微商和自媒体及其关注者隐私的

保护，相关数据并不公开、难以获取。基于此种情况，

本次研究采用微信公众号文章的“阅读数”和“点赞

数”作为指标来衡量其传播热度。
根据微信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5 月，微信

公众账号总数已超为 800 万个
［21］;但质量却参差不

一，其中有部分公众号已停止运营或文章阅读数过于

低迷，并不具有普遍研究价值。基于此种情况，本次研

究将微信现有公众号进行分类，其分类体系借鉴“微

信公众号大全”“搜狗微信”“维基百科”等，共分为 12
个类目，分别为:新闻资讯、金融财经、科技电子、艺术

文化、娱乐影音、生活情感、健康养生、体育运动、旅游

度假、教育考试、互联网购物、品牌推广;在每个类目

下，利用“搜狗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功能随机挑选出 10
个仍在运营的公众号，共计 120 个微信公众号。利用

微信大数据研究所所开发的检测软件，对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这一个月内 120 个公众号所

发的所有文章进行抓取。从中去除平均阅读量不足

500 的不活跃公众号，并从原始数据中整理出分析所

需数据:日均发布文章数、平均阅读数、平均点赞数、文

章标题、文章发布时间。

3 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将从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推送频率、推送时间、
文章标题字数和公众号主题 4 项因素来分析微信公众

号信息传播热度的影响，评价指标根据各因素的特点

而进行选取:针对以公众号作为统计单位的因素，如推

送频率，选取“阅读数”和“点赞数”作为微信热度的评

价指标;针对以公众号文章作为统计单位的因素，如推

送时间、文章标题字数和公众号主题，由于单篇文章的

“点赞数”数值通常较小不具有统计价值，因此选取

“阅读数”作为微信热度的评价指标;最后描绘出微信

公众号文章一般生命周期曲线。
3． 1 公众号热度与文章推送频率 本文统计了

120 个微信公众号一个月中所推送的文章的平均阅读

数和平均点赞数，并计算出每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推

送频率(平均每日推送文章的数量)。经过计算表明，

公众号文章平均推送频率为 4． 75 篇 /天，其中 65． 8%
的公众号每日推送文章为 5 篇及其以下，另有 22． 5%
的公众号选择每日推送 8 篇文章。

图 2 为公众号文章推送频率与平均阅读数及平均

点赞率(平均点赞数 /平均阅读数) 的关系散点图，可

以看出，图中的分布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二者间的

相关关系较差，经计算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 27( 平均

阅读数和文章推送频率)、0． 239( 点赞率和文章推送

频率)。

图 2 文章推送频率与平均阅读数及平均点赞率的关系散点图

由此可见，过于频繁的推送文章并不能增加其文

章的平均阅读量，也不能增加文章的好评率( 以“点赞

率”来衡量);用户甚至会因为公众号过于频繁的文章

推送而分散关注度、甚至取消关注。
3． 2 公众号热度与文章推送时间 根据前文分析，

当微信公众号在合适的时间进行文章推送，其文章被

阅读、点赞及转发的概率也就更大。所以本文随机采

集了 10 个公众号，统计每一个公众号在 2015 年 4 月 1
日到 2015 年 4 月 30 日这一个月内阅读量前十的文章

的发布时间，共计 100 条文章时间信息，并按时段的不

同统计该时段文章的数量。
图 3 为高阅读量文章推送时间统计分布图，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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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计量单位，其横向坐标为时刻表( 取时段末时间

点为时刻度量，如 1 表示 0:01 － 1:00 这一小时内文章

推送数量，2 表示在 1:01 － 2:00 这一小时内文章推送

数量，以此类推)。通过其阅读量的高低可以看出，对

于阅读数较多的文章(即热度高的公众号)，一天中 2:

01 － 5:00 之间文章推送数量最少，7:00 以后均有一定

推送量，集中推送的高峰期分别为:7:01 － 10:00、17:

01 － 18:00、20:01 － 22:00，这些时间段也正是晨起上

班、下班后、睡前时间段。在这些时间段里所发的文章

更容易被用户所阅读，有助于增加转发传播的概率。

图 3 高阅读量文章推送时间统计分布图

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其他在线社交平台不同，

微信公众号( 特别是热门公众号) 都有自己特定的文

章推送时间，每日都在此同一时刻推送，以培养关注者

的阅读习惯。除去上述推送高峰期，还有部分公众号

选择在零点推送，一方面是为关注者呈现次日清晨第

一眼文章，另一方面则是抢占微信后台数据分析( 仅

公众号运营者可见)的统计节点优势。
3． 3 公众号热度与文章标题字数 由前文微信公

众号文章推送频率研究结论可知，通常情况下一个微

信公众号会一次性推送 2 ～ 5 篇文章，而用户通常会根

据自身信息需求、阅读兴趣有选择性地进行阅读或忽

略，所以文章标题是否吸引用户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

文章被阅读的概率，进而影响公众号热度。本节随机

采集了 10 个公众号，统计每一个公众号在 2015 年 4
月 1 日到 2015 年 4 月 30 日这一个月内阅读量前十的

文章标题信息，共计 100 条文章标题信息，并统计每篇

文章的标题字数。

图 4 热门文章题目字数统计分布图

图 4 可以看出样本文章的标题字符集中于 11 ～
24 个之间，并且以 13 字和 17 字最为多，但也并未呈现

出文章平均阅读量与标题字符数之间的相关关系。同

时发现，其中有很多文章标题中含有标点符号，特别是

“?”“!”，配以设问、质问的词汇来吸引读者。
3． 4 公众号热度与主题 根据分析已有的在线社

交平台信息传播影响因素研究成果发现，在信息传播

过程中，信息内容本身会对传播效果有一定影响
［6］;因

此本文推测微信公众号文章的传播中，文章本身的信

息对公众号热度有一定影响。另外，区别于一般的在

线社交平台，微信公众号在通常情况下只向用户推送

与本公众号相关的文章( 也不排除个别公众号为增加

曝光率和热度而推送时下热门新闻与话题)，所以以

公众号整体主题为研究对象能大致了解微信公众号热

度与其主题之间的关系。本节研究将微信现有公众号

进行分类，共分为 12 个类目，分别为:新闻资讯(新闻、
实时报道等)、金融财经、科技电子( 手机、电脑、科学

科普等)、艺术文化(书摘书评、语录)、娱乐影音、生活

情感(生活窍门、情感咨询感悟)、健康养生、体育运

动、旅游度假、教育考试、互联网购物、品牌推广。在每

个类目下挑选出 10 个仍在运营的公众号，共计 120
个，统计 2015 年 4 月 1 日到 2015 年 4 月 30 日这一个

月内，该公众号所推送文章的平均阅读数。
从表 3 和图 5 可以看出，各类主题微信公众号平

均阅读数是有一定差异的，说明主题类别对微信公众

号的热度及传播效果是有一定影响的。同时可以看出

微信公众号用户的兴趣分布:新闻资讯平均阅读数最

高，生活情感与健康养生分列二三位。在对其内容及

发文频率等相关因素深入分析后，发现新闻资讯类微

信公众号每日都有一定量的文章推送，且其推送内容

多为时下热点新闻话题，用户阅读后会进一步分享到

朋友圈或转发给好友，造成二次传播使阅读量不断提

升;而生活情感与健康养生类微信公众号所推送的文

章内容包含各种情感感悟、心灵鸡汤、励志语录，贴近

用户生活、易于产生共鸣，进而促使用户转发传播。
表 3 微信公众号主题阅读数统计表

公众号主题 N 均值 均值的标准误

互联网购物 10 7 477． 90 2 901． 872

健康养生 10 16 067． 40 3 137． 448

教育考试 10 6 807． 20 3 256． 381

金融财经 10 6 156． 46 3 849． 457

科技电子 10 5 058． 60 1 831． 429

旅游度假 10 13 080． 00 4 603． 008

品牌推广 10 6 100． 80 2 354． 325

艺术文化 10 11 546． 30 2 927． 680

体育运动 10 5 482． 60 2 159． 732

新闻资讯 10 2 7515． 78 8 761． 772

生活情感 10 2 6977． 60 8 950． 389

娱乐影音 10 1 6291． 30 5 594． 656

总计 120 1 2380． 16 1 493．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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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微信公众号主题平均阅读数分布

3． 5 微信公众号文章生命周期 从 120 个微信公

众号中随机挑选出 10 个公众号，并从 2015 年 3 月 31
日开始监测其每日阅读数增长量，同时统计、计算其增

长率，当增长率低于 0． 01% 时视为已进入衰亡期的文

章。通过对这些微信公众号文章阅读量增长曲线的对

比，可大致描绘出微信公众号生命周期曲线，如图 6 所

示(以某一公众号微信阅读量数据为例生成)。从此

生命曲线图中可以看出微信公众号文章阅读过程中的

变化规律:急性增长期后进入拐点，后缓慢增长，最终

进入衰亡期。

图 6 A 公众号某文章生命周期曲线

对急速增长期的文章阅读数进行进一步研究，图

7 是 A 公众号某文章在前 12 个小时的阅读增长率柱

状图。可以看出在文章推送后的前 6 个小时其增长率

较快，公众号运营者可以通过此时阅读数据预估该条

文章传播热度(但不能排除有二次增长情况)。

图 7 A 公众号某文章阅读数增长率( 前 12 小时)

将本文的结果与 CHA［22］
和张赛

［23］
等人的工作对

比:他们通过考察 Flickr 和微博上照片粉丝数和博文

的增长过程，对热度增长模式进行分类得到了 4 种类

型:激增期后进入衰亡期( 弧形拐点或线性拐点)、在

增长期前存在潜伏期、存在二次增长。而本次实验并

未发现微信公众号文章阅读数存在潜伏期或二次增

长，分析其原因如下:一是本节实验样本太少，样本中

没有存在此现象的微信文章( 在张赛的实验中也仅只

有一条微博出现潜伏期);二是腾讯微信本身计数手

段的限制，当阅读数超过 10 万则显示“100000 +”，不

显示具体数量，但许多热门文章阅读量都已过计数上

限。

4 总 结

本文主要考察了与微信公众号文章传播有关的若

干影响因素，并分析了这些因素对微信公众号文章传

播的影响，借此来探寻在线社交平台中信息传播的规

律。总的来说，根据本次研究所采集的样本数据可得

到以下结论:a． 微信公众号文章推送频率与其平均阅

读数并无直接相关性;b． 微信公众号文章推送时间对

文章热度之间有一定影响，一天中的 7:01 － 10:00、
17:01 － 18:00、20:01 － 22:00 为文章推送最佳时期;c．
不同主题的微信公众号阅读转发次数有一定差别，其

中新闻资讯、生活情感与健康养生三类主题文章传播

热度最高;d． 微信公众号热门文章的标题字符集中于

11 ～ 27 个之间，且有很多文章标题配以设问、质问的

词汇来吸引读者;e． 微信公众号文章热度增长模式主

要是激增方式，在开始时期便迅速传播扩散，随后缓慢

增长，最终进入衰亡期。
通过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对于如何良好运营公众

号有以下建议:微信公众号可以结合自身领域特色，集

中关注和推送某一领域的信息，凸显企业或自媒体自

身文化价值，并注意文章标题的字符数与标点符号的

运用，合理利用网民的阅读高峰期来发文;当运营较为

成熟后，应尝试根据用户生活习惯每日定时、定量推送

文章，培养用户阅读习惯;同时可以根据激增期的数据

来预测整体影响效果，及时推进或改变营销策略。
由于本次研究样本数据较少，其结果是否具有普

适性，仍需要通过更大规模的样本数据来验证，并结合

更加深入的分析来对微信文章内容进行探索，包括文

章所含的多媒体信息、短链及其情绪色彩、篇章结构是

否会对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造成影响，这将是下一步

研究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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