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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已经把树立中国大学的良好品牌和形象视作为“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应有之义。本论文选

取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 159 家高校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抓取国际搜索网站和大型社交平台数据，

设定具体的维度和指标进行比对分析，发现中国高校在海外影响力及品牌形象塑造工作还有很大的差

距，尤其是大陆高校对海外网络传播平台的利用不足，没有把现代传播的双向性、互动性和发散性的

理念应用到海外传播中，海外传播力建设任重道远。

China has regar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good brand and image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as the 

proper mea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World-Classe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elected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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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from China mainland,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We collected data from websites and 

social platform. Specific dimensions and indexe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and we found there is a big 

gap in the overseas influence of China universiti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hina mainland universities 

were lack of modern communication concepts such as interaction and divergence for spread in overseas 

network communication platform. Therefore, overseas social media influence of China universities has a long 

way to go.

Keywords：“Double World-Classes” development,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Influence

1  引言

2015 年，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方案中指出，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

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方案明确提出 “ 双一流大学 ” 建设要 “ 切

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

树立中国大学的良好品牌和形象 ”[1]。 

现代社会，互联网逐渐成为重要的文化传

播渠道和交流平台，网络传播力日益受到各国

的重视。国际电信联盟在 2016 年版《宽带状

况报告》中指出，2016 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

已达 35 亿。数字媒体时代下，社交媒体活跃

用户数不断提高，Facebook 今年 3 月份的月均

活跃用户数已达 19.36 亿，占全球 72 亿人口的

27%[2]。而 Twitter、Instagram 的月均活跃用户

数也分别超过 3 亿和 5 亿 [3]。

随着 “ 双一流大学 ” 建设方案的提出，高

等教育海外传播力建设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有学者通过量化研究的方法对高校的传播力状

况展开研究，但仅局限于学科建设方面。例如，

邓惟佳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对外传播研

究 (2005—2014)》中，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

国际学术期刊中对外传播的成果，从总体数量、

文献类型、学科分布、使用语言、来源机构和

合作情况 6 个方面进行量化统计和全面考察 [4]。

也有一些学者针对当前我国大学海外传播过程

中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但这些研究

均缺乏量化研究的视角。如铁铮、夏宇鹏在《着

力增强高校海外传播力》中认为，我国高校海

外传播过程中存在对海外传播认识不足、内外

传播着力不均、海外传播职责不明、传播人才

不足、传播渠道通畅、传播内容精准六大问题，

同时提出了增强高校海外传播意识、创新海外

传播方式方法、强化海外传播队伍培养、加快

海外传播基础建设的传播力提升策略 [5]。此外，

校园媒体是大学向公众传播的重要窗口，高校

的海外网络平台建设能够提升其在海外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但是，我国高校如何更好地在海

外网络平台上进行传播，这一问题尚未引起学

者们的关注和重视。

本论文在构建我国高校海外网络传播力测

度时，将 Google 新闻的提及率、社交媒体账号

建设情况等作为测量 “ 在场 ” 传播力的维度 [6]。

中国大陆 211 高校以及港澳台地区入选 QS 亚

洲 200 强的高校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领先水

平，选取这些高校作为中国高校的样本进行考

察，对了解中国高校海外网络传播力的前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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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现状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量化研究

的方法来考察我国高校在海外网络平台上的传

播力状况，弥补了当前学界研究的空白，具有

一定的创新意义。

本论文选取 159 家高校作为研究样本，通

过抓取国际搜索网站和大型社交平台数据，设

定具体的维度和指标进行比对分析，以期了解

我国高校海外网络传播力现状，提高高校海外

传播能力，完善我国海外网络传播体系建设，

进而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力 [7]。

2  指标与算法

2.1  指标

本研究采用专家法设立指标和权重 [8]。首

先，选取 Google 新闻搜索、维基百科英文词条、

Twitter、Facebook、Instagram 五个平台作为考

察维度。

其次，对每个维度设立具体指标，通过赋

予各项指标不同的权重，计算评估出中国高校

的海外传播力度。与《中国高校海外网络传播

力报告（2015）》相比，本次调研做出了三点

调整和完善：第一，本报告加入港澳台名校作

为考察对象；第二，本报告对五大维度下的每

个指标权重进行调整；第三，本报告对具体算

法进行完善，强调指标得分的绝对值，确保今

后研究的纵向可比性 [9]。

五个维度共有二级指标 20 个，逐一赋予权

重进行量化统计和分析，得出 159 所中国高校

在海外网络传播力得分，各项指标权重如表 1。

表1  159所中国高校海外网络传播力指标权重

“双一流”战略背景下中国高校海外网络传播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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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算法

本次研究中，高校海外网络传播力的测量

由各个筛选指标乘以相应系数，加权然后相加

得到。具体算法如下；

首先，将定性数据转化成定量数据，计算

中的定性数据包括：Twitter 中的 “ 是否有官方

账户 ”；Facebook 中的 “ 是否有官方账户 ” 等；

其次，按照上表中所列的指标权重计算每个指

标的系数；最后，通过公式计算出学校的海外

网络传播力，计算公式如下：

Y：任意学校的海外网络传播力得分；

a1j：Google 搜索任意指标的数值，j = 1 , 2； 

a2j：维基百科任意指标的数值，j=1, 2, 3, 4；

a3j：Twitter 任意指标的数值，j = 1, 2, 3, 4, 5；

a4j：Facebook 任意指标的数值，j = 1, 2, 3, 4；

a5j：Instagram 任意指标的数值，i=1, 2, 3, 4, 5；

Kij：任意指标的权重；

aj：任意指标的均值；

A：所有指标的均值的和。

2.3  数据采集时间

本次调研中各项指标的数据采集时间分别

为：Google 新闻搜索数据覆盖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至 2016 年 6 月，Google Trends 数 据 覆 盖

时间为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维基百科

数据覆盖时间为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

Twitter 数据覆盖时间为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Facebook 数据覆盖时间为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Instagram 半年内信息发布量、点

赞量和回复量覆盖时间为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粉丝数量和相关 TAG 数两个指标为从

所查找账号开通到 2016 年 6 月。

2.4  分析对象选择

本研究选取 116 所中国大陆 “211 工程高校 ”

以及 43 所港澳台地区入选 QS 亚洲 200 强的高

校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港澳地区高校有 8 所，

台湾地区高校有 35 所。大陆 211 高校以及港澳

台地区入选 QS 亚洲 200 强的高校代表了中国

高等教育的领先水平，选取这些高校作为中国

高校的样本进行考察，对了解中国高校海外网

络传播力的现状有着重要意义。

3  海外网络传播力总得分

3.1  基本描述

本研究整理并汇集中国大陆的 116 所 “211

工程高校 ” 以及 43 所港澳台地区 QS 亚洲 200

强高校在 Google 新闻搜索、维基百科词条建设

情 况、Twitter、Facebook 和 Instagram 社 交 网 站

上账号建设情况等五个维度的资料，通过数学计

算分析得出其在海外的网络传播力排名，如表 2。

清华大学的总得分为 7042.88 分，高于其

他高校，海外网络传播力优势明显。中国高校

海外网络传播力得分排名前十位的依次是：清

华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国立台湾大学、国立

台湾师范大学、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

原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和国立台北

大学。除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为大陆高校，

其他 8 个为港澳台地区高校。

大陆高校平均分为 188 分，台湾地区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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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分为 301 分，港澳地区高校的平均分为

1135 分。港澳地区高校海外网络传播力平均得

分最高，大陆高校平均得分最低。

3.2  大陆211高校总得分

大陆 211 高校排名前十的高校依次为：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复

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山东

大学、厦门大学。其中排名第一的清华大学，是

北京大学综合得分的 5.7 倍。大陆 211 高校综合

得分低于 100 分的高校占比为 68%。（篇幅所限，

仅呈现大陆 211 高校总得分前 30 名的数据）

表2  大陆211高校传播力排名（前三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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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国港澳地区高校总体得分

入选 QS 亚洲 200 强的 8 所港澳地区高校

有 4 所得分超过 1000 分，分别是：香港理工大

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

港澳地区入选 QS 亚洲 200 强的 8 所高校平均

得分为 1135 分，如表 3。

表3  QS亚洲200强的港澳地区高校传播力排名

3.4  中国台湾地区高校总体得分

入选 QS 亚洲 200 强的 35 所台湾地区高校

排名前五依次为：国立台湾大学、国立台湾师

范大学、中原大学、国立台北大学和亚洲大学。

台湾地区高校的平均得分为 301 分。台湾地区

高校低于 100 分的高校占比为 37%，如表 4。

4  维度一：Google传播力

4.1  Google传播力得分

Google 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搜索网站。

近年来，Google 新闻搜索和 Google Trends 搜索

量的统计是考察某个关键词的受关注程度、观

察其网络讨论变化趋势的重要指标。本研究通

过 Google 搜索引擎的新闻检索和 Google Trends

搜索量的统计，整体把握我国高校在 Google 传

播力方面的状况。

在 Google 传播力维度中，北京大学的得分

最高为 800.05 分，得分排在前十的高校依次是：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立台湾大学、浙江大

学、香港城市大学、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大学、武汉大学和南京大学。

大陆 211 高校 Google 传播力平均得分为

46 分，港澳地区高校 Google 传播力平均值为

155.24，台湾地区高校 Google 传播力平均值为

48.82 分。

4.2  Google传播力具体指标

截 至 2016 年 6 月， 在 Google（www.

google.com）英文搜索引擎的新闻分类下，采

用输入双引号中国大陆 211 以及港澳台地区 QS

亚洲 200 强高校英文名称的方法，得到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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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QS亚洲200强的台湾地区高校传播力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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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闻数量；运用 Google Trends 搜索高校英文

名称，以获得与该高校相关的新闻头条。

第一，Google 新闻搜索量方面。大陆 211

以及港澳台地区高校平均 Google 新闻搜索量

为 306 次，大陆 211 高校 Google 新闻搜索的

平均搜索量为 251 次，港澳台地区高校 Google

新闻平均搜索量为 454 次，约为大陆 211 高校

的 2 倍；最高的为北京大学 5870 次。

Google 新闻搜索量高于 1000 条以上的只有

11 所高校，有 43.5% 的高校（70 所）新闻搜索

量在 1 至 100 条之间，还有 5 所高校的新闻搜

索量为 0。

第二，Google Trends 搜索新闻头条量方面。

大陆 211 高校 Google Trends 平均搜索量为 13，

港澳台地区高校平均为 10，差距不大。搜索

指数最高的为浙江大学 89 次。有 73 家高校的

Google trends 搜索搜索新闻头条数为 0，占高校

的比重为 45.3%。

5  维度二：维基百科传播力

5.1  维基百科传播力得分

维基百科是一个全球任何用户都可以编辑、

基于多语言写成的网络百科全书，也是一个动

态的、可自由访问和编辑的全球知识体。在维

基百科上的英文词条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中国高校面向全球编辑和完善学校英文资料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编辑频率和链接数量也体

现了大学文化交流的互动性。

在维基百科传播力维度中，各项指标权重

如下：根据各高校在维基百科的英文词条建设

情况，词条完整性情况占 5%；词条被编辑的次

数占 5%；参与词条编辑的用户数量占 5%，词

条关联的链接（链入与链出）情况占 5% 的权

重比例，总共在影响力测量中占 20% 的比重。

在维基百科传播力维度中，港澳地区高校

平均得分为 98 分，台湾地区高校平均得分为

54 分，大陆 211 高校平均得分为 48 分，港澳

地区高校在维基百科得分高于大陆和台湾地区

高校。

5.2  维基百科传播力具体指标

第一，词条完整性方面。在纳入考察的

159 所高校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城

市大学、国立台湾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 116

所高校的英文词条包含全部 5 个指标。

第二，词条编辑方面。大陆地区大学平均词

条编辑次数为 8 次，平均参编用户数量为 4 人。

港澳地区的大学平均词条编辑次数为 19 次，平

均参编用户数量为 8 人。台湾地区的大学平均词

条编辑次数为 10 次，平均参编用户数量为 5 人。

第三，维基百科英文词条的链接方面。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国立台湾大学

词条与其他词条链接较多，分别为 1561 条、

1444 条、1373 条以及 1018 条。复旦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大学的词条链接

在 700 条以上，其余高校词链接则相对较少。

6  维度三：Twitter传播力

6.1  Twitter传播力得分

Twitter 诞生于 2006 年，代表着互联网时代

即时通讯方式的兴起。通过 Twitter 将简短的讯

息即时传送给全球各地的网络用户，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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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在此后不断出现的各种社交媒体工具中占

有独特的地位。本研究通过以下 5 项指标来考

察各个大学在 Twitter 方面的传播力状况：是否

有官方认证账号、粉丝数量、发布信息量、转

发量、点赞量。

各项指标权重如下：是否拥有官方账户占

5%，粉丝数量 4%，发布的消息数量占 4%，得

到的回复数量占 4%，一年内的主题数量占 3%。

在 Twitter 传播力维度中，中国高校得分前

十名依次是：清华大学、中原大学、复旦大学、

石河子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岭南大学、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

6.2  Twitter传播力具体指标

首先，Twitter 主页账号方面。中国高校中

只有清华大学拥有官方认证的 Twitter 账号，其

他 18 个有非官方 Twitter 账号中的高校发布状

态也并不活跃；

第二，粉丝数量方面。在拥有 Twitter 账号

的 19 所中国高校中，平均粉丝量为 371 个；拥

有 1000 个粉丝以上的高校仅清华大学一所。粉

丝量居于 100 至 1000 个的高校有 7 所，约占整

体的 4.3%；

第三，发布信息数量方面。在拥有 Twitter

账号的 19 所中国高校中，平均发帖量为 14 条；

4 所高校账号曾发布过信息，其中只有清华大

学的发布数量是 251 条，其他高校信息发布量

均在 100 条以下；

第四，被回复和点赞的数量方面。仅清华大

学、山东大学、岭南大学和石河子大学收获过回

复或点赞。其中只有清华大学半年内最高转发量

达 11 次，最高点赞数达 29 个，剩余 3 所高校互

动频率均为个位数，其他高校多数为零。

7  维度四：Facebook传播力

7.1  Facebook传播力得分

Facebook 是全球第一大社交网站，用户可以

在 Facebook 上展示自己的信息并搜索和获取他

人的信息。Facebook 具有较高的社交性和互动性，

在海外社交网络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0]。

Facebook 主页得到的赞数量（好友数量）和点赞

次数能够有效反映大学在海外的受关注程度，官

方认证账号和发布的消息数量则反映出国内大学

是否具有与海外用户进行互动的意识。

在 Facebook 传播力维度中，各项指标权重

如下：是否有 Facebook 官方认证账号占 5%，

主页得到的赞数量（好友数量）占 5%，半年内

发布的消息数占 5%，半年内最多的点赞次数占

5%。总共在影响力测量中占 20% 的比重。

在 Facebook 传播力维度中，中国高校得分

前十名依次是：国立台湾大学、国立台湾师范

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国立台

北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澳门大学、亚洲大学、

香港大学和国立政治大学。

港澳台地区高校 Facebook 建设情况远优于

大陆 211 高校。大陆 211 高校 Facebook 传播力

平均得分为 4.3 分，台湾地区高校平均得分为

141.3 分，港澳地区高校平均得分为 355.7 分。

7.2  Facebook传播力具体指标

首先，Facebook 主页官方认证状况方面，

有 3 所高校主页进行了 Facebook 官方认证，分

别是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国立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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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

第二，主页粉丝数量方面，中国高校平均

主页粉丝数量为 3459 人次。粉丝量在 1,0000

人次以上的高校数量为 12 所，约占总体的 7%，

全部是港澳地区和台湾地区的高校；粉丝量在

1000 至 10000 人次之间的高校有 27 所，约占

总体的 16.8%，其中 10 所港澳地区和台湾地区

高校，17 所大陆高校；粉丝量在 100 人次以下

的高校占 52%。

第三，年信息发布数量方面，中国高校平

均信息发布量为 23 条，大陆高校平均发布信

息为 3 条。信息发布量在 100 条以上的高校有

9 个，占总体的 5.7%；信息发布量在 10 至 100

条之间的高校有 22 个，占整体的 13.8%；绝大

多数高校的信息发布量处于 10 条以下，其中

99 所高校主页半年信息发布量为零，占总体的

62%。

第四，半年内单条信息被赞次数方面。中

国高校中半年内单条信息被赞 1000 次以上的有

6 所，分别是香港科技大学、国立台湾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香港浸会

大学和国立台北大学。

8  维度五：Instagram传播力

8.1  Instagram传播力得分

Instagram 的出现，开启了 “ 以图会友 ” 的

社交新模式 [11]。它凭借便捷、时效性强、画质

高等特点，逐渐成为国外年轻人群体中最受欢

迎的一种新兴社交媒体 [12]。近年来，海外高校

通过在 Instagram 上搭建社交平台，在提升校园

传播力、制造话题讨论、塑造高校正面形象等

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Instagram 已渐渐成为

海外高校提升自身网络传播力的重要社交媒体

平台。信息发布、粉丝、被赞、回复数量能够

有效反映 Instagram 账号的活跃度，相关 tag 数

量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大学在海外的受关

注程度。

在 Instagram 传播力维度中，各项指标权重

如下：半年内发布内容的数量占 5%、粉丝数量

占 4%、半年内被点赞的数量占 3%、半年内回

复的数量占 3%、相关 tag 数量占 5%。

在 Instagram 传播力维度中，中国高校前十

名依次是：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西南

交通大学、香港大学、南京大学、香港城市大学、

亚洲大学、逢甲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

8.2  Instagram传播力具体指标

Instagram 账号活跃度（有信息发布、粉丝、

被赞、回复）方面，中国高校中 Instagram 账号

中较为活跃的仅有 9 所。

首先，发布内容方面，中国高校 Instagram

账号的平均信息发布量为 2 条。信息发布量在

50 条以上的高校只有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中文

大学两所，92.4% 的中国高校的 Instagram 账号

信息发布量为零。

第二，粉丝数量方面，中国高校 Instagram

账号的平均粉丝数量为 93.8 个。粉丝量在 1000

个以上的高校有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逢

甲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83.6% 的高校

Instagram 账号粉丝数量为零。

第三，点赞数量方面，中国高校 Instagram

账号的平均点赞数量为 181.4 次，92.5% 的高校

未获得赞。获得点赞量最高的是香港理工大学，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7.05.004

sPEcial articlEs特约专题



2017 年第 3 卷   第 5 期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031

为 22613 个赞。

9  结论分析

9.1  高校海外网络传播力强弱和学校
综合实力呈现正相关关系

211 高校海外网络传播力排序与艾瑞深中

国校友会网发布的 “2016 中国大学排行榜 ” 高

校排序的相关性分析发现，两个排序显著相关，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608（p<0.01）。在海外网

络传播力得分排序越靠前的学校，在 “2016 中

国大学排行榜 ” 上的排序也越靠前。 

具体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七

所高校在 211 高校海外网络传播力排名和 “2016

中国大学排行榜 ” 均位列国内高校的前十名。

如此高的相关性说明大学的基本传播能力既取

决于其自身实力，同时也是其实力的外在表现。

综合实力靠前的大学，往往在对外传播力上也

有着更大的辐射度和影响力。

9.2  大陆211高校与港澳台地区高校
在英语网络世界上的传播力仍有差距

从综合得分来看，大陆高校平均分为 188

分，台湾地区高校平均分为 301 分，港澳地区

高校平均分为 1135 分。大陆高校与港澳地区高

校海外网络传播力存在着明显差距。在 Google

新闻搜索上，中国 211 高校 Google 新闻搜索平

均搜索量为 248 次，港澳台地区高校 Google 新

闻平均搜索量为 454 次，港澳台地区高校约为

211 高校的 2 倍。维基百科词条编辑指标中，

211 高校词条平均编辑次数为 8 次，港澳地区

的高校词条平均编辑次数为 19 次，约为 211 高

校的 2 倍。

9.3  专业外文媒体机构新闻报道量较少

我 国 高 校 Google 新 闻 搜 索 量 和 Google 

trends 新 闻 头 条 搜 索 指 数 整 体 较 低， 半 年 平

均 Google 新 闻 搜 索 量 为 306 次。Google 新 闻

搜索量高于 1000 条以上的只有 11 所高校，有

43.5% 的高校（70 所）新闻搜索量在 1 至 100

条之间，还有 5 所高校的新闻搜索量为 0。高

校平均 Google Trends 搜索新闻头条量为 12 次，

有 73 家高校的 Google trends 搜索新闻头条数为

0，占高校的比重为 46%。

除了少数高校在新闻信息和搜索指数建设

情况较好，大部分高校这两个指标偏低，体现

了中国高校与专业媒体机构合作不足，在英语

世界中缺少同相关专业媒体机构合作发声的渠

道。

9.4  中国港澳台地区高校Facebook
传播力水平远高于大陆211高校

Facebook 综合得分前 20 名的高校全部为

港澳台地区高校，粉丝量在 10000 人以上的 12

所高校均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的

高校；半年内单条信息被赞 1000 次以上的高校

也均为港澳台地区高校。但是高达 52.8% 的大

陆 211 高校 Facebook 粉丝数量在 100 人以下。

海外社交媒体中，港澳台地区高校用 Facebook

进 行 海 外 传 播 的 能 力 较 强， 能 够 积 极 运 用

Facebook 发表高校的官方声音，积极进行形象

建设，从 “ 在场 ” 的维度显著提升海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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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中国高校社交媒体运营状况普遍
较差

账 号 官 方 认 证 方 面。Twitter 主 页 账 号 方

面，中国高校中只有清华大学拥有官方认证的

Twitter 账号。Facebook 主页账号方面，只有香

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国立台湾师范大

学 3 所高校的 Facebook 账号获官方认证。

粉丝数量方面。拥有 Twitter 账号的 19 所

中国高校中，58% 的高校粉丝量低于 100 个。

中国高校 Instagram 账号的平均粉丝数量为 93.8

个。

发布信息数量方面。在拥有 Twitter 账号的

19 所中国高校中，平均发帖量为 14 条，只有

4 所高校账号在半年内发布过信息。中国高校

Instagram 平均信息发布量为 1.8 条，92.5% 的

高校 Instagram 信息发布量为零。

被回复和点赞的数量方面。在拥有 Twitter

账号的 19 所中国高校中，只有清华大学半年内

最高转发量达到 11 次，最高点赞数达到 29 个，

79% 的高校半年内回复和点赞数量为 0。

这充分说明我国高校对海外网络传播平台

的利用不足，没有把现代传播的双向性、互动

性和发散性的理念应用到海外传播中 [13]。虽然

各高校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国内社交媒体的

运用和建设都比较重视，有专业团队负责运营，

但对于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等国外社

交媒体则基本没有官方运营，相关内容发布也

极少，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我国高校的海外网

络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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