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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入了解不同参与维度用户对微博服务的兴趣差异，对于各行各业更好地利用新媒体为用户提

供个性化服务具有重要意义。以高校图书馆微博为例，采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图书馆微博的全样

本数据，借助文本挖掘技术和可视化工具，分析不同参与维度下用户关注的微博语义特征。从微博文

本中识别出反映各维度用户的兴趣特征词汇，并且成功获取不同参与维度用户的兴趣关注点：活跃用

户关注于有奖竞赛、参考咨询、电子资源、交流分享，普通用户则更关注舆论热点、福利体验、活动

投票、考研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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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standing of user’s interest and preferences for microblog services has important value for the industry to 
make better use of new media to provide personalized services for users. Taking the library Weibo as an example, the full 
sample data of the microblog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a world-class university were collected. Combining text mining 
techniques and visualization tools, the research analyzed differences in posts and comments of microblogs under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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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微博作为开放、便捷、高效的信息分享、

传播及获取平台，吸引了数以亿计的个人参与

其中。庞大的用户群体，致使众多企事业单位、

政府、高校、媒体纷纷开通官方微博，利用这

一基于用户关系的交互式信息交流平台为用户

提供服务。微博数据中心发布的《2018 微博教

育行业报告》[1] 指出：仅教育行业蓝 V账号数

量便达到了 3.7 万，整体教育兴趣用户高达 1.48

亿。假设一个用户只关注一个教育行业蓝 V 账

号，平均每个账号也能拥有 4000 名粉丝。面对

如此庞大的兴趣用户群体，微博运营者该如何

把握机会，制定出合理的粉丝管理策略，从而

有效的将粉丝用户转化为忠诚用户，成为当下

亟待探索的热点话题。围绕这一问题的思考，

可以从微博服务方式、服务理念、服务内容等

角度切入。但无论何种角度，均离不开用户为

导向的发展理念，离不开对用户兴趣的精准把

握与识别。

泛在网络环境下，用户导向的服务与发展

理念，赋予了微博用户更丰富多元的内涵和新

的定位。用户作为微博服务的利益相关者，参

与微博服务已经成为各界共识。为了更好地了

解用户对微博服务的需求和偏好，从用户参与

participating dimens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are feature vocabularies in the library microblog and comment text 
reflect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opics, and successfully identifying the focus topics of users with different participation 
dimensions. Active users pay attention to prize competition, reference service, electronic resources, social interaction, and 
ordinary user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public opinion, welfare, voting event, postgraduate examination and graduation.

Keywords: User participation; micro-blog; text mining; difference identification; university library

视角研究微博，识别不同参与维度下（活跃、

普通）用户的兴趣差异，对于各行各业利用微

博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增

加关注用户数量、维持用户粘性以及用户满意

度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综述

新媒体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开展线上服务的

重要手段 [2]，微博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媒体服务，

不仅可以利用微博发布消息、共享资源，还可

以与用户交流、互动 [3]。企业、政府等在利用

微博提供服务的同时，可以更好地了解用户需

求和偏好，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性化服务。目前，

国内外学术界都非常重视对微博（以 Twitter 和

新浪微博为主）的应用 [4-5]，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微博的应用现状调查 [6]、发展策略 [7-8]、服务

现状调研 [9-10]、影响力测评 [11]、营销推广 [12] 等

几个方面，这些研究局限于微博应用的探讨。

微博作为基于 Web2.0 技术的新媒体，用户

是其存在和发展的根基。用户参与也是 2.0 的

要素之一 [13]。用户参与是拉近用户距离、了解

用户需求的有效途径。有关用户参与微博的研

究，存在基于用户参与（关注、浏览和互动）

的微博社区构建策略 [14]、微博关注数据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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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15]、微博用户参与行为研究 [16] 等少量研究，

更多地关注用户参与行为（浏览、点赞、转发、

评论等），对不同参与维度下微博及其评论数

据的主题挖掘研究甚少，同时，已有研究的样

本量也不足 [17]。

随着数据种类不断丰富、计算能力不断提

升，出现研究者采用多种技术开展以微博用户

兴趣的研究。如袁园探索了微博用户关注兴趣

中的规律 [18]，何黎基于用户信息与关系数据总

结出核心用户的兴趣特征 [19]，唐晓波构建出针

对沉默用户的兴趣模型 [20] 等。尽管当下围绕用

户兴趣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研究者普遍

未对用户的参与深入程度进行区分，或只分析

单一的用户群体。缺乏对不同参与维度用户兴

趣的对比分析。

综上所述，作者引入用户参与，对活跃用

户与普通用户产生的微博文本进行对比分析，

识别用户主题差异。本文选取“双一流”高校

图书馆微博为实证对象，通过 Python 编写爬虫

程序采集微博数据，使用 TextRank 算法抽取关

键词，按照用户参与维度划分用户群体，分析

不同参与维度下用户关注的正文主题差异与评

论差异，为微博管理运营者更深入地了解用户

需求和偏好，更好地借助新媒体为用户提供个

性化服务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技术路线

为了更好地探究活跃用户与普通用户可

能存在的兴趣差异，本文提出了基于用户参

与视角下的微博用户兴趣差异研究的技术路

线（见图 1），希望探索出一条集数据采集、

文本挖掘、可视化分析为一体的微博主题差

异识别方法。

图 1  微博兴趣差异识别的技术路线

以下为用户参与视角下微博用户兴趣差异

识别的具体步骤：

2.1  数据采集

2017 年 9 月 21 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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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

本文选取“双一流”中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

42 所高校图书馆微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网络

调研发现，37 所高校图书馆已开通了微博账号，

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和新疆

大学图书馆这 5 所高校未开通。2017 年 9 月 30

日，设计网络爬虫采集 37 所高校馆发布的所有

微博及其评论数据，数据时间段为 2011 年 8 月

至 2017 年 9 月，即 37 所高校馆从第一家开通

微博到数据采集时间节点。

2.2  数据预处理

数据采集完成后，将获取到的数据导出

为 xlsx 文件，并对数据进行去重、清洗、关联

以及纠错。关联是指将微博正文数据与微博评

论数据通过相同的字段进行关联，得到完整数

据集。经过文本预处理，共得到微博正文数据

58829 条，微博评论数据 71288 条。其中，同

一用户在不同高校馆微博下的评论分开统计，

如用户“书骨精”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微博中评

论 7 次，北京大学图书馆微博中评论 6 次，统

计为两位用户。

2.3  实验数据集划分

（1）用户参与维度划分

有关用户参与的定义有很多种，本文借鉴

A.M. Klem 等 [21] 的研究成果，从参与行为视角

研究用户参与。国内学者张宏涛 [22] 认为用户参

与是行为特征，具体表现为时间、精力、智力、

情感等方面的投入行为；马凌云 [23] 认为用户参

与是用户对信息资源以及各项服务的关注、利

用和分享的行为。综合已有成果，本文从行为

特征方面划分用户参与维度。

结合二八定律，本研究假设 20% 的用户贡

献了 80% 评论。对数据进行初步统计发现，当

设定筛选条件为用户总评论数大于 3 条时，共

得到 5477 条数据，约占微博评论用户总数的

19%；剩余的用户总评论数小于等于 2 条，共

23306 条数据，约占 81%。因此，本文根据用

户评论数量将用户参与分为高度参与和低度参

与两个维度，对应用户群体为活跃用户和普通

用户，即高度参与用户（活跃用户）可界定为

评论次数大于等于 3 的微博用户，低度参与用

户（普通用户）界定为评论次数小于等于 2 的

微博用户。也就是说，高度参与用户（活跃用户）

约占总体用户数量的 20%，低度参与用户（普

通用户）约占 80%。

（2）数据集划分

本文根据用户参与维度，将处理好的微博

数据划分为四个集合，分别为：

数据集一，活跃用户微博正文文本；

数据集二，活跃用户微博评论文本；

数据集三，普通用户微博正文文本；

数据集四，普通用户微博评论文本。

2.4  文本关键词抽取

本文使用 TextRank 算法 [24] 计算出每个数

据集中关键词的重要程度，生成关键词序列表。

该算法的核心思想来自 Google 创始人 Larry 

Page 的网页排名算法 PageRank[25] 其将整个互

联网视为一张有向图、网页为节点。TextRank

则将拆分后的文本，即词汇，作为网络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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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词汇网络图模型。该算法的主要优势体现

在无需提前训练语料，因此较易应用于各种不

同语言或领域。其主要步骤如图 2 所示。整体

流程中，分词与去停用词的效果直接影响着

TextRnk 算法的计算结果。本研究使用了包括百

度、搜狗、腾讯等企业提供的词典以及哈尔滨

工业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采用的停用词表，

同时结合语料完善出未登录词，进一步提高分

词效果。分词与去停用词后，需要对词语进行

词性判断，保留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作为关键词

候选词。

图 2  基于 TextRank 的关键词生成流程

2.5  差异识别与可视化

根据用户参与高低两个维度与微博正文、

微博评论两类语料可得到四张表，分别为活跃

用户微博正文关键词序列表、活跃用户微博评

论关键词序列表、普通用户微博正文关键词序

列表、普通用户微博评论关键词序列表。通过

比较不同用户参与维度下微博正文与微博评论

的关键词，分析关键词异同、排名位置变化，

结合原始数据进行考察，可迅速识别出活跃用

户与普通用户兴趣差异。

3  数据分析

3.1  微博兴趣差异识别

使用 TextRank 算法对于四个数据集分别进

行计算，获得的重要性结果呈现为取值区间从

0 到 1 的实数。某一词汇数值越大则表明该词

汇对于文本的重要性越高。根据关键词排名分

别绘制出活跃用户与普通用户相应的微博正文

与微博评论关键词对比图（由于版面有限只列

出排名前 50 的关键词），左侧为活跃用户，右

侧为普通用户。数字代表关键词在表中排名，

连线两端为相同关键词。根据相同关键词在左

右两边的排名相减，获得关键词排名差。当某

关键词排名差较大时，表明该关键词所代表的

兴趣在活跃与普通两类用户中的关注程度存在

较大差异。反之，当排名差较小时，可以认为

相应兴趣在两类用户中有着相似的关注度。在

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可以归纳出文本反映出的

重要兴趣差异。

（1）微博正文兴趣差异识别

表 1 为活跃微博正文关键词排名。同样地，

可得到普通用户微博正文关键词排名表。基于

微博正文关键词排名，可分别绘制出不同参与

维度下用户关注的微博正文关键词对比图（见

图 3）。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9.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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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活跃用户微博正文关键词排名（部分）

排名 关键词 TextRank值 排名 关键词 TextRank值

1 网页 1.0 11 校区 0.219

2 链接 0.941 12 活动 0.219

3 同学 0.523 13 资源 0.208

4 读者 0.485 14 礼品 0.184

5 图书 0.316 15 讲座 0.182

6 开放 0.274 16 全文 0.179

7 时间 0.252 17 阅览室 0.178

8 通知 0.249 18 访问 0.171

9 数据库 0.235 19 大家 0.168

10 服务 0.225 20 分享 0.167

首先，图 3 列出 56 个关键词，其中 44 个

词在两侧均出现，属于重叠词，12 个词只出现

了一次，属于特征词，分别为：“安排”、“网

址”、“抢答”、“电子”、“搜索”、“一楼”、

“试用”、“毕业”、“学习”、“厦大”、“欢

迎”、“二楼”。

其次，从排名差角度可知，排名差在 0 到

4 以内的关键词共有 23 个，约占重叠关键词的

52%。排名差在 5 或 5 以上的关键词共有 21 个，

约占 48%。若将排名差处于 0 到 4 之间的关键

词定义为低度差异关键词，大于等于 5 的定义

为高度差异关键词，则能发现在用户微博正文

关键词中，高度差异关键词与低度差异关键词

各占一半，侧面反映出不同参与维度的用户有

着较大的关注差异。

最后，从排名角度而言，排列靠前的关键词

排名高度一致，绝大部分词语排名没有发生改变，

只有相邻的“时间”与“通知”二词互换了位置。

表明包括开闭馆时间、数据库相关资讯、读者服

务等内容是所有用户重点关注的三大主题，也是

图书馆微博提供的基础性服务内容。

                

图 3  微博正文关键词对比图                                                       图 4  微博评论关键词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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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博评论兴趣差异识别

根据不同用户参与维度下的微博评论关键

词排名，绘制出活跃用户与普通用户微博评论

关键词对比图（见图 4）。不同用户参与维度

下微博评论数据共出现了 64 个关键词，比图 3

以微博正文为文本的关键词数多了 8 个。微博

用户相较高校馆发布者而言群体更为庞大，语

言表述更为丰富多样，因此活跃用户与普通用

户在微博评论关键词上也会存在更多特征词，

这些词汇也是深入研究不同层次用户参与过程

中兴趣差异的重点词汇。

排名差在 0 到 4 以内的关键词共有 13 个，

约占重叠词的 36%。排名差在 5 或 5 以上的关

键词共有 23 个，约占 64%。对比图 3 中微博正

文关键词可知，微博评论关键词在不同参与维

度的用户中存在更为显著的兴趣差异。

3.2  微博用户兴趣分析

为直观的展示活跃用户与普通用户兴趣差

异及强度，本研究基于前一阶段计算得到的重

叠词排名差数据，绘制出微博用户参与主题偏

好柱状图。其中图 5 横轴为微博正文中前 100

的重叠词，图 6 横轴为微博评论中前 100 的重

叠词。每一个重叠词所对应的长度，代表了不

同层次用户间关注差异情况。差值的绝对值越

大，表明关注差异程度越大，负数代表活跃用

户重视程度更高，正数代表普通用户重视程度

更高。

图 5  微博正文用户兴趣强度柱状图

图 6  微博评论用户兴趣强度柱状图

总体而言，重叠词间差异呈递进态势，未

观察到较为明显的断层现象，体现出活跃用户

与普通用户间兴趣差异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在拥

有共同兴趣的基础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偏好。

（1）特征差异分析

还存在部分特征词如表 2 所示，特征词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9.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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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类用户所特有，因此比重叠词具有更强

的偏好指向性，能直接反应出特定用户的兴

趣。可以看出，微博评论特征词数量远大于

微博正文特征词，且从微博评论特征词中也

更能体现出用户兴趣。如小猫、凶手、可惜、

变态、天堂这 5 个仅出现在普通用户微博评

论中的特征词，直接指向了清华大学流浪猫

遇害事件。

综合图 5 图 6 以及表 2 进行分析，最终结

果如表 3 所示。

（2）内容差异分析

通过表 3 可以看出活跃用户在图书馆开展

的阅读推广、信息检索等主题活动中表现积极，

主要原因是活跃用户自身拥有提升信息素养的

愿望以及奖品的物质激励。对于参考咨询、数

据库资源、校外访问、书籍与座位预约等图书

馆核心资源与服务有着强烈的需求。同时更注

重与高校馆及用户间的日常交流互动，如相互

道晚安、转发名人名言等。

表 3  活跃用户与普通用户兴趣

用户类别 用户兴趣

活跃用户 有奖竞赛、参考咨询、电子资源、交流分享

普通用户 舆论热点、福利体验、活动投票、考研毕业

相较活跃用户，普通用户则更容易受到舆

论热点事件的影响，如清华大学图书馆内一只

深受喜爱的流浪猫遇害，清华大学图书馆微博

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消息，在短时间内引起了

众多在校师生前来评论哀悼，同时表达了对凶

手的强烈谴责。对于图书馆开展的电子阅读设

备体验申请、闭馆音乐投票等较为轻松愉悦、

无需投入过多精力的主题活动更为容易接受。

图书馆作为研究生考试备考的主要场所，考研

相关主题的内容也是许多普通用户会重点关注

的内容。此外，毕业季是众多师生离愁别绪之时，

图书馆作为大学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许多普通

用户会在此时与高校馆微博展开互动。

4  结语

通过邀请高校图书馆微博运营者对微博兴

趣差异识别结果进行检验，与实际情况较为相

符，证明了方法在实践中的切实可行。本研究

从用户参与视角，基于文本挖掘中的重要算法

TextRank，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图书馆微

博数据进行分析。通过用户评论数量区分出活

跃用户与普通用户，对二者数据分别使用自动

化、可视化分析方法，成功的识别出了高校馆

表 2  活跃用户及普通用户特征词表（部分）

活跃
用户

微博正文特征词 移动硬盘、挑战赛、咨询、晚安、提醒、领取

微博评论特征词
访问、通知、虎溪、网络、中心、协会、咨询、一楼、电脑、学生会、网站、阅
览、二楼、可能、申请、检索、小图、办公室、抱歉、校园网、登陆、提醒

普通
用户

微博正文特征词 好友、毕业生、烫死、体验、书籍、福利

微博评论特征词
小猫、发起、表态、音乐、凶手、选项、征集、分享、期待、厦大、记得、免费、
可惜、投票、变态、图书馆、好书、世界、毕业生、天堂、书籍、高校、视频

DIFFERENCE IDENTIFICATION OF MICRO-BLOG USER’S INTER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 PARTICIPATION

用户参与视角下微博用户兴趣差异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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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用户群体的兴趣偏好。本方法可以为舆情

检测、社交媒体运营等专职人员提供高效、便

捷的微博用户兴趣差异分析手段。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用户参与维度的区分

仅考虑评论数量，且基于图模型的 TextRank 算

法抽取关键词的效果有限，增加了分析人员处

理负担。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会设计更为科

学全面的用户区分方法；并适当考虑结合当下

广泛采用的机器学习技术 [26]，提升关键词识别

效果，以期得到更为准确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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