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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社交网络信息传播特点和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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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  要2 新型社交网络开放平台近年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沟通与交往模式, 并深刻影响着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本文主要研究社交网络中信息传播问题, 就其传播方式、传播行为、传播路径和传播特点进行了研究, 同时以新浪

微博为例, 在分析大量实例的基础上, 提出关于社交网络开放平台中信息传播的几种主要模型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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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bstract2 Social networking open platform is growing rapidly, and also greatly affect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focused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SNS information, studied its mode of transmission, communication behavior, and com-

munication features of the propagation path. Choosing Sino Micro blogging for ex ample, the author proposed several major models

of the propagation path of SN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 large quantity of examples.

1Key words2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SN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micro blogg ing

  SNS (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即社交网络, 是人们根

据六度分割理论[ 1]创立的面向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服务。

广义的说, 一切将 / 建立关系0 功能视为互动核心的网络

产品都可以归于 SNS 的大概念之下, 典型的包括 Facebook、

人人网、开心网等, 国内知名的微博比如新浪微博, 除了

信息发布, 也全面整合了各种社交功能, 比如聊天、微群、

分类汇聚的社区等, 所以也属于 SNS 应用范畴。

1967年,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Stanley Milgram 创立了

六度分割理论, 简单地说, 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

隔的人不会超过 6 个, 也就是说, 最多通过 6 个人 / 你就

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0。按照六度分隔理论, 每个个体

的社交圈都不断放大, 最后成为一个大型网络。这是社会

性网络 ( Social Networking) 的早期理解。后来有人根据这

种理论, 创立了面向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服务, 通过 / 熟

人的熟人0 来进行网络社交拓展, 比如蜂巢网 Artcomb,

Friendster, 微软的Wallop 等。但 / 熟人的熟人0 , 只是社交

拓展的一种方式, 并非社交拓展的全部。因此, 现在一般

所谓的 SNS, 其含义已经远不止 /熟人的熟人0 这个层面。

比如根据相同话题进行凝聚 (如贴吧)、根据学习经历进行

凝聚 (如 Facebook)、根据周末出游的相同地点进行凝聚

等, 都被纳入 / SNS0 的范畴。

SNS 网络结构主要有以下 4 个方面组成: 用户、内容、

社会网络、工具。这种结构通过建立低门槛的参与方式,

使用户能够简单方便地贡献内容, 又通过订阅机制帮助个

人运营社会网络, 建立 / 滚雪球0 式的反馈模式, 有效形

成了诱发网络效应的机制。从社交网络服务的内涵来看,

其本质是将现实中的社会圈子模拟移植到网络上, 依据不

同的属性和爱好建立和拓宽个人社交网。

跟踪并分析 SNS 中信息的过程有利于我们认识并且理

解SNS 中信息的扩散过程, 从而更加有效地利用 SNS 开放

平台。关于 SNS 中信息的传播方式, 已经有许多相关研究,

但是大多数的研究只是提供了传播理论以及传播模型, 却

没有实践的例子; 也有一些文章[ 2]研究了传播过程中每个

节点的行为及其影响 , 但是没有从整体上去分析和研究

SNS 中信息传播中的路径模型。

本文首先分析了 SNS 社区中信息传播的特点, 就其传

播方式、传播路径、传播行为和传播特征进行了研究, 接

着以新浪微博为例, 以具体的实例为基础, 总结并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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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典型的 SNS 传播路径模型。

1  SNS社区信息传播特点

信息传播是 SNS 网络的核心功能之一, 订阅和分享是

构建用户关系和进行信息传播最基本的两种行为, 同时,

用户的评论对信息传播也起着积极或者消极作用。在 SNS

中, 用户依然是制造内容的主要来源甚至是惟一来源, 但

是内容的释放和接受都首先经过了关系的洗礼和筛选, 这

种过滤比 RSS 更具智慧、更加精确、更为人性[ 3]。在 SNS

中, 信息渠道被用户自行掌控, 通过和自己认可的用户建

立朋友关系后, 连通并同步双方的信息渠道, 在信任的基

础上, 接受 / 朋友0 传播过来的一切信息, 实现最有效率

的过滤行为, 图 1表示了 SNS 社区中用户行为和信息传播

的基本过程。

图 1  SNS中用户行为和信息传播流程图

 

  相对于传统的网络社区, SNS 中的信息传播具有以下

特点:

111  多维度的信息传播方式
在传播方式上, 博客和论坛是 / 一对多0 或 / 点对面0

的传播模式 , 由一个传播者向不明规模与特征的受众发布

信息, 什么样的受众何时会看到这条信息, 又会做出什么

反应都是未知的, 传受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确定性联系。SNS

兼具一对一、一对多的传播形态, 可以向某一个好友进行

单一的传播, 也可以向整个熟人关系网络进行传播。传播

者可以向追随者传播信息, 而追随者可以选择转发或评论信

息, 或者改变跟随对象不接受信息, 从而使一个 / 点0 可与

互联网上的无数个点相连接, 最终形成 / 一对多0、 / 一对

一0、/ 多对多0 和 /多对一0 这几种传播的组合方式。

112  多元化的信息传播途径
SNS社区在传播中具有多元化的特征, 具体表现为媒

介方式的多元化、传播功能的多元化、语言表达方式的多

元化, 以及文化观念的多元化。SNS 网站融合了多种媒介,

是一种音视频及文本兼具的集大成式媒介, 为网络人际传

播提供了丰富、便捷的交流手段。它以声音、表情、肢体

语言为主体的人际传播与以文字、视觉图像为主体的大众

传播于一体, 运用多元化传播符号, 使得信息达到了高度

逼真的还原, 模拟恢复现实情景, 有利于增加信任, 促成

判断。

SNS网站涵盖了从个人导向到群体导向, 从简单通讯

到群体网络协作的多元化功能, 可以满足多人一起工作和

娱乐的需求, 甚至让上百人聚集在一起召开会议、讨论问

题、分享照片、欣赏音乐都成为可能。

113  基于人际关系的传播行为
博客和论坛主要在非熟人圈子中进行信息传递, 对于

信息将被谁获得、获得以后又会采取怎样的举动等等一律

不予控制。而SNS不但强调熟人或者建立信赖关系个体间

的交流, 在相互确认身份的前提下进行点对点或者点对面的

双向沟通, 用户也可以关注任何感兴趣的个人用户和企业用

户, 不管是李开复还是苹果电脑, 只要在SNS上有账号。

不管是基于熟人关系还是非熟人关系 , SNS 这种关系

模式更加强大, 可以实现最大范围的关注和更广泛群体的

交流[4]。

114  即时互动的交互传播特征
传统的网络社区因为篇幅较长和信息发布渠道的限制,

信息比较滞后, 更新频率也比较低, 同时由于读者的不固

定, 其互动性也不强。SNS 通过绑定移动设备可以做到信

息的生产和发布同步, 其基于一对多的人际关系网络, 可

以快速进行同步交流, 具有较强的互动性, 即时性非常强,

体现了人际间的微妙关系。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SNS 社区众多的信息发布渠

道降低了应用门槛, 信息快速聚合满足了用户对信息的即

时需求, 信息的异步呈现更加突出了用户的主体地位, 信

息的快速传播让广大的用户参与到信息传播中来, 在熟悉

和非熟悉的人际关系圈里实现和他人即时的互动, 满足了

用户社交的需要。

2  SNS信息传播路径模型

SNS 社区摆脱了门户网站时代以内容为中心的传播模

式, 而以用户为主导, 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网络信息传播的

个性化、多元化、互动化的传播特征。基于 SNS 的信息传

播特点, 其在应用实例中往往具有某些特定的传播方式和

模型。在中国, 知名的微博不但有强大的信息发布和传播

功能, 也往往整合了各种典型的社交应用, 比如聊天、微

群、分类汇聚的社区, 由于其强大的影响力, 对于我们研

究 SNS 中的信息传播具有特殊意义。在这一节, 我们以新

浪微博为例, 在研究了大量的实例基础上, 以图形化的方

式总结并分析其中几种典型的信息传播模型。

211  数据获取
本文通过新浪微博 API ( http: Mopen. weibo. com/ ) 获取

)57)

2012 年1 月

第 32 卷第 1期
新型社交网络信息传播特点和模型分析

Jan1, 2012
Vol1 32 No11



指定微博及其相关数据, 利用新浪微博公开接口中的 repost

Ë timeline ( )函数, 获得关于某条原创微博的所有转发, 同时

根据转发中的M@标签, 编制程序对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

提取传播信息并构建出完整的传播路径。最后将数据以一

定的格式输出到 Excel文件, 使用 Cytoscape[ 5]程序绘制传播

路径图, 以直观形象地揭示传播过程。根据微博传播的特

点及程序处理过程中的限制, 以下两点需要特别说明:

2111 1 基于典型性和简洁性原则进行样本的选择

所选择的样本有较强的代表性 , 充分考虑到各种用户

和各种类型的文章, 同时基于计算的简便和使显示的图形

更加直观易读, 选择样本的转发数限定在一定范围 ( 30~

800)。

2111 2 重复转发的仅统计一次

根据用户行为的研究, 对于重复转发, 我们仅记录远

离博主的转发点, 以便更正确地反映各个点在传播中的作

用, 这样也使得最后的传播路径图中不会出现环型传播。

212  传播模式
2121 1 /中心式0 传播

图 2  / 中心式0 传播
数据来源: http: Mweibo. com/ 1880644580/ xi2FGgBPA

 

/ 中心式0 传播是最典型的传播模式, 充分体现了 SNS

信息传播 / 一对多0 的广播特点, 图 2是一个以 / 中心式0

传播的路径图。当博主发了一篇新的微博后, 其关注者同

时收到了更新 , 其中一部分先后对此进行了转发。因此,

该微博的传播主要集中在一个以博主为中心的圈内, 这样

的方式常见于名人、专业机构以及某些领域内的专家博文。

而很多热门的微博, 其往往由很多个小的 / 中心0 组成。

这里, 程序设定只有第一次转发达到 75%以上的, 才认为

是 / 中心式0 传播。

2121 2 /关键点0 传播

这里又可以简单分为单关键点传播 (图 3) 和多关键

点传播 (图 4)。单关键点指在博主之外形成了一个局部的

/ 中心0 传播, 其对微博传播的贡献接近或者超过了博主本

身。而多关键点则是指有多个点对于微博的持续发展和传

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多关键点传播方式中, 对于博主的第一次转发并不

是很多, 但是, 随后会出现几个关键人物, 把转发次次进

行推升, 这里, / 关键人物0 对微博的传播起了至关重要的

图 3  单关键点传播
数据来源: http: Mweibo. com/ 1665117293/ xfFfM9Cwh

 

图 4  多关键点传播
数据来源: http: Mweibo. com/ 1752578111/ xglNeEBhP

 

作用, 这种传播方式常见于一些企业或者组织内部的微博,

一些关键点能有效的推动信息的传播。和单关键点不同的

是, 多关键点中, 并不一定所有的关键点都会形成局部的

/ 中心0 传播, 图 3 中, 和博主相连标记为灰色的是个关键

点, 但是其本身只引起了两次转发。

21 213 / 链0 式传播

这是一种小众传播方式。如图 5 所示, 以博主为起点,

信息沿着某个方向不断的传递下去, 虽然扩散性并不是很

强, 但是往往能维持很长的路径。很多专业领域或者技术

相关的微博, 都是以这种方式不断在某几条链上不断传播,

这种传播方式也常见于一些私人的话题讨论。相对来说,

依靠这种方式传播微博的影响力比较小, 传播可靠性较小。

21 214 / 蒲公英0 式传播

如图 6所示, 这是一种结合 /中心式0 和 / 关键点式0

的较为复杂的传播模式, 这些微博本身有一定的传播力,

同时在二次或者三次转发中, 又有很多关键点帮助传播,

最后往往达到几千或者上万的转发数量。以这种方式传播

的微博往往是很多热门话题或者内容非常吸引人, 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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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链式0 传播
数据来源: http: Mweibo. com/ 1676613997/ l4ETMbfIn

 

很多人的推荐, 这样的微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而且传播

的可靠性也非常高。

图 6  / 蒲公英式0 传播
数据来源: http: Mweibo. com/ 2074705921/ eCYnzLo5yxq

 

在实际的传播中, 传播路径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

变化, 在各个传播模式之间进行着动态转换。/中心式0 传

播很容易变成 / 关键点0 传播, 而 / 链式0 传播经常会变

成 /蒲公英式0 传播。统计显示, 大多数微博的活跃期在

微博发出的 72小时内, 因此, 在选取样本的时候, 本文排

除了3 天内发布的新微博, 这样就保证了统计结果在一定

程度上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213  小  结
从上述有关传播路径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 SNS 网

络社区中信息具有多种传播模式, 并且往往一条信息的传

播就包含了几种方式。通常来说, 其传播路径和内容有关,

也和社区中不同的用户类型本身的特征有关, 包括粉丝数、

影响力和活跃程度等等。一般来说:

¹ / 中心式0 传播作为 SNS 最基本最重要的传播模式,

在各种用户中都是最为重要的。特别是在一些 / 名人0 和

/ 草根0 热门中, 由于其庞大的粉丝群体, / 中心式0 和

/ 蒲公英0 式传播占有主导地位。

º 相对来说, 在机构用户中, 其信息传播较多依赖于

关键点和链式, 这和机构用户传播的信息一般较为专业、

粉丝活跃度不高有关, 同时也因为很多机构在新型网络社

区使用中只是注重形式, 而不大关心内容的建设和提高在

社区中的影响力。

» 热门的草根用户, 其传播更加依赖于自身的影响力

(中心式)。而很多媒体用户, 其传播深度和内容相关性较

强, 一般来说当前热门话题或者有深度的文章, 容易形成

强大的二次或者三次转发 (蒲公英式)。

¼普通用户的信息传播方式较为多样性, 通常表现为

简单的 / 链式0 和 / 中心0 式, 同时由于其本身影响力所

限, / 蒲公英式0 传播相对较少。

3  结  语

SNS中信息的传播和很多因素[ 6]有关, 包括信源本身

的影响力、传播过程中各节点的人际关系、信息内容以及

发表时间等。研究 SNS 中信息的传播特点和规律具有重要

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对于企业来说, 可以根据 SNS 中

信息的特点和规律来优化资源的分配, 有利于产品的推广

销售[7]。对于社会来说, 社会团体和政府机构可以根据

SNS 中信息传播特点和规律来做好信息的发布, 提高管理

效率和透明度; 另一方面, 也可以据此进行一定的信息筛

选和过滤, 合理引导社会舆论[ 8]。

随着 SNS 技术的快速发展, SNS 可提供的功能也将越

来越多, 增强其在人际交往和信息沟通中的应用, 势必将

促进 SNS 在互联网世界的进一步发展, 使其在社会的信息

传播和人们的沟通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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