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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7 月 22 日凌晨 4 时 58 分，账号“@ 人民日报”在人民网、新浪网同步发

出第一条微博，标志着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在两大微博平台正式上线。年轻的人民日报新

浪官方微博目前拥有 285 万粉丝，截至 2012 年 11 月 9 日共发布 2847 条微博。 人民日

报官方微博以“权威声音、主流价值、清新表达”为目标定位，其简介为“参与、沟通，记录

时代”，从问世开始，就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 研究微博这个新生儿，探讨以《人民日报》
为代表的体制内纸媒在社会化媒体上的运营状况，对平面媒体未来的发展极具意义。

开通以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运营情况分析

自 7 月 22 日“@ 人民日报”诞生至 11 月 9 日，共发布微博 2847 条，平均每天 16
条。这近 3000 条微博的来源及类型是多元的，经过观察我初步进行如下分类：原创分享

类、母媒体推广类、本报记者消息类、通讯社机关单位消息来源类、其他媒体转播类、转

发跟进类。
板块内容。每日固定会有早安帖【新闻史上的今天】、晚安贴【你好明天】、【微评论】、

【中国好声音】等板块，不定时地发布【微投票】、【微话题】、【微议录】等板块，也会针对特

殊重大事件及话题另辟板块，比如国庆期间对交通路况进行的现场报道【我在现场我播

报】、党的十八大期间的【十八大进行时】。 除板块之外常见内容有热点话题、平凡人事

迹、节气天气、生活贴士，更是惊喜地发现微博内容中有对光棍节的调侃，原来印象中严

肃的人民日报也会卖萌。
关注度。 微博的关注度，大体可以从其转发量、评论数来看。 近 3000 条微博中转发

量最高的是 10 月 5 日晚 23 点 41 分发布的“关注彝良”的晚安贴，转发数量 16958 条，
评论 3364 条。转发数量、评价数量的平均值不易计算，多则 1 万多条，少至仅 100 多条。

发布形式。 另外，观察到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编辑多使用三种微博工具进行发布，
一是直接运用网页版新浪微博、二是运用媒体版微博、三是运用长微博工具。

“@ 人民日报”为什么受欢迎？

关注民生。 “@ 人民日报”每日推出一条小人物大事迹的微博，有假期不休息的人、
西湖微笑厅长、89 个孤儿的妈妈、湖北孝子、打点滴的环卫工、神经外科医师、河北村支

书等。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此举贴近生活，关注民生，获得了网友好评。
内容上突破《人民日报》本身，自由度相对更大。 在全媒体时代，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的出现无疑是整个人民日报品牌的“增量”，除了在微博上推广人民网等母媒体的信息，
还能做到补充消息，说些日报上没有刊载的话。 请看 10 月 2 日晚的这则晚安贴：

【你好明天】景区又见垃圾遍地，高速不乏变道加塞。 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反
观当下，物质资料已然丰裕，却并未带来文明素养相应提升。 公共秩序紊乱，每个人都要
承受后果；文明形象塑造，每个人都要承担责任。 从海滩到垃圾箱并不遥远，让我们尽快
走完这段路。 安。

这类时评性质的晚安贴是“@ 人民日报”的一个亮点。站在人民日报的角度，对不和

谐的社会进行正面回应和指正，提出“文明素养应当提升”的概念是很有必要的。
发布的时间间隔得当。在平均每日 16 条微博中，一般最早的一条在早上 8、9 点，最

晚的一条在晚上 11 点多，其余时间的分配也充分注意到了黄金时段。比如中午 11 点至

下午 2 点，下午 4 点至晚上 8 点，都是微博用户活跃的黄金时段。 在这些时间内，“@ 人

民日报”的微博较为密集，且做到了两条之间的间隔不会少于 30 分钟。
对于所发布的微博能够标签分类。在每条微博之首，微博编辑都用“【】”符号来分门

别类，让读者在阅读上能立马抓住重点。像【微评论】、【微话题】、【你好明天】等能让这些

板块更加明显，使全天的所有发布内容有整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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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媒体网站上的分享按钮较为明显。 微博是

推广母媒体的前线战场， 二者相互推广将大大扩

大媒体影响力。在网站上设置微博分享按钮，方便

用户分享信息到微博平台。 同时通过对媒体网站

内容的微博化处理，将已发布信息挖掘出来。人民

网上每篇报道的标题下方就会有分享按钮， 较为

明显，有利于信息的推广。

“@ 人民日报”运营上的发展空间

互动性有待提升。 点进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主

页，翻阅到页面下方是留言板的位子，可惜留言板

上仍然显示着 “还没有留言呢， 赶快来抢沙发

吧！ ”，可见网友并未把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认同为

一个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直接的沟通桥梁。
在微博的评论中，鲜有编辑部的回复。无论是

对于热点话题还是冷门评论，“@ 人民日报” 没有

进行很好的选择性回复与互动， 可见微博编辑只

是在完成当日发帖任务， 并未顾及到与读者的充

分互动。
微博矩阵的利用亟待加强。所谓微博矩阵，即

大量微博用户的聚合页， 能够直观立体地展现组

织机构层级结构、 各组织机构中开通使用微博的

用户。对于媒体微博矩阵，参与者包括：媒体领导、
编辑记者、发行部门等，以官方微博、编辑记者微

博、微博新品牌等形式面对用户。
“@ 人民日报”的微博矩阵有存在事实。 在主

页右侧有“版面与栏目”、“部门与机构”一栏，列出

许多子网站、 子微博， 例如 “@ 人民日报要闻二

版”、“@ 人民日报评论”、“@ 人民日报社会版”，然

而它们只是存在， 并未充分利用起来。 矩阵成员

间，通过相互关注、转发、评论以及“@”，才能实现

微博矩阵的集团作战能力。 人民日报在这方面的

资源优势还需要利用起来。
官方微博对于母媒体的辅助功能还须开发。

纸质媒体开辟官方微博是应对新媒体挑战的一条

策略，微博毕竟不能取代媒体，它只是帮助母媒体

信息传播的辅助工具，切不能本末倒置。所有基于

微博的媒体行为都是为本媒体的发展服务， 微博

只是开通了媒体与用户沟通的新形式。 然而人民

日报官方微博对于这一战略定位其实是不清 晰

的。
我们做个抽样分析， 拿 10 月 1 日至 8 日的

131 条微博看， 其中只有 13 条直接来源于人民

网、人民日报的消息，附带相关链接。 而微博自身

扩展的【你好明天】、【中国好声音】等板块充其量

是主页的自我建设，【微评论】、【微话题】板块所表

达的言论、产生的传播效果并不能为报纸所用。
微博应该成为母媒体的智囊。 理想的形式是

通过让用户贡献智慧， 从媒介产品开发到具体新

闻选题筛选，及时得到读者反馈，并且这种形式几

乎无成本。 微博的智囊角色还能体现在招募微博

爆料团和微博记者上。微博因其形式特殊性，易展

开公众之间的讨论， 但在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

相关新闻讯息后，并未在微博平台上掀起讨论，人

民日报也没有对读者意见的整合、讨论、转发，因

而没有很好地借用微博抓住深入解析热点事件的

机会。另外，如能在微博中预告即将刊发的重要新

闻，就更能推动母媒体销量和网站点击量。
巧妙运用第三方工具及信息格式将事半功

倍。 经观察，人民日报微博的发布形式有直接运

用网页版新浪微博、运用媒体版微博、长微博工

具这三种。 其实微博第三方工具有多种，如能巧

妙运用起来将提升效率，最常见的是定时发布工

具。 如早安贴、晚安贴、编辑早早策划好 的微评

论、微话题等，就可以运用此工具。 这可以缓解值

班编辑的压力。
另外，微博的信息格式也有一定讲究。微博可

以包含七种类型的信息：文字、图片、视频、音频、
链接、@、##（话题）。 “@ 人民日报”对于文字、图

片、视频、链接上的运用还比较得当，只是“##”几

乎没有用到，以标签（话题 ##）来串联可以解决微

博信息碎片化的散与无序。
“微博” 一词自 2010 年进入人们的视野后已

成为中国网民离不开的公共平台， 其传播的速度

与广度一定程度上给包括报纸、 广播电视在内的

传统媒体带来冲击。 因而我们看到很多传统媒体

纷纷在微博上开辟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抢夺网络

话语权。面对网络新媒体的冲击，传统纸质媒体不

得不细细思考出路，应对全媒体时代的挑战。对于

微博的来势汹汹，纸媒不能把其当做竞争对手，而

应充分利用网络优势， 为传统媒体寻找一个资源

整合的好出路。
（作者单位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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