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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微博的信息传播力初探
——以“学习粉丝团”为例

吴  凯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摘   要 微博作为一种成长时间并不长的新兴信息传播渠道，其即时性、互动性等信息传播特性吸引了大量的用

户参与其中，而其中草根微博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也在崛起。2012 年 11 月 21 日，一个名为“学习粉丝团”的微

博诞生，凭借其在习近平两次外出考察的实时微博互动，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以“学习粉丝团”为例，

分析以之为代表的草根微博的信息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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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博的发展

中国的微博历史发端于 2007 年。第一个微博产品——由

著名企业家王兴创办的饭否（fanfou.com）揭开了中国微博发

展的序幕。随后，中国市场迎来了两年的微博产品运营的低迷

期。

直至 2009 年，微博产品运营的冰期被互联网通信技术的

发展和普及所打破，众多微博王国开始崛起，其中最为大众所

知的便是 2009 年 8 月开始公测的“新浪微博”。依托中国最

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新浪微博”成功地开始将主流人群的

目光聚焦在微博上。目前新浪微博用户平均每天发布超过 1亿

条微博内容，人均在线时长为 60 分钟左右。

2 草根微博的信息传播力

所谓媒体传播力，实际上就是指一个媒体能够通过各种传

播方式的组合，将信息扩散，导致产生尽可能好的传播效果的

能力。本文将以“学习粉丝团”为例，从传播的延展力、传播

内容的吸引力、引发用户讨论的能力等三个方面对该类草根微

博的信息传播力进行评估，从而更好地发挥其积极的传播效果。

本文将通过对新浪微博上的草根微博“学习粉丝团”进行

分析，进而窥视草根微博的传播力。“学习粉丝团”是一位民

间人士创办的一个以发布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相关信息为主的个

人微博。2012 年 11 月出现以来，曾因受到质疑，于 2013 年 2

月 11 日 15 时 27 分短暂关闭，随即于 12 日 10 时 47 分重新开

启。目前已有粉丝 1超过 141 万。

2.1 传播的延展力

微博在传播的过程中，粉丝的每一次转发都为再传播提供

了条件，而这种转发的层级能否继续下去就突出展现出传播延

展力的强弱。

在“学习粉丝团”的粉丝中，一些政务微博如“上海发布”，

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如“南方都市报”、“南

方人物周刊”、“人民日报”、“vista 看天下”，资深媒体人如

闾丘露薇、张泉灵、芮成钢，公知领袖如任志强、何兵等等，

这些博主都具有较高的人气和数量庞大的粉丝群，被他们转发

的信息在微博平台，甚至微博以外媒介上再次流通的能力很强，

扩散迅速，为“学习粉丝团”传播的延展力的提升提供了较多

的可能性。

2.2 传播内容的吸引力

在对“学习粉丝团”开博至 2013 年 5 月 21 日六个月间的

原创微博内容进行了分析后，笔者发现，“学习粉丝团”共经

过五次原创内容转发和评论的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 2012 年

11 月 21 日开博时的第一条微博。其次是 2012 年 2 月 9 日，

一条内容以习近平南巡轻装简行作风亲民引发了网民的关注。

第三条转发破八百，评论超过 140 次的微博出现在 2012 年 12

月 12 日，内容是习近平讲反腐和官员财产申报。紧接着，以

习近平抽的什么烟为内容的微博转发接近 1000 次，评论突破

160 次。最后，内容为一张习近平在一堵破败的土墙前沉思

的照片，配发文字是关于脱贫和反贪问题的微博被转发超过

1000 次，评论接近 250 次。

总体上看，我们不难发现“学习粉丝团”在传播与习近平

有关的信息时，在比较轻松明快的信息上具有明显的传播优势。

2.3 引发用户讨论的能力

截止 2013 年 5 月 21 日，“学习粉丝团”共发布微博 1139

条，其中原创微博 626 条。笔者统计得出，这 626 条原创微博

总计评论量达到了 234521 条，最高一条原创微博的评论量达

到了 18419 条，平均每条原创微博被评论 375 次，其中被评

论 300 次以下的占了 73%，有将近 1/10 的原创微博被评论了

500 ～ 999 次，被评论超过 3000 次的原创微博有 9 条，其中

包括两条评论次数超 10000 次的。

从以上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就“学习粉丝团”本身而言，

其引发用户讨论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关注“学习粉丝团”的用

户的积极性被更大可能地调动。

3 结论

区别于传统媒体，甚至是互联网、博客、一般 SNS 网络等

新媒体，微博平台的传播对象和传播特征具有着用户多，增长

速度快，可传播有限字节的文字、表情、图片、视频等多种形

式信息，使用简单、快捷等，而这些传播特点和优势同样反应

在“学习粉丝团”的传播对象和传播特征中。

在传播特征方面，借助新浪微博庞大的用户群，“学习粉

丝团”呈现出速度快、效率高、信息整合力强等一般特征。除

此之外，将以“学习粉丝团”为代表的草根微博用于更好地传

播领导人相关信息、塑造领导人形象的传播目的时，它还表现

出另外一些传播潜力。

新浪微博数据中心发布的 2012 年新浪微博用户发展报告

显示出，新浪微博用户的整体结构呈现出由普通大众阶层向社

会阶层金字塔的上方移动的趋势，展现出了年轻化和较高媒介

素养的特征，这使得特定信息的传播具有更有活力的社会反响，

同时，由于这样的受众群体在信息的筛选和接受方面具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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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组接的时候逻辑也是最基本的依据。

日常生活中的逻辑性体现在画面组接中有四个方面的含

义：1. 事件发生的逻辑性。由于一些事件发生的突然性造成

画面在拍摄的时候是分成很多镜头拍摄的，在后期进行编辑的

时候需要依据逻辑性的前后把整个事件发生的逻辑性结构表现

出来，这是对事件的完整修复，所以，每个画面的选取都要紧

紧的围绕事件的逻辑主线进行拍摄，才能把整个事件的本来面

目体现出来。

（1）画面的组接要考虑到体现前后主体的连贯性，保持整

体的一致这样整个主题才是完整的；

（2）在表现人物事件的时候要考虑到各种关系存在的逻辑

性。如因果，对应，冲突等等能够表现主题的关系上的处理，

这样才能使事件表现的完整；

（3）时空转换的逻辑性。每个事件的发展都是在一定的时

空范围内进行的，随着事态的发展，画面所表现的出来的时空

转换要符合观众的逻辑思维，在组接画面的时候要考虑到各画

面之间的过度，需要是配合字幕，保持整个主题在时空上的连

贯性。

2）匹配的原则

即画面的组接过程中尽量要避免生硬的切换，从景别上，

方向上，景调或者色调上诸多画面组成因素上进行考虑，使画

面的前后匹配成为一个整体，只有这样才能完美的表现主题，

使观众有更好的视觉体验。

总之，电视节目画面编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需要考

虑的方面很多，只有认真细致的准备才能制作出优秀的为广大

观众喜爱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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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新的面貌来使更多的人能够及时获取新闻。当今背景之下，

新闻的传播者与接受者已经逐渐实现完美融合，信息全球化的

景象正在逐渐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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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所以他们对于国家领导人不同于过去严肃刻板的形象

塑造方面，更倾向于新兴媒体（如微博）。从对“学习粉丝团”

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这类肇始于草根的个人微博平台，其受众

群和有关国家领导人平民化形象塑造方面的信息的目标受众高

度契合，在引起受众讨论和延展力方面也具有很强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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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演播室的音频系统进行使用后不仅要具有新功能，还

要同时兼具 DVW 标清节目的功效，所以，这种新技术系统中装

设了下变换器设施。这种设备的安装使得其在变换过程中经历

了一个重新解码的步骤，导致了传统标清节目的图像延迟。据

实验分析发现，演播室在使用 DVW 设备以后，其音频信号就会

快于图像信号，而高清节目录像的运用则避免了这样的现象。

所以，想要保证声画同步，提高电视节目的整体质量，就一定

要实现数字延时器与音频系统信号输出端口的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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