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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抓取的上海政务微信前台数据，从多种维度分析政务微信的用户阅读习惯及政务微信的标题、内容、形式与传

播效果的关系，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政务微信运营的对策建议。

政务微信；微政务；新媒体；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政民互动

一、引言

政务微信已成为政府在移动端进行信息发布的新媒

体、政民互动的新渠道、公共服务的新平台。通过数据

抓取与分析，探究政务微信的发布日期、发布时段、消

耗流量、图文数量、标题文字、排布次序等传播方式与

最终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并基于分析对政务微信运营

提出对策建议，希望有助于提升政务微信号的运营能力

和传播效果。

二、文献综述

微信传播与传统媒介传播不同，受众不但有了自主

权，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传播者的行为，传播者可通

过受众反馈，了解用户使用行为特点。徐田娣认为，微

信的传播与表达方式具有较强的娱乐性，用户体验达到

了非常高的愉悦程度，因此传播者要采取完全与众不同

的形式，随时随地传播和自主的表达方式使得用户可选

择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中的任何一种格式，体现个

性化特点。[1]马红岩的研究基于内容营销数据分析了商

业微信号的传播效果，发现粉丝数和内容类型对平均阅

读数有显著影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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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使用社交媒体的传播效果，甘家月的研究

发现，信息源可信度、信息内容相关性、信息发布形式

的多样性等因素，显著影响了政务微博传播效果。[3]王

芳和张璐阳通过调查访谈分析发现，公众对政务微信内

容感知的有用性、有趣性、可理解性、更新速度、美观

性等因素，影响了对政务微信的使用程度，其中前三个

因素聚焦于传播的内容特点、更新速度和发布时间，美

观性则体现了内容传播形式，涉及到标题和图文编写方

式等。[4]

以上文献综述发现，目前学界对于微信传播的影响

因素主要聚焦于内容与传播形式，而缺少从发布时间、

页面消耗流量、图文数量、标题文字和排布次序等维

度，对政务微信的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关系的研究。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集抓取了上海政务微信的前台数据。样本

为上海市区县级以上的政府部门或其下属事业单位、公

共服务部门和公用事业单位开设的微信公众号，样本总

数为233个，其中微信订阅号204个，微信服务号29个。

采集的数据包括两部分：首先，对2015年1月1日到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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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7日上海政务微信公众号所发布的15997篇图文的

相关数据进行记录采集；其次，针对上海政务微信账号

从2015年7月6日00:00:00到2015年7月13日00:00:00所

发布的共2593篇图文，以每20分钟为单位实时跟踪采集

相关数据。

研究对所采集的数据从发布日期、发布时段、消耗

流量、图文数量、标题文字、排布次序等多种维度展开

量化研究，分析政务微信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的关系，

分析框架及说明参见表1。基于分析结果，本文对政务

微信运营提出对策建议。

表1　阅读数相关因素分析框架及说明

数据维度 说明

发布日期 政务微信内容发布日期与阅读数的关系

发布时段 政务微信内容发布时段与阅读数的关系

页面消耗流量
政务微信内容页面所消耗数据流量与阅读

数的关系

字数 政务微信内容字数与阅读数的关系

图片数 政务微信内容图片数与阅读数的关系

标题文字 政务微信标题文字与阅读数的关系

排布次序 政务微信内容排布次序与阅读数的关系

四、研究发现

（一）发布日期与阅读数

基于历史数据，图1对每周发布篇数和阅读总量分

布的分析表明，周一和周五发布图文的阅读数最高，周

二至周四次之，周末最低。一方面，阅读数受到发布篇

数的影响，例如周末发布政务微信篇数最低，阅读数也

相应会偏低；另一方面，在周一至周五发布篇数基本相

当的情况下，周一、周三、周五的阅读数明显高于周

二、周四。

（二）发布时段与阅读数

基于实时数据分析，图2中的每种颜色代表一种类

型的微信公众号，颜色区域纵向越宽表明该类型的内容

在该时段产生的平均阅读数越高。总体来看，每一类公

众号的阅读数走势大致相同。阅读数最高波峰出现在下

午六时左右，阅读数第二高峰时段出现在中午十一时和

下午一时，阅读数第三高峰出现在早上八时，下午三时

也出现了一个阅读小高峰，之后在晚上八时到十一时出

图1　周发布数与阅读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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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一个平稳持续的阅读数“高原”。细分来看，不同类

型内容的阅读数实时走势也存在细微差别，纵向宽度不

完全相同。

注：数据获取时间为2015.7.6至2015.7.13

图2　各类政务微信图文在不同时间段产生的实时阅读数

图3　发布时间与发布篇数

基于实时数据，研究分析了微信公众号在不同时间

段发布的图文数量分布。如图3所示，上海政务微信在

下午四时与五时发布的图文数量最多，远高于其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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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其次是下午三时与六时，而在晚上十时到早上八时

发布图文的篇数最少。

研究又进一步分析了样本账号发布图文的时间及其

产生的单篇平均阅读数之间的关系。从图4可以看出，

凌晨一时发布的文章带来的平均阅读数最高，研究查看

了这个时间点发布的文章，发现篇数较少，内容多为

“上海车展交通推荐路线”“区政府发布告居民书”等

公众关注的热点，又具有一定的紧急程度。其次是早上

六时、晚上八时与十一时发布的内容获得较高的平均阅

读量，再次是下午六时、七时与零点时间，而其他时间

段所发布的图文所带来的平均阅读数远低于以上时间

段。图3表明，目前政务微信运营主体选择发布图文的

时间多为下午四时与五时，但该时段所产生的平均阅读

数并不居于阅读数前列，说明现有的发布时间与产生平

均阅读数高峰的时间并不匹配。

研究又选择了公安、旅游、团委3个部门，来比较

图4　发布时间与平均阅读数

不同部门的微信号发文时间与阅读数之间的关系。如图

5、图6、图7所示，不同部门获得最大阅读数的发文时

间存在差别，公安类微信获得最大阅读数的发文时间为

凌晨三时，旅游类微信为上午八时，团委类微信则为上

午六时、十一时和晚上八时。这些发现可能与不同部门

微信号的内容属性、部门特点及用户特性有关。

（三）页面消耗流量与阅读数

页面消耗流量（单位：kB）是指读取一篇微信内容

所消耗的流量大小。消耗流量大小与页面内图片质量、

图片数量和文字数等有关。如图8所示，流量消耗在

180kB以内的文章，阅读数普遍高于消耗流量更高的文

章。

（四）字数与阅读数

字数是指一篇微信文章内的文字数。总体趋势表

明（参见图9），用户并不倾向于阅读纯文字的长篇大

论，总字数超过1200字的长文阅读量呈现下降趋势，然

吕文增　石开元　郑磊·政务微信传播方式与效果研究



63电子政务 E-GOVERNMENT   2017年第1期（总第169期）

图5　公安类微信公众号发布时间与平均阅读数

图6　旅游类微信公众号发布时间与平均阅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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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团委微信公众号发布时间与平均阅读数

图8　页面消耗流量与阅读数

而图中也发现不少异常值，一部分深度长文仍然受到读

者欢迎，文字数并不必然决定阅读数，可能还受到文章

质量和内容吸引力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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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文字数与阅读数

（五）图片数与阅读数

图片数是指文章中所插入图片的个数，除了正文中

的图片外，也包括公众号logo在内的其他图片。如图10

所示，图片数在30个以下时，整体阅读数随着图片数增

加而增加，当图片数超过30之后，文章阅读数递减。但

也存在例外，超过50张图片的文章的平均阅读数达到了

最大的阅读数。研究查阅了这类图文，发现内容多为漫

画故事、100幅世界名画、100种花等主要以图片为主的

微信内容。

（六）标题文字与阅读数

研究分析了15997篇图文的标题内容，对于出现频

率最高的150个热词做了词云分析，词云中字体越大，

其对应的内容在标题中出现的频率越高。如图11所示，

除了“上海”以外，出现较多的是“活动”，此外“文

化”“服务”“青年”“工作”“提示”“安全”等均

图10　图片数与阅读数

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字段。

研究又进一步对阅读数最高的1000篇图文的标题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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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所有样本标题中出现的高频度关键词

键词（去除最常见的关键词“上海”）进行了分析，以

寻找最受用户欢迎的图文在标题中用了哪些关键词。

如图12所示，在地区上，“崇明”“金山”“浦东”

这三个区县的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在主题上，“孩

子”“高铁”“诈骗”“知道”“免费”“最新”等关

键词则反映了用户的普遍关注点，而这些热词与政府目

前普遍使用的标题词（参见图11）并不重合。

图12　阅读数最高的1000篇图文的标题中

出现的高频度关键词

（七）排布次序与阅读数

排布次序是指一篇图文在多图文同时发布时的排

序。如两篇文章同时发布，头条的文章排布次序为1，

第二条的排布次序为2。基于历史数据，研究统计了样

本微信号发布图文的排布次序与阅读数的关系。如图13

的散点图所示，其中每一个点代表一篇图文，发布等级

为1的文章数最多，2其次，依次类推，从每一类中点

的分布来看，排布次序为1的微信图文对应的阅读数大

多数处于3万以下，排布次序为2的图文阅读数在1.5万

以下，而到了排布次序3以后，阅读数多数处于2000以

内。然而，研究也发现了一些排布次序为6的高阅读数

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来自“上海发布”公众号推送的天

气信息，内容多以紧急发布的极端突发天气为主。可

见，即使发布序列靠后，如果内容紧贴民生热点，同样

能够得到广泛关注，并产生很高的点击率。

图13　排布次序与阅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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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与建议

从发布时间来看，微信公众号在双休日发布的文章

篇数与产生的阅读数明显少于工作日，而且大多数账号

选择在一天的下午四时到五时左右发布图文。这样的

时间选择一方面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作息规律有

关——在经过一天的工作后于下班前推送文章，而且此

时政府主要的政务事件已基本结束，发布重大政务信息

的可能性较小。然而，基于发布时间和阅读数的实时数

据分析表明，下午四五点并不是发布微信图文的最佳时

间。微信内容在早中晚共有三个阅读高峰期，其中下午

六时到晚上十时间带来的阅读量更高。这些高阅读量的

时间段吻合了用户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微信公众号如能

根据用户的阅读习惯而不是基于运营部门自身的作息时

间来发布文章，可能带来更好的阅读效果。此外，研究

也发现，虽然总体趋势相近，不同类型的微信账号对应

的用户存在不同的阅读习惯，因此不同部门在最佳发布

时间的选择上，还需要充分针对其面对的特定用户的阅

读习惯。

对于阅读数和标题文字、文章排序、消耗流量大

小、图片数、文字数的分析表明，文章排序越靠前、消

耗流量较小、图文数量适当的内容能带来更高的阅读

量。但这种规律也并非绝对，热点话题、突发情况通知

和民生新闻等内容无论排列次序、消耗流量和图文数量

如何都能获得较高关注。最后，标题内容的词云分析结

果也表明，标题与民生服务相关的内容获得的阅读数更

高。

综上所述，政务微信运营方应基于用户的内容偏好

与阅读习惯选择合理的发布时间、发布内容和发布方

式，精准地将优质内容推送到真正需要的用户眼前，只

有真正受到用户欢迎的内容和形式才是获得高阅读数的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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