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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SNS 与大学生虚拟交往需求研究 

——基于对重庆高校本科生使用新浪微博与人人网的情况调查 

辛文娟 赖 涵 

【摘 要】本文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为主要的理论分析框架，以重庆市七所高校学生使用微博和 SNS 的情况调查数

据为例，研究了影响大学生选择微博或者 SNS 网站的因素。分析发现，微博作为新生代的自媒体，在多方面满足受

众需求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微博和 SNS 在不同的方面有各自的生存空间，微博在新闻信息传递功能上具有独特的

优势，SNS 在原有的生活圈子和 SNS 中形成的好友圈的信息传播方面具有微博无法替代的优势。 

【关键词】虚拟交往；SNS 网站；人人网；微博；新浪微博 

研究概述 

研究背景。微博即微型博客，是 Web 2.0 时代兴起的一种集成化、开放化的互联网社交服务。2009 年 8 月，中国最大的

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微博正式进入中文上网主流人群视野。 

2010 年，微博在中国井喷式发展。根据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发布的《2010 中国微博年度报告》， 截至 2010年 10 

月， 中国微博服务的访问用户规模已达到 12521.7 万人。[1]但与此同时，国内的 SNS 网站在 2010 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行业站点数量产生了大幅滑落。2010 年 12 月，SNS社交网站的行业站点数为 680 个， 相比 2009 年 1 月下降了 34.80%。SNS 

的活跃访客数更是不尽如人意，2010 年 12 月活跃访客数仅为 2478 万，相比 2009 年 1 月减少了 0.3%。[2] 

2010 年以前在网络上风光无限的 SNS 社交网络为何会受到微博如此大的冲击？ 微博与 SNS 在满足用户需求方面究竟有什

么差异？ 二者各自的优势与劣势分别是什么？ 本文试图通过调查分析二者的典型用户，结合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

来分析这些问题。 

研究方法。本次调查对象是微博与 SNS 的代表性用户：大学生。这个群体是中国社会目前最敏感最前卫的群体，接受和使

用 SNS 与微博的速度是最快也最热情的。为便于调查统计，笔者选择了调查重庆市七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重庆大学、西南大

学、重庆工商大学、四川外语学院、重庆交通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的本科生。同时根据每个高校学生人数设

计问卷在每个高校的每个系别、年级等发放的比例，同时对典型用户展开个案访谈。本次调查发放问卷 540 份，总有效样本为

410 份，访谈对象人数为 29 位同学。 

除表 1 外，其他表格中所得数据来自本次问卷中多选题百分比计算方法： 百分比=该选项被选择次数÷有效答卷份数， 分

析选择该选项的人次在所有填写人次中所占的比例。所以在多选题中，百分比相加可能超过百分之一百。 

另外，本次调查之前，笔者通过网络进行了小范围的前测， 对上述七所高校的 50 名学生进行了随机调查， 发现 92.3%的

受访者使用的微博为新浪微博，93.6%的受访者使用的 SNS 网站为人人网。因此，本文主要对比分析大学生使用新浪微博和人人

网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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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微博能提供更广泛的交际网络。表 1 显示， 大学生使用微博和 SNS 时，最主要的社交人群都是同学与朋友。但值得注意

的是，“名人明星” 这个指标的百分比中， 微博远超 SNS 网站 31.6 个百分比。微博使用的便利性提高了用户使用微博关注社

会名人的黏性，其自由开放度使得普通用户能够更加主动、随时随地关注自己感兴趣的社会名人，了解他们的生活或者工作动

向。另外，“有某些相同标签的网友”这个指标中，微博高于 SNS 网站 19.7 个百分比。在微博中，对社会上某些话题感兴趣的

陌生朋友， 用户可以通过相同标签这个功能，快速关注到陌生人。 

 

微博能提供更广阔的信息来源。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格拉诺沃特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了弱连带优势理论，他认为，“在

扩散网络中，弱势链在传播信息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而强势链在传播人际影响方面具有相对优势”。[3] 

表 1 已显示，相对于 SNS 网站而言，微博的人际互动中现实的人际关系占的比例要小。人人网中，用户之间彼此熟悉，属

于强连带，虽然便于用户之间更好地互动，但在信息的传递和交换上并不频繁。相比之下，微博用户之间彼此陌生，他们之间

的关系属于弱连带，用户之间出于社交目的互动并不频繁，但在信息的传递和交换上非常频繁，即，微博会加速信息的流动。

因此，在寻找有价值的信息上，微博更能够为用户提供到达此类信息的最短接触路径，使用户获得多维度的信息。 

 

做的一件事情。微博用户从草根到名人，粉丝数量从几十到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地递增。一个名人明星唠叨一下个人身边琐

事，引起几千人评论、转发是很平常的事情。 

此外，微博的主题几乎包罗万象，生活中、工作中的每个细节都可以作为微博的内容，可以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

等各种形式发布。而 SNS 只有文字、图片两种形式，信息的表现形式较为单一。现在微博上设置的热门话题（下设热门转发、

热门评论、话题榜）、同城活动、猜猜你喜欢的人（下设你可能感兴趣的人：即同一学校、相同标签的人）等，通过这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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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给用户带来感兴趣的信息。因此，在微博上不存在像 SNS 那样一成不变的信息传播模式，随着信息内容的变化，其传播网

络和圈子也会随之重构，形成新的传播链。 

微博能满足用户更多的情感与心理需求。表 3 和表 4 显示， 微博和 SNS 吸引用户的主要原因里有几项是重合的，即接触

外界、摆脱压力、娱乐、表达心情和记录日常生活。但是，64.6%的微博用户首选“接触陌生人，甚至是了解名人动态”作为最

吸引自己的指标，而 75.5%的 SNS 用户则首选“联系老朋友、老同学”。可见大量用户利用微博拓展人脉，而使用 SNS巩固既有

人脉。 

 

在回答“可以随时记录并保存我的日常生活轨迹、灵感和想法”这个指标上，微博得到的百分比是 51%，而 SNS 是 23.5%。

SNS 上的用户之间较熟悉，这使许多人反而不喜欢去表露真实的自我， 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用户渴望倾诉的心理。但在微博上，

用户之间相对比较陌生，其言论相对更随意、自由。用户在微博和 SNS 上发表言论后，页面下方均会出现“删除”、“转发”、“收

藏”和“评论”，提供给其他用户进行互动。但是，新浪微博的“@”功能则是 SNS 网站不具备的。当用户发布“@ 昵称”的信

息时，在这里的意思是“向某某人说”，对方能看到你说的话，并能够回复，实现一对一的沟通；发布的信息中“@ 昵称”这个

字眼，可以直接点击到这个人的页面，方便大家认识更多朋友；所有@ 某的信息有一个汇总，用户可以在个人首页右侧“提到

我的微博”中查看。这种功能极大地满足了用户自我表露与被发现、被接纳、被尊重和被崇拜等各种心理需求。 

另外，62.2%的用户认为在微博上不需要长篇大论，发表只言片语即可，省时省力。如今，很多人的时间都被纷乱的城市生

活切割成碎片，他们开始迫切渴求发布或者阅览一些精简而快速更新的信息来填充这些碎片时间。微博的出现，刚好满足了人

们这些基本需求。三言两语的书写和几秒钟内就能完成的阅读，反而更能引起广泛的传播与共鸣。这种高时效性和类似聊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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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传播效果，冲淡了人们在碎片时间中的无聊感，满足了人们的传播欲望。值得注意的是，10.2%的用户认为微博出现后，SNS 

对自己已经不再有吸引力。可见微博的出现的确分流了相当多 SNS 的固有用户，满足了用户新的需求。 

结论与探讨 

在此次调查研究中发现，很多大学生并不是因为 SNS 网站无法满足他们原有的需求才转向微博的，而是微博这种新媒体的

出现及其在人际传播中具有较好的口碑，使得很多大学生产生了从众心理，而去尝试使用微博。 

微博作为新生代的自媒体，在多方面满足受众需求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对 SNS 的冲击力很强。但微博和 SNS 在不同的方面

有各自的生存空间，微博在新闻信息传递功能上具有独特的优势，SNS 在原有的生活圈子和 SNS 中形成的好友圈的信息传播方

面具有微博无法替代的优势。短时间内，一些用户会疯狂地迷恋微博这种沟通方式，他们会将大量的空闲时间投放在收发简短

文本信息的微博客上。但是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将减少大量的相关活动。只有在 SNS 网站中得不到满足却在微博上得到满足的

那部分用户， 才会彻底地放弃 SNS 而转战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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