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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 

文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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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商大学舆情研究中心，重庆 400060) 

【摘 要】:随着微信成为时下最受欢迎的一种移动社交工具，众多组织、机构、团体等纷纷利用微信公众平台进

行线上宣传和推广，重庆市的高校也不例外。本文以《中国青年报》每周一推出的全国高校微信公众号排行榜为参

考依据，选取了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南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和重庆工商大学六家影响力较

大，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高校微信公众号作为研究样本，对这些样本从 2015 年 12 月 15 日至 12 月 31 日这半个月时

间内推送的信息，从推送时间、推送内容、推送形式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进而探讨重庆市高校微信公众号的发

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策略。 

【关键词】:重庆高校;官方微信;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883(2016)02-0208-01 

一、重庆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展现状分析 

继微博后，微信公众平台成为高校的重要宣传阵地。目前，重庆市已建立起官方微信公众号的高校数量颇多，但各高校微

信公众号的运营策略却大相径庭，传播效果也参差不齐。 

(一)发展情况 

1.推送频率及时间 

信息推送频率方面，统计数据显示，重庆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的信息推送频率有高有低，除重庆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每天

都推送信息外，其他高校的推送频率相对较低，重庆邮电大学和重庆交通大学半月推送 4条，西南大学更少，半个月推送 2 条。

推送时间上，除西南政法大学的推送时间相对规律，几乎都在 18点至 19点 30外，其他高校的推送时间不固定，主要集中在下

午和晚上。究其原因，可能与学生团队的运营和学生为主要受众有关。 

学生团队是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的主要运营者，学生群体则是其主要受众群，学生的作息时间必然会影响信息的搜集、编

辑和推送时间，因而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推送信息的时间也只能集中在学生课后的休息时间。 

2.推送内容及形式 

作为高校发布信息的官方平台之一，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基本能满足师生群体的信息需求。重庆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所推

送的信息主要涵盖学校成就成绩、师生动态、校园活动和校园环境等，内容较丰富。从 12 月 15 日至 12 月 31 日，六家高校的

官方微信公众号一共推送 91 篇文章(如下图所示)，以校园活动和学校成就成绩类信息为主，各达 23 篇、18 篇。公告信息和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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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优秀学生及团队的信息次之，分别为 11 篇和 9篇。讲述教师先进事迹的文章有 6 篇，介绍校园美景的文章 8 篇，介绍校园美

食的文章共 2 篇，其他类文章 14篇。重庆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推送信息的方式较为单一，主要集中于文字加图片的推送方式。

六所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中，仅西南政法大学和重庆交通大学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使用了除文字和图片以外的推送形式。91 篇文

章中，将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中任意三种形式相结合进行推送的信息仅 5条。 

 

3.功能设置 

目前，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功能设置分为智能回复和菜单功能。[1]智能回复主要是“关键词回复”，即直接在对话框内输

人需要查询的关键词，系统针对该关键词做出相应回复。菜单功能则是存在于会话界面的一种导航式服务，供用户浏览新闻、

查询信息、娱乐社交、用户反馈、链接其他等。重庆各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功能的设置和栏目的建构都基于传播学校动态，发

布校园信息，搭建服务师生交流沟通平台的宗旨。 

除关键词的智能回复外，大部分高校(除西南大学外)设置了菜单导航功能。在这些功能中，5所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均设置

了信息查询功能，设置浏览信息功能的有 4 个，设置娱乐社交功能的有 4 个，具备其他链接功能的有 4 个，设置用户反馈功能

的仅有 1个。这说明，重庆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对与用户的互动重视程度不高，信息的传播还停留在单向传播阶段。 

(二)存在的问题 

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发展，重庆部分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信息内容、推送时间和推送形式上也形成

了自己的固定风格。但是，重庆大部分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仍然存在一些显著的问题。 

1.运营团队相对松散 

重庆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多由学校宣传部门统筹管理，专门的老师主管负责，学生承担具体的信息收集、编辑和发送工作。

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体系，运营机制和培训、考核机制也不完善，再加上学生的流动性强，运营团队中的成员大多数为兼职，

导致运营团队相对松散，不利于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持续发展。 

2.推送时间不固定，形式单一 

重庆六所高校中仅一所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推送信息的时间较为固定，其他高校推送信息的时间稍显随意，多集中在下午

和晚上。这种无规律的推送时间会减少受众对官方微信的私性，不利于培养忠实受众群。另外，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相互

结合进行推送，原本是微信的一大特色，然而目前重庆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并未对该优势加以利用，还是以传统的文字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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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推送信息。 

3.互动性不足 

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的互动分为 3种:一是运营方与用户之间的互动，二是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互动，三是官微与其他媒体的

互动。重庆大部分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缺少与用户互动的窗口，也未提供用户与用户互动的平台，在与其他媒体互动方面也稍

显劣势，既未与其他校园媒体形成“校园全媒体联盟”，也很少与社会媒体合作，这不利于实现官方微信的传播效果，也不利于

其影响力的扩大 

二、重庆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展策略探讨 

(一)构建专业运营团队，完善相关体系机制 

一支专业的运营团队是保障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高效高质运转的基础。在现有的管理模式下，充分利用高校优质资源，集

中构建一支由专业老师牵头负责，由擅长系统平台开发和维护的学生，具有信息敏锐度的专业学生记者，具有良好排版、编辑

技巧的优秀学生编辑，熟悉网络环境和社交媒体的资深学生网民等组成的优秀运营团队。 

团队组建成功后，通过邀请相关研究者、专业技术人员等对其进行培训、指导，加强对这些优秀团队成员的专业培训。同

时，制定并完善相关的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考核机制等，坚决保证不出现账号“休眠”或“停摆”的情况。 

(二)立足师生群体需求，打造精品实用内容 

新闻报道讲究贴近性，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信息也不例外。广大师生是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的主要受众，因此高校

官方微信推送的信息一定要立足师生，以师生需求出发，尽可能贴近师生生活，满足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需求。 

至于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时间和推送频率，有研究者曾通过统计《南方周末》“中国高校微信排行榜”2015年 1 月 4

日至 5月 18日期间排名周榜第一的高校官方微信推送的信息，得出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推送信息的频率和数量“控制在每天发

布 2条信息，每天发布 1次信息较为适宜，[2]虽然该结果不能一概而论，但也可做适当参考。 

(三)增强互动意识，形成校园全嫌体联盟 

加强运营方与用户的互动已经成为重庆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展的一个迫切命题。微信特有的一对一私密性为官方微信公

众号与用户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两者可自由实现双向互动。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应当充分利用留言功能或者活动互动等渠

道，及时对用户意见进行回复，实现为师生服务的目标。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律诊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通过一对一的

私人法律咨询服务，与用户展开良好互动。 

加强与其他媒体的互动是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扩大影响力的重要一步。浙江大学已开发微信微博联盟，通过浙大官方微信

“互动交流”中的“新媒体联盟”就能看到各学院、各社团的微信、微博，这种“连成一片”的宣传方式，既能增加彼此的关

注度，也能扩大自身的影响力[3]除了加强与其他校园媒体，如校园电视台、广播台、校报等的合作外，重庆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

也应当进行类似浙江大学官微“新媒体联盟”的尝试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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