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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政务微博用户规模及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微博作为地震部门传播平台，在地震

信息传播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本文在充分考虑地震部门行业特点的基础上，对３０个地震官

方微博数据进行收集，利用主成分分析法（ＰＣＡ）归纳出 ３种地震微博的主要影响指标，即服务

力主成分、交互力主成分和创作力主成分，并由此构建出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评估指标体系，在

此基础上计算得出各地震官方微博的主成分指标得分和影响力综合得分，最后根据得分情况对

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提出了具可行性的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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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地震作为一种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能够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因此，社会

公众对地震相关信息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地震科普知识、地震震情信息等的需求也逐渐增

大。随着数字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通过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获取地震

相关信息也越来越普遍。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２０１９年政务指数·微博影响力报告》
统计，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６日，经过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已达１７９９３２个，其中政务机构
官方微博 １３８８５４个①；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４５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３月，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 ６．９４亿，占网民总数的
７６．８％②。由此可知，利用网络新媒体平台进行在线政务服务，已成为包括地震部门在内的

各级行政机构进行交流、发布信息、开展服务的重要渠道和手段。地震官方微博是地震部门

面向社会公众服务的重要网络平台，从本质上来看其属于政务微博，主要提供震情信息及防

震减灾科普服务（吴玉如，２０１３）。据统计，目前全国有 ３０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以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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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地震局为认证主体的地震官方微博账号；但是，地震官方微博在实际运维过程中，尚存

在许多问题，例如对关注用户的需求挖掘不足、推送信息时效性差、微博内容刻板单调、平台

互动不充分及推广力度弱等（闫晓美等，２０１９）。地震官方微博存在的诸多问题已严重降低
了其自身的影响力，因此对地震部门官方微博影响力进行比较评价研究，对提升我国地震部

门微博运维服务能力和影响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许多国内外学者曾对微博影响力及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例如，Ｋｗａｋ等（２０１０）利用
ＲａｇｅＲａｎｋ模型对 Ｔｗｉｔｔｅｒ用户影响力进行了评价，并发现粉丝数与转发数之间存在弱相关
性；Ｌｅｅ等（２０１０）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了基于时间序列的 Ｔｗｉｔｔｅｒ影响力排序方法，该方法可
对拥有潜在影响力的用户进行挖掘；杨长春等（２０１８）对微博影响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归纳，利用 Ｈ指数对微博用户进行筛选，并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政务微博影响力评价指标
体系；张绍武等（２０１５）根据微博价值及信息传播过程中用户活跃度及产生的影响力扩散，提
出了微博影响力、活跃度影响力及行为影响力的度量方法；齐超等（２０１４）对微博用户评论、
转发和提及 ３种行为进行分析，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将不同行为对微博影响力的贡献度进行
比较，发现用户行为中最能反映微博影响力大小的是用户转发情况。

综上所述，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阅读，发现国内外学者对微博影响力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基于数学算法模型研究和基于微博用户行为研究两方面，本文综合参考现有的微博影响

力评价理论，结合地震行业特点，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结合收集到的各地震官方微博的基础

运维数据，构建出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指标的得

分水平，从而对各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进行比较评价分析，以期为地震官方微博提升传播影

响力水平提供建议。

１　研究设计与方法

１．１　主成分分析法概述
主成分分析法是多元统计方法中的一种，英文简写为 ＰＣＡ，其利用降维思想将多个原始

相关变量转化成几个不相关且正交的综合变量（即主成分），转换之后得到的每个综合变量

均可反映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Ｊａｍ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０；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朱建平，２００６；
Ｙｏｕｓｅｆ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１．２　数据来源

本文以新浪微博为研究平台，选取全国地震系统 ３０个省级地震局的官方微博作为调查
对象（表 １），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和爬虫工具挖掘各个地震微博号的基础运维数据。数据包括
微博总数、粉丝数、关注数、开通月数以及评估期内的微博数、原创数、评论数、转发数、点赞

数。本次研究共计收集原始数据 １０５７３条。

２　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指标体系构建与分析

２．１　指标选取
在微博影响力评估指标的选取方面，已有很多学者进行过研究（李志宏等，２０１６；刘健

等，２０１６；李勇等，２０１６；胡媛等，２０１７；张雪梅等，２０２０）。本次研究在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从微博的基本功能着手（刘清等，２０１４），对地震微博用户的特征行为进行调研，发现地

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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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全国省级地震局官方微博账号信息

序号 所在地 微博账号名称

１ 北京市 北京市地震局

２ 四川省 四川省地震局

３ 山东省 鲁震快讯

４ 湖北省 湖北地震局

５ 江苏省 江苏省地震局

６ 甘肃省 甘肃省地震局

７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地震局

８ 福建省 福建省地震局

９ 河北省 河北省地震局

１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地震局

１１ 云南省 云南省地震局

１２ 安徽省 安徽省地震局

１３ 黑龙江省 黑龙江地震局

１４ 浙江省 浙江省地震局

１５ 辽宁省 辽宁省地震局

１６ 广东省 南粤防震减灾

１７ 河南省 河南防震减灾

１８ 青海省 青海省地震局

１９ 湖南省 湖南防震减灾

２０ 江西省 江西防震减灾

２１ 山西省 山西地震资讯

２２ 海南省 海南地震

２３ 陕西省 陕西省地震局

２４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

２５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防震减灾

２６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地震局

２７ 上海市 上海市地震局

２８ 重庆市 重庆防震减灾

２９ 天津市 天津地震资讯

３０ 吉林省 吉林省地震局

震微博的用户行为包括地震博主行为和其他用户行为，其中地震博主行为主要包括开通微

博、推送微博、关注他人微博、转发微博行为等；其他用户行为主要包括关注地震博主及转

发、评论、点赞地震博主微博行为等。以这两类行为为基础，对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评估指

标进行挖掘；考虑到地震微博具行业特殊性，其发布的微博多为震情信息和地震科普知识等

服务社会大众的内容，故还需从其推送的微博内容上挖掘影响力指标。

本文在综合考虑地震微博特色、用户行为及数据可获得性的前提下，共选取 １３个影响
力指标（表 ２），其中部分指标数据来源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至８月３１日的微博。选取上述时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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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评估指标

行为 指标 指标解释

地震博主行为

Ｘ１关注数 用户关注他人微博的数量

Ｘ２微博总数 自开通以来所发微博总数

Ｘ３更新频率（条／月） 微博数／开通月数

Ｘ４微博数（６—８月） ６—８月所发微博总数

Ｘ５原创率（６—８月） ６—８月（原创微博数量／所发微博总数）

Ｘ６日均微博数（６—８月） ６—８月所发微博总数／开通天数

Ｘ７震情微博数（６—８月） ６—８月震情信息微博数量

Ｘ８地震科普微博数（６—８月） ６—８月地震科普类型的微博总数

其他用户行为

Ｘ９粉丝数 粉丝总数量

Ｘ１０评论数（６—８月） ６—８月读者评论总数

Ｘ１１转发数（６—８月） ６—８月读者转发微博总数

Ｘ１２点赞数（６—８月） ６—８月读者点赞总数

Ｘ１３反馈率（６—８月） ６—８月（评论数＋转发数＋点赞数）／粉丝数

间段是因为在选取指标时，需保证指标数据的时效性和可靠性；此外，由于各省级地震局官

方微博账号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受本地区的地震震情影响较大（李志恒等，２０２０），为反映地震
官方微博账号的实际运维情况，在选取样本近期运维数据的评估期时间段时，将结合中国地

震台网官方网站所示的全国震情数据选择无较大震情的时间段；最终，选取的近期运维数据

的评估期时间段为 ２０２０年 ６月 １日至 ８月 ３１日。
２．２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使用 ＩＢＭ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２．０软件对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由于所选指标数
据具不同数量级，故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再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相

关检验，判断能否对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即检验数据是否适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

析（曹鑫等，２０２０）。检验的方法为 ＫＭＯ检验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张颖超等，２０２０；洪增林
等，２０２０），检验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ＫＭＯ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指标 结果

ＫＭＯ检验 ＫＭＯ值 ０．６８２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

卡方分布近似值 ４７９．４７４

自由度 ６６

Ｐ值 ０

由表 ３可知，所选数据的 ＫＭＯ检验值为 ０．６８２且大于 ０．５，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 Ｐ值为 ０
且小于 ０．０１，由此可以认为所选指标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在 ＳＰＳＳ软件中对标准化数
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各主成分的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并以特征值大于 １和方差大于
８０％为数据筛选标准，得出结果如表 ４所示。

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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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评估指标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累积／％ 总计 方差／％ 累积／％

Ｆ１ ８．１５３ ５８．２３６ ５８．２３６ ８．１５３ ５８．２３６ ５８．２３６

Ｆ２ ２．１１４ １５．１００ ７３．３３６ ２．１１４ １５．１００ ７３．３３６

Ｆ３ １．１７７ ８．４０７ ８１．７４３ １．１７７ ８．４０７ ８１．７４３

根据表 ４，共筛选出３个主成分，即Ｆ１、Ｆ２、Ｆ３，其特征值分别为８．１５３、２．１１４、１．１７７，对应

的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 ５８．２３６％、１５．１００％、８．４０７％，累积方差贡献率达 ８１．７４３％，说明
进行主成分分析的结果较为理想，故可将原始的 １３个评估指标分为 ３类，并用这 ３个主成
分进行后续分析。为了对上述选取的主成分进行命名和做出更加合理的解释，可利用方差

最大正交旋转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得到的旋转成分矩阵见表 ５。

表 ５ 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评估指标因子载荷矩阵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指标
主成分

Ｆ１ Ｆ２ Ｆ３

Ｘ１关注数 ０．７９４ －０．０４０ －０．４７７

Ｘ２微博总数 ０．５８７ －０．４６７ ０．１０２

Ｘ３更新频率（条／月） ０．８６３ －０．３０７ ０．２００

Ｘ４微博数（６—８月） ０．８６５ －０．０１０ ０．２０５

Ｘ５原创率（６—８月） ０．９６９ ０．０９５ ０．０３３

Ｘ６日均微博数（６—８月） ０．１９５ －０．０４０ ０．８９０

Ｘ７震情微博数（６—８月） ０．９６９ ０．０９５ ０．０３３

Ｘ８地震科普微博数（６—８月） ０．９６３ ０．１１０ ０．１０２

Ｘ９粉丝数 ０．７８９ －０．１７９ ０．１３３

Ｘ１０评论数（６—８月） ０．４４８ ０．７５４ ０．３０９

Ｘ１１转发数（６—８月） ０．４１５ ０．８２０ ０．１９７

Ｘ１２点赞数（６—８月） ０．３２５ ０．８２７ ０．１３７

Ｘ１３反馈率（６—８月） ０．０９５ ０．８７０ －０．０３２

由表 ５可知，粉丝数、关注数、微博总数、更新频率（条／月）、微博数（６—８月）、日均微博

数（６—８月）、震情微博数（６—８月）、地震科普微博数（６—８月）等 ８个指标在主成分 Ｆ１中
具较高载荷，以上指标体现出地震官方微博的覆盖水平及发布信息情况，能够说明地震微博

的服务能力水平，故可以将 Ｆ１命名为服务力主成分；在 Ｆ２中，评论数（６—８月）、转发数
（６—８月）、点赞数（６—８月）、反馈率（６—８月）等 ４个指标载荷较高，以上指标体现地震官
方微博与受众之间交流、互动的情况，故将 Ｆ２命名为交互力主成分；在 Ｆ３中，原创率（６—８
月）指标载荷较高，该指标反映地震微博的原创情况，体现创作能力，故可将 Ｆ３命名为创作
力主成分。根据以上分析，再结合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评估指标选取结果，可构建出地震官

方微博影响力评估指标体系（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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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评估指标体系

３　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实证分析

３．１　基于主成分得分的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评估
　　对 ３０个目标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及服务力、交互力、创作力进行定量评价，使用表 ５中
载荷矩阵的数据除以对应主成分的特征值，再将结果开平方根，得到 ３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
对应的系数（表 ６），进而可得出各主成分的得分系数公式。

表 ６ 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指标
成分

Ｆ１ Ｆ２ Ｆ３

Ｘ１关注数 ０．２７８ －０．０２８ －０．４４０

Ｘ２微博总数 ０．２０６ －０．３２１ ０．０９４

Ｘ３更新频率（条／月） ０．３０２ －０．２１１ ０．１８４

Ｘ４微博数（６—８月） ０．３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１８９

Ｘ５原创率（６—８月） ０．３３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０

Ｘ６日均微博数（６—８月）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８ ０．８２０

Ｘ７震情微博数（６—８月） ０．３３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０

Ｘ８地震科普微博数（６—８月） ０．３３７ ０．０７６ ０．０９４

Ｘ９粉丝数 ０．２７６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３

Ｘ１０评论数（６—８月） ０．１５７ ０．５１９ ０．２８５

Ｘ１１转发数（６—８月） ０．１４５ ０．５６４ ０．１８２

Ｘ１２点赞数（６—８月） ０．１１４ ０．５６９ ０．１２６

Ｘ１３反馈率（６—８月） ０．０３３ ０．５９８ －０．０２９

据表 ６，得到的地震官方微博服务力 Ｆ１、交互力 Ｆ２、创作力 Ｆ３的得分系数公式分别为
Ｆ１＝０．２７８Ｘ１＋０．２０６Ｘ２＋０．３０２Ｘ３＋０．３０３Ｘ４＋０．３３９Ｘ５＋０．０６８Ｘ６＋０．３３９Ｘ７＋０．３３７Ｘ８＋

０．２７６Ｘ９＋０．１５７Ｘ１０＋０．１４５Ｘ１１＋０．１１４Ｘ１２＋０．０３３Ｘ１３ （１）
Ｆ２＝－０．０２８Ｘ１－０．３２１Ｘ２－０．２１１Ｘ３－０．００７Ｘ４＋０．０６５Ｘ５－０．０２８Ｘ６＋０．０６５Ｘ７＋０．０７６Ｘ８－

０．１２３Ｘ９＋０．５１９Ｘ１０＋０．５６４Ｘ１１＋０．５６９Ｘ１２＋０．５９８Ｘ１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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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３＝－０．４４Ｘ１＋０．０９４Ｘ２＋０．１８４Ｘ３＋０．１８９Ｘ４＋０．０３Ｘ５＋０．８２Ｘ６＋０．０３Ｘ７＋０．０９４Ｘ８＋

０．１２３Ｘ９＋０．２８５Ｘ１０＋０．１８２Ｘ１１＋０．１２６Ｘ１２－０．０２９Ｘ１３ （３）
将各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表 ４）作为定量计算地震微博影响力的权重系数，得出的

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 Ｆ的综合得分公式为
Ｆ＝０．５８２Ｆ１＋０．１５１Ｆ２＋０．０８４Ｆ３ （４）

　　由式（１）～（４），可定量计算出各个目标地震微博用户的服务力、交互力及创作力的具体
得分数值以及地震微博影响力的综合得分数值（表 ７）。

表 ７ ３０个地震官方微博各主成分得分及影响力综合得分

微博名称 服务力 服务力排名 交互力 交互力排名 创作力 创作力排名 影响力 综合排名

河北省地震局 ６．７７８ １ ２．０５６ ４ ５．７３５ １ ４．７３７ １

四川省地震局 ５．３７７ ２ ５．５８１ １ ５．１６３ ２ ４．４０６ ２

北京市地震局 ３．４５４ ４ ０．９０１ ５ ２．７０４ ３ ２．３７３ ３

新疆地震局 ３．５５８ ３ ０．８２２ ６ １．４８１ ４ ２．３１９ ４

辽宁省地震局 １．１９２ ６ ２．５８５ ３ １．１１６ ６ １．１７８ ５

陕西省地震局 ２．４６７ ５ －２．１９９ ３０ －０．５６１ １３ １．０５７ ６

江苏省地震局 ０．５３５ ７ ４．１００ ２ １．１３７ ５ １．０２６ ７

甘肃省地震局 ０．３４６ １０ －０．３３０ １３ ０．５８７ ８ ０．２０１ ８

福建省地震局 ０．３８６ ９ －１．５５２ ２９ ０．６６２ ７ ０．０４６ ９

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 ０．３９２ ８ －１．１３３ ２７ －０．２７５ １２ ０．０３４ １０

安徽省地震局 ０．０６０ １１ －０．５３１ １７ －１．２８４ ３０ －０．１５３ １１

宁夏地震局 －０．５２１ １４ ０．０１９ ８ －０．２０９ １０ －０．３１８ １２

云南省地震局 －０．４６０ １３ －０．７５５ ２２ －０．２１８ １１ －０．４００ １３

河南防震减灾 －０．４０４ １２ －０．５６１ １８ －１．１６８ ２７ －０．４１８ １４

重庆防震减灾 －０．７３７ １５ －０．２０８ １０ －０．１４７ ９ －０．４７３ １５

上海市地震局 －０．９２７ １６ －０．６４５ １９ －０．６８４ １５ －０．６９５ １６

广西防震减灾 －０．９６１ １７ －０．８９７ ２４ －０．８３９ １７ －０．７６５ １７

浙江省地震局 －１．１３６ １９ －０．６９６ ２０ －０．６８６ １６ －０．８２４ １８

湖南防震减灾 －１．２７６ ２１ －０．３５６ １４ －０．８４２ １８ －０．８６７ １９

鲁震快讯 －１．１３３ １８ －１．０２７ ２６ －１．２７７ ２８ －０．９２２ ２０

西藏自治区地震局 －１．２１０ ２０ －０．９０８ ２５ －０．９６９ ２０ －０．９２３ ２１

海南地震 －１．４９７ ２４ －０．２９２ １２ －１．０２９ ２１ －１．００１ ２２

黑龙江地震局 －１．４６９ ２３ －０．５０６ １５ －１．０５１ ２３ －１．０１９ ２３

青海省地震局 －１．４５８ ２２ －０．７５０ ２１ －１．１４４ ２５ －１．０５８ ２４

南粤防震减灾 －１．５１４ ２５ －０．８８３ ２３ －１．２８２ ２９ －１．１２２ ２５

山西地震资讯 －１．５８５ ２６ －１．３４２ ２８ －０．６６２ １４ －１．１８１ ２６

天津地震资讯 －２．００２ ２８ ０．５０３ ７ －１．１６３ ２６ －１．１８７ ２７

吉林省地震局 －１．８２４ ２７ －０．５２７ １６ －１．０４４ ２２ －１．２２９ ２８

湖北地震局 －２．１８９ ２９ －０．１７８ ９ －０．９６４ １９ －１．３８２ ２９

江西防震减灾 －２．２４２ ３０ －０．２９１ １１ －１．０８７ ２４ －１．４４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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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７所示的结果，可以看出各省级地震局的官方微博在服务力、交互力、创作力及
综合影响力得分方面差距明显。从整体上看具有不平衡性及两极分化性，例如河北省地震

局和四川省地震局的官方微博在各方面指标得分均具较高水平，说明其微博运维管理较好，

官方微博影响力较高，且具有借鉴性；反观综合影响力得分小于 １的地震官方微博，在各方
面指标得分均不高，说明其地震官方微博建设不足，存在运维方面问题，需要对地震微博运

维的发展予以足够的关注。从各指标分值分布上来看，各指标得分为负数的占比较高，说明

大部分地震微博影响力水平不高，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３．２　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提升策略
由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综合得分公式可知，地震官方微博综合影响力水平主要受服务

力、交互力及创作力水平三方面制约，三者水平的提升与否直接关系到综合影响力的大小，

故可以根据本文构建的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评估指标体系（图 １）和影响力得分结果
（表 ７），结合对地震微博服务力、交互力、创作力得分情况靠前的地震局官方微博的分析，提
出切实可行的微博影响力提升策略。

３．２．１　服务力提升策略

服务力指标对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的方差贡献率达 ５８．２３６％，对地震微博影响力贡献
度最大。从地震微博服务力指标得分排名来看（表 ７），前五名分别是河北省、四川省、新疆、
北京市、陕西省地震局的官方微博。这五家地震官方微博在服务力方面表现优秀，其微博更

新频率高，在发布震情信息服务和地震科普知识服务方面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并且长期

稳定的地震服务信息发布量形成了可观的累积规模化效应，对读者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不

仅可以留住已有粉丝，还可吸引更多读者关注，使粉丝数量不断增加，形成微博吸引粉丝良

性循环，微博影响力不断增强。因此可借鉴以上分析，提出地震官方微博服务力提升策略：

①找准自身服务定位，保持地震微博活跃度，适当提高地震服务信息更新频度；②挖掘受众
对地震信息的需求，分析其阅读习惯，适时调整发布的微博服务信息形式及风格，提高信息

质量。

３．２．２　交互力提升策略

交互力指标对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的方差贡献率达 １５．１％，包括微博评论数、转发数、
点赞数等二级指标，反映用户与粉丝或受众之间的互动行为，对微博影响力提升具有关键作

用。由表 ７可知，交互力得分较高的前五名分别为四川省、江苏省、辽宁省、河北省、北京市
地震局官方微博。这五家地震官方微博推送的博文能够得到受众较好的反馈，同时能引起

受众的共鸣。观察其发布的微博，在内容上多具趣味性、热点性；在形式上具多样性，包括动

画、视频、音频、长图、文章等。较好的博文建设使用户与受众之间形成互动效应，表现为受

众对博文的认可行为，对博文的关注及二次传播行为，对博文的深度关注及表态行为。鉴于

以上分析，提出地震官方微博交互力提升策略：注重博文内容及形式建设，紧抓时事热点，结

合热点问题多推送形式多样、时效性强、主题有趣、普及面广、具共情力的信息。

３．２．３　创作力提升策略

创作力指标对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的方差贡献率达 ８．４０７％，主要通过微博原创率来体
现。据表 ７，河北省、四川省、北京市、新疆、江苏省地震局的官方微博在创作力指标方面得分
较高。这五家地震微博重视原创博文内容，评估期间微博原创率分别为 ９０．４％、８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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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７％、８２．８％、８２．３％，创作水平较高，主要以推送自己创作的系列地震科普博文为主，并逐
渐形成了地震微博品牌效应，进而提高了粉丝的忠诚度和粘度，对地震官方微博的影响力提

升具有积极作用。鉴于上述分析，提出地震官方微博创作力提升策略：加强对地震微博原创

内容的创作，打造体现自身特色的系列地震原创科普作品，树立自身地震微博品牌形象。

４　结论

本文以我国地震部门工作性质以及行业特点为前提，选取地震系统 ３０个省级地震官方
微博为研究样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评估指标体系，并对其微博

影响力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１）本文建立的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评估指标体系覆盖了地震微博服务功能、内容形
式、互动推广及博文建设等方面，能够全面系统地对地震微博平台进行考核，可为目前运行

的各个地震微博平台提供科学的评价参考依据。

（２）在本文构建的地震官方微博影响力评估指标体系中，地震微博的服务力对微博综合
影响力的贡献率最高，其次分别为交互力和创作力。

（３）本文在定量评价 ３０个地震官方微博的各主成分指标得分的基础上，发现地震官方
微博的综合影响力得分水平受服务力、交互力及创作力指标得分的影响，并对地震官方微博

服务力、交互力及创作力的提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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