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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社区中用户行为特征及其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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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微博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微博用户发布微博的数量及时间间隔均服从幂律分布。通过分析微博用户之间

的社会网络关系与用户行为之间的联系，发现微博消息数量的分布幂指数与用户互动指数呈反向关系，且随着互动指数的升
高，幂指数的下降趋缓。在排除用户之间的评论、转发行为的影响后，个体用户发微博的时间间隔分布幂指数与用户互动指
数呈正相关关系。基于上述实证分析，引入用户间评论转发行为、用户间的社会网络关系作为微博用户行为的驱动因素，提
出了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的动力学模型，模型仿真结果与实际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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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study about microblog, the message volume of and releasing intervals 

of microblog users observer power-law distribution. Through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network 
of microblog users and their behaviors, the distribution exponent of message volume is proved to be inversely 
proplrtionate to the interaction exponent of each user. With the increase of interaction exponent, the power-law 
exponent decreases much slower. By excluding the influence from other users’ forwarding and commenting 
behavior,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power-law exponent of the interval distribu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users’ 
interaction exponent. Accordingly, a social-relation-based dynamic model is proposed to reflect the behavior of 
posting microblogs, such as forwarding, commenting, and social network relation among user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model match well with empir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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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微博应用发展迅速，已成为一种重要

的信息传播途径，其在个人信息分享、企业口碑传

播以及政务信息发布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对于这种新兴的信息传播媒介，用户使用行为

的动力学特征是什么？用户使用行为的驱动机制是

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对微博的运营与使用具有重要

意义。 

本文以新浪微博为研究对象，从发布微博的数

量和时间两个角度分析了用户行为的动力学特征，

并基于微博用户间的社会网络关系，提出了用户行

为的动力学模型。 

1  相关研究进展 

2005年，文献[1]研究了用户电子邮件发送、回

复等待等人类行为的时间间隔分布。研究表明，电

子邮件发送和等待的时间分布均满足幂指数为-1的

幂律分布，显示出长时间的静默与短期内的高频率

爆发共存的特性，显然不符合泊松分布。文献[2]发

现同一用户连续访问同一网址的时间间隔分布符合

幂律分布，幂指数约为-1。文献[3]对美国一个移动

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一周内的移动搜索日志进行了统

计分析，结果表明，人类使用移动设备搜索信息的

检索间隔时间在一天内服从幂律分布，超出一天后

以指数形式衰减。文献[4]指出用户在门户网站的子

页上花费的时间服从幂律分布。文献[5]分析了网络

论坛上人们浏览和回复帖子的行为特征，指出浏览

和回复帖子的数量均服从幂律分布，且幂律系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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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和-1.6之间。通过分析回复帖子时间的突发性和

记忆性，发现所有帖子的时间序列有相似的量化特

征。文献[6]分析了用户点播电影的行为特征，研究

表明，在群体水平上，所有用户间隔时间分布在超

过两个数量级的范围服从幂律分布，幂指数和对应

人群观看电影的活跃程度之间存在单调的关系；在

个体层次上，观察到了具有胖尾特征的分布，以及

分布宽度和活跃程度之间的负相关性。文献[7]对在

线音乐服务系统的日志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个体

行为和音乐流行度均服从介于指数分布和幂律分布

之间的一种扩展的指数分布，连续收听两首音乐的

间隔时间分布具有胖尾特征，随着用户活动的减少，

胖尾特征会变得越来越不规则。文献[8]将网络的节

点分成稳定节点和随时间不断变化的新闻文档类节

点，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用户浏览网页的特点决定

了一个文档访问量随着时间幂律减小。 

对于人类在线行为的理论解释，一种观点认为

人类活动遵循任务优先选择机制[1]，高优先级的任

务优先执行。老龄化机制认为任务的优先权与时间

有关，截止时间最早的任务最先被执行[9]。文献[10]

分析了截止时间对任务等待时间分布的影响。文 

献[11]从经济最优化的角度解读人类任务的完成过

程。另一种观点从兴趣的角度解释人类的行为特征。

人类自身兴趣的周期性涨落导致行为时间间隔上的

胖尾分布[12-13]。文献[14]则认为记忆作为人类的一个

重要属性，记忆时间长度对人类动力学特征有着重

要的影响。文献[15-16]认为，当前网络用户多为年

轻人，他们在追求个性化的同时，也希望通过在线

评论等行为引起他人的关注和认同，因而提出了社

会认同驱动的动力学模型，指出了用户活跃度与行

为动力学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还有研究指出，用

户之间的互动沟通会影响到用户对互联网业务的使

用，用户的行为会受到网络中相邻节点的影响[17]。

关于人类行为动力学的研究，文献[18-20]作出了较

好的综述。 

上述研究成果揭示了人类在线行为时间间隔的

幂律分布特征，这些特征在微博环境中是否依然存

在？对微博用户行为的动力学特征是否可以从其他

角度进行理论解释？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2  实证数据分析 

2.1  数据采集 

本文数据采集于新浪微博，新浪微博是中国用

户规模最大、活跃程度最高的微博网站之一，据

Hitwise数据显示，2011年4月，新浪微博的访问量占

到了中国互联网总访问量的0.63%，相当于每158次

访问量就有一次是访问新浪微博。因此，对新浪微

博用户行为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微博用

户的一般行为特征。 

本文采用滚雪球抽样获取了41 667个用户的基

础信息，并随机收集了其中291名用户从开始使用微

博之日起至获取数据日为止的每条微博信息，共计

345 096条，以此为基础对用户的微博使用行为进行

分析。 

2.2  用户行为分析 

本文对微博用户行为的分析如图1所示，主要包

括两方面，一是使用微博的间隔时间分析，从时间

维度上观察用户行为特征；二是发出的微博数量，

从总量维度上观察用户行为特征。由图1a可以看出，

用户发微博间隔时间呈现幂律分布的特征。这表明

对于整体用户而言，频繁的发表微博通常是在大段

的停顿之后，存在阵发特征。用户发表微博的总数

量同样呈现幂律分布，如图1b所示。只有较小比例

的用户会很活跃地发表原创微博，大部分用户发表

微博数目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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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双对数坐标下用户发表微博的时间间隔分布，幂指数为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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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双对数坐标下用户发表微博的数量分布，幂指数为0.818 7 

图1  微博用户行为的总体情况 

已有研究表明，用户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影响用

户对互联网业务的使用行为。因此，下面将分析微

博用户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与用户行为之间的联

系。在微博中，用户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表现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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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粉丝两种情况。如果把用户看作社会网络分析

中的节点，用户之间的联系作为边，则关注与粉丝

分别对应为节点的出度与入度。本文采用互动指数

衡量用户间的社会网络关系与互动水平。具体来说，

对某一个给定的用户其互动指数定义为用户的关注

数与粉丝数之和，即节点入度与出度之和。 

本文将用户按互动指数从小到大的顺序分为 

6组，每组的人数大致接近，保证互动指数相同的用

户分在同一个组内，如表1所示。根据图2所示的 

6组户发表微博的数量分布，可以发现随着用户互动

指数的增强，用户发表微博数量分布的幂指数逐渐

减小。图3为互动水平与微博数分布幂指数间的对应

关系。 

表1  互动指数分组情况 

组别 用户数 互动指数 幂指数 
1 6 257 35 1.468 
2 6 298 97 0.827 8 
3 6 328 195 0.580 6 
4 6 335 393 0.451 3 
5 6 330 1 333 0.448 9 
6 6 433 128 252 —— 

 
可以看出，微博数量分布的幂指数与用户互动

指数呈反向变动趋势。在互动指数相对较低的区间，

幂指数下降的速度较快；而互动指数较高时，幂指

数下降的速度变慢，表明群体用户微博使用行为与

用户之间的社会关系水平具有较明显的相关关系。

但当互动指数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微博数分布

的幂指数变化不再明显，此时群体用户微博使用行

为不会再随社会关系水平的变化发生变动了，二者

之间的相关关系也较弱。当前，微博运营中普遍使

用个性化推荐鼓励用户间的相互关注行为，在一定

互动关系水平范围内，该措施固然可以增强群体用

户的微博使用行为。但超过一定限度，该方法反而

收效甚微。因此，对于微博运营商来说，一方面可

以改良现有的个性化推荐算法，提供更优质的关注

推荐给用户；另一方面，对那些互动关系水平较高

的用户群体，则不能再仅仅依靠推荐其关注更多的

人来鼓励他们使用微博了，而是需要从其他方面来

刺激其微博使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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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组1的微博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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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组2的微博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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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组3的微博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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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组4的微博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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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组5的微博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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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具有不同互动水平的用户发表的微博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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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互动水平下用户微博数分布的幂指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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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发表微博的时间间隔，除了和互动水平相

关外，还与其微博内容受到其他用户的评论、转发

程度有关。为消除用户接受到的转发评论对其行为

的影响，选取接受到转发评论水平一致的6名用户进

行分析，考察个体层面上用户间互动水平与其发微

博行为间的关系。如表2所示，在个体层面上，随着

互动指数的下降，用户发微博间隔时间分布幂指数

减小，这与文献[6]的结论是一致的。幂指数变小，

说明在该间隔时间分布中，较小的间隔时间占比较

低，而较大的间隔时间占比较高，最终导致用户发

微博的数量变少。特别地，当互动指数下降到一定

水平时(如表2中用户6的情况)，间隔时间特别长，导

致分布的幂律现象不再明显。 

表2  具有不同互动指数的用户发微博间隔时间分布幂指数 

用户 互动指数 幂指数 

1 1 396 1.285 

2 711 1.034 

3 503 1.000 2 

4 275 0.928 1 

5 161 0.675 

6 46 —— 

3  基于社会关系的用户行为模型 

上述分析表明，用户间的社会互动关系水平与

用户的微博使用行为间存在相关关系。本节将基于

社会关系对用户微博使用行为进行建模。 

调查研究表明，用户使用微博的行为多发生在

日常工作、生活中的碎片时间，更多的是受兴趣的

驱动，而非任务的驱动。对用户兴趣的度量，本文

采用了微博中的转发与评论行为、用户间的社会网

络关系水平来衡量，后两者比兴趣更易于客观评价。 

1) 假设条件。 

① 行为诱因1：用户发微博行为受其微博中好

友(包括用户的关注和其粉丝)转发/评论行为的影

响。用户接收到来自其关注或粉丝的转发/评论越

多，用户发表微博的概率越大。 

② 行为诱因2：如果用户微博好友数越多，用

户发表微博的概率越大。  

2) 模型描述。 
① t

is 表示节点 i 在时刻 t 的状态， =0t
is 表示节

点 i 在时刻 t 未发微博， =1t
is 表示节点 i 在时刻 t 发

表了微博。在仿真时，初始时刻随机选取 r 个节点
使其状态变为1。 

② 时刻 t ，用户 i 的转发评论行为会对其邻居
节点时刻 1t + 的发微博行为产生影响。用 ( , )E i t 表示

时刻 t 节点 i 对邻居节点产生的影响， ( , ) t
i iE i t c s= , 

ic 表示节点 i 的权威性，也即用户 i 在该微博社会网

络所具有的影响力大小，用网络中节点的相对点度
中心度量化表示为 /( 1)i ic k N= - , ik 表示节点 i 的度

数，N为网络规模。 
③ 如果节点 j有 jk 个邻居节点，那么行为诱因

1来自其 jk 个邻居节点行为，行为诱因2则源自自身

的社会网络结构特性，因此节点 j 受到的影响因素

为 jk 个邻居节点再加上其自身，共计 1jk + 个，每个

影响因素对 j产生的影响只占总影响的1/( 1)jk + 。 

④ 在 1t + 时刻，节点 j 受到其邻居节点 i 的影

响为 ( , )ijd E i t 。 ijd 为节点 i 对节点 j的影响因子，与

节点 j 所拥有的邻居节点个数有关。如果节点 j 有

jk 个邻居节点，那么节点 i 所施加的影响力只能发

挥 1/( 1)ij jd k= + 。节点 j 在 1t + 时刻接收到 jk 个邻

居节点的总影响为 1
1

1
 

1

jk
t

j i i
i j

I c s
k=

=
+å 。 

⑤ 以 jk 反映节点 j 的社会网络关系对其微博

使用行为的影响，该影响只能占节点 j 受到的总影

响的1/( 1)jk + ，令 2 /( 1)j j jI k k= + 。 

⑥ 最后，节点 j在 1t + 时刻受到的总影响力为

1 2j j jI I I= + ，从节点集中选取M个受到总影响力较

大的节点将其状态置为1，表示该用户节点在 1t + 时
刻会发表微博。剩下的节点不实施任何行为。 

3) 数值模拟。 

对上述提出的微博社会网络模型进行数值模

拟。首先设定微博用户总数即节点数 1 000N = ，模

拟时间步是1 000。为了与表1中的实证数据进行比

较，分别设定互动指数为35，97，195，393和1 333。

模拟结果及其与实证数据的比较如图4和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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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互动指数为195，相应的幂指数分别为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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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互动指数为393，相应的幂指数分别为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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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互动指数为1 333，相应的幂指数分别为0.5 

图4  模型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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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模拟结果与实证数据比较 

4  结  论 

微博近年来成为一种发展迅猛的网络信息发布

媒介。本文分析了微博用户在信息发布时间与数量

方面的行为特征，探讨了用户之间关注、粉丝等社

会网络关系与用户行为特征之间的联系。基于新浪

微博数据的分析表明，微博用户发布微博的数量及

时间间隔均服从幂律分布。通过区分微博用户互动

指数的强度，分析结果表明，微博数量的分布指数

与用户度呈反向关系，且随着度的升高，指数的下

降趋势趋缓。在排除用户之间的评论、转发行为的

影响后，个体用户发微博的时间间隔分布指数与用

户度呈正相关关系。基于上述实证分析，论文提出

了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的动力学模型，指出微博用户

的行为更多的是受兴趣的驱动，而非是任务的驱动，

并通过微博中的转发与评论行为、微博用户间的社

会网络关系水平作为对用户行为驱动机制的衡量指

标，模型的仿真结果与实际情况较为吻合。 

但是，本文提出的模型在用户行为诱因方面作

了相应的简化，也未将本模型与其他模型的效果进

行对比分析，今后将在这些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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