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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bile Internet and the new media based on it provide a new model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oday’s headlines make it unique in new media plat-
forms by providing customized news to specific groups based on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unning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adlines 
in today’s headline platform, and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text analysis, user tags and persona-
lized recommendation in today’s headline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then constructs the opera-
tion strategy mod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adlines. Finally, suggestions are made on how to 
improve the dissemination effe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rough head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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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移动互联网以及基于此发展起来的新媒体为科技成果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模式。“今日头条”以推荐算法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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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特定人群提供定制化新闻资讯的形式使得其在新媒体平台中独具一格。本文分析了“今日头条”平台中科技

类头条号运行现状和存在问题，对“今日头条”推荐算法中的文本分析、用户标签、个性化推荐三个方面进行

了系统研究，构建了科技类头条号运营策略模型，最后为如何通过头条号提高科技成果的传播效果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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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传播模式已经迈入了全媒体时代。全媒体以其巨大的信息量、

丰富的前沿知识、多样的表现形式、强大的互动性等优势在科技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如何利

用全媒体时代的传播工具和平台进行科技成果传播已经成为相关机构所面临的问题。 
全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网民从 PC 端向移动端迁徙，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显示，截至 2017 年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 7.72 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7.53 亿，上网人群占比

由 2016 年的 95.1%提升至 97.5% [1]。与 PC 时代相比，移动互联网时代降低了网民获取新闻资讯的门槛，

移动新闻资讯 APP 已经成为网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2017 年 6 月，移动端新闻资讯服务月独立设备数

达到 6.2 亿，增长了 34.8%，在移动网民中的渗透率由 10.5%上升至 55.5% [2]。 
诞生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兴新闻资讯平台如今日头条、天天快报等，依靠其天生适应小屏、碎片

化阅读的优势，通过精准的推荐算法，吸引了大量忠实用户。“今日头条”凭借其在推荐算法上的优势，

在新闻移动综合资讯平台领域占有大量且稳定的市场，成为在全媒体时代传播科技成果的重要平台。陈

昌凤等(2017)以 Buzzfeed、今日头条为代表，分析了国内外新闻聚合类媒体的发展现状与运作逻辑，探讨

新闻聚合类媒体如何影响新闻生产流程、分发渠道以及受众的内容消费方式[3]。王熙元等(2017)从内容

资源来源、内容资源组织和内容资源盈利三个角度来分析了今日头条[4]。郭全中等(2016)以今日头条为

例，提出了一种智能传播平台的构建模式[5]。 
科技信息传播已经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但是如何更好地促进科技成果在移动端上的传播还缺少一套

具体可行的策划方案；将科技传播与移动端结合起来的研究还比较少。尽管有一些相关研究者对“今日

头条”的推荐算法进行分析，但单独针对科技成果如何在“今日头条”进行更好地传播还未有研究。本

文首先通过“今日头条”科技类头条号发展现状，找到目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然后结合“今日头条”

目前的推荐算法给出解决方案，最后提出了科技类头条号的运营策略。 

2. 科技类头条号运行现状与面临挑战分析 

今日头条将自媒体头条号分成 22 类，其中数码科技类专门用来收集了科技类文章，因此本文将其作为研究

对象。在今日头条媒体实验室媒体榜单采集了2018年7月份榜单排名前一百的头条号数据，以此作为研究基础。 
1、科技类头条号媒体指数总体处于中游偏下水平 
在今日头条，系统依据媒体指数 1 进行头条号排名。图 1 给出了 2018 年 7 月份今日头条各类型头条

Open Access

 

 

1媒体指数是根据头条号文章的阅读量、发文量、粉丝数、点赞数、评论数、转发数等指标计算得出，通过该指标反映头条号受关

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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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前一百名的平均媒体指数，不难发现除拥有强大资本推动的 MCN (Multi-Channel Network，多频道网

络)和特殊形式的视频类型外，其它头条号媒体指数大多集中于 100~400 之间，而科技类头条号处于中游

偏下位置，与娱乐、体育、游戏这些更加贴近生活的头条号相比，其受关注的程度有一定差距。 
 

 
Figure 1. Top 100 average media index in July 2018 
图 1. 2018 年 7 月份各类型头条号榜单前一百平均媒体指数 

 

科技领域总体公众关注度不高。通过对比媒体指数发现，科技类头条号的媒体指数与榜单排名在前

的头条号还是有一定差距，这一现象与公众对科技类头条号的兴趣和关注度较低有一定关系。公众普遍

更多愿意关注贴近生活的文章和头条号，所以对科技领域关注并不多。 
2、科技类头条号日均发文量较高 
图 2 汇总了各类型头条号 2018 年 7 月份前一百名的日均发文量，相对来说科技类头条号日均发文量

较高，保持 24.7 篇日均发文量，这一数据超过了游戏、娱乐等类型的头条号，可见科技类内容还是相对

丰富。针对 7 月科技头条号榜单分析，发现科技类头条号日均发文最高可达 763.3 篇，最低为 0.45 篇，

其他头条号基本都保持在日均发文 1~10 篇之间，其中保持较高发文量的头条号，其媒体指数排名也较高，

当然也有特例，“盖世汽车”虽然日均发文量高达 101.3 篇，但是其媒体指数仅有 200.3，可见在高频发

文的情况下，也不一定能够大幅度提升媒体指数。 
 

 
Figure 2. Average daily circulation of the top 100 papers in July 2018 
图 2. 2018 年 7 月份各类型头条号榜单前一百平均日均发文量 

 

科技类头条号文章量足质不高。目前，科技类头条号的发文量还是有一定保证的，但是其媒体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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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与发文量成正比，除了公众对科技领域关注不高外，科技类头条号的发文质量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目前科技类文章存在较多“标题党”，并没有发出实际有用文章，导致其文章阅读量、分享量较低。在

科技类头条号第 1 名与第 100 名对比也能够看出，两者在其他数据方面并没有成倍的差距，然而在粉丝

数方面却存在十倍的差距，这与头条号发文质量有很大关系，发文内容质量高，会吸引更多粉丝关注。 
3、科技类头条号媒体指数水平集中，优劣差距大 
从图 3 可以看出，媒体指数大于 400 的头条号仅有 6 个，通过查询 2018 年 2 月~7 月榜单发现，创

业家、36 氪、数码周刊等少数几个头条号能一直保持较高媒体指数。除此之外其它头条号媒体指数多集

中于 200~300 之间，可以看出科技类头条号总体差距不大，真正做出较好传播效果的科技头条号并不多。 
 

 
Figure 3. Index distribution of top media in digi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图 3. 数码科技类头条号媒体指数分布 

 

优质科技类头条号较少。经过对数码科技类头条号媒体榜单的分析，不难发现其中媒体指数能够超

过 400 的仅有 6 个头条号，然而目前科技类头条号数量并不少，大多头条号处在相同境地，如何能突破

重围，是科技类头条号需要考虑的问题。对比榜单第 1 与第 100 名的数据，其中粉丝数差距非常明显，

头条号粉丝往往能在文章阅读量、评论量、转发量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如何拥有大量粉丝也是科技类

头条号需要考虑的问题。 

3. 头条号推荐算法分析 

经过上文对科技类头条号现状的研究，本章希望通过对今日头条推荐算法的研究分析，找到一套可

行的运营策略，帮助科技类头条号提高影响力，提高其文章的宣传能力，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今日头条推荐算法在向用户推荐文章时主要从文章内容、用户标签和环境标签上进行分析和匹配，

下面就推荐算法的内容分析、用户标签分析和环境分析进行探讨，根据探讨结果为科技类头条号提出运

营策略的建议。 

3.1. 头条号内容分析 

内容分析包括文本分析，图片分析和视频分析。大多头条号以文字咨询为主，所以本文主要梳理今

日头条的文本分析。通过对内容进行文本分析，给每个文本内容打上相应的标签，通过文本标签与用户

标签进行匹配，可以更好地提高推荐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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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梳理了今日头条对内容分析的流程。一篇文章由头条号创作者产生后，发布到平台，平台会对

其进行文本分析。文章的标签分为两类，一类是显式语义特征，这类特征标签是由人为提前设定好一个

标签体系，通过对文章的分析，将文章分配到不同的标签体系下。另一种是隐式语义特征，这类标签是

根据文章自身特点所生成的标签，包括主题词和关键词。主题词是指文章中出现次数较高的词，是对词

频率分布的描述，关键词是对文章进行分析后，对文章特征进行的概括性描述。 
 

 
Figure 4. Headline document analysis flow chart 
图 4. 头条号文本分析流程图 

 
通过对今日头条文本分析的流程梳理，不难发现对于一篇文章，往往其高频词能够决定文章的标签，

这也是文本分析应用的主要逻辑。所以对于头条号文章撰写者而言，完全可以通过在写作中的人工控制，

使得推荐算法对文章的分析结果与预期一样。 

3.2. 头条号用户分析 

每个用户进入今日头条后，系统会对其进行分析，打上属于每个用户自己的独特标签，进而进行个

性化推荐。内容分析和用户特征是推荐系统的两大基石，其中用户标签的工程量更为巨大。 
用户在刚进入“今日头条”APP 时，系统会要求用户登录，用户往往会选用微信、QQ 等第三方社

交账号登录，在用户登录后，后台会自动获取用户在其它社交账号的一些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等，

这是用户的基本身份特征，通过这一方式，可以很好化解新用户的冷启动问题，对给未在 APP 产生浏览

行为的新用户推荐信息时提供了基础的特征。在用户开始使用 APP 后，后台会不断获取用户的行为，进

而产生用户兴趣特征，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Today's headline user label analysis flow chart 
图 5. 今日头条用户标签分析流程图 

 
其中，对用户行为进行分析是用户标签的关键，今日头条主要采用了四种策略保证分析的可靠性。第

一是过滤噪声，系统会根据用户停留时间长短，自动过滤掉用户停留时间短的文章；第二是惩罚热点，对

于热门事件的相关文章，系统对用户的行为做适当的降权处理，保证能够客观地获取用户兴趣特征；第三

是时间衰减，用户的兴趣不是一直保持不变的，所以系统会根据用户的新动作不断更新用户兴趣标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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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惩罚展现，对于系统推荐给用户的文章，用户却没有点击，那么这篇文章对应的特征标签都会被惩罚。 

3.3. 个性化推荐过程 

今日头条头条号的个性化推荐系统一共有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内容，通过对文本内容的分析，

为每篇文章打上标签。第二个维度是用户，每个用户都是一个独立个体，通过对其基本信息和行为的分

析，构建其专有的兴趣图谱。第三个标签是环境特征，系统会根据用户的环境、场景进行分析，为其推

荐符合环境的信息。今日头条个性化推荐过程如图 6 所示。 
 

 
Figure 6. Headlin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process 
图 6. 头条号个性化推荐流程 

 

今日头条推荐系统采取了四种比较典型的推荐特征。第一种是相关性特征，将内容标签与用户标签

进行匹配，评估内容是否与用户匹配。第二种是环境特征，这是一种基本特征，根据用户的环境、时间

等进行推荐。第三种是热度特征，在推荐时，系统会考虑热门事件，将其推荐给用户，尤其是新用户。

第四种是协同特征，系统不仅仅限于考量一个用户特征，而是通过寻找相似用户，根据相似用户的浏览

历史，为用户推荐内容。 
今日头条个性化推荐实际上就是参考用户所处环境，将文章特征与用户标签进行匹配，如果匹配度

较高，就将文章推荐给用户。对于一个公众号的运营者来说，了解了今日头条的推荐流程，能够对其后

续工作产生非常大的帮助。 

4. 科技类头条号运营策略建议 

4.1. 运营策略 

通过对“今日头条”推荐算法的分析不难看出，其规则就是通过文章特征与用户特征相匹配，参考

环境特征进行推荐，对于头条号运营者来说能够掌控的只有文章的内容，发文内容是科技类文章传播效

果的关键。本节提出科技类头条号运营策略，如图 7 所示供头条号运营者参考。 
在准备时期，头条号一方面需要找准自己定位，合理找寻目标用户。用户是头条号的关键，在准备

阶段，应该对头条号的目标用户进行分析，获取他们的基本信息，如年龄、性别、职业等，通过基本信

息进一步了解目标用户，给出目标用户特征，构建兴趣图谱。另一方面头条号需要在海量的科技咨询中

寻找用户感兴趣的，有价值的科技内容。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存在海量的科技类信息，头条号需要在繁

多的信息中，紧跟时代热点，找到能够吸引用户，并且能够创造出有深度文章的科技资讯。 
撰写时期是整个头条号运营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科技类头条号需要将前期准备的科技资讯通过

各种方式产生出深度好文，同时也能匹配目标用户特征。在撰写内容的时候需要注意特征化、趣味化、

科普化、碎片化四个方面。特征化是指撰写的内容应该能够拥有明显主题、关键词等特征，并且这些特

征还应该符合目标用户特征。第二个趣味化是指科技类文章往往语言枯燥，需要注意在文章撰写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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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行文风格，用更加贴近生活的表现方式表达科技成果。科普化是指文章拒绝“标题党”，撰写的文

章应该拥有充实的内容，真正达到科普的效果。碎片化是指可能一个科技成果需要大幅文字内容，需要

将其分解，保证文章篇幅不过大，迎合用户阅读习惯。 
在反馈时期，是从粉丝画像和文章数据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粉丝画像是今日头条后台给出的头条号

粉丝数据，不仅仅包含粉丝基础特征，还有一部分粉丝喜好特征，科技类头条号可运用这些数据，完善

自身用户特征体系。文章数据是指文章发表后的相关数据，包括被推荐次数、阅读次数等相关数据以及

系统给文章的关键词，头条号分析这些数据，匹配关键词是否与预期特征相同，找到在文章撰写过程中

的问题与不足以便进一步完善。 
在整个科技类头条号运营中，需要不断更新用户特征值，改进文章撰写方式，提高科技成果传播效果。 

 

 
Figure 7. Technological top number operating strategies development process 
图 7. 科技类头条号运营策略制定流程 

4.2. 发文内容建议 

本文在对科技类头条号进行现状分析时，找到科技类头条号面临的问题，结合“今日头条”推荐算

法，提出了一套运营策略作为参考，本节结合上述分析，对科技类头条号文章的撰写提出一些建议。 
1、了解信息目标用户，构建用户兴趣图谱 
今日头条推荐机制是通过文章特征与用户特征进行匹配进进行推荐，所写文章如果与用户特征匹配，

其被推荐率可能会大大增加。每条科技成果和科技宣传信息针对的目标用户是不同的，在每次进行内容

创作前，应该充分了解目标用户群，构建目标用户的兴趣图谱，通过对用户特征进行分析，创作出符合

目标用户特征的内容，可在文章中适当增加符合用户特征的关键词，保证文章通过推荐算法分析后，文

章特征与用户特征高度匹配。 
2、明确文章主题，突出文章内容 
今日头条对头条号文章的分析及特征匹配，大多以词频为关键因素。在撰写头条号文章时，作者需

要将文章定位、特征考虑清楚，结合目标用户特征，确定文章主题，撰写文章时紧密围绕文章目标主题

撰写，文章内容多出现期望主题词以及与期望主题词相关词语，这样能够保证文章的特征词与自己的预

期相同，更容易借助推荐算法将内容传播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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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容贴近生活，主题吸引眼球 
从各个类型头条号的媒体指数可以发现，类似于游戏、娱乐这类贴近生活，且内容有趣的头条号，

往往会有很高的媒体指数，从众多头条号中脱颖而出。根据用户习惯而言，大多数用户往往更热衷于热

点、有趣的文章，对于足够吸引眼球的题目往往有浏览欲望，因此，在内容创作上需要足够吸引眼球。

在创作内容时，可以尽量将无趣的科技报道通过平实语言表达出来，用通俗语言代替专业术语，不仅能

够保证内容得到更多的传播，也能够保证读者明白理解，提高了传播效果。通过有趣的文字表达形式，

也能够更加吸引用户关注科技领域，提高用户对科技领域的总体关注。 
4、高频发文下保证文章质量，利用内容增加粉丝数 
今日头条推荐机制对于用户行为很重视，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头条号创作的文章被用户点开，那么这

个头条号的其他文章被推荐给用户的概率也会增大，所以，一个头条号需要保证一定的发文量，能够增

加用户粘性，并且，文章题目在制定时，非常重要，好的题目往往能够吸引用户眼球。当然，在保证发

文量的同时，如果太多低质量文章，系统会因用户停留时间较短，降低权重，以至于高发文量也无法得

到很好的阅读量。通过榜单第一名与最后一名的对比也不难看出，拥有高质量的文章往往会增加用户对

头条号的关注与喜爱，更容易吸引粉丝，而粉丝数往往也决定了头条号文章的被阅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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