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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analysis has been put forward to evaluate the communica-
tional capability of WeChat Public Platform. Take ECNU as an example, the outcome turns out that 
the comment rights of WeChat Public Platform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WCI (WeChat Commu-
nication Index).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ment rights could enlarge the recognizability of WCI. 
Besides, it is also confirmed that correct filtering and responding are two of the important meas-
ures to improve the stickiness and communicational capability of WeChat Public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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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提出了一个微信传播力评价的基于灰色关联度的方法，应用于华东师范大学(ECNU)微信订阅号的传

播力评价分析。结果表明：留言权——留言点赞/阅读量与微信传播指数(WCI)呈正相关性，且增加了

WCI聚类的辨识度。加强留言的筛选与回应是提高订阅号黏度和传播力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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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官网微信订阅号在新闻宣传工作中越来越起到优势媒体的作用。鉴于微信新媒体“互动性”的

根本性特征[1]，取得“留言权”倍受微信订阅号们的重视，因此奋力于各自传播力的提升。然而，具体

到一个订阅号有了“留言权”，它将会给传播力带来多大程度的正向影响？有必要进行一定的分析考量。

本文以华东师范大学微信订阅号为例，获得新增“留言权”的前 38 天，划分 7 个发布内容，分别计算其

微信传播指数(WeChat Communication Index, WCI) [2]——传播力；同时，提出基于灰色关联度图的对不

同发布内容的有否“留言点赞率”——留言点赞/阅读总量，进行绘景。来表征留言权对传播力的影响，

并提出了提升微信传播力的几点建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 ECNU 微信订阅号 2015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31 日(11 月 24 日起获得新增“留言权”)38 天

的运营情况为研究对象。将所发布内容划分成社会新闻、校园新闻、对外交流、校园文化、服务资讯、

校园风物和大学精英 7 部分。按内容划分对发布的条数、阅读量、点赞量(包括留言点赞)进行数据采集。 

2.2. 主要计算方法 

微信传播指数法 WCI 的测算 V12.0 版[2]，本文在计算时，利用 MATLAB 语言[3] [4] [5]编写 function
函数文件 mywci()来实现(计算过程从略)。以下灰色关联度图法的实现亦利用 MATLAB 完成。 

关于灰色关联度图法用于微信传播力评价模型简述如下： 
1) 灰色关联分析。对于某个事物的描述既有已知信息又有未知信息，灰色系统理论把“已知”称为

“白”，“未知”称为“黑”，并将该事物表征为灰色系统。对于某一新闻信息传播现象，亦可以当成

一个灰色系统。灰色关联分析是对灰色系统中不同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这和在数理统计中应

用相关系数来分析不同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没有什么不同[6]。 
设有将某一事物的发展特征数列记为参考数列 x0 (n 维)，称该事物为参考事物。有多个事物的发展与

该事物相关，将多个事物的发展特征数列(对比数列)记为 ( )1,2, ,ix i m=   (n 维)，它们与参考事物之间的

相互关系，表示为：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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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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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 k 称为 xi 对 x0 在 k 时刻的关联系数。 

( ) ( )
1

n

i i i
k

r k w kξ
=

= ⋅∑                                    (2) 

( )i kξ 称为 xi 对 x0 在 k 时刻的加权关联度[7]， ( )iw k 为权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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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灰色关联度图法。灰色关联度图的构建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将不同微信内容设为 m 个对比数

列，分别为：社会新闻、校园新闻、对外交流、校园文化、服务资讯、校园风物和大学精英计 7 个，即

1,2, ,7i = 
；每部分微信内容相应的运营设有 n 个指标，分别是发布的条数 N、阅读量 R、阅读平均 R/N、

阅读最大 Rmax、点赞量 Z、点赞平均 Z/N 和点赞最大 Zmax计 7 个，亦即 1 2 ,k n= , , 。于是形成对比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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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ik 表示第 i 个对比数列中在 k 时刻指标的值。 
第二步，对 X 按列求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得 x(k)——最优参考数列；和 y(k)——最劣参考数列。 
第三步，计算各对比数列与参考数列的灰色关联度，为表示方便，在二维空间以 x 轴代表最优关联

度，以 y 轴代表罪劣关联度。 
第四步，由于灰色关联度都小于 1，将 y 轴数据作 y’ = 1 − y 的变换，为方便表示，仍作为 y 轴；得

到 2 维平面内点 P(x,y)即沿着 x、y 增大的方向即为最优方向。至此灰色关联度图构造完毕。 

3. 实例与分析 

ECNU 微信订阅号 2015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31 日 38 天的运营情况列于表 1。 

3.1. 灰色关联度图法与 WCI 测算 V12.0 版的比较 

据表 1 中的统计数据，经计算各内容的 WCI 列于表 1、图 1，灰色关联度图见图 2。WCI 排序从大

到小为：{总体、校园文化、校园风物}，{校园新闻、社会新闻、大学精英}，{服务咨询、对外交流}；
相应的灰色关联度图则为{校园文化、校园风物}，{校园新闻、社会新闻、大学精英、服务咨询}，{对外

交流}。显然二者的评价结果是可比的。因灰图法只是采用了 WCI 的指标，而未引用 WCI 法的二级权重，

所以更增添了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3.2. 发布内容对 WCI 的影响 

由表 1 和图 1，图 2 可看出，发布总数 52 条，其中校园文化、校园咨询和校园新闻分别以 13、12、
11 条居前 3 位，占近 70%，阅读和点赞分别占总量的 65%和 58%。这说明发布、阅读、点赞对 WCI 存
在正相关性。而校园风物发布仅 3 条，却创平均阅读和平均点赞的最高，WCI 也仅次于校园文化。这说

明发布内容对 WCI 为优势影响因素。 

3.3. “留言权”对 WCI 的影响 

根据表 1 计算 WCI 的指标和增加“留言点赞率”指标分别作灰色关联度图，见图 3。可看出：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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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operation situation of ECNU WeChat public platform 
表 1. ECNU 微信公共平台运营情况 

发布内容 条数 
阅读 点赞 

点赞率*(%) WCI 
总量 篇均 最大 总量 篇均 最大 

社会新闻 4 16,736 4190.8 8215 327 81.8 208 1.95/0.69 574.14 

校园新闻 11 39,899 3627.2 12,520 475 43.2 127 1.19/0.85 604.43 

对外交流 3 8827 2942.3 7510 67 22.3 49 0.76/0.66 490.76 

校园文化 13 106,704 8208.0 28,573 954 73.4 224 0.89/3.52 720.16 

校园咨询 12 20,071 1672.6 6280 224 18.7 51 1.12/1.44 510.03 

校园风物 3 43,167 14389.0 23,170 526 175.3 342 1.22/3.31 710.62 

校园精英 6 22,445 3740.8 6391 263 43.8 73 1.17/1.56 570.98 

总体 52 257,876 4959.2 28,573 2836.0 54.5 224 1.10/1.10 747.77 
 

 
Figure 1. The spread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eChat subscription number of each 
content on November 24, 2015-December 31, 2015 
图 1. 2015 年 11 月 24 日~12 月 31 日华东师大微信订阅号各内容的传播情况 

 

 
Figure 2. The gray relational graph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impact of the message point praise rate 
图 2. 不考虑留言点赞率影响的灰色关联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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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gray relational graph to consider the impact of the 
message point of praise 
图 3. 考虑留言点赞率影响的灰色关联度图 

 

微信传播力及其影响评价不仅可采用灰色关联的方法，而且灰色图法在指标选择上是开放的，即所得结

果具有较好的客观性和将多维空间降维到 2 维平面来直观绘景。其次，由于图 2 为不考虑留言点赞的影

响，图 3 考虑这种影响。对比发现，如果把内容 WCI 分为 3 类，即{校园文化、校园风物}、{校园新闻、

社会新闻、大学精英、服务资讯}和{对外交流}，显然“留言权”增加了 WCI 聚类的分辨度(类内、类间

的距离分别减小和增大)。 

4. 建 议 

1) 微信内容对其 WCI 为优势指标，内容的合理划分、精准聚焦、深入挖掘、恰分表达等等，都需

要动态评价和分析。 
2) 留言点赞与 WCI 呈正相关性，因此订阅号应加强留言的筛选工作，通过及时回应和选登，提高

互动性和增加订阅号的黏度。 
3) 可以明朗，微信发布量是每个订阅号传播力提高的基础工作，应在讲求内容的过程中增加发表数

量，并通过 WCI 的动态分析，好整以暇地增量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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