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媒体传播力的因素与提升策略
——基于微信公众 号 的模 糊集定性 比较 分析

孙传明 李 浩

摘要 ： 新媒体平 台 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播提供 了 有力 支撑
，
研究相 关影响 因素对传播策略的

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通过选取 １ ３ 个省级以上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中心 微信公众号 为 样

本
，
运用模糊集定性 比较分析方法 ，

从 内容生产 、 平 台 建设 、 用 户 服务三个层面 ，

以及专 业文章数量 、

公众号建立 时长 、
文章推送频率和 菜单栏设置四个条件 因 素 ，

对其传播效力 的 多 重并发 因素和 因 果

复杂机制进行分析 。 结果表明
：
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媒体平 台 高传播力 的三条组态

，
揭示 了 四个

条件 因 素的 不 同组 态可以产 生 多 种高传播力路径 。 因 此
，

可以从 内 容生产 的专 业化 、 复合化 、 创 新

化
，
平 台 建设的规范化 、 生 态化和品牌化 ，

以及用 户 服务的人性化和智能化等方 面制 定其传播力提

升的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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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信 、微博 、短视频应用等为媒介的新媒体平

台正蓬勃发展
，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 以 下简称

“

非

遗
”

） 的传承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 ２０ １７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 《关于实施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 明确
“

实施

中华文化新媒体传播工程
”

，

① 凸显 出非遗等传统

文化的传播与新媒体技术关联的必要性 。 随着新媒

体传播平台 的 日益完善和应用普及
，
很多 地方文化

保护机构和管理部 门也依托不 同的新媒体平台 实现

非遗的广泛传播 。 基于上述背景
，
本研究选择 １ ３ 个

具有代表性的非遗保护 中心微信平 台作为案例
，

运

用模糊集定性 比较分析方法研究非遗新媒体平台 的

影响因子
，
剖析新媒体平 台建设成功的 因 素组态路

径
， 探寻新媒体时代非遗的传播力提升策略 。

一

、相关研究综述

目前国 内对非遗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

面 。 第
一

类是针对非遗新媒体传播策略及路径的研

究 ， 例如王晓敏等从
“

互联 网 ＋
”

出发 ，
提出建立观念

导向
、
创新内容

、
拓宽渠道

、
动员受众

、
激活效益的传

播格局 王卫华等 以 昌黎皮影戏为例
，
提 出创新

表演形式 ，
创造传播场域来激发皮影戏的生命力 ；

？

王婷婷等结合纪录片在非遗传播过程中形象 、科学 、

可信度高的特点和功能
，
提 出在非遗相关记录片制

作过程 中
，

必须坚持整体与细节并重 、
以人为本与以

情动人并行
、
客观记录与故事切人并用才能实现非

遗最大效用的传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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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研究是扩展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 ，
以此

探求非遗传播的创新性视角 ，例如李牧从阿兰 ？ 邓

迪斯的
“

宏大理论
”

建构出发
，
阐述

“

宏大理论
”

提供

非遗可借鉴的解释框架和认识论范式
，
有利于解决

非遗的跨文化传播问题
；

① 谈国新等从信息空间理

论的三个维度分析非遗数字化形 态与特性
，
并在信

息空间理论视角下提出非遗数字化传播 困境与解决

方案 。
？

整合 国 内对非遗传播的研究可知 ， 非遗传播既

有现状解析
、
路径策略等 中微观层面的研究

，
也有 以

创新理论视角宏观概述非遗传播的成果
，

然而对非

遗传播影 响因素及新媒体平 台 建设的实证研究较

少
，
对非遗传播过程中多 因素交互组合效应的探讨

不足 。 因此
，
本文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 比较分析方

法 （
Ｆｕｚｚ

ｙ

－ Ｓｅ ｔＱｕ ａｌ
ｉ ｔａ ｔ ｉｖｅＣｏｍｐａ

ｒａ ｔ ｉｖｅ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

，

ｆｓＱ

－

ＣＡ
）探讨影响非遗新媒体传播的 因素和策略 。

ｆｓＱ
－

ＣＡ 方法是一种针对中小样本案例开展研究的分析

方法
，
借助集合论和布尔代数运算特性

，
通过多案例

比较探索多个因素联动效应 。 选取该方法主要有如

下优势 。

首先
，

选取的非遗新媒体传播样本量有限
，
无法

达到传统统计学分析的
“

大样本
”

要求
，

而 ｆｓＱＣＡ 方

法结果取决于样本质量 ， 往往不受样本数量影响 。
？

其次
，
新媒体传播效能并非仅受单个因素的影响

，
而

是由 多重并发
、
复杂 的前因 导致

，

④ ｆｃ
ＱＣＡ 能够对

案例结果的原因进行深人分析
，

强调条件变量的不

同组合可能会产生相 同结果 ， 同样的条件变量也会

由于研究情景的差 异对结果产生不 同影响 。⑤ 考

虑到非遗传播符合
“

多因素复杂并发
”

的特征
，

因而

采用该方法
，

一

方面得 出影 响非遗新媒体高传播力

的多条组态
，
另一方面以实证分析为基础

，
探寻新媒

体时代下非遗的传播策略 。

二
、研究设计

（

一

） 样本选择

以
“

非遗
” “

非遗保护 中心
”

等为关键词搜索微

信公众号 （搜索 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 ，

选择各省非

遗保护中心开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作为研究案例 ，

经筛选得到 １ ３ 个非遗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 ，
其中 中

国非遗保护 中心是由 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国家级

非遗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 ， 省级非遗保护 中心微信

公众号包括湖北
、
云南

、
四川

、
黑龙江

、
安徽

、
江西

、
广

西
、
贵州

、
河北

、
辽 宁

、
新疆

、
西藏 １２ 个地区

，
其微信

公众号的相关信息如表 １ 所示 。

表 １ 非遗保护 中 心微信公众号

序号 公众号名称 账号名称

１ 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 ｇ
ｕ ｏ

ｊ
ｉａ ｌｅ ｉ

ｙ
ｉｚ ｈｏｎ

ｇ
ｘｉｎ

２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 ｇｈ＿
００ ８ １ ｅ７ｄｃ ８００ １

３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 ｙ
ｎ ｉｃｈｕ ｎ

４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 ｓｃ ｓｆ
ｙ
ｘｈ

５ 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ｈ ｌ
ｊ
ｆｅ ｉ

ｙ
ｉ

６ 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 ｇｈ＿
２ ３９６ ｅ２０９４ｄ ３

７ 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 ｇ
ｈ
＿

ａ７ ｄ３ ８７２ ｅ６ ９ ａａ

８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 ｇ
ｘｆｘｂ ｈｚｘ

９ 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ＧＺ －ｆｕｚｗｈｙ

１０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中心 ｘ
ｊ

ｆ
ｙ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Ｃ ｅｎ ｔｅｒ

１ １ 河北非物质文化遗产 ｈ ｅｂ
－

ｆｗｚｗｈ
ｙ
ｃ

１２ 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
Ｌ

ｉａｏＮ ｉｎ
ｇ
ＷｅｎＨｕａＹ

－

ｉＣｈａｎ

１ ３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
ｊ
ｘｉｃｈｃｎ

（

二
）前 因 变量设置

ｆＳＱＣＡ 方法的变量设置决定研究方法的科学

性
，
在确定研究的核心条件因素时

，
如果条件因素数

量过多则会造成分析过程过于繁琐
，

因此一般根据

案例数量
，
确定 ４ ￣ ７ 个核心影响因 素条件 。 非遗新

媒体平台 的传播受到众多 因素的影响
，
而较为权威

、

专业化的新媒体平台
，
其影响因 素主要包括 内容生

产 、平台 的建设与用户维护三个层面 ， 结合微信公众

号的特点
，
设置其前因条件如下 。

１ ． 内容生产

内容生产层面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ｏｎ

）
主要通过专

业性的非 遗文章 （
Ｐｒｏｆｅｓ ｓ ｉｏｎａｌ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

， 简称 ＰＡ
 ）
体

现。 非遗具有公共文化属性
，
非遗保护中心设立微信

公众号的最终 目的
，

也是为了增强非遗在新媒体时代

的传播力度 ， 使更多的公众 了解非遗相关的文化信

息 ，增强非遗在现代传播环境中 的生命力 。 因而非遗

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中的文章
，

应具备一定的知识专

业性
，
专业的内容可以加强权威公众号的可信度及吸

①李牧 ： 《 阿兰
？ 邓 迪斯 的

“

宏 大理论
”

建构 与 非 物 质文化遗产跨 文化传播之 实践理 性》 ， 《 民 俗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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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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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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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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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９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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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 。 然而分析所选各省非遗保护中心公众号的文

章 ，相当
一

部分文章与非遗知识关联度不大 ， 在
一定

程度上降低 了公众号的专业性及吸引力 。

２ ． 平台建设

平台建设 （
Ｐ ｌａ ｔｆｏ ｒ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
使用的指标是

非遗保护 中心微信公众号建设时间 （
Ｐ ｌａ ｔ

ｆｏｒｍＥｓ ｔａｂ
？

ｌ
ｉ
ｓｈｍ ｅｎｔＴｉ

ｍ ｅ
， 
简称ＰＥＴ ）长短 。 《关于实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
，
提 出 实施 中华

文化新媒体传播工程 ，
鼓励各地积极运用新媒体让

传统文化
“

活起来传下去
”

。① 然而现实中
，
各地的

情况不尽相同
，
截至 ２０ １ ９ 年 １２ 月

，
仍有部分省份的

非遗保护 中心未开通微信公众号 。 新媒体平台 的影

响力需要时间累积
，
运营时间较长的平 台则会拥有

更多的关注
，
从而具备更强的传播力 。

３ ． 用户维护

用户维护层面 （
Ｓｕ ｂｓｃｒｉｂ ｅｒＭ 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 ｅ

）
选取的

第一？个指标是文章推送频率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ｕ ｓｈＦｒｅｑｕ ｅ

ｎ
？

ｃ
ｙ ， 
简称ＡＰＦ ）。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推送频率 、

推送

时间 、
更新频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微信公众号与

受众之间的联系 ，推送不及时及推送时间不 固定 ，
很

容易降低用户 的粘性 。？ 大部分非遗 相关的微信

公众号为微信订阅号
，

主要 的服务方式为 向订阅者

推送文章 ， 对文章推送频率的把控是微信公众号获

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
一

。

用户维护层面的第二个指标是微信公众号菜单

栏设置 （
ＭｅｎｕＢａｒＳｅ ｔ ｔｉｎｇ

ｓ
，
简称 ＭＢＳ

） 。 微信公众号

并非仅具有推送文章功能 ，
而是涵盖了 十分强大且

多样性的功能 ，
包括互动交流

、
自 助服务等 。 互动交

流是通过对话框的 内容输人 、
文章的评论与点赞等

方式进行
，

可以有效提升订阅者的参与感
；
自 助服务

功能主要表现在微信公众号主页面菜单栏的设置 ，

通过设置一级菜单栏与二级菜单栏
，
微信公众号 的

订阅者可 以 自 助选择服务 ， 获取相关知识信息及服

务
，
提升用户的满意度 。

（
三

）
结 果变量设计

本研究的结果变量要评估非遗公众号的传播效

度
，
最 明显可见的指标为文章的 阅读数

、
点赞数及公

众号的订阅数 。 阅读量 （
Ｒｅａｄｉｎ

ｇ ） 是全面考察微信

公众号传播效度 的重要指标
，

？ 由 于微信公众号 的

订阅数并不可见 ，
因而本研究将时 间截至 ２０ １ ９ 年

１０ 月 ３ １ 号
，
选取微信公众号 日 期最新的 ３０ 篇文章

记录其总阅读量 ， 作为本研究的结果变量 。

（
四

）数据收集及变量校准

本研究统计的数据 由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组

成 。 前因变量包括专业文章数量 （
ＰＡ

） 、公众号建立

时长 （
ＰＥＴ

） 、
文章推送频率 （

ＡＰＦ
） 、
菜单栏设 置

（
ＭＢＳ

） ，
结果变量包括阅读量 （

Ｒｅａｄｉｎ
ｇ ） ，
原始数据

如表 ２ 所７Ｋ 。

表 ２ 案例原始数据

研究案例 （ 简称 ）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ＰＡ

（ 篇 ）

ＰＥＴＡＰ Ｆ

（ 月 ） （篇／周
）

ＭＢＳ
Ｒｅａｄｉｎ

ｇ

（ 次ｒ

中 国非遗保护 中心 ２８ ３ １ ２． ７ １ １ ８３ ５００

四川非遗保护 中心 ２２ ２７ ０． ６３ ０ １ ６６２４

云南非遗保护 中心 １７ ５４ ２． １ ４ １ ２２０８ ８

辽宁非遗保护 中心 ２５ １２ １ ． ７６ １ １ １ ８８０

湖北非遗保护 中心 １７ ２ ８ １ ．５ １ ５ １４ ８

贵州非遗保护 中心 １６ ６ １ ２． ３ １ ０ ７ ３ ８０

河北非遗保护 中心 １６ ３６ １ ． ２５ １ １ ０ ０３０

广西非遗保护 中心 ８ ４４ １ ． ０７ ０ ９ ０６ ９

江西非遗保护 中心 ９ ４ １ ０． ３２ １ ４０９ ０

新疆非遗保护 中心 １６ ６ １ ０． ４２ ０ ８９６ ９

黑龙江非遗保护 中心 ６ ５５ ０． ２０ ０ ５ ９２ ５

安徽非遗保护 中心 ２ １ １ ０． ５８ １ ３６ ３０

西藏非遗保护 中心 １６ ３０ １ ． ０７ １ １ ９
８３０

注 ： 菜单设置 （
ＭＢＳ

）
栏中

“

１

”

表示微信公众 号设置菜单栏 ，

“

０

表示没有设置菜单栏

ｆｓＱＣＡ 以
“

连续
”

模糊集确定隶属程度
，
对每个变

量设置三个临界值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

使用 ｆＳ （
？
ＣＡ 软件计算集合的隶属度 （

０ ？ １ 之间 ） 。④

前因变量与结果变量的校准标准如表 ３ 所示 。

三 、实证结果

（

一

）
必要条件分析

一

个必要条件可以被视为结果的
一

个超集 （
ｓｕ？

ｐｅ
ｒｓｅｔ

） 。进行组态分析之前要进行必要条件检测 ，

Ｃｈａｒ ｌｅ ｓＣ ．Ｒａｇ
ｉｎ 认为在 ＱＣＡ 的必要条件检测中 ，

一？

致性超过 ０ ．９０ 的影响 因素可视作事件发生的必要

条件
，

一致性超过 ０ ． ８０ 的影响因 素可视作事件发生

的充分条件 。
⑤ 对必要性分析的结果如表 ４ 所示

，

①中 国 非 物 质文化遗产 网 ： 《关 于实施 中 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 的 意 见》 ，
中 国 非 物 质文化遗 产 网

，

２０ １ ７ 年 ２ 月 ８ 曰
，

ｌｉｔｔ
ｐ ：
／／ｗｗｗ． ｉｌｉ ｃｌｉ ｉｎａ ． ｃｎ／ｚ ｌｉｅｎ

ｇ
ｃ ｅ
＿

ｃｌｅ ｔａｉ ｌｓ／ １ １ ５６７
，

２ ０ １９年 １ １月２ ０日 。

② 张成樑 、吴 维 丽 、 汪铁 良
： 《浙江 省 高校 图 书馆微信公众平 台 建设 现状分析 》

，
《 图 书 馆学 研究 》

２０ １ ９ 年第 １ ６ 期 。

③ 周 子 恒 ： 《全 民 阅读 背 景 下 阅读 类微信公众 号应 用 现状及传 播策略研 究 》 ， 《 编辑之友 》
２０ １ ９ 年第 ８ 期 。

④ 徐广 平 、张 金 山 、杜运周 ： 《
环境 与 组 织 因 素 组 态效应 对公 司 创 业 的 影 响



项模 糊 集 的 定 性 比较分 析 》 ， 《 外 国经济 与 管

理
》
２ 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

⑤Ｒａ
ｇ

ｉ ｎＣ ．Ｃ
，


４ ４

Ｓｅ ｔ Ｒｅｌ ａｔｉ ｏｎｓｉ ｎＳｏｃ ｉａｌＲｅ ｓｅａ ｒｃｈ ：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 ｎ
ｇ
Ｔｈｅ ｉｒＣ ｏｎ ｓｉ ｓｔｅｎ ｃ

ｙ
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ａ

ｇ
ｅ
，

ｖ

Ｐｏ ｌ ｉｔｉ ｃａｌ 
Ａ ｎａｌ

ｙ
ｓ ｉｓ

^ 
ｖｏ ｌ

．１４
，
ｎｏ ．３

，

２００６
，ｐｐ

．２９ １
－

３ １ ０ ．

？１ ２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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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因条件对结果变量的
一

致性都在 ０ ． ９ 以 下
， 并没

有必要性超过 ０ ．９ 的前因条件 。

表 ３ 变量校准锚点

研究变量 研究层面 变量 变量赋值

内容生产 文章专业性

（ ｃ ｏｎ ｔｅｎ ｔ
）（

ＰＡ
）

研究变量 ＿

平台建设 平台建设
（
ｆｏｕ ｎｄａｔ ｉｏｎ

）
时长 （

ＰＥＴ
）

用户维护

^
ｍａｉｎｔ ｅｎａｎｃ ｅ

）

推送频率
（ ＡＰＦ

）

菜单功能
（ ＭＢＳ ）

３０ 篇推文 中 包含非遗

知 识宣传 、学术探讨 、

自＿ 遗活通等专业内 容

Ｈ班差连￥．

完Ｈ ｉｉ ：
４ ８ 个另

交叉点
：

２４ 个月

完全不隶属 ：
１ ２个月

完基系Ｍ：

２

交叉点 ：
１

完全不隶属 ：
０ ．５

＇ ＂

ｉａａ Ｔ￥ｉ￥ｉ
＂

＾ ｗ

＂

菜单栏为 １
，
没有设置

的则为 〇

完基ｉｌＭ： 
３ ００００

交叉点 ： ９ ０００

完全不隶属 ：
３０００

结果变量 传播影响力 总 阅读量
（

ｉ ｎｆ
ｌ ｕｅｎ ｃｅ

）（ 
Ｒｅａｄ ｉｎ

ｇ）

表 ４ 必要条件检验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Ｒｅａｄ ｉｎ

ｇ

Ｃｏｎ ｓｉｓ ｔｅｎｃ
ｙ 

（ 

？致性
）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覆盖度 ）

ＡＰ Ｆ ０． ７４２ ９０２ ０ ．７０５０９ ０

－ ＡＰＦ ０． ４８４２２ ７ ０ ．４８ ５７６ ０

ＰＡ ０
．

８５４ ８９ ０ ０
．

８２ ２４５ ８

－ ＰＡ ０． ５６９４０ １ ０ ．５６ ３ １ ８３

ＭＢ Ｓ ０． ６４６ ６８ ８ ０ ．５ １ ２５００

？ ＭＢＳ ０． ３５ ３３ １ ２ ０ ．４４ ８０００

ＰＥＴ ０． ８ １７ ０３ ５ ０ ．５５ ９３９ ５

？ Ｐ ＥＴ ０． ３４ ８５８ ０ ０ ．５９ ０９０９

注释
：

？代表逻辑运算 符
“

非

（

二
）
组态分析

ｆｃＱＣＡ 方法会产生三种解 ： 复杂解 、 中间解 以及

简约解
，
其差别为是否在最终真值表分析过程 中纳

人逻辑余项进行分析 。 复杂解不使用逻辑余项所得

的结果 ，
而简约解则是纳人有助于简化组 态的逻辑

余项所得结果
，

一般不讨论其合理性
，
中 间解不会省

略必要条件且具备
一

定的合理性
，
同时结合简约解

与中间解可 以 区分核心要素与次要要素 。
① 对照

样本数量
，
在 ｆＳＱＣＡ 软件中设定案例频数为 １

， 

一致

性水平阈值为 ０ ． ８０
，
计算 出的组态分析结果如表 ５

所示 。

从表 ５ 可知
，
高传播力路径组态

一

致性均高于

０ ． ８０
，
其
一

致性数值分别为 ０ ． ９ ７
、
０ ． ８５

、
０ ． ８２

，

可被视

作非遗公众号高传播力的充分条件 。 总的组态解覆

盖度为 ０ ．７ ３
，说明 三个组态解释 了非遗公众号高传

播力的主要原因 。

第
一

个高传播力组态 ：

？ ＡＰＦ ＊ＰＡ＊
？ ＭＢ Ｓ ＊

ＰＥＴ表明
，
在文章的推送不及时及菜单设置不完善

的情况下
，
保证较长时间的公众号经营

，
并确保公众

号所发布文章内容的专业性 ，
可 以促进非遗保护中

心微信公众号获取较高的传播力 。

表 ５ 非遗保护中心公众号高传播力组态

前因条件 组态 ｉ 组态 ２ 组态 ３

推送频率 （ ＡＰ Ｆ
）

０ ＊ ？

文章专业性 （
ＰＡ

）

？ ？ ０

菜单栏设置 （
ＭＢＳ

）

？

建立时长 （
ＰＥＴ

）

＊ ？ ＊

原始覆盖率 （ ｒａｗ （ａｖｅｒａ
ｇ
ｅ

）
０．２４６０５７ ０．４０６９４ ０ ． １４９ ８４２

Ｐ隹
一■覆盖率 （ ｕｎｉ

ｑ
ｕｅｃ ｏｖｅｒ

ｇ
ａｅ

）
０． １７ ８２３４ ０．４０６９４ ０ ．０８２０ １ ９

— ＇致ｆ生 （ ｃ ｏｎ ｓｉ ｓｔｅｎｃ
ｙ ）

０．９６ ８９４４ ０． ８５４ ３０５ ０ ． ８ １８９ ６５

总体覆盖率 （ ｓｏ
ｌ
ｕｔ 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

ｇ
ｅ

）
０．７ ３５０ １６

总体 ＊

５Ｓ Ｃ

Ｊ

｜４ （ ｓｏ ｌｕｔ
ｉ ｏｎ ｃ ｏｎ ｓｉｓｔｅｎｃ

ｙ ）
０． ８６ ９４０３

注 ：

？ 表示核心要素存在 ，

？ 表示次要 要素存在 ， ？表示核心要

素缺失 表示次要要素缺失 。

公众号 内容的及时更新与菜单栏的设置都需要

专业人员的维护
，

然而在现实中
，
非遗新媒体专业人

员十分匮乏 。 很多省级非遗保护 中心设有 办公室
、

项 目部 、活动部 、数据信息部和政策理论研究室等多

个部门
，
但是在编人员较少

，

工作繁忙
，
新媒体平台

的建设维护显得十分困难 。 但四川非遗保护中心在

新媒体专业人手较为紧张情况下 ， 依靠较长时间 的

运营仍获取 了较多的关注
，
并借助专业化的 内容推

送获得关注者的认可
，
因而其微信公众号 的传播力

也逐渐积累起来 。

第二个组态 ：

ＡＰＦ ＊ＡＳ＊ＭＢ Ｓ ＊ＰＥＴ
，
则是产

生非遗公众号高传播力的主要原 因 。 非遗微信公众

号多为订阅号
，

主要功能为推送文章内容 ，
从推送频

率层面分析 ，
适当 的文章推送频率可 以有效地保持

普通订阅者对公众号的关注
，
内 容更新频率过低会

丧失用户的关注
，
更新频率过快则会引 发用户的反

感 。 张兰以果壳 网的微信公众号作为案例 ， 分析了

其作为科学类社交媒体公众号在建设 中 的成功经

验
，
认为微信公众号采取灵活化的推送方式

，
是增强

影响力的
一

个重要 因素
， 规律且不 间断的文章推送

可以保持受众的注意力
，

进而提升公众号与受众之

间的粘连性 。？ 从用户维护层面分析
，
菜单栏的设

①杜运周 、 贾 良定 ： 《 组 态视 角 与 定性 比较分析 （ ＱＣＡ ） ： 管理 学研 究 的 一条新道路 》
，
《 管理 世界》

２０ １７ 年第 ６ 期 。

② 张兰 、 陈 信凌 ： 《 社交媒体 科学 传播成 功 之道
——

以 果 壳 网微信公众号 为 例 》 ， 《青年 记者 》
２ ０ １９ 年 第 １ ８ 期 。

？１２ ４？



影 啕非物貭 文北遗产新媒体传播力 的１ ｆ与 提升策略

置能促使用户获得更好的服务 ，如 中国非遗保护 中

心微信公众号 ４设置了
“

精彩回顾
” “

关于非遗
”
“

关
１

ｆ

我们
”

三个一级菜单 ，
订阅者可以通过

“

精彩 回顾
”

菜

单栏下设的
“

精彩回顾
” “

历史消息
”

二级菜单栏查看

以往文章及消息 ，在
“

关于非遗
”

菜单栏下设的
“

政策

法规
？
非遗数据

？

１科索引 ｓ
二级菜单栏获取非遗

相关文件和知识 。 此外
，
专业的文章也体现了公众号

的权威性 ， 中菌非遗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所发表的非

遗领域内前沿研究成果等信息 ，
吸引了非遗研究人员

及公众的关注
，
并在订阅者之间实现转发和二次传

播 ＾ 虽然公众号运营时间的长短在
一

定程度上保证

了关注度的积累 ，但是如果有 四个因
＇

素的 累加 ，
必然

会促使非遗公众号拥有更高的传播力 。

第三个組态 ：
： ＡＰＦ ＊￣ＡＳ乐￣ ＭＢＳ ＊ ＰＥＴ

，
则ｆｔ

显了新媒体平台运营过程中用户维护的重要性 在

新媒体领域中拥有较强传播效度的非遗保护中心 ，

均较早意识到了新媒体对非遗传播的重要性 ，
在长

时间的公众兮运营 中收获Ｔ—走的关注 ， 同时也积

累 了新媒体平台运舎的经验 。 部分非遗保护中心里

然受人觅匮乏等客观条件的限制 ，无法保证所推送

内容的专业性
，
却依靠规律的 内容推送

，
加之较长时

间 的运营 ，仍可保持订阅甩户的缓慢增长 ， 然而专

业人员 的匮芝造成文章专业性较低 ，原创性不足 ，这

仍是大部分非遗公众号传播力增长受限的因素 。

四 、非遗新媒体平台传播力提升策略

非遗是在一定的
“

文化生态
”

环境下形成的
“

原

－生态文化％ ？代社会
，
非遗依存的

“

文化生态
”

环境发生巨变 ，
是造成其传播困境 的客观原＿ ｎ 借

助信息技术的发展 ，非遗可以实现更完善的保护 ，并

依托新媒体平台实现其
“

原生态文化
”

最大 化传播Ｕ

在互联网传播背景下分析非遗传播的困境及提升策

略
，

对提膏非遗在新媒体时代的 传播影响力 ，
増强非

遗的文化生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信息技术

内綱
技术行颜测

支持
Ｌ

内容生产 平台建设 服务供给

丨

专业化
ｉ １

规范化
丨

１ 人性化 丨

１ 复合化 ｉ ［ 生态化 丨

丨

创新化
丨

Ｉ

品牌化
ｉ

１

智能化
丨

图 １ 非遗新媒体传播力提升策略

通过对非遗保护中心公众号高传播力组态进行

分析总结力遗新媒体平台 传播力影响 因素主要表

现在 内容生产 、平台建设 、 服务供给三个方面 。 因

此
，
基于实证分析结巣 ，琳遗新媒体需要在信息技术

的支持下整合相关影晌因 素提升其传播力 ，如 图 １

所示 ，其中信息技术为非遗新媒体内容４产 、平台建

设及服务供给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 ６ 在信息技术

中
，
大数据技术对新媒体ｆ台建设尤为重要《 在非

遗新媒体传播力提升策略中 ，
以 大数据分析技术为

基础 ，
借助互联网 所产生的＿量数据 ，采用聚类 、整

合 、关联分析等方式 ，为非遗新媒体平台建设提供受

众需求定位支持
，
并及时为非遗新媒体服务提供先

验性的预测分析和彳ｆ息反馈 ＾ 本部分将分别从内容

生产 ．

、平合建设及服务供给三个层面阐述非遗新媒

体传播力提升的策略 。

（

一

）非遗新媒体 内容生产

内容生产是传播过程的始靖 ，
通过译码 、释码

、

编码三个过程 ，实现选择特定非遗信息 ，
解释并依照

传播的 目 的
，
进行内容创作及编排 。 为增强非遗新

媒体传播效力 ，内容生产领遵循专业化 、融合化及创

新ｆｃ兰大原则 ９

内容生产专业化是指非遗新媒体事台须保怔创

作内容与非遗的主题相关 遗新媒体传播的主体

主襄为文化政府部门 、文ｆｔ事池单位 、相关薄修的苹
遗研究机构及对非遗感兴趣的个人 ，前三类生体承

担了非遗新媒体传播的主要职责 在非遗 内容生成

阶段
，
传播主体须保证传播内容有 足够的

＊

乎货 ＇

使受众有所收获
，
才可确保其在受众心 中的权威及

认可度 。 各省非遗保护中心公众号哥在保持相关活

动推送基础上 ， 増加非遗前沿 的新闻资讯 、非遗课

堂 、最新的政策文件及前沿学术的探讨 ，使订阅者第
■

財间了解菲遗领域簡最新动向 ＜ １

融合 化体现在非遗 内容的多种表现形式融合

Ｊ：
ｅ 新媒体可以整合不同 的技术手段 ，

将文化 内容

更生动完善地呈现给受众 。 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 ，

除了采用文字 、
．图片 ８食频及视频等多种组合方式 ，

也可以融人非遗互动游戏 、非遗知识小程序等多种

形式
，
从多个层面展现非遗文化 ｓ 如可结合微信公

众号和微信小程序 ，
以非遗知识作为基础 ，

建设非遗

知识问答小程序 ，或是制作非遗社区互动小：程序 ，用

生动有趣的方式吸纳各年龄阶段的受众积极参与 ，

提升非遺新媒体的互动效率《

？ 黄章＃文ｆ 轰：蠢
“

鄉輝下的ＷＩ属＊银蘧产傳＃１ ， １意愈蟝产１２０ １ ３ 字第 ５識

？１ 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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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创新化 。 创新化并非指舍弃非遗
“

原生

态文化
”

内涵 ，
而是应 当在利用非遗进行 内容创作

的过程中
，
确保

“

原 生态文化
”

内核 的完整性
，
对 内

容进行延伸创作
，
或实现其表现方式的创新 。 因此

，

非遗保护机构可以与文化科技公司 、科研院所进行

合作
，
将非遗与科技结合的最新案例在新媒体平 台

进行可视化
、
互动化的展示

，
使更多人领略科技与非

遗结合的魅力 。 如绍兴市非遗保护中心公众号
，

设

置了

“

智慧导览
”

项 目
， 点击进人可以欣赏展览馆具

体非遗项 目
，
在线讲解包含 了文字

、
图片及音频 ，

使

订阅者能更加深人 了解相关非遗文化 。

（
二

）
非遗新媒体平 台建设

非遗的文化 内容需要借助合适的媒介平台传递

给受众
，
新媒体平台 可以促进非遗在互动交流 中 的

广泛传播 。
① 这一阶段须重视对平台 的建设运营

，

实现非 遗新媒体平 台 建设 的规 范化 、
生态化 、

品

牌化 。

非遗新媒体平 台建设规范化
，

要求平台 运营者

制定平台运营规则 ， 对文章 的字数 、多媒体组合方

式 、排版制定
一定的规范 ， 如规定文字的篇幅在 ６００

？

１２００ 字之间
，
依照字数制作 ４ ？ ６ 张配图

，
增强文

章内容的精炼性与可读性
；
对文章推送的频率进行

控制 ， 确保推送时 间 的稳定性 。 推送次数过多或过

少都会流失关注度
，
因而需要按照不同传播 目 的确

定适合的推送频率
，
如非遗相关的新闻资讯

，

可保持

在每天固定时间进行更新
，

而非遗领域前沿的学术

探讨 ， 则设定为每周推送 ２ ？

３ 次 ，
以稳定的时 间及

合适的频率维持受众的关注度 。

其次是实现非遗新媒体平 台建设的生态化 。 传

统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 中渠道较为单
一

，
媒体之间

存在复杂的竞争关系 ，
然而在新媒体领域

，
情况却大

不相 同 。 竞争虽然在新媒体平 台之间也广泛存在
，

但平台 的使用者却可 以 同时人驻 多个不 同平台 ，
因

此新媒体平台可以接触到更广泛 的受众 ， 并借助这

种平台之间 的联动效应增强传播的竞争力 与知名

度
，
实现非遗新媒体平台 的生态化建设 。 非遗保护

机构可以在新闻资讯 、公众号 、短视频等平台开设相

应的非遗官方账号 ， 针对不 同平台 受众需求采取多

样化的运营策略 。 例如
，
在今 日 头条等新 闻资讯平

台推送非遗相关的新 闻热点
；
在微信公众号等订阅

平台推送学术前沿文章 ，
使非遗文化信息覆盖更广

泛的受众人群
；
在抖音等短视频平 台上开展非遗传

承人相关技艺及活动的创新展现 ，
通过新媒体平台

的生态化建设
，
增强非遗新媒体传播效能 。 以抖音

为例
，
截至 ２０ １９ 年 ４ 月

，
在 １ ３７２ 项 国家级非遗代表

项 目 中 ， 有 １２ １４ 项在抖音平 台上有相关内容 的传

播
，
共产生了超过 ２４００ 万条视频和超过 １０ ６５ 亿次

播放
，
在短期 内深度触达更广泛的受众群体 。？

最后是非遗新媒体平台建设的品牌化 。 品牌化

可以有效地增强非遗新媒体平台建设的成效 。 在新

媒体传播时代
，
不仅是机构参与传统文化的传播

，
个

体也乐于参与传统文化的传播
，
并可 以在传播过程

中打造 出色的文化 品牌 。 以李子柒为例
，
依托 中华

传统文化的底蕴塑造中华传统文化符号
，
在 国 内外

创造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
，
成为在西方文化霸权之

下实现文化输出 的代表 。 截至 ２０ １９ 年 １０ 月
，
李 子

柒在海外 ＹｏｕＴｕｂｅ 上拥有超过 ７０ ０ 万的粉丝 ， 视频

播放量过千万
，
目前其影响力依旧在不断上升

，

已成

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推广者
，
并得到 了人民 日报

、

新京报等媒体的积极肯定 ， 为后续非遗文化品牌塑

造树立 了榜样 。

（
三

）
非遗新媒体服务供给

新媒体服务供给直接与受众对接
，
是决定满意

度的关键环节 ，
因而必须要保证服务供给的人性化 、

智能化 。

非遗新媒体服务供给的人性化
，
是指 以便捷的

方式为受众提供完善的服务 。 目前很多新媒体平台

功能较为齐全 ，需要平 台人驻者依照需求逐步探索 。

如非遗类微信公众号可以根据 以往订阅者的需求
，

设置相应的 自助查询功能
，
将需求量较大 的相关信

息设为关键词
，
方便订阅者进行信息查询 。 同时非

遗新媒体也要确保受众不仅可以借助平台获得相关

的知识信息
，
还可 以通过平 台实现其他需求 。 如四

川非遗保护协会微信公众号 ，
不仅推送相关的知识

信息 ，
还在菜单栏 中设置了

“

加人协会
”

选项 ，
订阅

者通过点击菜单可以查询加人四川非遗保护协会的

要求
、
方式

、
权责等

，
使其能更加深人地参与到非遗

保护的工作 中 。

其次 ，
实现非遗新媒体服务供给智能化 ，需要依

托于多种先进的技术手段
，
如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

能算法技术等
，

通过海量历史数据分析不 同平台 、
不

同年龄段 、
不 同性别及职业受众的需求 ，

实现精准化

①徐金龙 、 曾 晓梅 ： 《 新媒体 时 代民 间 故事的传 播 困 境及其对策—— 以 重 庆走 马 民 间故事传播传承为 考察 中 心 》 ， 《 湖 北 民族

大 学 学报 （ 哲 学 社会科学 版 ） 》
２０２０ 年 第 １ 期 。

② 胡林果 ： 《抖管 上线
“

非遗 合伙人
”

计 划 全 国 招 募 ５０ 名 传承人 》
，

新华 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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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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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响 非 物质文化 遗产 新媒体传播力 的 因 素 与提升策 略

的推送及针对性的服务① 。 智 能化推送是如今各

个新媒体平台正在完善的技术 ，今 日头条 、抖音短视

频等新媒体平台不断优化改进 ，

一方面可 以在互联

网上搜寻有热度 的文化信息提供给创作者
，
并为非

遗新媒体创作内容 自 动匹配相应的 图片 、 视频及延

伸报道资料
，
助力非遗新媒体内 容实现大众化 。 另

一

方面可 以通过用户的浏览历史较为准确地判断用

户的兴趣领域
，
并收集用户浏览时间 与转发点赞数

据 ，
结合受众作息规律智能化推送精准 内容 。

五
、结语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非遗 的传播与传承提供了

新的机遇
，
本文通过将 ｆｓＱＣＡ 方法引人非遗新媒体

研究领域
， 系统地思考与分析了影响非遗微信公众

号高传播力的因素与组态路径
，
并从非遗新媒体内

容生产 、新媒体平 台建设 、新媒体服务供给三个层

面
，探索提升非遗新媒体传播力 的策略 。 在实践意

义方面 ， 本研究基于 ｆｃＱＣＡ 方法的分析结论 ， 提 出

了非遗新媒体内容制作应遵循专业化 、
融合化及创

新化原则
，
非遗新媒体平台建设应实现规范化 、

生态

化和品牌化
，
非遗新媒体服务供给要确保人性化和

智能化等策略 ，为新时代背景下建设具有高传播力

的非遗新媒体平台提供合理化建议 。

本研究也存在
一

定局限
，

一

方面案例数量较少
，

致使实证研究的结果在代表性上有所欠缺
，

因此
，
未

来可以拓宽研究范 围 ，
选择不同类型 的新媒体平台

作为案例样本
，
增强实证研究结果的代表性 。 另一

方面非遗新媒体的传播力提升受到技术 、社会 、政策

等众多综合性因素的影 响与制约
，

因而本研究在指

标设计上仍需在后续研究和实践中跟进完善
，
进一

步探索非遗新媒体传播的其他影响变量
，
并论证其

科学性及合理性
，
为构建系统完善的非遗新媒体传

播力提升模型提供有力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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