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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友力的概念

校友工作涉及到的内容十分宽泛，包括校友资源的

挖掘、校友文化的营造、校友意识的建立、校友捐赠的

平台和校友数据信息化建设等，有学者试图通过“校友

力”这一关键词囊括校友工作的碎片化概念。重庆大学

上海校友会最早提出校友力的概念，认为校友力包含母

校认同力、校友文化认同力、校友情感凝聚力、校友资

源力、母校形象品牌力和社会责任贡献力六个内涵 [1]。

校友力的“力”是驱策事物的能量，校友力的增强能够

促进校友凝聚情谊、分享资源、回馈母校和奉献社会等

工作有序开展 [2]。

随着校友工作的深入发展，人们对于高校和校友间

关系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李冬雨对校友力的概念进行

了拓展，认为校友力是母校与校友间相互影响、相互交

融、相互促进的互动作用力，既包括校友对母校的反哺

力，也包括母校对校友的支持力。[3]

为更好地建立学校和校友间“发展共同体”，目前，

大部分国内高校校友工作的重心由“找到人”逐渐过渡

到“服务人”的阶段。围绕校友力的提升进行校友工作

研究，激发校友自觉产生为母校贡献的内在动力和使命

感，逐渐形成爱校、助校的情感力量和文化氛围，从而

达到学校和校友共生共荣、互惠互利的良性互动。

二、新媒体技术对校友工作的影响

广义的新媒体被称作为“第五媒体”，指在新的技术

支撑下出现的，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

术，以多媒体（如电视、电脑、手机、显示屏等）为主

要输出终端，向用户提供文字、图片、视频、音频、交

互的语言娱乐服务、远程教育等信息集成的新传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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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手段的总称 [4]。新媒体技术的突出优势是：提高信息

传达速度，增加信息阅读量，易于受众对信息进行处理

和修改，加强受众互动交流 [5]。

新媒体技术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高校

校友工作的方式和载体亦几经革新。早期的校友管理方

式逐渐呈现出校友信息碎片化、信息传播局限性、人员

联络不畅通等问题，校友力的提升遇到瓶颈。相比单独

的微信群、QQ 群、论坛和贴吧等技术载体，建立统一的

校友信息服务平台，更为方便直接，为校友会的管理和

建设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6]。

综上，在校友工作中充分应用新媒体技术，是顺应

时代发展和校友需求习惯的大势所趋。考虑到校友和母

校间学缘关系的特性 [7]，适时应用新媒体技术，可以更

加快速地将母校信息传递给校友，也可以让信息在校友

与校友、校友与母校间更加便捷地传播和反馈，为母校

收集、分析校友需求，促进双向有效互动关系的建立提

供可能，为校友工作边界的拓展、校友力的可持续增强

找到新的突破点。

三、A大学注册校友特征分析

近年来，A 大学不断依托新媒体技术推进多种校友

工作平台建设，包括网站、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微信

小程序等。其中，新建微信小程序作为校友互动载体，

上线当月，校友注册人数即超过前期已使用 2 年的旧平

台总注册人数，上线 6 个月，校友注册总人数接近旧平

台注册总人数的 2 倍。

本文着重分析注册校友的自然特征（类别、年级、

地域）和行为特征（注册时间、参与活动），进而为利用

新媒体技术提升校友力提出对策与建议。

（一）注册校友类别组成

注册校友中，教职工、在校生、毕业生所占比例分

别为 0.5%、24.3% 和 75.2%，如图 1 所示。值得注意的是，

在校生校友具有较高的注册比例，是活跃的校友群体。

图1　注册校友人员组成

（二）注册校友年级分布

注册校友人数基本随入学（入校）年份的临近而逐

年增加。其中，1977 年及以前入学（入校）的注册校友

占 比 均 不 足 0.1%。1997 年、2007 年 和 2017 年 入 学（入

校）的注册校友人数均出现较为明显的“峰值”，2017

年入学（入校）的注册校友占总注册人数比例最高，达

13.62%，如图 2 所示。由此可见，年轻校友对新媒体技

术的接受程度相对较好，表现出较好的活跃程度；毕业

20 周年、10 周年及应届毕业生校友具有较高的积极性。

图2　注册校友入学（入校）年份分布情况

（三）注册校友地域分布

注册校友（不含在校师生）分布在 33 个省级行政

区（台湾省暂无注册校友，少量所在地区未知的未计入

统计）和海外。其中，辽宁注册人数占总注册人数的

26.58%，是注册人数第二名山东的 3.2 倍；注册人数前十

名的地区，除辽宁外，多数分布在北上广和长三角地区，

详见表 1；注册人数后十名的地区，多数分布在我国西部

地区，详见表 2。

影响校友注册人数的主要因素为当地校友人数和校

友活跃程度，应具体分析影响校友注册人数的主导因素，

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策略。如，据悉，A 大学重庆校

友人数不少但注册人数排名相对靠后，应加大小程序在

该地区的宣传推广力度；辽宁校友基数较大且注册人数

也相对较多，此地应有针对性地开展适合大规模校友的

活动和服务，以进一步提升校友力。

表1　注册校友人数前十名地区统计表

序号 地区 比例

1 辽宁 26.58%

2 山东 8.20%

3 北京 7.83%

4 江苏 5.48%

5 上海 5.09%

6 广东 4.79%

7 河南 4.46%

8 河北 4.08%

9 浙江 3.26%

10 湖北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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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注册校友人数后十名地区统计表

序号 省份 比例

1 广西 0.67%

2 甘肃 0.67%

3 新疆 0.63%

4 重庆 0.62%

5 宁夏 0.31%

6 海南 0.16%

7 香港 0.11%

8 西藏 0.11%

9 青海 0.07%

10 澳门 0.02%

（四）注册时间分布

校友注册人数最多的时间分别是 4 月、6 月和 7 月，

其中，4 月的校友注册人数占总注册人数的 76.42%，如

图 3 所示；6 月和 7 月注册校友中，2017 年入学的校友注

册人数分别为当月注册人数的“峰值”，如图 4 所示。

图3　注册时间分布图

图4　注册校友入学年份分布（4月、6月和7月）

A 大学在建校日（4 月）正式推出微信小程序，以

个人信息安全保障和注册抽奖激励这两方面着力宣传；6

月，A 大学组织校园“嘉年华”“毕业季”等系列传统活

动；7 月，学校未组织大型活动，应届毕业生校友当月注

册比例仍最高，达 1.47%。

由此可见，校友活跃程度与技术手段优化密切相关，

微信小程序更符合现阶段多数校友的手机使用习惯；学

校品牌活动对校友具有深远影响；应届毕业生对母校的

情感依恋和寻求校友组织的需求促使其通过互动载体与

学校取得联系，毕业生刚步入社会之际是提升其校友力

的良好时机。

（五）活动参与情况

微信小程序上线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活动（服

务）是校友卡申领、校友返校和毕业生校友纪念口罩，

分别占比 49.62%、21.21% 和 17.62%。

综上可见，参与度较高的活动（服务）或是能满足

校友情感需求，如，校友卡是校友身份的象征；或是具

备“实用”功能，如，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的情况下，A

大学校友返校须通过微信小程序提交相应材料才能申请

进入校园。摸清校友的“情感”需求和“实用”需求显

得尤为重要。

图5　活动（服务）参与情况

四、对策与建议

一方面，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作为载体吸引校友，

可以最大化有效缩短校友沟通时间和校友联络空间上的

距离，更好地实现从“找到人”到“服务人”的工作转

型；另一方面，依托新媒体技术，综合利用数据分析手

段，深入挖掘校友的需求点，将校友分类管理、按需服

务，从而实现校友力的提升。

1. 校友互动平台的建立，要注重便捷性、实用性和

安全性。A 大学微信小程序推出当月的注册人数超过原

有平台总注册人数，一是得益于微信小程序更顺应现阶

段校友的使用习惯，二是由于微信小程序承载的功能与

校友的需求相吻合，三是得益于有学校做背书，个人信

息安全方面更容易取得校友的信赖。

2. 对于活跃度低的校友群体，利用新媒体技术“找

到更多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群体选用不

同的策略。（1）充分发挥多种组织载体作用，加大对新

建互动载体的宣传推广力度。A 大学注册校友在入学年

级和地域分布上均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个别年级和地区

的校友基数可观但注册微信小程序的人数偏少，除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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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会组织活动和宣传推广外，应充分发挥班级联络人

和地方校友会等抓手的作用，鼓励其利用新媒体技术的

优势吸引更多校友使用。（2）综合利用多种新媒体技术。

A 大学年长校友注册新平台的人数占比偏低，表明年长

校友接受新载体的速度相对缓慢，在鼓励其使用新平台

的同时，应保留其习惯使用的电子邮件、网站、微信公

众号等途径。

3. 对于活跃度高的校友群体，利用新媒体技术“精

准服务人”。找准校友需求点，做到分类管理、精准服

务，增加有效互动，实现校友力增强。（1）重视在校生

校友意识的培养和挖掘。在校生校友表现出较高的注册

比例，校友工作可以前置延申到这一群体。一方面，利

用在校生易于接受新媒体技术、乐于参加校园活动等特

点，适时开展面向在校生的校友工作，促使其在校期间

即树立正确的校友意识；另一方面，紧密围绕校友需求，

搭建在校生和已毕业校友的沟通平台，满足在校生对其

人生规划、就业方向等方面的需求，也为已毕业校友发

挥自身智力资源优势、助力母校发展提供渠道。（2）重

视应届毕业生校友需求。A 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校友离校

的第一个月，在母校未组织大型活动的情况下，仍表现

出很高的注册比例。一方面，离开生活多年的校园，情

感上具有很深的依恋；另一方面，初到新的学习或工作

地点，具有找到当地校友组织的实际需求。注重完善面

向该校友群体的工作内容和体系，将为校友力找到新的

增长点。（3）重视值年毕业的校友服务。受中国传统文

化和学校多年校友活动导向的影响，即便疫情原因导致

大规模返校聚会较难实现，毕业逢 10 整年的校友仍具

有较高的注册比例。应利用新媒体技术丰富值年返校活

动形式和内容，提升返校服务体验，充分调动值年毕业

校友的积极性，建立建牢校友与学校之间的感情纽带。

（4）重视对校友的分析和服务。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信

息传输的便利性和大数据分析手段，摸清已联络校友的

需求点，分类管理，精准提升服务内容和体验，稳固提

升校友力。

五、结语

新媒体技术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

信息传输渠道和信息获取手段，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也给

高校校友资源的管理方式和业务拓展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新媒体技术的即时性、便捷性和交互性等优势将极大地

利于高校校友工作的拓展。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新媒体

技术特点并结合大数据分析手段，精准挖掘校友需求，

不断加深校友文化营造和校友力的长足发展，必将开创

高校与校友间的双赢互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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