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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站up主抽样数据分析：up主行为研究概述  
导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在近几年中，哔哩哔哩弹幕网平台（以下简称B站）逐渐走向成熟，成为了中国年轻世代高度聚集的文化社区和视频网站。随着B站
用户的增多和up主（B站up主的称呼）数量的上升，B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年轻一代的价值取向，从而对B站大数据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愈加突显。通过对B站up主
行为研究分析，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反映当前年轻人的心理需求以及兴趣偏向，up主的部分行为和粉丝数量关系，以此来更加清晰地洞察当前主流价值取向并对新老
up主制作视频、吸引粉丝提供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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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数据概要、分类与处理思路  

1.1 数据概要  

 在提供的数据中（将该数据集称为 old_bilibili），共收集了8360位up主的个人信息，单个up主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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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 follower sex master album

redbook self_tags video_tag_combine video_max_ratio video

是否关联小红书 自我标签 视频分区 主类视频比例 作者视频数量

name fans video_numbers recentVideo_publishedTime

Up主名称 当前粉丝数 视频的总数 最新视频发布时间

date length id_ play

近期视频的发布时间 近期视频的时长 个人编号 近期视频播放量

    该数据集获取时间为2019年，距今已有一定时间。为了进行纵向对比研究，我们通过谷歌的web Scraper功能获得了以上8360位up主在2022年11月的相关数据
（数据集称为 new_bilibili）：

1.2 数据分类与处理思路  

 在数据处理上，我们小组主要围绕粉丝数这一因变量，探究各个自变量对其的影响。

    我们先把数据分为两大主类，过去的和现在的，对于过去的变量先采取在同一时间节点横向展开的方式处理数据，探究 old_bilibili中各变量对粉丝数的影响；

然后对数据纵向展开，以前后时间节点上的粉丝数变化为因变量，探究up主的活跃度、视频发布数量等自变量对其的影响。

 综合利用以上数据，我们小组的数据处理思路如下图所示

我们的数据分析工作可总结为以下两点：

1. 对 old_bilibili中up主的基本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2. 对比 old_bilibili与 new_bilibili中的相关数据并进行分析

02 数据处理  

2.1 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  

2.1.1 基本信息数据间相关系数分析：  

 首先我们对 old_bilibili中各项数据的相关系数进行了研究，由相关系数矩阵和热量图可知：

 play_ave20和 follower（0.786）， wx和 weibo（0.296）， qq和 weibo（0.278）， weibo和 master（0.222）， qq和 master（0.202）， mail和

weibo（0.246）， article和 album（0.197）， taobao和 wx（0.195）， mail和 qq（0.173）的关联度较高（≥0.15）。其余的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较小，说

明关联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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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解说 搞笑 美食 电影 美妆 视频 鬼畜 音乐 动漫

240 112 104 95 94 81 72 62 61 65

生活 时尚 主播 字母组 实况 原创 科技 翻唱 日本 MMD

52 48 45 45 44 44 43 42 42 40

 

2.1.2 不同分区的性别比例  

 将 old_bilibili的 sex信息进行统计分类，将其分别绘制成直方图与饼状图，再对主题进行分类，对各分区的up主性别成分进行分析，具体图形如下：

 

 

 由图1、2数据可得，在公开的数据资料中，男性的占比达到了68.2%，女性为31.8%，约为女性数量的2.14倍。但在整体数据中，41.2%的up主都不愿意公开自己
的性别资料。

 由性别分区分布可得，男女数量比差异在鬼畜、游戏、科技等领域达到最大，在舞蹈、时尚、生活领域达到最小，其中舞蹈和时尚两个领域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性女性的整体的兴趣集中点的方向。

 

2.1.3 标签词频统计  

 提取 new_bilibili中的 self_tags类，将全体数据合并程一个 txt文档，共计8889个个人标签词汇，经微词云处理后，生成的词云图如下：

 因为个人标签的自由度较高，对于低频词汇的统计的价值和意义不大，其中排名前20的个人标签词汇和对应数量如下：

 由词频分析可得，当下年轻人的主要兴趣集中在游戏（游戏、解说）、生活（生活、时尚、美食、美妆）、音乐（音乐、翻唱）、动漫（动漫、MMD、日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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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up主关联号分析  

1. 研究不同分区关联其他平台人数与占比  

 我们对不同分区的有关联其他app平台的up主进行了研究，通过绘制条形图和饼图考察每个分区中不同关联app所占的数量和比例。（备注：weibo：微博；wx：
微信；qq：QQ；taobao：淘宝；mail：邮箱；tiktok：抖音；redbook：小红书）

分析：

1. 在游戏区、动画区、鬼畜区中，可见关联QQ的up主所占比例基本达到50%，归因为QQ作为青少年聚集的社区，游戏、动画、鬼畜等与ACG（Animation, 
Comic & Game）相关话题更容易在QQ中得到关注；

2. 音乐区、舞蹈区、生活区、影视区、娱乐区中，可见关联微博的up主所占比例较大，归因为微博作为普及度较高的公民媒体，音乐、舞蹈、生活、影视、娱乐等
偏大众性的话题更容易在微博得到传播；

3. 关联微博的up主和关联QQ的up主在各个区中占比都比较大，可见bilibili平台与QQ、微博平台关联性、互动性较高；
4. 关联微信的up主大多数出现在生活区、科技区、影视区、时尚区，而较少出现在游戏区、动画区、鬼畜区等，归因为微信用户年龄分布偏大，适合大众性话题的
传播，不适合ACG等话题传播；

5. 在所有区中只有极少数up主关联了抖音、小红书、淘宝，说明此类app与bilibili平台关联度并不高。

2. 关联其他平台是否有助于粉丝量的增长  

 我们研究并绘制了四年up内主增粉量与up是否关联了其他平台之间的关系：

 可见有关联号的up主在四年内增粉数较大，增长潜力也更明显。归因：关联其他平台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up主的知名度，使其在bilibili上获得更多的关注。

 

2.1.5 视频长度和视频播放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研究了up主的视频长度分布以及up主的视频长度和视频播放量之间的关系。将 video_ave20取对数（log10）后绘制图形如下：

 如下图所示，up主的视频长度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大部分的up主的视频时间集中在10分钟上下（根据处理公式换算得到，10^t）。

 如右图所示，在清理掉播放量大于一百万的视频后（极少数据，以突出散点图大部分数据特征），$sup(视频播放量)$和$log_{10}(视频时长)$基本呈现先升后降的
趋势，表明大多数视频播放量大的视频集中在中间，其时长大约在1分40秒-16分40秒之间（图中横坐标2-3区间）。反映了人们对视频时长的偏赖程度。但同时在上
述（2-3）区间内仍有大量视频的播放量较低，与左图信息结合，表现出这个区间的视频的竞争压力也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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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时尚 电影 生活 舞蹈 鬼畜 其它 科技 卡通 游戏 娱乐 音乐

Δ排名 +3 +2 +1 +1 +1 0 -1 -1 -1 -2 -3

 

 

2.1.6 up主视频与粉丝数的关系  

 up主视频的数量与粉丝数具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分别对up主视频的数量，up主视频的总时长进行了统计，如下图所示。左图为视频数量、总时长与粉丝数关系的散
点图（数据均取了对数），右图为条形图，两者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由此得，在视频质量相同的情况下（基数足够大后将视频质量视为相同），视频发布越多越有
利于粉丝数的增长。

 

2.1.7 up主在不同分区的分布情况  

 B站一共分为游戏、卡通、鬼畜、音乐、舞蹈、生活、科技、电影、娱乐、时尚、其它十一个分区，每个up主都会根据其特点被归入到一个区中，受到B站文

化倾向的影响，up主在各个分区的数量具有明显差异，通过统计up主的的分区情况，能够得出一些基本的青年价值兴趣取向：

 在受到兴趣和他人的影响，很多人开始运营自己的up主账号，但视频发布往往具有低质、随意的特点。在讨论up主分区的情况时，我们将up主做了两类统计：高质
量up主（粉丝数>=10万）和全部up主（不对数据做任何筛选）。up主在各区所占比例图如下：

 

 大部分的up主主要集中在生活、游戏两大主要分区，对比前后两组数据，对各个主题的排序的升降对比，得出各主题在up主精英化后排名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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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排名的对比变化，我们发现 时尚、电影等数据的排名具有一定上升，而游戏、娱乐等排名具有一定下降，说明想要做好时尚、电影等偏大众性的文化话题具有
一定的难度。但整体的排名和类型比例没有大幅变化的情况，表明在各个类型中的up主发布视频的平均质量和水平差别相对较小。

 因为每个分区的视频制作区的up主数量的差异明显，就会有不同分区的内卷程度不一的现象，我们将平均粉丝数来判别每个分区的内卷程度，平均粉丝数越多，说
明内卷程度越低，我们能够绘制出以下图像

内卷程度 潜在粉丝数量 潜在竞争对手 分区的全部博主全部粉丝 该区全部博主 平均粉丝数

 我们惊人地发现，位于平均数（127 k）以下的和以上的主题与上方排名变化为正和负的主题保持着完全一致性，游戏、卡通、娱乐等内卷程度严重，舞蹈、时尚、
生活等内卷程度较低，说明在2019年，舞蹈、时尚、生活区的发展空间比较大。

2.1.8 视频主题集中程度与粉丝数的关系  

 对于up主视频制作，有的up主视频制作相对集中，有的up主视频制作相对杂乱分散，哪种情形更有利于吸引粉丝？我们对这一数据展开了分析：

 首先做出散点图，得到数据的分布情况；再绘制各个区间的分布情况：将整个数据（0-1）分成10个区间，并将每个区间的粉丝数取上、中、下位数，绘制直方图，
最终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由散点图和曲线图可得，大部分的up主视频较为集中，56%的up主的主题集中度都达到了90%以上，而主题集中度小于20%的up主的数量为0；由条形图，除集中
度为20%-30%阶段的数据外，25%、50%、75%处的粉丝量都随着集中度的增加呈现增长态势（集中度在20%-30%的数据量只有25个，不稳定性较大，可不予考
虑）。因此，一定程度上提升up主的主题集中度有利于粉丝数的增加。

2.1.9 贴标签对up主粉丝数的影响  

 衔接2.1.2, 我们完善对标签信息的分析，在词频分析后，进一步探究其与粉丝数的关系。贴标签是否与粉丝数具有一定关联？我们首先对up主是否具有 self_tags

进行分析，放大后的 boxplot如下所示：

 由数据得，在贴了标签的情况下，up主的 boxplot的四分位数对应的指标均高于不贴标签的up主，其中中位数之差达到了10841.5个粉丝量，整体可得出结论：贴

了标签的up主平均粉丝数将会高于不贴标签的up主，推测原因为贴了标签更有利于用户精确定位up主特征和方向，同时贴了标签的up主在行为上往往更加注重细节
与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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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此同时，对于前期调研的高频词汇，我们截取了前九项作数据分析，探究高频词汇（即用户喜欢看的类型）在标签中的出现是否和粉丝数呈现正比关系，绘制表
格如下：蓝点为各个数据（类型-粉丝数（取对数））的散点图，红点为各类型中位数取值，最后一列为全体数据集，是对照组，比对发现，除游戏外，全体数据的中
位数均比对照组略高，且低粉丝数的情况在贴热门标签后出现的次数明显低于对照组。up主的水平整体呈现层次不齐状态，贴标签一定程度上对粉丝数的增长略有积
极的影响。

2.2 时间上的数据的对比  

2.2.1 新数据获取  

我们采用谷歌浏览器的插件Web Scraper，对获取所需要的数据。在Web Scraper 内显示的数据如下。得到 new_bilibili的数据，因获取的up主均为

old_bilibili中的up主，只是时间上的不同，故能够对前后的数据实现对比分析。

 

2.2.2 up主增粉量简析  

 

由图可得，数据集中有32.3%的up主的粉丝量出现了负增长（minus），也有约40%的up主粉丝数增长明显。

 

2.2.3 up主活跃度变化研究  

 基于 new_bilibili，我们以up主的信息分为了以下四类：全体调查up主、在2022年仍发布视频的up主、在11月份仍发布了视频的up主和在48小时内发布了视频

的up主（四个类型为包含关系）。由数据得出，28%的up主已在22年未发表任何视频；34%的up主为轻度活跃（月发表），11%的up主仍然极度活跃，在48小时内
由发表视频的痕迹。

 

 对up主的活跃度与粉丝数的分析，我们将四类数据做取补（如： boxpolt “month“一栏只包含在11月发表且在获取数据时48小时内未发表视频的up主）后做出

boxplot，纵坐标为数据粉丝数增长的百分比 :

当前粉丝数量 过去粉丝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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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各分区发展潜力分析  

 依照up主分区将up主进行分类，然后再对up主进行粉丝数增长调研研究，对比粉丝数增长的差异，我们能够得出不同领域的发展潜力的大小。

潜在发展潜力 粉丝增长总数 博主人数

 受到活跃度的影响，活跃度较高的up主的增粉量的代表性比活跃度较低的up主的增分量对当前情况预测的代表性更强，因此我们对时间轴上各数据进行权重的分
配，优化发展潜力的评估方式：

潜在发展潜力 日更博主增粉 日更博主人数 月更博主增粉 月更博主人数 年更博主增粉 年更博主人数 不活跃博主增粉 不活跃博主人数

 绘制出的图像如下：

 由此数据得出，当前电影、生活、其它、游戏分区的发展潜力较大，而娱乐、时尚、音乐、舞蹈的发展潜力较小。

 

2.2.5 up主的视频时长分析  

 在new_bilibili中，我们统计了2022年up主视频时长的分布，如下图中左上图所示。可看出视频时长存在两个峰值，第一个峰值位于约5分钟处，而第二个峰值位于
约2000分钟处，是获取数据时直接获取了一整个合集的视频总共时长导致（合集功能于2021年上线，可以收录一位up主一系列的视频），故不对第二个峰值进行研
究。可见大多数视频时长都集中在5分钟左右。

 我们进而研究对比了2019年和2022年的视频平均时长，发现由于受到合集的影响，2019年视频时长和2022年视频时长在30mins后不具有较高的可比性，但从图中
可大致看出合集在new_bilibili长视频中的比例较高，对后面的分析进行指导。

   剔除掉可能被合集影响的数据，我们又比较了2019年和2022年视频长度的差异，并绘制了下图中右上图。可知2019年视频长度与2022年视频长度并无太大差异，
表明在短视频盛行的时代，B站长视频生态仍可缓冲短视频潮流的冲击。

 我们进而研究了2019年不同分区的视频时长分布情况，可见游戏区、娱乐区、时尚区的平均视频时长较长，而鬼畜区、音乐区、舞蹈区等视频平均时长较短。

如上图所示，”完全不活跃“和”年更“的up主的粉丝增量明显低于”月更“和”日更“的。”月更“和”日更“的up主的增分量差距相对较小，”月更“up主在75%分位数的值甚至高于”日

更“up主。推测**”日更“的up主更加注重视频的频率与数量而”月更“的up主更加注重视频的质量。两者均有利于粉丝数的增长，故最终的数值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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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7 up主视频增量与增粉量的关系

 

 最后，我们比较了2019年、2022年视频时长的变化，下图横轴表示2022年各区平均时长-2019年各区平均时长，曲线为其密度分布曲线。观察第一个峰值，可见舞
蹈区、时尚区、游戏区的视频时长有所缩减，影视区和科技区的视频时长有所增长，其他基本不变。观察第二个峰值，我们可认为该峰值很大程度上是由合集的加入
造成的，进而可体现合集出现更加频繁的分区。可知时尚区、娱乐区合集使用更频繁，而舞蹈区、鬼畜区的博主平均使用合集频率更低。

  

2.2.6 up主视频播放量变化  

 将过去四年的up主的视频平均播放量做对比，如左图所示。橙色点代表当前各up主的近期平均视频平均播放量，蓝点代表2019平均播放量（取对数）。读图可得
当前数据较2019年数据整体有明显提升。因为为随机抽样，我们将其归因于哔哩哔哩的近三年的发展中用户基数的迅速扩大导致的up主视频的播放量的整体抬升。

 然后我们将过去三年单个up主粉丝数的增加量和视频平均播放增量之间的关系（均取对数）。由右图可得，粉丝数的增长和用户的视频播放量的增长呈现出正比的
关系。

 根据新旧数据，我们获取了4年内视频增量与粉丝增量的数据。剔除掉视频增量或增分量为负数的数据（认为该部分数据对up建议的参考价值不大），并对两组数
据都取对数后，我们绘制出以下的散点图和热量图：

 

 从散点图趋势线可以看出增粉量随视频增量呈正增长趋势，某种程度上说明视频产出越多，越容易收获关注。

 从热量图可以看出，数据集中大多数up主（不考虑增粉量、视频增量负增长的up主）在4年内视频增量聚集在在对数坐标下为4-5处（即平均一年更新约14-37个视
频），获得约3000-440000个粉丝的增长（可认为是较可观的增长量）。由此可推论，仅从视频更新数量的角度考虑，up主保持一年14-37个的视频更新量，最有可
能获得更多的粉丝关注。

03 总结与分析  

3.1 数据总结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1. up主近期视频的平均播放量、up主的粉丝数的变化量在整体上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平台的活跃度越来越高，表明哔哩哔哩公司在过去的4年间的发展仍为
明显的上升趋势。

2. 从事哔哩哔哩up主这一职业的人群中，男性的比例相对较高，大约为女性数量的两倍左右。不同分区up主男女比例差异明显。

3. 在个人标签上，与“游戏”、”生活“、“音乐”、”动漫“相关的词汇是up主标签中最容易出现的词汇；而在哔哩哔哩的分区上，我们无论是精英数据还是随机数据，我
们都能看到将近一半的up主都集中在”游戏“和”生活“两个分区上，”动漫“和”音乐”主题紧随其后，表现了B站虽然正在经历大众化的转型，原初的ACG生态仍有所
保留，留住B站“原住民”的同时，还在不断鼓励ACG内容的创作；同时更多生活话题的出现对扩大B站用户基数有着积极作用。

4. 在各个分区上，通过横向对比，我们得出了不同分区up主的“内卷程度”的差异：数据表明，在游戏、卡通、娱乐等分区的内卷程度严重、而舞蹈、时尚、生活的
内卷程度较低。将up主以粉丝数是否大于十万为分水岭，进一步筛选出精英up主。在排名的变化上，我们也能够得出相似的结论（2.1.7）。同时，贴上标签、
把主题做得相对集中，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粉丝数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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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纵向对比数据，我们得出了各个区的潜在发展潜力。当前“电影”、“生活”、“其它”、“游戏”分区的发展潜力较大，而“娱乐”、“时尚”、“音乐”、“舞蹈”的发展
潜力较小。发展潜力体现的是不同分区增粉量（也就是关注人群）的变化情况。虽然数据整体都是扩大增长，但更多的人群开始在“生活”、“其它”，“电影”，“娱
乐”领域扎堆，反映出B站文化生态正在实现转型。

5. 在平台关联度上，与游戏、动画、鬼畜区up主与QQ关联度较大；音乐、舞蹈、生活、影视、娱乐与微博的关联度较大；生活、科技、影视、时尚和微信的关联
度较大。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用户的年龄阶段和兴趣方向导致的。QQ的活跃用户主要以年轻人为主，强调用户的个性表达；微信的活跃用户人均年龄较大，更讲
究信息传递的有效性。而微博作为大众媒体，能够有效地传递实质信息。平台的属性导致了以上主题关联的数据差异。而在所有区中，只有极少数up主关联了抖
音、小红书、淘宝，说明此类app与bilibili平台关联度相对较低。从整体来看，更多的关联号意味着更多的粉丝增长数。推测原因为不同平台的相互关联与吸引
增强了up主的影响力。

6. 在up主的活跃度上。我们发现有将近1/3的up主已经不再活跃，其它的up主在一年内仍以不同的活跃度出现在B站上，有近一半的up主依旧保持较高的活跃度
（月更或更短）。表明B站的up主创作激励计划等鼓励创作的机制能较有效地增加up主在B站的驻留率

7. 在粉丝数的增量百分比上，我们发现日更的up主与月更的up主的增量中位数基本保持一致，而月更的在 75 percentile的位置的增量甚至高于日更up主。但从

数据整体来看，发布视频数量、发布的总的视频时长是与粉丝量呈正比关系的。进一步表明在提升视频数量的同时，up主也要注意发布视频的质量。才能更有助
于吸粉。

8. 从播放视频时长来看，2019年和2022年视频时长差异不明显，表面B站生态在一定程度上对短视频浪潮起到了缓冲作用。

 

3.2 报告分析  

3.1.1 优点  

1. 我们利用Web Scraper或取了同样的up主最新的数据，保证了数据的时效性。同时将新老数据对比，得到了关于up主的信息变化的数据并得出了有效结论；
2. 我们的数据的信息覆盖面较广，所有数据均被得到有效利用并得出相关结论；
3. 在一些数据处理上，我们对数据进行分类、加权、整合、以增强结论的有效性，同时数据绘制成不同的类型的数据图，增强了数据的可视化程度。

3.1.2 待改进  

1. 在数据获取上，我们获取了合集的数据并将其算入了视频播放量中。对视频播放长度的预测可能会因此带来一系列误差。
2. 在数据权重的配比上，我们采用的是近似一维的线性配比（如0.4，0.3，0.2，0.1）而没有采用更科学的权重配比公式对权重进行赋值
3. 在探究精英阶层和大众up主的主题分区后，我们没有对精英阶层（粉丝数大于十万）的数据做进一步分析，得到精英和普通up主之间的各个其它量之间的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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