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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环境下用户协同信息行为研究述评*

张薇薇

摘摇 要摇 随着协同技术的发展以及 Web2. 0 群体交互性虚拟社群的出现,用户协同信息行为已经逐渐成为新的

研究热点。 协同信息行为的类型主要包括:协同信息查寻与检索、计算机支持的社群信息交流、协同内容创作和

协同信息质量控制。 协同信息查寻与检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协同内容创作,尤其是协同信息质量控制的研

究相对较少。 协同理论也是协同信息行为研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目前尚缺乏对社群用户在协同系统环境下

的信息活动及其情感、认知的综合研究,缺乏对异步、异地发生的用户协同信息行为的研究。 此外,如何设计和构

建群体交互式虚拟社群环境,以更好地提升用户协同信息活动的效果这些都将成为新的研究课题。 图 1。 参考

文献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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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In the wak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llaborative technology and with the advent of Web 2. 0 - based virtual

communities熏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behavior 穴 CIB雪 has aroused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academia. It is stated that

recent CIB researches mainly involve the following types押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retrieval 穴 CIS&R雪 熏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supported by computer熏 collaborative content cre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quality

control. CIS&R is熏 comparatively熏 the most fruitful field熏 while studies on collaborative content cre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quality control are relatively fewer. Furthermore熏 collaborative theory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CIB studies. It is

argued that synthetic research concerning information activities熏 emotion and cogni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llaborative

systems is absent in recent studies熏 especially in regard to manifestation and pattern of collaboration. It is also stated that

few models have discussed problems of asynchrony and remote CIB in a computer鄄supported context. Moreover熏 this paper

asks how we can build a virtual community for group interaction that better supports participants蒺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practices. These problems will be addressed in further studies. 1 fig. 64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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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NUMBER摇 G354

摇 摇 协同信息行为(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Be鄄
havior, 简称 CIB)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的领域,
信息检索、人机交互、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

(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简 称

CSCW)等领域均能发现有关 CIB 的研究[1] 。 本

文所探讨的社群环境主要是指计算机支持的社

群环境,随着协同技术和 Web2. 0 技术的发展以

及交互性虚拟社群的出现,用户协同信息行为

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引起了相关研究人

员的广泛关注。 社群环境下,研究者不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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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用户的信息行为,而且关注多个用户之间

的信息交互以及这种交互对信息行为及其结果

的影响。

1摇 协同信息行为研究的背景

1. 1摇 传统信息行为研究概况

协同信息行为研究是在个体信息行为研究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早期的研究重点关注个

体信息行为特征、理论与模型的描述和构建。
Lazinger 对信息行为的定义是:在动机支配下,
用户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目标的行动过程[2] 。
Wilson 认为信息行为是人类关于信息源和信息

渠道的行为的总称,并对信息行为作出进一步

定义,即个体在识别信息需求,以任何方式搜索

信息并利用或转移该信息时所进行的那些活

动[3] 。 本文倾向于 Wilson 的前一个定义,其内

涵最为丰富和贴切,能适应新的技术环境下用

户信息行为研究的需要。
传统信息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信息

查寻、信息搜索、信息检索、信息浏览和信息利

用等方面,其中信息查寻行为是研究的重点。
例如 Kuhlthau 的信息查寻过程模型包含六个阶

段[4] ,Wilson 的问题解决模型将信息查寻、检索

与利用看作是以目标为导向的问题解决过程的

不同阶段[5] 。 随着基于计算机的检索系统和网

络搜索引擎的兴起,大量关于用户的研究开始

侧重于关注网络信息检索行为[3,6] 。 Case 从职

业、社会性角色、人口统计特征三个角度对已有

的信息行为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7] 。 沙勇忠等

从相关概念、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三个方面

对国内外网络用户信息查寻行为研究领域的主

要进展和热点问题进行了评介[8] 。

1. 2摇 协同信息行为研究兴起的原因

用户协同信息行为研究的兴起和蓬勃发

展,是内、外两种力量推动的结果。
(1)研究本身的需要。 传统信息查寻和情

报检索研究只针对个体用户的行为,忽视查寻

的社会情景以及用户之间的相互关系[9] 。 虽然

大多数信息查寻行为发生在社群背景下,但是

以往的研究很少关注用户群体的协同信息行

为,较少关注成员之间的交互因素对个体查寻

行为的影响[10 - 12] 。 1998 年召开的第二届情境

信息查寻会议出现了一些新主题,如协同信息

查寻[3] 。 美国信息科学技术学会在 2006 年度

评述中也有专门针对协同信息查寻与检索的

综述[1] 。
(2)协同技术的推动。 协同技术的兴起,进

一步推动了用户协同信息行为的研究。 协同技

术集中体现的代表领域之一是 CSCW,它是在计

算机的协调与辅助下,由小组成员共同实施的

活动[13] 。 这些系统包括 SearchTogether[14] 、Co鄄
Search[15] 、Cerchiamo[16] 、CIRLab[17] 等。 另一个

代表领域是 Web2. 0,它支持用户生成内容和协

同工作,如 Wiki、Blog、SNS 和社会化标注等。 尤

其是基于 Wiki 技术的大规模、自组织、开放的协

同内容创作网站受到了大众的欢迎[18] ,最成功

的例子莫过于维基百科,它引起了不少研究人

员的兴趣[18 - 20] ,同时也催生了新的用户协同信

息行为,那就是用户协同内容创作[20] 和协同信

息质量控制[18 - 19] 。

2摇 协同信息行为研究的一般性问题

2. 1摇 协同理论

目前 CIB 研究中关于协同的解释大都建立

在 CSCW 研究的基础上[12] ,且散见于各研究文

献的回顾中,专门针对用户信息行为的协同理

论研究较少。 现有研究普遍从用户协作的时间

顺序、地域关系、媒介形式以及相互关联的紧密

程度等方面,衡量和比较各种协同活动。 本文

主要从 CIB 研究领域出发,对协同的内涵、类
型、成本及形成条件加以阐释。
2. 1. 1摇 协同的内涵

协同最简单的解释就是 “一起工作冶 [21] 。
当社群成员利用自身的知识、能力无法解决一

个问题时,社群协同过程使得看到同一个问题

不同方面的成员,能建设性地探索差异和寻找

解决方案[22] 。 协同也是多个成员的互惠关系,
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在实现结果的过程中共同

承担责任,同时分享结果带来的声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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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23] 。 劳动分工和知识共享是 CSCW 协同理论

中的两个核心要素[24] 。 Cole 等建议从 8 个方面

去理解小组的同地协同行为[25] :淤目的;于交

流;盂内容和过程;榆任务和维持活动;虞角色;
愚规范;舆领导力;余阶段。 Gutwin 等提出了 7
种需要组件或协同系统支持的主要协同活

动[26] :淤显性交流;于间接交流;盂行动的协调;
榆计划;虞监视;愚援助;舆保护。
2. 1. 2摇 协同的类型

“协同冶一词在媒介形式、交流形式和协调

形式上各有不同[27] 。 一种网络信息查寻的协同

分类法[28] 被研究人员广泛使用,该分类法将计

算机支持的协同信息活动按意向、深度、时序和

地域四个维度进行划分,以表示协同的不同程

度和形式[28] 。 其一,意向维度。 根据用户对社

群信息需求的认知情况,可将协同分为显性协

同与隐性协同[27 - 29] 。 如果社群共享信息需求,
则协同意向为显性。 显性协同往往与基于信息

任务的协同活动有关[30] 。 如果系统需要推断出

每个用户的信息需求、任务的共性以及联合信

息需求的程度,则协同意向为隐性[29] 。 协同过

滤属于隐性意向[28] ,而 Google 的 PageRank 也可

归属此类[31] 。 其二,媒介维度。 Hansen 等按照

交流媒介不同将专利审查员的协同活动分为

“与人关联的协同冶和“与文献关联的协同冶两

种[12] 。 前一种是传统人际交流方式,后一种是

人—文献—人的间接交流方式,尤其是在计算

机支持的社群环境下,后一种演变为 CMC(Com鄄
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方式。 计算机协

同媒介的深度可从算法到界面[28] ,调节层次不

同。 其三,时序维度。 时序也称并发性,反映了

社群成员之间发生相互影响的时间次序关

系[28] ,据此可将协同分为同步协同和异步协同。
其四,地域维度。 根据社群成员所处的地域分

布情况,可将协同分为同地协同(或分布式协

同)和异地协同。
2. 1. 3摇 协同的成本与形成条件

对协同信息活动的社群用户而言,协同成

本主要来自额外的认知负担[32] 。 因为 CIB 成

员不但要关注自己的历史记录,还要关注其他

成员的历史信息记录[33] 。 有效的协同要基于

以下条件[33] :淤有共同的目标或相互的利益,
这是协同的基础;于要完成复杂的任务,这是

协同的必要条件;盂较高的利益 /负荷比,因为

协同会导致额外的认知负担[32] ,只有当协同的

负担在给定的情境中可以被接受时协同才有

效[21] ;榆个体知识或技能的不足,这是协同的

普遍成因。

2. 2摇 协同信息行为的含义与类型

2. 2. 1摇 协同信息行为的内涵

讨论 CIB,一个关键问题是它的定义。 目

前,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解释和定义。 华

盛顿大学协同信息检索项目研究小组认为,CIB
是一组人员采取的识别和解决共享信息需求的

活动[34] 。 这一定义包含了 CIB 行为研究中两个

重要的概念:协同和信息需求[11] 。 协同对于

CIB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共享信息需求意味着社

群协同活动有着显性或隐性的、相同或类似的

信息目标,两者共同协调和引导社群用户朝着

一个目标而进行各种信息活动。
2. 2. 2摇 协同信息行为的类型

要了解协同信息行为的类型,就必须先了

解信息行为的类型。 Wilson 认为信息行为包括

主动或被动的信息查寻和信息利用行为[3] 。
由于信息利用行为是心理学意义的认知过程,
这里不作研究。 研究者普遍认为信息检索、信
息搜索含义大致相同,而信息查寻广义上包含

了信息检索、信息浏览等行为[3] 。 此外,对信

息查寻还有一种狭义上的理解,就是仅指没有

明确目标的信息查找行为,包括信息需求的形

成、表示以及信息源的选择[12] 。 进行狭义理解

时,信息查寻可以和信息检索并列[1] 。 从行为

目的的角度讲,网络用户信息行为还可分为信

息发布、信息交流、信息查寻、信息选择、信息

下载行为等[35] 。 根据文献调研的结果,现有

CIB 研究中所探讨的类型可归纳为以下方面

(见图 1):淤协同内容创作;于协同信息质量控

制;盂协同信息查寻与检索;榆计算机支持的

社群信息交流,即 CMC。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

CIB 类型之间并非界限分明和相互独立,而是

有一定程度的交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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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摇 社群环境下用户协同信息行为的类型关系

2. 3摇 研究方法

2. 3. 1摇 数据采集的途径

通过大量的相关文献调研,本文归纳出 CIB
研究中三种数据采集的途径:淤真实社群环境

下的跟踪调查[11 - 12,36 - 37] ;于模拟社群环境下的

实验调查[29,38] ;盂虚拟社群环境下,利用计算机

网络媒介和工具对用户信息行为数据进行记录

和存储[18 - 19,39] 。 前两种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调

查方法和数据采集途径,但往往由于研究条件

所限,样本量较小,数据采集过程费时费力,比
较适合定性研究。 第三种则是在 CMC、CSCW
以及 Web2. 0 技术发展背景下逐渐兴起的一种

数据采集途径,其优点是数据量大、便利性和可

获得性强、采集过程自动化或半自动化,适合定

量分析和统计研究。
2. 3. 2摇 数据采集的方法

在 CIB 研究中,访谈法和观察法是数据采集

的传统方法[32],录音和录像则是普遍采用的辅助

方法。 但由于协同基础的存在,开始出现某些新

方法,如日记记录法、文献考察法,且传统方法也

注入了新内容以适应协同研究的需要。 常用的

方法主要有:淤访谈法[10 -12,32,36 -37,40 -41];于观察

法[11,29,32,36 -37,40]。 观察过程也会伴随使用出声思

维法[32,37];盂问卷调查法[10,20,29,41 -42];榆日记记

录法[4,10,12,43]。 设计表格形式的纸版或电子日

记[12],让参与者自行记录和描述每天的活动;

虞日志分析法[29,35,40]。 适合计算机支持的 CIB
研究,用户基于 CMC 方式的信息行为会在日志

中留下印迹,可通过审查日志挖掘行为特征;愚
文献考察法[32,41]。 检查与社群相关的文件。
2. 3. 3摇 数据分析的方法

各研究因为目标不同而采用的分析方法各

异。 常用的方法有:淤统计法[20,29,41] ;于案例研

究法[18] ;盂文本逻辑分析法[11,40] ,对数据单元

按照段落、句子、语词等不同级别进行仔细审

查、比较;榆民族方法学和交谈分析法[39,44] 。 此

外,一些研究人员也会根据自身的研究需要,采
用特殊的分析理论和框架。 如 Hyldegard[10] 采

用 Kuhlthau 的信息查寻过程模型[3] 为分析框

架,而 Bruce 等采用认知工作分析框架[37] ,以进

一步详细描述工作任务、决策、交流和协同、信
息需求、策略等。 Wilson[31] 在前人个体信息查

寻策略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

3摇 协同信息行为研究的主要类型

CIB 各种类型中,除了协同内容创作和协同

信息查寻与检索没有重合外,其余两两之间都

有交叠(见图 1)。 这表明协同内容创作 、协同

信息查寻与检索是用户协同信息活动的核心,
社群信息交流和协同信息质量控制则起到不可

或缺的支撑和保障作用,这四类信息行为共同

构成了 CIB 的基础。 其中计算机支持的社群信

息交流即 CMC,泛指以计算机网络为媒介的群

体交互,包括即时和延时通讯、网络论坛、博客、
维基、社会化标注、社会性交往网站等。 与传统

人际交往模式相比(比如面对面),当人们使用

CMC 交互方式时,会较少考虑交流中的社会性

因素,而更倾向于作出诚实的反馈[45] 。 由于社

群信息交流是其他所有协同信息行为的基础,
故而其研究成果可见于其他 CIB 类型的研究

中,在此不作进一步评述。

3. 1摇 协同信息查寻与检索

3. 1. 1摇 术语的统一

此类研究中,不同文献使用的术语不一,总
结起来有以下几种常用的表达:协同信息查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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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协同信息检索 ( CIR)、协同搜索、协同

Web 搜索、协同过滤、协同查询、协同浏览等。
本文认为以上概念之间有重合、交叠或者包含

关系,其中“协同信息查寻冶含义最广,使用最频

繁;其次是协同信息检索,与协同搜索含义相

同,涵盖了协同查询、过滤和浏览;协同搜索包

含了协同 Web 搜索。 为了避免概念之间的混

淆,增强研究的连续性与统一性,本文把这些研

究主 题 都 归 并 到 “ 协 同 信 息 查 寻 与 检 索

(CIS&R)冶这个较大的范畴下。
3. 1. 2摇 CIS&R 研究范围

CIS&R 是传统个体信息查寻与检索研究在

社群环境及协同技术发展背景下的延续。 Foster
在对 2000 - 2004 年 CIS&R 的研究综述中指出,
CIS&R 的定义与所在学科的假设有关,定义中

强调对协同工作任务的支持[1] 。 同时他提出了

一个具有广泛包含性的定义:“对于在信息查寻

与检索过程中能使个体进行协作的系统及其实

践。冶 [1]按此定义,目前对 CIS&R 系统及其用户

行为的研究均归属此领域。 这符合传统信息系

统研究的惯例,即按照系统(技术)和用户(行
为)两个维度展开研究,并相互交错。
3. 1. 3摇 CIS&R 过程阶段划分

Foster 将用户协同查寻与检索过程中的信

息任务分为三个阶段:协同信息查寻、协同信息

检索和协同信息导航[1] 。 协同信息查寻偏重信

息任务的第一阶段,即信息采集、信息需求的形

成、表示以及信息源的选择等[12] ;协同信息检索

或搜索侧重信息任务的第二阶段,即信息系统

或信息源的选择、查询或检索式构造、查询重

构、相关性判断等[12] ,协同查询和协同过滤是此

阶段的具体操作步骤;协同信息导航处于信息

任务的第三阶段,分为异步和同步社会性导航,
而同步社会性导航的方式有协同浏览、在线聊

天等[1] 。 各个阶段之间界限模糊,并伴有交叠

和反复。 查寻、检索、浏览、导航等信息行为关

联紧密,很难严格区分。 因此,很多研究文献虽

以 CIS 或 CIR 为主题,其实指的仍然是 CIS&R。
3. 1. 4摇 CIS 研究

信息查寻是传统信息行为研究的主要领

域。 在社群环境下,研究人员开始关注以下问

题:传统的信息查寻模型在新的协同环境下是

否适用,社群成员的行为与模型中个体的表现

是否相异,社群之间的信息行为与个体模型是

否不同,以及其他成员的信息活动如何影响个

体成员。 这些问题是用户协同信息查寻行为研

究的目标。 如文献[10]利用个体信息查寻研究

中的 ISP 模型[5] ,考查小组成员在协同完成一项

学习任务的情境下,其信息行为的特征。 文献

[31]重构了用于个体信息查寻的分析框架,在
模型中加入了协同环境因素,以评估 SearchTo鄄
gether[14]的协同信息查寻界面。
3. 1. 5摇 CIR 研究

CIR 可以被定义为与特定的问题解决活动

相联系的信息存取活动[12] ,包含了社群集体实

施的解决一个信息问题的任何活动[37] 。 在一个

与任务相联系的信息查找、检索过程中,以人与

人之间隐性或显性的交互作为信息源[12] 。 劳动

分工、知识共享、小组意识、会话持续性和结果

评价是 CIR 研究中的五个重要领域[17] 。 Bruce
等把 CIR 分解为以下情形[37] :淤两个或两个以

上成员为解决一个特定问题共同沿着一条路径

查找信息;于小组成员为解决一个特定问题沿

着不同路径查找信息;盂小组成员受到其他已

经找到相同或相似信息的成员意见的引导。 此

外,Fidel 等认为协同信息检索仅发生在参与用

户是同事,且实行相同的工作流程中[32] 。

3. 2摇 协同内容创作

3. 2. 1摇 协同内容创作的主要形式

协同内容创作[18,20] 的形式有协同写作[46] 、
协同知识创造[47] 、协同标注[48] 、协同多媒体创

作[49]等。 其中协同写作是协同研究中的一个重

要领域,它建立在个人写作的基础上,有多人参

与[46] 。 相比其他,这一领域有着较为成熟和系

统的研究。 个人写作包含计划、起草和审阅三

个认知过程,它们之间没有严格的顺序关系而

时有反复[50] 。 协同写作是由一个有共同目标的

小组,在共同的文档创建过程中,相互妥协、协
调和交流的反复的社会过程[46] 。 这一过程中包

含着以下要素:协同写作活动、流程、角色、策
略、工具或软件、文档控制模式、工作模式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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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认知等。
3. 2. 2摇 协同内容创作的动机

随着像 Wiki 一类开源软件的应用,利他主

义行为成为开源社群强调的主要方面。 Wagner
研究发现,对协同的兴趣是维基百科社群的主

导动机[20] 。 这不同于其他网络虚拟社群的激励

研究。 例如在一个专业社群的讨论版中,研究

人员发现,用户贡献知识的主要激励因素是声

誉,而不是帮助他人的愉悦感[51] 。 根据调查结

果,维基社群成员大部分是务实的利他主义

者[20] 。 因为维基百科的贡献者同时也是维基百

科的用户,因而这种务实的利他性表现为一种

普遍性的互惠关系,但不是直接的互惠。 此外,
自我实现也是志愿行动中比真正的利他主义更

为重要的动机。 只要虚拟社群提供条件以吸引

务实的利他主义者贡献知识,就能保证社群的

持续性[20] 。
3. 2. 3摇 协同内容创作的角色

角色是成员在小组中正式或非正式的职

责,它会随着协同写作活动的变化而变动[46] 。
角色与劳动分工相关联,有效的角色分配或劳

动分工可以提高产出,会促使成员更好地贡献

内容[52] 。 用户贡献的累积效应和劳动分工是维

基百科相比其他虚拟社群的独一无二的特

征[20] 。 协同写作的角色大体上有作者、咨询人

员、编辑、审查者、小组领导、服务人员等[46] 。 维

基百科内容创建过程中可以识别出四种角色:
编辑、信息质量保障代理、恶意代理、环境代

理[18] 。 维基百科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兴趣、专
业经验、特长等自行决定要贡献的内容、过程以

及要扮演的角色[18] 。
3. 2. 4摇 协同内容创作的模式

协同内容创作的文档控制模式,也即对协

作文档的管理控制方法,包括中心化控制、接替

控制、独立控制和共享控制[53] 。 协同内容创作

的工作模式,按照协同成员的地域关系、时序关

系两个维度,划分为四种类型:同步同地(即面

对面)、同步异地、异步同地、异步异地[46] 。 这

与前文所论述的协同类型划分相一致。 这四种

工作模式会直接影响用户的小组认知水平[46] ,
小组认知又会影响活动的协调,而这两者都会

影响产出的成功与否[54] 。 一般认为,同时同地

的协同内容创作中,用户最容易了解到其他成

员的活动。 而异步异地的协同内容创作需要有

相应的协同技术和系统予以支持,尤其是提高

用户对其他成员活动的认知水平[55] 。
3. 2. 5摇 协同内容创作的策略

协同写作基本上有三种策略:淤平行策略。
相应的工作被分解为若干子任务,由协同成员同

时进行工作[54]。 平行策略又可分为水平分工协

作和层级分工协作,前者指每个成员负责文档的

一个特定部分,后者指成员按角色分工平行创

作[46];于顺序策略。 相应的任务被划分为若干阶

段,前一个阶段的输出成为下一个阶段用户要处

理的输入[54];盂互惠策略。 小组成员一起工作,
相互协调各自的活动[54]。 互惠策略也可称之为

实时反馈策略[46],用户可以对其他成员已经完成

的部分进行评阅,并随时添加新的部分。 当然这

种实时的反馈也可能会导致冲突。 第三种策略

没有明显的预先计划和协调工作,它支持创造性

的自由表达与创作能力的发展[46],因此与网络虚

拟社群的开放性和自组织特征相适应。

3. 3摇 协同信息质量控制

3. 3. 1摇 协同信息质量控制的内涵

协同信息质量控制有效保障了协同内容创

作和协同信息查寻与检索行为的结果符合社群

共同的目标。 尤其是在支持用户生成内容的

Web2. 0 环境下,社群协同信息质量控制行为成

了 UGC 网站质量的主要保障,例如维基百科[18]。
协同信息质量控制与协同内容创作行为相辅相

成,是由社群共同实施、完成的一组保障与提高

用户生成内容信息质量的活动流程。 具体而言,
社群共同制定相应的活动规则和流程,遵守一系

列能被社群成员广泛接受的标准或准则,基于计

算机支持的协同技术,共同提升用户生成内容的

信息质量。 协同信息质量控制最成功的案例当

属英文维基百科,对此已有大量研究。
3. 3. 2摇 协同信息质量控制的流程

关于协同信息质量控制的文献乏善可陈,
仅有少量专门针对维基百科质量控制机制的研

究。 维基百科社群创建了一系列工作流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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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相对简单的协同技术,有效保障了信息质量

提高机制的实施[18] 。 具体而言,维基百科使用

词条质量工作流程和编辑管理流程来实现维基

社群的协同信息质量控制。 维基百科和传统数

据库的信息质量工作流程有以下几点明显区

别[18] :淤传统数据库的信息质量评价、终端用户

反馈流程与信息创建流程是分开的,而维基百

科的这些流程是整合在一起的;于维基百科终

端用户和编辑的角色是融为一体的,而传统数

据库这两种角色基本是分开的;盂维基百科的

内容生成和分配环境相同,没有时间差距;榆维

基百科的质量控制和协调机制是非正式和自组

织的[56] ,这是因为维基百科社群的角色分工是

自我选择的。

4摇 协同信息行为研究的社群环境

4. 1摇 CIB 研究中的社群类型

用户协同信息行为可以发生在一个特定的

工作背景下,也可以发生在一个更开放的社群

环境下[12] ,个体因为处在一个较小的地理范围

内或由于频繁的交互而形成社群[57] 。 在各种研

究中,社群类型大体上有现实社群、虚拟社群和

模拟社群三种:淤现实社群。 在现实社会中,社
群意味着小组、团体或集体,主要形成于不同的

组织背景,例如工业组织社群[37] 、医疗组织社

群[11] 、学术社群[10]等。 这类社群的协同特点是

以工作任务为导向,与特定任务相联系,且有明

确的目标;于虚拟社群,指建立在 CMC 基础上的

用户群体交互空间[58] ,参与者有共同的兴趣和

实践活动,且交流有一定的规律性和持续性[59] ,
通常也称网络社群、在线社群,它是社群成员、
交互信息和用户生成内容的综合;盂模拟社群,
既可以模拟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组织社群,也可

以模拟网络社群。 后文仅按现实社群和虚拟社

群分别阐释。

4. 2摇 成功支持 CIB 的社群条件

Surowiecki 在综合了各领域的理论与实证

成果后,提出一个被称为“社群智慧冶或“大众智

慧冶的理论,论证了“大规模、多样性社群要优于

单个或少数专家冶的观点[60] 。 他提出社群成功

协同的四个条件[61] :淤观点多样性;于观点独立

性;盂去中心性;榆综合性。 为了保障社群综合

性贡献的高质量,要满足三条基本原理[62] :淤大

量的贡献者和观点,例如社群规模;于意见和观

点的多样性,例如维基百科的讨论页长度和页

面编辑数量[60] ;盂综合各种观点的有效机制。
他认为 Wiki 技术正是这样的有效机制[62] 。
Shah[33] 在 Surowiecki[61] 的基础上,总结了四点

能够成功支持协同信息查寻的社群环境:淤参

与者拥有不同的背景和专业技能;于参与者在

整个信息查寻过程中至少有一部分能独立开采

信息而不受到其他人的影响;盂参与者能够评

价发现的信息,而不总是咨询小组其他人;榆有

渠道能够综合每个人的贡献以达到整体目标。

4. 3摇 CIB 研究中的现实社群

(1)工业组织社群。 来自华盛顿大学、微
软、波音公司的联合研究小组[37] 分别对一个软

件工程项目设计小组和一个航空工程项目设计

小组的协同信息活动进行了调研,对比发现其

信息行为在许多方面很相似:设计流程有反复,
且交互性强,过程中需要持续的信息生成、信息

共享以及要求反馈和确认;采用每周例会明确

信息需求和查找信息的策略。 此外,研究还发

现,劳动分工不但没有阻碍协同,反而促进了更

加有效的协作。 另一项针对专利领域的协同信

息检索研究发现,专利审查任务的工作流程涉

及频繁细密的信息查寻和检索活动[12] 。
(2)医疗组织社群。 Reddy[11,36]通过对两个

健康护理小组的实证研究,调查了医疗组织背

景下的协同信息行为。 结果发现 CIB 与个体信

息行为在人际交流、信息需求的复杂性、信息技

术的角色上有所不同,从个体信息行为到协同

信息行为的转换存在触发因素,例如缺乏专业

技能。 由此他提出一个 CIB 模型,包含行为和

背景两个维度。 Hertzum[41] 通过使用某医疗机

构的电子药物治疗记录和药物治疗事故报告,
调查了协同信息查寻活动的分解现象。 结果显

示,CIS 的分解是药物治疗事故的重要原因。 研

究者发现,这种活动分解是对协同基础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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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对信息查寻活动的分解。
(3)学术社群。 学术社群的 CIB 研究包括

协作研究、学术信息共享行为、学习小组的协同

信息查寻等[1] 。 例如 Hyldegard 应用信息查寻

过程模型[4]对小组学习情境下的协同信息查寻

行为进行了探索性分析,发现情境和社会因素

会影响小组成员的物理活动以及认知和情感体

验;聚焦形成阶段不仅受信息查寻过程的影响,
也受小组协作时的社会性交互的影响;同时,认
知体验会与小组成员的情感体验发生交互;组
内成员的行为也并不一致,不能把小组看作单

一个体来研究;此外,组内成员间的认知和情感

体验也不一样,并非所有个体都能完成理论模

型中所有阶段的情感体验[10] 。

4. 4摇 CIB 研究中的虚拟社群

通过互联网建立的个体之间的联系,被称

为虚拟社群[63] ,也叫在线社群[39] ,这种关联结

构可用社会网络来描述[57] 。 Web 2. 0 模式更加

注重用户的网络交互,用户在网络上发布和分

享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同时更期望与具有相同

兴趣的其他用户进行关联、互动和协作[64] 。
(1)基于隐性协同的虚拟社群。 其用户彼

此不知道对方,个体信息行为被记录下来并使

得后面的用户受益,但前面的用户却不能从后

面的用户中受益[28 - 29] 。 由此形成的虚拟社群

往往不是基于用户的自愿选择,而是基于协同

技术和系统的设计。 故而这种社群虽然也建立

在共同的兴趣之上[59] ,但这种兴趣是通过用户

行为推演出来的,而非用户的显性表达,且缺乏

群体交互空间[58] ,因而基于隐性协同的虚拟社

群往往是协同技术开发关注的领域,而较少成

为用户信息行为研究的对象。
(2)基于显性协同的虚拟社群。 其形成是基

于用户的自愿选择,因此社群共同的兴趣和实践

活动是显性表达的,此外社群还拥有共同的交互

空间。 有研究人员模拟了一个在线数学学习社

群,以分析其协同解决数学问题的信息行为[39]。
在特定的社群背景下,参与者有各种各样的信息

需求,例如与过程、问题、背景、社会性有关的信

息,同时会采用各种方法去查寻信息。 如何创建

一个能更好的支持参与者信息活动的社群环境,
如何从分析用户信息行为的角度来理解一个在

线社群[39],这是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此外,还
有一些关于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学习研究,主要针

对在线学习社群展开[44]。 这些在线社群普遍使

用的交互媒介有白板、聊天室等。

5摇 结语

本文总结了 2000 年以后有关用户信息行为

的研究,归纳出以下研究趋势:淤从研究用户个

体信息行为转向研究用户社群的协同信息行

为;于从传统图书馆用户信息行为研究转向网

络用户信息行为的研究;盂信息行为的内涵也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信息查寻、信息检索、信息浏

览等行为,而是包含了更加广泛的信息生成、内
容创作、信息质量控制等活动。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如下:淤用户协同信息行

为研究发源于传统个体信息行为研究,并逐渐成

为信息系统和信息用户研究中新的热点。 这一

领域的兴起,一方面是信息行为研究本身的需

要,另一方面是由于计算机的协同技术和协同系

统的推动作用。 于协同信息行为主要包含以下

类型:协同信息查寻与检索、社群信息交流、协同

内容创作和协同信息质量控制。 其中,社群信息

交流是所有 CIB 的基础;协同信息查寻与检索研

究成果最为丰富;而协同内容创作,尤其是协同

信息质量控制的研究相对较少。 可以预见,随着

支持用户生成内容的 CSCW 以及 Web2. 0 技术的

发展,后两者将会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盂协同理

论是协同信息行为研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目前对社群用户在协同系统环境下的信息活动

及其情感、认知的综合研究尚很缺乏,其中一个

关键问题是协同的表现和规律。 此外,目前的研

究较多针对同时或同地用户的协同信息行为,然
而在计算机支持的社群环境下,异步、异地发生

的用户协同信息行为则更为普遍。 榆社群环境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如何设计和

构建群体交互式虚拟社群环境,以更好地提升用

户协同信息活动的效果。 这些都将是今后研究

人员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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