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第三六卷摇 第一八九期摇 Vol. 36. No. 189

Web 2.0 环境下网络社群理论研究综述*

邓胜利摇 胡吉明

摘摇 要摇 Web 2.0 环境下,由用户参与提供内容的网络社群逐渐成长,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知识分享的媒介与平

台。 本文在对网络社群理论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网络社群的演变、分类、运作机制与发展模式、知识共

享、知识管理以及 Web 2.0 与网络社群的关系等进行评述。 目前对网络社群的研究,在分类以及运作机制上已有

一定的基础,但对于网络社群发展至关重要的交互与服务问题,尚未建立具解释力的分析架构。 图 1。 参考文

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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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Web 2.0熏 the online communities where users provide the content grow

gradually and offer users a medium of knowledge shar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熏 classification熏 operation

mechanism熏 development pattern熏 knowledge sharing熏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as well as relationship between

Web 2.0 and online communities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There hasn蒺t been any architecture about interactiv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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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引言

加拿大的计算机科学家西巴·帕克特认

为,互联网的重要价值是将网络作为群体构建

的工具,随着联网人数的增长,旨在创建群体的

网络价值呈指数级增加,这一定律被称为里德

定律。 帕克特修正了里德定律,认为如果建立

群体仍很困难,则允许群体交流的网络价值会

受到损害,反之网络价值则会受到提升[1] 。 长

期以来,人们高估了计算机联网的价值,而低估

了社会联网的价值,花了过多的时间用在解决

技术问题上,而不是用在解决使用软件的人群

的社会问题上[2] 。 第一个社交网站生物学专家

网(BioMedExperts)以合作研究和发展为目的,
拥有来自 150 多个国家超过 140 万位专家的信

息,这个网站有将近 1200 万条链接,都是通过

6500 份期刊上 600 多万篇文章自动生成的。 专

家们可以进入网站来修改或更新他们的个人资

料,发表文章及兴趣爱好。 这个网络平台成为

生物专家彼此进行联系的社会工具。
当前,各种通讯网络,如互联网和手机是形

成群体的平台。 这些网络开发的众多工具,从
邮件列表到社会性软件,构建了各种各样的网

络社群,满足了用户交流、分享、合作、协调一致

行动的本能需求,而此前它一直受到交易成本

的抑制。 由于形成群体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大
量不同类型的网络社群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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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Web 2.0 环境下网络社群研究内容

分析

Web 2.0 环境下的网络社群为用户提供了

全新的互动领域,改变了传统的人际关系沟通

模式,已成为用户生产、获取、交流、共享信息与

知识的微观环境。 围绕网络社群的发展,国外

在理论和实践上展开了多角度研究,归纳为以

下几方面。

2. 1摇 网络社群的演变与发展机制研究

传统社会中的社群观点随着信息媒介的变

化而不断改变。 Rheingold 首先提出网络社群的

概念,认为:“当有足够的人长时间的共同参与

一个公共讨论,投入够多的情感,并在网络空间

中构成一个由个人关系组成的网,就会产生网

络社群这种网络上产生的社会群聚现象。冶 [3]

2. 1. 1摇 网络社群的演变与分类研究

早期的研究者是在虚拟世界中想象实体世

界的特性,然而随着网络工具的多样化,互联网

的社会性也更加多元,网络的社会性不再只是

网络上的互动所涵盖的社会性或社群性,而呈

现出新形式,包括社群、个体社会网络等。 网络

使用者按照各自兴趣参与多样化的社群,大部

分仅通过社群获得信息。 在参与多样化的互动

过程中,大多数社群连结仅能建立弱连带。 这

与所使用的网络工具性质有重要关系。
从本质上看,人们由传统虚拟社群向新兴

社群活动转移,所带来的最根本的结构性影响

在于新兴社群是一个个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网

络的集合,每个个体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构建自己的社会网络[4] 。 翟本瑞认为网络社群

兼具了传统社会学所区分的群体和社会两者的

特性,并认为“人们可以在网络社群中同时得到

社会性关系,但又兼具群体性意识。冶 [5] Castells
将“个体网络冶表达为在初级关系、次级关系之

后第三个阶段的社会性,也就是第三级关系,以
及信息社会中以社会网络为主的社会性是传

统、工业化社会后的第三种社会结构的观点[6] 。

图 1摇 三种社会性

摇 摇 图 1 显示了三种了解人际间连带关系的观

点。 从 A 的观点来看,人际连带是以血缘、地缘

关系层层展开的,地理位置上的亲近决定了个

体的社会关系;图中 B 型态的社会关系展现的

是有机连带,个体同时参与不同群体;而 C 是以

社会网络的观点所构成的连带关系,除了线下

的关系之外,个体也具有与在线关系间构成的

连结,或是在线高密度网络构成的社群[7] 。
综合而言,网络社群的演变经历了从强调

技术发展到网络社群的潜在应用、关系建立和

知识共享活动研究的过程,未来发展将着重于

结果评估和规范化研究,同时将网络社群知识

与其他学科有机结合起来,提升网络社群的潜

在价值。
在网络社群的分类研究方面, Stanoevska鄄

Slaveva 认为网络社群可分为讨论型社群、任务

与目标导向型社群、想象世界型社群与混合型

社群四类,其中想象世界型社群提供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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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社群成员,而混合型社群则包含以上三者

共有的特性[8] 。 Hegal 和 Armstrong 根据用户需

求,将网络社群分为兴趣社群、人际关系社群、
幻想社群、交易社群;从消费者市场角度,分为

地域型社群、人口结构型社群、主题型社群[9] 。
此外, Cliff 在《网络社群》一书中分析了社群成

员关系,从互动性、焦点 /集中度及凝聚力探讨

网络社群的分类。 还有一些学者将网络社群分

为兴趣社群、实践社群、基于兴趣的有特定目标

导向的社群和学习者社群。 当前,由分类方式

所引起的讨论并不多,大多数的网络社群网站

都符合以上的分类方式[10] 。
2. 1. 2摇 网络社群的运作机制与发展模式研究

网络社群的形成及维持,还涉及到网络社

群运作机制设计的问题。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
主要从三方面展开:首先,就构成要素而言,He鄄
gal 和 Armstong 认为经营网络社群包括整合信

息的能力、重视社群成员贡献的内容以及积极

的社群组织者,这种看法在学界被广为接受[9] 。
这方面研究多从参与者的参与行为、整个社群

的形成过程等角度进行分析。 其次,从巩固网

络社群的目的出发,有些学者从经济学角度探

讨使用网络外部性来讨论网络社群的吸引力问

题,网络社群能够增加网站的“黏性冶及用户的

价值。 最后,就网络社群的发展方向来说,Johns
Quentin 则认为网络社群成功的条件包括成员、
虚空间、人际互动和社群参与[11] 。 总之,对于网

络社群运作机制的研究,往往牵涉到网络社群

的存在与发展,因此大多数研究都在此范畴内。
有关发展模式的研究,主要以 Romm、Pliskin

和 Clarke 的三阶段整合模式为代表[12] 。 该模式

将网络社群生命周期研究的变量纳入到发展模

式之中,分别是影响参与网络社群的变量,包括

技术、动机、任务与系统;网络社群对环境的影

响,可从对绩效、社会、政治的影响来看;网络社

群如何改变社会型态,可从生产系统、国家系

统、人际关系等变量考虑。

2. 2摇 网络社群中的信息行为与用户关系研究

网络社群的信息行为研究方面,Rioux 在探

讨网络环境下信息获取和分享行为的相关特性

时,提出信息获取与分享理论,指出信息获取与

分享的过程是有个人意识的、自然发生的、高度

社会化和愉快的信息行为[13] 。 Stuckey 和 Barab
认为网络社群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泛指由人们

持续进行的社会互动行为[14] 。 Simens 认为网络

社群是由具有共同兴趣的参与者间进行互动与

分享的一种丛聚领域[15] 。
用户的信息互动行为必然建立起用户关

系,David Watzlawick 将人类的信息交流分为内

容(信息)和关系层面(感觉),人们相互关系的

好坏决定了信息传播的多寡[16] 。 尤其是在

Web 2.0 环境下,真正关键的部分在于“用户冶跟
“内容冶之间的关系。 换句话说,成功的 Web 2.0
网站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个网站要如何跟

用户互动、要如何让用户立即从所做的事情中

获益。 也就是说,网站要从过去单纯只作为载

体、平台的角色,成为用户间、用户与内容间、以
及内容间的生态圈。

Michael Stephens 在“Web 2.0 与图书馆冶一
文中认为 Web 2.0 的世界具有交流、社群和合作

的特点[17] 。 David Lee King 认为 EBay 不是有关

技术方面的,而是有关社群方面的。 但他有几

点补充[18] :网站及网页已经从传统浏览的目录

形式改变为数字社群;人们是在网络上“过生

活冶,不只是寻找一些引用;人们在网络上积极

的参与和创造,不只是上上网浏览而已;许多图

书馆并不重视这些社群,并把自己局限为“守门

人冶。
有些学者甚至提出社群 2. 0 的概念,认为社

群 2. 0 就是关于合作与用户贡献内容的,这是一

种“贡献文化冶,它愈来愈流行是因为社群与便

携设备、电话紧密相连,它是可移动的、无处不

在的,而且它还在持续不断地累加。 社群 2. 0 致

力于通过质量、协调性和权利下放来构建用户

间的相互信任。 社群 2. 0 充分利用了网络效应,
但是又在社群人气需求与提供有利于交流的舒

适空间两者间作了巧妙的平衡。 在这里用户可

以基于共同的兴趣随机地相互联系。
图书馆读者同样面对着信息超载这一难

题,网络社群则是一个很好的筛选信息的途径。
图书馆恰恰忽视了信息交流在关系层面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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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从而导致了图书馆信息在数字时代的单向

性。 通过网络社群的建立,读者建立的不仅仅

是与图书馆员之间的关系,也提供与其他读者

交流的平台,LibraryThing、 Amazon、 delicious 等

都是很好的例证。 所以图书馆应从一对一的信

息传播模式转变为多对多模式。 伦敦的小区图

书馆改名为 Idea Store,目的就是改变图书馆作

为“信息中心冶的定位,让读者的对话与交流成

为信息产品。 因此,图书馆未来的发展决定于

其给读者交流空间的多少。

2. 3摇 网络社群中的知识传播与管理研究

当前 Web 2.0 环境下,网络社群用户在网络

上进行着各种分享活动,如写博、维基、用户评

级 、用户评论、P2P 的文档共享、内容共享、反向

链接、博客友情链接、最流行列表、贴标签、开源

软件、播客行为、视频播客、实时通讯 /聊天和移

动沟通等。 用户的各种分享活动促进了社群中

知识的传播、共享和创新,网络社群已成为一种

重要的知识共享平台。 围绕知识分享、管理与

应用,学界也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Hiltz 和 Goldman 认为知识的流动过程是维

系网络社群的重要因素,因此知识与学习应成

为社群生活的一部分[19] 。 然而,要在社群中诱

发知识掌握者自愿分享知识是相当困难的,Lee
认为社群成员知识分享以及和组织成员互动的

意愿不强烈,对知识的吸收和转化会造成极大

的影响,同时让社群的互动连结趋于薄弱[20] 。
整理以上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知识共享有

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用户的需求是信息收集和共享行为触

发的开端,且信息收集和信息共享是交互影响

和作用的。 社群成员基于共同需求或兴趣而聚

集在一起,具有分享知识的需要,为了完善自身

的知识结构,需要用户不断地收集、组织信息,
激发其信息共享与相互沟通。

(2) 信息共享是发生并进行于特定组织或

群体之中。 林蓬荣指出这是社群成员具有强烈

的群体参与感,并与群体其他成员交换看法,分
享共同兴趣,发展强而持久的关系,也是使网络

使用者具有高忠诚度的良好机制,而且网络上

的社群是用户之间的互动,而非网站与用户的

互动[21] 。
(3) 信息共享是解决他人问题的一种过

程,具有策略性而非盲目地共享,并且可能具有

某些目的性。 网络社群中的信息交互具有互助

的特性,即使用户彼此互不相识,也乐于分享与

贡献自己的信息和经验[22] 。 信息分享并非只发

生在彼此相识的双方身上,并且可能涵盖着某

些目的和策略性因素,进而能够加强社群的竞

争优势[23] 。
(4)信息共享可让成员间关系更加紧密。

Bock 和 Kim 认为社群中成员将其拥有的知识以

各种显性形式与他人分享、交流能够促进人际

关系的互动,并增进彼此的友谊与相互信任,让
社群间的互动连结趋于紧密[24] 。

许多学者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探讨网络社

群对企业的策略性作用。 这些研究发现,企业

可整合网络社群的知识以作为新产品开发的基

础[25] 。 另外也有学者指出,网络社群可作为企

业内部知识分享的平台[26] 、企业解决顾客问题

的沟通媒介[27]等。 网络社群的出现对企业经营

与知识管理有很大影响,因此了解网络社群成

员的参与动机及知识分享的驱动因素对企业经

营策略更为重要。 另外网络社群对知识分享的

影响也是许多研究关心的议题。 Chiu、Hsu 和

Wang 整合社会资本与社会认知理论[28] ,探讨网

络社群中的知识分享的影响因素。 也有许多研

究探讨公司内部的网络社群对公司的重要性。
Koh J 等则探讨了企业内部网络社群的驱动因

素,研究发现领导者参与、离线互动程度以及网

络社群的易用性对成员进行信息、知识的分享

与浏览都存有正向的关系[29] ,而网络社群成员

越多也会促进网络社群的活动(知识 /信息分

享、浏览社群知识)。 企业亦可通过网络社群平

台与消费者沟通,Fuller 等认为消费者时常利用

网络社群将产品使用心得、瑕疵以及需求与社

群成员或者企业分享,因此企业可以整合社群

知识作为新产品开发的基础,以创造出符合消

费者需求的产品[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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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研究不足与推进

综上所述,有关网络社群的研究可划分为

社会视角研究、商务视角研究、发展研究、应用

研究和方法论研究等方面。 在文献数量上,学
术界从管理学、社会学视角研究的论文数量最

多;就研究内容而言,探讨了网络社群知识共

享、知识创新、网络社群的人际关系等内容。 由

以上分析可知,目前对网络社群的研究,在有关

分类以及运作机制上已有一定的基础,但对于

网络社群发展至关重要的交互与服务问题,尚
未建立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架构。 具体而言,包
括以下几点不足:

(1)对网络社群中的人际网络研究缺乏比

较可行的方法。 可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

社群成员的沟通频率、沟通对象与沟通模式以

及网络社群中的人际互动,通过社群成员之间

的交流寻找网络社群的结构和特点,改善交流

网络的结构,从而促进网络社群的信息交互。
(2)在研究上,有关网络社群的用户交互与

服务方面的研究还较缺乏,没有形成系统的研

究框架。 在理论研究上,研究应由人机交互向

强调“用户与用户甚至用户与社会之间交互冶的
网络社群发展,从网络用户行为变化及其本质

特征中,抽象出网络交互的新内容、规律及特

征,探索出体现 Web 2.0 核心理念的面向人—信

息交互(HII)的服务体系。
(3)在实践上,Web 2.0 环境下由用户参与

提供内容的网络社群逐渐发展,如何规范并引

导网络社群用户的集体智慧分享,成为当前的

研究重点。 因此建立网络社群用户交互的信息

服务平台,有针对性的提供服务,这是网络社群

能否成功运作的关键,对推动用户知识创新具

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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