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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博客知识交流与共享心理诱因研究∗

甘春梅　 王伟军　 田鹏

摘　 要　 学术博客为科研人员实现知识交流与共享提供了新途径。 以 SSCI 和 CNKI 相关文献为分析对象,采用

文献调研法和文献计量分析法,归纳总结博客知识交流与共享的主要动因以及六个理论背景:社会认知理论、社
会交换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推理行动理论、技术接受模型理论和使用与满足理论。 以社会资本理论、社会交换理

论和公共物品困境理论为理论基础,构建学术博客知识交流与共享的心理诱因模型,旨在探索私欲、忧虑感和价

值怀疑的负向作用,乐于助人、声誉和人际信任的正向作用,以及人际信任对声誉、私欲、忧虑感和价值怀疑的调

节作用。 图 1。 表 1。 参考文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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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ademic blogs provide new way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ers to exchange and share knowledge． This pa-
per uses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bibliometric analysis to analyze academic papers from SSCI and CNKI on this
topic, and summarizes motivations for knowledge exchange and sharing in academic blogs and six main theories: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ocial Exchange Theory, Social Capital Theory,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nd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Furthermore,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Public Goods Dilemma,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odel aimed to explore negative effects of three factors including greed,
fear and doubt as well as positive effects of two factors including enjoyment, reputation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on the
value of knowledge, and the moderator role of interpersonal trust on the other factors i． e． reputation, greed, fear and
doubt． 1 fig． 1 tab． 38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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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发展与创新速度的加快,科学研

究活动越来越重视知识交流与共享。 虽然传统

的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等交流系统在促进知识

交流与共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现代科

研信息环境的发展,科研人员仍面临难以及时

了解别人正在做什么,如何迅速找到合作伙伴

等困难。 而学术博客的兴起与发展则为其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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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的面貌。 学术博客融合了信息交流和个人

出版的双重功能[1] ;以其操作便捷、互动性强、
个性化凸显等优势为科研人员之间快速互动交

流,促进知识共享提供了新方法与技术环境支

持。 例如,2011 年英美国家年轻科学工作者征

召合作者和志愿者在博客中发表科学设想并征

求意见,令互联网成为科研新场所[2] ;2007 年由

众多的草根人士通过学术博客社区共同完成的

著作《图书馆 2． 0》,也有力证明了学术博客对知

识交流与共享的促进作用。
然而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在线社区中,用户

参与的贡献率相对较低,形成典型的“90 - 9 -
1”现象[3] ,即 90% 的用户只参与不贡献,9% 的

用户偶尔贡献,仅有 1%的用户经常贡献。 在在

线合作和相互交流更为便捷的学术博客环境

中,个体为什么反而变得小心谨慎而参与度不

高呢? 要解释这一现象并解决这一问题,关键

在于从个体心理维度深入揭示学术博客环境下

个体知识交流与共享行为的动因 (即心理诱

因)。
目前,鲜有关于学术博客知识交流与共享

心理诱因的研究,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普通博

客知识交流与共享的动因研究。 而在学术博客

环境下,知识交流与共享的方式、语用和语义环

境发生了变化,个体知识交流与共享的行为也

将呈现其特殊性。 因此,有必要在现有研究的

基础上,深入揭示学术博客知识交流与共享的

心理诱因,以寻求在新的网络环境下促进科研

人员知识交流与共享的方法与策略。

2　 文献综述

考虑到学术博客作为博客的特殊应用领

域,其研究仍然可以借鉴博客知识交流与共享

动因研究的相关成果。 而对此进行系统梳理,
有助于我们借鉴合适的理论构建学术博客知识

交流与共享的心理诱因模型,从而为后期的实

证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因此,下面将重点阐

述博客知识交流与共享的动因研究及其相关理

论背景。

2． 1　 博客知识交流与共享的动因研究

个体使用博客进行知识交流与共享的动因

有很多,如技术层面的易用性、个体层面的奖励

与互惠、组织层面的文化等。 具体来说,不少学

者分别探索过技术接受、社会影响、自我效能、
结果期望等因素对博客知识交流与共享动因的

影响。 例如,Hsu 和 Lin 的实证研究表明,博客

的易用性与享受性、利他主义与声誉对博客使

用的态度有正向影响,社会认同对持续使用博

客有显著作用[4] 。 Liao,Liu 和 Pi 的研究发现,
高奖励的博主拥有最高层次的博客创造意愿,
而有着较高意愿的博主又乐于花更多的时间去

维护他们的博客并发表更多的博文;感情的倾

诉以及与朋友、熟人的常规联系是最重要的两

个奖励;此外,内在奖励比外在奖励更重要[5] 。
Lu 和 Hsiao 的两次研究分别表明,自我效能、个
人结果期望对博客信息共享的意愿有直接影

响,但个人结果期望的影响更大;社会说服通过

自我效能和个人结果期望间接影响信息共享意

愿[6] ;主观规范对意愿的影响最大;女性用户的

意愿容易受到自我表达的影响,而男性用户的

意愿则更容易受到个人结果期望的影响[7] 。 赵

宇翔、朱庆华的实证研究表明,感知易用性对用

户生成行为有积极影响,感知有用性对用户生

成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社会身份认知和社会

交互联结都与用户生成行为有强显著关系,同
时社会身份认知和社会交互联结也显著正向作

用于用户的兴趣和乐趣;自我效能 、外部奖励、
兴趣和乐趣以及利他主义对用户生成行为都有

积极影响[8] 。
而信任也会影响博客社区中个体的知识交

流与共享行为。 例如,Chai 和 Kim 的调研结果

显示,对博主的信任、经济基础信任和对博客信

息服务提供商的信任这三个因素对个体的知识

交流与共享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对网络的信任

这一因素对其则没有影响[9] 。 而赵宇翔、朱庆

华通过实证研究则发现,信任对用户生成行为

的影响并不显著[8] 。
此外,考虑到博客创作更多的是个体行为,

也有学者从个体心理、人格等层面探索影响个

体利用博客进行知识交流与共享的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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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Miura 的研究结果显示,信息获取的需求

与满意度对博主持续发表博文具有强烈的影

响;信息的互惠很重要[10] 。 Guadagno,Okdie 和

Eno 的研究发现,拥有高经验开放性和高神经质

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博客撰写者;而性别对神经

质与使用博客的关系起调节作用,这表明,高神

经质的女性更容易写博客,而男性没有区别[11] 。

2． 2　 相关理论背景

学科的发展与创新需要借鉴相关学科的成

熟理论。 根据对现有文献的计量分析①发现,博
客知识交流与共享动因研究主题的论文主要借

鉴了管理学、行为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

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领域的现有理论;其
中,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理论应用最多。 表 1 归纳

总结了博客知识交流与共享动因研究的相关理

论背景。
从表 1 看出,不同理论对博客知识交流与

共享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 考虑到研究主题的

跨学科性质,本研究综合使用多个相关理论。
例如,社会交换理论提供一个增加贡献的理论

框架,它从成本与收益两个视角深入揭示出个

体的心理特性;社会资本理论提出个人和社会

网络中的关系强烈影响到人际间的知识交流与

共享,它从结构、认知与关系三个维度全面阐释

了个体的知识交流与共享行为。

表 1　 博客知识交流与共享动因研究的主要理论背景

理论 主要观点 核心概念
对博客知识交流与

共享行为的影响

社会认知理论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人们的认知活动和他们的

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这些内在的思维活动和外部

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着人们的

行为。 人的行为受到社会网

络(如社会系统环境)和个人

认知 (如期望、 信 念 等) 的

影响。
•把人类的行为看作是个人

因素、行为和外在环境之间

三角 的、 动 态 的 和 互 惠 的

交互。

•结果期望:对于该行为将

会带来的可能性结果的判

断,它反映了人们喜欢参与

能给 其 带 来 预 期 结 果 的

行为。
•自我效能:对于组织和执

行给定类型行为能力的判

断,它反映了人们选择哪种

行为并会投入多少精力去克

服困难。

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什么愿意使

用博客并贡献与共享自己的知

识,为理解和预测博客用户的

行为和认知过程提供了较好的

理论框架。

社会交换理论

(Social Exchange
Theory)

•社会交往行为依赖于交往

双方彼此从对方所获得收益

与付出代价的比值。
•人际关系中的指导力量是

双方自我利益的增强,自我

利益将会促进人际关系的

发展。

•互惠原则:人们之间交换

报酬越多,越有可能产生互

惠义务并以此来支配以后的

交换。
•公平原则:人们建立的交

换关系越多,就越有可能受

到“公平交换”规范的制约。

博客知识交流与共享行为是一

种双方交换行为,在交换过程

中双方都考虑各自的利益,希
望从这一行为中获得某些利

益。 该行为中的信息、知识贡

献与共享可以理解为不同个体

之间的一种资源交易。

093

① 首先,以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数据库为数据源,以主题词为检索项,检索式为 TS = (knowledge shar∗
or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or knowledge exchange)AND TS = ( blog∗)。 初步检索结果是 177 条记录,删除与主题

不符的文献及会议摘要、书评等文献,最后保留 171 条记录作为本研究的有效样本。 检索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12
日。 其次,采取词频分析法,使用 Bibexcel 软件对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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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理论 主要观点 核心概念
对博客知识交流与

共享行为的影响

社会资本理论

(Social Capital
Theory)

•个体间的关系是持久的且

为主观所感知。
•社会资本是根植于促进集

体行为达成共同目标的社会

网络中的资源。 它有三种形

式,分别是建立在对社会环

境的可靠性、社会结构的信

息流能力以及与惩罚相伴的

规范之上的责任和期待。

•结构维度:行动者之间全

面的联系模式。
•认知维度:为各方提供共

享表现、解释和含义体系的

资源。
•关系维度:通过关系创造

和获取的资本。

社会资本的高低意味着博客用

户所在社会网络的价值大小;
同时,社会资本也会影响博客

知识交流与共享行为的数量和

质量,并有助于调节这一行为。

推理行动理论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基本假设是认为人是理性

的,在做出某一行为前会综

合各种信息来考虑自身行为

的意义和后果。
•个体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

由行为意向合理地推断,而
个体的行为意向又由对行为

的态度和主观规范决定。

•行为意向:打算从事某一

特定行为的量度。
•态度:对从事某一目标行

为所 持 有 的 正 面 或 负 面

情感。
•主观规范:认为对其有重

要影响的人希望自己使用新

系统的感知程度。

阐释个体的态度、行为意向和

实际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

技术接受模型理论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解释人们为何接受以及如

何接 受 某 种 新 兴 技 术 或

应用。
•要想让个体使用一项新 IT
技术,应尽量让使用者感觉

到该技术能带来好处,并且

这些好处的获得并不需要花

费很多时间和精力。

•感知有用性:指个体认为

通过使用一种具体信息技术

能提高其工作绩效的程度。
•感知易用性:指个体认为

使用该技术的容易程度。

分析解释个体对博客这一新型

工具的接受程度。

使用与满足理论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从受众的心理动机和心理

需求角度出发,解释人们使

用媒介以得到满足的行为。
•把受众看作是有特定需求

的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

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

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

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

•人们接触和使用传媒的两

个条件:接触媒介的可能性;
媒介印象即受众对媒介满足

需求的评价,它是在过去媒

介接触使用的经验基础上形

成的。
•受众选择特定的媒介和内

容开始使用。 接触使用后的

结果有两种:一种是满足需

求,一种是未满足。

个体使用博客具有一定的需求

和目的;个体会根据使用后的

需求满足程度来决定以后的使

用行为。 这有助于揭示个体持

续使用博客进行创造与知识交

流、共享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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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3． 1　 概念界定

尽管现有诸多文献中都使用“学术博客”这
一术语,但它的概念并没有得到统一界定。 目

前的观点主要有:①主要内容是学术知识的博

客;②由科研人员撰写的、以讨论学术相关问题

为主的博客。 一般来说,学术博客是以博主为

中心,及时记录自身的学术观点,同时通过 RSS、
回溯、评论和链接来实现自己同相关学术群体

的知识交流[12] 。 通过撰写学术博客,科研人员

可随时发布自身拥有的知识或信息,与他人就

某一问题进行互动交流;同时能够共享他人的

知识,及时获取科研领域最新动态或成果;进一

步寻求志同道合的学术伙伴,进行合作等。 因

此,结合研究主题,笔者将学术博客界定为:由
科研人员(如高校教师、科研院所研究人员、高
校学生等)撰写的,以学术为主题的,旨在发表

学术思想、传播与交流学术观点(成果)以及共

享学术知识的博客。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学术博客知识交流与

共享是指科研人员通过学术博客这一 Web2． 0 平

台与他人进行知识交互的行为,主要包括:撰写并

更新博客,评论他人博文,反馈他人评论,博客之间

相互链接等。 根据交流与共享对象的不同,这一行

为可划分为:显性知识交流与共享,主要指分享显

性知识,如公开发表的文章、搜集的材料等;隐性知

识交流与共享,主要指分享隐性知识,如个人对学

术的心得体会、个人暂未发表的成果等[13]。
随着博客用户的发展,有着相同兴趣与爱

好或相同专业背景的用户自发形成一个社区,
构成学术博客社区这一特殊环境。 目前国内外

已有很多典型的学术博客社区①,部分社区在促

进科研人员知识交流与共享方面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如图林博客等。

3． 2　 理论基础

由 2． 2 节的分析可知,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关

系维度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从一个侧

面较好地解释学术博客环境下知识交流与共享

行为的内在激励因素。 因此,笔者将利用该理

论中的“人际信任”这一变量。
然而,为了直接揭示个体在交流与共享学

术知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成本与收益计算等心

理上的不利影响,有必要从社会交换理论和公

共物品困境理论予以进一步阐释。 根据社会交

换理论,个体通过贡献自身知识往往能够获得

预期收益。 在科研领域,这一收益可以是声誉

或地位的提高,也可以是自身体会到的满足感

或愉悦感(乐于助人);这将促进个体知识交流

与共享行为的产生。 然而,知识可以无限复制,
并被同时使用,因此知识具有很强的“公共物

品”性质。 奥尔森“搭便车”理论认为,公共物品

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

的产生做过贡献,都能享受这一物品带来的好

处。 即个体将知识贡献出来后,其他人可以通

过“搭便车”行为获益,但却不支付费用[14] ,而
公共物品能否被大家分享依赖于成员自愿的贡

献行为。 公共物品困境则是指个体是否对公共

物品的提供作出个人贡献的困境[15] 。 这一困境

导致个体由于害怕成果知识产权或自身独特价

值的丧失而不愿意与他人交流并共享学术知

识。 可以说,这两个理论从个体的心理维度真

正揭示其心理诱因,为本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框

架。 因此,笔者将利用社会交换理论中的“收

益”(这里指声誉和乐于助人)这两个变量以及

公共物品困境理论中的“私欲”、“忧虑感” 与

“价值怀疑”这三个变量。

4　 学术博客知识交流与共享心理诱因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4． 1　 理论模型

以往直接针对学术博客环境下知识交流与

共享行为的动因研究大多偏向于链接行为分析

或社会网络分析。 笔者认为,对科研用户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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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群体来说,利用博客进行知识交流与共享

的行为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活动。 因此,为深入

解释科研人员为什么愿意或不愿意利用学术博

客进行知识交流与共享活动,综合行为学、心理

学、社会学等视角,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社会交

换理论、公共物品困境等理论,结合学术博客这

一特定环境,笔者构建了学术博客知识交流与

共享的心理诱因理论模型(见图 1)。

图 1　 学术博客知识交流与共享心理诱因模型

4． 2　 研究假设

(1)人际信任与学术博客知识交流 /共享

行为

在大多数管理学文献中,信任被看作是一

系列特定的信念,包括另一方的正直、善良、能
力[16 - 17] 。 也有学者提出信任是指一方相信并

乐意依赖另一方[18] ,愿意承担由另一方行为所

带来的风险程度[19] 。 结合学术博客这一特定情

境,我们认为,人际信任( interpersonal trust)是指

博主相信其他博主们,并相信他们不会伤害或

利用他 /她的信念,例如,博主相信,在没有得到

自己允许的情况下,其他博主不会使用自己的

个人信息;即使有机会,其他博主也不会利用自

己发表的信息或成果[20] 。 Nonaka 认为,人际信

任对组织创造知识共享的氛围很重要[21] ;Na-
hapiet 和 Ghoshal 提出,当双方之间存在信任时,
他们更乐意参与到合作中[20] ;Chai 和 Kim 发

现,信任对博主的知识共享行为具有正向影

响[9] 。 可以看出,个体之间相互的信任程度越

高,越有利于激发其交流与共享行为。 在科研

领域,人际信任对相互间的交流与共享行为尤

为重要。 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1:个体对他人的信任度越高,他 /她的知

识交流与共享行为越多。
(2)乐于助人与知识交流 /共享行为

乐于助人是指个体通过交流与共享知识所

感知到的满足感与愉悦感。 当个体认为其所提

供的知识对他人有帮助,并且他 /她对帮助他人

的行为感觉很好时,该个体就会产生分享行

为[22] 。 Davenport 和 Prusak 提出,基于个体帮助

他人的欲望,知识贡献者可能受其相对利他行

为所驱动[23] 。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能够从其贡

献知识的行为中获得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来

源于他们喜欢帮助他人[24 - 26] 。 在学术博客中,
当博主们感知到从交流与共享知识的过程中能

够获得乐趣,并能为他人提供有用信息时,他们

也就更愿意贡献知识。 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

假设:
H2:个体感知到的乐于助人感越强,他 /她

的知识交流与共享行为越多。
(3)声誉与学术博客知识交流 /共享行为

声誉(reputation)是指博主通过在学术博客

中交流与共享知识获得声誉和形象的提升程

度[22,26] 。 例如,博主通过与他人交流与共享知

识可以提高其在科研领域中的影响力[27] ,增加

他人对自身的认知并提升自身形象[28] 。 Hsu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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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认为,声誉对博客使用的态度有正向影

响[4] ;Davenport 和 Prusak 则提出,人们可以通

过知识共享来提高声誉[23] ;也有研究表明,声誉

对用 户 使 用 博 客 没 有 正 向 作 用, 如 Lai 和

Chen[29]的研究。 笔者认为,在科研领域,学术声

誉对科研人员个体极为重要;通过与他人交流

与共享知识,能有效提高其声誉。 而人际信任

可以调节声誉对知识交流与共享的影响。 这是

因为,在人际信任度高的情境下,博主们彼此间

相互信任、认知,其社会资本增加,从而有助于

更深层次地进行交流与共享。 基于此,笔者提

出以下假设:
H3a:个体感知到的声誉越高,他 /她的知识

交流与共享行为越多。
H3b:人际信任可以调节声誉对知识交流与

共享的影响,即在人际信任度高的情况下,学术

声誉的正向影响会增强。
(4)私欲与学术博客知识交流 /共享行为

通常认为,私欲(greed)是指个人想获取最

好的收益的欲望[30]或不付出成本而享受他人贡

献的欲望,这往往成为公共物品贡献中非合作

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31 - 32] 。 在学术博客情境

下,私欲是指获取他人有价值的知识或成果却

不予以回报的欲望[33] 。 例如,博主认为通过博

客交流与共享知识会丧失其竞争优势;博主总

是从他人博客中获取知识,自身却从未贡献过

知识。 Jarvenpaa 和 Staples 提出,人们出于对自

己权力和利益的关心,会故意隐藏或保留自己

掌握的知识[34] 。 可以看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博主的知识交流与共享行为,而减少个体

的私欲则能促进更多合作性行为[35] 。 人际信任

可以调节私欲对知识交流与共享的影响。 这是

因为,个体相互之间的信任度越高,与他人进行

互动的意愿越强烈,进而导致更多知识交流与

共享行为的产生。 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4a:个体的私欲越强,他 /她的知识交流与

共享行为越少。
H4b:人际信任可以调节私欲对知识交流与

共享的影响,即在人际信任度高的情况下,私欲

的负向影响会减弱。
(5)忧虑感与学术博客知识交流 /共享行为

忧虑感( fear)是指由于使用学术博客进行

知识交流与共享而感知到的失去独特价值或成

果知识产权等感觉[36] 。 例如,博主认为通过交

流与共享会丧失其在科研领域内的独特价值、
知识权力等[23] 。 Lu 等提出,对失去知识竞争优

势的忧虑感会对其知识共享行为产生负面影

响[33] 。 对学术知识的交流与共享来说,如何保

护自身的独特价值和成果知识产权免受侵犯是

科研人员的难题。 而过度的保护将导致博主不

愿意与他人进行知识交流与共享。 基于此,笔
者提出以下假设:

H5a:个体对失去知识竞争优势和成果知识产权

的忧虑感越高,他 /她的知识交流与共享行为越少。
H5b:人际信任可以调节失去知识竞争优势

和成果知识产权的忧虑感对知识交流与共享的

影响,即在人际信任度高的情况下,忧虑感的负

向影响会减弱。
(6)价值怀疑与学术博客知识交流 /共享行为

价值怀疑(doubt on value of knowledge)是指

个体对自身在学术博客中交流与共享的知识是

否有价值的怀疑程度。 例如,博主认为其无法

在博客中提供他人认为有价值或感兴趣的知

识,或认为其在博客中交流与共享的知识都没

有价值或他人都不感兴趣[37] 。 Ardichvili 等通

过访谈发现,55% 的人表示阻碍人们共享知识

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确定自己的知识是否对

别人有用,或者对自己在工作上知识的权威性

有所怀疑[38] 。 对年轻科研人员来说,当自身在

科研领域还无所建树时,他们在与他人、特别是

有威望的人进行交流与共享时,则往往担忧自

身的思想不成熟,进而导致其行为的减少。 基

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6a:个体对自己所交流与共享知识的价值

怀疑越高,他 /她的知识交流与共享行为越少。
H6b:人际信任可以调节价值怀疑心理对知

识交流与共享的影响,即在人际信任度高的情

况下,价值怀疑心理的负向影响会减弱。

5　 结语

知识交流与共享是科研活动必不可少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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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环节。 如何促使更多的科研用户利用学术博

客这一便捷平台来进行有效的知识交流与共享

活动,成为学术界备受关注的议题。 本文主要

从理论角度阐释学术博客知识交流与共享的心

理诱因,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的基

础上,结合学术博客知识交流与共享活动的自

身特性,提出了研究模型。 后期需要以实际的

学术博客社区为调查对象展开进一步的实证研

究。 笔者拟选择国内外 2—3 个典型的学术博客

社区(如国外的 scienceblog,国内科学网博客和

丁香园博客等)为对象,搜集相关数据检验所提

出的模型及若干假设;同时有针对性地选择部

分典型的个体学术博客进行个案研究,以更全

面地揭示学术博客知识交流与共享行为的心理

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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