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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发展
，
加人社交关系 的社会化问答社区开始迅速兴起。 本文基于关系构建理论 、

知识

贡献模型 、 ＵＧＣ 质量判断相关研究
，
探索社会化问答社区中用户如何增加 自 己的关注者数以及关注者数的增加如何影

响用户 的参与体验 。 研究结果显示
，
用户 的参与度和权威性是其吸引 关注者的关键因素 ，

虽然拥有大量关注者并不会

使该用户提出 的问题更易得到解决 ，
但却会使该用户提供的答案更易受到认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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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弓 Ｉ言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求知 、 交流的方式 ，
尤其是 Ｗｅｂ２ ． ０ 用户交互时代的到来 ，

开启 了互联网产品

ＵＧＣ （ｕ ｓｅｒ
ｇｅｎ

ｅｒａｔｅｄｃｏｎ ｔｅｎ ｔ ， 即用户生成内容 ） 的全新模式 。 而得益于 Ｗｅｂ２ ． ０ 技术的广泛应用与不

断成熟 ， 自 ２ ００２ 年以来 ， 在线问答社区不断发展成熟 。 ２ ００ ９年 ， Ｑｕｏｍ 在美 国推出 ， 开启 了在线问答

的一次革命 。 Ｑｕｏｒａ 是
一个社会化问答社区

，
在 Ｑｕｏｒａ 上用户可 以互相关注 ，

形成一个类似微博的社

交网络 ， 用户登录社区后可以看到其关注的用户在社区 中 的参与行为 。 利用这种理念重新组织问答内

容
， Ｑｕｏｒａ 迅速积累了大量用户 。 伴随着 Ｑｕｏ ｒａ 的成功 ， 国 内出现了

一

批 Ｑｕｏｍ 模式的网站 ， 其中最

为成功的便是知乎 。 知乎 自 ２０ １ ３ 年开放注册以来 ，
两年时间 ， 注册用户数增长了４０ 倍 。 知乎与传统

在线问答社区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加人了社交机制 ， 也就是用户之间可 以互相关注 。 对此 ， 本文提出

以下问题 ：

一是哪些因素会影响用户之间社交关系 （ 即关注关系 ） 的建立 ？ 二是社交关系的建立对社

区有何影响 ？ 具体来说 ， 用户拥有更多关注者会有哪些好处 ？ 如这类用户提出的问题更易得到解决 ，

以及他们提供的答案更易受到认可 ？

目前学术界对社会化问答社区的研究还十分缺乏 。 Ｐａｕ ｌ 等通过分析 ６０ 个问题话题和 ３９ １ ７ 个用户

的数据 ， 描述了
Ｑｕｏｒａ上的用户活动 ， 并通过与 １０ 位 Ｑｕｏｒａ 用户的深度访谈对权威性 、 声誉和质量等

问题进行了详尽阐述 ， 结果显示 ， 用户通过其他用户 的过往贡献判断他们的声誉 ， 社会化投票可以帮

助用户识别和推送优质内容 ，
但易于发生偏好依附

［

１

］

。 Ｗａｎｇ 等刻画了Ｑｕｏ ｒａ 中话题和用户 、 用户和用

户 、 问题和问题等三种不同的连接网络的特征 ，
指 出贡献更多更好的答案的用户往往拥有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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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这些连接度高的用户可 以获得优势 ，

会有更多的朋友 （ 关注者 ） 来回答他们的问题和赞同他们 的

答案
［

２
］

。 然而 ，
上述这些研究虽然解释了社交关系 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回答行为和投票行为的影响 ， 但

是只有定性的特征描述 ，
没有进行定量的实证分析 ，

且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 。

针对 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
本文将在分析三方面文献的基础上 ，

提出研究假设 ， 并收集知乎 的实

际数据检验假设 。

２ 文献综述

２ ． １ 社交关系构建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为了理解哪些因素会影响社会化问答社区中用户社交关系的建立 ， 需要借鉴在线社区中社交关系

构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在线社区 主要分为两种不同类型 ：

一

种是基于社会关系或情感支持的社区 ，

如微博 、 人人等社交型社区 ； 另
一

种是基于共同兴趣或信息交换的社区 ， 如百度知道 、 知乎等问答型

社区 。 传统的社会网络分析探索了
一

般社会网络的关系构建机制 ， 许多学者对在线社区的社会网络分

析主要以社交型社区为主 。 Ｇｎｍｏｖｅｔｔｅｒ 提出的关于关系构建的理论讨论了社会影响 、 互惠性和选择影

响等在
一

般在线社区发展过程中 的驱动作用 。 社会影响是指人们通过信息传递而逐渐与他人建立关系 ，

分为规范性社会影响和信息性社会影响
；
互惠性是指人们的行为是基于他人对 自 己 的行为所作出 的反

馈
； 选择影响是指人们有与那些跟 自 己具有共同特征的人聚在

一起的倾向
［
３

］

。 而在问答型社区中加人

社交机制时 ，
必须考虑到不同性质的社区在关系构建机制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 例如 ， 在社区关系来源

方面 ，
Ｇ ｒａｎｏｖｅ ｔｔｅ

？

的研究表明 ， 在社交型社区中 ，
许多 网络节点 的加入和 网络连接的形成来 自成员之

间社会关系的嵌人 ， 这种社会关系在成员进人在线社区前或许就 已形成 ； 而在问答型社区中 ， 则来 自

成员之间的问答关系 。 又如 ， 在社区发展动力方面 ， 社交型社区以规范性社会影响为主 ， 而针对问答

型社 区这种用户之间 以完全陌生关系为主的社区 ， Ｇｏｅｔｔｅ 等的研究表明 ， 成员社交关系的建立受到的

信息性社会影响起主要作用
［

４
］

。 信息性社会影响是指 当个体向其所在社区中 的其他成员获取信息 时受

到的该成员个人信息的影响 。 Ｐａｕｌ 等在对 Ｑｕｏｒａ 用户的访谈研究 中发现 ， 用户会通过访问其他用户 的

主页来查看他们 的历史行为等信息 ，
并且更愿意关注提供高质量答案的用户 ［

１
］

。 Ｗａｎ
ｇ 等在对 Ｑｕｏ ｒａ 网

络结构的研究中也发现 ， 贡献更多更好答案的用户往往会拥有更多关注者
［

２
］

。

综上所述 ，
基于关系构建理论 ，

社会影响是虚拟社区 中社交关系建立的
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 而以

陌生关系为主的社区 ， 主要受到信息性社会影响 。 在社会化问答社区中 ， 用户之间主要是陌生关系 ，

并 以信息交流为主 ， 因此 ，
影响社交关系建立的因素主要是信息性社会影响 ，

即用户信息 。 然而用户

信息包括哪些方面 ，
现有研究尚未给出明确和统一的结论 。

２
．
２ 知识共享动机相关研究

为了 回答本文提出 的问题 ， 即拥有更多关注者的用户提出 的 问题是否更易得到解决 ，
需要借鉴知

识共享动机的相关研究 。 在信息系统领域 ， 对知识共享动机的研究 已相对成熟 。 Ｗａｓｋｏ 和 Ｆａｒａ
ｊ
构建的

知识贡献模型应用社会资本理论 ， 将关系资本 、 结构资本 、 认知资本等社会资本与个人动机
一起 ， 作

为知识共享的动机 ，
经过实证检验 ， 发现人们贡献知识是因为感知到他们的声誉会被提高 ， 并且

一

定

程度上也是因 为帮助他人是愉悦的 ［

５
］

。 Ｃｈ ｉｕ 等则将知识共享进
一

步细分为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 ， 研究

社会资本和结果预期对它们 的影响 ， 结果显示 ， 与社区相关的结果预期对知识共享的数量和质量两个

维度都有显著作用 ，
而社会互动关系 、 互惠和认同等社会资本则会显著提高知识共享的数量 ［

６
］

。 Ｐａ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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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对 Ｑｕｏｒａ 的研究中发现 ， 用户会通过 回答问题来建立声誉
，
特别是当他关注 了某个用户并且想要

给其留下印象时 ， 会努力提供高质量的答案 ［

１

］

。 Ｗａｎｇ 等在对 Ｑｕｏｒａ 的研究中也发现 ， 拥有更多关注者

的用户会有更多的朋友 （ 关注者 ） 回答他提出 的问题 ［

２
］

。

综上所述 ， 基于知识贡献模型 ， 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互动关系是在线社区 中用户 贡献知识的重要影

响因素 ， 但在社会化问答社区中
，
社会互动关系的显著影响是否依然存在需要作进

一步的实证研究 。

２ ． ３ 答案质量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为了 回答本文提 出的问题 ， 即拥有更多关注者的用户提供的答案是否更易受到认可 ， 需要 了解

哪些因素会影响用户对答案质量的判断 ， 因此 ， 本文借鉴了 以下两个方面的相关研究 。 首先 ， 我们

借鉴 ＵＧＣ质量判断的相关研究 ， 因为社会化问答社区中的答案也是
一

种 ＵＧＣ。 Ｌｉｎ 等针对在线社会

网络进行了研究 ， 提出 了
一

个通用框架 ， 该框架包括反馈特征 （ 回复频率 、 回复相似性等 ） 、 内容特

征 （ 内容长度
、 词汇复杂度等 ） 和作者特征 （ 权威性 、

等级等 ）
，
这三个方面共同影响用户对 ＵＧＣ

质量的判断 ［

７
］

。 Ａｇ
ｉｃｈｔ ｅ ｉ

ｎ 等针对社会化媒体 ， 提出 了利用社区反馈 自动识别高质量 ＵＧＣ 的方法 ， 该

方法采用 的特征指标包括用户关系和用户行为历史数据等 ［

８
］

。 用户对 ＵＧＣ 的投票行为反映了用户对

ＵＧＣ 质量的判断 。 Ｌｉｕ 等针对产品评论质量判断的研究发现 ，
以往的研究 中存在三类偏差 ：

不平衡

投票偏差 、 赢家循环偏差和早起者偏差 ， 消除这三类偏差后 ， 再利用问答社区中的统计数据 ， 如用

户 获得积分 、 答案获得票数和点击次数等 ， 来评估答案质量 ［

９
］

。 Ｍｕｄａｍｂｉ 和 Ｓｃｈｕｆｆ 在对亚马逊上用

户提供的在线评论的研究 中 ， 用字数来衡量评论深度 ［

１ （ ）

］

。 其次 ， 关于答案质量判断的相关研究主要

有 以下几个 。 Ｊｕｒｃｚｙｋ 和 Ａ
ｇ

ｉｃｈｔｅ ｉｎ 针对传统的在线问答社区 ， 研究了 如何利用用户权威性判断答案质

量 ，
先在用户之间通过回答问题建立起

一个关联 ，
接着运用链接分析来计算用户 的权威性 ［

１
１

］

。 Ｐａｕｌ

等在对 Ｑｕｏｒａ 的研究中也发现了早起者现象 ， 发布较早的答案获得的投票可能很多且排名很高 ，
发

布较晚的答案获得的投票可能较少而排名靠后 ， 就很难被投票者看到 ， 因此 ， 发布较晚的答案 的后

续投票会更少 。 此外 ， 投票具有社交功能 ，
用户会将投票用作一种 引起知名用户注意的社交信号 ［

１

］

。

Ｗａｎ
ｇ 等在对 Ｑｕｏ ｒａ 的研究中也发现 ， 拥有更多关注者的用 户会有更多的朋友 （ 关注者 ） 赞同他提供

的答案 ， 即该答案会有更多的投票数
［
２

］

。

综上所述 ，
已有研究提出 了影响 ＵＧＣ 质量判断的多个因素 ， 包括用 户关系 、

回复频率 、 信息量 、

发布时间等 ，
但这些 因素是否适合社会化问答社区还需要实证检验 。

３ 研究假设

３ ． １ 用户信息对社交关系的影响

在社会化问答社区中 ， 社交关系是指用户之间的关注关系 ，
可用关注者数表示 ［

１

］

。

如前面文献所述 ，
用户信息会影响社交关系 ［

１

￣

４
］

。 Ｚｈｏｕ 等在对 Ｙａｈｏｏ ！Ａｎｓｗｅｒｓ 的研究 中将用户信

息具体分为三类 ， 包括参与度相关的信息 、 权威性相关的信息和等级相关的信息
［

１ ２
］

。 由 于知乎社区中

并没有等级制度 ， 因而本文只考虑用户的参与度信息和权威性信息 。

首先 ， 在社会化问答社区中 ， 用户之间是以完全陌生关系为主 ，
根据社区社会关系构建的研究成

果 ， 在这种情境下 ， 由于用户参与社区的主要 目 的是信息交流 ， 因此 ， 在考虑是否与社区中 的其他用

户建立社交关系时 ， 为了确保信息来源的真实性 、 可靠性 ， 会更注重考查该用户的个人信息 ，
关系的

构建更易受到用户所传递的个人信息主导 。 其次 ， 用户会通过访问其他用户的主页来查看他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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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 参与度高的用户会拥有更丰 富的历史行为 ， 可以贡献更多的信息 ，
权威性高的用户更容易取得

信任 ， 可以 贡献更有价值的信息 ， 因此 ， 人们往往会关注参与度高且提供高质量答案的用户
［

１

］

， 贡献

更多更好答案的用户往往会拥有更多关注者 ［

２
］

。 综上 ， 本文提出 以下研究假设 ：

Ｈ
ｉ

： 用户 的参与度越高 ， 关注者数越多 。

Ｈ
２ ： 用户 的权威性越高 ， 关注者数越多 。

３ ． ２ 社交关系对问题得到解决的影响

回答问题是用户在知乎社区 中的主要参与行为 ，
已 有的很多研究认为 ，

在线问答社区中 回 答者

提供答案的行为是
一

种问题解决型的知识共享行为 。 首先 ， 根据知识共享动机的研究成果 ， 由 于社

交关系 的建立会在社区参与中 提高用户 间的互动频率 ， 这种互动是人们积累社会资本的
一

个过程 ，

因此 ， 社会互动关系会显著提高知识共享的数量 。 其次 ， 由 于用户可 以通过回答问题来建立声誉 ，

特别是 当他关注 了某个知名用户时 ， 努力提供高质量的答案可 以给其留下印象 ［

１

］

， 因此 ， 拥有更多关

注者 的用户会获得优势 ， 即会有更多的朋友 （ 关注者 ） 来回答他们提出 的问题
［

２
］

。 综上 ， 本文提出 以

下研究假设 ：

ｈ ３ ： 用户关注者数越多 ， 提出 的 问题更易得到解决 。

３
．
３ 社交关系对答案受到认可的影响

阅读答案并对答案进行
“

赞同
”

或
“

反对
”

是用户在知乎社区中的另一主要参与行为
，
当用户觉

得答案质量好的时候 ， 就会
“

赞同
”

该答案 ， 而当用户觉得答案质量不好时 ， 就会
“

反对
”

该答案 。

首先 ， 根据答案质量评估的研究成果 ， 相比于与 自 己没有任何关联的人 ， 人们往往会更相信与 自 己存

在某种社交关系的人 ， 因此 ， 用户关系会影响用户对答案质量的评估 ， 并通过用户对答案的投票情况

体现 。 其次 ， 由于投票具有社交功能 ， 可以起到 向内容提供者示好的作用 ， 因此 ， 用户会将投票用作
一

种 引起 目标用户注意的社交信号 ［

１

］

， 拥有更多关注者的用户会获得优势 ， 即会有更多的关注者来赞

同他们提供的答案 ［

２
］

。 综上
，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

ｈ４ ： 用户关注者数越多 ，
提供的答案更易受到认可 。

综上所述 ， 本文的研究框架见图 １ 〇

用户信息

权威性

问题得到解决

答案受到认可

参与度

社
交
关
系

图 １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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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４ ． １ 变量的操作化与研究模型

关于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 用户信息的测量如下 。

用户的参与度信息方面 ，

Ｚｈｏｕ等主要根据用户所得积分来衡量用户的参与度
［

１ ２
］

，
而知乎社区并没

有积分制度 ， 考虑到在传统在线问答社区中 ， 用户主要通过
“

提问
”“

回答
”

等活动获得积分 ， 且知乎

社区中加人了
“

公共编辑
”

功能 ， 即社区成员可以共同编辑一个问题 ， 因此 ， 本文 以用户提问数 、 回

答数 、 公共编辑数来衡量用户 的参与度 。

用户的权威性信息方面 ，
Ｚｈｏｕ 等主要根据用户所贡献的答案成为最佳答案的比例来衡量用户 的权

威性
［

１２
］

，
而知乎社区没有最佳答案指标 ， 用户权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一是若某个回答者提

供的答案对其他用户真的很有帮助 ， 便会获得其他用户 的
“

感谢
”

；
二是知乎社区根据

一套独有的内部

算法来计算每个用户的 ＰＲ （ｐｅ
ｒｓｏｎｒａｎｋ

， 即个人等级 ） 值
，
如果某个用户的 ＰＲ值达到

一定水平
，
知

乎社区便会赋予该用户开通
“

专栏文章
”

的权利 。 因此 ，
本文以用户获得感谢数 、 专栏文章数来衡量

用户的权威性。

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的检验模型如下所示 ：

Ｕｆｏｌ ｌｏｗｅｒ
，

＝

Ｊ
３
０
＋

＾Ｑｕｅｓｔ ｉｏｎ
， 
＋

^

Ａｎｓｗｅｒ
， 
＋


ｙ
０

３
Ｅｄ ｉｔ

，

＋

ｙ

９
４
Ｔｈａｎｋ

，
＋

 ｙ
９
５
Ａｒｔｉｃｌｅ

，
＋￡

■

，（ １ ）

其中 ，

Ｕｆｏｌｌｏｗｅｒ
，
为用户 ｉ 的关注者数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为用户 ｉ 的提问数
；
Ａｎｓｗｅｒ

，

为用户 ｉ 的回答数
；

Ｅｄ ｉｔ
，

为用户 ｆ 的公共编辑数
；

Ｔｈａｎｋ
，
为用户 ／ 获得的感谢数 ；

Ａｒｔｉｃ ｌｅ
，
为用户 ｆ 的专栏文章数 。

根据文献综述 ，
假设 ３ 中 问题获得回答数还会受到问题关注人数 、 发布时间 、 所属话题的影响 ，

其中问题所属话题被分为六类 ： 职业发展 、 体育运动 、 自然科学 、 艺术人文 、 日 常生活 、 游戏娱乐 ，

因此 ，
关于假设 ３ 的检验模型如下所示 ：

ＧｅｔＡｎｓｗｅｒ
，

＝

＞

０
。

＋
ｙ

Ｓ
Ｊ

Ｕｆｏｌ ｌｏｗｅ ｉ
；
＋

爲Ｑｆｏｌｌｏｗｅｒ
，
＋

爲Ｑｔｉｍｅ
，
＋

 ４々
〇ｔｏｐ

ｉｃ
，
＋（２）

其中 ，

ＧｅｔＡｎｓｗｅｒ
，
为问题 ｆ获得的回答数 ；

Ｕｆｏｌ ｌｏｗｅｒ
，
为问题 ｆ 的提问者的关注者数 ； Ｑｆｏｌ ｌｏｗｅｒ

，
为问题

ｆ 的关注人数 ； Ｑｔｉｍｅ
，
为问题 ／ 的发布时间 （ 分别计算每个问题与发布最早的问题发布时间的时间差 ，

单位为天 ）
； Ｑ ｔｏｐ

ｉｃ
，
为问题 ／ 所属的话题。

根据文献综述 ，
假设 ４ 中答案获得赞同数还会受到答案评论数 、 发布时间 、 信息量的影响 ，

其中

答案信息量需要利用 中国科学院分词系统的 ＩＣＴＣＬＡＳ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ｅ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 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ｌｅｘ 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ｓｙｓｔｅｍ ， 即计算技术研究所汉语词法分析系统 ） 对答案进行分词处理 ， 去除答案 内容的标点符

号及停用词得到概念词 ，
概念词的数量即为答案信息量的值 ， 因此 ，

关于假设 ４ 的检验模型如下所示 ：

ＧｅｔＶｏｔｅ
，

＝爲
＋


ｌ々

Ｕｆｏｌｌｏｗｅ ｉ
；
＋

爲Ａｃｏｍｍｅｎｔ
，
＋

爲Ａｔｉｍｅ
，
＋

爲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


￡

；（３ ）

其中
，
Ｇｅ ｔＶｏｔ ｅ

，

为答案 ｆ 获得的赞同数
；
Ｕｆｏ ｌｌｏｗｅｉ

；

为答案 ； 的回答者的关注者数 ；
Ａｃｏｍｍｅｎ ｔ

，

为答案

ｉ

？

的评论数 ；
Ａｔｉｍｅ

，
为答案 ｆ 的发布时间 （ 分别计算每个答案与其对应问题发布时间的时间差 ， 单位为

天 ） ；
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为答案 的信息量 。

４ ．２ 数据收集

为 了检验以上假设 ， 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从知乎网站上抓取下来的一个数据集 ， 包括关于问题 、

答案和用户的多组数据 ， 具体流程如下 ： 进人知乎的话题广场 ， 共有 ３４个话题 ， 先从每个话题下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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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１ ０个子话题 ， 然后从每个子话题下随机选取 １ 个问题
，
随机选取该问题的 ２ 个相关问题 ， 对于每

个相关问题 ， 再随机选取该问题的 ２ 个相关问题 ，
接着选取每个问题的提问者 ，

并从每个问题下随机

选取 １０ 个回答者 ， 最后对所有问题和用户进行去重处理 ，
得到 １９０５ 个问题 ，

１ １ １２００ 个答案 ，
１ ４６７ １

个用户 。

对于每个问题
，
抓取该问题的主页链接地址 、 关注人数 、 发布时间 、 提问者以及回答数 。 对于问

题的每个答案 ， 抓取该答案的回答者 、
赞 同数

、 评论数 、 发布时间 以及答案文本 。 对于 问题的提问者

和回答者 ， 抓取该用户 的主页链接地址 、 提问数 、 回答数 、 公共编辑数 、
获得感谢数 、 专栏文章数以

及关注者人数 。

基于 Ｐｙｔｈｏｎ 程序抓取的知乎社区基本信息见表 １ 。

表 １ 知乎社区基本信息

数据名称及类型 数据解释 数据格式

问题信息 问题主页 用来进入该问题主页的链接地址 链接地址

关注人数 关注该问题 的人数 数值型

发布时间 用户提 出该问题的时间 日 期型

提问者 提出该问题 的用户 文本型

回答数 该问题获得 的回答数 数值型

答案信息 回答者 提供该答案的用户 文本型

赞同数 该答案获得 的赞同数 数值型

评论数 该答案获得 的评论数 数值型

发布时间 用 户提供该答案的时间 日 期型

答案文本 该答案的文本内容 文本型

用户 信息 用 户主页 用来进人该用户 主页的链接地址 链接地址

提问数 该用户提出的问题数 数值型

回答数 该用户 提供的答案数 数值型

公共编辑数 该用户参与编辑的问题数 数值型

获得感谢数 该用户 获得的感谢数 数值型

专栏文章数 该用户 撰写的专栏文章数 数值型

关注者人数 关注该用户 的人数 数值型

５ 描述性统计与假设检验

５
．
１ 描述性统计

表 ２ 列 出了５ ．２ 中实证检验所使用 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表 ２ 变最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Ｕｆｏ Ｈｏｗｅ ｒ
／召

＇

人 ８ ６２２ ． ８３ ０ ２５ ．

１ ３ ５ ２３０９７ ．

１ ３ ０

Ｑ ｕｅｓ ｔ ｉｏｎ ／个 ３０ ５５ ０ １ ２ ． ７ ９２ ６８ ． ９２ １

Ａ ｎ ｓｗｅ ｒ １ ０ １ ３２ ０ ９ ０ ． ３ ３ ８ ２５ ６ ． １ ２ ３

Ｅｄｉ ｔ／个 １４ １０２２ ０ １４ ２ ． ６６７ １８ ９３ ． ４５４

Ｔｈａｎｋ ／个 １
７ ４ ６８２ ０ ３ ９９ ． ７００ ２ ９６６ ． ６０５

Ａｒ
ｔ ｉ
ｃ

ｌ
ｅ

／篇 ９ ２４ ０ １ ．

１ ２４ １ ２ ． ８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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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ＧｅｔＡｎｓｗｅｒ ／个 ２ ３４４ ０ ５ ８ ．４１ ８ １ ５３ ．２６０

Ｑｆｏ ｌ ｌｏｗｅｒ ／百人 １４５ ５ ． ４１ ０ ．０ １ １ ６ ． ９１ ７ ６１ ９ １ ． ８ １ ５

Ｑ ｔ
ｉ
ｍｅ

／天 ３ ２ ０ ２ ８ ． ６０８ ３６０ ． ４ １ ４

ＧｅｔＶｏ ｔｅ ／个 ３ ５ ４ １ ９ ０ ４２ ．

１ ７４ ４８ ０ ． ５ ６７

Ａｃｏｍｍｅｎｔ ／个 ２ ３ ７４ ０ ５ ． ０２９ ３ ２ ． ３ ５ ７

Ａ ｔｉｍｅ／天 ６４ ０ ９ ． ８６７ ６４ ． ４９７

Ａ ｉｎｆｏ ｒｍ ａｔ
ｉ
ｏｎ

／个 １２４０ １ ２３ ．４９ １ ６７ ． ３２ １

５
．
２ 假设检验

我们先进行了 自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
结果表明 ， 检验系数最大为 ０

．
４７３ ， 所以不存在相关性 。

关于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的检验结果见表 ３
，
关于假设 ３ 的检验结果见表 ４

，
关于假设 ４ 的检验结果见

表 ５ 〇

表 ３ 关注者数的彩响 因素的 系数检验结果 （
ｉｉ ＝１４ ６ １６｝

变量 系数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３ １ ７ ． ６３ ９ ０

“

Ｑｕｅ ｓｔｉｏｎ ４５ ． ８ ３０ ２

…

Ａｎｓｗｅｒ １ ． ２９６ ０

“

Ｅｄ ｉｔ ０ ． ５ ３ ８８

＊ ＊＇

Ｔｈａｎｋ ４ ． ９０４６

…

Ａｒｔｉｃ ｌｅ ８ ０ ． ５ ６９ ９

…

Ａｄｊｕｓｔ ｅｄ Ｚ？

２

０ ．４７５ ８

Ｆ ２ ６５４ ．５ ８４６

＊＊ ＊

＊ ＊ ＊
、

＊ ？分別表示在 １％ 、 ５％的水平上显著

表 ４ 问题得到解决的彩响 因素的系数检验结果 （
ｎ

＝＝
１６８７ ）

变量 系数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１９７３ ． ６８ ７ ７

…

Ｕｆｏ ｌｌｏｗｅ ｒ ｎ ． ｓ ．

Ｑｆｏｌｌｏｗｅｒ １ ．４ ８７ ４

…

Ｑｔｉｍｅ ０ ．０４８ ３

＊ ＊＊

Ｑｔ
ｏ
ｐｉ

ｃ
ｌ

—

Ｑ ｔｏ
ｐ

ｉｃ２ ｎ ． ｓ ．

Ｑｔ ｏ
ｐ

ｉｃ ３ ｎ ． ｓ ．

Ｑｔ
ｏ
ｐ ｉ

ｃ４ ２８ ． ７００

…

Ｑｔｏ
ｐ

ｉｃ ５ ｎ ． ｓ ．

Ｑｔ
ｏ
ｐ ｉｃ ６ ４ ０ ．７２５

．＂

Ａｄ
ｊ
ｕｓｔｅｄ Ｚ？

２

０ ．４
１ １３

Ｆ １ ４ ８ ．５ ８ ８ １

…

？ ＊ ＊表示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２０ 信息系统学报 第 １ ８辑

表 ５ 答案受到认可的影响因素的 系数检验结果 （ ／？
＝
３ ０１ ６０ ）

变量 系数

Ｃｏｎｓ ｔ ａｎ ｔ

－

１ ９ ． ２６３８

…

Ｕ ｆｏ ｌ ｌ
ｏｗｅｒ ０ ． ０ ２ ９ ９

＊’ ＊

Ａｃ ｏｍｍｅｎ ｔ １ １ ． ６２５ ５

…

Ａ ｔｉｍｅ ｎ ． ｓ ．

Ａ ｉ 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 ｏｎ ｎ ．ｓ ．

Ａ ｄ
ｊ
ｕ ｓ

ｔ
ｅｄ 

Ｒ
２

０ ． ６２３９

Ｆ
１ ２ ５ ０８ ． ３ １ ４０

…

＊ ＊ ＊表示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

检验结果显示 ， 假设 １
、 假设 ２ 得到了验证 。

一

方面 ， 人们加入知乎这种以信息交流为 主的社区 ，

最主要的 目 的就是获取信息 ， 参与度高的用户 ， 也就是活跃用户 ， 能够为关注者提供更多的信息 ， 因

而能够吸引更多 的关注者 ； 另
一

方面 ， 信息质量也是人们选择关注者时考量的一个要素
，
那些权威性

更高的用户 ，
他们提供的信息更专业 ， 更具有说服力 ， 对其他用户 的 帮助更大 ， 因而也能吸 引更多的

关注者 。 可见
，
除 了李开复 、 徐小平 、 周源等少数即使很少出现也会拥有很多关注者的名人之外 ， 知

乎的大多数用户还是通过贡献大量高质量的答案来吸引他们的关注者的 。

假设 ３ 未能得到验证 ， 实际上这也是有可能的 ， 在知乎这种用户之间以 陌生关系为主的社区 ， 人

们关注其他用户 ， 最主要的 目的是从该用户那里寻求有帮助的问题答案 ，
而不是去帮助该用户解决他

所提出 的问题 ； 另外 ， 由于能力或精力所限 ， 人们也很有可能选择不去 回答该用户的问题 ， 即便是出

于社交 目 的 ， 他们也可以选择参与成本更低的方式
，
如给该用户提供的答案投票等 。 此外 ， 从表 ４ 的

结果可 以发现 ， 问题关注人数对问题获得回答数有显著影响 ， 因 为问题关注者越多 ， 说明该问题的价

值越高 ， 越能吸引更多的用户予 以解答
；
发布时间对问题获得回答数有显著影响 ， 因为随着时间的累

积 ，
不断有新的回答者加入 ， 问题获得的回答数也就会越来越多 ；

以
“

职业发展
”

为基准 ，

“

艺术人文
”

和
“

游戏娱乐
”

话题下的问题获得回答数与其存在显著差异 ， 这是因为有些话题更大众化 ， 对用户能

力要求不高 ，
回答数就相对较多 ， 有些问题更专业化 ，

对用户能力要求较高 ，
回答数则相对较少 。

假设 ４ 得到 了验证 ，
可能有 以下两个原因 ： 第一

，
关注某个用户的人倾向于从该用户那里寻求有

帮助的问题答案 ， 因而在看到该用户 回答问题的消息推送时 ， 更有可能进行浏览并投票 ； 第二 ， 投票

行为比 回答行为所需要付出 的努力显然更少 ， 因而如果用户关注了某个用户 ， 那么出 于
一些社交 目 的 ，

相比于回答该用户提出的问题 ， 更有可能对该用户提供的答案进行投票 。 例如 ， 有人在知乎上提问
“

年

轻人太早结婚是否会影响事业的发展
”

，
李开复回答

“

我 ２ １ 岁结婚
”

， 获得了大量用户的赞同 ， 这便是

典型的
“

明星效应％ 此外 ， 从表 ５ 的结果可以发现
，
答案评论数对答案获得赞同数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

这是因 为评论可以补充 、 丰富答案 内容 ， 帮助其他人更好地理解答案 ，
获取更多信息 ， 因此会使答案

更容易被认可
；
答案发布时间对答案获得赞同数并没有显著影响 ，

说明知乎运用
一定的算法有效避免

了早起者偏差
；
答案信息量对答案获得赞同数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 实际上这也是有可能的 ， 因为知乎

社区中 的答案是否精辟并不在于信息量的多少 ， 获得赞同数很多的答案往往是那些很短的
一句话回答

，

这也正是知乎社区与
一

般在线评论社区的差异之
一

，
知乎推 出 的移动端应用

“

知乎 日 报
”

中就有一个

栏 目
， 专门汇总整理出这种简短而受到很多人认可的答案 。



社会化问答社区中社交关系的成因及作用一来自知乎的实证研究 ２ １

６ 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 以下结论 ： 第
一

，
在知乎社区 中

，
参与度和权威性有助于用户增加 自 己

在社区 中的关注者数 ；
第二

， 用户通过增加 自 己在社区中的关注者数 ， 并不能使其提出的问题更易得

到解决 ； 第三 ， 用户通过增加 自 己在社区中的关注者数 ， 能使其提供的答案更易受到认可 。

本文的创新主要有 以下几点 ： 第一
， 本文基于关系构建理论 ，

结合社会化问答社区的特点 ， 从用

户信息角度建立了社交关系影响因素模型 ；
第二

， 基于知识贡献模型 ，
提出 了社交关系会影响知识贡

献的假设 ； 第三 ，
基于 ＵＧＣ 和传统问答社区答案质量的研究 ， 提出 了社交关系等因素对答案质量判断

的模型
；
第 四 ， 与以往社会化问答社区相关研究的定性特征描述不同 ， 本文从知乎网站上抓取了大量

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和建模 ， 从而验证并丰富了以往研究得出 的一些结论 。

本文的发现对以知乎为代表的社会化问答社区如何加强社交功能 ， 促进用户参与 ， 提升网站人气

等具有
一定的启示作用 。 第

一

， 尽管知乎一直在努力弱化声誉机制的作用 ，
但是应该保证用户 的行为

历史能被方便地査看 ，
以方便用户间社会关系的建立 。 用户不仅应积极参与提问和回答 ，

撰写专栏文

章 ， 而且应提高回答的质量 ， 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者 。 第二 ， 由于社交机制并不能直接提高用

户的知识共享行为 ， 社会化问答社区需要通过其他机制 ， 如促进问题关注 、 将问题准确归类至合适的

话题等 ，
来吸引更多用户 回答问题 。 第三 ， 社交机制的 出现会促进用户对答案的投票行为 ， 即点赞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可 以激励用户提供高质量答案 ； 然而 ， 由于社交机制会影响用户对答案质量的判断及

投票行为 ，
因此 ， 社会化问答社区需要设计合适的算法来识别并量化这

一

影响 ， 从而为所有用户呈现

真正有帮助的高质量的答案 。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 ： 首先 ， 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 ， 如果能获取用户的参与历史 ， 就可以更准

确地衡量用户的参与行为与社交关系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 其次 ， 本文 只考虑 了单向的关注关系 ，

而未考虑双 向的朋友关系 ， 研究表明 ， 关系强度对用户 的参与行为也会有重要影响 。 再次 ， 很多研究

将问题分为信息类和对话类两种 ， 研究表 明 ， 用户对这两类问题的参与行为有所不同 ， 若将它们分开

进行更深人细致的研究 ， 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 最后 ， 虽然知乎社区是
一

个以完全陌生关系为主的社区 ，

但本文在样本的分析上并没有作进
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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