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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企业社交媒体在企业中应用的推广和深人 ， 对企业社交媒体的研究 已成为 了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

注的焦点 。 本文从企业社交媒体的概念 、
企业社交媒体的采纳 、

企业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和使用模式以及企业社交媒

体实施后的影响 四个方面对国内外与企业社交媒体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与 回顾 ，
分析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提出 了未

来可深人研究的方向 。

关键词 企业社交媒体 ， 概念 ， 采纳 ，
使用模式 ，

影响

中 图分类号 Ｃ９３ １ ．６

１ 弓 丨言

近年来 ， 随着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 Ｔｗｉｔｔｅｒ 和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的盛行 ， 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将社交媒

体应用于企业内部 ， 作为一种新的促进员工间沟通和协作的技术 。 这种应用范围严格局限于企业内部

员工的社交媒体被称为企业社交媒体 （ ｅｎ ｔｅｒｐ
ｒｉｓ ｅｓｏ 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 ，ＥＳＭ ）。 与电子邮件 、 即时通信等传统

的沟通技术相比 ， ＥＳＭ 是一种更加平等与开放的沟通与协作技术 ， 能够克服传统命令与控制式管理

的不足 ， 因而更有利于企业的知识管理与创新 。 截止到 ２ ０ １ ３ 年底 ， 在 《财富 》 ５００ 强 中 ， 有 ９０％的

企业已全部或部分地应用了
ＥＳＭ ， 市场上也出现 了许多如 Ｙ

ａｍｍｅｒ 、 Ｊｉｖｅ 和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ｉｏｎｓ 等的成

熟的 ＥＳＭ 软件产品 。 据 Ｇ ｌｏｂ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ｓ ｉｇｈｔｓ（ 全球市场分析 ） 的预计 ， 从 ２０ １ ６ 年到 ２０２４ 年 ， 包含

ＥＳＭ 在内 的企业协作工具的市场以每年 １ ３％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 ， 到 ２０２４ 年市场将扩张到 ８５ 亿美

元 。 然而 ， 另有研究表明一些企业在 ＥＳＭ 上的投资并没有实现其预期的收益 ， ＥＳＭ
“

建而不用
”

或
“

用而不能尽其能
”

的现象仍困扰着很多的企业 。

随着 ＥＳＭ 在企业中应用的推广和深人 ， ＥＳＭ 的研究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 针对 ＥＳＭ 在应用

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 这些学者主要围绕着 ＥＳＭ 的采纳 、 其在企业中如何被使用以及使用会带来

什么样的效果等问题展开了研究 。 但 目前国外对该领域的研究还相对分散 ， 并且定性的探索性的研究

较多 ， 而定量研究较少 ，
而国内有关该领域的研究则更显匮乏 。 鉴于此 ， 本文将从 ＥＳＭ 的概念 、 采纳 、

使用模式和产生的影响 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现有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 ， 以 明晰国 内外研究的发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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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 为进
一步探索指 明方向 。

２ 文献筛选与分析

本文首先利用 丨 Ｓ ＩＷｅｂｏｆＳ ｃ ｉ ｅｎｃ ｅ 数据库进行了 系统的检索 ， 然后重点检索 了ＭＡＳ

１

Ｍａｎａｇｅｍ ｅｎ ｔＳｃｉｅ ｎｃｅ
、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和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等 人苕 ‘急、

系统领域内 的国际权威期刊以及 ＪＭＣＡＳ
、
￡Ｃ／Ｓ 、 ／＾ Ｃ／Ｓ 和 ／／／ＣＳＳ等国际知名的信息系统相关会

议的论文集 。 进行 文献检索的关键字有Ｅｎ ｔｅ ｒｐ ｒ ｉｓ ｅＳｏｃ ｉ ａ ｌＭ ｅｄ ｉａ ， Ｅｎ ｔｅｒｐ
ｒ

ｉｓ ｅＳｏｃ ｉ ａ ｌＭ ｅｄｉ ａ ，Ｅｎｔ ｅｒｐ
ｒ

ｉ ｓｅ２ ．０ ，

Ｅｎｔｅｐ ｒ ｉ ｓｅ ｓｏｃ ｉ ａ ｌＮｅ ｔｗｏｒｋ ｓ 和 Ｅｎ ｔｅ ｒｐｒ
ｉ ｓｅＳｏｃ ｉａ ｌＳｏ ｆｔｗ ａ ｒｅ 。 以 上面检索关键字的中译名为关键字 ， 本文又

在 ＣＮ ＫＩ 中进行了检索 。 为了 防止遗漏重要 文献
，
本文对代表性的文献追溯其后面所列的参考文献 ，

以进
一

步扩大检索范围 。 检索到的每篇文献的摘要和主要内容都被浏览过 ，
以排除与本文研究主题与

内 容不相关的文献 。 在浏览与筛选的过程 中 ， 我们发现 ＥＳＭ 的概念 、 采纳 、 使用模式和影响是研究

ＥＳＭ 的学者主要关注的方 向 ，
除此之外还有少量基于设计科学范式的研究 。 最后

， 本文收集到从 ２ ００６

年 １ 月 到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与 ＥＳＭ 的概念 、 采纳
、
使用和影响相关的文献共 ９７ 篇 ，

其中英文文献 ９２ 篇 ，

中 文文献 ５ 篇 。

自 ２００６ 年 Ｍ ｃＡ ｆｅｅ 首次提出
“

企业 ２ ．０

”

（ Ｅｎｔｅ ｒｐ
ｒ

ｉ
ｓｅ２ ．０ ） 的概念之后 ，

国 内外期刊和会议上才开

始出现有关 Ｅ ＳＭ 的研究文献 。 图 １ 显示了从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 １ ５ 年每年发表的相关文献的数量 ， 可以看出 ，

在最近 ５ 年
，
与 Ｅ ＳＭ 相关的研究文献显著增加 ， 这说明 ＥＳＭ 已经开始成为信息系统领域的研究热点 ，

吸引 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

２０ ０６２０ ０７２ ００ ８２００９２ ０ １ ０２０ １ １２０ １ ２２０ １ ３２０ １ ４２０ １ ５

年份

图 １ 相关文献的历史 回顾

从文献的来源来看 ， 目 前有关 ＥＳＭ 的研究文献来 自于期刊上的相对较少 。 表 １ 列 出 了与 ＥＳＭ 相

关的文献在信息 系统领域内 的国际权威期刊 以及
一

些国际知名的相关会议 的论文集上的发表情况 。 如

表 ］ 所 ７Ｋ
，
与Ｅ ＳＭ相关的文献发表在了Ｍ／５

１

和

／Ｊｅｗｄ ｚ 等顶级期刊上 ，
这说明 了ＥＳＭ 在信息系统领域的研究 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 此外 ， 近几年发

表在 ＩＣＩ Ｓ
、
ＡＭＣＩ Ｓ 和 Ｈ Ｉ ＣＳＳ 等会议上的文献数量相对较多 ，

这也在
一

定程度上说明 了ＥＳＭ 已经成了

一个研究的前沿领域 。

表 １ 相关文 献在权威期刊 和会议上的发表情况

来源 数量

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 ｎ ｔＳ ｃｉ ｅ ｎｃｅ １

Ｍ Ｉ ＳＱｕａ ｒｔ ｅｒ ｌ ｙ １

Ｉｎｆｏ ｒｍａ
ｔｉ
ｏｎ Ｓｙ ｓｔ ｅｍｓ

Ｒｅ ｓｅ ａｒｃｈ ２

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Ｍａ ｎ ａ
ｇ
ｅｍ ｅｎ

ｔ Ｉ
ｎ ｆｏｒｍ ａ

ｔ ｉ
ｏｎ Ｓｙ

ｓ
ｔ
ｅｍｓ

１

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Ｓｔ ｒａ ｔｅｇ ｉ ｃＩｎ ｆｏ ｒｍａｔ ｉ ｏｎＳｙ ｓ ｔｅｍ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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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来源 数量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 ｎ ｔ １

Ｃｏｍｐ
ｕｔｅｒｓ

ｉ
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
ｉ
ｏ ｒ ３

ＩＣ Ｉ Ｓ １２

ＡＭＣ Ｉ Ｓ １ ２

ＥＣ Ｉ Ｓ ７

ＰＡＣ Ｉ Ｓ ９

ＨＩＣＳ Ｓ
１４

３ 企业社交媒体的概念

３ ． １ 企业社交媒体的概念

已有的学者在研究企业社交媒体时使用 了不同的术语 ， 如企业 ２ ．０ 、 企业社交媒体 、 企业社交网

络 （ ｅｎｔ ｅｒｐｒ
ｉ ｓｅｓｏｃ ｉａ 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ＥＳＮ ） 和企业社交软件 （ ｅｎ ｔｅｒｐ

ｒｉｓｅｓｏｃ ｉａ ｌ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 等 。 ＭｃＡｆｅｅ 是最早

定义企业社交媒体的学者之
一

， 但他使用的术语是
“

企业 ２ ．０

”

。 他将企业 ２ ． ０ 定义为是基于一系列

Ｗｅｂ ２ ． ０ 技术的社会技术 ， 能够便利企业中员工的沟通 、 协作与知识共享 ［

１

］

。 Ｌｅｏ ｎａ ｒｄｉ 等的定义是被研

究 ＥＳＭ 的学者引用 的较多的 ， 他们将 ＥＳＭ 定义为是
一

个基于 Ｗｅｂ 的 ， 综合应用微博 、 博客 、 维基

百科和社交网络等工具的集成平台 ， 它允许员工们 ：
①与特定的同事交流消息或将消息广播给组织中

的任何一个人 ；
②列出 与其有联系的同事的列表 ； ③发布 、 编辑及分类与 自 己 和他人相关的文本和文

件
； ④在任意时间查看组织中他人交流 、 发布 、 编辑和分类的消息 、 联系列表 、 文本和文件 ［

２
］

。 还有
一

些学者给予了ＥＳＭ 更为宽泛的定义 ， 他们定义 ＥＳＭ 为一个企业社交网络 ， 旨在让企业中的员工能

够组成社区 ， 创建和交换内容 ［

３ ４
］

。

３ ．２ 企业社交媒体的示能性

信息系统的技术特征被认为对于信息系统的使用有重要的影响 ， 是研究技术使用和使用结果关系必

不可少的对象 。 ＥＳＭ 作为信息系统的一种 ， 在研究其如何使用以及使用如何带来影响时也需要先关注其

技术特征 。 但 ＥＳＭ 又是
一

种延展性很强的技术 ， 用户对于相 同的技术特征会形成不同的使用类型以及产

生不 同的使用效果 ， 而７Ｋ能性 （ ａｆｆｏ ｒｄａｎｃｅ ｓ ）可以为我们很好地描述行动体与技术间这种复杂的交互关系 。

示能性来源于生态心理学领域 ， 被 Ｇ ｉｂｂ ｓｏｎ 用来描述行动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

５
］

。 在信息系

统领域 ， 示能性这
一

概念被用于研究行为体与技术间复杂的交互关系 。 Ｓａｖｏｌ ｉ 和 Ｂａｒｋｉ 提出 了感知功

能示能性来研究信息技术对用户行为的支持程度 ， 即用户感知信息技术的能力和约束 。 不同用户对同
一技术特征会感知到不

一

样的示能性 ， 从而形成不一样的使用特征和使用效果 ［
６

］

。 因此 ， 从示能性的

角度对 ＥＳＭ 进行研究 ， 是理解其是如何被使用的 以及使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的
一

个很好的切入 口
，

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 Ｔｒｅｅｍ 和 Ｌｅｏｎａｒｄｉ

［

７
】

、 Ｌ ｅｏｎａｒｄ ｉ 等 ［

２
］总结的 ＥＳＭ 的示能性包括沟通的可见性 、

（ 内容与人的 ） 关联性 、 持久性和 （ 内容的 ） 可编辑性。 在此基础上 ，
Ｌｅｏｎａｒｄｉ 等又通过

一

系列的研

究对 ＥＳＭ 的可见性进行了探讨
，
研究表明 ＥＳＭ 的使用可以提高沟通的可见性 ，

进而增加员工的元

知识 ， 即 ｗｈｏｋｎｏｗｓ ｗｈａｔ 和 ｗｈｏｋｎｏｗｓｗｈｏｍ ， 可见性还有助于对知识搜寻者和知识源之间的关系起

到润滑作用 ， 帮助他们更好地获得所需的知识
［
８
￣

１ Ｇ
］

。 Ｕ ｌｍｅｒ 和 ？沾 １１
（１

［

１ １

］在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ｉ 等研究的基础上指

出 ＥＳＭ 的示能性体现在信息性 、 关联性 、 持久性 、
可见性 、

可编辑性 、 控制性和对沟通模式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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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Ｆｕｌｋ 和 Ｙｕａｎ 提出 ＥＳＭ 在支持企业知识管理上的示能性体现在定位相关知识 （ 如专家 ） 、 激励知

识共享与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 ［

１

１Ｍａ
ｊ
ｃｈｒｚａｋ 等提出 了ＥＳＭ 在促进组织知识共享上的 四个示能性特

征 ， 包括 ： ①主动发声即对他人的资料和发布的内容等做出 回应 ；
②引发注意即通知功能引发用户注

意到其感兴趣的内容
； ③联系的可见性 ；

④ 自 发式的角色承担即无须组织分配 ， 员工会 自动在 ＥＳＭ

上承担相应角色 ［

１ ３
］

。

Ｃｌｅｖ ｅ ｌａｎｄ 和 Ｅｌ ｌ ｉ ｓ提出企业微博的无处不在性 、 简洁性 、 沟通性 、 、 订阅性和源身份性对员工知识

共享的态度有正向 的影响 ［

１ ４
］

。 Ｅｌ ｌ ｉｓｏｎ 等指出 ＥＳＭ 在促进组织知识共享上的示能性体现在社会资本的

动态性 、 对关系和交互的支持
、
保证背景身份的多面性和网络交互四个方面 ［

１ ５
］

。 Ｍｅｒｚ 等的案例研究

表明 ＥＳＭ 在促进团队协作上的示能性体现在 ：
①统

一

的 、 集体的 ， 但相关的沟通
； ②可见的 、 积极

的
，
但可控的参与 ； ③正式的 ， 有指导的 ， 但灵活 的过程 ； ④可重用的 ， 但成熟的信息对象

［

１ ６
］

。 Ｏ ｓｃｈ

等提 出 ＥＳＭ 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 ， 便利跨边界的协作 ， 让员工注意到未知 的新知识和发现社区

与联系人 ， 进而影响组织中 与沟通相关的流程 ［

１ ７
］

。 Ｋａｎｅ 指出建立和管理社交网络以及发现和获取数

字内容是 ＥＳＭ 最重要的两个功能 ［

１ ８
］

。

４ 企业和员工对企业社交媒体的采纳

企业和员工采纳 ＥＳＭ 是 ＥＳＭ 实现其价值的第一步 ，
也是企业面临的第

一

个挑战 ，
因而 ＥＳＭ 的采

纳研究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 目前的研究主要涉及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 。

从个体层面 ， 研究员工对 ＥＳＭ 采纳 问题的文献如表 ２ 所示 。 从表 ２ 中可 以看出 ， 影响员工采纳

ＥＳＭ 的 因素可以划分为五个维度 ： 技术 、 组织 、 社会 、 个体与任务 。 技术维度的因素主要与 ＥＳＭ 平

台 自 身的技术特性相关 ， 包括感知有用性 、 感知易用性 、 兼容性 、 内容质量以及安全和隐私等
；
组织

维度的因素涉及影响 ＥＳＭ 使用的组织过程与组织环境 ， 包括高层管理的参与 、 组织氛围 、 便利条件和

ＥＳＭ 战略等 ； 社会维度的 因素涉及引 导员工使用 ＥＳＭ 的社会准则与机制 ， 包括关键大多数 、 社会影

响 、 社会联系和互惠性等 ； 个体维度的因素与员工个体的特征和 收益相关 ， 包括 自我效能 、 感知收益 、

使用满足和创新性等 ； 任务维度的因素包括员工使用 ＥＳＭ 要完成的任务的特征 ， 如任务的复杂性 、 不

确定性和紧迫性等 。 从研究采用的基础理论来看 ， 除了ＩＴ 采纳 的一些理论模型 ， 如技术接纳模型 、

ＵＴＡＵＴ（ ｔｈｅｕｎ 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ｕ ｓａｇｅ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即技术接纳与使用统一理论 ） 模型和创

新扩散模型外
，
由于 ＥＳＭ 还兼具社会性和媒体性 ， 所以研究中还使用了社会资本理论 、 社会支持理论

和结构化理论等社会学理论以及媒介丰富度等理论 。 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 ，

一是访谈和案

例法
，
用于探索性的研究 ，

二是问卷调查法 。

表 ２ 个体层面关于 ＥＳＭ 采纳的研究

文献 维度 因 素 理论基础 研究方法

参见文献［ １
９

］
技术

友好性 、 可靠性 、 可移动性 、 技术兼容性 、

可发现性和透明性
访谈

参见文献
［
２０ ］ 组织 ＥＳＭ 战略 、 培训 、 奖励和高层的参与 访谈

参见文献
［
２ １ ］

个体
、 组织 、 任

务 、 组织文化 、

知识战略

个体 （
熟悉程度 、 自 我效能 、 使用频率 ） 、

组织 （
规模

、
员 丁．的地理分散程度 、 知识任

务
） 、
任务

（
任务复杂性

）
、 组织文化 （ 集体

主义 、
权利距离 ）

、 知识战略 （
知晓知识战

略 、 培训 、 ＥＳＭ 的定位
）

技术接纳模型 问卷调査

参见文献［
２ ２

］
未定义 促进定向 ， 预防定向 调节定向理论 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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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维度 因素 理论基础 研究方法

参见文献 ［
２３

］
技术 感知有用性 、 感知易用性 和隐私顾虑 技术接纳模型 问卷调査

参见文献
［
２４

Ｊ
未定义 上级支持 、 同事支持和工作需求 社会支持理论 问卷调査

参见文献
［
２５

］
未定义

媒介系统依赖 （ 理解依赖 、 导向依赖和娱乐

依赖 ）

媒介系统依赖理论 问卷调査

参见文献 ［
２ ６

］

技术 、 组织 、 社

会
、
个体

技术 （ 平台质量 、 感知安全性 ）， 组织 （ 高

层管理 的支持 、
ＥＳＭ 战略 、 便利条件 、 规模

和结构 ） ， 社会 （ 关键大多数 、 互惠性 、 社

会氛围 、 连接感 、 社会联系 、 任务特性 ） ，

个体 （ 声誉
、
乐于助人 、

个性 、 时间 、 自 我

效能 ）

访谈

参见文献
［
２７

］

技术 、 组织 、 社

会 、 个体 、 任务

技术 （ 平台 质量和内 容质量 ） 、 组织 （ 高层

支持与便利条件 ） 、 社会 （ 关键大多数 、 沟

通氛围 ） 、 个体 （ 感知收益 、 知识效能和时

间约束 ） 、 任务 （ 任务不确定性和紧迫性 ）

访谈

参见文献
［
２８

］

技术 、 组织 、 社

会 、 个体 、 任务

技术 （ 平台质量和内 容质量 ） 、 组织 （ 社区

管理 、 高层 支持 、 战略 、 教育与培训 ） 、 社

会 （ 关键 大多数 、 沟通 氛围 、 社会存在 ） 、

个体 （ 乐于助人 、 知识 自 我效能 ） 、 任务 （ 任

务不确定性和与业 务流程 的整合 ）

案例研究

参见文献
［
２９

］
形象管理 访谈

参见文献 ［
３ ０

】 组织规范和政策 结构化理论 访谈 、
田野研究

参见文献
［
３ １

］
任务 、 社会

任务 （ 任务可分析性 、 任务紧迫性 、 任务复

杂性 ） 、 社会 （ 社会影响 、 社会亲密
）

媒介丰富度 ， 社会层面

（
ｓｏｃ ｉａｌ ａｓｐｅ ｃｔ ）

问卷调査

参见文献 ［
３ ２

］ 未定义 高层参与 、 开放的组织文化和培训 问卷调查

参见文献
［
３ ３ ，３４

］

技术 、 社会 、 组

织氛围

技术 （ 相对优势 、 易用性 、 结果可阐述性和

兼容性 ） 、 社会 （ 声誉 、 感知的关键大多数 ） 、

组 织氛围 （ 信任 、 协作规范和社 区联系 ）

创新扩散理论 、 社会资本

理论
问卷调查

参见文献 ［
３５

］
未定 义

内 容满足 、 过程满足 、 社会满足和过去的使

用经验
使用与满足理论 问卷调査

参见文献 ［
３ ６］ 未定义 实用价值与享乐价值 问卷调查

参见文献 ［
３７ ］ 未定义 形象管理策略 、 内容质量 、 自我效能 形象管理理论 访谈 、 问卷

参见文献
［
３８

］
技术 （ 系统设计特性

〉 访谈 、 问卷

参见文献
［
３９

］

技术 、 社会 、 知

识共享结果 的

期望和 ＩＴ相关

的个体特征

技术 （ 感知易用性 、 感知有用性和感知安全

性 ） 、 社会 （ 主观规范 、 感知网络外部性
）

、

知识共享结果的期望 （ 个人价值的实现 、 外

部 收益感知 ） 、 个体 （ 计算机 自 我效能 、 创

新性 ）

ＵＴＡＵＴ 问卷

目前 ， 从组织层面研究 ＥＳＭ 采纳问题的文献较少。 Ｓａｌｄａｎｈａ和 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的研究表明组织对 ＥＳＭ 的

感知有用性和对开放标准的重视与 ＥＳＭ 的采纳程度正相关 ， 而感知的挑战性与 ＥＳＭ 的采纳负相关 ［
４Ｑ

］

。

规模大的企业 ， 处于知识密集型行业和创新密集型行业的企业采纳 ＥＳＭ 的程度越高 。 Ｌａｔｔｅｍａｎｎ 等的研

究表明以 团队形式组织的企业及处于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更易采纳 ＥＳＭ
，
而规模越小的企业对使用

ＥＳＭ 的态度越正面
［

４ １

］

。 Ｔｒｉｍ ｉ 和 Ｇａｌａｎｘｈｉ 的研究表明管理层与普通员工对 ＥＳＭ 在组织沟通 、 协作上的

感知收益的一致性会影响 ＥＳＭ 的采纳程度 ， 此外组织的规模和类型也有影响 ， 非营利性组织不宜采纳

ＥＳＭ
［
４２

］

。 Ｂａ ｌａ 等分析了企业在实施 ＥＳＭ 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 包括使用率低 ， 无法与企业现有业务流程

相整合以及不利于 ＥＳＭ实施的组织条件等
［

４３
］

。 Ｂａｐ
ｔｉ ｓｔａ和 Ｇａ ｌ ｌ

ｉｅｒｓ分析了企业在采纳 ＥＳＭ 时使用的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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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 即封闭模式和开放模式
，
采用封闭模式的企业其内部沟通仍然是 自上而下的单向的控制式的沟通

，

因此会造成 自上而下和 自下而上的沟通的冲突 ， 而采用开放模式的企业其沟通模式会逐渐转变为双向的

沟通 ［

４４
］

。

ＥＳＭ 与其他企业信息系统相比有其 自身的特点 ， 这也就决定了研究 ＥＳＭ 的采纳 问题要更加的复

杂 。 首先
，
其他的企业信息系统都有其明确的功能和 目标 ，

而 ＥＳＭ 是一种灵活性和延展性非常强的技

术
，
其使用是与情境紧密相关的 ，

不同的用户在不同的情境下可 以用其来完成不同的任务和实现不同

的 目标 。 因此 ， 在研究 ＥＳＭ 采纳时 ， 必须要考虑组织和任务等情境因 素 。 其次 ，

ＥＳＭ 与其他信息系

统在系统结构 、 信息传递和管理模式上都有不 同
，
去中心化

，
自底 向上的信息传递以及

“

媒体即社区
”

等都是 ＥＳＭ 的显著特征 。 因此 ，
ＥＳＭ 的采纳并不是单纯的技术或工具的接受 ，

还涉及社区的参与和

融合
，
是两个层面的综合体 。 这些在现有研究中体现的还较少 。 此外 ， 信息系统的采纳是

一

个连续的

过程 ，
包括初始的采纳 、

持续使用和后采纳 ，
但 目前的研究关注的都是初始的采纳问题 ， 而缺少对持

续使用和后采纳行为影响 因素的研究 。

５ 员工对企业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硏究

现有的研究将员工对 ＥＳＭ 的使用行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划分 。 按使用的 目 的来分 ，
已有文献

的分类体系如表 ３ 所示 。 综合来看 ， 从使用 目的的角度 ， 可 以把员工对 ＥＳＭ 的使用行为划分为认知型

使用 、 社交型使用和享乐型使用 ， 其中认知型使用是指员工通过使用 ＥＳＭ 来获取知识和完成任务 ，
社

交型使用是指员工通过使用 ＥＳＭ 来建立与维持与他人的联系
，
而享乐型使用是指员工通过 ＥＳＭ 来放

松和娱乐 。 按使用的范围来分 ，
Ｋｉｉｇｌ

ｅ ｒ等将员工对 ＥＳＭ 的使用划分为用于团队内部沟通的使用和用于

团队外部沟通的使用
［
４５

］

。

表 ３ 已有文献对 ＥＳＭ 使用行为按使用 目的的分类

分类 文献

工作相关的使用和享乐相关的使用 参见文献
［
４６

］

丁作相关的使用和社交相关的使用 参见文献
［
４７

￣

４９
］

消 费型使用 、 贡献型使用 、 享乐型使用和社交型使用 参见文献
［
３

］

便利型使用 、 享乐型使用和实用型使用 参见文献
丨
５０

Ｊ

社交型使用 、
享乐型使用和认知型使用 参见文献 ［

５Ｕ

任 务导向 型使用和关系导向 型使用 参见文献 ［ ５２ ］

探索型使用和开发型使用 参见文献 ［５ ３ ］

在对使用行为 的分析上 ，
Ｂｅｈｒｅｎｄｔ 等认为可以使用活动数据 、 内容数据 、 关系数据和体验数据来

描述员工对 ＥＳＭ 的真实使用行为 ， 这四个维度的数据可 以相互验证和补充 ，
以提供对 ＥＳＭ使用情况

的整体描述 ［
５４

］

。 基于此 ， 本文也从数据来源的这四个维度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梳理 ， 主要文献如表 ４

所示 。

表 ４ 有关 Ｅ ＳＭ 使用行为的研究文献

数据来源 含义 文献

活动数据 来 自 系统 日志 、 ｃ ｏｏｋ ｉｅｓ 等的使用数据 参见文献
［
４６ ， ５５

？

５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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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含义 文献

内容数据 系统 中的 ＤＧＣ
，
如消息

、
微博 、

博客
、
评论和状态更新等 参见文献

［
５ ９
？

６ ６
］

关系数据
员工使用系统所产生的反映用户与用 户间 、 用户 与内容间

关系的结构数据
参见文献

［
６ ７

？

６９
］

体验数据 员工通过问卷 、 访谈等方式 自 我报告的系统使用数据 参见文献
［
４８ ，５ ０ ，７ ０

？

７ ７
］

在使用活动数据的研究中 ，
Ｐ ａｎ 和 Ｍｉ ｌ ｌｅｎ 分析了员工在企业内部的社会书签系统上的收藏和打标

签的行为 ［
５５

］

。 罗念龙等采用使用程度 、 波动幅度和使用轨迹三个指标描述了员工对企业内部博客的随

时间变化的使用行为 ［

５ ６
］

。 Ｈｕａｎｇ
等研究了ＥＳＭ 上 内容的产生与消费过程 ， 结果表明与享乐相关的内容

的产生与消费行为会对与工作相关的内容的产生与消费行为产生正 向的溢 出效应 ［

４６
］

。 Ｓ ｔｉｅｇ ｌ ｉ ｔｚ 等 ［

５７
］

、

Ｋａｉ 等 ［

５８
］利用员工对 ＥＳＭ 的使用数据 ， 研究表明员工在 ＥＳＭ 平台 的活动水平 （ 以发表的消息数来度

量 ） 对信息传播的影响要大于其在组织中的正式层级结构对信息传播的影响 ， 并且随着员工对 ＥＳＭ 平

台使用 的成熟 ， 沟通网络的结构在各层级间的组成会更均衡 。

在使用内容数据的研究中 ， 研究者通过内容分析和体裁分析等方法旨在弄清楚员工使用 ＥＳＭ 的

意图和模式 。 Ｓｅｅｂａｃｈ 采用 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某 国际金融企业的微博进行了分析 ， 分析了员工搜寻的

知识的类别如寻求意见 、推荐和帮助等 ，
以及不同 的知识类别对他人的回复时间和 回复质量的影响

［

５ ９
］

。

Ｒｉ ｓ ｉｕ ｓ 和 Ｂｅｃｋ 对 ＥＳＭ 平台上的消息进行 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 ， 他们将 ＥＳＭ 上的沟通类型划分为四

类 ， 即事实信息 、 自我陈述 、 关系指示和吸引 ［

６（ ）

］

。 Ｒｉｅｍｅｒ 等对企业微博和 Ｔｗｉｔｔｅｒ 等公共微博平台上

的内容作了体裁的对比 ， 发现两者有显著的不同 ， 企业中 的员工以
一

种更具生产性的方式使用企业微

博 ［

６ １

］

。 １＾〇＾ 等 ［
６２

］

、 Ｒｉ ｃｈｔｅｒ 和 Ｒｉ ｅｍ ｅｒ
［

６３
］

、 Ｒｉｃｈｔｅｒ等 ［

６ ４
］对多家企业 ＥＳＭ 平台上的内容作 了体裁分析

和横向 的比较 ， 发现企业的组织情景不同 ， 员工对 ＥＳＭ 的使用模式也不同 ， 而组织情境相似的企业

其使用模式也相似 ， 企业的管理层应该为 ＥＳＭ 的采纳与使用提供合适的情境 。 Ｐ ａｒｋ 等对某企业微博

进行了历时的内容分析 ， 分析了微博系统中沟通的类型和知识的类型 ， 研究表明随着企业的发展
， 企

业微博系统的使用逐渐从对显性知识的管理过渡到对隐性知识的管理 ［

６ ５
］

。 Ｋｒｉｉｇｅｒ 等对
一些企业制定

的企业社交媒体使用指导进行了 内容分析 ， 结果表明企业在制定社交媒体使用指导时要考虑企业的文

化 、 员工的结构和 目标团 队的结构等
［

６６
］

。

使用关系数据的研究均采用 了社会网络分析法 ， 对网络的中心性 、 关系强度等指标进行分析 。

Ｂｅｈｒｅｎｄｔ 等分析了员工所处的组织层级对员工在 ＥＳＭ 平台上构建的沟通网络的网络位置和连接模式

的影响 ［

６７
］

。 Ｂｅｒｇｅｒ 等识别了ＥＳＭ 平台上关键用户 （ 即获得了最多点赞数和书签数的用户 ） 的网络结构

特征 ， 发现他们都位于好友网络和活动 网络的中心位置
［
６ ８

］

。 Ｌ ｉ等利用真实的数据度量了员工的结构 、

关系和认知社会资本 ， 并表明员工的社会资本与对企业博客的阅读行为正相关＃］

。

使用体验数据的研究与其他的研究相比在数量上是最多的 ， 这些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 自两个渠

道 ，

一

是通过问卷和访谈获取的 ，
二是通过实验方法获取的 。 Ｍｕｒｔｈ

ｙ 和 ＬｅｗｉｓＸｆ
—

个科研组织的问卷

调查表明不同年龄的人对 ＥＳＭ 的使用是不同的 ， 年轻人更倾向于使用 ＥＳＭ 去创建协作社区 ，
而年长

的人更倾向于使用 ＥＳＭ 去社交 ［

？
］

。 Ｃａｒｄｏｎ 和 Ｍａｒｓｈａｌ ｌ 通过问卷的方式调查了商务人士使用 ＥＳＭ 的频

率
，
他们对 ＥＳＭ 在团队沟通与协作上的有效性的感知 以及对 ＥＳＭ 的态度 ［

７ １
］

。 Ｆ ｉ

ｇｕｅ
ｒｏａ 和 Ｃｒａｎｅｆ ｉｅ ｌｄ

通过访谈的方法研究表明企业中位于不同管理层级的员工对 ＥＳＭ 在技术特性 、采纳和个人技术成功等

方面的感知不同会给 ＥＳＭ 的使用带来负面的影响 ［

７２
］

。 Ｈａｒｄｅｎ 研究了信任 、 风险与收益 、 关键大多数

和社会影响对员工在 ＥＳＭ 平台上的知识共享意图的影响 ［

７３
］

。 Ｓｕｎ 和 Ｓｈａｎｇ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 ， 收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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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数据 ， 研究发现员工对社交媒体的与社交相关的使用可 以有效促进其与工作相关的使用
［

４８
］

。 Ａ ｌａｒｉｆｉ

等基于精确可能性模型 ，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 了ＥＳＭ 上企业发布的激励信息对 丨ｕｒｋｅｒ（ 潜水者 ）

和 ｐｏｓ ｔｅｒ （ 发帖者 ） 两类用户行为的影响
［
７４

］

。 Ｅｎｇ
ｌｅ ｒ 等基于理性行为理论 、 社会交互理论和期望调整

理论研究 了员工在 ＥＳＭ 平台上的初始和持续的知识贡献行为 ［

７５
］

。孙元等建构了 员工持续使用企业内部

微博和社会资本互动影响模型 ， 结果表明社会资本 中的社会交互连接 、 信任和认同是决定员工持续使

用企业内部微博意 向的 主要因素 ， 而员工持续使用企业内部微博的行为又能够提升其社会资本 Ｌ ｉ
ｕ

和 Ｒａｕ 研究了 员 工的两类 自我构念 ， 即独立和依赖对员工在知识共享时的媒体选择的影响 ， 当与团队

外部的人员共享时 ， 依赖型 的员工更愿意使用 Ｗｉｋ ｉ 而不是问答 （ Ｑ＆Ａ ） 功能 ， 而当与团 队内部的人员

共享时 ， 在媒体选择上没有显著的差异 ［

７ ７
］

。 Ｃｕｍｍｉｎ
ｇ ｓ 和 Ｒｅ ｉｎｉｃｋｅ 通过实验的方法研究了 员工对 ＥＳＭ

的便利型使用 、 实用型使用和享乐型使用是如何影响其对 ＥＭＳ 上其他员工个人资料的感知信任的
［

５

＇

综上 ， 目前对 ＥＳＭ 使用行为的研究多是对员工在 ＥＳＭ 上的参与水平 ， ＵＧＣ 和网络建构行为进行

描述和分析 。 由于 ＥＳＭ 的高延展性 ，
不同 的用户在不同 的组织和任务情境下会产生不同的使用类型和

使用效果 ，
因此

， 用户 在不同的情境下会形成怎样的使用类型以及是如何形成这样的使用类型的是值

得关注的
一

个研究问题 。 但 目前只有 Ｒｉｃｈｔｅｒ 和 Ｒｉ ｅｍｅ ｒ 等对于不同组织情境下用户 的使用类型进行了

分析 。 此外 ， 员工对 ＥＳＭ 的使用是
一

种适应性系统使用行为 ，
员工是在与环境的交互过程中不断学习 、

调整和改进其对 ＥＳＭ 的使用行为的 ，
但 目前尚缺乏历时地对员工适应性使用行为 的研究 。

６ 企业社交媒体的使用对个人及组织的影响

企业希望通过实施 ＥＳＭ 达到改善沟通和协作 ， 促进知识共享和创新 ， 提升运营效率和绩效的 目

的 ， 因此 ＥＳＭ 实施后 员工的使用行为如何转化为价值
一直也是学者们关注的

一个重要问题 ，
目 前相

关的研究主要涉及个体 、
团 队和组织三个层面 。

个体层面的研究重点关注 了员 工对 Ｅ ＳＭ 的使用对员工个人的社会相关绩效和工作相关绩效的影

响 ， 相关研究如表 ５ 所示 。 社会相关绩效包括与他人建立紧密的 、 良好的社会关系 ， 确保工作的安全

性和加快新员工社会化过程等 。 工作相关绩效包括任务绩效 、 创新绩效和决策绩效 。 Ｊａｃｋｓｏｎ 等对企

业博客的使用 为员工带来的收益进行了研究 ， 研究表明社会收益是员工们使用企业博客最重要的 目标

［

７ ８
］

。 活跃用 户获得的收益是最大的 ，
同 时他们也是系统的核心 ， 能够为其他用户带来收益 。 Ｄ ｉｍ ｉｃｃｏ

等 的研究表明 ＥＳＭ 的使用有利于员工间建立与保持 良好的关系
［

７９
］

。 Ｇｏｎｚａ ｌ ｅｚ 等的研究表明 ， 员工对

ＥＳＭ 的社交相关的使用有助于新员工的社会化过程 ，
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

４７
］

。 Ｌｅ ｉｄｎｅｒ等的研究

也表明企业 ２ ． ０ 技术的应用有助于增强新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 提升他们的精神面貌
［

８＜ ＞

］

。 Ｒｉｅｍｅｒ 等发

现企业微博平台 可被员工用于提高任务绩效
［

６ １

］

。 Ｋｉｉ
ｇ

ｌｅｒ 和 Ｓｍｏ ｌｎｉｋ 提出 了
一个概念模型用于从个体层

面分析员 丁对 ＥＳＭ 的使用对员工任 务绩效 、 社会连接 、 决策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影响
［

８ １

］

。 Ｌｅｆｔｈｅｒｉｏｔｉ ｓ

和 Ｇｉａｎｎ ａｋｏｓ 的研究也表明员工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与员工的工作绩效正相关
［

３ ６
］

。 Ｋｉｉ
ｇｌｅｒ 等发现员工对

ＥＳＭ 的使用会改善员工的任务绩效与创新绩效 ， 将 ＥＳＭ 应用于团队内部的沟通对员工的任务绩效有

更大的影响 ，
而将 ＥＳＭ 应用于 团 队外部的沟通对员工的创新绩效有更大的影响

［

４ ５
］

。 Ｄｉｎ
ｇ 等研究了

ＥＳＭ 的使用对员 工的工作压力与创新性间 的关系的调节作用 ， 员工对 ＥＳＭ 的与工作相关的使用能强

化这
一

关系 ， 而与社会相关的使用会弱化这
一关系

［

４９
］

。

还有
一

些研究 以社交网络结构和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 ， 研究 了ＥＳＭ 的使用与员工个人绩效间的

关系 。 Ｗｕ
［

８ ２
］

、 Ｗｕ
［

８ ３
］的研究表明员工采纳 ＥＳＭ 的行为会改变员工的网络结构 （ 以结构洞来度量 ）

，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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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带来信息多样性和社会沟通两方面的收益 ， 从而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绩效和工作的安全性 。 Ｋｔｉｇｌ ｅｒ 等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表明在 ＥＳＭ 背景下 ， 声誉和关键大多数两个变量会影响员工的社会连接度 ，

而社会连接度会影响员工的工作绩效
［

８４
］

。 Ｚｈａｎ
ｇ
等基于适应性理论 （ ａｄａｐ ｔａｂｉｌ ｉｔｙ ） ， 研究表明员工对社

交媒体的使用可 以增加员工间的网络连接 ， 进而提高员工的适应性 ， 最终提高员 工的工作绩效
［
８ ５

］

。

Ｒｉｅｍｅｒ 等发现员工对 ＥＳＭ 的使用所带来的其黏结型社会资本 （ ｂｏｎｄｉｎｇ
ｃａｐ ｉｔａ ｌ ） 的增加会提升其工作

绩效
， 而桥接型社会资本 （ ｂｒｉｄｇ

ｉｎｇ
ｃａ
ｐ

ｉｔａ ｌ ） 的增加与绩效的关系并不显著
［
８６

］

。 Ａ ｌ ｉ
－Ｈａｓｓ ａｎ 等发现员工

对 ＥＳＭ 的社交型使用 、 享乐型使用和认知型使用可以增加员工的结构 、 关系和认知社会资本 ， 进而

提高员工的任务绩效和创新绩效
［
５ １

］

。 Ｓｕｈ 和 Ｂｏ ｃｋ 的研究则表明员工对 ＥＳＭ 的使用会改变员工在组 内

的 中心性以及组间的结构洞 ， 进而对员工的任务绩效起到正向的影响 ［
８７

］

。 相关研究如表 ５ 所示 。

表 ５ 个体层面有关 ＥＳＭ 的彩响的研究

影响 研究方法 文献

社会相关

绩效

关系与工作安全性

访谈 、 问卷调査 参见文献
［
７ ８

］

田野研究 参见文献［
７ ９

］

二手数据 参见文献
［
８２

，
８３

］

社会化过程
问卷调査 参见文献［

４７
］

访谈 参见文献 ［
８ ０

］

工作相关

绩效

任务绩效
问卷调査 参见文献

［
３６ ，４５ ，５ １ ， ８ １ ，８４ ， ８ ５ ，８ ７

］

二手数据 参见文献 ［６ １ ，８ ２ ，８３ ，
８ ６

］

创新绩效 问卷调査 参见文献 ［
４５ ，４９ ，５ １ ，

８ １
］

决策绩效 问卷调査 参见文献［
８ １

］

在对 ＥＳＭ 的使用对个体绩效的影响的研究中 ，
任务的特性 、

工作的虚拟性等被认为对员工使用

ＥＳＭ 与个体绩效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 。 根据已有文献 ，
本文整理出从个体层面分析 ＥＳＭ 价值的研

究框架如图 ２ 所示 。

图 ２ＥＳＭ 使用对个体绩效影响的分析框架

从团 队层面的研究来看 ， Ｌ ｉｕ等基于交互记忆系统理论 ， 指 出员工对 ＥＳＭ 的使用有助于团队交互

记忆系统的构建 ，
进而有助于团队绩效的提高

［
５２

］

。 Ｒａｅｔｈ 等将员工对 ＥＳＭ 的使用划分为探索型的使用

（ 即寻找新知识 ，
替代已有知识 ） 和开发型的使用 （ 即通过对现有知识的传播 、 提炼与重用实现增量

学习 ） ，
并给出了一个多层次的模型用于同时分析 ＥＳＭ 的使用对个体和团队绩效的影响 ［

５ ３
］

。 Ｇｕｐ ｔａ 和

Ｗｉｎｇ
ｒ ｅｅｎ

［
８８

］

、 Ｇｕｐｔａ 和 Ｗｉｎｇ
ｒｅｅｎ

［
８９

１

的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的参与性 、 协作性与透明性能实现团队成员间

更有效的沟通 ， 进而增进团队的信任 、 满意度和凝聚感 ，
减少团队的冲突 。 Ｃｕｍｍ ｉｎｇｓ 和 Ｄｅｎｎ ｉｓ 的研

究表明虚拟团队成员在 ＥＳＭ 平台上提供的信息的强度会影响成员对团队社会资本的感知 ， 进而影响

彼此之间的印象
［
９（ ）

］

。

组织层面的研究以访谈 、 案例等定性研究为主 ， 这些研究发现 ： 首先 ，
ＥＳＭ 的使用有助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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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的形成 ， 促进组织 内部跨地理位置 ， 跨组织层级的有效沟通和跨边界的协作
［

１
６

’

 １ ７
’

９ １

］

； 其次 ，

ＥＳＭ 能够有效支持企业的知识管理过程 ［

９ ２
］

， 包括个体知识管理过程和集体知识管理过程 ，
提高员工

的创造性
［

９ ３
］

。 ＥＳＭ 能提高知识的可见性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 ，
进而促进企业内部知识的共享和整

合 ， 特别是有助于隐性知识的共享 ［

１ ２
￣

１ ５９ ４
￣

９８
］

， 从而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 提高绩效 。 Ｋｅ ｔｔ ｅｎｂｏｈｒｅｒ等认

为 ＥＳＭ 还能够有效地支持企业的业务流程管理 ，
并给出 了相应的管理框架

从现有研究来看 ，
目前对企业实施 ＥＳＭ 后所带来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员工个人绩效的改善

上
，
但许多企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企业的运营是以团队为单位的 ，

而 目前有关 ＥＳＭ 实施后对团队整体

的绩效的影响的研究还非常少 。 此外
，
目前的研究基本上采用的都是横截面数据 ， 是基于单一时点 的

研究 ， 缺少对 ＥＳＭ 实施后 的影响 的历时的动态研究 。

７ 述评与展望

本文对国内外与企业社交媒体的概念 、 采纳 、
使用行为和影响相关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 现

有研究可 以整合为如图 ３ 所示的框架模型 。 从图 ３ 中可以看出 ， 员工采纳 ＥＳＭ会受到技术 、 组织 、
社

会 、 个人与任务五方面因素的影响 ， 员工采纳 ＥＳＭ 后的使用行为会对个人 、 团队和组织带来影响 。

图 ３ 现有对 ＥＳＭ 的研究的框架模型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分析 ，
本文发现现有研究仍存在许多有待深人探讨的研究方向 和视角 。

（ １ ） 有关 ＥＳＭ采纳和持续使用问题的研究 。 首先 ，
ＥＳＭ 自 身的特性决定 了其采纳问题与其他信

息系统不同 ，
ＥＳＭ 的采纳并不是单纯的技术或工具的接受 ，

还涉及社区的参与和融合 ，
是两个层面的

综合体 。 因而 ，
未来对 ＥＳＭ 采纳 问题的研究也应该从多个角度综合来考虑 。 其次 ， 信息系统在组织 中

的扩散是
一个多阶段的过程 ， 采纳仅仅是系统实施成功的第

一步
， 而信息系统能否真正成功以及信息

系统的价值实现更依赖于系统采纳后用户 的持续使用行为 。 但从 目前的文献检索情况来看 ，
少有对影

响 ＥＳＭ 持续使用的因素的研究 。 ＥＳＭ 自身的特点决定 了影响其持续使用的因 素与其他企业信息系统

或公开的社交媒体平台不同 ，
在 ＥＳＭ 背景下 ， 员工的持续使用行为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 。 因

此
， 对不同的持续使用行为进行界定 ， 并深入研究影响 ＥＳＭ 持续使用行为的因素是未来

一

个重要的研

究方向 。

（ ２ ） 有关 ＥＳＭ 使用模式的研究 。 首先 ，
ＥＳＭ 是

一种延展性很强的技术 ， 不 同 的用户在不同 的

情境下使用 ＥＳＭ 会形成不
一

样的使用特征和使用效果 ， 因 而 ， 用户在不同情境下会产生怎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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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以及是如何形成这样的使用类型的是未来值得关注的
一个研究问题 。 此外 ， 员工对 Ｅ ＳＭ 的使用

是一种适应性系统使用行为 ， 员工是在与环境的交互过程中不断学习 、 调整和改进其对 ＥＳＭ 的使用

行为的 ， 因而 ，
还应按时间轴 ， 对员工的适应性持续使用行为 ， 如功能和技术特征的选择和使用 ，

ＵＧＣ 的发布等进行研究 。 其次 ， 根据结构化理论 ， 技术具有其社会性 ， 它是人类行为与组织结构共

同影响的产物 。 与其他信息技术相 比 ， ＥＳＭ 的社会性更加突出 ， ＥＳＭ 在企业中 的使用没有
一个固定

的模式 ， 是随着组织结构和组织 中人的行为 的不同而不同 。 而反过来 ， 根据结构化理论 ， 技术的使

用也会对组织的结构产生影响 ， 因而研究 ＥＳＭ 使用模式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双向影响是未来
一个可以

重点研究的方向 。

（ ３） 对 ＥＳＭ 实施后的影响的跨层面的动态研究 。 目前对 ＥＳＭ 实施后的影响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对个体员工绩效的改善上 ， 但许多企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企业的运营是以 团队为单位的 ， 而 目前有关

ＥＳＭ 实施后对团队整体的绩效的影响的研究非常少 。 此外 ， 团队中 的成员其个体绩效会受到团队中

其他成员行为的影响 ， 如团队的结构和成员 间的关系等都会影响成员的绩效 ， 而反过来团 队中成员的

个体绩效也会影响 团队绩效 ， 因此 ， 后续的研究除 了要关注团队层面的影响外 ，
还应多关注跨层面的

研究 ， 即分析团队绩效和个体绩效间 的交互影响 。

（ ４） 中国文化情境下的 ＥＳＭ 研究以及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 现有有关 ＥＳＭ 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

方的文化情境下展开的 ， 国 内相关研究还非常匮乏 。 ＥＳＭ 在企业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使用者需

求及组织文化等情境因素的影响 ， 如员工的团队意识 、 层级意识和人际关系等 ，
而这些因素在东西方

文化背景下是有显著差异的 。 因此 ， 未来有必要开展中国文化情境下以及跨文化情境下的有关 ＥＳＭ 的

研究 。

（ ５ ） 多数据源相结合的研究 。 目前这
一领域内 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问卷调査或者访谈 、 案例研究

的方法 ， 数据来源以用户 自报告的主观数据为主 ， 少数使用二手数据的研究也基本都只使用了企业的

横截面数据 。 随着 ＥＳＭ 在企业中应用的深人 ， 企业内积累了大量的 ＥＳＭ 的使用数据 ， 因此 ，
为 了增

强有关 ＥＳＭ研究的结果的可信性和客观性 ，
未来研究在进行研究设计时应考虑多个数据来源 ，

将主观

数据与活动 、 内容和关系等 ＥＳＭ 平台上的客观数据相结合 。 同时 ， 还应采取长期追踪的方式收集历时

数据进行动态的研究 。 历时数据的采集和使用对于研究 ＥＳＭ 的持续使用行为和 ＥＳＭ 的使用为个人和

组织带来的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１
］ 
ＭｃＡｆｅｅＡ ．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２ ．０ ：ｔｈｅｄａｗｎ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ｃ ｏ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Ｊ
］

．ＭＩＴＳ ｌｏａｎ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 ｉｅｗ

，２００６ ，４７ （ ３ ） ： １ ９ －

２８ ．

［
２
］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ｉＰＭ

，
ＨｕｙｓｍａｎＭ

，Ｓｔｅｉｎｆｉｅ ｌ ｄＣ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 ｉａ ：ｄｅｆｉｎ ｉｔ ｉ ｏｎ
，ｈ ｉ ｓｔｏ 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ｏ ｓｐｅｃ ｔｓｆｏｒ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ｃｉ ａｌ

ｔｅｃ ｈｎｏｌｏｇ ｉｅｓ ｉｎｏｒ
ｇ
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ｄ ｉ 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ｔ ｉｏｎ

， ２０ １ ３
，
１ ９（ １）

：
１

－

１ ９ ．

［
３］ＫｉｉｇｌｅｒＭ

，ＳｍｏｌｎｉｋＳ ．Ｕ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ｆｅｍｐ ｌｏｙｅｅｓ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 ｅｓｏｃｉ ａｌ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ｕｓｅｉｎｔｈｅ

ｐｏ ｓｔ
－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ｓｔａｇｅ
－

ｐｒｏｐ
ｏ ｓｉｎｇ

ａ ｕｓｅ ｔｙｐｏ ｌｏｇｙ［
Ｃ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２２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Ｓｙ

ｓｔｅｍｓ ，ＴｅｌＡｖｉｖ ， Ｉｓ ｒａｅ ｌ
，２０ １４ ．

［
４
］ｖｏｎＫｒｏｇｈＧ ．Ｈｏｗｄｏ ｅｓｓ ｏｃｉ 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ｏｗａｒｄａｓ ｔｒａ ｔｅｇ ｉｃｒ ｅｓｅａｒｃｈａ

ｇ
ｅｎｄａ

［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Ｓ ｔｒａｔｅｇｉ 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 １２

，２ １（ ２ ） ：１
５ ４ －

１
６４ ．

［
５

］Ｇ ｉｂｓｏｎＪ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ｆｏ ｒｄａｎｃｅｓ

［
Ｍ

］
．Ｈ ｉ ｌ ｌｓｄａｌ ｅ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Ｅ ｒｌｂａｕｍ Ａｓ ｓｏｃｉ ａｔｅｓ

，
１ ９ ７７ ．

［
６

］
Ｓａｖｏｌ ｉＡ

，
Ｂａｒｋ ｉＨ ． Ｆｕｎｃｔ ｉ ｏｎａｌａ ｆｆｏ ｒｄａｎｃｅａｒｃｈｅｔ

ｙｐ
ｅｓ ：ａｎｅｗ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 ｉｖｅｆｏｒ ｅｘａｍ ｉｎ ｉｎ

ｇ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 ｔｏｆｉｔ ｕｓｅｏｎｄｅｓ ｉｒａｂｌ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
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３４ｔｈ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 ｒｍ ａｔｉ 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 ｓ
，Ｍｉ ｌａｎ

，
Ｉ ｔａ ｌｙ ，２０ １ ３ ．

［７ ］
ＴｒｅｅｍＪ Ｗ

，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ｉＰ Ｍ ． Ｓｏｃｉ ａｌｍｅｄｉ ａｕｓ ｅ ｉｎ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ｓ ： ｅｘｐ ｌｏｒｉｎ
ｇ 

ｔｈｅａ ｆｆｏｒｄａｎｃｅｓｏｆ  ｖ ｉｓ ｉｂ ｉ ｌｉｔ

ｙ ，ｅｄ ｉ
ｔａｂ ｉ ｌｉ ｔ

ｙ ，

ｐ
ｅｒ ｓｉ ｓｔｅｎｃｅ

，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
２０ １ ２

，
３６ ：１ ４３

－

１ ８９ ．



１ １ ８ 信息系统学报 第 １ ８辑

［
８

］Ｌ ｅｏｎａｒｄ ｉＰＭ ．Ｓｏｃ ｉ ａｌｍｅｄ ｉ ａ
，ｋｎｏｗｌ ｅｄ

ｇ
ｅｓｈａｒｉｎｇ ， 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 ｏｎ

：
ｔｏｗａｒｄａｔｈｅ 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ｖ ｉ ｓｉｂ ｉ ｌｉ ｔｙ ［

Ｊ ］
．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 ｎＳｙ
ｓ
ｔｅｍｓ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 ，２０ １４ ，２５（ ４ ） ：７９ ６ －

８ １ ６ ．

［
９

］ ＬｅｏｎａｒｄｉＰＭ ．Ａｍｂ ｉ ｅｎ ｔ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 ｓａｎｄ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 ａ ｃｑｕ ｉ ｓｉｔ ｉ ｏｎ ：ｕｓｉｎｇｓｏ ｃｉａｌ ｍｅｄ ｉａ ｔｏ ｌ
ｅａｒｎ

“

ｗｈｏｋｎｏｗｓｗｈａｔ

”

ａｎｄ
“

ｗｈｏ

ｋｎｏｗｓｗｈ ｏｍ

＂

 ［Ｊ］
．ＭＩ 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 １ ５ ，３９ （ ４ ） ：７４７－

７６２ ．

［
１ ０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ｉＰ Ｍ
，Ｍｅｙ

ｅｒ
ＳＲ ．Ｓｏｃ ｉ

ａ
ｌｍｅｄ ｉ

ａａｓｓｏ ｃ ｉ
ａ

ｌ ｌｕｂｒｉ ｃａｎｔ ｈｏｗａｍｂ ｉｅｎｔａｗａｒｅｎｅｓ ｓｅａｓｅ ｓｋｎｏｗ ｌ ｅｄ
ｇ
ｅ 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Ｊ ］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Ｂｅｈａｖ ｉ ｏｒ ａｌＳｃ ｉｅｎ ｔ ｉｓｔ ，２ ０ １ ５ ，５９（ １） ：１ ０
－

３４ ．

［
１ １

］ＵｌｍｅｒＧ ，Ｐａｌｌ ｕｄ Ｊ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 ｉｎ
ｇ 
ｕｓ ａ

ｇ
ｅｓ ａｎｄ ａｆｆｏｒｄａｎ ｃｅｓｏｆ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 ｒｋｓ ：ａｓｏｃｉ ｏ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 ｉｖｅ
［
Ｃ

］
．

Ｐｒｏ ｃｅｅｄ ｉｎ
ｇ

ｓ２０ ｔｈ Ａｍ ｅｒｉｃａ 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ａｖａ ｎｎａｈ

，Ｇｅｏ ｒ
ｇｉ ａ

，
ＵＳＡ ，２ ０ １ ４ ．

［
１ ２

］ＦｕｌｋＪ ，ＹｕａｎＹＣ ．Ｌｏｃａｔ ｉｏｎ
，ｍ ｏ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 ｌｃａｐ ｉｔａ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ｖ ｉａ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ｏｃ 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ｇ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ｄ ｉ 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 ｉｏｎ

，２ ０ １ ３ ，１９（１） ：２０
－

３ ７．

［
１ ３ ］Ｍａｊ ｃｈｒｚａｋＡ ，Ｆａｒ ａ

ｊ
Ｓ

，
ＫａｎｅＧＣ

，
ｅｔ ａｌ ．Ｔｈｅｃｏｎｔ ｒａｄ ｉｃｔｏｒｙ

ｉ 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 ｏｃｉ ａｌｍｅｄ ｉａａ ｆｆｏｒｄａｎｃｅｓｏｎｏｎ ｌ ｉ ｎｅ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
ｅｄ

ｇ
ｅｓｈａｒｉｎｇ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 ｆＣｏｍｐｕ
ｔｅｒ

－Ｍ ｅｄｉ ａｔｅｄ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ｉ ｏｎ ，２０ １ ３
，
１ ９ （３） ：３ ８

－

５ ５ ．

［
１ ４ ］Ｃ ｌ ｅｖｅ ｌ ａｎｄＳ

，Ｅｌ ｌ ｉｓＴＪ ．

Ｔｈ ｅｒｏ ｌｅｏｆｍｉ ｃｒ ｏｂ ｌ ｏｇｇ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 ｉｔ ｉｅｓｉｎ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

ｇ
ａｎｄｃｏ

ｌ ｌ ａｂｏ ｒａｔ
ｉｏｎｉ

ｎｖ ｉ ｒｔｕａｌ ｔｅａｍ
［
Ｃ］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
ｇ
ｓ２ １ ｓ ｔＡｍｅｒｉ ｃａｓＣｏｎｆｅ 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 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 ｓ ，ＰｕｅｒｔｏＲｉｃ ｏ

，
ＵＳＡ ， ２０ １ ５ ．

［ １ ５］Ｅ ｌ ｌ
ｉ ｓｏｎＮＢ ，Ｇ ｉ ｂｂ ｓＪＬ ， Ｗｅｂｅｒ ＭＳ ．Ｔｈｅ ｕｓｅｏｆ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ｏｃ 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 ｔｅｓｆｏｒｋｎｏｗｌｅｄ

ｇ
ｅｓｈａｒ ｉｎ

ｇ
ｉｎｄ ｉ ｓｔｒｉｂｕ ｔｅｄ

ｏｒ
ｇ
ａｎ ｉ

ｚａｔ ｉｏｎｓ
［
Ｊ

］
．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ａｌＳｃ ｉｅｎ ｔ ｉｓ ｔ ，２０ １５

，
５ ９（ １） ：１ ０３

－

１ ２ ３ ．

［
１ ６］ Ｍ ｅｒｚＡ

Ｂ
，Ｓｅｅｂｅｒ Ｉ

， Ｍａｉ ｅｒＲ ． Ｓｏｃ ｉａｌｍｅｅ ｔ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ｒｅｖｅａｌｉ ｎ
ｇ 

ｔｅａｍｃｏ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ｉ ｏｎ ａ ｃｔ ｉｖｉ ｔ 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 ｔｓ ｉ ｎｅｎｔｅｒ
ｐ
ｒｉ ｓｅｓ ｏ ｃ ｉａ ｌ

ｎｅ ｔｗｏｒｋｓ
［
Ｃ ］

．Ｐｒ ｏｃｅｅｄ ｉｎ
ｇ
ｓ２ ３ｒ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 ｏｎＳ

ｙ
ｓｔｅｍｓ ，Ｍｕｎｓ ｔｅ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２０ １ ５ ．

［
１ ７

］Ｏ ｓｃｈＷＶ ， Ｓｔｅ ｉ ｎｆｉ ｅ
ｌ
ｄＣＷ ，Ｂａ ｌ

ｏ
ｇｈＢＡ ．Ｅｎｔｅｒｐ

ｒ
ｉ
ｓ ｅｓ ｏｃ ｉ

ａ
ｌｍｅｄ ｉａ ：ｃｈａｌ ｌｅｎ

ｇ
ｅｓａｎｄｏｐｐｏ ｒｔｕｎ ｉｔ ｉｅｓｆｏ ｒｏ ｒｇａｎ ｉ ｚａｔｉ 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 ｔｉ ｏｎ ａｎｄｃｏ ｌ ｌ ａｂｏｒａｔ ｉ ｏｎ ［Ｃ］ ． Ｐｒｏ ｃｅｅ ｄｉｎｇｓ ４８ｔｈＨａｗａｉ ｉＩｎ ｔｅｒｎ 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
Ｈ ａｗａ ｉｉ

，

ＵＳＡ ，２０ １ ５ ：７ ６３
－

７７ ２ ．

［
１ ８

］ ＫａｎｅＧＣ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ｏｃ ｉ ａｌｍ ｅｄｉ ａ ：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ａｐａｂ ｉｌ ｉ ｔｉ ｅ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 ｅ
ｐｏ ｓ ｓｉｂ ｉ ｌ ｉｔ ｉｅｓ ［

Ｊ
］

．Ｍ ＩＳＱｕａｒｔｅｒ ｌ

ｙ 
Ｅｘｅｃｕ ｔ ｉｖｅ ，

２０ １ ５ ， １ ４ （１）
：

１
－

１ ５ ．

［
１ ９

］
Ａｌ

ｑａ
ｈｔａｎｉ ＦＨ

，Ｗａｔｓｏｎ Ｊ
，Ｐａｒ ｔｒ ｉｄ

ｇ
ｅＨ ．Ｅｍ

ｐ
ｌ ｏｙｅｅｓ

＊

ａｄｏｐ
ｔ
ｉｏｎ ｏｆｅｎ ｔｅｒ

ｐ
ｒｉ ｓｅｗｅｂ ２ ．０ ；ｔｈｅｒｏ ｌｅ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

ｇ
ｉｃ 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
ｇ
ｓ １ ７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 ｓ ｉａＣ 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ｓ
， Ｊｅｊｕ

Ｉｓｌ ａｎｄ ，Ｋｏ ｒｅａ ，２ ０ １ ３ ：
２２２ ．

［
２０

］Ａ ｌｑａｈ ｔａｎｉＦ
，
ＷａｔｓｏｎＪ

，Ｐａｒｔ ｒｉｄｇｅＨ
．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ｐｏ ｒｔａｎｄ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ｗｅｂ２ ．０ａｄｏｐ ｔ ｉｏｎ ：ａ

ｑｕａ ｌｉ ｔａｔ ｉｖｅｓ ｔｕｄｙ ［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
ｇ
ｓ２０ ｔｈＡｍｅｒｉ ｃａ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Ｓａｖａｎｎａｈ

，
Ｇｅｏｒ

ｇ
ｉａ

，
ＵＳＡ ，２０ １ ４．

［
２ １

］
Ａｎ ｔｏｎ ｉｕｓ

Ｎ
，
Ｘｕ Ｊ

，Ｇａｏ Ｘ
． Ｆａｃｔｏ ｒｓ ｉｎｆｌ ｕｅｎｃｉｎ

ｇ 
ｔｈｅａｄｏｐｔ ｉ ｏｎ ｏｆ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ｏｃ ｉ ａｌｓｏ ｆｔｗａｒｅ ｉｎ 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 ａ

［
Ｊ ］ ．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Ｂａ ｓｅｄ

Ｓ
ｙ
ｓｔｅｍｓ

，２０ １ ５
，
７ ３ ：３２

－

４３ ．

［
２２

］
Ａｒａｚｙ 

Ｏ ， Ｇｅｌｌａｔ ｌｙ 
Ｉ Ｒ ．Ｃｏ ｒｐｏ ｒａｔｅＷ ｉｋ ｉｓ ：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

“

ｍ ｏｔ ｉｖａｔｉ ｏｎａｎｄｂｅｈａ ｖｉ ｏｒ 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 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 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 ｏｎ Ｓｙｓｔ ｅｍｓ

，２ ０ １ ２ ，２９ （ ３） ；８ ７
－

１ １ ６ ．

［
２３

］Ｂｕｅｔ ｔｎｅｒ Ｒ． Ａｎａｌ

ｙ
ｚｉｎ

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ｂ ｌ ｅｍｏｆ ｅｍ
ｐ

ｌ ｏｙｅｅ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ｌｓ ｏｃｉ ａｌｎｅｔｗｏ ｒｋ ｓｉ ｔｅａｖｏ ｉ ｄａｎｃｅ ：ａ ｒｅｕｓｅｒ ｓｒｅ ｓｉ ｓ ｔａｎｔ ｄｕｅｔｏｔｈｅ ｉｒ

ｐ
ｒ ｉｖａｃｙ

ｃｏｎｃｅｍｓ？ ［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４８ ｔｈＨａｗａ ｉｉ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ｉ ｏｎａ 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ｃ ｉｅ ｎ ｃｅｓ ，Ｈ ａｗａｉ ｉ ，ＵＳＡ ，２ ０ １ ５ ：

１ ８ １ ９
－

１ ８２ ８ ．

［
２４

］ＣｈａｒｏｅｎｓｕｋｍｏｎｇｋｏｌＰ．Ｅｆｆｅｃｔｓｏ ｆｓｕ
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ｊｏｂｄｅｍａｎｄｓ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ｍ ｅｄ ｉａｕｓｅａｎｄｗｏｒｋｏｕ ｔｃｏｍｅ ｓ

［
Ｊ

］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 ｉｏ ｒ
，２０ １ ４

，３６ ：３４０ －

３４９ ．

［
２５

］ＣｈｅｎＸ ，Ｄａｖ ｉｓ ｏｎ Ｒ ，ＨｕａｎｇＱ ．Ｔｈｅ ｉｍ
ｐ
ａｃ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ｙ 
ｓｕｐｐｏｒ ｔｆｏｒ ｃｏｎ ｔｅｘ ｔｕａｌ ｉ ｚ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ｍｅｄ ｉａｓ

ｙ
ｓ ｔｅｍ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 ｏ ｃ ｉａｌ ｍｅｄ ｉ ａｕｓｅ
［
Ｃ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 ｎ

ｇ
ｓ２ １ ｓｔ Ａｍｅｒ ｉｃａ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 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

ｓｔｅｍｓ
，
Ｐｕｅｒｔｏ Ｒ ｉ

ｃｏ
，２ ０ １ ５ ．

［
２ ６

］
Ｃｈ ｉｎ ＣＰＹ

，
ＥｖａｎｓＮ ，ＣｈｏｏＫＫ Ｒ ．Ｅｘｐ ｌ

ｏｒｉ ｎｇ ｆ
ａｃｔｏ ｒｓ ｉｎｆｌ

ｕｅｎｃｉｎ
ｇ

ｔｈｅｕ ｓｅｏｆ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 ｓｏ ｃ ｉａ 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ｍｕｌｔｉ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ｐ
ｒｏｆｅｓ ｓｉ ｏｎａｌｓ ｅｒｖ ｉｃｅｆｉｒｍ 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Ｏｒ

ｇ
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ｕ ｔｉｎ

ｇ 
ａｎｄ Ｅｌ ｅｃｔｒｏｎｉ 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２ ０ １ ５
，２ ５（３） ：

２ ８９
－

３ １ ５ ．

［
２７

］
Ｃｈ ｉｎ ＣＰ

Ｙ
，ＥｖａｎｓＮ ，Ｃｈｏ ｏＲＫＫ ，ｅｔ ａ ｌ ．Ｗｈ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 ｃｅｓｅｍｐ ｌｏｙｅｅｓ ｔｏｕｓ ｅｅｎ ｔｅｒ

ｐ
ｒｉ ｓｅｓｏｃ ｉａ ｌｎｅｔｗｏ ｒｋｓ？ Ａ ｓｏｃｉｏ

－

ｔｅｃｈｎｉ ｃａｌ

ｐ
ｅｒ ｓｐｅｃｔ ｉｖｅ

［
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
ｇ
ｓ １９ 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ｓｉ ａ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 ｓ

，
Ｓ ｉｎ

ｇ
ａｐｏ ｒｅ

，２ ０ １ ５ ．

［２８
］
Ｃｈ ｉｎ ＣＰＹ ，ＣｈｏｏＫＫＲ

，ＥｖａｎｓＮ ．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ｏ ｃ ｉ ａｌｎｅｔｗｏ ｒｋｓ
：ａ ｓｕｃｃｅｓ ｓｆｕｌ ｉｍｐｌ ｅｍｅｎｔａ ｔｉ ｏｎ ｗ ｉ ｔｈ ｉｎａ ｔｅ ｌｅ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 ｉｏｎ

ｃｏｍ
ｐ
ａｎ

ｙ ｆ
Ｃ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 ｎ

ｇ
ｓ２ １ ｓｔ Ａｍｅｒ ｉｃａ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 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 ｓ

，
ＰｕｅｒｔｏＲｉｃ ｏ

，
２０ １ ５ ．

［
２９

］
Ｇｕｐ ｔａＨ ， Ｎ ｉｃｈｏ ｌｓ ｏｎ 

Ｂ
，
Ｎｅｗｍａｎ Ｍ ．

Ａｓ ｓｉｍｉ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ｓｏｃ ｉ ａｌｍ ｅｄｉ ａ ： ｒｅｓｅ ａｒｃｈ ｉｎ
ｇ 

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ａｄｏｐ ｔ ｉｏｎ
［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 １ ９ｔｈ

Ａｍ ｅｒ ｉｃａ 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 ｅｏｎ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 ｓ ，Ｃｈ ｉ ｃａ
ｇ
ｏ

，
Ｉ ｌ ｌｉｎｏ ｉｓ ，ＵＳＡ

，
２ ０ １ ３ ．



企业社交媒体研究综述 ： 概念、 采纳 、 使用与影响 １ １ ９

［
３ ０

］Ｊａｒｒａｈ ｉＭＨ
，ＳａｗｙｅｒＳ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
ｇｏｎｔｈｅ ｔａｋｅ

－

ｕｐｏ
ｆｓｏｃ ｉ ａｌ ｔｅ ｃｈｎｏｌ ｏ

ｇ
ｉ ｅｓ

，
ｏ 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ｐｏ ｌｉ ｃ ｉｅｓａｎｄ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ｓ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ｐ
ｒａｃｔｉｃ ｅｓ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Ａｓ ｓｏｃｉ 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ｙ ，２０１ ５ ，

６６ （ １ ） ：１ ６２
－

１ ７ ９ ．

［
３ １

］ＫｏｏＣ
，Ｗａｔ ｉＹ

，
Ｊｕｎ

ｇ 
Ｊ Ｊ ．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ｈｏｗｓｏ ｃ ｉ 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ｍｏｄｅｒａ ｔｅ ｔｈｅｒｅｌ

ａｔ ｉｏｎｓｈ ｉ

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ａ ｓｋ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 ｔ ｉｃ ｓ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ｏｆｓｏｃ ｉａ ｌ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ＣＴｓ）ｉｎｏ ｒ
ｇ
ａｎｉｚａｔ ｉｏｎｓ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ｏ ｒｍａ ｔ ｉｏｎ

Ｍａｎａ
ｇ
ｅｍ ｅｎｔ

，２０ １
１

，
３ １（ ５） ：４４５

－

４ ５９ ．

［
３２

］Ｋｏ ｒｚｙｎｓｋｉ Ｐ．Ｏｎ ｌｉ ｎｅｎｅｔｗｏ ｒ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ｍｐ ｌ ｏｙｅｅｅｎ

ｇ
ａｇｅｍｅｎ ｔ


：ｗｈａｔ ｃｕｒｒｅｎ ｔ ｌｅａｄｅｒｓｄｏ？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 ｌＰｓｙｃ ｈｏ ｌ ｏ

ｇｙ ，

２０ １ ５
，３０（５） ：５ ８２

－

５ ９６ ．

［
３３ ］

Ｋｕｇ ｌｅｒ Ｍ
，Ｓｍｏ ｌｎｉｋＳ

，
ＲａｅｔｈＰ． Ｗｈｙ 

ｄｏｎ
＊

ｔ
ｙｏｕｕｓｅ ｉｔ？Ａ ｓｓｅｓ ｓｉ ｎｇ 

ｔｈｅ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ｏｃ ｉ ａｌ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ｕｓ ａｇｅ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 ｌｍｏｄｅ ｌ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 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ｄ ｉｆｆｕｓ 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ｃ ｉ ａｌｃａｐ ｉ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
Ｃ

］
．Ｐｒｏｃ ｅｅｄ ｉｎｇｓ３ ３ｒｄ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 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 ｉ ｏｎＳ
ｙｓｔｅｍｓ

，
Ｏｒ ｌａｎｄｏ ，Ｆｌ ｏｒｉｄａ

，
ＵＳＡ

，２０ １ ２ ．

［
３４

］
Ｋｕ

ｇ
ｌｅｒ Ｍ

，Ｓｍｏ ｌｎ ｉｋＳ
，ＲａｅｔｈＰ．Ｄｅｔｅｒｍｉｎ ｉｎｇ

ｔｈｅｆａｃ ｔｏｒ 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ｉｎ
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ｏｃ ｉ ａｌｓ ｏｆｔｗａｒｅｕｓ ａ
ｇ
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 ｅｎｔ ｏｆａ

ｍｅａ 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ｒｕｍ ｅｎｔｆｏ ｒ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 ｓｍｅｎ ｔ
［
Ｃ

］

．Ｐ 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ｓ４６ｔｈＨａｗａｉ ｉ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 ｉｅｎｃ ｅｓ
，Ｈａｗａ ｉｉ ，ＵＳＡ ，２０ １

３ ：３ ６３５－ ３６４４ ．

［
３ ５

］
Ｌｅ ｅＣＳ

，Ｗａｔｓｏｎ －ＭａｎｈｅｉｍＭＢ
，ＣｈｕｄｏｂａＫ Ｍ

， ｅｔａｌ
． Ｕｓ ｅｏｆｓ 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ｉｎ ｔｈｅｗｏｒｋｐ ｌ ａｃｅ

［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

ｇ
ｓ １ ７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ｓ ｉａＣ 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ｅｊ

ｕ Ｉ ｓ ｌ ａｎｄ
，Ｋｏ ｒｅａ

，２ ０ １
３ ：８２ ．

［
３ ６

］ 
Ｌｅ ｆｔｈｅｒｉ ｏｔ ｉ ｓ Ｉ

，Ｇｉ ａｎｎａｋｏｓＭ Ｎ ． Ｕｓ ｉｎ
ｇ

ｓ ｏｃｉ ａｌｍｅｄ ｉａｆｏ ｒｗｏｒｋ ：ｌｏ ｓｉｎｇ ｙｏｕｒｔ ｉｍｅ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 ｉｎ
ｇｙｏｕｒ ｗｏ ｒｋ？［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
ｎ

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 ｉｏ ｒ ，２ ０ １
４

，３ １ ： １３ ４
－

１ ４２ ．

［
３ ７

］
Ｏｒｔｂａｃｈ Ｋ

，ＲｅｃｋｅｒＪＣ ．Ｄｏ
ｇ
ｏｏｄｔｈｉｎｇｓａｎｄ ｔａｌｋａｂｏｕ ｔｔｈ ｅｍ ：ａ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 ｃｓｕｓａｇｅ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ｏｃ ｉａ ｌｎｅｔｗｏ ｒｋｓｆｏｒ

ｉｍ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ａｃｔｉ ｃｓ
［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
ｇ
ｓ３ ５ｔｈ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
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Ａｕｃｋ ｌａｎ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２ ０ １４ ．

［
３ ８

］
ＰａｌｕｃｈＳ

，Ｅｇｂｅ
ｒ
ｔＤ

，ＢｌｕｔＭ ．Ａｃｃｅｐ 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ｏｃｉ ａｌｍ ｅｄｉａｂｙｏ 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ａｌｕｓｅｒｓ －

ｔｅ ｓｔ 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 ｉｇ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ｆ
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
ｓ３６ ｔｈ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 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Ｓｙ ｓｔｅｍｓ

，
Ｆｏｒｔ Ｗｏｒｔｈ ，

Ｔｅｘａｓ
，
ＵＳＡ

，
２０ １

５ ．

［
３ ９

］ 
Ｗａｎｇ

Ｔ
，
Ｊｕｎｇ 

ＣＨ
，
Ｋａｎｇ 

ＭＨ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ｄｅｔｅｒｍｉ ｎａｎ ｔｓｏ ｆ ａｄｏｐ ｔ 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ｎｔ ｉｏｎ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ｅｎ ｔｅｒ

ｐ
ｒｉ ｓｅ２ ．０ａｐｐ ｌ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ｓ ：

ａｎ ｅｍｐ 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

］

，Ｂｅｈａｖｉ
ｏｕｒ

＆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４

，３３（ １０ ） ：１０４８
－

１ ０ ６４ ．

［
４０

］
ＳａｌｄａｎｈａＴＪＶ

，
Ｋｒｉ ｓｈｎａｎＭＳ ．Ｏ 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ｂ２ ．０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
ｉ ｅｓ ：ａｎｅｍ

ｐ
ｉｒｉ 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Ｏ 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ｕ

ｔｉｎ
ｇ 
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 ｅｒｃｅ ，２０ １ ２

，２２（ ４ ） ：３０ １

－

３ ３３ ．

［
４ １

］ＬａｔｔｅｍａｎｎＣ
，
Ｐｏ ｌｌｏｃｋＡ

，Ｂｅｉｎｈｏｌ
ｄＦ．Ｄｒｉｖｅｒｓａｎｄｏｂｖ ｉａｔ ｉｏｎｓ ｆｏｒｕｓ ｉｎ

ｇ
ｓ ｏｃ ｉａｌｍｅｄ ｉａ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

ｉｎｓ 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ａｎ

ｏｎ ｌｉｎｅ
－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ｆ

ｉｒｍｓｉｎ
ｇ

ｅｒｍａｎ
－

ｓｐｅ ａｋ ｉ
ｎ
ｇ ｃ

ｏｕｎｔｒｉ
ｅｓ

［
Ｃ］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
ｇ
ｓ

２ ０ｔｈＡｍｅｒｉ
ｃａｓ Ｃ 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Ｓａｖａｎｎａｈ
，Ｇｅｏ ｒ

ｇ
ｉａ

，ＵＳＡ
，２０ １ ４ ．

［
４２

］
Ｔｒｉｍｉ Ｓ

，Ｇａｌ ａｎｘｈ ｉ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ｅｎ ｔｅｒ
ｐ
ｒｉ ｓｅ２ ．０ ｉｎｏｒ

ｇ
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ｕｓ ｉｎｅｓ ｓ
，２０ １ ４

，
８ （ ３ ） ：４０５ －４２４ ．

［４３］ 
Ｂ ａｌａＨ

， 
Ｍ ａｓｓｅｙ

ＡＰ
， 
Ｒａ

ｊ
ａｎａｙａｋａｍ Ｊ

，
ｅ ｔａｌ ．Ｃｈａ ｌｌｅｎ

ｇ
ｅ ｓａｎｄｏｕ ｔｃｏｍ ｅｓｏｆｅｎｔｅｒｐｒ

ｉ ｓｅｓｏｃ ｉａ ｌｍｅｄｉ ａ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 ｔａｔ ｉｏｎ ： ｉｎｓ
ｉ
ｇ
ｈｔｓ

ｆｒｏｍｃ ｕｍｍ ｉｎｓ Ｉｎｃ ．

［Ｃ ］ ，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
ｓ
４ ８ｔｈＨａｗａｉ ｉ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 ｅ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

，Ｈａｗａｉ ｉ ，ＵＳＡ ，２０ １ ５
：

１ ８ ３９
－

１ ８４８ ．

［
４４ ］Ｂａｐｔｉ ｓｔａＪ

，Ｇａｌ ｌ ｉｅｒｓ ＲＤ． Ｓｏｃｉ ａｌｍｅｄ ｉａａ ｓａｄｒ ｉ
ｖｅｒ ｆｏｒ ｎｅｗｒｈｅ ｔｏｒｉ 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 ｉｃｅｓ ｉ ｎｏｒ
ｇ
ａｎｉ ｓ ａｔｉ ｏｎｓ ｆ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 ４５ ｔｈＨａｗａｉ 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
，
Ｈａｗａｉｉ

，ＵＳＡ ，２０ １
２

：３ ５４０
－

３ ５４９ ．

［
４５

］
ＫｉｉｇｌｅｒＭ

，Ｓｍｏ ｌｎ ｉｋＳ ，ＫａｎｅＧ ． Ｗｈａｔ

＇

ｓ ｉｎ ＩＴ ｆｏｒ ｅｍｐ ｌｏｙｅｅ ｓ？ Ｕｎｄｅｒｓ ｔａｎｄ ｉｎ
ｇ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 ｉ ｏｎｓｈ 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ｓｅａｎｄ

ｐ
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ｏｃ ｉａ ｌｓｏ ｆｔｗａｒｅ
［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Ｓ ｔｒａｔｅ

ｇ
ｉ ｃ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ｉ ｏｎ Ｓ

ｙｓｔｅｍｓ
，
２ ０ １ ５

，２４ ：９ ０－

１ １２ ．

［
４６

］
Ｈｕａｎ

ｇ
Ｙ

，Ｓ ｉｎｇｈＰＶ ，ＧｈｏｓｅＡ ．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ｅ ｌｏｆｅｍｐ ｌ ｏｙｅｅｂｅｈａｖ ｉｏ 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ｅｎｔｅｒ
ｐ
ｒｉｓ ｅｓｏｃ ｉ ａｌｍｅｄ ｉ ａ

［
Ｊ
］

．

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ｔ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２ ０ １ ５

，６ １ （ １ ２ ） ：２ ８２５
－

２８４４ ．

［
４７］Ｇｏｎｚａ ｌｅｚＥ

，
Ｌｅ ｉ ｄｎｅｒＤ

，
Ｒ ｉｅｍｅｎ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Ｃ ，ｅｔａｌ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 ｔｏｆ 

ｉ
ｎ ｔｅｒｎａｌｓｏｃｉａ ｌｍｅｄｉ

ａｕｓ ａｇｅｏｎ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ｓｏ ｃ
ｉ
ａ

ｌｉ
ｚａｔｉ ｏｎ ａｎｄ

ｃ ｏｍｍｉｔｍｅｎ ｔ
［
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３４ ｔｈ Ｉｎ ｔｅ 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 ｒｍａ ｔｉ 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 ｉ ｌ ａｎｏ

， Ｉ ｔａ ｌｙ ， ２０ １３ ．

［
４ ８

］ＳｕｎＹ
，Ｓｈａｎｇ

Ｒ Ａ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
ｐ

ｌ ａ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ｓｅｒｓ 

＊

ｉｎ ｔｒａ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 ａｌｍ ｅｄｉ ａｕｓｅａｎｄ ｓｏｃｉ ａｌｃａｐｉ ｔａ ｌ



［
Ｊ

］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 ｉ ｏｒ ，２ ０ １
４

，３ ７ ：
３ ３４

－

３４ １
．

［
４９

］Ｄ ｉｎｇ
Ｇ

，
Ｌ ｉｕＨ

，ＷｅｉＳ
，ｅｔ ａ ｌ ．Ｌｅｖｅｒａｇ ｉｎ

ｇ
ｗｏｒｋ －

ｒｅｌａ ｔｅｄ ｓ ｔｒｅｓ ｓｏｒｓｆｏ ｒｅｍｐ ｌｏｙｅｅ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 ：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 ｌ ｅ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 ｒｋｉｎｇ 
ｕｓｅ

［
Ｃ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３ ６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 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ｓ

，
Ｆｏ ｒｔＷｏ ｒｔｈ ，Ｔｅｘａ ｓ

，ＵＳＡ
，

２０ １５ ．



１ ２０ 信息系统学报 第 １ ８ 辑

［５０ ］Ｃｕｍｍ ｉｎ
ｇ
ｓＪ

，Ｒｅｉｎ ｉ ｃｋｅＢ ．Ｅｎｔ 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ＮＳｕ ｓｅａｎｄｐｒｏｆｉ ｌｅ
ｐ

ｅｒ ｃｅ
ｐ

ｔｉｏｎｓ ：ａ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 ｏｎｏ ｆｃｕ ｌ ｔｎｒｅｓ
［
Ｃ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
ｇ
ｓ２０ 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 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 ｓ
，Ｓａｖａｎｎａｈ ，Ｇｅｏ ｒ

ｇ
ｉａ ，ＵＳＡ ，２０ １４ ．

［
５ １

 ］
Ａ ｌ ｉ

－Ｈａｓｓ ａｎＨ ，ＮｅｖｏＤ
，
Ｗａｄｅ Ｍ ．Ｌｉｎｋ ｉ ｎ

ｇ 
ｄ ｉｍ ｅｎｓ ｉｏｎｓｏ ｆ ｓ ｏ ｃ ｉａｌｍｅｄ ｉａｕｓ ｅｔｏ

ｊ
ｏｂ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ｒｏ ｌ ｅｏｆｓ ｏｃ ｉａｌｃａｐ ｉ ｔａｌ
［
Ｊ
］

．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 ａｌ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
ｉｃ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
２ ０ １ ５

，
（ ２４ ）

：
６５

－

８ ９ ．

［５２ ］Ｌ ｉｕＨ ，Ｃｈｅｎ 
Ｚ

，ＫｅＷ
，ｅｔａｌ

．Ｔｈｅ ｉ
ｍ
ｐａｃ ｔ ｏｆ ｅｎ ｔｅｒ

ｐ
ｒｉ ｓｅｓｏｃｉ 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ｇ

ｕｓｅｏｎ ｔｅａｍ
ｐｅｒｆｏ ｒｍａｎｃｅ ：ｔ 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ｖｅｍｅｍ ｏｉｙ

ｓｙ ｓｔｅｍａｓ ａｎｅｘｐ ｌａｎａｔ ｉ
ｏ ｎ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
［
Ｃ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

ｇ
ｓ１ ８ ｔｈ Ｐ ａｃ ｉｆｉ ｃＡｓ ｉａ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 ｓ

，Ｃｈｅｎｇｄｕ ，

Ｃｈ ｉｎａ ，２０ １ ４ ．

［５３ ］Ｒａｅ ｔｈＰ ，Ｋ ｉ
ｉ

ｇ
ｌ ｅｒＭ

，Ｓｍｏ ｌｎ ｉ ｋＳ ．Ｍ ｅａｓｕｒｉ ｎｇ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 ｔ ｏｆｏ ｒｇａｎ ｉ ｚａｔ ｉ ｏｎａｌ ｓｏｃ ｉａｌｗｅｂ ｓ ｉｔｅｕ ｓａｇｅｏｎｗｏｒｋ

ｐｅｒ
ｆｏ ｒｍ ａｎｃｅ ：ａ

ｍｕｌ ｔｉｌ ｅｖｅ ｌｍ ｏｄｅ ｌ
［
Ｃ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

ｇ
ｓ３２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ｉ 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 ｉｎａ ，２０ １ １

．

［
５４

］ＢｅｈｒｅｎｄｔＳ
，Ｒｉ ｃｈｔｅｒＡ ，Ｔｒｉ ｅｒ Ｍ ．Ｍ ｉｘｅｄ ｍｅ ｔｈｏｄｓａｎａ ｌｙ ｓｉ ｓｏ ｆｅｎ ｔｅｒ

ｐ
ｒｉ ｓｅｓ ｏｃ ｉ 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

［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ｅｔｗｏ ｒｋｓ
，２ ０ １ ４

，

７５ ：５ ６０
－

５ ７ ７ ．

［
５ ５

］
Ｐ ａｎ ＹＸ

，
Ｍｉｌ ｌ ｅｎＤＲ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ｉ ｏｎ  ｓｈａｒ ｉｎ

ｇ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 ｔｅｒａｃ ｔ 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 ｉｓ ｅｓ ｏｃ ｉａｌ ｂｏｏｋｍａｒｋｉｎｇ 
ｓ ｅｒｖｉ ｃｅ

ｆ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
ｎ
ｇｓ４ １ ｓｔＨａｗａｉ 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Ｃ ｏｎｆｅｒｅｎｃ ｅ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ｃ ｉ ｅｎｃ ｅｓ ，Ｈａｗａｉ ｉ

，ＵＳＡ
，
２ ００８ ：１ ５ ８ ．

［
５ ６

］
罗念龙 ， 郭迅华 ， 陈国青 ． 企业内部博客的持续使用模式分析

［
Ｊ ］

．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 ２０ １２
， （２） ：３０

－

３９ ．

［
５７

］Ｓ ｔｉ ｅ
ｇ

ｌ ｉｔｚＳ ，Ｒ ｉｅｍｅｒＫ ，ＭｅｓｋｅＣ ．Ｈｉ 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ｒａｃｔｉｖ ｉ ｔｙ？Ｔｈ ｅ ｒｏｌｅｏｆｆｏ 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ｅ ｌｉ ｃ ｉｔ ｉｎｇｒｅｓｐｏｎｓ ｅｓ

ｆｒｏｍｅｎ ｔｅ ｒｐ
ｒ ｉｓ ｅ ｓｏ ｃｉａｌ ｎｅ ｔｗｏｒｋ ｓ

［Ｃ ］
．Ｐｒ 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ｓ２ ２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ｓ ，Ｔｅ ｌＡｖｉ ｖ

，Ｉｓｒａｅ ｌ
，

２０ １ ４ ．

［
５ ８

］
Ｋａｉ Ｒ ，Ｓ ｔ ｉｅｇ ｌ ｉｔｚＳ

，
Ｍ ｅｓｋｅＣ ．Ｆ ｒｏｍｔｏｐｔｏｂｏｔ ｔｏｍ－

ｉｎｖｅｓｔ ｉ
ｇ
ａｔ ｉｎ

ｇ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 ｉｎ

ｇ
ｒｏ ｌｅｏ ｆｈ ｉ ｅｒａｒｃｈｙ ｉ 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 ｓｏｃｉ ａｌ

ｎｅ ｔｗｏ ｒｋｓ ［
Ｊ

］
． Ｂｕｓ ｉｎｅｓ ｓ＆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ｎＳ

ｙ
ｓ ｔ ｅｍｓＥｎ

ｇ
ｉｎｅ ｅｒｉｎ

ｇ
，２０ １ ５ ， ５７ （３） ： １ ９７

－

２ １ ２ ．

［
５ ９

］ ＳｅｅｂａｃｈＣ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ｇ

ｆｏｒ ａｎｓｗｅｒ ｓ
—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 ｅｅｘｃｈａｎｇ 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ｓ ｏｃ ｉ ａｌｍ ｅｄｉ ａｉ

ｎｏｒ
ｇ
ａｎ ｉ ｚａｔ ｉｏｎｓ

［
Ｃ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

ｇ
ｓ４ ５ ｔｈ

Ｈａｗａｉ 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ｎ Ｓ
ｙ

ｓｔｅｍＳ ｃ ｉｅｎｃｅｓ
，
Ｈａｗａｉ ｉ

，
ＵＳＡ ，２０ １ ２ ：３９ ０８

－

３ ９ １ ７ ．

［
６０

］Ｒｉｓ ｉｕｓＭ
，
ＢｅｃｋＲ．Ｙｏｕｒｅａｐｗｈａ ｔｙｏｕｓ ｏｗ？Ｈｏｗｋｎｏｗ ｌ ｅｄ

ｇ
ｅｅｘｃｈａｎ

ｇ
ｅｅｆｆｅｃｔ ｉｖｅｎｅｓｓｉ 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ｄ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ｉｎｅｎ ｔｅｒ
ｐ
ｒｉ ｓｅｓｏ ｃ ｉａｌｍｅｄ ｉａ

［
Ｃ

］
．Ｐｒｏｃｅ ｅｄ ｉｎ

ｇ
ｓ４７ｔｈＨ ａｗａｉ 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Ｈａｗａｉ ｉ ，ＵＳＡ ，２０ １ ４ ：５４０
－

５ ４９ ．

［
６ １

］Ｒｉ ｅｍｅｒＫ
，Ｒ ｉｃｈ ｔｅｒ Ａ ，Ｓ ｅ ｌｔｓｉｋａｓＰ．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ｍｉｃｒｏｂ ｌｏ

ｇｇ
ｉｎ
ｇ

：ｐｒ ｏｃｒａｓ ｔｉｎａｔｉ ｏｎｏ 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ｖｅｕ ｓｅ？

［
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
ｇ
ｓ １ ６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
ｏｎＳｙ ｓｔｅｍｓ

，Ｌ ｉｍ ａ
，
Ｐｅｒｕ ，ＵＳＡ ，２ ０ １

０ ．

［６２ ］Ｒｉ ｅｍｅ ｒＫ
，Ａｌｔｅｎｈｏ ｆｅｎ Ａ ，Ｒｉｃｈ ｔｅｒ Ａ ．Ｗｈａｔａｒｅ

ｙｏｕｄｏｉｎ
ｇ
？
—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ｍｉｃｒｏｂ ｌｏｇｇｉｎ
ｇ
ａｓｃｏｎ ｔｅｘ ｔ ｂｕｉ ｌｄｉｎｇ ［Ｃ］

．Ｐｒｏｃ ｅｅｄｉｎｇｓ

１９ ｔｈ Ｅｕｒｏ
ｐ
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 ｉ ｏｎ Ｓｙ ｓｔ ｅｍｓ
，Ｈｅ ｌｓ ｉｎｋｉ

，Ｆ ｉｎｌａｎｄ ，２０ １ １ ：２５ ２ ．

［
６３

］Ｒｉ ｃｈ ｔｅ ｒＡ
，
Ｒｉ ｅｍｅｒＫ ．Ｔｈｅ ｃｏｎ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ｅｎ ｔｅｒ
ｐ
ｒｉ 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ｎｅ ｔｗｏｒｋｉｎ

ｇ

：ａｍｕ ｌ ｔｉ ｃａ ｓｅｓｔｕｄ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
Ｃ

］
．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

ｇ
ｓ

２ １ ｓ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 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 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ｓ
，
Ｕｔｒｅｃｈ ｔ

，
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 ａｎｄｓ

，
２０ １ ３ ：９４ ．

［
６４

］
Ｒ

ｉｃｈｔｅｒ Ｄ ，ＲｉｃｈｔｅｒＡ
，Ｈａｍａｎｎ Ｊ

，ｅｔ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
－

ｉｎ
－

ｐ
ｒａｃ ｔ ｉｃ ｅ ：

ｃｕ ｌｔ ｉｖａｔ 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

ｒ
ｉ ｓｅ ｍ ｉｃｒｏｂ ｌｏｇｇｉｎｇ ［

Ｃ
］

．Ｐｒｏｃ ｅｅｄｉｎｇｓ

４６ｔｈ
Ｈａｗａｉ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Ｃ 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Ｈａｗａｉｉ
，
ＵＳＡ

，
２０ １３ ：６７ ０－

６ ７９ ．

［６５ ］ＰａｒｋＡ ，
Ｋａｎ

ｇ
ＭＳ ，Ｌ ｅｅＫＪ ．Ｃａｓ ｅｓ ｔｕｄｙ

ｏｎｔｈｅｅｎ ｔｅｒ
ｐ
ｒｉｓｅｍｉ ｃｒｏｂ ｌｏｇｕｓａｇｅ ：ｆｏ ｃｕｓ ｉｎｇｏｎ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ｌｅａｍ ｉｎｇ ［Ｃ］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
ｇ
ｓ１ ９ ｔｈ Ｐ ａｃ ｉｆｉ ｃ Ａｓｉ ａ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 ｆｏｒｍ ａｔｉ 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 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 ｅ ，
２０ １ ５ ．

［
６６

］Ｋｒｕ
ｇ
ｅｒＮ

，Ｂｒｏ ｃｋｍ ａｎｎＴ
，Ｓ ｔ ｉｅ

ｇ
ｌｉ

ｔｚ Ｓ ，
ｅ ｔａｌ ． 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ｅｎｔ ｅｒｐｒ ｉｓ ｅｓ ｏｃｉａｌｍｅｄ ｉａ

ｇ
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
Ｃ

］
．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

ｇ
ｓ１ ９ ｔｈ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Ｓｙ ｓｔｅｍｓ

，Ｃｈ ｉｃ ａｇｏ ，Ｉ ｌ ｌｉｎｏｉ ｓ ， ＵＳＡ
，

２ ０ １ ３ ．

［
６７

］ＢｅｈｒｅｎｄｔＳ
，ＫｌｉｅｒＪ

，Ｋｌ ｉ ｅｒ Ｍ
，ｅｔａｌ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 ｔｏ ｆ ｆｏｒｍａ
ｌ
ｈ

ｉ ｅｒａｒｃｈ ｉｅ ｓｏｎ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 ｓ ｅｓ ｏ ｃ ｉａ ｌｎｅ ｔｗｏ ｒｋｉｎ
ｇ
ｂｅｈａｖ ｉ ｏｒ

［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
ｎ
ｇ
ｓ３６ 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 ，Ｆｏｒ ｔＷｏｒｔｈ ，Ｔｅｘａ ｓ

，ＵＳＡ
，２０ １ ５ ．

［６８］ Ｂｅｒｇｅｒ Ｋ ， Ｋｌｉ ｅｒＪ ， Ｋｌ ｉｅｒＭ
，
ｅ ｔ ａｌ

．
“

Ｗｈｏ ｉｓｋｅ
ｙ
＂ ． ？

’ ’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 ｒｉｚ 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 ｉｎｇ 
ｕｓｅｒ ｓｉｎｅｎｔｅｒ

ｐ
ｒｉ ｓ ｅｓｏｃ ｉａｌｎ ｅ ｔｗｏｒｋｓ

［
Ｃ］ ．

Ｐｒｏｃ ｅｅｄｉｎ
ｇ
ｓ２２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 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 ，Ｔｅ ｌ

Ａｖ ｉｖ
，
Ｉ ｓｒａｅｌ

，
２ ０ １ ４ ．

［
６ ９

］
Ｌ

ｉ Ｎ
，ＧｕｏＸ ， ＣｈｅｎＧ

，
ｅｔａｌ

．Ｒｅａｄ ｉｎ
ｇ 
ｂ ｅｈａｖ ｉｏ ｒｏｎ  ｉｎ ｔｒａ

－

ｏｒ
ｇ
ａｎｉ

ｚａｔ
ｉ ｏｎａｌ ｂ ｌ ｏ

ｇｇ ｉ
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ｓ
：
ａ

ｇ
ｒｏｕｐ

－

ｌ ｅｖｅ ｌａｎａ ｌｙ ｓｉ ｓ ｔｈｒｏｕ
ｇ
ｈ

ｔｈｅｌ ｅｎｓｏ ｆ ｓ ｏｃ ｉａｌ ｃａ
ｐ

ｉ ｔａｌ
ｔｈｅ ｏｒｙ［

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
ｇ
ｅｍ ｅｎ ｔ

，
２０ １５

，
５ ２（ ７） ：８ ７０

－

８ ８ １ ．

［
７ ０

］ 
Ｍｕｒｔｈｙ Ｄ ，

Ｌｅｗｉ ｓＪＰ．Ｓｏ ｃ ｉａ ｌｍ ｅｄｉ
ａ

，ｃｏ ｌｌａｂｏ 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 ｉｆｉｃ ｏｒｇ ａ

ｎｉｚａｔ ｉｏｎｓ ［
Ｊ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ｅｈａｖ ｉｏ ｒａｌＳｃ ｉｅｎｔ ｉｓｔ

，２０ １ ５ ，

５９（ 
１ ） ：１４９

－

１ ７ １
．

［
７ １

］ＣａｒｄｏｎＰＷ
，Ｍａｒ ｓｈａｌｌ Ｂ ． Ｔｈｅｈｙｐｅａｎｄｒｅａｌ ｉ

ｔｙ
ｏｆｓ ｏ ｃ ｉａｌ ｍｅｄ ｉａｕｓ ｅｆｏｒｗｏ ｒｋｃｏ ｌ ｌａｂｏ ｒ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ｔｅ ａｍ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 ｉｏｎ

［
Ｊ

］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 Ｂｕｓ ｉｎｅｓ ｓ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 ｉｏｎ ，２ ０ １ ５ ，５ ２（ ３ ） ：２７ ３
－

２９ ３ ．



企业社交媒体研究综述 ： 概念 、 采纳 、 使用与影响 １ ２ １

［
７ ２

］ＦｉｇｕｅｒｏａＪ ，Ｃｒａｎｅｆｉｅ ｌｄＪ ．Ｃｒｅａｔ ｉｎ
ｇ

ａｎ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ｋｎｏｗ ｌｅｄ
ｇ
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ｃｏ ｒｐｏ 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 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ｇｓ ｉｔｅ ：ｔｈｅｉｍｐａ ｃｔｏｆ

ｅｍｐ
ｌｏｙｅｅｓ

’

ｐｅｒｃｅｐ ｔｉ ｏｎｓ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 ｓ［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１ ６ｔｈＰａｃｉ

ｆ
ｉｃＡｓｉ ａ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Ｓ

ｙ
ｓ ｔｅｍ ｓ ，Ｈｏ

Ｃｈｉｍ ｉｎｈ Ｃ ｉｔｙ ，
Ｖｉ ｅｔｎａｍ

，２０ １ ２．

［
７ ３

］ＨａｒｄｅｎＧ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ｎｔｈｅｗｏ ｒｋｐ
ｌａｃｅ ：ａｓｏｃ 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ｓ ｉｔ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Ｃ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４５ ｔｈＨａｗａ ｉｉ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
Ｈａｗａｉｉ

，
ＵＳＡ

，
２０ １ ２ ：３８ ８８

－

３ ８９７ ．

［
７４

］ Ａｌ ａｒｉｆｉＡＨ Ｅ
，ＳｅｄｅｒａＤ

，
Ｒｅｃ ｋｅｒＪ ． Ｐｏｓ ｔｅｒｓｖｅｒｓｕｓ ｌｕｒｋｅｒｓ ：ｉｍｐｒｏｖ ｉｎｇ ｐａｒｔ 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 ｏｃ 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 ｒｋ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
ｒｏｍｏ ｔ

ｉ
ｏｎａ

ｌ
ｍｅｓｓ ａｇｅｓ

ｆ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

ｎｇｓ３６ 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 ｓ
，ＦｏｒｔＷｏ ｒｔｈ ，Ｔｅｘａｓ ，ＵＳＡ ，

２０ １ ５ ．

［
７ ５］Ｅｎｇ ｌｅｒＴＨ ，Ａｌ

ｐａｒＰ ，
ＦａｙｚｉｍｕｒｏｄｏｖａＵ．Ｉｎ ｉｔ ｉａｌａｎｄｃｏｎ ｔｉｎｕｅｄ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 ｉｏｎｏｎｅｎｔｅｒｐ ｒｉｓｅｓｏｃｉ ａｌｍｅ ｄｉａ

ｐ ｌ ａｔｆｏｒｍｓ
［
Ｃ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

ｇ
ｓ２３ｒ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ＭＵｎ ｓｔｅｒ

，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２０ １５ ．

［
７ ６

］
孙元

，
彭新敏

，
潘绵療 ． 员工持续使用企业内部微博与社会资本互动影响机制研究 ［ Ｊ

］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２０ １ ５

，
（ ２ ） ：

２ ７
－

３５ ．

［
７７ ］Ｌ ｉｕＪ

，
ＲａｕＰＬＰ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ｅｌｆ

－

ｃｏｎｓｔｒｕ ａｌｏｎｃｈｏ ｉｃｅｏｆ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 ｏｃｉ ａｌｍｅｄ ｉａｆｏ ｒｋｎｏｗｌ ｅｄ
ｇ
ｅ ｓｈａｒｉｎ

ｇ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ｍ
ｐ
ｕ ｔ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ｌ Ｎａｎ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２０ １４

，
４２（ ７ ） ：１ ０７７

－

１０８ ９ ．

［
７ ８

］
ＪａｃｋｓｏｎＡ

，
Ｙａｔｅｓ Ｊ

， Ｏｒｌｉｋｏｗｓｋｉ Ｗ．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ｂ ｌ
ｏ
ｇｇ

ｉｎｇ ： ｂｕ ｉ ｌｄ ｉｎ
ｇ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
ｙ

ｔｈｒｏｕ
ｇ
ｈ


ｐ
ｅｒ ｓｉ ｓｔｅｎｔ

ｄ ｉ
ｇ

ｉ
ｔａｌ

ｔａｌｋ ［Ｃ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

４０ｔｈＨａｗａ ｉ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Ｈａｗａｉｉ
，ＵＳＡ

，２００７ ：８０ ．

［
７９

］
Ｄ ｉｍｉ ｃｃｏＪ Ｍ

，ＧｅｙｅｒＷ
，Ｍ ｉｌ ｌｅｎ ＤＲ

，ｅｔ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ｅｎ ｓｅ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ｕ ｉｌｄ ｉｎｇ

ｏｎａ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ｏ ｃ 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 ｒｋ

ｓｉ ｔｅ
［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 ｄｉｎ
ｇ
ｓ ４２ｎｄ Ｈａｗａｉ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Ｈａｗａｉ ｉ

，
ＵＳＡ ，２００９ ：１

－

１ ０ ．

［
８０

］
Ｌｅ ｉｄｎｅｒＤ

，Ｋｏ ｃｈＨ
，Ｇｏｎｚ ａｌｅｚＥ ． Ａｓｓ ｉｍ ｉｌａｔｉｎｇ ｇ

ｅｎｅｒａｔ ｉｏｎ Ｙ ｉｔｎｅｗｈｉｒｅｓ ｉｎ ｔｏ ＵＳＡＡ
１

ｓｗｏ ｒｋｆｏｒｃｅ 
：
 ｔｈｅ ｒｏ ｌｅｏｆ 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 ｉｓｅ

２ ．０ｓｙｓｔｅｍ
［
Ｊ
］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Ｅｘｅｃｕ ｔ ｉｖｅ

，２０ １ ０
，９ （ ４ ） ：８３

－

８４ ．

［
８ １ ］Ｋｕｇ ｌｅｒ Ｍ

， Ｓｍｏ ｌｎ ｉｋ Ｓ． Ｊｕｓｔ ｆｏ ｒｔｈｅｆｕｎｏｆ ｉｔ？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ｍｏｄｅ ｌｆｏｒ ａｓ ｓｅｓ 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 ｉｖｉ ｄｕ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 ｔｓｏｆ ｅｍｐ ｌ ｏｙｅｅｓ 

＊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ｏｃｉａ ｌ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ｕｓａｇｅ［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４６ ｔｈＨａｗａｉｉ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ｙ
ｓｔｅｍＳｃ ｉｅｎｃ ｅｓ

，
Ｈａｗａｉｉ

，
ＵＳＡ

，
２ ０ １ ３ ：

３６ １４ －

３ ６２ ３ ．

［
８２

］
Ｗｕ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ａｎｄ ｌ ａｙｏ ｆｆｓ ：ｅｖ 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ａｄｏｐ
ｔ
ｉｏｎｏｆａｓｏ ｃ 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 ｒｋ ｉｎｇ

ｔｏｏｌ
［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３ ２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 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 ｎａ
，２０ １

１
．

［
８３

］
ＷｕＬ ． Ｓｏｃｉ ａｌｎｅｔｗｏ ｒｋ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

ｐ 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ｉ ｔｙ 
ａｎｄ

ｊ
ｏｂｓ ｅｃｕｒ 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ｄｏｐ ｔｉ ｏｎｏｆａｓｏｃ 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

ｇ
ｔｏｏ ｌ

［
Ｊ

］
．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 １ ３ ，２４ （ １ ） ：３ ０
－

５
１

．

［
８４

］
Ｋｕ

ｇ
ｌｅｒ Ｍ

，Ｄｉ ｔｔｅｓ Ｓ
，Ｓｍｏ ｌｎｉｋＳ

，ｅｔ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ｍｅ ！Ａｎｔｅ ｃｅ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ｓ ｓ ｉｎｅｎｔｅｒｐｒ ｉｓｅｓｏｃｉ ａｌ

ｓｏｆ ｔｗａｒｅ
ｆ
Ｊ］

．Ｂｕｓ
ｉ
ｎｅｓ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 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

２０ １ ５
，５７ （ ３） ：１ ８ １

－

１９ ６ ．

［
８５

］
Ｚｈａｎ

ｇ
Ｘ

，Ｃｈｅｎ Ｈ
，ＳｕｎＹ． Ｅｎｈａｎ ｃ ｉｎｇ 

ｃｒｅａｔ ｉｖ ｉ ｔｙ
ｏ ｒｗａ ｓｔ ｉｎ

ｇ
ｔｉｍｅ？  ：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 ｉｎｇ

ｒｏ ｌｅｏｆａｄａｐ ｔａｂ ｉ ｌｉ ｔｙ
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 ｉａ

－

ｊ
ｏｂ

ｐ
ｅｒｆｏ 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ｌ

ａｔ ｉ ｏｎｓｈ ｉｐ ［
Ｃ

］

．Ｐｒ ｏｃｅｅ ｄｉｎｇｓ１ ９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ｓ ｉ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 １ ５ ．

［
８６

］ＲｉｅｍｅｒＫ
，
ＦｉｎｋｅＪ

，
ＨｏｖｏｒｋａＤ ． Ｂｒ ｉｄ

ｇ
ｉｎｇ

ｏｒ ｂｏｎｄｉｎ
ｇ

：ｄ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
ｇ
ａｉｎｓｏｃ ｉａｌｃａｐ 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

ｐａｒｔ ｉｃ ｉｐａｔｉｏｎｉ
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

ｓｏｃｉ
ａ

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Ｃ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 ３６ ｔｈ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 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 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ｓ

，
Ｆｏｒ ｔＷｏ ｒｔｈ

，
Ｔｅｘａｓ

，
ＵＳＡ ，２ ０ １ ５ ．

［
８ ７

］
ＳｕｈＡ

，
ＢｏｃｋＧＷ．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ｅｎｔｅｒ

ｐ
ｒｉ ｓｅ ｓｏｃ 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ｏｎｔａｓｋ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 ｉｓｐｅｒｓｅｄｔｅ ａｍ ｓ
［
Ｃ

］

．Ｐｒｏｃ ｅｅｄ ｉｎｇｓ ４８ｔｈ

Ｈａｗａ ｉ
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 ｅ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

，Ｈａｗａｉｉ
，ＵＳＡ

，２０ １ ５ ：１ ９０９ －

１ ９ １８ ．

［
８ ８

］ＧｕｐｔａＨ
，Ｗｉｎｇｒｅｅｎ ＳＣ ． Ｕｎｄｅ 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 

ｔｈｅｍｅｄ ｉａｔ ｉｎ
ｇ

ｒｏ ｌｅｏｆｓｏ ｃ ｉａｌ ｍ ｅｄ ｉａｉｎｖ ｉｒｔｕａ ｌｔｅａｍｃｏｎｆｌ ｉ ｃｔｓ
［
Ｃ

］

． Ｐｒｏｃ ｅｅｄ ｉｎｇｓ １ ８ ｔｈ

Ｐａｃｉ ｆｉｃ Ａｓｉ ａ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Ｃｈ ｉｎａ

，２０ １４ ：３ ２ ．

［８９ ］
ＧｕｐｔａＨ ，

Ｗ ｉｎｇｒｅｅｎＳＣ ．Ｅｘａｍｉｎ ｉｎ
ｇ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ｏｃｉａ ｌｍｅｄｉ ａｔｏｏ ｌｓｏｎｖ ｉ ｒｔｕａｌｔｅａｍｃｏｎｆ ｌｉｃｔｓ ；ａ
ｐｒｏｃｅｓ ｓｍｏｄｅ ｌ［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
ｇ
ｓ １９ ｔｈ Ｐａｃ ｉｆｉｃ Ａｓｉ ａＣ 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 ｏｎ Ｓ

ｙ
ｓｔｅｍｓ

，
Ｓ ｉｎ

ｇａｐ
ｏｒｅ

，
２０ １ ５ ：６ ８ ．

［
９０

］Ｃｕ
ｍｍ

ｉｎｇｓＪ ，Ｄｅｎｎ
ｉ ｓＡ ．ＤｏＳＮＳｉ

ｍｐｒｅｓ ｓｉ ｏｎｓｍａｔｔｅｒ？Ｖｉｒｔｕａ ｌｔｅａｍａｎｄ ｉ
ｍ
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ｆｏ ｒｍ 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ｓ ｏｃ ｉ

ａ
ｌ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

ｉ ｅｓ
［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 ｎｇｓ２ ０ 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ｉ 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ａｖａｎｎａｈ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ＵＳＡ ，２０ １４ ．

［９ １ ］Ｇ ｉｂｂ ｓＪ Ｌ
，
Ｅｉ ｓ ｅｎｂｅｒ

ｇ
Ｊ ， Ｒｏｚ ａｉｄ ｉＮ Ａ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

ｍｅｇａｐｏｚｉ ｔｉ
ｖ
”

ｒｏ
ｌ ｅ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 ｅｓ ｏｃｉ ａｌｍｅｄ ｉａｉｎｅｎａｂ ｌ ｉｎｇ 

ｃｒｏ ｓ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ｉｎ ａｄｉ 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Ｒｕｓ ｓｉ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 ｉｏｎ
［
Ｊ

］
．
Ａｍｅｒｉｃ ａｎ Ｂ ｅｈａｖ ｉｏ 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ｔ ｉ ｓｔ

，２０ １４
，
５ ９（

１
）

：７５
－

１ ０２ ．

［９２］ＳｉｇａｌａＭ
，Ｃｈａｌｋｉｔ ｉＫ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 ａｌｍｅｄｉ ａａｎｄｅｍｐ
ｌｏｙｅｅｃｒｅａｔ ｉｖｉｔｙ［Ｊ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Ｈｏｓ
ｐ ｉｔａｌ 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 ｅｎ ｔ
，２０ １ ５

，４５ ：４４ －

５８ ．

［９ ３ ］Ｒａｚｍｅｒ ｉｔａＬ
，
Ｋ ｉ ｒｃｈｎｅｒ Ｌ

，
ＮａｂｅｔｈＴ

．

Ｓｏｃｉ ａｌ ｍｅ ｄ ｉａｉｎ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ｌ ｅｖｅｒａｇ ｉｎｇｐｅｒ ｓｏｎａ ｌａｎｄｃｏ ｌｌ ｅｃｔ ｉ ｖｅ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

ｐ
ｒｏｃｅｓ ｓｅ ｓ［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ｒ
ｇ
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ｕ ｔｉｎｇ ＆Ｅ ｌｅｃ ｔｒｏｎ 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
２ ０ １ ４

，２４（１）
：７４

－

９３ ．



１２ ２ 信息系统学报 第 １ ８ 辑

［
９４

］Ｂ ｉｂｂｏＤ ，ＳｐｒｅｈｅＥ
，Ｍ ｉｃｈｅｌ

ｉ ｃｈＪ ，ｅ ｔａｌ
．Ｅｍｐ ｌ ｏｙ ｉｎ

ｇＷｉｋ ｉａｓａ ｃｏ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 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 ｏｎｒｅ
ｐ
ｏ ｓｉｔｏ ｒ

ｙｍａｍｅｄ ｉ ａａｎｄ

ｅｎ 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 ｔｃｏｍｐａｎｙ ：ｔｈｅ ＮＢＣ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ａｌｃａｓｅ
［
Ｃ

］Ｐｒ ｏｃｅｅｄｉｎ
ｇ
ｓ３ １ 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 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 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ｓ ，

Ｓａ ｉ ｎｔ Ｌｏｕ ｉ ｓ ，Ｍ ｉ ｓｓ ｏｕｒｉ
，
Ｕ ＳＡ

，２０ １ ０ ．

［
９ ５

］ 
Ｚｈ ａｎ

ｇＹ ，
Ｆ ａｎｇ

Ｙ
，
ＨｅＷ．Ｗ ｉｋ ｉ

－

ｉｎｄｕｃｅｄｃ ｏｇｎ
ｉ ｔｉｖｅｅｌａｂｏ ｒａｔ

ｉ ｏｎ ｍ
ｐ ｒｏ

ｊ
ｅｃｔ ｔｅａｍｓ ：ａｎｅｍｐ ｉｒｉ ｃａｌｓ ｔｕｄｙｆ

Ｃ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
ｇ
ｓ３２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Ｓ 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 ｉｎａ

，２０ １ １ ．

［
９ ６

］
盛小平 ，

田倩 ． 企业 ２ ． ０ 在知识管理 中 的应用研究 ［
Ｊ

］
． 情报理论与实践 ，

２０ １ １
，

３４ （
２） ：４６

－４８ ．

［ ９ ７
］
金昕

，
陈松 ，

夏敬华 ． 基于企业 ２ ０ 的群体式创新模式研究 ［Ｊ ］
． 科技进步与对策 ， ２０ １ ３ ，２９ （ ２４ ）

：５
－

８ ．

［
９ ８

］
赵英 ， 杨阁 ， 谢彩云 ． 基于 ＳＮＡ 社交媒体对企业知识共享的影响研究 ［

Ｊ
］

． 财经科学 ，
２０ １４

，
（１ ０ ） ：９２

－

１ ００ ．

［９ ９
］Ｋｅ ｔ ｔｅｎｂｏｈｒｅｒＪ ，Ｆｉ ｓｃｈｅ ｒＤ

，Ｂ ｅ ｉｍ ｂｏｒｎＤ ，ｅｔａｌ ．Ｈｏｗｓｏ ｃｉ ａｌｓ ｏｆｔｗａｒｅｃａｎｓ ｕｐｐｏ ｒｔｂｕｓ ｉｎ ｅ ｓｓｐｒｏｃｅｓ 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ｄｅｖ ｅ ｌｏｐ ｉｎ
ｇ
ａｆｒａｍｅｗｏ ｒｋ

［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 １ ｓ ｔＡｍｅｒ ｉｃａｓ Ｃ ｏｎｆｅｒｅｎｃ 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 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ｓ

，Ｐｕｅｒ ｔｏＲｉｃｏ
，２ ０ １ ５ ．

Ｒｅｖ ｉｅｗｏｎＥｎｔｅｒ
ｐ
ｒ ｉｓ ｅＳｏｃｉａｌ Ｍ ｅｄｉａ

：Ｃｏｎ ｃｅｐ
ｔ

，
Ａｄｏｐｔ ｉｏｎ

，Ｕｓａ
ｇ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ｓ

ＭＩＡＯ Ｒｕ ｉ

１２

，ＨＵＡＮＧＬ ｉｈｕａ
１

（ １Ｓ ｃｈｏｏ ｌｏ ｆ 
Ｍａｎａ

ｇ
ｅｍ ｅｎｔ

，Ｆｕｄａｎ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 ００４３ ３
，Ｃｈ ｉｎａ ）

（ ２ ．

Ｓ 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

ｇ
ｅｍ ｅｎ ｔＳｃ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 

Ｅｎ
ｇ

ｉｎｅｅｒｉｎ
ｇ ，
Ｄｏ ｎ

ｇｂ
ｅ

ｉ Ｕｎ
ｉ
ｖｅｒ ｓｉ 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Ｅｃｏ ｎｏｍｉ

ｃｓ
，
Ｄａｌ ｉａｎ １ １ ６０２ ５

，Ｃｈ ｉ
ｎａ

）

Ａｂｓ ｔｒａ ｃｔＡｓ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 ｓ ｅｓ ｏｃ ｉ ａｌｍｅｄ ｉａ（ ＥＳＭ ）ｉ ｓｗ ｉｄｅ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ｅ

ｐ
ｌｙ

ａｐｐ ｌｉ ｅｄｉ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 ｅｍａｎａｇｅｍ ｅｎ ｔ
，
ＥＳＭｈａｓｂｅｃｏｍ ｅ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ｏ ｆｒ 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ｂｏ ｔｈａｃａｄｅｍ ｉｃ 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 ｔ ｉｏｎｅｒｓ ．Ｔｈ ｉ ｓ
ｐａｐｅｒｆｉｒ ｓｔ ｌｙｒ ｅｖｉ ｅｗｓｔｈｅ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 ｔｏｆＥＳＭ

，ｔｈｅ

ａｄｏｐ ｔｉ ｏｎｏｆＥＳＭ
，ｔｈｅｕｓ ａｇｅ ｐ

ａｔｔ ｅｒｎｓ ｏｆＥ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 ｃ ｔ ｓｏ ｆ ＥＳＭ 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 ｔ ｉｖｅ ．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ｈｏｒ ｔｃｏｍｉｎ

ｇ
ｓｏｆ ｃｕｒ ｒｅｎｔ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
ｐ
ｏｉ ｎｔｅｄａｎｄ ｓ ｏｍｅ ｓｕ

ｇｇ
ｅｓｔ ｉ ｏｎｓ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 ａｒ ｃｈａｒ ｅ

ｐ
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Ｋ ｅｙｗｏｒ ｄｓ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ｏｃｉ ａｌ ｍｅ ｄｉ ａ ， ｃｏｎｃｅｐ ｔ
，ａｄｏｐ ｔ ｉｏｎ ，ｕｓ ａ

ｇ
ｅ
ｐ
ａｔｔｅｒｎｓ ， ｉｍ

ｐ
ａｃ ｔ ｓ

作者简介

苗蕊 （１ ９ ８２
—

） ，
女

，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 ， 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 ， 研究方

向 为电子商务和信息管理 。 Ｅ －ｍａ ｉ ｌ
：ｍｉｍｉａｏｄｕｆｅ＠ １ ６３ ． ｃｏｍ 。

黄丽华 （１ ９６ ５
—

） ，
女

，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研究方向为信息管理 、 电子商务和

两化融合等 。 Ｅ －ｍａ
ｉ ｌ ： ｌｈｈｕａｎｇ＠ｆａｄａｎ ． ｅｄｕ ．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