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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问答型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激励机制研究 
汤小燕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苏州  215131) 

摘要：为了实现对社会知识资本的高效化、实时化积累，提高社会知识资本的流动率，现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化问答型虚拟社区知识

共享激励机制构建方案。首先，从虚拟社区发展阶段及特征、知识共享困境、知识共享激励机制三个方面入手，全面地分析虚拟社区知识

共享理论。其次，结合虚拟社区知识共享实际情况，利用社区阶段性特征，完成对信息甄别机制模型和选择性激励机制模型的建设。最后，

从开发人性化的技术平台、培养互惠的社区氛围、建立有所侧重的阶段性激励机制三个方面入手，完成对社会化问答型虚拟社区知识共享

激励机制的构建。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知识共享激励机制构建方案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可行性，为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提供重要的依据

和参考。希望通过这次研究，为技术人员提供有效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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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虚拟社区在实际发展中，通常会面临较大知识共享难题，

这是由于成员沟通机制不完善、社区信息不对称、预期收益较低、
知识共享机会成本大等因素造成的，所以，为了解决以上不良问题，
帮助社区成员更好地汇聚虚拟社区知识，提高成员社区知识学习能
力， 

促使虚拟社区知识共享健康、可持续发展，如何科学地构建社
会化问答型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激励机制是相关人员必须思考和解
决的问题。 

1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主要是指人们在结合主观成本的基础上，选择经

济可行性较高的行动，也就是说，人们在做事情之前，会对这件事
情潜在性收益和成本进行精确化衡量，当收益超过成本后，人们会
确定做这件事情。例如：在虚拟社区情境中，社区成员在共享知识
期间会全面地分析和比较收益与成本，当收益超过成本后，知识共
享才具有一定的价值，此时，社区成员才会继续选择共享知识这种
行为。社会交换具有以下特点：（1）无契约性。社会交换并不存在
固定不变的契约，人们乐于助人主要是建立在未来收益预期的基础
上进行的，这就导致收益是否能够实现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2）
收益无形化性。利益与有形资源是影响经济交换效果的两大核心因
素，社会交换主要以强调无形资源为主，从而更好地满足对方的心
理预期。（3）互惠依赖性。在进行社会交换时，人们主要是建立在
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双方行为相互影响，存在一定的互惠性
和依赖性，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供、帮助后，如果这个
人没有获得相应的报酬，可能会终止这种帮助行为，这说明他人给
予报酬在某种程度上会引发更多回合的交换。 

2 社会化问答型虚拟社区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研究 
2.1 理论模型 
知识共享被成为一种典型的社会交换行为，知识提供者主要负

责将所学知识传递给知识接受者，同时，社区组织与组织激励被视
为一种典型的交换支持[1]，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社会交换活动如图 1
所示，该图对这种社会交换活动进行了形象、生动地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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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社会交换活动 
在此基础上，从组织氛围、组织激励两个角度出发，对知识共

享的影响程度进行全面化实证分析，并选取合适的变量，完成对如
图 2 所示的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研究模型的构建。 

2.2 实证分析 
2.2.1 问卷设计及数据收集 
在本次研究中，通过将参与虚拟社区活动的成员设置为问卷调

研对象，同时，线下所选取的调研对象主要以在校大学生为主，线
上所选取的调研对象主要以虚拟社区为主[2]，通过采用问卷发放的

方式，对以上两种调研对象进行全面地调查，为后期问卷收集提供
重要的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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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研究模型 
2.2.2 样本特征分析 
通过采用线下处理的方式，在大学校园内，对大学生发放相关

问卷，同时，将问卷线上传输到问卷星系统工，并向两个不同的虚
拟社区复制和分享问卷链接，将论坛币奖励数量设置为 10 个，从
而更好地鼓励和引导各个社区成员对相关问卷内容进行精确填写
[3]。另外，问卷收集时间为两周。本次调研中，共收到了 350 份问
卷，并筛选和删除 50 份具有明显作假的问卷，最后，所获得的问
卷为 300 份，经计算，有效回收率达到了 85.8%。在整个样本中，
男性人数占比为 61.8%，女性人数占比为 38.2%。 

2.2.3 问卷信度及效度分析 
信度检验主要是用于对问卷有效性的全面了解，信度系数高表

明测量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各变量信度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从表 1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各个变量信度测量系数值均超
过了 0.8（公认的标准值为 0.70），这说明本文所构建的测量模型具
有较高的信度，问卷质量完全达标。 

表 1 各变量信度检验结果 

测量维度 影响因素 测量项目数 信度测量系数 

结果变量 
知识共享意

愿 
4 0.868 

互惠规范 3 0.815 
社区认同 3 0.861 组织氛围 

易用性 3 0.838 
物质激励 3 0.589 

组织激励 
精神激励 3 0.890 

整体信度  19 0.814 

通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所整合好的信息进行分类[4]，并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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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具有共性的因子，在进入因子分析数据之前，需要采用 KMO
和 Bartlett’s 球体检验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全面化检验，其中，KMO
检验法主要用于对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的检验；Bartlett’s 球体检
验法主要用于对相关阵中各变量间的相关性的检验[5]，本次检验所
获得的各变量效度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从表 2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本次研究中，各个变量的 KMO 值均超过了 0.7，同时，Bartlett’s
球体检验法所获得的 P 值均为 0.000，这说明所选用的样本数据完
全满足因子分析相关标准和要求，最后，在完成各变量作因子分析
后，所获得累积方差贡献率均超过了 70%，这表明该量表所对应的
效度相对较高，为后期深入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和参考。 

表 2 各变量效度分析结果 

因子 
测量项目

数 
KMO Bartlett 

累积方差贡献
率 

知识共享意
愿 

4 0.813 0.000 71.831% 

互惠规范 3 0.715 0.000 72.970% 
社区认同 3 0.730 0.000 78.493% 

易用性 3 0.722 0.000 75.494% 
物质激励 3 0.737 0.000 77.916% 
精神激励 3 0.737 0.000 81.850% 

2.2.4 研究模型检验 
本次研究中，在 AMOS17.0 软件的应用背景下，通过对结构方

程进行建模，获得如表 3 所示的模型拟合指数，这些指数主要用于
对数据与模型之间拟合度的精确化衡量，从表 3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模型拟合指数均符合拟合良好相关标准和要求，这说明所构建的结
构方程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效果。 

表 3 模型拟合指数 

指标 X2/df CFI GFI NFI IFI RMSEA 

标准值 ＜3 ＞0.9 ＞0.9 ＞0.9 ＞0.9 ＜0.08 
结果值 1.994 0.955 0.914 0.914 0.956 0.059 

3 社会化问答型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激励机制构建途径 
3.1 开发人性化的技术平台 
虚拟社区是否简单易用，直接决定了成员知识共享成本以及成

员对知识共享意愿度，所以，为了提高虚拟社区的简单易用性，相
关部门要结合虚拟社区构建需求，加强对人性化技术平台的开发，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提高成员操作的方便性[6]，还能将知识共享成
本降到最低，同时，还为各个成员之间沟通提供一定的便利，从根
本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例如：通过将 og，Wiki，Tag，RSS 等
信息技术科学地应用到虚拟社区中，完成对相关知识组织的构建，
确保各个成员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协同化[7]。另外，还要加强对技
术平台人性化设计和开发，所显示的网页信息必须具有较高の层次
性、清晰性、直观性，便于成员快速查看和定位所需要的信息数据，
另外，所设计的按钮具有较高的简易性和适用性，满足各个成员日
常操作和使用习惯，在此基础上，还要不断地简化和完善知识共享
操作流程。最后，还要保证所设计的平台功能具有操作简单、安全
可靠等特点[8]，降低成员的学习成本。另外，还要结合社区成员的
实际使用需求，不断地优化和改进平台的功能，确保技术平台设计
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3.2 培养互惠的社区氛围 
社区成员通过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知识共享活动中，不仅可以更

好地交流和分享自身所掌握的知识，还能学习其他成员所掌握的知
识，达到互惠学习的目的，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各个成员获得回报
概率，确保所有成员的知识共享意愿度得以显著提升。总之，通过
加强对互惠社区氛围的培养，可以引导和鼓励各个社区成员积极主
动地分享和贡献自身所掌握的知识。对于社区管理者而言，可以从
以下几个环节出发，确保互惠社区氛围培养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首

先，要将互惠纳入到社区规则中，同时，要求所有成员全面地了解
和掌握社区规则，并充分认识到互惠这一价值观的重要性[9]。其次，
要加强对点赞功能、关注功能、私信功能等各种功能的设计和开发，
鼓励和引导知识接收者表达自身对知识共享者的感谢，从而激发知
识共享者贡献知识和分享知识的动力。最后，社区还要加强对知识
共享者名单以及所获得知识回馈奖励的公布，从而加强对社区互惠
氛围的有效培养。 

3.3 建立有所侧重的阶段性激励机制 
在虚拟社区初始阶段中，社区成员对双方真实知识水平缺乏足

够、有效了解，此时，所构建的激励机制主要以按劳取酬、不劳而
获两种物质性激励方式为主，同时，还要设置相应的监督体系，一
旦发现网站内出现垃圾贴，需要对其不良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接着，
要结合各个社区成员所获得的论坛币，对社区成员等级进行划分，
为后期甄别社区成员类型提供重要的依据和参考，这样一来，有效
地分析和解决道德风险问题，降低知识共享难度。在虚拟社区成熟
阶段中，社区成员已经充分了解双方的真实知识水平，此时，所构
建的激励机制主要是以“选择性激励”策略为主，确保社区成员拥
有更高的知识共享动力。在边际效用递减相关原理的影响下，导致
物质激励已经无法足以吸引和激发社区成员共享知识动力，此时，
社区成员对精神激励提出了更高的追求，为此，知识接受者可以根
据知识共享者的所共享的知识质量，对知识共享者进行评分，并换
算成相应的荣誉奖章，便于知识共享者获得更高的精神满足，双车
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 

结束语 
综上所述，虚拟社区属于个性化知识管理重要内容，不仅可以

促使知识共享向创新化、健康化方向不断发展，同时，还能最大限
度地提高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绩效，所以，相关部门要重视对社会化
问答型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激励机制的构建，在构建该激励机制期
间，相关部门除了要做好对人性化技术平台的开发外，还要重视对
互惠社区氛围的培养，同时，还要加强对有所侧重的阶段性激励机
制的建立，只有这样，才能激发社区人员参与知识共享活动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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