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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价值对网络百科用户持续贡献意愿的影响： 
社区认同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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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文章探索了网络百科用户持续贡献意愿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优化用户激励措施，

促进网络百科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方法 / 过程 ] 本文从感知价值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出发，提出

研究假设和构建理论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了 294 份有效的百度百科用户数据。在信效度检验

通过的基础上，使用分层回归分析法进行假设验证。[ 结果 / 结论 ] 研究结果发现：贡献行为的感知利

他价值、感知学习价值和感知社交价值对持续贡献意愿发挥正向作用，社区认同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

最后，对促进网络百科用户持续贡献意愿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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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sers’ sustainable contribution in the Internet 
Encyclopedias,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further optimizing the user incentive measures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nline encyclopedia. [Methods/Process] This paper from the angles of the theory of perceived value and 
social identity, the hypotheses and research model were constructed. 294 copies of user’ valid data of Baidu Encyclopedia 
were collect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Based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proved, the hypotheses were verified by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Conclus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perceived altruistic value, perceived learning value, perceived 
social value of contributions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intention of sustainable contribution, community identity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Finally, this paper provides pointed suggestions for sustainable contribution in the Internet Encyclopedias user.
Keywords: Internet encyclopedias; continuance intention of contribution; perceived value; community identity

引言

网络百科作为一种充分利用群体智慧进行

词条编辑的在线知识社区，不但成为大众获取

知识的重要来源，而且基于其理念的知识生产

模式也被广泛应用 [1]。Viégas 等 [2] 认为“中立

观点”的宗旨、版本控制机制和“乐于奉献”

的用户是网络百科成功的三大保障。此处的“用

户”特指参与词条编辑的用户，由于为网络百

科直接贡献词条内容，因此也被称为贡献者 [3]。

根据百度百科的最新数据显示，718 万用户参

与词条编辑，创建词条数量超过 2000 万，贡献

次数超过 1.6 亿次 [4]。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其

他虚拟知识社区相同，网络百科也出现了用户

贡献下降的问题 [5]，不但总的贡献次数在减少 [6]，

而且人均贡献次数也在下降，甚至出现大量用

户彻底停止贡献的严重情况 [7]。与此同时，网

络百科尚存在大量的低质量词条 [8]，而词条质

量提升又亟需大量经验丰富的用户 [9, 10]。在此

背景下，深入挖掘网络百科用户持续贡献的影

响因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文章中的“贡献”特指用户在网络百科中

参与编辑词条的行为。鉴于此类贡献可以直接

促进词条内容增长及其质量提升，Kittur 等 [6]

将其称之为“direct work”。贡献可以细分为初

始贡献和持续贡献。初始贡献是指用户首次在

网络百科中进行编辑词条的行为，而持续贡献

是指用户在初始贡献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参

与贡献的行为。一些研究已经证实，用户进行

初始贡献只是网络百科迈向成功的第一步，用

户持续贡献才是其最终成功的关键驱动力 [7]。

经过系统的文献梳理，发现以往研究主要从动

机、用户特征和外界环境三个方面探索网络百

科用户贡献行为的影响因素。

动机是决定行为的内在动力，往往源于个

体的某种内在心理或外在现实需求 [11]。大量

研究通过访谈或问卷调查法，试图从动机角

度理解网络百科用户为何参与贡献。例如，

Kuznetsov[12] 通过对维基百科用户的访谈，发现

参与贡献动机主要有利他、互惠、声望、自洽

和社区感。Coffolilli[13] 基于团队理论和交易成

本理论，并结合维基百科的现实，推断参与贡

献动机主要有参与的满足感、求知动机和归属

感。Schroer 和 Hertel[14] 对德语维基百科用户进

行了在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归属感同样是主

要动机。Nov[15] 对英文维基百科用户进行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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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贡献动机有乐趣、

价值观表达、学习、受保护、职业发展、社交

动机等。除上述国外研究，针对中文环境下的

网络百科用户的研究发现，好奇心、打发时光、

兴趣、乐趣、归属感、声望、沉浸感、学习动机、

社交动机、自我决定动机等对参与贡献均有显

著的助推作用 [16-21]。王骞敏和孙建军 [22] 在对百

度百科用户的研究中，发现好奇心、好胜心等

内在动机对用户持续参与贡献意愿有显著正向

影响。总体而言，与以往针对广义虚拟社区中

的知识分享和 UGC 行为研究结果类似 [23, 24]，

网络百科用户参与贡献的动机同样可以分为内

在动机和外在动机两部分，内在动机即参与贡

献行为满足了用户的心理需求，例如好奇心、

满足感、利他、沉浸感等，外在动机即用户希

望通过参与行为从外界获取的实际利益，例如

声望、职业发展、学习知识等。

在用户特征方面。首先，个人能力是影响

用户贡献的一个重要因素 [25]，与此相近的因

素还包括用户的性别、学历、年龄、知识水平

以及用户对系统的熟悉程度等 [17, 26]；其次，

用户的空闲时间非常重要，相当多的用户反映

停止贡献的原因是因为空闲时间有限 [12]，与此

相近的因素还包括个人的惰性和倦怠感 [12, 27]；

最后，用户对贡献行为意义和个人角色定位的

认识 [25, 28]、对网络百科社区的认同 [19]、对机会

成本或沉没成本的容忍程度 [14, 22]、在进行贡献

行为时的个人情绪 [29]、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

构位置等均对参与贡献有一定影响 [30]。在外界

环境方面。网络百科自身的可用性、易用性、

有用性 [18]，优质词条评选、积分和等级制度等已

有激励机制及其公平性 [31, 32]，用户之间的冲突等

因素均被证实对用户参与贡献有重要影响 [27, 33]。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1）针对网络百科

用户贡献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

丰富的成果；（2）大多数研究没有对“贡献”

进行细分，对“初始贡献”和“持续贡献”也

没有明确区分。一些“贡献行为”的影响因素

对“持续贡献”是否有效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3）少数针对“持续贡献”影响因素的研究只

考虑了用户自身需求及系统特点这两个方面，

但用户持续贡献行为是一个动态过程，用户在

此过程中对贡献行为价值的认识可能会对持续

贡献意愿产生影响 [28, 29]。在此背景下，本文从

感知价值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出发，构建网络

百科用户持续贡献意愿影响因素模型，随后通

过问卷调查和分层回归分析方法探索贡献行为

感知价值对用户持续贡献意愿的影响，并分析

“社区认同”在模型中的中介作用。从理论层

面讲，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网络百科用户持

续贡献行为的内在机理。从实践层面讲，本研

究有助于网络百科平台更加明确自身的价值定

位，为探索用户激励的新路径提供指导。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感知价值理论

“感知价值”源于消费行为学，是指用户

在消费某产品或使用某服务后对“付出”和“收

获”所做出的衡量和判断 [34]。从已有研究来

看，感知价值对用户重复购买意愿既有直接正

面影响 [35]，也可以通过中介变量间接发挥正

向作用 [36]。在网络百科中，用户付出时间和精

INFLUENCE OF PERCEIVED VALUE ON THE INTENTION OF SUSTAINABLE CONTRIBUTION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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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对词条进行编辑，能够收获经验、知识、声

望、志同道合的朋友等，但绝大部分“收获”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贡献才可以得到。从

这一角度来说，用户在网络百科中进行贡献可

以看作是一种特殊“消费”行为，而持续贡献

即是此“消费”行为的不断重复。Davenport 和

Prusak[37] 曾指出，如果没有可靠的消息证实知

识共享具有显著价值，知识共享往往难以推动。

在虚拟社区知识分享研究方面，已有学者基于

感知价值理论展开研究。龚主杰等 [38] 研究发现

实用价值、情感价值、社会价值、利他价值对

学术虚拟社区用户持续知识分享意愿有正向影

响，满意度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赵文军 [39] 研

究发现学术虚拟社区用户的持续知识分享意愿

受社会价值、情感价值和利他价值的正向影响。

基于此推断，感知价值对网络百科用户持续贡

献意愿可能存在正向影响。此处的持续贡献意

愿是指网络百科用户在初始贡献后，再进行编

辑词条的愿望。

基于以往针对虚拟社区知识分享的相关研

究结果 [31]，结合网络百科的特点，此处的感知

价值是指网络百科用户对贡献行为价值的认识，

具体主要包括感知利他价值、感知学习价值和

感知社交价值。其中，感知利他价值是指用户

感知到贡献行为具有给予他人方便和利益的价

值 [40]。对于网络百科社区而言，词条被广泛利

用的事实已经充分证实了用户贡献行为的利他

价值，并且这种价值可以通过网络百科系统中

显示的已帮助人数、浏览次数、点赞数、转发

数等具体数值被用户感知到。感知学习价值是

指用户感知到贡献行为具有提升个人能力的价

值，这种价值在词条编辑过程中体现在用户通

过查阅资料、归纳总结以及组织语言等环节对

其自身知识水平、词条编辑技能等能力的提升

方面，而且感知学习价值可以通过用户等级和

成长任务等级被用户感知到 [41]。感知社交价值

是指用户感知到贡献行为为自身与他人互动和

交流创造潜在机会的价值，这种价值也可以通

过网络百科系统中的“粉丝数量”这一显而易

见的指标展现出来，进而被用户感知到。基于

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感知利他价值正向影响网络百科用户

持续贡献意愿；

H2：感知学习价值正向影响网络百科用户

持续贡献意愿；

H3：感知社交价值正向影响网络百科用户

持续贡献意愿。

1.2　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认同最早由 Tajfel 提出，指个体对自

身所属群体及其成员身份所带来的情感和价值

意义的认识 [42]。其后，Ellemers 等 [43] 对社会认

同的概念进行了扩展，提出从认知、情感和评

价 3 个维度测量社会认同，测量数值也即认同

感。虚拟社区用户在进行内容贡献等行为的过

程中，容易对具有相似特征的社区成员产生认

同感，即社区认同，这种认同使他们结成群体，

形成某种社会身份。同时，这种身份感又反过

来影响用户的在线行为。在虚拟社区中，为了

实现自尊需要、获得群体身份等目的，用户往

往会突出某方面的特长，在群体中表现得比其

他成员更加出色 [44]。针对网络百科用户的部分

研究也证实归属感、社区感等相关变量对参与

贡献存在影响 [12, 13]。因此可以推测，在网络百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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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社区中，用户为了获得认同感，可能会趋向

于持续贡献。

本文中的社区认同是指用户对网络百科社

区的情感归属以及对其价值意义的认可。其中，

情感归属具体是指用户认为自己是社区的一份

子，并为之感到自豪和满足 [19]。价值意义的认

可是指用户对网络百科理念的认可，如百度百

科“让人类平等的认知世界”、维基百科“人

人可编辑的自由百科全书”。本文将从上述两

个方面来对社区认同展开测量。根据 1.2的论述，

社区认同可能会对网络百科用户持续贡献意愿

产生正面影响。用户的社区认同感越强，那么

其对网络百科社区的情感归属感可能就越强，

也可能对网络百科理念越认可。在这种情况下，

网络百科用户在初次贡献完成后，继续进行贡

献的意愿可能会比较强烈。因此，提出假设：

H4：社区认同正向影响网络百科用户持续

贡献意愿。

此外，社会认同理论认为，感知价值是社

会认同产生的前因之一，即成员在感知到期望

价值之后才会对社区产生认同 [45]。据此可以推

断，网络百科用户感知到其贡献行为的价值后，

可能会产生社区认同，进而可能影响其后续的

贡献行为。基于此，提出假设：

H5：感知利他价值正向影响用户对网络百

科社区认同；

H6：感知学习价值正向影响用户对网络百

科社区认同；

H7：感知社交价值正向影响用户对网络百

科社区认同。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的网络百科用户

持续贡献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如图 1 所示，其中

持续贡献意愿为因变量，感知利他价值、感知

学习价值和感知社交价值为自变量，社区认同

为中介变量。

图 1　网络百科用户持续贡献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问卷设计与实施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数据收集。因

变量、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测量量表多数是在

已有成熟量表的基础上，通过探索性访谈进行

预调研，了解百科用户编辑词条的基本情况，

经过头脑风暴等环节初步构建了量表的框架，

经专家讨论为更贴近研究目的对量表进行了多

次修改最终形成正式问卷，并且答案采用李克

特五级量表的方式记录，发放至 87 份时，根据

调查对象的答题意见对问卷进行调整。具体如

表 1 所示。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在百度百科中有编辑

词条经历的用户。考虑到现实周边的人参与百

度百科贡献的不多，故采用“问卷星”在线问

卷平台，在百度百科贴吧通过私信以及留言的

方式向有编辑经历的用户发送问卷链接，并搜

索有关百度百科词条编辑的 QQ 群、微信群等，

通过加入相关群聊邀请有编辑经历的用户填写

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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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量表结构与来源

变量 测量项 测量项参考

感知利他价值

（AV）

AV1：我编辑百科词条可以让人更方便地获取知识

Chang&Chuang[46]
AV2：我编辑百科词条可以让人使用更为专业的知识

AV3：我编辑百科词条不是为了获取利益

AV4：我编辑百科词条是出于乐于助人的目的

感知学习价值

（LV）

LV1：在编辑百科词条的过程中，可以学到新的知识

本研究整理LV2：在编辑百科词条的过程中，可以加深对已有知识的理解

LV3：在编辑百科词条的过程中，我的学习能力得到了提升

感知社交价值

（SV）

SV1：在编辑百科词条的过程中，我可以遇到与自己经历相似的用户

Algesheimer 等 [47]
SV2：在编辑百科词条的过程中，我可以与自己爱好相近的用户进行交流

SV3：在编辑百科词条的过程中，我的影响力得到了提升

SV4：在编辑百科词条的过程中，我结交了很多朋友

社区认同

（CI）

CI1：我认同百度百科“让人类平等的认知世界”的理念

Bagozzi 等 [48]CI2：我觉得加入百科社区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CI3：我认为自己是百科社区有价值的一份子

持续贡献意愿

（CCI）

CCI1：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遇到有问题的词条时我愿意进行修改

Lin 等 [49]

Algesheimer[47]CCI2：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发现百科社区没有的词条时我愿意创建词条

CCI3：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愿意保持甚至增加编辑百科词条的频率

问卷发放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0

年 2 月 14 日，共收回 300 份网络问卷，剔除答

题时间特别短、答案相似率较高以及错误项较

多的 6 份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294

份。样本中，就受教育程度而言，93.1% 的用

户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5.9%拥有专科学历，1%

属于高中或者以下。

2.2　信效度检验

在对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后发现，学习价

值的信度低于标准值，经过调整，将测量学习

价值这一变量的第三个题项去掉后所有的数值

都达标。表 2 和表 3 所展示的是问卷信效度分

析的结果。分析结果显示学习价值的效度不达

标，在剔除了学习价值的第三个题项后发现各

项数据达标。首先，Cronbach α 值均大于 0.7，

说明所有变量对应的量表均具有较高的内部一

致性。其次，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

子分析综合评判量表的效度。结果显示，KMO

值为 0.742，大于 0.7，Bartlett 球形检验的显著

性 P<0.05，意味着数据可用于因子分析研究，

且因子载荷均大于 0.5，说明问卷的建构效度较

好。此外，每个变量的平均方差萃取 AVE 值都

大于 0.5，且组合信度 CR 值大于 0.7，说明量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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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聚合效度较高。比较各个变量的 AVE 平方

根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发现 5 个变量

对应的 AVE 平方根最小值为 0.686 大于变量间

相关关系的最大值 0.479，意味着量表具有良好

的区分效度。总体而言，本研究的量表达到了

较好的效度。

表 2  问卷信效度检验

变量 Cronbach α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因子载荷 平均方差萃取 AVE 值 组合信度 CR 值

AV1

0.719

KMO值：0.742，
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

性：P<0.05

0.555

0.510 0.785
AV2 0.577

AV3 0.750

AV4 0.924

LV1

0.731

0.710

0.537 0.797LV2 0.766

LV3 0.782

SV1

0.754

0.711

0.514 0.755
SV2 0.651

SV3 0.585

SV4 0.893

CI1

0.930

0.914

0.865 0.949CI2 0.793

CI3 0.904

CCI1

0.808

0.823

0.653 0.845CCI2 0.869

CCI3 0.603

表 3  区分效度：相关系数与 AVE 平方根

变量 AV LV SV CI CCI

AV （0.741）

LV 0.342** （0.703）

SV 0.369** 0.327** （0.686）

CI 0.380** 0.428** 0.425** （0.903）

CCI 0.448** 0.423** 0.400** 0.479** （0.808）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 AVE 平方根值，** 表示 P<0.01

3　结果分析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均

与因变量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自变量与中

介变量也存在相关性。因此，本研究提出的

H1-H7 等 7 个假设得到了部分支持。为进一步

检验感知价值对于持续贡献意愿的影响是否受

社区认同的中介，本研究采用温忠麟等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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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回归分析方法 [50]，利用 SPSS 19.0 统计软

件具体分析。第一步是进行自变量与因变量的

回归分析，见表 3 中的模型 1。第二步是进行

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的回归分析，见表 3 中的模

型 3。第三步是将中介变量引入和自变量一起

与因变量做回归分析，见表 3 中的模型 2。

表 4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持续贡献意愿 持续贡献意愿 社区认同

标准误 标准误 标准误

感知利他价值 0.282** 0.055 0.236** 0.054 0.187** 0.057

感知学习价值 0.257** 0.061 0.188** 0.062 0.277** 0.063

感知社交价值 0.212** 0.051 0.147** 0.052 0.266** 0.053

社区认同 - - 0.247** 0.055 - -

0.320 0.362 0.303

调整 0.313 0.353 0.295

值 45.404 41.003 41.928

0.320 0.042 0.303

45.404 19.234 41.928

注：** 表示 P<0.01

在模型 1 和模型 3 的回归分析中，残差

均值均为 0，Durbin-Watson 值分别为 1.674、

1.745，均位于 1.5~2.5 之间，说明都满足残

差假定条件检验。同时，自变量对应的 TOL

值分别为 0.809、0.836、0.818，均大于 0.3；

VIF 值 分 别 为 1.237、1.196 和 1.223， 均 小

于 3.33，说明两个模型都可以排除共线性问

题。在模型 2 的回归分析中，残差均值为 0，

Durbin-Watson 值为 1.731，说明满足残差假定

条件检验。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对应的 TOL 值

分别为 0.777、0.766、0.755，0.697，均大于

0.3；VIF 值分别为 1.287、1.306、1.324、1.434，

均小于 3.33，说明模型 3 也可以排除共线性问

题。在此基础上，结合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 的结果，可以认为，感知利他价值和持续贡

献意愿显著正相关（β=0.2361, P<0.01），H1

成立；感知学习价值和持续贡献意愿显著正

相关（β=0.188, P<0.01），H2 成立；感知社

交价值和持续贡献意愿显著正相关（β=0.147,  

P<0.01），H3 成 立； 社 区 认 同 和 持 续 贡

献 意 愿 显 著 正 相 关（β=0.247, P<0.01），

H4 成立；感知利他价值和社区认同显著正

相 关（β=0.187, P<0.01），H5 成 立； 感 知

学习价值和社区认同显著正相关（β=0.277,  

P<0.01），H6 成立；感知社交价值和社区认

同显著正相关（β=0.266, P<0.01），H7 成立。

另外，综合以上结果，可以认为社区认同间接

中介了感知价值对于持续贡献意愿的影响。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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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感知价值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

构建了网络百科用户持续贡献意愿影响因素模

型，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采用分层回归

的方法进行检验。研究表明，贡献行为的感知

利他价值、感知学习价值、感知社交价值对持

续贡献意愿不但有直接正向影响，而且通过社

区认同对持续贡献意愿发挥间接正面作用。基

于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看，感知利他价值对持续

贡献意愿的作用最大，感知学习价值对社区认

同的作用最大。本研究使得对网络百科用户贡

献行为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网络百科用户进行

持续贡献，不但有对贡献行为自身价值的衡量，

还包括对网络百科社区的认同感，而且感知价

值与社区认同之间还存在显著关联。

本文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

与以往大多数研究不同，本文研究是在对“初

始贡献”和“持续贡献”进行明确区分的基础上，

着重探索了影响网络百科用户持续贡献的因素。

因此，本文研究扩展了网络百科环境下的用户

贡献行为研究范围。（2）同时与少数针对“持

续贡献”影响因素的研究只考虑了用户自身需

求和系统特点不同，本文研究基于感知价值和

社区认同两个理论，既考虑了用户自身价值实

现的需求，又考虑到了用户自身对情感的需要。

因此，本文研究丰富了网络百科环境下的用户

贡献行为理论。

基于研究发现，本文针对网络百科如何激

励用户持续贡献提出如下建议：

（1）网络百科应采取措施进一步提升贡献

行为的感知价值。首先，网络百科官方应该积

极宣传用户进行贡献行为对他人或社会的重大

意义，并针对用户的特点再多设置一些容易感

知的指标，从而进一步提升用户对贡献行为利

他价值的认识。其次，通过任务分割、任务升

级或精确推送等措施来满足用户技能学习或知

识学习的需求，进而让用户感受到持续不断地

编辑词条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再次，利

用网络百科用户分布广、人数多的优势，多举

办一些联谊会或粉丝交流会等活动，以提高用

户的感知社交价值。通过以上措施达到提高用

户对贡献行为的感知价值，进而促进用户持续

贡献的可能性，挖掘网络百科新的价值。

（2）网络百科应积极采取措施提升用户认

同感。一方面，网络百科认同感的提升需要网

络百科不断地优化，以满足用户对“利益”的

需求。另一方面，网络百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可以对用户进行适当的人文关怀，尤其是针

对新用户。在新用户编辑任务受挫时，予以必

要的提示或以讲座的形式普及词条编辑的规则

和注意事项，如此可能会增加用户对网络百科

的亲切感与归属感，提升用户对网络百科的认

同感，进而促进用户持续不断的贡献。最后，

网络百科在进行词条编辑意愿的提升方面，需

要树立契合时代的发展观。尤其在人工智能方

面，词条编辑意愿的提升在面对市场化需求时，

我们不仅要在提升互联网软硬件设施的基础上，

对词条编辑的意愿在广度和深度上做进一步挖

掘，还需要借助科技的力量使得网络百科在增

加编辑者编辑词条的便捷性、挖掘网络百科新

的价值方面，吸引更多的用户，以期用户对网

络百科产生深度的认同感，实现网络百科词条

编辑的一系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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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1）本研究的调查

对象局限为百度百科用户，因此研究结果的应

用范围具有一定局限性。（2）本研究是从感知

价值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视角出发而展开，虽

然相应假设都得到了验证，但从解释力大小来

看，模型还有进一步优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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