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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块链的虚拟知识社区内容生产投机行为 
仿真及治理对策研究

李志宏  杨丽平  许小颖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广州  510641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虚拟知识社区正在快速发展，其独特的通证激励机制一方面可

以促进社区的知识共享行为，另一方面也会诱发内容创作者的投机行为。这种投机行为的具体表现是

内容创作者通过创作低质量内容来获取通证，此现象会影响优质内容创作者的热情，不利于虚拟知识

社区的健康发展。[ 方法 / 过程 ] 本文以区块链虚拟知识社区的典型代表——Steemit 社区为研究对象，

构建社区内容生产投机行为的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探索通证激励机制的设计对投机行为的影响，以

及投机行为的长期动态演变趋势。最后，基于仿真结果，本文提出相应治理措施，为同类区块链知识

社区的机制设计提供思路。[ 结果 / 结论 ] 社区投机行为数量受到通证激励政策变化的显著影响，奖励

知识分享比例、奖励内容发现比例、通证年通胀率、用户点踩所获收益均存在最优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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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The current virtual knowledge community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vigorously. On the one hand, its unique token incentive mechanism can promote the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of the 
community.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also induce speculative behavior of content creator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 of this 
speculative behavior is that content creators obtain tokens by creating low-quality content. This phenomenon can affect the 
enthusiasm of high-quality content creators, and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virtual knowledge communities. 
[Methods/proces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teemit community,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blockchain virtual knowledge 
commun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structs a system dynamics simulation model of speculative behavior of content 
production in community.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 design of the token incentive mechanism on speculative 
behavior, and the long-term dynamic evolution of speculation. Lastly, based 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rresponding governance measures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mechanism design of similar blockchain knowledge communities. 
[Results/conclusions] The number of speculative behaviors in community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changes in the token 
incentive policy. The proportion of reward knowledge sharing, the ratio of reward content discovery, the annual inflation rate of 
the token, and the benefits of user downvotes all have an optimal solution range.
Keywords: Blockchain; virtual knowledge community; speculative behavior; system dynamics

引言

区块链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加密货币

体系的核心支撑技术 [1]。它是一种分布式的点

对点共识账本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交易透明、

不可篡改等优良特性，在金融、医疗、农业、

能源等多领域均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同时，

区块链独特的通证激励机制 [3] 使得它在知识社

区中也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基于区块链的虚

拟知识社区能够根据社区用户对社区知识贡献

的程度发放奖励，将判断知识价值的权力交回

到文章的受众手中，达到持续激励优质内容产

出的效果。这为传统社区知识分享过程中存在

的知识管理低效、用户内容贡献意愿低、内容

质量缺乏明确评价机制等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

解决思路 [4]。

目前，国内外已出现不少区块链知识社区

的应用案例，如 Steemit、Reddit、币乎、币问

等社区。该类区块链知识社区多处于发展初期，

大部分社区的机制设计尚未成熟。例如 Steemit

社区中逐渐出现内容创作者为牟利而发布噱头

标题文、夸大事实的文章等不良行为。参考资

本市场对于该类行为的定义，本文将其定义为

内容生产投机行为。从目前社区的发展现状看，

该行为致使知识社区的激励效果与预期效果产

生偏差，挤压优质内容的生存空间，长远下去

将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社区局面，对社区

内容生态和持续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然而，当前对于区块链虚拟知识社区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激励机制的设计、知识分享行为、

成员的收益计算等方面 [5-8]，并重点聚焦社区知

识分享的正面现象，鲜有学者讨论社区知识分

享过程中出现的投机问题及解决方案。此外，

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和实证分析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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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对社区动态变化的分析工具，也无法验证

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针对以上研究不足，本文拟解决如下问题：

（1）从社区角度分析 Steemit 社区知识分享现状，

探讨内容生产投机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2）

分析投机问题的解决方案并进行复杂系统仿真

模拟，判断出较优的调控方案，以此确定未来

政策调控重点。

本文对区块链知识社区研究领域做出的有

益探索主要体现在：

（1）以 Steemit 为研究对象，对内容生产的

负面现象进行深入探讨，从而有助于社区思考该

类问题的应对措施，促进知识社区健康发展。

（2）立足社区整体层面对区块链知识社区

内容生产的投机现象展开研究，有助于更全面

地挖掘投机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而系统化分析

投机行为的治理措施。

（3）使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建

立社区内容生产投机行为仿真模型，并在建模

过程中关注了知识分享的非经济收益因素。通

过模拟仿真 10 年时间里不同调控政策下投机行

为的演变，以期刻画系统的演化过程，揭示系

统的长期变化趋势。

最后，本文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对策建议，

希望为同类型知识社区的机制设计提供一定的

启发与借鉴。

1　理论基础及场景介绍

1.1　区块链知识社区的研究

区块链是随着比特币等数字加密货币的日

益普及而兴起的一种数字技术，是由一系列包

含时间戳的数据区块以链式结构存储，脱中心

化的分布式账本结构 [9]。区块链具有其他技术

不可比拟的优势：（1）不可篡改性。区块链的

共识算法 [1] 决定若要更改某一区块的数据，必

须保证所有节点的数据都被随之更改，并且需

要破解高度复杂的加密算法才可以更改数据（常

规情况下破解需要几十年甚至更久），这个工

作量之大和难度使得区块链的数据几乎不可能

被篡改，因此保证了数据的安全可靠性 [10]。（2）

去中心化。区块链的数据生成、存储、验证、

更改和交易等所有操作都采用共识机制而无需

中心节点介入的方式使节点达成一致，从而形

成了强大的共同信任的分布式系统，避免了中

心节点为了一己私利欺诈、隐瞒各交易节点的

情况，同时也减少了中心机构维护和管理的成

本。（3）交易透明性。公有链区块链中所有用

户都可以查看数据信息，信息是公开透明的，

避免了信息不对称或披露不足的弊端。此外区

块链还有匿名性、不可逆转性等多种特性，此

处不再赘余。

区块链是具有普适性的底层技术框架，为众

多行业带来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区块链知识

社区应运而生。在知识社区领域，区块链主要以

其独特的通证奖励机制吸引用户持续不断地自发

维护社区的良好运行。这种机制是一种强化目标

行为的管理系统，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了可编程

激励，可激发用户主动进行知识生成、分享与评

价，以经济奖励引导用户做出社区期望的行为，

解决了传统知识社区用户知识分享意愿不高及内

容组织管理低效的问题 [11，12]。根据前人文献，

本文将区块链知识社区定义为——以区块链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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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为基础特征，社区成员为了社交或者知识需求

而联结在一起的虚拟组织。

近年来，区块链知识社区引起了学术界的

重点关注和研究。目前国内外关于区块链虚拟

知识社区的研究成果丰硕。由于 Steemit 是该领

域的最早也最成熟的应用，理论界目前还是集

中在 Steemit 社区进行探索。Thelwall 等 [5] 抽取

了 Steemit 社区 925 092 名用户行为信息，分析

了发帖者收益机制及社区如何激励发帖，发现

高收益帖子的共同特点是社交性和个性化程度

更强。Mengting 等 [7] 从社会资本和股份资本两

个角度探讨 Steemit 自治社区中成员积极参与度

的影响因素，证明社会反馈和经济反馈均对成

员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马强等 [8] 着眼于区块

链的特点，设计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网络谣言

治理模型。上述研究主要关注区块链知识社区

中的积极现象，然而，也有学者针对区块链知

识社区内的不健康现象进行研究。例如，Cho-

han[13] 定性分析了 Steemit 为代表的区块链社区

在发展过程中滥用无政府主义以及问责制度的

问题。Li 等 [14] 实证分析 Steemit 用户的交易行

为，发现社区平台中去中心化的实际水平以及

加密货币驱动的奖励系统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存在机器人滥用文章点赞功能等问题。

总体而言，虽然上述文献对区块链知识社

区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但是其研究也存在一

定改进空间，具体表现如下：一方面多数研究

是以定性研究或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不能深

入探讨区块链知识社区研究对象的长期动态变

化趋势；另一方面，当前研究主要从个体微观

角度展开，对社区用户之间的复杂关系缺乏系

统化分析。基于上述研究局限性，本文关注了

对社区有危害的投机行为，在社区层面对其进

行研究，以系统动力学方法模拟投机行为的动

态变化，并从机制设计角度提出相应治理政策，

有助于丰富本领域研究。

1.2　投机行为治理的研究

投机行为概念最早出现于金融市场，指个

体利用市场差价获取利润，后来被广泛应用于

房地产、商业交易、组织合作等多领域。学者

们把投机行为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其中广义

的消极投机行为（也称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个

体采用不诚实的手段或违背契约以谋取个人利

益 [15]。类比投机概念，本文定义 Steemit 的不

良现象为内容生产的投机行为。它是指内容创

作者在区块链知识社区中以获取用户点赞、关

注和评论为主要目的，创作标题文等内容质量

低劣帖子的行为。

鉴于消极投机行为对组织的负面影响，前

人从各种角度对这种投机行为治理展开分析。

已有学者证实组织中的投机行为是利益驱动的

行为，减少投机行为所获利益可直接影响投机

行为 [16]；也有研究指出私人关系约束等非经济

因素可以抑制组织成员的投机行为 [17，18]。本文

基于现有的投机行为治理理论和区块链知识社

区实际机制，从减少投机行为所获经济与非经

济收益和加大对投机行为的惩罚力度两方面探

索投机行为的治理。

1.3　研究场景简介

本文以 Steemit 为研究对象，Steemit（https://

steemit.com）是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的线上知

识社区。自 2016 年面世以来，Steemit 迅速发展，

RESEARCH ON SIMULATION AND GOVERNANCE COUNTERMEASURES OF CONTENT PRODUCTION SPECULATIVE BEHAVIOR OF VIR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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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拥有超过 140 万的用户。在 Steemit 社区

内，用户可以进行发帖、点赞、点踩、转发与

评论帖子，也可以进行关注其他用户、交易转

账等多种操作。发布帖子的用户称为内容创作

者，对帖子点赞、点踩与评论的用户称为内容

发现者，而那些不带有强烈目的浏览社区内容，

不做内容分享有关行为的用户则称为浏览者。

用户发帖和点赞评论帖子均会获得收益，但是

用户点踩帖子没有收益。社区收益以通证（To-

ken）的形式发放 [19]，对所有促进知识共享的用

户进行奖励。在这里通证相当于自由流通的加

密数字权益证明，具有经济价值，同时为了保

证通证价值的稳定性，Steemit 发行并允许用户

兑换一种锚定美元的稳定币 Steem Dollar，进而

将内容创作者和内容发现者的收益与内容质量

直接挂钩，使发布、发现高质量内容的用户获

得更高的收益。

Steemit 的通证激励机制既提高了用户的知

识分享意愿，也逐渐引发了内容生产的投机行

为，投机行为表现在内容创作者在发帖时基于

利益最大化付出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创作劣质帖

子。而 Steemit 目前在投机行为的治理上存在两

大问题，一是缺乏奖励用户去发现投机行为的

机制；二是缺乏明确的惩罚投机行为的机制。

因此目前的社区机制对内容创作者的约束力度

不强，其他内容创作者根据对方行为也采用投

机行为，从而形成内容生产的囚徒困境 [20]，长

此以往将危害社区的内容生态。

2　虚拟知识社区的投机行为仿真

根据上文分析，Steemit 的投机行为可能对

社区未来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研究此种行

为的动因及解决措施具有重要意义。而系统动

力学是一种分析复杂系统的常用方法，适合于

刻画系统的长期动态变化趋势 [21]，因此常被用

于虚拟知识社区的研究中。基于这种特点，本

文选择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 Steemit 社区投机

行为仿真模型，考察社区用户之间、用户行为

与底层机制之间的非线性动态关系，并探索应

对投机行为的解决方案，以期对社区的内容生

态发展提供建议。

2.1　模型基本前提和假设

Steemit 社区内容生产的投机行为受众多因

素的影响，且因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彼此制

约的关系，为有效地分析内容生产投机行为的

主要影响因素，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1）社区内与知识分享有关的所有用户包

括内容创作者、内容发现者、浏览者。

（2）三类用户可以互相转化，内容创作者

为其他帖子投票进而转化为内容发现者，内容

发现者可以发布帖子进而成为创作者，浏览者

随着用户对社区的归属感、信任感增强或希望

获得一定收益，就有可能转化为内容创作者或

内容发现者。

（3）随着时间推移，社区内新增用户数来

自于新注册社区的用户，且各种类型的用户的

自然流失数不作考虑。

（4）社区相当于一个小的生态系统，为了

保证社区的稳定发展，Steemit 设计了免于外界

市场干扰的通证体系，因此社区内通证兑换为

美元的比例（即通证价格）由通证的供需关系

和用户对通证价值的期望决定。所以通证价格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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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范围内浮动 [19]，不考虑因个别用户或组

织的刻意操作带来价格的剧烈变化。

（5）本文认为内容创作者的收益还包括

与知识共享所带来的自我效能感、声誉、社区

影响、社会认同 [22-24] 方面有关的非经济收益，

因此总收益即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之和。内

容发现者的总收益是点赞获得收益与非经济收

益之和。

2.2　模型流图分析

根据前文分析并结合 Steemit 社区的实际情

形，绘制如图 1 所示的模型流图。社区整体系

统可分为三个子系统：用户子系统、奖励子系

统及知识子系统。用户子系统是奖励子系统的

接受者以及知识子系统的创造者，奖励子系统

是知识子系统的运转动力，而知识子系统是保

证用户子系统良好运行的核心。

图 1  Steemit 社区内容生产的投机行为系统动力学流图

用户子系统如图 2 所示，包括浏览者、内

容创作者、内容发现者三种用户，社区内部不

断流入新的注册用户，新注册用户转化为三种

用户，三种用户之间可互相转化并且三者之和

为用户总数。

奖励子系统如图 3 所示，社区每年按照相

应速率生成新区块和新通证以维持社区正常运

转，并将新增发通证以固定比例放入内容创作

和内容发现奖励池形成奖励池收益，其中通证

的价格受到供应端的通证供应量、需求端的用

户总数和用户的心理预期影响。

知识子系统如图 4 所示，帖子的点赞评

论数量、点踩数量受到奖励子系统的奖励

池经济收益和自我效能感、声誉、社会认同、

社区影响组成的内容发现动力的非经济因

素影响。进而内容生产的投机行为数量受

到帖子的点赞评论数量、点踩数量有关的

经济因素和自我效能感、声誉、社会认同、

社区影响组成的内容创作动力的非经济因

素影响。最后社区内的各种知识分享行为

还受到系统本身内存权限的限制不能无上

限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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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teemit 社区用户子系统

图 3  Steemit 社区奖励子系统

图 4  Steemit 社区知识子系统

2.3  模型参数估计与检验

2.3.1  Steemit社区相关变量数值

本文中的 Steemit 社区用户相关的数据是从

Steemit网站上爬取所得，社区内的区块总数（Head 

block）和通证总数（STEEM-Current supply）来

自于 Steem DB 浏览器（https://steemd.com/）截至

2021 年 1 月 8 日 19 时的数据。表 1 展示了本文

中 Steemit 社区相关变量的数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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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Steemit 社区相关变量数值

变量 数值：万

用户总数 140.0

浏览者数量 132.8

内容创作者数量 5.5

内容发现者数量 1.7

区块总数 5 015.1

通证总数 40 911.3

2.3.2  年通胀率

年通胀率（纵坐标所示）在 Steemit 社区里

面特指通证的发行速度。根据白皮书描述，通

证按照 2016 年末初始通货膨胀率为 9.5% 的速

度增发，然后每隔 250 000个区块递减 0.01%（即

每年递减 0.5%），直到减至 0.95% 停止，这个

递减的过程将持续 20.5 年，之后一直以 0.95%

的速率增发 [19]。基于本文设置的时间点为 2021

年初，此时年通胀率为 7.5%，递减到 10 年后

年通胀率为 3.0%。本文以线性函数刻画年通胀

率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如图 5 所示。

图 5  年通胀率的参数设置

2.3.3　通证价格

通证价格是 1 通证可以兑换成单位美元的

数量。根据 Steemit 白皮书，在正常的情况下 1

通证约等于 1 美元，并且在不超过 0.95~1.05 的

价格区间内上下浮动 [19]。根据本文假设的条件，

社区内通证价格处于正常情况下的数值不会剧

烈变化，本文的仿真结果如图 6 所示也验证了

这一点，通证价格（纵坐标所示）在 120 个月

内始终处于 0.9 583~1.050 的价格范围内且大多

数情况下于 1.000 的基准线上变化。这也验证

了本文的仿真设置是较为合理的，贴近真实社

区情形。

图 6  Steemit 社区通证价格仿真结果

对于其他变量的取值和公式，本文均根据

以往文献的结果和与该领域的专家的讨论结果

所设置，此处不再赘述。

2.4　模型仿真及结果

本文的开始仿真时间为 2021 年 1 月，在模

型的初始时间起点设置为 0，结束时间为 120

月后。为了更加细致地观察社区内内容生产的

投机行为的变化趋势，将时间间隔设置为 1 个

月。

由图 7 可看出，在社区不加干预的状态下，

内容生产的投机行为数量（纵坐标所示）在未

来 10 年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

随着社区的发展，社区的活跃用户数不断增加，

社区不断发展使得投机行为所获收益增加，所

以投机行为的数量不断增加，致使社区的内容

环境受到污染；继而社区知识分享用户数量开

始减少，整个社区发展受阻导致投机行为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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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变少，随之投机行为数量自然衰减。

图 7  Steemit 社区投机行为变量仿真结果

2.5　政策调控模拟分析

由上文的分析过程可见社区通证的供应和

价格、用户获得收益和惩罚等因素会对社区用

户的知识共享行为产生影响。以这些因素为切

入点，本文通过调试知识子系统的用户点踩每

单位所获收益、奖励子系统的奖励内容创作比

例与奖励知识分享比例、年通胀率等关键变量，

观察内容生产投机行为数量的变动情况，具体

调控方案如下。

2.5.1  调整用户点踩每单位所获收益

目前 Steemit 社区点踩的用户没有收益，用

户缺乏对投机行为的发现动力和举报动力。如

图 8 所示，在自然状态即用户点踩所获收益为

0 时，内容生产投机行为的数量呈现上升至顶

峰又下降的趋势。通过调整用户点踩每单位所

获收益（1单位收益为0.001个通证）分别为 0、1、

1.1、1.5、4、6（即 0、原值、+10%、+50%、

+300%、+500%）个单位时，仿真结果显示帖

子的点踩数量依次正向增加，投机行为的数量

则负向减少。将用户点踩所获收益不为 0 的 5

种情况与用户点踩所获收益为 0 的情况相比，

可见投机行为的数量大幅减少，峰值也明显降

低，且都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a）内容生产的投机行为数量

（b）用户点踩每单位所获收益

（c）帖子点踩数量
图 8  调整用户点踩每单位所获收益对内容生产的投机

行为影响的仿真结果

其中用户点踩每单位所获收益为 +300%、

+500% 两种情况时，帖子的点踩数量在达到一

定阈值时便不再增加，投机行为数量的变化曲

线也产生重合，即设置用户点踩每单位所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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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为400%至以上时，抑制投机行为的效果最好。

这是由于社区本身存在避免恶意点踩的机制，

使得用户不可以无限点踩，因此投机行为数量

减少至一定水平便停止减少。仿真结果说明调

整用户点踩所获收益可显著影响投机行为的数

量，且在一定范围内用户点踩所获收益与投机

行为数量呈负相关，超过阈值则不会有明显降

低。因此建议设置每次用户点踩获得 4 个单位

收益的机制，即 0.004 个通证，可以使得投机

行为数量降至最低又避免浪费通证奖励。

2.5.2  调整奖励内容创作和内容发现的比例

目前 Steemit 将 65% 比例的新增发通证放入

知识分享奖励池，即奖励知识分享比例为 65%，

再分别以 65%、35% 的比例奖励给内容创作和内

容发现者。最终奖励内容发现者比例和奖励内容

创作者比例之和是100%，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如图 9 所示，本文分别将奖励内容创作和内容发

现的比例调整为 65% 与 35%、75% 与 25%、45%

与55%、55%与45%（即原值、+10%与 -10%、-20%

与 +20%、-10% 与 +10%）。

　
　　　　　　（a）内容生产的投机行为数量　　　　　　　                     （b）社区奖励内容创作者比例

                   
                 （c）社区奖励内容发现者比例                                                              （d）内容创作者数量

图 9  调整奖励内容创作和内容发现的比例对内容生产的投机行为的影响仿真结果

在上调奖励内容创作的比例时（即 +10%

与 -10%），内容生产的投机行为数量明显高于

其他 3 种情况，并且呈现递增的趋势。这是因

为奖励内容创作者的比例变高，内容创作者获

得更高收益，相应地就产生更多投机行为。与

此同时奖励内容发现者的比例变低，内容发现

者缺少动力发现投机行为的帖子。这导致约束

投机行为的力度不足，进而使得投机行为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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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升高。

在下调奖励内容创作的比例时（即 -10% 与

+10%、-20% 与 +20%），相应地内容生产的投

机行为数量也依次下降，且都呈现先增加后减

少的趋势。观察图 9（a）和图 9（d），当降低

奖励内容创作的比例时，内容生产的投机行为

数量会减少，并且下降的幅度逐渐减小。同时

内容创作者的数量，即社区内知识产出总量也

随之降低，然而下降的幅度较为均匀。这说明

继续下降奖励内容创作比例，投机行为数量不

会大幅下降，而内容创作者数量则会进一步稳

定下降。因此，对社区而言，将奖励内容创作

的比例下调 10% 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2.5.3  调整奖励知识分享的比例

当前 Steemit 每年以 65% 比例对知识分享

进行奖励。为验证不同的奖励知识分享比例对

投机行为数量的影响，本文将奖励知识分享比

例调整为 65%、60%、55%、70%、75%（即原

值、-5%、-10%、+5%、+10%），仿真结果如

图 10 所示。

因奖励知识分享的比例与上文奖励内容创

作、内容发现者的比例为直接的倍数关系，因

此仿真结果呈现类似的趋势。奖励知识分享的

比例越高，表明内容创作者获得利益也越高，

内容创作者数量也越高，投机行为的数量也随

之增加。这也透露出社区在应对投机行为时需

要考虑双重影响，既要保证抑制投机行为又要

防止因经济激励过低打击知识分享者的热情。

仿真结果显示，在现有奖励知识分享的比例上

分别降低 5% 和 10% 时，内容生产的投机行为

数量随之降低，但数值最终在 108~120 个月时

较为接近，然而内容创作者的数量随着下调奖

励知识分享比例均匀下降，并在 60 个月以后逐

渐扩大差距。继续降低奖励知识分享比例，对

最终投机行为的数量影响不大，却会显著降低

内容创作者数量，因此建议在现有的奖励知识

分享的比例上降低 5% 为宜。

（a）社区奖励知识分享比例

（b）内容生产的投机行为数量

（c）内容创作者数量

图 10  调整奖励知识分享的比例对内容生产的投机行为
的影响仿真结果

2.5.4  调整年通胀率

Steemit 通证的发行速度即通胀率维持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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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速率，通证的供应速度影响通证价值，继

而影响社区内用户收益。本文分别调整年通胀

率为原值、+5%、-5%、-10%、-15% 的速度供

应通证，对应的投机行为数量的仿真结果如图

11 所示。

（a）年通胀率

（b）内容生产的投机行为数量

（c）内容创作者数量

图 11 调整年通胀率对内容生产的投机行为的影响仿真
结果

在五种不同的通胀速率下，投机行为的数

量变化呈现出相同的走势。当年通胀率以高

于原值的速度供应通证时，投机行为的数量

也高于原值。这是因为通证的发行速度过快，

通证供应变多，采用投机行为更加有利可图，

因此更多用户采用投机行为；当年通胀率分别

以 -5%、-10%、-15% 的速度时，投机行为的数

量均低于原值，并且年通胀率值越低时投机行

为的数量也越低，对应的内容创作者数量也越

低。即此时社区的投机行为所获收益减少使得

越少用户采用投机行为，同时社区用户的知识

分享意愿也减弱。结果显示年通胀率降低 5%、

10%、15% 时，对应的投机行为数量的下降幅

度越来越小，变化幅度分别为 7910、6912、

5988、5107，而对应的内容创作者数量的下降

幅度则较为均匀。这表示继续下降年通胀率对

投机行为的抑制效果越来越弱，却会严重影响

创作者数量，因此建议年通胀率在现有水平上

降低 5%。

3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以 Steemit 社区

的投机行为为研究对象，建立社区系统模型，

仿真分析不同政策调控下内容生产投机行为数

量的变化情况，为 Steemit 社区现存问题提供如

下建议与对策：

（1）应对用户点踩设置一定的经济收益。

目前内容生产投机行为没有明确的约束机制，

造成了一部分创作者利用机制的漏洞攫取利

益。本文经过分析发现，可以考虑对用户点踩

设置一定经济收益，使用户有动力发现更多的

投机行为，进而降低内容创作的投机行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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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仿真结果显示，当用户的点踩收益为每次

0.004 个通证时，抑制投机行为的效果最佳。

（2）适当减少社区奖励知识分享比例。目

前社区对知识分享进行奖励的机制，一方面促

进社区成员进行知识分享，另一方面又可能诱

发成员为了更多经济奖励采用投机行为。因此

为了社区长远的发展，须在知识分享总量和内

容质量之间做出权衡。由仿真结果可见，当前

社区奖励知识分享的比例过高，需要在当前比

例下适当下调，才能减少投机行为数量，但若

下调比例过高，也会影响社区内容创作者的数

量。本文的政策模拟结果显示下调社区奖励知

识分享比例在 5% 的幅度为宜。Steemit 社区从

原先的奖励内容创作的比例 75% 下调至如今的

65%，从奖励知识分享的比例 75% 下调至如今

的 65%，也印证了这一分析结果 [19]。

（3）适当增加奖励内容发现者比例同时减

少奖励内容创作者比例。仿真结果表明，适当

增加奖励内容发现者比例和减少奖励内容创作

者比例，可以一定程度遏制投机行为，但增加

奖励内容发现者比例的幅度过大时，会影响社

区的整体内容创作活力。本文分析发现，在当

前的水平下对奖励内容发现者比例增加 10%，

对奖励内容创作者比例减少 10%，可以达到调

控的最优目的。

（4）适当下调年通胀率水平。当前的年通

胀速率过快，社区供应的通证奖励随之增加，

易引发用户的投机行为。本文的研究显示在当

前的年通胀率水平上降低 5% 时，抑制投机行

为的效果最理想，达到保证知识分享活力和内

容质量的双重目标。

综上所述，本文对于 Steemit 社区投机现象

进行分析，有助于促进社区形成“优质内容生成 -

优质内容获得高回报”的正向循环，改善社区

内容生态环境，同时也为同类区块链知识社区

未来的通证激励机制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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