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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在线健康社区客观数据，综合分析用户属性及其网络结构对用户在线健康知识分享行为的双
重影响。结果表明用户线上声誉和点度中心性均正向影响其健康知识分享行为；用户点度中心性负向调节

线上声誉与其健康知识分享行为之间的关系；用户接近中心性正向调节线上声誉与其健康知识分享行为之

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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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１　研究背景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 “互联网 ＋医疗”成为新

兴商业实践。在国家政策利好、信息技术进步、用

户需求强劲等因素刺激下，各类互联网医疗服务应

用涌现，出现好大夫在线、春雨医生、微医等综合

在线健康社区平台，以及壹心理、觅健等专业在线

健康社区平台，成为人们获取健康信息和开展自我

健康管理的重要渠道［１－２］。用户参与是在线健康社

区可持续发展和商业模式成功的基础［３］。在线社区

运营依赖用户参与及其产生的知识，缺少用户持续

的知识分享，将无法有效吸引新用户和维系原有用

户［４］。因此理解用户参与行为影响因素既是在线健

康社区运营的关键，也是研究热点之一［５－６］。

１２　相关研究不足

早期研究主要关注用户个人内部认知因素影

响，可以分为内部与外部激励两类，前者包括利他

主义精神、自我效能、社区归属感等内部动

机［６－１０］，后者包括声誉追求、金钱奖励等外部刺

激［７－８，１１－１２］。由于个体嵌入在特定社会网络结构

中，其行为受到外部社会环境影响［１３］，如用户社交

关系数量和性质会影响其行为［１４－１５］。对外部社会

环境的关注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虽然以往研究

取得很多有益发现，但是在用户属性与社会结构两

方面相对平行，如大部分研究采用问卷等方式测量

用户个体内部认知或外部环境感知的影响，但对社

会结构影响的探讨不足［８，１６］；基于客观数据的研究

虽然探讨社会结构的影响，但忽视用户属性导致的

个体认知和动机差异及其影响［１７－１８］。学者们呼吁

将两类研究综合，同时分析用户属性与社会结构对

在线健康社区用户健康知识贡献行为的影响［１９－２０］。

１３　本文研究目的

旨在探讨在线健康社区用户个体属性和社会网

络结构如何影响其健康知识分享行为这一问题。基

于所收集的某在线健康社区客观数据，构建衡量在

线健康社区用户个体属性与网络结构的变量，基于

回归分析探索两类因素对用户健康知识分享行为的

影响，以期丰富在线健康社区健康知识分享行为的

理论研究，同时帮助运营者更好地理解用户参与行

为，促进在线健康社区可持续发展。

２　文献回顾与假设

２１　在线健康社区健康知识分享行为

２１１　用户属性　随着 Ｗｅｂ２０等应用发展，以

医疗和健康为主题的在线健康社区受到广泛关

注［２１］。在线健康社区中健康知识和信息是公共物

品，可以被所有用户自由获取，分享者因此会失去

知识独占权；如何避免分享者的负面体验、促进其

进行持续的健康知识分享成为研究热点之一［２２］。设

计并实施激励机制是在线健康社区经常采取的措

施，最典型的机制是线上声誉系统［２３］。线上声誉是

个体通过贡献知识所塑造的个人形象和知名度［１２］，

会显著影响到在线健康社区用户参与行为［７，２４］。如

用户参与社区往往不是为了物质收益，其在搜寻、

分享健康信息的同时也提高自身健康素养［１］；相对

于金钱奖励等外部激励，声誉更有可能影响在线健

康社区用户的知识分享行为［２３］。因此本文将线上声

誉作为一种典型的用户属性，探讨其对用户健康知

识分享行为的影响。

２１２　社会网络结构　影响用户健康知识分享行

为的另一类重要因素。所有个体都嵌入在社会网络

关系中，其行为受到社会关系结构影响［１３］。通过社

会网络理论，从网络中个体关系特征出发，可以进

一步探讨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社会网络分

析是一种关系论分析思想，已发展出一套描述网络

结构特征的测量方法和指标［２５］，但需要分析哪些指

标并无统一标准。社会网络理论中网络中心性是一

个核心概念，反映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程

度［２６］。网络中心性可分为点度、中介、接近中心

性。已有研究表明网络中心性对虚拟社区用户知识

分享具有积极作用［４，８］。从知识分享角度，点度、

中介、接近中心性分别反映知识生成后知识接收者

的范围大小、知识贡献者控制和促进知识传递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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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知识传递到接收者速度的快慢。本文使用网络

中心性来衡量知识分享者的社会网络结构，综合分

析用户属性 （即线上声誉）与社会结构 （即网络中

心性）对用户健康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

２２　线上声誉和网络中心性对知识分享的直接影响

２２１　逻辑关系　在线健康社区中线上声誉是用
户所塑造和维持的形象和地位［２３］。用户参与健康知

识分享可以维护已有声誉并获得其他回报。首先，

由于线上声誉是用户通过分享健康和医疗等相关专

业知识而建立起来的［１０］，社区其他成员对拥有较高

线上声誉的用户分享行为有更多期待，而此类用户

为维护自我形象，一般会更频繁地参与知识分

享［２４］。其次，线上声誉系统赋予高声誉用户更多社

区特权，通过持续的健康知识分享行为能享有声誉

提升所带来不同社区福利及优越感［７］。此外相关研

究也表明声誉作为一种外部激励是吸引用户在社区

内分享健康知识的强大动力［７－８，２３－２４］。

２２２　相关假设　假设Ｈ１：在线健康社区用户的
线上声誉正向影响其在社区内的健康知识分享行

为。点度中心性衡量个体与其他个体直接联系的范

围大小，点度中心性越高，个体影响力越大［２６］；中

介中心性衡量个体占据其他两个个体中间位置的程

度，反映该个体控制和影响信息流通的能力［２６］；接

近中心性用个体与他人距离远近来计算，反映用户

与其他所有用户联系的紧密程度［２６］。社会资本理论

认为用户可以通过社会网络连结来传递信息等资

源［２７］。网络中心性越高的用户，其信息交换频率越

高［１４］并能依靠其所处的网络位置，在信息交换过程

中承担信息流输出方的角色［２８］。相关研究也表明在

线咨询网络中个体网络中心性对其知识分享行为具

有积极作用［８，１５，２９］。因此假设 Ｈ２ａ：在线健康社区
用户的网络点度中心性正向影响其在社区内的健康

知识分享行为；Ｈ２ｂ：在线健康社区用户的网络中
介中心性正向影响其在社区内的健康知识分享行

为；Ｈ２ｃ：在线健康社区用户的网络接近中心性正
向影响其在社区内的健康知识分享行为。

２３　个体网络中心性对用户线上声誉与知识分享
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

２３１　逻辑关系　点度中心性越高的用户在社区

中所建立的社会联结一般也越多，可以通过这些联

结主动或被动地发起沟通与交流。在线健康社区中

患者出于自身健康等隐私信息的担忧，可能并不直

接公开求助，而是通过已建立联系的用户私信求

助［３０］。因此同等线上声誉的用户，点度中心度高的

可能更易成为别人咨询的对象，在时间、精力有限

的情况下其更容易疲倦而无暇顾及诸多求助信息，

健康知识分享行为也会减少［３１］。

２３２　相关假设　假设 Ｈ３ａ：在线健康社区用户

的点度中心性负向调节用户线上声誉与其健康知识

分享行为之间的关系。如果网络中个体所联系的另

外两个个体之间没有直接联系，那么其所处的位置

便是多个网络用户之间的结构洞位置［３２］。高中介中

心性用户经常处于多个结构洞位置，当其参与社区

互动时会激活其他用户的联系通道，增加其他用户

的交流机会［３２］。对于同等线上声誉的用户，其中介

中心性越高，越容易感受到其他人的期望；为维护

自身已建立的形象会更有可能分享知识。因此假设

Ｈ３ｂ：在线健康社区用户的网络中介中心性正向调

节用户线上声誉与其健康知识分享行为之间的关

系。接近中心性越高的用户所传递信息能越快到达

接收者［２６］，意味着其分享的健康信息可能更快地获

得他人反馈，如评论、点赞或感谢等。对于同等线

上声誉的分享者，由于其接近中心性的影响，更容

易及时收到其他用户反馈，从而刺激其对线上声誉

的追求进而贡献更多知识。接近中心性会增强线上

声誉对健康知识分享行为的正向作用。假设 Ｈ３ｃ：

在线健康社区用户的网络接近中心性正向调节用户

线上声誉与其健康知识分享行为之间的关系。

３　实证研究

３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均来自国内知名心理健康平台———

壹心理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ｘｉｎｌｉ００１ｃｏｍ．）。该平台创

立于２０１１年７月，目前已有超过２０００万的注册用

户，包括６００多名心理专家入驻，是国内领先的在

线心理健康社区。分别在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和９月

２３日收集该心理健康社区健康问答数据及参与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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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数据。

３２　步骤与工具

基于健康问答的发帖 －回帖数据，构建用户发
帖－回帖网络，运用社会网络计算和负二项回归进
行实证检验。首先，使用 Ｅｘｃｅｌ对数据进行初步整
理，运用Ｒ语言编写程序构建参与者与事件之间隶
属矩阵，将每个发帖提问作为事件，回贴用户即该

事件参与者。其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 Ｕｃｉｎｅｔ
将Ｒ语言生成的２模隶属矩阵转化为 １模邻接矩
阵，同时做二值化处理，生成标准化的参与者邻接

矩阵并计算用户的网络中心性数值。最后，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对数据统计分析。

３３　变量与测量

所有变量测量均使用客观数据。其中用户健康

知识分享行为使用用户回帖数量来测量；为防止互

为因果关系，使用用户两期回帖累计量的差值来测

量用户知识分享行为。用户中心性使用其网络结构

数据测量，具体通过 Ｕｃｉｎｅｔ来计算。线上声誉利用
该社区的用户等级系统来测量。此外将他人支持、

受关注度、线下身份、平台使用时长作为控制变

量，见表１，通过统计和提取两期中均已披露用户
属性特征的样本共６０１个。

表１　变量定义及测量

变量 定义 测量

健康知识分享 用户自愿为社区其他用户分享健康相关知识的行为 两次数据爬取的回答数量的差值

线上声誉 用户通过贡献知识所塑造的个人形象和知名度 该用户在问答社区中对应的称号等级

点度中心性 用户与其他用户建立联系的程度 该用户８月份问答网络中的点度中心性

中介中心性 用户控制和垄断信息流通的程度 该用户８月份问答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

接近中心性 用户位于社区网络的中心程度 该用户８月份问答网络中的接近中心性

他人支持 用户行为获得社区其他用户认可与赞同程度 该用户回帖总共收到其他用户的点赞数

受关注程度 用户受到社区其他用户的关注程度 该用户的粉丝数量

平台使用时长 用户接受并使用社区的时长 数据收集日期 －用户社区注册日期

线下身份 社区用户在线下真实身份，分为专业医务人员或普通用户 该用户个人主页披露的身份，普通用户＝０；注册心理咨询师＝１

３４　数据分析

３４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变量测量结果对变

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见表２。

表２　变量相关系数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健康知识分享 １ － － － － － － － －

２他人支持 ０６２８ １ － － － － － － －

３受关注程度 ０１７９ ０２６１ １ － － － － － －

４平台使用时长 ００９４ ０１２９ ０１６５ １ － － － － －

５线上声誉 ０５２１ ０７７３ ０２２５ ０１７９ １ － － － －

６线下身份 ０１７８ ０２５９ ０１９８ ０１１６ ０２８３ １ － － －

７点度中心性 ０６１５ ０５７１ ０１４０ ０００６５ ０５０４ ０１３８ １ － －

８中介中心性 ０７９７ ０６９１ ０１６８ ００７５ ０４７２ ０１２９ ０７７７ １ －

９接近中心性 ０３９８ ０３７０ ０１１７ ００５９ ０３６５ ０１２０ ０７５７ ０４７６ １

平均值 １５９０７ ３６２０９３ ９５７６７ ４０２４１８ １３８ ００８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２ ０４５５

标准差 ５７７１８ １２６３８８１ ６１８６４５ ４４９７４２ １０４０ ０２７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１

　　注：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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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　回归分析　由于因变量是最小值为０的计
数变量，且方差远大于均值，呈过度分散情况，适

宜采用负二项回归［３３］。对解释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后，使用Ｓｔａｔａ１５进行回归分析，依次对回归模型进
行共线性检验，发现 ＶＩＦ值均小于５，多重共线性
问题在可接受范围内。回归结果，见表３。

表３　回归结果

回归模型 Ｍ１ Ｍ２ Ｍ３

他人支持 ０８６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６７

（３６６） （－００９） （０２９）

受关注程度 ０３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５７） （－００３） （－００７）

平台使用时长 ０１５８ ０２０３ ０２０９

（１６９） （２４４） （２５２）

线下身份 －０１７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１

（－０５０） （０１９） （００３）

线上声誉 － ０４３２ ０３０３

－ （３６４） （２５９）

点度中心性 － ０５３５ ０４６８

－ （３０９） （２２９）

中介中心性 － ０１１８ ０２６５

－ （０７７） （０９１）

接近中心性 － ０１４０ ０２７２

－ （１２４） （２２８）

线上声誉点度中心性 － － －０４０９

－ － （－３１１）

线上声誉中介中心性 － － －００３６

－ － （－０４８）

线上声誉接近中心性 － － ０５８５

－ － （３７８）

常数项 ２３０９ １８４０ １８０３

（２４４８） （２２０８） （１９７５）

ｌｎａｌｐｈａ １５７４ １２７８ １２３４

（２３３９） （１７７２） （１６９１）

ｃｈｉ２ １０３６１１ ２２８６８３ ２４５６８７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２

样本数 ６０１ ６０１ ６０１

　　注：括号内为 ｔ统计量，表示 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５，

表示ｐ＜００１。

４　结论与启示

４１　结论

回归模型Ｍ１检验了控制变量效应，他人支持

和平台使用时长均显著影响用户健康知识分享行

为。线上声誉和个体网络点度中心性对健康知识分

享行为的直接影响在回归模型 Ｍ２和 Ｍ３中均显著

为正，表明线上声誉和网络点度中心性都正向影响

个体健康知识分享行为，假设Ｈ１和Ｈ２ａ得到支持。

中介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的系数在Ｍ２中均不显著，

假设Ｈ２ｂ和Ｈ２ｃ未获得支持，导致不显著的原因可

能为：在实际的知识分享网络中用户更能感受到其

所建立的联系数量 （点度中心性）的影响，而非成

员媒介的位置或者与他人接近的程度。正是因为上

述差异，不少研究仅采用点度中心性来衡量用户网

络结构属性［４，８］。回归模型 Ｍ３检验网络中心性对

线上声誉与知识分享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线上声

誉与点度中心性交乘项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假设

Ｈ３ａ得到支持。线上声誉与接近中心性交乘项的系

数为正且显著，假设Ｈ３ｃ得到支持。线上声誉与中

介中心性交乘项的系数不显著，假设 Ｈ３ｂ未获得支

持，原因可能在于医疗健康信息本身的专业性及特

殊性，某个患者的治疗方案或者经验可能并不适合

其他情形，错误采纳医疗信息会导致严重后果［２３］。

当用户具备较高的中介中心性时，其发布的信息容

易直接引发他人分享、交流和采纳；声誉高的用户

既可能为维护其声望而频繁参与分享，也可能为规

避风险而更谨慎发布信息，两种影响相互抵消以至

于调节效应不显著。

４２　启示

基于上述客观数据，本文综合分析用户属性及

网络结构对其在线健康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结果

表明用户线上声誉和点度中心性正向影响其在线健

康知识分享行为；用户点度中心性负向调节线上声

誉与其健康知识分享行为之间的关系；用户接近中

心性正向调节线上声誉与其健康知识分享行为之间

的关系。据此得到几点启示：首先，线上声誉对用

户健康知识分享行为具有积极作用。对于在线健康

社区来说，设计有效的声誉激励机制有助于用户持

续的健康知识分享［７，２４］。其次，在线健康社区用户

点度中心性对知识分享行为具有积极作用。用户在

社区建立的联系越多，其健康知识分享行为越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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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就这点而言，在线健康社区与普通虚拟社区类

似［４］，即点度中心性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健康知识的

特殊性而出现不一样的影响。最后，用户网络中心性

会改变线上声誉的影响。如点度中心性高的用户可能

成为其他用户求助的对象，因为耗费过多精力而减少

知识分享行为；而接近中心性高的用户可能出于信

任而产生更多知识分享行为。以上发现对于在线健

康社区的运营有一定启示，对于社区管理者来说，

适当引流，避免高中心性的 “明星用户”承担社区

过多的健康知识分享任务。此外除线上声誉机制外

可以尝试引入物质奖励机制来补偿知识贡献者所付

出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维持其知识贡献行为。

５　结语

本研究尚有一定局限性。研究仅聚焦于单一在

线健康社区，结论一般适用性可能受限。后续研究可

以结合多个在线健康社区，在样本可得的情况下结合

主观问卷与客观数据综合分析用户健康知识分享行

为。此外本文仅使用网络中心性来刻画用户网络结

构，由于网络结构还存在其他测量指标，后续研究可

使用其他指标，如核心－边缘分析、凝聚子群等，进

一步探究在线健康社区用户知识分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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