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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创新社区用户支持对潜水者知识贡献行为影响研究

刘峰 李至铎

河北大学，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目的/意义]探究用户支持作为影响个体行为的动力源对开放式创新社区潜水者知识贡献的影响机制，不

仅有利于厘清潜水者行为机理，而且有助于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方法/过程]文章基于 S-O-R 理论探讨开放式

创新社区用户支持对潜水者知识贡献的影响及中介、调节机制。通过收集 157 名开放式创新社区潜水者的样本数

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结论]结果发现：用户支持越大越可能促使潜水者产生知识贡献行为；用户支持不仅会

直接影响潜水者知识贡献的产生还会通过影响其自我效能进而影响知识贡献；个体所拥有的信息素养会正向调节

潜水者自我效能与知识贡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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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中，开放式创新社区（OIC）扮演着汇

聚智慧、激发创新的枢纽角色。这些社区不仅是知识的集散

地，也是个体行为和社会互动的微观缩影。社区内活跃用户

虽然在知识贡献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逐渐饱和与

竞争加剧，这类用户知识贡献边际效益逐渐递减。与此同时，

潜水者，作为社区中基数庞大的群体，其多样化需求映射下

的巨大市场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和开发，如何推动社区潜

水者知识贡献行为成为各大开放式创新社区面临的严峻挑战。

现有研究多将焦点集中在社区的活跃用户身上，对于潜

水者，这类社区潜在的知识和技能宝库，其知识贡献行为的

影响机制尚未充分探索。用户支持，作为社区互动的核心要

素，对成员的行为和知识共享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已有研究

验证了社区用户支持对于用户自身知识贡献的积极影响，但

未考虑到社区内细分用户群体差异,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一定

的局限。潜水者作为社区低贡献群体，其对社区知识贡献机

理已有研究还有待深入，从用户支持角度探究潜水者知识贡

献行为或许有利于从社区用户之间交互视角揭开潜水者社区

知识贡献行为逻辑。

S-O-R理论作为研究框架，能够系统地解释外部刺激如何

通过影响个体的内在心理状态来改变其行为，这与本文旨在

探究用户支持如何影响潜水者行为的研究目标高度契合。因

此，本文基于 S-O-R理论，探讨用户支持作为刺激源(S)如何

激发潜水者的知识贡献行为(R)，并强调自我效能(O)的中介

作用，以及信息素养对潜水者自我效能和知识贡献的调节作

用。通过对 157 名开放式创新社区潜水者的实证分析，揭示

用户支持与潜水者知识贡献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些关系

是如何通过个体心理和能力得到强化或调节的。这项研究不

仅拓展了我们对用户支持影响机制的认识，也为社区管理者

提供了激活潜水者知识贡献、促进社区创新活力的策略。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用户支持与潜水者知识贡献行为

用户支持在开放式创新社区（OIC）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它涉及到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包括直接的信

息帮助（例如解答问题、提供反馈）和间接的情感鼓励（例

如点赞、分享）。这种支持不仅可以提升潜水者对社区的归

属感和认同感，还能激励他们更积极地参与社区的各项活动。

具体来说，当潜水者感受到来自社区其他成员的支持和鼓励

时，他们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是社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

认同感会促使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到社区的知识共享和讨论中。

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H1：用户支持对潜水者的知识贡献行为有显著正向

影响。

1.2 用户支持与潜水者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的信心。

在OIC中，用户支持可能通过增强潜水者对自己能力的信心，

进而影响他们的知识贡献意愿。当潜水者感受到社区的支持

时，他们更可能相信自己能够成功地贡献知识。这种信心的

提升可能会使他们更愿意尝试和参与知识贡献活动。因此，

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H2：用户支持正向影响潜水者的自我效能。

1.3 自我效能与潜水者知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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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式创新社区（OIC）中，自我效能可能通过增强潜

水者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进而影响他们的知识贡献意愿。当

潜水者感受到社区的支持时，他们更可能相信自己能够成功

地贡献知识。这种信心的提升可能会使他们更愿意尝试和参

与知识贡献活动。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H3：自我效能正向影响潜水者的知识贡献行为。

1.4 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在开放式创新社区的背景下，自我效能对于用户知识贡

献行为特别关键，因为它关系到潜水者是否认为自己有能力

贡献有价值的知识，以及是否愿意采取行动参与社区互动。

在用户支持与潜水者知识贡献行为的关系中，自我效能可能

起到桥梁作用。用户支持，如积极的反馈和鼓励，可能会增

强潜水者的自我效能感，使他们更有信心参与社区的知识贡

献。这种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可能会促使潜水者更加积极地参

与社区互动，从而增加他们的知识贡献。因此，我们可以提

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H4：自我效能在用户支持与潜水者知识贡献行为之

间起中介作用。

1.5 信息素养的调节作用

信息素养是指个体获取、评估、使用和创造信息的能力。

在 OIC 中，信息素养可能调节用户自我效能与潜水者知识贡

献行为之间的关系。潜水者的信息素养越高，他们越能够有

效地利用社区资源，从而可能增强自我效能对知识贡献行为

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说，信息素养高的潜水者在感知到自我

效能时，能够更主动地提升自身的信息素养，这可能会使他

们更有信心和能力进行知识贡献。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

研究假设：

假设 H5：信息素养正向调节自我效能与潜水者知识贡献

行为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理论模型图

2 研究设计

2.1变量测量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国内外成熟量表，并根据具体情

境进行修改，共有四个关键变量：用户支持、自我效能、信

息素养和知识贡献，每个变量均通过 3 个精炼的题项进行评

估。用户支持量表参考了 Liang 等人的研究；自我效能量表

基于 Lin等人的方法；信息素养量表采纳了王益成等人的框

架；而知识贡献量表则借鉴了D. Mahr等人的研究成果。

2.2 样本和数据收集

本文遵循 Marett及 Nonnecke 将从未在社区发帖的用户

定义为潜水者，针对小米社区爬取潜水者用户数据,为了确保

搜索用户数据的有效性,特将用户等级小于2的用户数据剔除,

最终得到潜水者样本数157名。

3 数据分析

3.1信效度分析

首先，对研究中的所有变量进行了信度和效度的评估。

所有变量的 Cronbach's α系数均超过 0.85，平均提取方差

(AVE)值均超过 0.7，复合信度(CR)值均超过 0.9，这些指标

显示了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此外，KMO测度值为 0.925，且

显著性水平为0.00，进一步证实了量表整体的信度是良好的。

3.2 相关关系检验

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发现以下关系：用户支持与

自我效能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β=0.563, p<0.001），表

明随着用户支持的增加，自我效能也相应提高。相反，用户

支持与信息素养之间呈现负相关（β=-0.331, p<0.001），

意味着用户支持的增加可能伴随着信息素养的降低。此外，

用户支持与知识贡献之间的正相关性（β=0.785, p<0.001）

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4 假设检验

4.1直接效应检验

本研究模型的整体适配度检验结果表明，卡方值与自由

度的比率（χ2/df）为 1.638，非标准化拟合指数（NFI）为

0.961，Tucker-Lewis 指数（TLI）为 0.978，增量拟合指数

（IFI）为 0.984，以及比较拟合指数（CFI）为 0.925，所有

这些拟合指标均超过了 0.9 的基准值。此外，均方根误差近

似值（RMSEA）为 0.064，这些结果共同显示了数据与模型之

间的良好拟合度。由检验结果可知，用户支持与潜水者知识

贡献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 0.639（P=0.000)，证实用户

支持会对潜水者知识贡献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检验结果支

持假设 H1，即在开放式创新社区中，社区其他用户对潜水者

的积极互动反馈会促进潜水者社区积极知识贡献。用户支持

对潜水者自我效能产生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 0.454

（P=0.000)，证实用户支持会对潜水者自我效能产生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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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影响，检验结果支持假设 H2，即当社区中潜水者感受到

用户支持时，会产生一种自我效能感，驱使其作出知识贡献

行为。潜水者自我效能与知识贡献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值

为 0.532（P=0.000)，证实自我效能会对知识贡献产生显著的

正向影响，检验结果支持假设H3。

4.2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利用 Process 插件对潜水者自我效能在用户支持

与知识贡献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进行了分析。在进行了5000次

自助法（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计算后，我们发现用户

支持对潜水者知识贡献的直接影响以及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具体来看，用户支持对知识贡献的直

接影响系数为 0.513，其 95%置信区间的下限为 0.420，上限

为0.605。同时，自我效能作为中介变量，对用户支持与知识

贡献关系的中介效应系数为0.201，其 95%置信区间的下限为

0.125，上限为 0.277。这些数据表明，用户支持不仅直接促

进了潜水者的知识贡献，还通过增强自我效能间接影响了知

识贡献，从而验证了假设 H4的正确性。

4.3 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探究在排除信息素养这一调节变量影响的情况下，

自我效能如何作用于知识贡献，以及调节变量对因变量的具

体影响，我们构建了两个模型：M1仅包含潜水者的自我效能

和信息素养，而 M2 在 M1 的基础上增加了自我效能与信息素

养的交互项。具体数据见表1。

对于 M1模型，根据表1的数据显示，自我效能具有统计

学上的显著性（t=11.586, p=0.000<0.001），这表明自我效

能对知识贡献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进一步分析M2模型中交互项的显著性，以评估调节效应。

表 1 显示，自我效能与信息素养的交互项显著（t=4.502,

p=0.000<0.001），意味着信息素养在自我效能对知识贡献的

影响中起到了调节作用，支持了假设 H5。这表明，在面对相

同的外部刺激时，不同信息素养水平的潜水者在知识贡献上

的反应存在差异。

表 1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因变量:知识贡献

M1 M2
标准系数 t 标准系数 t

自我效能 0.629*** 11.586 0.516*** 9.065
信息素养 -0.021 -0.523 -0.055 -1.433
用户支持
*信息素

养

0.181*** 4.502

R2 0.506 0.564
F 78.916 65.947

5 结论与启示

5.1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 S-O-R 理论框架，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用户

支持对开放式创新社区中潜水者知识贡献行为的显著正向影

响。研究发现，用户支持不仅直接促进潜水者的知识贡献，

还通过增强潜水者的自我效能感间接提升其贡献意愿。此外，

信息素养作为调节变量，强化了自我效能对知识贡献的正向

作用，表明高信息素养的潜水者能更有效地利用社区资源，

增强用户支持的效果。这些发现为社区管理者提供了通过增

强潜水者自我效能感和提升信息素养来激励知识贡献的新视

角，丰富了文献并为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

导。

5.2 管理启示

本文得出如下几点启示：第一，社区管理者需深化用户

支持机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互动平台和反馈渠道，促进潜

水者与社区之间的积极互动。这种互动不仅包括直接的信息

交流，还应涵盖情感支持和鼓励，以增强潜水者的社区参与

感和归属感，从而激发其内在动机，促使他们从知识共享的

旁观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第二，关注潜水者自我效能，

提升其知识贡献意愿。社区可以通过提供更多的激励措施和

支持，帮助潜水者提高自我效能感，增强他们对自己能力的

信心，进而促进知识贡献行为。第三，提高潜水者信息素养，

优化知识贡献效果。社区管理者应重视提升潜水者的信息素

养，帮助他们更有效地获取、评估、使用和创造信息，充分

利用和挖掘社区资源，以增强用户支持通过自我效能对知识

贡献行为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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