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２卷　第６期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２０

【网络社会变革与管理】

网络地方社群用户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韩瑞霞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传播学院，上海( )　２００２４０

　　摘　要：网络地方社群是人们在网络空间社会聚合的一种重要形式。为
什么一些地方社群十分活跃，而另外一些却沦为赛博“鬼村”？目前尚没有针

对性的研究。以上海地方论坛宽带山为例，从使用满足理论、社会影响与情感

依恋理论，以及信息系统维持理论的综合视角出发，对在线调查采集的３３１位
用户数据进行结构方程分析，考察使用满意度、关系承诺和环境满意度对用户

社群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关系承诺对参与行为影响最显著，使用满意

度通过关系承诺间接影响参与行为，而环境满意度对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

由此证明网络地方社群的活跃与否，关键在于 “关系承诺”的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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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社群”（Ｖｉｒｔｕ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是指人们通过网络聚集在一起分享兴趣、情感、观念，以

及追寻相似目标而形成的团体［１］。随着互联网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中介化，传统的社会连接

方式在互联网平台再现，比如“血缘”“业缘”“地缘”社群。网络“想象共同体”成为人们社会

交往的重要方式，有些时候甚至超越了线下社会组织对个体的影响力。在大量网络热群蓬勃

发展的同时，一些社交群组却由于访问量过低而沦为赛博“鬼村”［２］。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促

使人们热衷或漠视这些群组？什么样的网络社群更容易吸引用户的注意力？影响网络社群

用户活跃度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了解当前活跃社群的运作机制，介入和调

控网络社群的活动方向，预防社群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国内外关于网络社群使用或参与行为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理论展开：（１）从传

播学、心理学、社会学视角出发的使用满足理论，该理论认为网络社群之所以能够维持

缘于它能够满足参与者的各种需求。这一理论注重从参与者个体的、主观的角度来解

释社群对成员需求的满足。（２）从信息系统学科出发的模式维持理论，该理论从客观的

信息系统维持角度分析影响用户使用系统的关键因素，注重从系统的、环境的、客观的

角度分析社群的维持。（３）从社会学、管理学和心理学视角出发的社会影响和情感依恋

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在社群中感受到的规范和情感依恋会导致个体产生对群体的关

系承诺或归属感，从而影响其参与行为。以上三类理论视角基本囊括了主观－客观、

个人－群体、认知－情感等多维层面的所有解释路径。

我们将使用满足理论中的使用满足感，社会影响与情感依恋理论中的关系承诺，以

及信息系统模式维持理论中的环境评价，共同构成关于网民网络社群参与行为的解释

框架。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使用满足感、关系承诺和环境满意度都源于个人、群体和环

境对行动者个体需求的满足。在此指导下，我们尝试从以下角度提出研究假设。

（一）使用满足理论中的个人需求满足

根据使用满足理论，人们之所以使用媒介，是因为它能满足自身的一些需求［３］。这

一研究假设被一些具体研究所证实，如迪伦等多位学者都发现使用满足感会促使人们

使用某一技术［４－６］。在虚拟社群中，这一关系同样存在，严新峰等人通过对网络品牌社

区的扎根研究发现，功能性需求、自我表现需求以及社交需求的满足是网络品牌社群用

户积极参与社群活动的原因［７］。信息、便捷性、娱乐和互动构成个体在网站停留时长的

主要影响因素［８］。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社群成员的使用满足感会影响他们的社群参与行为。

（二）社会影响与情感依恋理论中的关系承诺因素

与一般的信息系统不同，网络社群首先是一个由成员组成的社会网络，社群本身的

一些因素会对成员的使用行为产生影响。如巴戈奇等多位学者的研究都说明社会群体

规范和认同会影响用户的参与行为［９－１０］。另有研究发现，“关系承诺”是网站黏性的重

要原因［１１］。赵欣等人发现，相对于认知视角，情感依恋是导致用户持续使用某一虚拟社

群的主要原因［１２］。楼天阳和陆雄文也从心理连接的角度证明群组依恋对虚拟社群成员

关系维持、社区参与和贡献意愿具有积极的影响［１３］。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社群成员对群体的关系承诺会影响他们的社群参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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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系统维持理论视角中的环境因素

事实上，虚拟社群首先是一个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信息维持理论可以客观

解释它的存在和发展。如陈艾琳［１４］、普里斯［２］的研究都说明技术性和社交性会影响信

息系统被使用的程度。迪伦和麦克伦于１９９２年推出的 Ｄ＆Ｍ模式认为，系统能否成功

主要由６个维度或类别决定：系统质量、信息质量、使用、使用满意度、个人影响以及组织

影响［４］。２００２年，两人增添了新的维度———服务质量，他们认为系统质量、信息质量以

及服务质量共同作用于用户的使用倾向和使用满意度［１５］。基本上后续所有涉及信息系

统维持的研究，都参考了 Ｄ＆Ｍ模式，包括上文提到的陈艾琳、普里斯，以及保罗等人的

研究［１６］。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社群成员对环境的满意度会影响他们的社群参与行为。

（四）个人使用满意度和环境因素对关系承诺的影响

莫尔和斯贝克曼的经验研究表明，个人使用满意度和关系承诺存在明显的相关关

系［１７］。鲍尔以及伍尔夫等人的研究也发现满意度与用户使用电子商务的关系承诺积极

正相关［１８－１９］。周志民和吴群华对在线品牌社群凝聚力的研究也显示，系统质量会对社

群归属感产生显著影响［２０］。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研究中也会分析社群成员使用满足

感和环境满意度对网络社群关系承诺的影响。

（五）个人需求的满足对使用满意度、关系承诺以及环境满意度的影响

苏珊达的研究证明用户心理层面的使用满足感会影响他们对群体认同感、归属感、关系

承诺的体验［２１］。多拉基亚等人从目的价值、自我展示价值、娱乐价值、社会提升价值、人际关

系满足价值５个角度总结了个体从网络社群中获得的心理价值感。这一归纳的好处在于，它

很好地囊括了个体在虚拟社群中感知到的几乎所有需求。因此为使研究更加全面，我们也会

考察社群成员获得的目的价值、自我展示价值、娱乐价值、社会提升价值和人际关系价值与其

使用满足感、关系承诺度和环境满意度的关系。最终形成图１的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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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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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关注对象是网络地方社群，而“上海”是一个有强烈地方认同感的城市，上

海网络地方论坛“宽带山”兴起于２０００年，目前被称为上海最具影响力的民生论坛，论

坛上大量“沪语”的使用、快速更新的同城话题和庞大的日点击量，都证明这是一个研究

地方社群的良好窗口。

（二）构念测量

１．需求满足

对个人需求满足的测量，将采用多拉基亚等人对目的价值、自我发现价值、娱乐价

值、社会提升价值、维持人际连接价值的划分。

２．社群使用满足感

根据张美君和李国安的定义，个体社群使用满足感是指“使用者全面评估自己在一

个虚拟社区体验到的感受”［２２］。

３．关系承诺

关系承诺是指个体对虚拟群组的认同性情感连接，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和“社群

归属感”互相替代。本研究中，主要侧重于关系承诺“体验”和“感受”的测量。

４．信息系统环境满意度

参照贝利和皮尔森［２３］、马斯穆德［２４］，以及迪伦和麦克伦的 Ｄ＆Ｍ模式［４］，对信息系

统环境满意度指标从技术和管理２个层面来测量。技术偏重于 Ｄ＆Ｍ模式中的系统质

量，而管理则偏重于服务质量。

５．社群参与行为

社群参与行为是指网民在网络社区中实际的参与深度和行为方式。参照黄少华等

人的研究，网民在地方社群中的参与行为既存在频率、时长的使用维度变量，也包括发

回帖的社会行为维度变量［２５］。因此本研究中的社群参与行为变量由使用频率、使用时

间和使用深度（发回帖）３个维度构成。

（三）样本情况

课题组与上海地方论坛宽带山管理方合作，于２０１８年５月在该论坛发布问卷链接，

调查１５天共回收有效问卷３３１份。６７．４％的调查对象每天来宽带山（３８．１％的调查对

象每天登录宽带山很多次），６５．６％的调查对象拥有上海户籍且出生在上海，１６．３％的

调查对象拥有上海户籍但不出生在上海（新上海人），另有１４．８％为在上海生活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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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调查对象在宽带山的平均网龄为１０年，大部分属于网络地方社群的资深成员，

样本特征表明该群体正是我们考察地方社群参与行为的理想对象。

（四）数据分析

问卷数据通过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处理和分析，用Ｍｐｌｕｓ６．０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

三、结果

（一）测量模型估计

在测量模型估计方面，结合ＳＰＳＳ和Ｍｐｌｕｓ相关分析结果，得到表１。８个测量构念

目的价值、自我发现价值、娱乐价值、社会提升价值、人际维持价值、使用满意度、关系承

诺、环境满意度的克隆巴赫系数分别为 ０．９２３，０．９４４，０．９２３，０．９５９，０．８９７，０．９１５，

０．９６２，０．９５５，显示各量表信度良好；ＡＶＥ值分别为０．７５３，０．７７８，０．７５３，０．７９６，０．６４０，

０．８４２，０．８６６，０．７５３，均大于通行标准的０．５；各测量构念相关题项的标准载荷系数都大

于通行标准０．７，见表１，各预测变量的测量模型可以使用。

表１　测量构念（预测变量）的参数估计

构念 题　项 标准载荷系数 ｔｖａｌｕｅ 均值 标准差

目的

价值

无论孤独、失意还是愤怒等，都能在宽带山上

获得网友们的支持
０．８６４ ３９．２７３ ５．１０３ １．７１８

能在宽带山上找到我需要的各类生活和工作

用品、优惠券等
０．８６９ ４３．９８３ ４．６９８ １．９０２

能在宽带山上找到我需要的生活、娱乐、教

育、工作等有用信息
０．８８７ ４４．２３３ ５．０２４ １．７１１

当我在宽带山发布好消息时，会有网友向我

祝贺
０．８５１ ４０．１４０ ５．１４５ １．６９４

自我

发现

价值

在宽带山我可以自由表达自己 ０．８８９ ４９．１２５ ５．１１８ １．８５７
在宽带山我可以非常方便地表达对一些事情

的看法
０．９１４ ５２．８１５ ５．２２７ １．７８０

在宽带山我可以无压力地宣泄情感 ０．８７２ ３５．３６４ ５．１９９ １．７８８
在宽带山可以自由发布我知道的一些消息、知识 ０．８８５ ５２．１４６ ５．１２４ １．８２７
通过在宽带山的活动，我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 ０．８４０ ３１．４６８ ５．００９ １．８５８

娱乐

价值

喜欢在宽带山度过无聊的时光 ０．８６０ ３２．４１９ ５．４１１ １．６４８
喜欢来宽带山找有趣好玩的事情 ０．９１５ ５５．４１２ ５．４８０ １．６５０
宽带山有许多我感兴趣的八卦消息 ０．９２４ ７２．６６７ ５．４８０ １．６４３
宽带山是我消遣的好选择 ０．９５１ ９１．０５０ ５．５９２ １．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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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构念 题　项 标准载荷系数 ｔｖａｌｕｅ 均值 标准差

社会

提升

价值

我在宽带山上的一些帖子评论的人数很多 ０．８１９ ３１．５６９ ４．７５２ １．８５５
感觉自己在宽带山有些号召力 ０．９３５ ７３．７１９ ４．１４８ ２．１１６
感觉自己在宽带山是重要的人 ０．９２８ ５４．１９５ ４．０７６ ２．１３６
如果我沉寂很长时间后再在论坛里发言，会

有人注意到我
０．９１８ ５１．３４８ ４．１０６ ２．１４０

自己在宽带山发的帖子经常被人浏览 ０．８８５ ４６．３５８ ４．４２６ ２．０１９
我是许多宽带山线下活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参

与者
０．８６６ ３４．８３４ ４．１７２ ２．１５７

人际

维持

价值

我对许多宽带山网友熟悉 ０．８０４ ２９．２６８ ４．７５８ １．８９１
我会在宽带山上遇到生活中的熟人 ０．７２４ １６．９０７ ４．２７２ ２．０９７
在宽带山我能了解到网友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０．７７７ １８．９５２ ５．４４７ １．６１６
在宽带山我有很多好朋友 ０．８１５ ２７．７６７ ４．６０７ １．９６７
在宽带山能和好多网友讨论我感兴趣的话题 ０．８７４ ３５．９０１ ５．２８４ １．７４９

使用

满意度

在宽带山上闲逛很舒服 ０．９２８ ６３．６９５ ５．４５６ １．６７５
宽带山是我最爱逛的论坛之一 ０．９０７ ４５．３４９ ５．５９８ １．８５７

关系

承诺／
社群

归属感

感觉自己是宽带山的一员 ０．９０８ ５８．５７１ ５．３９０ １．７１２
在宽带山就像在家一样 ０．９５７ １１１．９３２ ５．１３３ １．７７９
感觉好多宽带山网友像自己的朋友 ０．９１５ ６１．９５１ ５．０１５ １．７７０
感觉在宽带山很有归属感 ０．９４１ ８３．９９６ ５．１７５ １．７６８

环境

满意度

感觉宽带山的管理者管理论坛很积极 ０．８１９ ２８．２６７ ５．３９６ １．６４３
宽带山的管理者对各类热门话题的推送我觉

得不错
０．８６３ ４２．９２９ ５．１３３ １．７２７

宽带山管理者经常举办各类很好的线下活动 ０．８１２ ２６．１３３ ５．０３０ １．６９５
宽带山的网页界面我觉得很好用 ０．８８０ ４７．５１６ ５．２６６ １．６５７
我在宽带山上很容易找到需要的信息 ０．９００ ６３．５８６ ５．０８２ １．７２７
宽带山的论坛界面设计我觉得很合理 ０．８９２ ５１．０９３ ５．０９４ １．６９５
宽带山的整个技术支持我觉得不错 ０．９０７ ６１．２４１ ５．１３９ １．７２３

因变量社群参与行为由参与频率、参与时间和参与深度（发回帖）３个维度组合构

成，因此我们重点考察各构成维度与社群参与行为这一整合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同

时考察相关描述数值，具体结果见表２。参与行为各构成维度参与频率、参与时间、参与

深度之间的相关系数（Ｒ值分别为０．３４６，０．３２１，０．３３７）都小于０．５，说明三者作为社群

参与行为的组合变量区分度较好。与此同时，三者共同克隆巴赫系数为０．５８０，大于

０．５，对于组合型的行为构念测量指标来说，可以作为合格的合成变量使用。

０５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表２　测量构念（因变量）的参数估计

Ｎ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参与频率（Ｒ） 参与时长（Ｒ）

参与频率 ３３１ １ ５ ３．８２ １．２４７

参与时间 ３３１ １ ５ ２．１１ １．１５７ ０．３４６

参与深度 ３３１ １ ５ ３．２４ １．０４８ ０．３２１ ０．３３７

表３显示各预测变量与因变量社群参与行为的相关系数都低于０．５，说明将其放入

整合模型是可行的。概括上述发现证明本研究提出的测量模型是可行和适当的。

表３　各测量变量相关系数比较

构念
目的

价值

自我

表达

娱乐

价值

社会

提升

人际

维持

使用

满意度

关系

承诺

环境

满意度

参与

行为

目的价值 １
自我表达 ０．７６２ １
娱乐价值 ０．７５５ ０．６６３ １
社会提升 ０．７８３ ０．５７９ ０．５１８ １
人际维持 ０．８２４ ０．８７５ ０．７５０ ０．７０１ １
使用满意度 ０．６９４ ０．８３７ ０．７７５ ０．３９１ ０．８００ １
关系承诺 ０．８３３ ０．７３４ ０．８２７ ０．６６３ ０．８０１ ０．７６０ １
环境满意度 ０．８４２ ０．８０３ ０．７５１ ０．６５９ ０．７９４ ０．７３３ ０．７９８ １
参与行为 ０．３３４ ０．２２１ ０．３５７ ０．３４６ ０．３０４ ０．２８７ ０．４５４ ０．３０４ １

（二）结构模型估计

运用Ｍｐｌｕｓ结构方程分别对所有假设进行拟合检验，结果见表４。全模型卡方χ２＝

１７２１．１０８（ｄｆ＝８６６，Ｐ＝０．０００），绝对拟合指数ＳＲＭＲ＝０．０６８，近似误差均方根ＲＭＥＳＡ＝

０．０５５，相对拟合指数ＣＦＩ＝０．９２３，ＴＬＩ＝０．９１６，从这些指征来看，整个模型拟合良好，研

究结果应该接受。

表４　总模型的参数拟合与假设检验

路径 假设 非标准化参数值 标准误差 ｔｖａｌｕｅ 标准化参数值 结果

使用满意度－参与行为 Ｈ１ －０．０９７ ０．０５８ －１．６７４ －０．２０７ 不显著

关系承诺－参与行为 Ｈ２ ０．２９２ ０．０５５ ５．２８４ ０．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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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路径 假设 非标准化参数值 标准误差 ｔｖａｌｕｅ 标准化参数值 结果

环境满意度－参与行为 Ｈ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不显著

使用满意度－关系承诺 Ｈ４ ０．２３３ ０．１０８ ２．１４６ ０．２３３ 

环境满意度－关系承诺 Ｈ５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９ ０．９５１ ０．１０６ 不显著

目的价值－使用满意度 Ｈ６－ａ ０．１１３ ０．１０６ １．０６２ ０．１１３ 不显著

自我表达－使用满意度 Ｈ６－ｂ ０．５０８ ０．１１１ ４．５６５ ０．５０８ 

娱乐价值－使用满意度 Ｈ６－ｃ ０．３５１ ０．０８１ ４．３１２ ０．３５１ 

社会提升－使用满意度 Ｈ６－ｄ －０．３４３ ０．０７５ －４．５８５ －０．３４３ 

人际维持－使用满意度 Ｈ６－ｅ ０．２４０ ０．１５６ １．５３９ ０．２４０ 不显著

目的价值－关系承诺 Ｈ７－ａ ０．２２３ ０．１２１ １．８４７ ０．２１３ 不显著

自我表达－关系承诺 Ｈ７－ｂ －０．０６２ ０．１２９ －０．４７７ －０．０６５ 不显著

娱乐价值－关系承诺 Ｈ７－ｃ ０．３５４ ０．１０８ ３．２７１ ０．３２３ 

社会提升－关系承诺 Ｈ７－ｄ ０．１７７ ０．０７６ ２．３４２ ０．１７３ 

人际维持－关系承诺 Ｈ７－ｅ ０．０５０ ０．１１８ ０．４２１ ０．０４９ 不显著

目的价值－环境满意度 Ｈ８－ａ ０．３５２ ０．０９４ ３．７４５ ０．３８９ 

自我表达－环境满意度 Ｈ８－ｂ ０．３２６ ０．１０６ ３．０６６ ０．３９９ 

娱乐价值－环境满意度 Ｈ８－ｃ ０．２１７ ０．０６７ ３．２３４ ０．２２９ 

社会提升－环境满意度 Ｈ８－ｄ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２ １．０６０ ０．０７５ 不显著

人际维持－环境满意度 Ｈ８－ｅ －０．０８９ ０．１３６ －０．６５１ －０．１００ 不显著

注：表示ｐ＝０．００；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

从表４中各路径的数据信息和统计结果来看，个人使用满意度与环境满意度对用户

社群参与行为影响均不显著（Ｈ１与 Ｈ３），而关系承诺对社群参与行为影响显著（Ｈ２）。

与此同时，也发现个人使用满意度对关系承诺影响显著，但是环境满意度对关系承诺影

响并不显著。而个人需求满足对一级指标的影响可以总结为：自我展示价值、娱乐价

值、社会提升价值的满足对个人使用满意度影响显著；娱乐价值、社会提升价值的满足

对关系承诺影响显著；目的价值、自我展示价值和娱乐价值的满足对环境满意度影响显

著。可见，在结构方程模型比较视野中，影响社群参与行为的主要因素为关系承诺因

素，个人使用满意度起间接作用，而环境因素几乎不起作用。个人需求满足对使用满意

度、关系承诺和环境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复杂关联，具体结果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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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网民地方社群参与行为影响因素关系图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力图通过对上海地方网络论坛宽带山的样本调查，探究影响网民参与地方

社群的关键因素。研究综合了不同学科对此问题解释的代表性理论，如使用满足理论、

信息系统维持理论、社会影响和情感依恋理论，并最终从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和布

迪厄的场域理论视角出发，构建出包括使用满足度、关系承诺、环境满意度３个主要解释

维度的网民地方社群参与行为影响因素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及检验证明。

（一）关系承诺

关系承诺（社群归属感）是影响网民地方社群参与感的最主要因素。这一研究结果

证明网络空间作为传统社群网络再生的场域，社群认同感、凝聚力是其保持活力的根

源。该结论证明了卡斯特的“精英是寰宇主义的（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而人民是地域性的（ｌｏ

ｃａｌ）”［２６］这一论断的部分适当性，即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没有完全瓦解原有地理社群的结

合方式，相反它正在以强大的空间提供能力和再结构能力重塑着原有社群的结构。这

一点也与近年来互联网发展进入“下半场”的学界感知相一致，原来学界普遍认为的互

联网会导致社会关系“扁平化”的观点，已经在各类有明确诉求和认同特征的社群运动

中被证明不适用。与此同时，信息爆炸、算法差异带来的社群集聚，反而进一步导致差

异性意见群体的不断聚合。而这些群体聚合的核心正是 “关系承诺”，即“认同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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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本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二）环境满意度

个人使用满意度通过关系承诺对社群参与行为产生影响，环境满意度对社群参与

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这个关系链条清晰地将个人使用满意度、关系承诺和环境满意度

对社群参与行为的影响分离出来，并显示出影响路径，有效地补充了之前单一理论视角

研究时，多变量互相缠绕和杂糅的问题。进一步证明了运用竞争性视角解析网络社群

参与行为的重要性。如前人研究所示，当我们单独从信息系统维持角度、使用满足视角

或社会影响和情感依恋视角进行网民的社群参与行为影响因素分析时，很可能发现它

们都产生作用，却无法分辨到底哪个因素更重要。与此同时，已有研究在运用各自的理

论解析时，为保证研究变量的充分性和完备性，在不同理论视角的自变量组成中，都涉

及超越自身理论视角的多元变量，如信息系统维持视角的 Ｄ＆Ｍ模式，其影响变量就包

括使用满意度。使用满意度视角的相关研究中，也包括信息、便捷性等系统维持视角的

因素［８］。社会影响和情感依恋视角研究则涉及了使用满足和信息环境的因素［１０］。本研

究的结果揭示了当使用满意度、关系承诺／群体归属感和环境满意度共同作用时，起决

定作用的关键因素和其他各因素发挥作用的具体路径，从个体、群体、环境互动的整体

结构视野，证明群体层面的关系承诺具有决定性作用。

（三）个人需求的满足

个体使用满意度、关系承诺、环境满意度来源于个人在网络社群中不同需求的满

足。研究显示，自我展示和娱乐价值的满足与个人使用满意度显著正相关，而社会提升

价值的满足与个人使用满意度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那些社会提升价值满足感强

的群体成员实际上在论坛中占据着意见领袖的位置，而这部分人对社群的期望也更高，

从而降低了个人使用满意度。娱乐价值和社会提升价值的满足与关系承诺显著正相

关，说明对于本研究考察的地方社群来说，经常在论坛中娱乐消遣或在论坛中有影响力

的成员关系承诺／社群归属感最强。目的价值、自我展示价值和娱乐价值对环境满意度

有显著影响，说明在论坛中能够获取各类支持、善于自我表达和娱乐消遣的成员对论坛

环境满意度最高。人际维持价值对各变量的低影响力，恰恰说明人们并不是为满足自

身人际关系需求而来，进一步证明网络地方社群与线下地方社群的差异。以上发现是

对已有研究关于个人需求满足的影响力的多样化呈现。张美君等人的研究发现，目的

价值、自我展示价值、娱乐价值、社会提升价值和人际关系维持价值的满足对个人使用

满意度和关系承诺的影响显著，并最终影响个体对虚拟社区的持续使用［２２］。本研究则

在地方网络论坛中，对这一结果给出具体的差异化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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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群集结的纽带

“地方”属性是网络空间社群集结的认同纽带，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地方网络社

群本身的魅力。

“地方”并没有成为网络社群再造的障碍，相反它正以新的形式发挥作用。成员身

份对社群参与行为影响不显著，再次确认“地方”在网络空间是“认同”的纽带而非障碍。

本研究中无论是上海人、新上海人还是外地人，他们在宽带山这一地方论坛中的社群参

与行为差异并不显著。宽带山的“地方”属性是成员网络群聚的基础，但线下的身份属

性并没有造成他们参与活动积极性的差异，社群归属感即关系承诺才是影响成员活跃

度的关键因素。对比影响网民社群参与的其他因素，可以得出结论：尽管“地方”属性是

地方网络社群得以集结的 “认同”纽带，但真正影响地方社群活跃与否的关键因素是地

方社群本身的吸引力、关系和认同营建，而非传统的身份区隔，间接证明了网络空间对

“地方社群”的再造能力。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时代 “地理社群”和“关系社群”的

融合，即网络社会的崛起，并没有消解 “地理社群”，而“地理”正在作为一种“关系”纽带

在网络空间的人群聚集中发挥作用。“地方”作为一种“认同纽带”出现在网络空间，这

种重建的意义或曰对社会治理的潜在压力在于，当这种连接模式一旦触及现实空间议

题时，很可能引发线上线下相互参与的集体行动。研究结果还表明，年龄和性别也是影

响地方社群参与行为的重要变量，年龄越大、男性的社群成员越可能产生地方社群的深

度参与，这为我们了解网络地方社群中的活跃力量指明了方向。

研究证明：关系承诺在网民地方社群参与中发挥着超越个体使用满足感和环境评价的作

用，说明网民社群参与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某个网络社群环境有多好，也不是它能满足人们

的一些需求；网络社群的最大魅力恰恰在于它能为人们提供精神栖息的家园，这种“家园感”

就是关系承诺或社群归属感的直接表现。而那些赛博“鬼村”也许并不是界面设计得不好，或

无法满足人们的一些需求，而是它们无法提供“归属感”。“地方”属性在社群网民活动参与中

未产生决定性作用，正说明“地方”与其说是一种排斥的机制，不如说它是互联网中介化后人

们认同连接的一种方式，与其说它是传统地方社群的延伸，不如说它正再造着传统观念中“地

方”的概念。而这种“再造”最大的意义在于“地方”成为线上社会动员和线下群体活动的新

的连接方式，这种“动员”能力也正是我们了解互联网时代社会运动的关键。

五、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探究影响网民社群参与的主要因素，并证明了群体层面的关系承诺具有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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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层面的使用满足感的决定性影响力，而环境层面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以

地方社群为例，成员感受到充分的归属感进而产生关系承诺才是地方社群活跃的关键，

而是否聚集了足够多的本地人并不是关键。“地方社群认同”正在超越“地方”属性在线

上线下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基本证明了之前的预想假设，并给出了差异性的具

体分析，但是在研究设计和测量上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如：（１）尽管我们从个人、群体、环

境角度抽离了关键性因素构成研究框架，并指出采用竞争性视角的好处，但是否有更好

的解释模型值得进一步探索，比如张美君等人就是从使用满足感、关系承诺和群体规范

３个角度进行分析的。（２）对各个主要变量的测量存在商讨性空间，选取的测量问题筛

选和借鉴于相关研究，但实际上仍值得进一步精细化探讨。（３）表４各相关系数的测量

中，各预测变量与参与行为之间相关性较低，充分证明了研究的适当性，但是各预测变

量间较高的相关性证明预测变量题项的区分度还需要进一步提升。（４）研究证明关系

承诺才是影响地方社群活跃度的关键，且该因素对预测未来地方性网络群体事件具有

重要意义，但这种影响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是仅限于网络空间政治参与还是会蔓延到

社会实践，是影响一般性政治参与还是影响事件性政治参与，这需要进一步研究。（５）

研究“网络地方社群”以地方论坛为基础，事实上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地方性群体聚集正

在发挥着超过ＢＢＳ形式的网络地方论坛的影响力，因此未来研究的重点将放在地方性

微信社群群体动员的研究中，但是本研究中影响社群活力的因素对于任何互联网社群

都适用。希望对网络地方社群影响因素和运作方式的分析，为当前网络时代群体聚集

和社会动员研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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