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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Web2.0,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has become the main platform for enterprise to 
communicate. Employees’ behaviors and emotions are more likely to spread and influence other 
users. This research divides the structure of employees in enterprises social network into three va-
riables: influence, control, and dependence, and explores its impact on employees' online happi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ployees’ influence and control in ESN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
lated with the employees’ online happiness. Meanwhile, “female” and “leader” are significantly posi-
tively correlated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network results and employees' online happines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enrich the ESN research, as well as gu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employee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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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Web2.0时代下企业社交网络已成为企业沟通的主要平台，员工的行为及情绪对其他用户的影响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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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播。本研究将员工的企业社交网络结构归纳为影响力、控制力、依赖性，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对

员工在线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员工在企业社交网络中的影响力、控制力与员工在线幸福感呈显

著正相关关系。同时，女性以及领导对于企业社交网络结果与员工在线幸福感关系有显著影响。本研

究的结论丰富了关于企业社交网络结构的研究，对于员工情绪的管理及企业文化的塑造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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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Web2.0 的发展，基于互联网的社交网络不断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交网络的功

能也不再局限于信息传递，而是与沟通交流、商务交易类应用融合，借助其他应用的用户基础，形成

更强大的关系链，实现对信息的广泛、快速传播。据统计，2017 年全球社交网络的用户规模已达到

24.8 亿人。 
用户作为整个社交网络的核心，对其心理和行为的分析对于研究社交网络中的信息传播、用户行为

预测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有研究表明，在线社交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和广泛的社会

网络关系，其发表的观点及展露出的个人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网络舆论的发展方向。因此，有必要

对用户的社会网络结构进行分析，预测用户的情感表现并提出相应的引导和控制策略[2]。 
企业社交网络作为专门化的社交网络产品，是互联网时代下将成熟的社交网络运用到企业组织中，

实现企业内部员工间高效、透明、便携的沟通协作的垂直型社交网络。区别于传统社交网络，企业社交

网络中的用户都是企业员工，有关系强度大、黏性高、有层级关系等特点，其用户的行为及情绪更易影

响到其他用户，因此对企业社交网络结构的研究十分重要。有关情绪劳动的研究表明，企业员工之间的

互动需要调节自身情绪以及展现出特定的情绪以使工作更好开展[3]，且员工会根据不同的事件以及不同

的对象展现出不同的情绪[4]。 
在企业中，员工的幸福感对于企业绩效、员工流失行为、企业文化的构架都有重要意义。影响员工

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大致可分为个人因素以及组织因素，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学历等[5]，组织因素

包括与他人关系、组织氛围等[6]。 
企业社交网络作为企业内部员工真实关系的映射，员工的个人信息可以反映员工的个人特征，员工

在社交网络中的结构可以反映在组织中的地位关系，其在社交网络中发布的博文信息中表露的喜怒哀乐

反映了其在线幸福感。 
因此，本研究基于某国内大型通信公司的企业内部在线社交网络，从组织角度出发，对企业社交网

络结构与员工的在线工作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帮助管理者更好地利用企业社交平台，提高员工

幸福感和工作积极性。本研究利用国内某大型通信公司的员工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企业

社交网络结构与员工在线幸福感的关系。本研究的结论将为企业创造快乐工作的企业氛围，建设企业文

化，提升企业效率及企业竞争力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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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假设的提出 

2.1. 企业社交网络 

社交网络是人们发表观点，与其他人进行网络互动的重要平台。社交网络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

海量数据，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受到众多学科领域的广泛关注，成为学者们近年

来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7]。用户行为分析是社交网络的起点，对于社交网络结构的研究对于研究社交网

络中的用户影响力、识别关键用户以及对其进行行为预测都其重要作用[8]。 
企业社交网络是互联网时代下将成熟社交网络运用到企业组织中，实现企业内部员工间高效、透明、

便携的沟通与协作的垂直型社交网络。区别于传统社交网络，企业社交网络的用户之间有确定的工作关

系，联系强度较传统社交网络更大，因此用户黏性较高。同时，由于用户之间的强联系，用户的行为及

情感表现更易对其他用户的行为及情感表现造成影响。此外，企业内部社交网络中用户之间的关系是真

实企业员工关系的映射，因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层级关系。 

2.2. 员工在企业社交网络中的在线幸福感 

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

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心理学上幸福感分两大体系：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9] [10]。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员工幸福感的广泛理解是员工对于工作的情感和认知评价。区别于普通的幸福

感，员工工作幸福感聚焦于工作场所，从组织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员工的心理状态[11]。大量关于员工幸福

感的研究表明，组织的氛围、员工特征以及员工在工作中的状态都会影响其工作幸福感[12]。对于员工幸

福感常见的测量指标有认知和情感。情感指标从主观幸福感角度出发，通过员工对工作场所人和物的一

系列情绪反应如兴奋、愤怒、快乐等衡量[13]。认知指标是员工在工作领域与其他生活领域中长期积累而

产生的具有相对稳定属性的认知评分，包括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等。 
由于本研究是探究企业社交网络结构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网络结构能反映出员工在社会网络中与

其他人的互动关系，而不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研究自我认知及自我实现。因此本文基于主观幸福感理论，

将员工的在线工作幸福感的表现定义为在员工在企业社交网络中发表博文的情感表现，包括积极情绪与

消极情绪。并结合任福继教授团队开发的 Ren-CECps 词库，构建在中文环境下利用计算机技术测量幸福

感的数学模型。 

2.3. 企业员工的社交网络结构与其在线幸福感的关系 

企业社交网络结构反映了企业员工之间的关系，而员工发布博文的内容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员工的

工作满意度、积极情绪及消极情绪。Raff 等构建了工作幸福感的理论模型，认为“和他人的积极关系”

是员工幸福感的来源之一。Chery Johns 探究员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认为“与同事的关系”会影响员工

幸福感。由此可见企业社交网络结构的差异会导致员工在社交网络中的情感表现不同。而企业社交网络

中的意见领袖的情感表现会对其他员工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整体氛围及绩效。 

2.3.1. 影响力与员工在线幸福感 
在社交网络中，用户的影响力被认为是在社交网络群体中用户行为能引起他人思想或行为变化的能

力。根据情绪劳动的策略理论，当员工情绪可能影响到工作或他人情绪时，需要对自己情绪进行管理，

不让负向情绪影响到外部的情绪表达。即当员工影响力较大时，他可能会对自己的情绪进行管理，从而

展现出更多的积极情绪以便于工作进行。因此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H1a：员工在企业社交网络中的影响力与员工在线幸福感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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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控制力与员工在线幸福感 
控制力是指一个人主动地对周边环境及其他人的行为影响和改变的能力。在组织中，位于层级关系

顶部的职员通常拥有较大的权力，从而对周边环境及他人产生影响。如企业领导在与员工交流过程中会

尽量避免负面情绪的表现以维护企业内部的稳定[14]。将这种关系映射到企业社交网络中，社交网络中处

于信息传播最短路径上的用户，对其他用户接收及传递信息有更强的控制力，他们发表的博文在很大程

度上会对其他员工用户产生影响，因此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H1b：员工在企业社交网络中的控制力与员工在线幸福感呈正相关。 

2.3.3. 依赖性与员工在线幸福感 
情绪表现会受到所在文化的影响，个体在表现情绪时会受到自我控制系统的调节，在集体主义文化

中，集体主义导向的员工通常依附于组织建立自我认同，并对组织产生情感和认知上的依赖，从而受到

制约，而更少的表达负向情绪[15]。因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H1c：员工在企业社交网络中的依赖性与员工在线幸福感呈正相关。 

2.3.4. 其他个人因素与员工在线幸福感 
在已有研究中，个人因素对于员工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就性别而言，男性员工幸福感水平普遍高

于女性[16]。就年龄而言，年龄与幸福感的关系呈“U”型曲线[17] [18]。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结合相关

理论，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H2a：对于不同性别的员工，企业社交网络结构对员工在线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有差异。 
假设 H2b：对婚姻状况不同的员工，企业社交网络结构对员工在线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有差异。 
假设 H2c：对于领导和非领导，企业社交网络结构对员工在线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有差异。 
图 1 为概念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来源 

本研究收集了河南省某大型国有企业 1338 名员工的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职位、

所在分公司、企业社交网络账号等)；员工在企业社交网络上的关注与被关注情况；以及员工于 2016 年

11 月份在企业社交网络上发布的共 13,432 条文本动态信息记录。 
 

 
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of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and employee online happiness 
图 1. 企业社交网络结构与员工在线幸福感关系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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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3.2.1. 变量定义及测量方式 
影响力是社交网络结构中最常用的度量指标，社交网络中用户的影响力是社交网络群体中用户行为

能引起他人思想或行为变化的能力，最广泛及直接的指标是度。即用户粉丝越多，影响力越大。从信息

传播及图论的角度出发，用户在网络中与其他用户建立的关系越多其所发布的信息对其他人造成的影响

越大。因此，在本研究中，用度来表示员工在企业社交网络中的影响力。 
控制力是指一个人主动地对周边环境及其他人的行为影响和改变的能力。在社交网络中，从信息传

播的角度来说，处于信息传播最短路径上的用户，对于信息传递与接收的主动性越大，即对于处于多条

信息传递关键路径上的用户来说，对其他用户接收及传递信息有更强的控制力。因此，在本研究中用中

介中心性来表示员工在企业社交网络中的控制力。 
依赖性是一种产生生理性或精神性的依赖和需求的现象。在社交网络中通常指与其他人建立联系需

要依靠外力的程度。对于社交网络中的信息传递来说，若用户与其他用户的关系都比较近，而不需要通

过其他用户的间接联系，那么说明此用户在获取和传递信息时能更加迅速，对其他用户的依赖性较弱。

因此，在本研究中，用接近中心性来表示员工在企业社交网络中的依赖性。 

3.2.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1) 人口统计学变量，见表 1。 
2) 网络结构变量，见表 2。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初步统计分析 

企业社交网络中员工的在线幸福感取决于多种因素，因此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企业社

交网络结构变量与员工在线幸福感之间的量化关系。本节将使用 Stata 统计软件，通过描述性统计、相关

分析、回归分析等数据分析方法，描述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探究影响员工在线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Table 1.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1. 人口统计学变量 

变量 变量范围 数字含义 均值 众数 

性别 0,1 0 代表女性(992，占 76.8%) 
1 代表男性(300，占 23.2%) 

0.232 0 

婚姻状况 -1,0,1 
−1 代表离异(5，0.4%) 

0 代表单身(418，32.4%) 
1 代表已婚(896，67.3%) 

0.669 1 

是否领导 0,1 0 代表非领导(662，占 52.4%) 
1 代表领导(602，占 47.6%) 

0.475 0 

 
Table 2. Network structure variable 
表 2. 网络结构变量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偏度 峰度 

度 60.4716 111.8418 0 764 4.12461 22.84846 

接近中心性 3.088226 1.634473 0 6.086385 −0.9162398 2.816738 

中介中心性 31707.86 95635.13 0 744128.2 5.613365 38.3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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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度、中介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存在较多“0”值，而我们要研究的是员工

在企业中的网络结构，因此对于网络中孤立节点进行删除。此外，结合数据的偏度、峰度等分布情况，

对度进行取对数处理，对度、中介中心性、接近中心性进行缩尾处理。 
通过自变量相关矩阵(见表 3)可以看出，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不高(Pearson 相关系数都在 0.6 以下)，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4.2. 模型结果分析 

1) 设 x1 为度，x2 为接近中心性，x3 为中介中心性，y 为幸福感，构建线性回归模型，用 stata 分析结

果见表 4。 
回归方程： 1 2 30.0013404 7.76e 10  0.0049107y x x x= − − +  
由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度和员工在线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前文的假设一致，符合情绪

劳动的策略理论。即当员工情绪可能影响到工作或他人情绪时，需要对自己情绪进行管理，不让负向情

绪影响到外部的情绪表达。中介中心性与员工在线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控制力越大的员工如位

于层级关系顶部的领导在与员工交流的过程中，会尽量避免负面情绪的展现，以维护企业内部的稳定。

而接近中心性与员工在线幸福感之间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能由于企业社交网络不能完全反应员工

间的真实依赖关系，相较于真实世界中的集体主义环境，社交网络中受到集体主义的约束较小，员工能

更自由的表达自身情感。 
2) 分组回归分析 
为了探究个人因素在本研究中的影响，本研究对部分个人因素例如性别、婚姻状况进行分组回归，

同时是否领导是企业社交网络与传统社交网络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也作为调节变量对模型进行检验，

分组回归结果见表 5。 
由分组回归结果可知，性别及是否是领导对于网络结构与员工在线幸福感的关系有显著影响。

影响力高的女性倾向于在社交网络中展现更多的正向情绪；领导相较于普通员工的影响力更大，其

情感表现可能会对其他员工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倾向于在社交网络中的展现更多的正向情绪，幸

福感更高。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文提出的大部分假设得到验证，具体结果如表 6 所示。 

 
Table 3. Independent variable correlation matrix 
表 3. 自变量相关矩阵 

 度 接近中心性 中介中心性 

度 1.0000   

接近中心性 −0.1435 1.0000  

中介中心性 0.5872 −0.3167 1.0000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 

幸福感(y) Coef. Std.Err. |p| > t 

度(x1) 0.0013404 0.0007398 0.07 

接近中心性(x2) −7.76e−10 3.21e-09 0.809 

中介中心性(x3) 0.0049107 0.0035073 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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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Group regression result 
表 5. 分组回归结果 

性别 度 接近中心性 中介中心性 

女性 0.0015545 (0.064) 0.0009131 (0.785334) −2.94e−09 (0.498) 

男性 −0.0000267 (0.986) 0.0010007 (0.441) 8.14e−09 (0.553) 

婚姻状况 度 接近中心性 中介中心性 

未婚 0.0017201 (0.26) 0.0020965 (0.242) −7.27e−09 (0.392) 

已婚 0.0010524 (0.202) 0.000734 (0.372) 1.78e−10 (0.97) 

是否为领导 度 接近中心性 中介中心性 

领导 0.0021297 (0.029) 0.0241938 (0.214) −4.05e−09 (0.395) 

非领导 0.0002867 (0.793) 0.0009501 (0.433) −2.04e−09 (0.834) 

 
Table 6. Hypothesis test result 
表 6.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内容 是否成立 

假设 H1a 员工在企业社交网络中的影响力与员工在线幸福感呈正相关。 成立 

假设 H1b 员工在企业社交网络中的控制力与员工在线幸福感呈正相关。 成立 

假设 H1c 员工在企业社交网络中的依赖性与员工在线幸福感呈负相关。 不成立 

假设 H2a 对于不同性别的员工，企业社交网络结构对员工在线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有差异。 成立 

假设 H2b 对于婚姻状况不同的员工，企业社交网络结构对员工在线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有差异。 不成立 

假设 H2c 对于领导和非领导，企业社交网络结构对员工在线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有差异。 成立 

5. 结论 

5.1. 研究结论 

企业社交网络作为功能性的垂直社交网络，其用户的行为及情绪也更易传播，因此员工在企业社交

网络中的在线幸福感对于企业管理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探究企业社交网络结构对于员工在线幸福感的影响，得到创新性的研

究成果。从管理学角度出发将员工在企业社交网络中的结构归纳为影响力、控制力、依赖性。并在此基

础上探究其对员工在线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员工在企业社交网络中的影响力、控制力与员工

在线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影响力、控制力越大的员工，越倾向于在社交网络中表达正向情感，

在线幸福感越高。同时，对性别、婚姻状况等个人因素进行了分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女性以及领导在

企业社交网络中的影响力与在线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本研究的结论丰富了关于企业社交网络结构的研

究，对于员工情绪的管理及企业文化的塑造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5.2. 理论贡献和实际意义 

5.2.1. 理论贡献 
本研究对于企业社交网络结构与员工在线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探究，以往研究对于企业社交网络如

何影响企业整体效益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本研究视图探究企业其内在机制，以寻求更为准确的认识。 
1) 以往企业社交网络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对于企业绩效、员工流失行为等结果导向因素的影响，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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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结构的研究多集中于信息传播、沟通效率的影响，而对于企业社交网络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绩效、

员工流失等实际行为的内在机制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填补了这一理论空白，探究企业社交网络结构与

员工在社交网络中展现出的在线幸福感的关系。 
2) 对于企业员工幸福感的研究，以往多从个人及组织等实际因素考量，研究方法多采用问卷调查及

量表度量法，带有一定主观性。且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交网络已成为人际关系的真实映射，人们

在社交网络中表现出来的情绪会对真实情感产生较大影响，采用情感分词技术测量幸福感更具客观性。

本研究结合情绪劳动相关理论，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员工在企业社交网络中的在线幸福感，丰富

了员工幸福感的研究。 

5.2.2. 实际意义 
企业是一个由各员工组成的基于工作关系的社交网，员工的心理状态不仅会影响个人的工作状态，

也会对公司内其他员工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对于员工幸福感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互联网

时代下，企业将社交网络应用于工作场合中，以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员工在企业社交网络中也会基于真

实人际关系展现出自己的情绪，因此对于企业社交网络结构与员工的在线工作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探

究有助于管理者更加了解员工的心理状态，并对此进行合理引导，构建快乐工作的企业氛围，建设企业

文化，提高员工幸福感以及工作积极性，为企业创造提升效率及企业竞争力提供支持。 

5.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1) 本研究只是从企业社会网络结构的角度探究其对员工在线幸福感的影响，而根据相关心理学研究，

除组织因素外，还有很多个人因素影响幸福感，本研究只考虑了部分个人因素。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加

入其他影响员工幸福感的个人因素，减少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2) 本研究只是对于企业社交网络结构与员工在线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究，而对于员工在线幸

福感的表现会如何影响企业的实际效益还未做出研究。后续研究可从员工在线幸福感如何对员工绩效、

员工流失行为做出影响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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