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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社交方式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再局限于线下面对面的交流互动，线上社交使

得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从线上社会网络中获得更大范围的信息资讯与情感支持。它超越了线下社交中的

时空局限，使人们更加广泛且深入地接触他人生活并参与其中。根据Ronald Burt提出的结构洞理论，

处在社交网络中心连接点的个体或组织拥有结构洞优势，但在数字时代，这种优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本文通过分析数字时代下社交网络的变化，进一步分析数字时代对结构洞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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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age, people’s ways of socializing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no longer limited to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Online socializing allows people 
to more conveniently obtain a larger range of information and emotional support from online so-
cial networks. It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time and space in offline socializing, allowing people 
to have a wider and deeper exposure to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lives of others. According to Ro-
nald Burt’s structural hole theory, individuals or organizations located at the central connection 
point of social networks have structural hole advantages, but how will this advantage change in 
the digital age? This article furth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age on structural hole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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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he changes in social networks in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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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社会学家Ronald Burt提出结构洞理论，他认为在较复杂的关系网络中，通过连接一组组分散的、

不重复的联结点，位于中心位置的结点者拥有更多的网络资源，并控制着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的资

源流动，从而使其更具有权力。因此，结构洞在社交网络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国内外学者针对结构洞

理论展开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如结构洞的调节因素、个体特征与结构洞之间的相互影响、结构洞与企业

绩效的关系等。而数字时代的到来正深刻改变着社会网络结构，人们的社交方式发生变化，社交范围得

以扩大，信息获取渠道也增加了。因此，进一步研究数字时代对结构洞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 

2. 结构洞的概念、分类与作用 

2.1. 结构洞的概念 

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s Theory)是 1992 年由美国社会学家 Ronald Burt 在其《结构洞：竞争的社

会结构》一书中提出的。Burt 认为，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决定了个人的信息、资源与权力，“群体之间

的弱联系就是市场的社会结构中的洞，这些‘社会结构洞’——或简称‘结构洞’，为那些横跨这些洞

的个体创造了竞争优势”[1]。 
 

 
Figure 1. Structural hole network 
图 1. 结构洞网络 

 
如图 1 所示，结构洞可以通过由 A、B、C、D 形成的人际网络来进行说明。在图 1(a)中，A 有 3 个

结构洞 BC、BD 和 CD (如虚线所示)，因为 B、C 和 D 之间没有连接，只有 A 同时与它们接触。与其他

三个人相比，A 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他居于人际网络的中心，最有可能接近网络中的所有资源，其他

三个人必须通过 A 来联系对方。在更复杂的关系网络中，Burt 认为，通过连接一组组分散的、不重复的

联结点，位于中心位置的结点者拥有更多的网络资源，并控制着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的资源流动，

从而使其更具有权力。因为这些资源并不是重复的，它们更有利于实现行动者的目标，因此占据或接近

更多的结构洞有助于行动的成功。另一方面，图 1(b)是一个封闭的网络，其中每个人获得的信息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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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等同和重复的，因此不存在结构洞。 
正是结构中的“洞”促进了群体的流动以及信息和资源的获得，体现了结构洞的位置优势，即将不

同群体的意见和行为进行合成，能够促进创新思维的产生，获取更多的竞争优势[1] [2]。但是如果我们想

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优势，它主要取决于信息网络中传递的内容，也就是说，网络中是否存在非冗余的

信息或知识。如果联系人之间的信息或知识流动非常的相似，那么这个网络中的结构洞的效用都将变得

毫无价值[3]。 

2.2. 结构洞的分类 

在 Burt 提出结构洞的概念后，他又提出了局部结构洞和次级结构洞的分类[1] [4]。基于该理论，Regans
和 McEvily (2003)也将结构洞类型进行了细分，并提出了相对于局部结构洞的全局结构洞这一分类。两位

学者认为这种分类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结构抽象分类。Shipilov 和 Li (2012)两位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了另外一

种具体分类，即虚拟结构洞，它主要基于聚焦企业联系人(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但是由于在技术和其他

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双方实际上无意进一步增强彼此的关系强度，因而导致此时双方之间的连接并没有

真正实现其作用和价值[5]。孙笑明等(2014)在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严格界定了结构洞的基础概

念及具体类别，归纳了国内外学者对结构洞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联研究，并着重分析了动态结构洞研

究的方向及意义，并针对当前学界在这一领域存在的争论与不足之处，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6]。 

2.3. 结构洞的作用 

结构洞在社会网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结构洞的存在可以带来一些重要的优势和作用： 
1) 结构洞使个体或组织获得多样化的信息来源。由于个体或组织与不同社交圈子中的人都有一定程

度的联系，他们可以获取到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信息，从而拥有更全面、多元的视野。 
2) 结构洞可以促进创新和创意的产生。当个体或组织处于不同社交圈子之间，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不

同的观点、想法和经验，从而激发创新思维，产生新的想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3) 结构洞可以提供更广泛的资源获取渠道。通过连接不同社交圈子中的人，个体或组织可以更容易

地获得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资源、技术等。这有助于提高效率和竞争力。 
4) 结构洞可以增加个体或组织的影响力。当个体或组织处于不同社交圈子之间，他们可以将信息、

资源和想法传递给不同的群体，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 

3. 结构洞相关研究 

结构洞理论的创始人 Burt 的研究涉及到广泛的领域，包括调节因子(1997) [7]、个体特征与结构洞的

交互作用(1998) [8]、结构洞与产业绩效(2008) [9]、虚拟世界中的结构洞与不同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2012) 
[10]、网络不稳定性与结构洞(2013) [11]。在 Burt 的研究基础上，后来的学者进一步丰富了对结构洞的研

究。例如 Gargiulo (2000)考察了结构洞对管理灵活性的影响[12]；Rodan 等(2004)探讨了结构洞对管理绩

效的作用机制[13]；Fleming (2007)探究了结构洞如何影响知识整合[14]；Shipilov (2009)研究了结构洞对

企业绩效的影响[15]；Paruchuri (2010)研究了结构洞对网络中心位置对组织创新活动影响的调节作用[16]。 
在中国情境下，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开展了关于结构洞的研究。章丹和胡祖光(2013)从信任的角度考察

了结构洞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17]；杜杨沁和霍有光(2013)以新浪十大政务微博为例，通过实证分析，

发现结构洞对稳定、广泛的政府信息传播具有积极的影响[18]；孙笑明(2013)以专利数据为基础，分析了

“结构洞”对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19]；郭秋萍、赵静等(2016)对情报学中的结构洞网络的优势和劣

势进行了研究[20]；夏立新、郑路等(2017)利用结构洞测度方法，对边缘用户的偏好进行了挖掘，构建了

面向边缘用户的推荐模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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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洞理论目前在商业经济、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学

者们对结构洞的研究也涉及广泛的领域，包括结构洞特点、作用以及结构洞对各行业的影响等。但对于

数字时代背景下，结构洞以及与其紧密联系的社交网络会有哪些变化的研究较为缺乏，而在理论应用过

程中需充分认识到当今时代背景下，结构洞受其影响产生的变化。 

4. 数字时代对结构洞的影响分析 

4.1. 数字时代的特点 

数字时代是指由信息技术和数字化的工具、平台和服务所驱动的时代。数字时代具有一些非常显著

的特点： 
1) 数字化：数字时代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数字化。数字技术使得信息、数据和媒体能够以数字形式存

储、传输和处理，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数字化转型。 
2) 巨大的数据量：随着人们在数字世界中产生的数据量急剧增加，数据成为数字时代的一种重要资

源。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使得这些数据可以被有效地利用和应用。 
3) 互联网和移动设备普及：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普及使得人们能够方便地访问信息和服务。这促进

了商业、娱乐、教育和社交等方面的创新和变革。 
4) 社交媒体的兴起：社交媒体成为数字时代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改变了人们之间的互动和信息传

播方式，也为个人和组织提供了新的营销和传播渠道。 
5) 全球化：数字时代促进了全球化，使得信息、货物和人员可以更快速、更便捷地流动。这加速了

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挑战了传统的国家和文化边界。 
6) 开放创新：数字时代促进了开放创新，让更多的个人和组织可以参与到创新过程中来。开放式的

技术、数据和平台使得创新能够更快速、更广泛地发生，并且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影响力。 

4.2. 数字时代对社会网络的改变 

数字时代的到来正深刻改变着社会网络结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 2023 年 8 月公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的网络用户规模已经达到 10.79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76.4% [22]。互

联网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多种社交方式，如邮件往来、语音通话、视频会议等。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不

再仅局限于线下场域，基于互联网这一线上场域展开的社会交往正逐渐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1) 扩大了社交范围 
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使得人们能够更广泛地扩展自己的社交圈子。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在线社区和即

时通讯工具，人们可以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建立联系和互动，无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2) 改变了社交方式 
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现在，人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和视频聊天等工具进行

虚拟社交，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交流。这种新的社交方式带来了更多的便利性和灵活性。 
3) 增加了信息获取渠道 
数字时代的社交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获取渠道。通过关注社交媒体上的专家、组织和机构，

人们可以获得各种领域的实时信息和知识，从而丰富了他们的视野和认知。 
4) 增强了协作和合作能力 
数字时代的社交网络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合作和协作机会。通过在线协作平台和团队沟通工具，人

们可以跨地域、跨组织进行合作和交流，促进了知识共享和创新。 
5) 对个人品牌建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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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交媒体和个人博客等平台，个人可以展示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个人特色，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

这对于个人的职业发展和社交影响力有着重要的影响。 
6) 潜在的负面影响 
数字时代的社交网络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信息过载、隐私问题、网络欺凌等。人们需要有

意识地管理和保护自己在社交网络中的参与和信息分享。 
总之，数字时代对社会网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扩大了社交范围、改变了社交方式、增加了信息获

取渠道、增强了协作和合作能力，同时也对个人品牌建设产生了影响。人们需要适应和利用数字时代的

社交网络，以获得更多的机遇和优势，并注意处理其中的潜在风险和挑战。 

4.3. 数字时代对结构洞形成和演化的影响 

结构洞理论的中心命题是个体或者群体的经济行动是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如果个体能够成功地运

用非冗余的社会关系网络，那么个体的生活机遇将得到较大改善。数字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扩

大了社交范围，影响了社交网络，因而对结构洞的形成与演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1) 扩大了结构洞的范围 
数字时代的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将人们连接在一起，扩大了结构洞的范围。通过在线社交平台，人

们可以与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人建立联系和互动，从而扩展了他们的社交网络，并有机会接触到新的

信息和资源。 
2) 加快了结构洞的形成速度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更快速地建立和拓展社交网络。通过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人们

可以实时地与他人进行交流和互动，从而更快速地形成结构洞。 
3) 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资源 
数字时代的社交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通过关注专家、组织和机构的社交媒体账号，

人们可以获取到各种领域的实时信息和知识，从而有机会接触到新的想法和机遇。 
4) 促进了知识共享和协作 
数字时代的社交网络为知识的共享和协作创造了更多机会。人们可以通过在线协作平台和团队沟通

工具，跨地域、跨组织进行合作和交流，从而获得来自不同结构洞的知识和资源。 
5) 增加了结构洞的隐私和安全问题 
数字时代的社交网络也带来了一些隐私和安全问题。人们需要注意自己在社交网络中的信息分享和

隐私保护，避免被滥用和侵犯。 
总之，数字时代对结构洞的形成和演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扩大了结构洞的范围、加快了形成速度、

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资源并促进了知识共享和协作。然而，人们也需要注意处理隐私和安全问题，以保护

自己在数字时代社交网络中的利益和权益。 

5. 结论 

数字化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社会交往的实践场域，深刻的改变了社交网络结构，线上社交逐渐渗透到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结构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社交媒体平台如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微博、微信、抖音、小红书等的普及，使得人们可

以非常方便地与各种不同背景的人进行社交互动。这为结构洞的形成和扩展提供了更多机会。通过社交

媒体，人们可以轻松地连接到不同的社交圈子，获取更广泛的信息、拓展社交网络。 
数字时代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建立并参与各种虚拟社群，如在线论坛、兴趣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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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网络等。这些虚拟社群提供了一个跨越地域和时间限制的平台，使得人们可以与来自不同地方甚至

不同国家的人进行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拓展了结构洞的范围。 
数字化时代的大数据技术为结构洞的发现和分析提供了新的手段。通过对海量的数据进行挖掘和分

析，可以揭示出不同社交圈子之间的联系和关联，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结构洞的形成和演化规律，从而

更有针对性地发掘结构洞的潜力和价值。 
总之，数字时代为结构洞的形成和拓展提供了更多机会和便利，使得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地跨越不同

社交圈子，获取更广泛的信息、资源和社交机会，但同时也可能削弱个体或组织的结构洞位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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