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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揭示社区信息生态环境下用户分享行为的动机和影响因素，从而为优化社区信息管理和提升

用户参与度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smartpls4.0软件对

262份问卷数据进行了处理和分析。研究发现，信息质量、社区氛围等因素是影响开放式创新社区信息

分享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不仅丰富了信息生态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社区的相关研究，也为社区管理者提

供了有针对性的建议，有助于优化社区信息环境，提升用户的信息分享意愿和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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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motiv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sers’ sharing behaviours un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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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information ecosystem,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op-
timizing communi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enhancing user participation. Using a combi-
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262 pieces of data were processed and 
analyze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using smartpls4.0 software. It was found that factors 
such as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community atmosphere ar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informa-
tion sharing behaviour in open innovation communities. It not only enriches the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open innovation communities, but also provides targeted sug-
gestions for community managers, which can help optimize the community information environ-
ment and enhance users’ willingness and activity in information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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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开放式创新社区[1]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网络平台汇聚了企业、研究机构、政府等多

元创新主体，共同分享知识、资源和经验，以实现创新的协同与共赢。这一概念自 Henry Chesbroug [2] 2003
年提出以来，已经历了 21 年的发展，并在 2023 浦江创新论坛上再次得到强调。开放式创新社区不仅促

进了创新的多元化、跨界化和网络化，还显著提高了创新的效率和质量，对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进步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尽管开放式创新社区具有诸多优势，但其中的信息分享行为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和

挑战，亟待深入研究。 
信息分享行为在开放式创新社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知识共享的核心基石，开放式社区

为多元化的创新主体搭建了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像华为的花粉俱乐部，小米的 MIUI 论坛等不仅推动

了知识的广泛传播，还促进了其在实践中的深入应用。知识共享作为开放式社区的核心和动力，为社区

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价值，激发了创新活力。因此，研究开放式创新社区中的信息分享行为，对于深入

理解其运作机制、优化社区功能及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现在有许多如社会网络、信息感知以及自我效能等影响因素，均可能深刻影响用户在开放式创新社

区中的信息分享行为。尽管已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些因素的作用，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与局限，

需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完善。为此，从信息生态视角出发，深入分析开放式创新社区中信息分享行为的内

在机制，对于解决现有问题、推动研究深入具有重要意义。信息生态理论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为探究开放式创新社区中信息分享行为提供了更加全面和综合性的理解。 
综上所述，本研究聚焦于开放式创新社区中的信息分享行为，以信息生态为视角，对其影响因素与

机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剖析。通过揭示开放式创新社区中信息分享行为的内在规律，为优化社区功能、

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信息生态概念[3]自 1997 年自 Davenport 引入信息学界以来，经过学界多年的深入研究与探讨，已逐

步凝聚共识。早期研究普遍认为信息生态由信息、信息人以及信息环境三个核心要素构成，即“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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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4]。然而，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崛起，信息生态理论亦随之不断演进。学界逐

渐认识到信息技术在信息生态中的关键性角色，进而提出了包含信息、信息人、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在

内的“四要素说”[5]。这一理论框架的扩展不仅凸显了信息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也进一步揭示

了信息技术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信息生态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明均仁等人(2019) [6]针对社会化媒

体的信息生态系统进行了详尽的要素及结构分析，为社交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苏婉等人

(2018) [7]则聚焦于O2O平台自媒体双元信息生态系统的构建，为O2O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此外，陈乐琴等(2023) [8]基于信息生态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对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网络招募平台的使用

意愿进行了深入研究。李耕华等(2023) [9]从高校图书馆智慧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的角度，探讨了信息生态

理论的实际应用。 
用户行为在信息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和作用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刘春明等(2019) [10]对电商平

台中绿色农产品的消费者信息采纳行为进行了系统研究，深入剖析了其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冯献等

(2022) [11]则基于信息生态视角，深入剖析了乡村居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 
自 2007 年以来，信息生态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其应用领域不断拓宽。从电子政务、图书馆

管理到网络舆情、大数据治理等多个领域，信息生态理论均展现出了其强大的影响力和实用价值。这些

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信息生态理论的理解，也为其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回顾以往研究，尽管已有学者对多种情境下的信息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回顾与分析，但关于开放式

创新社区分享行为影响因素的探究仍显不足。大部分文献集中于某一视角下或某一理论的研究，缺乏整

体性、关联性的综合研究。所选择的不同维度之间大多相互独立，综合性的探究较少。因此，本文以信

息生态为切入点，利用生态学的观点和理论来研究信息的方法，强调信息的多样性、动态性、相互作用

性和进化性，以及信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价值。通过综合分析开放性创新社区的信息分享行为影响因

素，旨在填补前人研究不足，为开放式创新社区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3. 研究假设 

3.1. 信息维度 

Sussman 和 Siegal (2003) [12]提出的信息采纳模型指出，用户在评估评论有用性的过程中，实质上是

对信息是否采纳的决策过程。该模型强调用户在决定是否采纳某条信息时，会综合考虑信息源的可信度

和信息质量这两个关键因素。通过对这两方面的权衡，用户会判断信息是否对个人有价值，进而决定是

否采纳并据此改变态度或行为[13]。此外，研究还发现信息的内容、质量和来源会显著影响用户的参与行

为[14]。武晓立(2022) [15]的研究表明，健康信息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是促进用户分享的重要因素。因此，

提出假设： 
H1：信息质量对用户信息分享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2：信源可信度对用户信息分享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3.2. 信息人纬度 

使用与满足理论着眼于受传者角度，通过剖析他们接触媒介的动机以及这些接触如何满足其需求，

进而探究大众传播在心理和行为层面产生的效用。学者们在不同的使用场景和条件下，对需求进行了多

样化的分类。黄伟鑫等人(2024) [16]研究了平台特征对跨社交媒体用户生成内容(UGC)信息分享行为的影

响，发现平台的社交属性、内容质量和用户满意度等因素显著影响信息分享行为。本研究认为，使用与

满足理论框架下的用户参与动机包括社会满足(如人际交往的满足)和个人满足。据此，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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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个人满足对用户信息分享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4：人际交往对用户信息分享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3.3. 信息技术纬度 

技术接受与利用整合模型(简称 UTAUT 模型)是 Venkatesh 等学者于 2003 年综合多个技术接受理论

与模型后所提出的综合性框架。黄伟鑫等(2024) [16]研究了平台特征对跨社交媒体 UGC 信息分享行为的

影响。他们发现，平台的可信度、互动性和便利性对信息分享行为有显著影响。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5：技术支持对用户信息分享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刘雅琦和王玲玉(2022) [17]从社会隐私计算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了影响个体信息分享行为的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个体的隐私意识以及社交网络中的隐私保护机制均对信息分享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因此，提出假设： 
H6：技术安全对用户信息分享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3.4. 信息环境纬度 

晏婉暄等(2021) [18]采用 fsQCA 与多元回归的双重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偶遇信息分享行为的影响

因素组态路径。研究发现，情境因素、个体因素和社交因素共同作用于信息分享行为，形成复杂的影响

机制。因此，提出假设： 
H7：主观规范对用户信息分享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在信息生态系统中，信息人扮演着核心角色。因此信息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信息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熊励等(2021) [19]探讨突发事件网络信息分享行为，认为网民的分享态度是信息分享

行为的影响因素；霍艳花(2019) [20]通过研究微信用户的信息分享行为，得出用户信息分享行为是通过信

息分享意愿而产生的结论。因此，提出假设： 
H8：分享意愿对用户信息分享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从信息生态视角，构建了如图 1 所示的模型路径图。 
 

 
Figure 1. Model path diagram 
图 1. 模型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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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结果 

4.1. 数据分析 

鉴于网络调查已成为收集学术研究数据的有效手段，本研究的实证数据通过专业在线调查机构问卷

星(http://www.wjx.cn)收集。在分发的问卷中，收集了 262 份可用问卷并用于后续分析。对于小样本的影

响因素探究，通过调查文献发现，偏最小二乘法(PLS)适用于识别结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能够同时

检查测量项目和结构模型。适用于处理异常数据分布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此外，它还具有分析复杂预测

模型的优势，因此使用 PLS 方法来测试研究模型。将实验作为一种结构方程建模进行检验。模型采用

smartpls4.0 进行运算并检验。 

4.2. 假设检验 

从作答者的分布来看，全日制学生占此次问卷调查的大多数，被调查者的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 18~25
岁，本专科学历的作答者居多，占总作答者的 56.76%。同时对问卷的信度进行分析，发现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24，总样本的 KMO 值为 0.982，p 值小于 0.01，且因子载荷均大于 0.7，提取平方和载入均大

于 60%，如表 1 所示，表明本文研究数据适合提取信息，通过效度检验。问卷数据是可信的。 
 

Table 1. Summary of reliability and convergent validity analyses 
表 1. 信度和收敛效度分析汇总表 

 Cronbach’s  
alpha 

Composite  
reliability (rho_a) 

Composite  
reliability (rho_c)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个人满足 0.854 0.855 0.911 0.774 

人际交往 0.796 0.798 0.907 0.83 

使用意愿 0.729 0.731 0.88 0.786 

信息质量 0.816 0.818 0.891 0.731 

信源可信度 0.746 0.761 0.887 0.796 

分享行为 0.828 0.828 0.897 0.744 

技术安全 0.755 0.755 0.891 0.803 

技术支持 0.816 0.818 0.891 0.731 

主观规范 0.786 0.788 0.875 0.7 
 
对样本回归直线与样本观测值之间拟合程度的检验用 R2 (可决系数)来进行。可决系数的取值范围是：

[0, 1]，越接近 1，说明拟合优度越高。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使用意愿和分享行为均大于 0.6，拟合优度

表示较好，因果变量之间的关系成立。 
 

Table 2. Model fit test table 
表 2. 模型拟合度检验表 

 R2 调整后 R2 

分享意愿 0.744 0.739 

分享行为 0.774 0.771 

4.3. 结果讨论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借助技术接受模型，使用与满足理论从多层面探讨开放式创新社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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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因素，以信息生态理论为依据考察了各维度信息分享意愿之间的关系，证明了正向效应，验证了

之前的研究假设。 
使用偏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路径系数结果如表 3 所示，发现信息质量对信息分享行为产生

显著影响，验证了技术安全对使用意愿产生影响，但是影响较小。个人满足、人际交往、技术支持和主

观规范对于使用意愿的正向假设成立。分享意愿和信源可信度对于分享行为的正向假设也成立。在路径

系数中，有结果显著，但影响不明显，可能是由于设置的指标没有得到用户广泛的认可，或者是由于样

本较少导致结果不显著。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和讨论。 
 

Table 3. Table of model path coefficients 
表 3. 模型路径系数表 

路径 路径系数 

个人满足 -> 分享意愿 0.207 

人际交往 -> 分享意愿 0.248 

分享意愿 -> 分享行为 0.298 

信息质量 -> 分享行为 0.365 

信源可信度 -> 分享行为 0.289 

技术安全 -> 分享意愿 0.095 

技术支持 -> 分享意愿 0.159 

社会规范 -> 分享意愿 0.228 

5. 对策和建议 

经过深入研究，本文从信息生态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了开放式创新社区中信息分享行为的关键影响

因素，包括信息内容、信息人、信息环境以及信息技术等维度。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信息分享行为的复

杂生态体系，对于提升社区运行效率和创新绩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优化开放式创新社区中的

信息分享行为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强化信息质量管理、优化信息平台设计、加强社区氛围建设、

建立激励机制以及注重用户隐私安全等。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提升用户的信息分享意愿和行

为，推动开放式创新社区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5.1. 强化信息质量管理 

信息的质量是用户进行分享行为的基础，因此，平台应建立严格的信息审核机制，确保分享的信息

真实、准确、有价值。同时，平台还应加强对信息内容的监管，防止虚假、误导性信息的传播。比如提

供更加完善用户反馈机制，让用户提出对于信息的评价和筛选以及提升建议，增强用户的主体性和积极

性。通过提升信息质量，可以增强用户对平台的信任度，进而促进信息分享行为的发生。 

5.2. 优化信息平台设计 

社区的设计应充分考虑用户体验，简化信息分享流程，降低分享门槛。比如设计简洁明了的用户界

面，降低用户分享信息的操作难度，提高用户体验；引入个性化推荐算法，根据用户的兴趣和需求，精

准推送相关信息，提高用户的信息获取效率。此外，社区还可以提供丰富的互动功能，如特色点赞，虚

拟礼物赠送等，鼓励用户积极参与信息分享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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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加强社区氛围建设 

积极健康的社区氛围有助于激发用户的信息分享意愿。社区可以通过举办线上活动、建立用户交流

群等方式，增强用户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充分调动用户的积极性，让用户在社区中担任职务，负责维护

社区的管理和秩序。社区还应倡导诚信、尊重、合作的社区文化，主动过滤违规信息和不友善信息，营

造良好的信息分享环境。 

5.4. 建立激励机制 

为了有效激励用户积极参与信息分享活动，社区可实施积分和勋章等奖励制度。对于在社区中贡献

高质量信息的用户，将授予相应的物质奖励。表现突出者可以获得与企业或其他机构交流合作的机会，

实现信息共享的价值转化。这样的制度可以激发用户的分享积极性，进而推动信息在社区内部的流动与

共享，从而营造更为活跃和友善的信息交流环境。 

5.5. 注重用户隐私安全 

社区应定期进行问卷调查或者访谈调查来收集和分析用户数据，了解用户的行为和需求，以便及时

调整安全策略，加强安全技术提升。制定严格的隐私保护政策，明确告知用户信息收集、使用和保护的

规则，保障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社区还应积极听取用户的反馈和建议，不断改进和完善有关信息安

全功能，提升用户体验。 

6. 结论 

综上所述，研究不仅丰富了开放式创新和信息分享行为的理论体系，还为优化开放式创新社区的信

息生态、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一定的对策和建议。然而，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比如样本数量的表征

性问题以及问卷设置的权威性和代表性问题。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更多可能的影响因素和变量，引入

更多具有适应性的理论，以更全面地揭示信息分享行为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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