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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交网络用户行为是用户在对自身需求、社会影响和社交网络技术进行综合评估基

础上做出的使用社交网络服务的意愿，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使用活动的总和，是在线社交网

络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线社交网络用户行为的研究对揭示在线社交网络结构的演化规律、信

息传播规律以及有效监控网络突发舆情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文章介绍了在

线社交网络用户行为的研究背景，着重总结了当前在线社交网络用户行为的主要研究成果。

在线社交网络用户行为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 3方面：用户采纳与忠诚、用户个体使用行为

和用户群体互动行为。用户采纳与忠诚的研究解释了用户为什么使用社交网络，用户个体使

用行为的研究揭示了用户如何使用社交网络，用户群体互动行为的研究揭示了用户之间的互

动机理。最后，展望了在线社交网络用户行为在用户行为一致性、用户间行为的相互影响、监

管政策与用户行为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专业性社交网络、移动社交网络等方面的研究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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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社交网络用户行为研究
现状与展望*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智能终端

的日益普及，在线社交网络（Online Social Net-

works, OSN）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传播信息、

交友和娱乐等的重要渠道，以及计算机科学、管理

科学、心理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前沿

研究领域。由于在线社交网络结构的复杂性、群

体的大规模性以及信息产生的海量性、快速性、难

以追溯等特点，在线社交网络的用户采纳与使用、

内容创建、群体互动与信息传播等行为所产生的

效用，深刻影响着国家信息安全、政治、经济和社

会的稳定、组织的管理模式以及人们的日常工作

和生活。例如，约翰·亚苏尔（Johan Bollen）等通过

分析Tweets内容中的情感，发现在线社交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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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创建、传播与证券市场波动、期货商

品价格以及社会重大事件之间有着紧密的

联系[1]；惠普实验室的西塔拉姆·博伦（Sitar-

am Asur）通过分析Twitter 数据，成功地预测

出了电影的票房[2]。桑德拉（Sandra）等人[3]

基于社交网络大数据研究了抗议招募的动

态变化规律，并揭示出其对政治走向的影

响。在我国，近年来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

蓬勃发展，为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有效提

高业余生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

认这些平台也为少数不法分子提供了机会，

欺诈、造谣、恶意中伤等不良行为在社交网

络平台上时常出现，对我国的经济、社会、政

治安全带来了危害，对个人生活和企业组织

造成了困扰。例如，网络红人“秦火火”、“立

二拆四”等人为吸引眼球，杜撰各种耸人听

闻的“内幕消息”，对正常的社交网络环境造

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网络造谣公司“水军

十万”拥有312个“大V”，粉丝累积达2.2亿，

通过社交网络造谣炒作，对正常社会秩序构

成严重危害。因此，在线社交网络用户行为

的研究近年来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例

如，美国等西方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追踪社交网络上的用户行为轨迹进行反

恐，美国《科学》杂志也发表了多篇论文解释

社交网络中用户的互动行为及其相互影响

关系、社交网络的隐私行为特征和动机、社

交网络用户行为的预测等[4-6]；我国学者在国

家科技部门的支持下也开展了积极的探索，

例如 2013 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计划）项目资助了“社交网络分析与

网络信息传播的基础研究”，由方滨兴院士

领导的研究团队围绕“在线社交网络的结构

建模与演化机理”、“在线社交网络群体形成

与互动规律”、“在线社交网络信息表示与传

播规律”三大科学问题开展了系统的研究，

在社交网络用户行为方面，围绕社交网络个

体行为特征、群体行为特征以及个体与群体

情感演化等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特

别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行为动机、行为特

点、互动模式等已经并有可能继续产生一批

有价值的成果[7]。

研究在线社交网络用户行为动机，准确

把握社交网络用户行为规律，有助于对网络

事件的分析、引导和监控，对规范社交网络

的管理，保障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进一步研究社交网络

上的信息传播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社交网络用户行为是用户在对自身需求、社

会影响和社交网络技术进行综合评估的基

础上做出的使用社交网络服务的意愿，以及

由此引起的各种使用活动的总和，是在线社

交网络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交网络用户行

为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思路展开：一是将在

线社交网络作为一种特定的信息技术，利用

技术接受模型、计划行为理论、期望确认理

论、心流体验理论等，研究人口统计变量、人

格特质、情感因素、认知因素、动机因素和社

会环境、物理环境、技术环境等对在线社交

网络用户的采纳行为、拒绝行为和持续使用

行为的影响 [8-11]；二是将在线社交网络视为

提供各种服务和应用的平台，利用统计学方

法、计量经济学方法、排队理论等，围绕自我

呈现、微博发布、搜索、浏览、评论等用户个

体使用行为以及关系建立、内容选择等用户

群体互动行为等，研究用户使用社交网络服

务和应用所表现出的特征与规律[12-16]。

本文将从在线社交网络的用户采纳与

持续使用行为、用户个体使用行为、用户群

体互动行为 3 方面对社交网络用户行为的

影响因素、行为特征和一般行为规律等进行

系统综述，最后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2 在线社交网络的用户采纳与持续使

用行为

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学者们通常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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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视 角 将 信 息 系 统 用 户 行 为 分 为 采 纳 前

（Pre-adoption）和采纳后（Post-adoption）分别加以

探讨。前者关注潜在用户对特定信息系统的采纳

与接受行为，后者则关注用户对特定信息系统的

持续使用行为。基于此，本节对OSN这种享乐性

信息系统的用户采纳和持续使用行为相关研究进

行综述。

2.1 在线社交网络的用户采纳行为

OSN用户采纳行为是指用户在亲身试用基础

上和（或）在外在环境的影响下对OSN的正式接受

和使用。根据罗杰斯（Rogers）1962年提出的创新

扩散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交媒体（或网络服

务）的OSN，在上市初期的用户采纳情况对其未来

的市场扩散至关重要。因此，研究OSN用户采纳

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

社会心理学之父勒温（Lewin）1936年提出的场论

（Field Theory）和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Ban-

dura）1986 年提出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

tive Theory, SCT），个体自身内在因素（P）和所处

外在环境因素（E）均对个体行为（B）有影响。据

此，目前有关OSN用户采纳行为的研究可大致分

为如下3类：一是内因主导论，侧重于探讨心理动

力因素（动机）、心理过程因素（认知、情感/态度）

和心理特征因素（人格）等内因对OSN用户采纳意

愿或实际采纳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的理论基础

分别为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U&G）、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

tance Model, TAM）和大五人格模型（Big Five

Model）；二是外因中心论，侧重于探讨外在社会性

因素对OSN采纳行为的影响作用，理论基础主要

有社会影响理论（Social Influence Theory）和网络

外部性理论（Network Externality）；三是内外因综

合作用论，即同时考虑内外部因素对OSN采纳行

为的影响作用，主要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anned Behavior, TPB）。

（1）基于 U&G 的 OSN 用户采纳行为动机研

究。源于传播学的U&G理论站在受众立场上分

析其媒介使用动机，认为受众的媒介选择取决于

能从使用该媒介中获得哪些满足。基于该理论，

学者们研究了用户采纳 OSN 的主要动机 [8,9,17,18]。

虽然基于U&G理论的不同研究所归纳的用户采

纳OSN的具体动机在数量和名称上各不相同，但

是总体上这些动机可分为3类：社会性动机（如维

护旧关系、发展新关系）、信息性动机（如信息分

享、信息获取）和娱乐性动机（如社交游戏）等。

（2）基于TAM的OSN用户采纳行为研究。戴

维斯·弗雷德（Davis Fred）的TAM认为用户对一项

新技术的采纳意愿或实际使用行为主要受用户的

认知性因素（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和情感性

因素（使用态度）的影响[19]。目前TAM已经被广泛

应用于探讨在线社交网络的用户采纳行为 [20,21]。

同时，研究者还常常将诸如感知愉悦（趣味）性

（Perceived Enjoyment/Playfulness）和 心 流 体 验

（Flow Experience）等反映用户内在情感体验的因

素整合进TAM中，以进一步提高模型解释力。总

体上，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愉悦（趣味）

性对OSN采纳意愿或实际使用行为的正向影响得

到了绝大部分研究的证实。

（3）基于大五人格模型的 OSN 用户采纳行为

研究。大五人格模型也称人格的五因素模型（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FFM），被认为人

格研究领域最有用的分类法和最具综合性及简约

性的模型。该模型认为外向性、随和性、尽责性、

情绪稳定性和经验开放性等 5个基本维度可以很

好地刻画个体的人格特点。目前，已有少量学者

基于大五人格模型探讨了大五人格维度对OSN用

户采纳行为的影响，发现高外向性和低尽责性的

人更可能采用OSN[22]。

（4）基于社会影响理论的 OSN 用户采纳行为

研究。社会影响理论认为，人的行为会受到社会

环境因素的影响。从影响过程角度来看，社会影

响可分为顺从、内化和认同3类；从影响类型来看，

社会影响可分为信息性影响和规范性影响两类。

已有学者基于社会影响理论研究了社会性因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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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N用户采纳行为意愿的影响作用[18,23]。克

里斯蒂·张（Christy Cheung）[18,23]从社会影响

过程视角探讨了主观规范、群体规范和社会

认同（分别代表顺从、内化和认同过程）对

OSN使用意愿的影响。

（5）基于网络外部性理论的 OSN 用户

采纳行为研究。网络外部性是指当消费同

样产品的其他使用者数量增加时，单个使用

者从消费该产品中获得的效用会随之增

加。网络外部性本质上是一种“正的消费外

部性”，它是需求方规模经济的源泉。在

OSN 用户采纳行为研究中，一些学者基于

该理论探讨了OSN用户数量对其他用户的

OSN采纳意愿或行为的影响作用[24]。这类

研究一般以诸如网络外部性、临界多数

（Critical Mass）和感知流行性等变量来反映

OSN 用户数量的影响。总体上，研究证实

了用户数量对OSN采纳意愿或行为的积极

影响。

（6）基于 TPB 的 OSN 用户采纳行为研

究。艾齐森（Icek Ajzen）提出的 TPB 认为，

个体的行为受行为意愿的直接驱动，而行为

意愿又受个体对行为的态度、感知行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和主观

规范（Subjective Norm, SN）的影响 [25]。其

中，感知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对自己具备从事

该行为的资源和能力的信念，用以反映个体

的能力因素；主观规范则是指个体感受到的

他人认为自己是否应该从事该行为的重要

程度，用以反映外部的社会影响。目前，

TPB也已被一些学者用于解释OSN的用户

采纳行为[26,27]。总体而言，绝大部分研究证

实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这两个内因和主观

（群体）规范这一外因对OSN用户采纳行为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2.2 在线社交网络的用户持续使用行为

OSN用户持续使用行为是指用户在较

长一段时间内对 OSN 保持一定频率的使

用，它是 OSN 用户忠诚的主要表现形式。

对于 OSN 运营商而言，被用户采纳只是迈

向成功的第一步，只有大量用户的持续使用

才是决定成功的关键。因此，OSN 用户持

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在最近几年倍

受重视。根据研究者所关注的影响因素不

同，这类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 3 类：一

是内因主导论，侧重于揭示用户自身的认知

性因素、情感体验性因素、需求满足因素等

对OSN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或行为的影响作

用，主要运用期望确认模型（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Model, ECM）、感知价值理论

（Perceived Values Theory）、心流体验理论

（Flow Theory）和使用与满足理论（U&G）；

二是外因中心论，侧重于揭示外部社会性因

素和技术性因素对OSN用户持续使用意愿

或行为的影响作用，理论基础主要有网络外

部性理论、社会影响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信

息系统成功模型（IS Success Theory）和创新

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ory）

等；三是内外因综合作用论，同时考查用户

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对持续使用意愿

或行为的影响作用，主要以理性行动理论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和计划行

为理论（TPB）为理论基础。总体而言，内因

主导论是目前OSN用户持续使用行为研究

的主流，成果较多，而其他两类成果则相对

较少。下面介绍内因主导论的相关成果。

（1）基于 ECM 的 OSN 用户持续使用行

为研究。爱农·巴塔齐（Anol Bhattacherjee）

2001年提出的ECM认为，用户的信息系统

持续使用意愿取决于使用后的感知有用性

和满意度，而这两者又受用户使用后的期望

确认度（Expectation Confirmation）影响 [28]。

鉴于该模型在解释信息系统持续使用方面

的有效性已被大量研究证实，因此许多学者

在线社交网络用户行为研究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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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用于 OSN 用户持续使用行为的研究中 [29-31]。

但是，由于ECM本身只揭示了2个认知因素（期望

确认度和感知有用性）和一个态度因素（满意度）

对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而OSN用户持续使用

行为的研究者常在 ECM 中增加诸如感知转换成

本[32]、感知愉悦（趣味）性[29,32]等认知性或情感性因

素，以进一步增强模型解释力。

（2）基于感知价值理论的 OSN 用户持续使用

行为研究。感知价值是顾客在综合权衡感知利得

（Perceived Benefits）与感知利失（Perceived Sacri-

fices）基础上形成的对产品或服务效用的主观判

断。大量研究表明，感知价值不仅可以通过影响

顾客满意度继而影响顾客忠诚度，且能直接影响

顾客忠诚度。基于此，一些学者着重探讨了OSN

用户的感知价值对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作用 [33]。

总体上，这些研究证实了OSN用户的感知价值（如

功利性价值和享乐性价值）显著影响其持续使用

的意愿。

（3）基于心流体验理论的 OSN 用户持续使用

行为研究。米海伊·契克森米哈（Mihaly Csik-

szentmihalyi）于 1975 年提出的心流体验理论认

为，心流体验（又译沉浸体验、流体验和流畅体验

等）是人们在完全投入一项活动之中时所感受到

的一种以注意力高度聚焦、行动与意识融合、丧失

自我意识和时间感扭曲等为基本特征的内在愉悦

体验 [34]。它是一种自为目的性的体验（Autotelic

Experience），即人们在活动中获得的心流体验会

成为活动本身的目的，从而对活动产生内在激

励。鉴于此，有些研究者把心流体验作为影响

OSN 用户满意度或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之

一，加入基于ECM等其他理论所构建的研究模型

中[10,35]。总体上，研究表明OSN用户在使用过程中

获得的心流体验的确对其持续使用意愿有积极的

影响。

（4）基于U&G理论的OSN用户持续使用行为

研究。如前所述，U&G理论主要被用于研究行为

者的行为动机或获得的需要满足。在OSN用户持

续使用行为研究中，一些学者基于该理论总结了

用户使用OSN获得的需要满足（如社交需要的满

足、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继而将这些满足作为

影响持续使用行为的因素纳入到基于其他理论所

构建的模型之中加以验证[10,11,28,36]。

（5）基于其他理论的 OSN 用户持续使用行为

研究。除上述理论外，还有学者在研究中采用了

其他一些理论来探讨社会性因素或者技术性因素

对用户持续使用OSN的影响。其中，有学者基于

网络外部性理论检验了网络规模（Network Size）

和感知互补性（Perceived Complementarity）等变量

对OSN持续使用意愿的直接或间接影响[35,37,38]；有

学者基于社会影响理论探讨了社会影响过程（顺

从、内化和认同）和社会影响类型（信息性影响和

规范性影响）对OSN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作用[39]；

有学者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检验了社会资本的不同

类型（桥接社会资本和连带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本

的不同构成要素（社会交互连带、信任和共享价

值）对OSN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29,40]。此外，还有

学者基于信息系统成功模型探讨了信息质量、系

统质量等因素对OSN持续使用意愿的间接影响机

制 [35]；也有学者基于创新扩散理论检验了系统的

复杂性、相对优势、兼容性等因素如何通过满意度

影响OSN持续使用意愿[36]；最后，还有部分学者基

于理性行动理论或计划行为理论综合分析了用户

的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等内因以及主观规范等外

因对用户持续使用OSN意愿的影响[36,41,42]。

3 在线社交网络的用户个体使用行为

当前有关用户个体使用行为的研究包罗万

象，为了更好地叙述已有的研究进展，本文按照一

般使用行为、内容创建行为及内容消费行为为主

线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一般使用行为指用户在

社交网络上不涉及具体文本内容的基本活动集

合，例如用户在线时长规律等；内容创建行为（Us-

er-Generated Content,UGC）指用户积极参与到在

线社交网络中，成为信息的制作者、发布者和传播

者；内容消费行为指用户通过主动或被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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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他人创建的内容，以满足娱乐、学习等

需求。

3.1 一般使用行为

随着论坛、博客、微博等在线社交网络

应用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在线社交行为越来

越多地展现出不同以往的内容和形式，在一

般使用行为研究上也表现出不同的研究方

式和研究内容。

（1）一般使用行为的研究方式。一般使

用行为的研究方式主要分为基于调查访谈

的方式和基于社交网络行为数据的方式展

开。基于调查或者访谈的研究方式是通过

对社交网络的参与者进行调查、访谈研究社

交网络的使用行为，一般涉及的数据量较

少。例如特雷西·赖安（Ryan Tracii）等首次

通过访谈分析了 1 324 个用户的 Facebook

使用行为，指出外向型以及神经质用户会更

加频繁地使用社交网络，并且会在社交网络

上花费更多的时间 [22] ；摩尔·凯利（Moore

Kelly）等分析了219名大学生在Facebook平

台上的一般行为规律，并指出越有经验的

Facebook用户越会在 Facebook上花费更多

时间、张贴更多的照片，但却更少地披露个

人信息 [43]。基于社交网络行为数据的研究

方式是抓取并分析用户在在线社交网络上

的大规模行为数据，研究用户在线社交网络

的行为规律。例如，贝内文托·法布里西奥

（Benevenuto Fabrício）等首次基于 Orkut、

Myspace、Hi5 和 LinkedIn 等著名社交网站

的用户点击流数据，系统分析了37 024名用

户访问社交网络的频率、访问活动类型及相

关活动的顺序等行为规律，并将分析出的

41项社交网络活动归为搜索、私信等8种类

型 [12]；高德·斯科特（Golder Scott）等人分析

了420万用户发布的3.62亿条日志信息，分

别以日和周为单位分析了大学生使用社交

网络的时间规律[44]；玛雅（Maia）等则分析了

146 万用户的一般行为模式，研究表明，相

对于用户个体特征，来自于交互的特征对于

用户聚类更加有效[45]。

（2）一般使用行为的研究内容。一般使

用行为的研究主要从用户活动和其在线时

间 2 个方面展开。用户活动视角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在线社交网络活动的类别以及活

动类别之间的转移规律，例如基于HTTP请

求的数量，贝内文托（Benevenuto）等得到了

4 种不同社交网络上最常用的 5 种活动 [12],

（表1）；时间视角[13,44]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用户

花费在社交网络上的时间规律，例如乔尔玛

蒂·拉斯洛（Gyarmati László）等通过分析

Bebo、MySpace、Netlog、Tagged 等社交网络

80 000个用户的行为发现，用户花费在社交

网络上的时间服从韦伯（Weibull）分布，而

用户在线会话的持续时间服从幂律分布[13]。

排名

1

2

3

4

5

Orkut

分类

个人资料

&朋友

照片

剪贴簿

社区

搜索

比例（%）

41

31

20

4

2

MySpace

分类

个人资料

&朋友

私信

照片

登录

社区

比例（%）

88

5

3

3

1

LinkedIn

分类

个人资料

&朋友

登录

私信

搜索

社区

比例（%）

51

42

4

2

<1

Hi5

分类

个人资料

&朋友

照片

评论

登录

私信

比例（%）

67

18

6

4

3

表1 不同社交网站主流活动类别比较

在线社交网络用户行为研究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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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内容创建行为

在线社交网络不仅是用户获取信息的重要渠

道，也是用户制作、发布、传播和分享信息的重要

渠道，用户创建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成为了社交网络平台最重要的信息源。因

此，研究并理解用户创建行为规律，对于相关组织

合理利用社交媒体以及设计制定有效的社交媒体

管理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有关用户创建内

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内容创建的动机、创建内容

的主题偏好以及内容创建的语言表述行为等 3个

方面。

（1）用户创建内容的动机。不同的用户由于

内在因素及外在环境的不同，会导致用户创建社

交网络内容的动机不同。施里弗·斯科特（Shriver

Scott）等人认为用户创建内容与用户的网络结构

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即用户创建内容受到用户

网络结构的影响[46]；图贝亚·奥利维尔（Toubia Ol-

ivier）等人指出用户创建内容受内在效用、印象相

关效用的影响，用户粉丝数量的增加既会刺激用

户创建内容，也会降低用户创建内容的积极性，这

取决于不同的创建动机。

（2）用户创建内容的主题偏好。主题选择偏

好既受到诸如年龄、受教育水平、人格特质等内在

因素的影响，又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外在

因素的影响。王怡嘉（Wang Yi-Chia）等人指出女

性更喜欢创建与个人、家庭有关的话题，而男性更

多讨论政治、体育等公众话题[47]；廖黎姿等人基于

改进的 LDA 模型研究了不同年龄段的用户与话

题偏好之间的关系，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不同年

龄特定的话题，如“青少年—学校”，“老年人—健

康”等，并据此预测社交网络用户的年龄 [48]；雅各

布·艾森斯坦（Jacob Eisenstein）[49]等人和洪亮劼[50]

等人将用户发表的微博内容与地理位置结合起

来，研究用户所处地域与创建内容的话题偏好之

间的关系；邱明辉等人研究表明，不同的用户针对

不同的话题会使用不同的互动方式，从而识别出

具有相似话题兴趣但行为模式不同的用户[51]。

（3）内容创建的语言表述行为。自从米蒂亚·
巴克（Mitja Back）等人研究发现用户创建内容能

够反映用户真实的人格特质[52]后，基于人格特质

的用户语言表述行为的内在机理研究得到越来越

多学者的关注。目前，有关人格特质与语言表述

行为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助已有的语言分析软件

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LIWC）[53]的封

闭词汇法 [54-58]。例如，雅科尼·塔尔（Yarkoni Tal）

等分析了博客用户发表的 10 万个单词与人格特

质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如尽责

型用户很少使用否定词[54]；邱林等人分析了142个

参与者在一个月内发表的所有微博，发现外向型

用户更喜欢使用正向情感词[55]等。但由于社交网

络用词的不规范性以及随意性，封闭词汇法已经

无法满足研究者的需求。近期，安德鲁·施瓦兹

（Andrew Schwartz）等人对开放词汇法进行了尝

试，借助75 000个用户的Facebook状态内容，基于

开放词汇法研究了7亿个单词和短语与用户性别、

年龄以及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59]，得到了一些有益

的结论。此外，米甲·科辛斯基（Michal Kosinski）

等指出，基于用户创建内容的表述行为，可以预测

用户的人格特质[60]；格雷戈里·帕克（Gregory Park）

等人则基于MyPersonality用户数据系统地研究了

用户人格特质的预测，并通过多个不同标准评估

了预测结果的有效性[61]。

3.3 内容消费行为

在线社交网络既是用户分享各类信息的场

所，也是用户关注、搜索、浏览、收藏等行为对信息

进行消费的场所，而用户的内容消费分为主动消

费和被动消费。本节分别从被动消费和主动消费

两个视角综述用户的内容浏览行为和信息获取行

为规律。

（1）被动式消费——浏览行为。贝内文托·法

布里西奥（Benevenuto Fabrício）等人通过分析Or-

kut 用户的点击流数据发现 92%的用户行为都是

浏览行为，如浏览他人的Profile页面、观看他人分

享的视频或者浏览他人的照片集 [12]；范·兹沃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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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Zwol）等人基于照片分享网站Flickr的

实际数据，从时间、社交以及地理等3个维度

上，通过分析用户的访问日志描述了用户浏

览行为的特点，回答了什么时候、为什么以

及用户在什么地方浏览等问题[15]。

（2）主动式消费——信息获取行为。利

用社交网络获取信息有2种典型方式：一种

是通过搜索社交网络的方式获取内容的行

为，另一种是在社交网站上利用状态信息发

布自己要提的问题，然后等待自己的朋友圈

提供问题的答案 [16]。莫里斯·梅雷迪斯·里

伯（Morris Meredith Ringe）等对这两种消费

行为的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表明第 2

种消费行为方式具有明显的优点，这是由于

朋友圈中的好友更了解用户的相关信息、个

性和偏好，能够提出更加定制化的答案，从

而满足用户的特殊需求[16]。近年来，企业界

推出了具有个性化特征的社交网络搜索工

具，如Facebook的社交图谱搜索工具Graph

Search侧重于用户通过关系网络搜索信息，

使个性化信息搜索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徐胜

亮等人基于自定义标签实现个性化搜索[62]，

阿姬曼·尤努斯（Arjumand Younus）等人基

于语言模型为用户建模，从而解决微博的个

性化搜索问题 [63]，简·佛塞克（Jan Vosecky）

通过构造主题模型与语言模型的双层模型，

并利用朋友关系与组织关系解决微博的个

性化搜索问题[64]。此外，莫里斯等进一步通

过分析624名社交网络用户探寻用户获取信

息的内容消费偏好[65]。

4 在线社交网络的用户群体互动行为

在线社交网络中，群体用户间的互动是

社交活动的最主要部分，也是信息能够得到

有效传播的关键，研究用户群体互动行为特

性无论是对于商业活动中的广告投放，还是

对于危机管理中的舆论控制，都有着至关重

要的意义。用户群体互动行为涉及到互动

对象的选择、互动内容的选择以及互动行为

的时间特性。

4.1群体互动的关系选择行为

关系选择是群体在互动过程中，根据已

有的历史交互记录，定性或定量地分析用户

间的关系强度，依据关系强度选择互动对

象。

卡梅隆·马洛（Cameron Marlow）、胡伯

曼·贝尔纳多（Huberman Bernado）分别针对

社交媒体 Facebook 和 Twitter，基于一个月

观察期的用户使用情况，定义了相互联系的

连接、单向联系的连接和保持关系的连接等

3种类型的连接[66,67]。其中，单向联系的连接

考虑的是用户的出度，保持关系的连接考虑

的是用户的入度。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开始

思考在线社交活动是怎样分布在不同类型

的连接上，如鲍尔·布莱恩（Ball Brian）等人

用极大似然模型研究社交网络上的关系选

择[68]，发现对于非互惠的边，大多数是由地

位低的用户指向地位高的用户，而互惠边通

常在地位相似的用户之间产生。用户地位

高低对应的是其网络结构属性，如度中心

性、PageRank值或LeaderRank值。

更多的学者从关系强弱的视角，提出了

一系列度量群体互动中的关系选择指标，其

中，具有代表性的有 CN（Common Neigh-

bors）指标 [69]、AA（Adamic-Adar）指标 [70]等。

CN指标是基于局部信息的最简单的相似性

指标，即两个节点如果有很多共同的邻居节

点，那么这两个节点建立互动关系的概率就

较大。考虑这两个节点的度中心性，又产生

了5种指标，分别是Salton指标[71]、Jaccard指

标 [72]、Sørenson 指标 [73]、大度节点有利指标

（Hub Promoted Index，HPI）[74]及大度节点不

利指标（Hub Depressed Index，HDI）[75]。

CN指标在度量两个节点建立互动关系

的概率时，忽略了共同邻居节点的度中心

在线社交网络用户行为研究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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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实际上，如果A、B共同关注了一个度中心性

大的结点，他们之间连接互动的可能性是较低的，

但是，如果他们共同关注了一个度中心性小的结

点，则A与B连接互动的概率会更大。基于此思

想，拉达·阿拉米克（Lada Adamic）提出了一种将

共同邻居节点的度中心性纳入关系选择度量的

AA指标[70]；受网络资源分配过程的启发，周涛等

人在 AA 指标的基础上提出了关系选择的 RA 指

标[76]，RA指标和AA指标的区别在于赋予共同邻

居节点权重的方式不同，RA指标中节点权重为节

点度中心性的倒数，而AA指标取度中心性的对数

的倒数。实验结果表明，当网络的平均度中心性

较小时，RA指标与AA指标差别不大，但是当网络

的平均度中心性较大时，RA指标比AA指标优越。

在线社交网络环境下个体间的关系选择不仅

需要考虑自身的因素，同时还要综合考虑网络环

境对用户行为的反作用，如互动过程中的“从众现

象”，因此关系选择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目前，关

于网络环境对用户行为反作用机理的研究相对较

少，仅有的文献资料是运用系统仿真方法，构建小

规模人数的社区，基于个体的偏好选择行为研究

网络结构的涌现现象[77]。

4.2 群体互动的内容选择

群体互动时选择什么样的内容参与讨论、传

播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主要有同质性、互惠性以及

外部因素。

同质性是指具有相似兴趣爱好的用户选择彼

此发布的信息内容进行互动，即所谓的“物以类

聚，人以群分”。思南·艾瑞尔（Sinan Aral）等人从

Facebook中选取了近130万用户作为研究对象，发

现具有相似兴趣的用户倾向于选择彼此发布的信

息内容进行互动，基于社交网络上存在的同质性，

艾瑞尔等人设计了动态匹配模型，并据此指出单

纯依据用户的网络结构属性来识别用户的传播影

响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4]。

互惠性是指用户在社交网络上出于礼貌或习

惯，选择其他用户发布的信息内容进行互动，也就

是通常所说的“投桃报李”。郭海云（Haewoon

Kwak）等针对 Flickr、Yahoo!360°以及Twitter等社

交网络上的互惠性研究表明，Twitter上的互惠性

显著低于Flickr、Yahoo!360°[78]。

赖利·克兰（Riley Crane）等人针对 YouTube

的视频传播，研究发现有些视频内容能得到快速

传播的原因在于，用户在选择视频内容进行互动

时除同质性和互惠性之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外

部因素[79]；丹尼尔·罗梅罗（Daniel Romero）等将内

容曝光次数作为外部因素，研究发现对于绝大多

数的内容，在内容曝光次数为 2—4次/小时，用户

选择该内容的概率达到峰值，之后随着曝光次数

的增加，用户选择该内容的概率呈下降趋势[80]。

总体来说目前有关内容选择的研究成果较

少，原因在于用户的内容选择受多种因素影响，而

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少因素之间是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因而往往无法清楚地界定内容选择

具体受何种因素影响。

4.3 群体互动的时间规律

群体互动的时间规律体现了社交网络群体在

互动过程中的时间特征，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分

析行为发生的时间间隔分布，如用户登录社交网

站的时间间隔[81]、用户的发帖时间间隔[82]等。研究

方法主要是对大规模在线社交数据集的挖掘发现

用户间的互动时间规律。

学者通过对电影在线点播[81]、在线游戏[83]、微

博博文发布[82]等行为的时间特征的研究发现，行

为发生的时间间隔分布与传统环境下的负指数分

布规律存在显著性差异，呈现出明显的幂律分布

特征，即具有“长尾”效应，并对结论给出了理论解

释，即在传统环境下假定用户行为的发生服从泊

松分布，行为先发生先接受服务（First Come First

Served, FCFS），如对交通流量[84]、通信中电话的占

线数量[85]等的研究；而在在线社交网络环境下，基

于用户互动行为形成的社交关系，使其不相重叠

的时间区域内的行为发生不再相互独立，且当用

户在给定时间段处理多个互动任务时，将依据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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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紧迫程度依次处理，而不再是先到先服

务，这就使得社交网络环境下用户行为的发

生不再服从泊松分布，而是具有阵发性特

征，即高密度的爆发和长时间的等待，对应

的行为发生的时间间隔服从幂律分布。如

即时通讯平台的信息互动、微博平台上的信

息发布等。

为了准确刻画社交网络用户互动行为

的阵发性特征，巴拉巴斯·阿尔伯特·拉斯洛

（Barabasi Albert-Laszlo）等构建了以最高优

先权优先（Highest Priority First, HPF）为主，

随机选择（Random Selection）为辅的行为动

力学模型，较好地解释了任务队长可变情形

下行为时间间隔服从幂律分布的机理[86]；巴

斯克斯·阿列克谢（Vázquez Alexei）等人进

一步研究了队长不可变和可变条件下的行

为时间间隔分布特征，提出了幂指数分别为

1和1.5的2种普适类观点[87]；韩筱璞等根据

个体参与活动的兴趣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建

立了基于兴趣动机的在线社交网络上的行

为动力学模型，模型的解析结果表明，行为

的时间间隔也服从幂律分布[88]。

5 展望

在 OSN 用户行为研究方面，国内外学

者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在理论上还

缺少重大突破，大部分是使用已有理论或对

原有理论进行修正来解释社交网络上的用

户行为。

（1）在今后研究中，应关注用户线上线

下行为的一致性、群体行为的相互影响及其

共振效应、发布谣言等恶意或负面信息的行

为动机以及政府监管政策与社交网络用户

行为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工

作。这些研究对于有效提高社交网络的监

管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依据

心理学理论，个人的一切行为（包括心理活

动）是随其本身与所处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改

变的，因此用户线上线下行为的一致性研究

主要关注的内容包括社交网络用户的线上

行为与线下行为是否一致、哪些内外部因素

会影响用户行为的一致性、影响的机理是什

么。在群体行为的相互影响及其共振效应

方面，社交网络中的虚拟社区通常是由现实

生活中互不相识的用户所组成，目前关于不

同类型虚拟社区的形成机制尚不明确；关于

社交网络中用户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通常

基于网络结构展开，考虑社会属性的用户间

的影响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对于大

规模社交网络内的群体互动、线上线下群体

互动、不同社交网络间的跨网络群体互动以

及由此引起的行为涌现、共振现象还缺乏足

够的认知。在发布谣言等恶意或负面信息

的行为动机方面，由于谣言、诈骗等恶意信

息存在着内容辨识的困难性和发布行为的

隐蔽性，因此研究恶意内容创建与传播的行

为动机变得比较困难，需要公共部门的协助

才能得以完成。政府管理者的行为与社交

网络用户行为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关系，一

方面，管理者需要建立健全有关社交网络行

为的法律法规、改善社交网络突发舆情监控

技术、优化社交网络突发舆情应急相应机

制、加强社交网络舆情监控的人才培养等；

另一方面，则需要加快研究不同的监管措

施、应对机制等政府行为对社交网络用户的

影响，在研究中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

应对措施。

（2）在专业性社交网络、移动社交网络

的用户行为等方面存在许多研究空白。在

用户使用行为方面，当前研究主要以综合性

社交网络平台为研究对象，针对专业性社交

网络的研究成果还很少见，比如用户为什么

使用专业性社交网络，他们与综合性社交网

络的使用行为存在什么差异，综合性社交网

络中专业化子网络与专业性社交网络使用

在线社交网络用户行为研究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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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区别等等；在内容创建行为方面，当前研究

主要关注于公共舆论、个体生活娱乐等信息的发

布、搜索和浏览等行为，而近年来，由于社交网络

可以快速帮助企业高效地接触目标，很多企业通

过社交网络平台服务用户或销售产品，在线社交

网络平台在信息发布、娱乐交友等功能的基础上

逐渐体现出了服务功能和商务功能，综合考虑社

交行为和商务行为的用户个体行为建模有待深入

研究；在社交网络技术平台上，当前研究主要集中

于传统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交网络平台，近年来，移

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微信等

移动社交网络成为用户新的在线社交场所，未来

研究应该特别关注用户参与移动社交网络的动

机、使用行为，比如用户为什么加入移动社交网

络，移动社交网络上行为模式，与传统社交网络相

比其行为模式存在什么样的差异等。

此外，关于在线社交网络的技术属性（如互动

性）和用户心理体验（如临场感）对用户行为的影

响作用，时空因素对用户创建内容行为的影响，在

线社交网络对参与者形成的依赖、压抑、紧张、嫉

妒等负面效应等内容均存在着研究机会。

社交网络用户行为的研究是揭示OSN结构的

演化规律和信息传播规律的理论基础，也是实现

对OSN进行有效管理的理论依据，其研究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OSN用户行为的跨学

科、跨领域、跨机构、跨组织的交叉研究是未来的

研究模式[89]，需要国家精心组织、落实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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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of the Art in Social Network User Behaviors and its Future
Yang Shanlin Wang Jiajia Dai Bao Li Xujun Jiang Yuanchun Liu Yezheng

（School of Management,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explosive growth in the variety and size, social network has evolved into one of the well-liked channel for

Internet users to search information, share interests, and interact with others in their individual networks. While popular with

Internet users, social network has become ideal“laboratories”for social scientists to study human behavior. Understanding the

behavior patterns of social network, users can provide insights for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to control and utilize the hidden

power in social network.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social network user behavior consists of two streams. The first group consid-

ers the social network as a specif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ers employ the theories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ield, such as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nd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o study the influential mechanism of various

factors on user’s acceptance and continued usage for social network. The second group considers the social network as a plat-

form which provides a wide selection of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Researchers employ methods of mathematics, statistics, and

econometrics to analyze the behavior patterns of the social network usag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es on user behavior

in social network and provides directions for further study. By considering the social network as a specific information technol-

ogy, Section 2 reviews the researches on the acceptance and continued usage behavior of social network technology. For the ac-

ceptance of social network technology, 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Social Impact Theory, Network Externality Theory, an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re introduced. For the

continued usage behavior of the social network technology, the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Model, Perceived Value Theory,

Flow Theory, and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are introduced. We also briefly review the researches on the continued usage

behavior of social network technology conducted with other social theories. By considering the social network as a service and

application platform, we classify user behavior as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social interaction behavior, and review the corre-

sponding literatures respectively. For the individual behavior in the social network environment, Section 3 first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contents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on the usage patterns. The results of these researches are also briefly

summarized. Content generation behavior and content consumption behavior are two classical behaviors of individuals in the

social network environment. We review the literatures about the social motivation, topic preference, and the language behavior

when individuals generate contents in social network platform. We also review the literatures about browsing behavior, search

behavior, and the question-and-answer behavior when users consume contents in social network. For the social interaction be-

havior, Section 4 reviews the literatures about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interaction content, and interaction time patterns in

the social network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e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user relationship and the definition of relationship

strength are first introduced. We then introduce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homogeneity and recipr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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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raction content. We finally review the researches on the difference of the time patterns between of-

fline environment and social network environment.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of the differences are intro-

duced. Section 5 presents conclusions and provides the directions of future research. For future research, one

possible direction is to study user behaviors on the professional fields like scholarmate.com rather than the gen-

eral social network websites like Facebook.com. Social network has been an important tool to innovative busi-

ness strategy, and user modeling by considering the commercial features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research.

Because social networking has gone mobile, the further stud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s to user’s mobile so-

cial networking behavior. Most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on user influence are based on network structure. So-

cial influence identification with consideration of social characteristics is another broad research question.

Keywords social network, acceptance and loyalty, individual behavior, group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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