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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户构建互联网时代的学习渠道。传统的方法在

分析这些网络用户行为的影响因素方面取得了很

多成果，但是如何进一步深入地去探讨用户行为背

后的深层动机，进而找到用户行为的演变规律还稍

显不足。本文从心理账户理论入手，通过探索用户

访问学习社区时的心理动机，利用社会计算的方法

构建用户行为的演化模型，分析用户的行为特点和

演变规律，对于改进学习型社区管理、提高社区用

户粘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研究现状 

对于网络社区用户行为的演化研究，学者们根

据不同社区类型，从影响因素、演化规律等方面进

行了研究。马少平等以搜索引擎为平台，搜集数据，

分析用户查询行为、点击行为随时间的演化规律，

总结出演化特性来推动搜索引擎技术的发展[4]。于

春等结合元胞自动机理论，建立微博舆情倾向度演

化模型，并进行仿真实验，讨论在微博舆情传播时

受到的影响因素[5]。Chunxiao Jiang 等认识到信息

的传播与用户决策、行为有关，据此提出演化博弈

模型以研究社交网络中信息的动态传播过程规律，

并以用户的好友关系为节点，用户接受到信息，是

否转发将受到自己的兴趣、相邻节点的行为影响，

将模型应用在社交网络 Facebook 中，证明模型的

可用性[6]。用户的参与行为本质而言涉及到用户的

心理，有学者从心理账户理论的角度，将网络社区

中的用户参与行为的心理账户分为社区归属感、知

识共享、人际关系与个人价值认同四个子账户，通

过仿真分析用户行为的变化规律[7]。高灵等研究用

户持续使用行为，调查结果发现用户的自我实现动

机、社区服务的互动性会促进用户在社区的使用行

为，反之用户的使用行为对自我实现有正面影响[8]。 

对于学习型社区用户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知识分享方面，并从不同的理论角度进行

分析。基于内容理论，用户分享信息的动机分为内

部动机与外部动机，其中内部动机包括：提升自我、

帮助他人、社交关系、娱乐、工具性需求；外部动

机包括：激励、社会认同、建立形象等[9-11]，还有

学者研究发现，学习型社区中知识互惠效应、奖励

效应等对用户知识分享行为有显著影响[12-13]。Li

等通过博弈理论分析网络社区中的知识共享激励，

得出结论：知识共享需要借助信息技术和知识管理

工具，还需要激励制度的保障[14]。张薷建立了知

识共享演化博弈模型，分析网络社区用户间知识共

享行为的演变过程，并提出知识共享的成本作为影

响因素，包括时间成本、物质成本及可能运用到的

信息技术成本等[15]。Sangmi Chai 等基于社会技术

角度研究用户分享知识的动机，其中社会连带、社

区归属感起到积极的作用[16]。范宇峰等基于行为

学、社会心理学等理论，研究用户行为，结果表明

有形回报、利他愉悦与自我学习对参与行为起促进

作用[17]。胡昌平等指出网络社区的氛围和服务水

平对知识的表达效果有直接影响，而用户的能力与

意愿对于影响知识的转移效果影响最大[18]。宁菁

菁基于弱关系理论研究学习型社区，发现用户获取

和贡献的知识多元化，多数用户表示能找到与自己

兴趣爱好、思维习惯相同的用户，用户感知到的乐

趣与其参与行为有显著相关关系[19]。 

另外，还有学者对学习型社区中用户行为的机

理进行研究。Erik Choi 等指出在学习型社区中，

用户主要的行为包括确认对信息的需求、形成问题

或答案、进行互动行为以满足需求，并重点研究驱

动用户行为的因素，研究表明认知需求是驱动用户

提出问题的重要因素[20]。黄梦婷等以知乎为例，

研究在线问答社区中用户的协作方式与效果，发现

提问与质疑占协作发起动作的 70%~80%[21]。 

目前关于学习型网络社区用户行为方面的研

究角度各异，多数从客观的出发点、针对知识分享

行为进行分析，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上，得到不同的

影响因素，考虑得不够全面。本文以心理账户理论

为基础[22]，探索学习型社区中用户行为演化情况，

结合关于用户分享知识、互动行为以及演化动因分

析等研究，得出用户的心理账户类别，并对研究结

果进行仿真实验进一步验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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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习型社区用户心理账户研究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人们每天面对大量新知识，

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人们有必要不断学习；学习

型社区不同于一般的网络社区，主要特点体现在专

业性较强，资源丰富，形式多样，学习自由化，学

习社会化、终身化；同时，使用学习型社区的用户

也有不同的行为特点[23-24]，更关注知识共享，资源

共享，回答的领域有限但深入，回发贴后会更频繁

地关注话题，与其他用户互动。 

2.1 预研究 

本文认为用户在学习型社区中参与行为建立

的心理账户类似银行账户，有不同的分类，并且会

根据用户的参与行为及收到的反馈使账户产生收

入或支出的动态改变。针对学习型社区及用户的特

点，本文将用户的心理账户分为情感类账户、货币

类账户、学习类账户和时间账户，一些账户又涵盖

若干子账户，不同的参与行为会对账户收支改变的

影响。 

(1) 情感类账户，包括成就感，归属感，社交

关系 3 个子账户。根据成就需要理论，对成就的需

要是三大类社会性需要之一。Blachard A 等认为网

络社区成员同样会具备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

意识[25]；Juan Luo 认为在网络社区中用户希望与他

人交流，激励用户在社区中的合作才能更好地培养

用户参与社区[26]，用户在参与学习型社区时也会

受到社交关系的影响，因此本文建立成就感，归属

感，及社交关系三个子账户。 

(2) 货币类账户包括虚拟货币和真实货币两

个子账户。学习型社区往往会有资源的共享，其中

一些资源需要支付虚拟货币或真实货币才可以获

取，同时，上网浏览社区可能会造成流量、电量的

消耗，这也是真实货币的一部分[15]，用户在参与

社区时会结合货币账户的情况调整自己的行为。 

(3) 学习类账户包括学习兴趣及收获知识两

个子账户。用户因为兴趣加入学习社区，通过在社

区中的参与行为，使用户对不同领域知识的兴趣增

加或减少[27]，而收获知识是用户参与学习型社区

的主要目的，也是用户的心理账户的重要组成。 

(4) 时间账户表示用户在社区中逗留及参与

社区的时间，时间对用户而言具有较高的价值，因

此这时间账户需要被考虑在心理账户中，特别的是，

这类账户只有支出没有收入。 

本文分析了学习型社区中不同的参与行为或

反馈，并将其对心理账户的影响进行分类与总结，

如表 1 所示。 

表 1  参与行为或反馈对心理账户的影响 
Tab. 1  Impact of participation or feedback on mental 

accounts 

参与行为或反馈 收入账户 支出账户 

关注帖子 学习兴趣账户 时间账户 

发布帖子 
学习兴趣账户，虚拟货币

账户，归属感账户 
时间账户 

回复帖子 

学习兴趣账户，虚拟货币

账户，归属感账户，收获

知识账户 

时间账户 

收到回复 

收获知识账户，成就感账

户，归属感账户，社交关

系账户 

时间账户 

赞同 收获知识账户 时间账户 

收到赞同 
成就感账户，归属感账

户，学习兴趣账户 
无 

建立好友关系
社交关系账户, 归属感

账户 
时间账户 

无回应 
 

学习兴趣账户，

归属感账户 

2.2 问卷调查及信效度分析 

为验证预研究结果的完整性，保证所建立指标

的客观全面，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将用户的

参与行为与涉及到的心理账户具体化。问卷分为基

本信息以及用户参与行为调查两部分，第二部分采

用 5 级评分法，以选择对选项的认同度的方式确定

调查对象的态度。 

对调查结果，本文进行了信度与效度分析，确

保结果的有效性，并进一步优化指标。本文采用 α

信度系数法测量问卷信度，通过计算信度系数

Cronbach α的值来衡量调查项目的可靠性，进行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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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析的工具为 SPSS，根据 α 系数对调查问卷的

选项进行修正及处理，同时，对问卷选项进一步进

行了双变量相关性检验，发现问卷选项中“成就感”

与“归属感”两变量之间有高度的线性正相关关系，

因此，将成就感与归属感合并为同一个变量。同时，

本文使用 Amoos21.0 软件，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

型对处理后的调查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并依

据修证指数对模型进行修正。 

经过对调查问卷的编制、发布和数据处理，调

查问卷通过了信效度检验，最终在学习型社区中用

户参与行为对应的心理账户构成如表 2 所示(按调

查问卷中平均得分高低排序)。 

表 2  用户参与行为及对应心理账户 
Tab. 2  User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nd corresponding 

psychological account 

参与行为 收入账户 支出账户 

发布 
获得知识，学习兴趣，归

属感 
时间 

回复 获得知识，学习兴趣 时间 

收到回复 
学习兴趣，归属感，获得

知识 
时间 

点赞 获得知识，学习兴趣 时间 

被点赞 归属感，学习兴趣 时间 

无回应 —— 
归属感，学习

兴趣 

3  学习型社区用户行为演化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人工系统的社会计算建模方法[28]，

综合考虑代理、环境和规则，构造了学习型社区中

用户参与行为的演化模型，对不同条件下用户参与

行为的演化过程进行模拟与分析。 

3.1 学习型社区用户行为演化模型 

根据学习型社区中用户的心理账户类别，学习

型社区用户行为演化模型包括代理，环境，规则三

个方面。 

(1) 代理——社区中的用户及其发布的帖子 

用户在使用学习型社区时拥有“获得知识”，“学

习兴趣”，“归属感”，“时间”账户，本文将各个心

理账户量化，以衡量对用户参与行为的影响情况。 

用户除去心理账户外，还有个人属性，包括：

职业、个性、兴趣、知识储备量、花费时间、以及

收到的点赞，回复数量，行为期望阈值等，会影响

其参与行为。 

另一方面，帖子拥有的主要属性为受到的回复

数、点赞数，其他属性包括：覆盖的领域、内容质

量，及阅读所需时间。每个用户会与其发布的帖子

在领域、质量等方面有较强的相关性。 

(2) 环境——社区的整体环境氛围 

用户的活动与行为都是在社区中进行的，社区

整体环境的好坏会影响用户是否进行参与行为的

判断，在氛围活跃，积极的社区中，用户更容易被

带动，被吸引进入，反之，用户的参与行为有可能

受到环境的限制。 

(3) 规则——用户、帖子、环境之间的联系 

在动态的网络社区中，用户、帖子、环境，三

者相互作用，如：若用户发布的帖子被回复，会使

得用户心理账户“学习兴趣”，“归属感”，“获得知

识”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若没有得到回应，则会引

起心理账户“归属感”，“学习兴趣”的减少；对于

整个学习型社区而言，当前社区的用户数、帖子质

量、点赞回复数等会影响已有用户的退出与新用户

的进入。同时，考虑到社区真实运营情况，演化模

型中还引入随机变量，模拟用户的使用习惯，以及

其他因素可能对用户参与行为造成的影响。其中，

各心理账户的权重值及增减情况，根据调查问卷结

果各项得票率制定。 

对于用户是否进行参与行为(包括退出社区)m, 

判断条件为公式(1)。其中，e 为环境变量，代理的

属性设置为 i，其权重为 wi，sm为进行参与行为 m

的阈值，random 为生成的随机数，am 表示其他因

素对随机变量的限制，即用户进行参与行为时，需

要考虑在社区环境及随机变量的作用下，其心理账

户与相关属性的加权和是否达到参与行为的阈值，

若能够达到，心理账户产生收入，若没有收到回应，

则会造成心理账户的支出。 

4

Journal of System Simulation, Vol. 30 [2018], Iss. 3, Art. 15

https://dc-china-simulation.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0/iss3/15
DOI: 10.16182/j.issn1004731x.joss.201803015



第 30 卷第 3 期 

2018 年 3 月 

 

e* (

ran






用户发

(2)，表示当

时间单位的

kj-kj-1>0

另外，

(3)，其中 p

区中帖子的

量帖子多，

用户进入社

0

8

q

q

p

p

K s














3.2 学习型

网络社

互性等特征

化模型运行

(1)初始

子时，会判

并获得心理

(2)当心

新帖，并获得

其他用户的

( )

dom
i m

m

w i S

a

 


 

发布帖子收到

当前获得的回

的总数时，心

0          

社区吸引用

表示帖子数

的平均回应数

且帖子平均回

社区。 

0.2

0.2

k

p

p

s



     

型社区用户

社区用户的行

征[11]。为更清晰

行流程，图 1

始的用户在社

判断是否对帖

理账户的收入

心理账户达到

得对应心理账

的回复或点赞

          

到回应 k 的判

回复或点赞的

理账户产生收

          

用户进入的判

数，q 表示帖子

数，即无质量的

回应数高于阈

          

行为演化机

行为呈现动态性

晰地表示出用

中显示出核心

社区中随机移

帖子进行回复

入值； 

到发布阈值后

账户的收入值

赞，发布用户的

Fig. 1 

Journal

http:∥ww

          

判断条件为公

的总数大于上

收入。 

          

判断条件为公

子质量，K 为

的帖子少，高

阈值时，会有

         

机理 

性、多样性和

用户参与行为

心演化机理。

移动，当遇到

、点赞等行为

后，用户会发

值，帖子若得

的心理账户值

图 1  用
 User participa

系统仿真学报
l of System Sim

ww.china-simu

• 890 • 

(1) 

公式

上一

(2) 

公式

为社

高质

有新

(3) 

和交

为演

。 

到帖

为，

发布

得到

值会

相应

发布

后，

的质

新的

包括

望阈

并且

各不

4  

习型

与行

来观

的影

4.1

(use

所示

用户参与行为演

ation behavior e

报
mulation

ulation.com

应增加，反之

布用户心理账

(3)当用户的

用户将离开

质量较高，且

的用户进入社

其中，用户做

括用户自身各

阈值、与帖子属

且不同的参与

不相同。 

基于 NE
户参与行

本文以 NE

型社区“知乎

行为情况，通

观察用户的心

影响方式，探

实验设计

根据学习型

er)、帖子(po

示。 

演化机理 
evolution mech

之，若没有得到

账户值的减少

的心理账户值

开社区，不再进

且用户间的参

社区。 

做出的判断会

各心理账户值

属性的相关程

与行为判断条

ETLOGO
行为仿真 

ETLOGO5.0.5

乎”为例，模拟

通过构建仿真

心理账户变化

探索内部的规

型社区的特点

st)两类主体，

hanism 

到任何回应，

少； 

值减少到低于

进行参与行为

与行为较多

会受到多种因

值、对参与行为

程度，整体环

条件或心理账

O 的学习型

5 为平台，以

拟其学习型社

真模型，设计

化情况对不同

规律。 

点，本文主要

，仿真模型界

 

Vol. 30 No. 3

Mar., 2018

，则会引起

于退出阈值

为；当帖子

时，会吸引

因素的影响，

为的行为期

环境氛围等，

账户权重都

型社区用

以典型的学

社区用户参

计交互条件，

同参与行为

要设定用户

界面如图 2

5

Jiang et al.: Evolutionary Simulation on User Behavior of Learning-Oriented Net

Published by Journal of System Simulation, 2018



第 30 卷第 3 期

2018 年 3 月 

 

F

主体含

规则进行交

用户进入、

社区中的用

响用户心理

4.2 仿真

4.2.1 实验

由于不

环境各不相

的，本次仿

同的环境氛

实验中的环

取值不变，

比实验的不

T

可调节 

变量 

取值 

可调节 

变量 

取值 

 

(1) 将

中用户的各

活跃度，包

取值，当模

期 

图 2  
Fig. 2  Interfa

含有各自的基

交互每个时间

、退出进行判

用户随机移动

理账户数值的

实验 

验 1 社区环境

不同社区的运

相同，对用户

仿真主要通过

氛围中，学习

环境变量分别

主要变量取

不同取值)。 

表 3  实
Tab. 3  Variabl

环境变量

0.9/0.5

回复阈值

(huifu)

10 

将环境变量值

各个心理账户

包括用户增长

模型仿真 40

蒋

仿真模型界面

ace of simulation

基本属性，并

间单位模型会

判断，为仿真用

动，并做出一

的变化。 

对用户参与行

运营情况，社

户的参与行为

过调节环境变

习型社区用户

别取值 0.9 与

取值如表 3 所

实验一变量取值

e value of expe

量(e) 
用户数

(num-us

5 92 

值

) 

发布阈

(fabu

15 

值 e 设为 0.9

户表现情况，

长情况与发帖

00 步后，用

蒋丽娜, 等: 学

http:∥w

n model 

依据模型设计

会对社区是否

用户的浏览行

一系列的判断

行为影响的分

区内部的氛

的影响也是不

变量 e，观察在

户行为演化情

与 0.5，其他变

所示(斜线表示

值 
eriment A 

数 

ser) 

点赞阈

(dianza

4

值 

) 

退出阈

(tuichu

3

9，观察在此氛

以及社区整体

帖情况。根据

户“获得知识

学习型社区用户

www.china-simu

• 891 • 

 

计的

否有

行为，

断，影

分析 

围与

不同

在不

情况。

变量

示对

值 

an) 

值 

u) 

氛围

体的

以上

识”、

“

3 所

将

参

的

学

户

归

增

Fi

各
心
理
账
户
值

各
变
量
值

 

行为演化仿真

ulation.com

学习兴趣”、

所示。 

图

Fig. 3  

图 4 中随着

点赞或回复的

与行为的变化

水平上；当用

习兴趣略少于

的增加速度略

属感只根据用

长较慢。 

图 4  
ig. 4  commun

各
心
理
账
户
值

 

真研究

“归属感”心

时间/迭代

3  用户心理账

Changes in us

着在社区中使

的帖子转化为

化而减少，因

用户进行主动

于获得知识量

略低于“获得

用户帖子收到

时间/迭代

e=0.9 时社区用

nity users and po

心理账户的变

代次数 

账户变化情况 
ser's mental acc

使用的时间增

为知识，而知

因此很快会稳

动的参与行为

量，因此“学

得知识”；用

到的点赞、回

代次数 

用户量与发帖情

osts the situatio

Vol. 30 No. 3

Mar., 2018

变化情况如图

count 

增长，用户会

知识不会因为

稳定在比较高

为时，收获的

学习兴趣”账

用户对社区的

回复数而变化

 

情况 
onwhene = 0.9

3 

8 

图

会

为

高

的

账

的

化，

 

6

Journal of System Simulation, Vol. 30 [2018], Iss. 3, Art. 15

https://dc-china-simulation.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0/iss3/15
DOI: 10.16182/j.issn1004731x.joss.201803015



第 30 卷第 3 期 系统仿真学报 Vol. 30 No. 3 

2018 年 3 月 Journal of System Simulation Mar., 2018 

 

http:∥www.china-simulation.com

• 892 • 

其中有一些幅度较明显的下降，结合图 5 可以

发现，心理账户数值下降时处于用户数量增长较大

的时期，新加入社区中的用户的心理账户还处于初

始情况，但用户周围的帖子更多，有利于用户较快

地获得知识、兴趣、归属感，因此各个心理账户的

值会逐渐再次增加。 

图 4 表明，当学习型社区整体环境较好时，用

户量呈增长趋势，首先在一段时间内较稳定，随着

回复、点赞数逐步增长，用户更积极发帖，吸引新

用户进入。社区中帖子数量增长情况在波动中增长，

是由于帖子质量低，或者回复、点赞数较少时，可

能会被删除，使其余帖子更容易得到回应，由于用

户对帖子点赞比回复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低，因此

获得的平均点赞数高于回复数。对于不同职业的用

户，学生发布的帖子最多，其次是自由职业者，公

司职员发布较少，由于不同的职业对发帖等参与行

为的心理阈值会有差别，学生对参与社区更感兴趣，

心理期望较低，因此在社区中更加活跃；而公司职

员空闲时间少，只有心理账户综合情况达到较高的

心理期望值时，才会进行参与行为。 

(2) 将环境变量值 e 设为 0.5，其他变量值不

变，观察此氛围中用户的各个心理账户表现情况，

以及社区整体的活跃度，包括用户增长情况与发帖

情况。结果表明，用户的心理账户的变化总体情况

与 e=0.9时类似，处于增长趋势，但增长幅度缓慢，

没有较多波动，同时，用户在社区中表现不积极，

发帖数量较少，社区整体情况的衰落以及用户自身

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会导致一部分用户离开社区，

而不会吸引新用户。 

对比两次仿真结果，发现社区整体环境对用户

的参与行为影响较大，良好的社区环境使用户活跃

度增加，参与行为更多，正向促进社区的发展，有

利于吸引新用户的加入；若社区整体环境较差，用

户在社区中表现一般，用户间的互动少，最终导致

用户逐渐离开社区，造成恶性循环，影响社区发展。 

4.2.2 实验 2 发布帖子行为分析 

发布帖子是用户分享知识，获得点赞、回复，

从而增加成就感最主要的途径，对用户的参与行为

及社区发展情况影响较大，用户发布帖子的基础阈

值(fabu)为控制用户发布帖子的下限，本实验通过

调整发布基础阈值，观察用户对发布帖子的期望值

差异对整体行为的影响情况，主要变量取值如表 4

所示(斜线表示对比实验的不同取值)。 

表 4  实验二变量取值 
Tab. 4  Variable value of experiment B 

可调节

变量
e num-user dianzan huifu fabu tuichu

取值 0.7 92 4 10 15/10 3 
 

分别将发布基础阈值(fabu)设为 15 和 10，其

他变量值不变。模型仿真 400 步后，实验结果的对

比表明，发布基础阈值低时，用户的参与行为更频

繁，用户数增长较快，阈值为 10 时的用户量与帖

子总数约为阈值为 15 的两倍，对社区的发展有明

显的促进作用。在运营学习型网络社区时，可以通

过举办活动或引发对话题的讨论，促使用户发布新

帖子，提高用户间点赞、评论的互动频率，有助于

为社区吸引更多用户，扩大使用范围。 

4.2.3 实验 3 心理账户重要度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心理账户的重要程度对学习型

社区用户参与社区的积极性，本文在其他因素保持

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调节心理账户对用户参与行为

的影响权重，令“获得知识”，“学习兴趣”，“归属

感”分别为重要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实验。 

调节心理账户比例，分别使“获得知识”、“学

习兴趣”、“归属感”因素所占权重值最大，观察各

主要心理账户值以及社区用户数量变化情况。三次

仿真实验结果对比发现，心理账户不同权重值的设

定会影响其变化情况以及整个社区的用户数量，心

理账户的数值主要根据其权重的增加而升高，其中

“获得知识”账户值普遍维持在较高状态；而社区

用户数量在“获得知识”账户权重较高时增长最快，

这是因为用户的知识影响发表帖子的质量，帖子质

量是吸引新用户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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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学习网络社区以知识共享为目的，多采用发帖、

问答式交流方式，与一般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有所差

异。本文基于心理账户理论，分析学习型社区的特

点及其用户的参与行为，拟定用户在参与社区时考

虑的心理账户类别，通过问卷调查及对结果的优化，

最终得到的主要心理账户包括“获得知识”，“学习

兴趣”，“归属感”，“时间”账户。 

为了验证得到的心理账户模型，并分析学习型

社区用户行为的演化情况，本文基于人工系统的社

会计算建模方法，设置代理、环境与规则，构建用

户参与行为的演化模型，使用 NETLOGO 仿真平

台，设计对照实验，在其他取值相同的情况下，实

验 1 从全局出发，改变环境变量的取值，结果表明

社区的整体环境气氛对用户参与行为影响较大，不

理想的社区环境会导致用户的退出，甚至社区发展

的衰落；实验 2 调整了用户的发布基础阈值，仿真

发现用户发布帖子的多少对用户成就感及参与行

为影响较大，发布帖子多，会吸引新用户进入社区，

对社区运营起到促进作用；实验三通过改变各心理

账户的权重，发现“获得知识”账户为用户主要考

虑因素，从这方面管理社区更有助于吸引新用户，

根据实验结果，本文对运营学习型网络社区提出相

关建议，为进一步研究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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