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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意见领袖是社会化问答平台中的中心人物，探究意见领袖在知识共享过程中的社会与知识共享行为特征，对于

社会化问答平台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知乎网中的热门话题“人工智能”为研究样本，采集该话题下活跃回答者个

人信息，通过数理统计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剖析意见领袖的社会、信息行为和知识交互等方面的特征。社会化问答平 台

的意见领袖特征有：①在个体层面，拥有扎实专业知识、高端职业实践经验和积极网络分享意识的社会精英；②在群体层

面，领域社群中意见领袖小群体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双向关注关系更能创造优势地位，即存在意见领袖中的“意见领袖”；

③在知识交互层面，意见领袖的存在具有成长性和流动性，其流动性取决于话题的专业性和读者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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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的幂律级增长速度让信息用户身处于“信息

爆炸”的时代，信 息 质 量 良 莠 不 齐、信 息 冗 余、信 息 虚

假等问题接 踵 而 来。纷 繁 复 杂 的 信 息 增 加 了 用 户 获

取有用信 息 的 难 度，这 激 发 了 用 户 对 精 准 信 息 的 需

求。另一方面，用户生成内容（ＵＧＣ）使 得 用 户 从 信 息

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的主动创造者和发布者，这

种角色的转换改变了用户的信息行为，泛泛的信息已

经不能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用户更需要具有针对性

的个性化信息。基于以上原因，在 Ｗｅｂ２．０、信 息 检 索

等技术日趋成熟的环境下，兼具社交和问答功能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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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问答网站应运而生。

社会化问答网站也称为社会化问答平台，允许用

户在线提问，并获得其他用户的回答以达成知识共享

的目的，这种一对多的问答模式与搜索式问答模式截

然不同，弥补了传统搜索引擎不能即时检索隐性知识

的缺陷［１］。同时，该类平台的问答模式基于真实 人 际

关系，更具社 会 性。因 此，所 产 生 的 答 案 更 具 原 创 性

和专业性，利于实现对隐性知识的深度挖掘。目前主

要的社会化 问 答 平 台 有 美 国 的 Ｑｕｏｒａ以 及 中 国 的 知

乎网、果壳网等。

无论是Ｑｕｏｒａ还是知乎，在最 初 投 入 使 用 时 都 采

用严格的邀请制注册方式，较高的准入门槛使得平台

聚集了大量优 质 用 户，一 些 人 以 认 真 的 态 度，持 之 以

恒地贡献专业 的 回 答，进 而 累 积 较 高 的 影 响 力，逐 渐

成为某领域 的 意 见 领 袖。意 见 领 袖 最 早 由 拉 扎 斯 菲

尔德提出，指 人 际 关 系 网 络 中 经 常 为 他 人 提 供 信 息、

意见、评论，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个体，他们在

大众传播效 果 的 形 成 过 程 中 起 着 重 要 的 中 介 或 过 滤

作用，由他们 将 信 息 扩 散 给 受 众，形 成 信 息 传 递 的 两

级传播［２］。一般 而 言，社 区 中 的“意 见 领 袖”，通 过 经

常性地发表个 人 观 点、回 答 问 题 或 分 享 真 知 灼 见，吸

引追随 者 和 崇 拜 者。意 见 领 袖 在 传 递 知 识、引 导 舆

情、治理网络 环 境 等 方 面 无 疑 有 着 巨 大 作 用，其 存 在

与否、数量多寡直接影响到社会化问答平台的吸引力

和服务质量，最终关乎社会化问答平台的存亡。

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诸如意见领袖

通常具有怎样的社会性特征？他们是如何贡 献、传 递

和分享知 识 的？意 见 领 袖 间 的 知 识 交 互 具 有 何 种 特

征？意见领袖的形成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对

于这些问题，目前的研究还较浅表，尽管传播学领域有

所涉及，但多以主观性的分析阐述为主，缺乏客观实证

分析；因此，深入了解社会化问答平台意见领袖在知识

共享过程中表现出的各项特征，有助于明确社会化问

答平台这类知识共享虚拟社区知识扩散的路径和共享

过程，促进社会化问答网站服务质量的提升。

１　研究现状分析

近几年，有关社会化问答平台的研究主要来自于新

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目前该领

域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平台用户和平台答案方面。

关于平 台 用 户 的 研 究，主 要 可 分 为 用 户 信 息 行

为、用户体验和 用 户 特 征３个 方 面，其 中 用 户 信 息 行

为研究是主 流。刘 佩 等［３］采 取 内 容 分 析 和 社 会 网 络

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析了知乎平台的知识分享与传

播行为Ｊｉｎ等［４］以 知 乎 平 台 为 例，探 讨 出 用 户 的 自 我

呈现、同伴认知和社交学习对用户的知识贡献行为具

有积极的影响；Ｚｈａｏ等［５］深入分析了社会化问答平台

用户知识共享行为的 外 在 动 机。除此之外，相关研究

涉及到的主流用户信息行为还包括信息搜索，如有众

多研究着力 于 探 析 信 息 采 纳［６］、信 息 需 求［７］等 因 素 对

信息搜索行为的双路径影响。也有研究发现不同的用

户感知和用户期望对知乎平台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存在

差异 明 显 的 影 响 力［８］。在 用 户 体 验 研 究 方 面，陈 娟

等［９］分析得出视觉吸引力和需求满足是影响平台用户

体验的显著因素。进而将知乎用户分为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ｌｏｖ－

ｅｒ、Ａｎｓｗｅｒ＿ｌｏｖｅｒ和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３类，其中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ｌｏｖｅｒ组

用户的行 为 动 机 以 求 和、利 他 动 机 为 主，Ａｎｓｗｅｒ＿ｌｏｖｅｒ
组用户表现较符合社交型用户特点，Ｍａｊｏｒｉｔｙ组用户具

有强大的享受帮助、兴趣动机和社交动机［１０］。

关于平台答案的研究，主要有答案质量测评和影

响答案质量的因素分析两个方面。Ｏｈ等［１１］在调查馆

员、护士等用户基础上评估了平台中关于健康话题的

答案的质量；另 外 多 有 研 究 者 使 用 数 学、统 计 学 等 学

科的定量方 法 构 建 了 包 含 多 个 维 度 的 答 案 质 量 测 评

模型，并使 用 该 模 型 对 各 平 台 答 案 质 量 进 行 实 证 测

评［１２－１３］。在剖 析 影 响 答 案 质 量 的 因 素 方 面，研 究 表

明，表述问题言 简 意 赅 更 容 易 吸 引 回 答 者［１４］；且 答 案

长度等因素对答案认可度的影响力不一［１５］。

相对而言，对于社会化问答平台的主要知识贡献

者———意见领袖的研究较少，刘雨农等［１６］通过使用社

会网络分析 法 和 内 容 分 析 法 来 揭 示 社 会 化 问 答 平 台

的社区网络形 式 和 意 见 领 袖 特 征。王 秀 丽［１７］使 用 定

性分析的方法得出知乎社区特有的投票机制、信用机

制和关注模式是催生意见领袖的动力，但并未涉及到

意见领袖的知识交互和信息行为特征方面的内容。

有鉴于此，本研究拟通过使用数理统计和社会网

络分析的定量方法，深入探究社会化问答网站上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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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领袖的社会性特征和社会网络关系特征，进而揭示

其知识创造、分享以及扩散的过程。

２　研究设计

知乎网作为 中 国 第 一 家 基 于 人 际 网 络 的 问 答 平

台，融 合 了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和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的 诸 多 特

点，并 仿 照 了Ｑｕｏｒａ的 成 功 模 式，开 创 了 我 国 社 会 化

问答的先河［１８］。由 早 期 的 邀 请 注 册 转 变 为 开 放 注 册

以来，知乎平 台 的 用 户 数 量 迅 速 增 长，社 区 规 模 急 剧

扩大，影响力不断提高。截至２０１７年３月，知乎平台

已拥有约６９００万 注 册 用 户，累 计 生 产 了２５余 万 话

题，所包含问题约为１５００万个、回答约为５５００万 个，

成为国内最 大 的 社 会 化 问 答 社 区。图１为 知 乎 平 台

的知识共享机制，即作为知识需求者的知乎用户在生

活、工作或学 习 的 过 程 中 遇 到 难 以 解 决 的 问 题 时，将

问题发布到知乎平台上，而知乎平台上的其他用户则

可作为知识提供者在平台上分享自身的经验和方法。

因此，知乎便 成 为 一 个 交 流 平 台，推 动 了 知 识 共 享 进

程。知识需求 者 源 源 不 断 的 问 题 以 及 知 识 提 供 者 及

时的回答促进了社区内知识的丰富，但这些知识是如

何被创造、贡 献、分 享 和 传 递 的？ 对 于 这 一 问 题 的 回

答依赖于对知 乎 平 台 内 产 生 的 话 题、问 答、用 户 信 息

等数据的分析和挖掘，特别是对社会化问答平台的主

要知识提供者———意见领袖的剖析。

图１　知乎平台知识共享机制

２．１　样本选择

意见领袖处于“信息二次传播枢纽”，既扮演了信

息把关人、信 息 传 递 人 的 角 色，也 具 有 信 息 加 工 的 能

力，即在信息 的 二 次 传 播 过 程 中，意 见 领 袖 往 往 会 进

行知识的“再 创 造”，加 入 自 己 对 信 息 的 理 解 和 态 度。

这些再创造的知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普通用户，进

而扩大意见 领 袖 的 影 响 力。对 于 网 络 社 区 意 见 领 袖

的识别，Ｙｏｏ和Ａｌａｖｉ认为可以通过用户发布信息的数

量来判定其是 否 为 意 见 领 袖［１９］。黄 玮 认 为 意 见 领 袖

的识别指标一般分为影响力和活跃度两类，其中影响

力可理解为吸 聚 力 和 传 染 性，具 体 表 现 为 转 发 数、评

论数、赞同 数 等 指 标，活 跃 度 则 表 现 为 发 帖 数 量［２０］。

陈远等也提出以发帖量、发帖质量和在论坛中的身份

为标准来识别 论 坛 中 的 意 见 领 袖；同 时，以 博 文 被 浏

览以及评论的次数，博文内容被引用、转发、收藏的次

数，以及与网友互动次数为标准来挖掘（微）博客中的

意见领袖［２１］。综上，识别网络社区中的意见领袖主要

看用户的发帖数量和质量。

知乎作为 知 识 性 问 答 社 区，除 平 台 固 有 的 特 殊

性以外，还兼具论坛 和（微）博 客 的 社 会 性 特 点，属 于

知识共享虚拟 社 区。因 而，知 乎 平 台 上 用 户 的 回 答

数量可以作 为 活 跃 度 的 测 度 指 标，同 时 平 台 用 户 回

答获得的赞 同 数、感 谢 数 以 及 用 户 粉 丝 数 均 可 看 作

用户影响力指标。结 合 以 上 两 个 维 度 的 指 标 便 可 识

别意见领袖。因 此，本 研 究 选 择 以 上 数 据 指 标 作 为

筛选知乎意见 领 袖 的 标 准。事 实 上，知 乎 平 台 已 经

自动筛选出每个话 题 下 这 几 项 数 据 水 平 均 很 高 的 用

户作为活跃 回 答 者，这 些 活 跃 回 答 者 可 以 作 为 意 见

领袖的样本来源。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选择知乎网作为社会化问

答平台的样本数据来源，并搜集热门话题“人工智能”

下活跃回答 者 的 相 关 数 据 信 息 作 为 数 据 分 析 样 本 展

开研究。自２０１６年ＡｌｐｈａＧｏ问世以来，“人工智能”成

为长期热门话题，次年ＡｌｐｈａＧｏ　Ｚｅｒｏ的诞生更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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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工智 能”的 热 度。人 工 智 能 是 涵 盖 范 围 十 分 广

泛的科学，它 横 跨 自 然 科 学 领 域 和 社 会 科 学 领 域，从

事这类工作 的 人 必 须 掌 握 如 机 器 学 习、计 算 机 视 觉、

心理学、哲学 等 方 面 的 知 识，因 而 选 取 该 话 题 下 的 用

户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具有科学性和代表性。

２．２　数据收集与处理

截止到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１日，知乎“人工智能”热门

话题下共有关注者１００多万，活跃回答者共有３５人，

每位活跃回答 者 的 回 答 数、关 注 人 数、粉 丝 数 等 数 据

量存在一 定 差 异，其 中 回 答 数 最 多 的 活 跃 回 答 者 为

Ｙｕｈａｎｇ　Ｌｉｕ，共回 答 了１５４０个 问 题，回 答 数 量 最 少 的

是胡耀宇和Ｋｅｖｉｎ　Ｚｈｏｎｇ，均只回答了８个问题。

Ｐｒｉｃｅ在《小科学，大 科 学》中 提 出 了 普 赖 斯 定 律：

在同一主题中，半数的论文是由一群高生产力作者所

写，这一作 者 集 合 数 量 约 等 于 全 部 作 者 总 数 的 平 方

根［２２］。根据该定律，发表博文Ｎ篇以上的博主为核心

作者，Ｎ＝０．７４９＊（ｎｍａｘ）１／２，式 中ｎｍａｘ为 发 文 量 最 多 的

博主的博文数。因而，根据该公式计算可知，“人工智

能”热门话题下高产回答者回答的帖数应为Ｎ＝０．７４９

＊（１５４０）１／２＝２９。综 上，本 研 究 选 定 答 题 数２９以 上

的用户为核 心 答 主。去 除 答 题 数 低 于２９的 用 户，分

别为微软 亚 洲 研 究 院 （２６）、张 翔 （２５）、ｓａｉｚｈｅｎｇ（１１）、

胡耀宇（８）和Ｋｅｖｉｎ　Ｚｈｏｎｇ（８），剩 余 的３０名 活 跃 回 答

者作为核心答者。

筛选出的３０名核心答主不仅答题数量上符合普

赖斯定律揭示的高产作者标准，同时他们获得了数以

万计的人均赞同数、感谢数和收藏数，粉丝群体庞大，

其中７０％被知乎认证为优秀回答者或官方机构，在知

乎社区 内 具 有 卓 越 的 地 位 和 不 凡 的 影 响 力。另 外，

《第一 次 民 间 版 知 乎 用 户 分 析 报 告》中 显 示，在

３，５０７，４２６个用户中，粉丝数超过１０００人 的 只 占 到 万

分之九，粉丝数上万的则只有万分之二［２３］。这组数据

说明粉丝数过千的用户即为知乎的头部用户，接近金

字塔的顶端。因 此，以 上３０位 用 户 的 意 见 领 袖 地 位

毋庸置疑。

作为信息发布者的知乎用户，其基本资料数据集

包括：头像、用 户 名、性 别、获 得 赞 同 数、获 得 感 谢 数、

回答被收藏数、回 答 被 分 享 数、从 事 行 业、居 住 地、工

作经历、教育经历、回答数、关注的人数、粉丝数、提问

数、专栏文章数、收藏和关注话题等数据条目。

本研究的研 究 重 心 在 于 分 析 社 会 化 问 答 平 台 意

见领袖的知识 共 享 行 为 特 征，包 括 社 会 特 征、信 息 行

为特征和知识交互特征等内容，因此搜集的数据除以

上基本信息外，还包括意见领袖的关注网络。用户关

注网络能够 更 好 地 解 释 社 会 化 问 答 平 台 中 的 人 际 关

系、知识传 播 路 径 和 知 识 交 互 过 程。将 筛 选 出 的３０
名活跃回 答 者 作 为 分 析 样 本，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１日

１２：２０：００使 用Ｐｙｔｈｏｎ语 言 获 取 研 究 所 需 要 的 数 据

项，部分数据信息见表１。

表１　部分活跃回答者个人信息

用户名 性别 获得赞同数 获得感谢数 回答被收藏数 回答被分享数

田渊栋 男 ４５５８３　 ３５４７　 １３６７９　 ９
周博磊 男 １１８８２　 ２０４４　 １０６６３　 ０
Ｆｉｌｅｓｔｏｒｍ 男 ２４６５１　 ７４８９　 ３８６６５　 ４７６
Ｎａｉｙａｎ　Ｗａｎｇ 男 ９２２８　 １５９３　 ６４３６　 ３０

高飞龙 男 １７３７５１　 ３７７５２　 ６８３０６　 １７５

３　知乎意见领袖的社会特征

知乎用户的社会身份、社会特征都是先于知识共

享过程而存在的。但同时，知乎用户的社会特征又不

可避免地影响 到 知 识 共 享 过 程，贯 穿 始 末，成 为 知 乎

平台知识共享不可割裂的部分。由此，本研究拟通过

统计分析知乎平台上话题意见领袖的从事行业、工作

经历和教育经历等数据项揭示其社会特征。

Ｐｏｒｎｐｉｔａｋｐａｎ认为意见领袖的专业性是其在网络

社区中建立信任和增加影响力的重要因素［２４］，而意见

领袖的专业 性 可 以 通 过 其 社 会 身 份 和 知 识 背 景 得 以

确认。在“人 工 智 能”话 题 采 集 到 的 用 户 个 人 背 景 数

据中，用户从 事 行 业、工 作 经 历 和 教 育 经 历 恰 好 能 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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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上文提及的社会身份和知识背景，故而本研究仅

着重统计分 析 这３项 数 据 以 探 究 知 乎 意 见 领 袖 的 社

会特征，对于性别等其他数据项则不予分析。

从事行业方面，３０位 意 见 领 袖 中 共 有１７位 公 开

了从 事 行 业，可 被 归 类 为 制 造 业、信 息 产 业、科 学 研

究、房地产业、教 育５大 行 业。其 中 任 职 于 互 联 网 公

司的意见领袖数量 最 多 （５位）；紧 跟 其 后 的 是 高 等 教

育行业（３位）；从事科研、计算机软件和高新科技行业

的意见领袖数 量 均 为２位；剩 余 的 通 信、航 天 和 房 地

产行业各１位。总的看来，意见领袖从事的行业大部

分属于知识、科技、人才密集型行业，具备扎实的专业

知识，且与人工智能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工作经历方 面，共 有１４位 意 见 领 袖 公 开 了 此 项

信息。其中从 事 信 息 产 业 的 意 见 领 袖 大 多 就 职 于 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Ｇｏｏｇｌｅ、Ｉｎｔｅｌ等 国 际 知 名 互 联 网 公 司；教 育

行业的意见领袖则大部分就职于如纽约大学、清华大

学、南京大学 等 国 内 外 一 流 高 校；隶 属 制 造 业 的 意 见

领袖在如西门子、博世此类知名外企工作。因而，“人

工智能”话题下的 大 部 分 意 见 领 袖 的 工 作 机 构 与“人

工智能”行业密切相关。

教育经历方 面，在 公 布 教 育 经 历 的２３位 意 见 领

袖中，有毕业于如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纽约大学

等世界名校，也有毕业于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

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同时，大部分意见领袖的最高

学历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简而言之，“人工智能”话题下的意见领袖大多为

行业翘楚，知识精英。

４　知乎意见领袖个体的信息行为特征

知乎平台上 用 户 的 信 息 行 为 主 要 包 括：提 问、回

答、关注、点赞、评 论、收 藏 和 分 享，而 提 问、回 答 和 关

注这３种行 为 是 知 识 共 享 过 程 中 最 主 要 且 最 为 直 观

的信息行为。因此，本研究将意见领袖的信息行为聚

焦在提问、回答 和 关 注３种 主 要 类 型 上，重 点 统 计 分

析意见领袖的 提 问 数、回 答 数、关 注 用 户 数 和 关 注 话

题数的数量级特征，详细数据见表２。

如表２所示，意 见 领 袖 的 共 性 体 现 为：其 对 问 题

的回答数远远大于提问数，这是知乎平台意见领袖信

息行为最明显的特点，即明显的知识贡献倾向。由于

各位意见领袖进入知乎社区初时，并不是被众多用户

的熟知的公知人物，因此他们的话语地位是通过日积

月累才得以 奠 定。即 意 见 领 袖 早 期 作 为 普 通 用 户 长

期积极参与各种话题的讨论，并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贡

献出大量优质 答 案，与 此 同 时，意 见 领 袖 密 切 关 注 各

领域内的优秀 回 答 者 和 话 题，因 此，意 见 领 袖 的 回 答

行为要明显频繁于提问行为。原因在于，普通用户与

意见领袖之 间 存 在 的 知 识 极 差。知 乎 社 区 在 某 种 层

面上可以看作一个开放课堂，那么社区内普通用户即

可视为学生，而 意 见 领 袖 则 可 视 为 老 师，正 是 因 为 这

种角色关系以及知识极差的存在，意见领袖出于使命

或自我实现等 原 因，会 持 续 不 断 输 出 知 识，促 进 知 识

交流。当知识交流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教学相长的

局面，即意 见 领 袖 会 提 出 一 些 问 题 以 解 答 自 身 的 疑

惑，但问题数量远少于回答数量。

其差异性体现为：意见领袖间关注的用户数量和

话题数量 存 在 较 大 的 差 异，如 关 注 用 户 数 最 大 值 为

４２０９，而最小值仅 为４。这 说 明 各 意 见 领 袖 的 兴 趣 范

围、交友特点等方面存在个性化特征。

表２　意见领袖信息行为的数量级特征

回答数 提问数 关注
用户数

关注
话题数

最大值（ＭＡＸ） １５４０　 ７７　 ４２０９　 １６１９
最小值（ＭＩＮ） ２９　 ０　 ４　 ０
平均值（ＡＶＥＲＡＧＥ） ２２２　 １０　 ５１８　 １０２
中位数（ＭＥＤＩＡＮ） １０９　 ４　 ２１３．５　 ２２．５

　　在知识扩散层面，意见领袖作为知识共享平台中

的活跃分子，是积极的信息传播者。他们提供专业优

质的答案，吸 引 大 量 用 户 的 关 注 并 获 得 大 量 赞 同、感

谢和收藏，成 为 平 台 中 的 明 星 人 物。获 得 赞 同 数、获

得感谢数、回 答 被 收 藏 数、粉 丝 数 这 些 数 据 项 目 能 够

直接反映知 乎 意 见 领 袖 明 显 的 信 息 行 为 特 征 带 来 的

社区影响力。“人工智能”话题下３０位意见领袖获得

赞同数、获得 感 谢 数、回 答 被 收 藏 数 和 粉 丝 数 的 各 项

数据见表３。意 见 领 袖 中 获 得 赞 同 数 最 多 的 有５０多

万，平均获赞数也达到６１，０７２，获得感谢数、回答被收

藏数和粉丝数这３项数据特征与获得赞同数相似，保

持在较高的 水 平。这 从 另 一 个 角 度 佐 证 了 意 见 领 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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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信息行为特征表现为知识共享，他们不仅是社

区内知识 的 主 要 贡 献 者，也 是 知 识 社 区 中 的 专 业 权

威，具有强大 影 响 力。由 于 关 注 度 和 影 响 力 的 积 累，

也“反哺”于意见领袖的知名度，使得意见领袖成为该

话题的权威。

表３　意见领袖社区影响的数量级特征

获得
赞同数

获得
感谢数

回答被
收藏数 粉丝数

最大值（ＭＡＸ） ５０３９８７　 １０５４３５　 ２１７３１５　 ２４８４６１
最小值（ＭＩＮ） ２６１５　 ５９０　 １０２３　 １９７３
平均数（ＡＶＥＲＡＧＥ） ６１０７２　 １２１６１　 ３８８８９　 ４１６７８
中位数（ＭＥＤＩＡＮ） ２６５９２　 ４５２１　 ２２６９４．５　 ２４９８０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扎斯德菲尔的“信息两级传

播理论”指出：信息从大众媒介到受众经过两个阶段，

首先是从大众传播到意见领袖，而后再从意见领袖传

到社会公众［２５］。根据《第一次民间版知乎用户分析报

告》，在３，５０７，４２６个用户中，零关注、零提问、零回答

的“三 零 用 户”共 ２，０９２，２７１ 人，占 全 体 用 户 的

５９．６５％［２６］。这些 沉 默 用 户 便 是 两 级 传 播 理 论 中 的

“社会公众”，他 们 鲜 少 贡 献 内 容 或 参 与 互 动，而 会 主

动接受或检索意见领袖共享的知识。可见，知乎是一

个内容消费远远大于内容生产的平台，用户分布呈现

出长尾现象，价 值 和 势 能 主 要 聚 集 在 个 人 身 上，即 知

乎的知识共 享 进 程 还 是 主 要 依 靠 极 小 部 分 的 意 见 领

袖，大部分的普通用户仅仅作为知识接受者参与这一

过程。这也是目前网络社区的基本生态。

５　知乎意见领袖群体的知识交互特征

本研究主要 选 取 用 户 关 注 关 系 来 分 析 意 见 领 袖

群体的知识 交 互 关 系 特 征。知 乎 平 台 的 关 注 机 制 包

括话题关注、用户关注和问题关注３种，如上文，知乎

平台“人工智能”话 题 下 的 每 一 位 活 跃 回 答 者 的 个 人

主页均显示有该 用 户 所 关 注 的 其 他 用 户，数 量 介 于４
至４，２０９之间。

本研究分别爬取了３０个意见领袖所关注的用户

名单，从而得 到 了１５，５２２条 关 注 关 系。筛 选 保 留３０
个意见领袖之间的相互关注关系，并删除总体样本之

外的用户。采 用 邻 接 矩 阵 表 示 意 见 领 袖 间 的 关 注 关

系，部分意见领袖间关注关系的二值矩阵见表４。

表４　部分用户关注关系的二值矩阵

田渊栋 周博磊 Ｆｉｌｅｓｔｏｒｍ　 Ｎａｉｙａｎ　Ｗａｎｇ 高飞龙 云天外

田渊栋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周博磊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Ｆｉｌｅｓｔｏｒｍ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将上述二值矩阵导入社会网 络 分 析 软 件ＵＣＩＮＥＴ
中，并使用Ｎｅｔ　Ｄｒａｗ软件将该二值矩 阵 进 行 可 视 化，

形成“人工智能”话题下３０位意见领袖的社会网络关

系可视化图 谱；而 后 根 据 点 度 中 心 性 调 整 节 点 大 小，

得到了如图２所 示 的 意 见 领 袖 关 系 网 络。软 件 计 算

出该网络密 度 为０．２２８７，紧 致 性 为０．４２００，说 明 整 体

网络较为密集，多数成员之间的互动频繁。

根据图２各个节点的大小和位置可以判断，关注

网络中的关系网络主要围绕“陈然”这一点，并由此节

点逐步铺陈扩散至“Ｓｕｍｍｅｒ　Ｃｌｏｖｅｒ”、“田渊栋”等大小

适中的节点，且这２个节点可视为节点“陈然”和节点

“傅渥成”之间的桥梁。而“傅睿卿”、“韦易笑”、“阿萨

姆”等节点则处于整体关注网络的边缘。

结合计算得 出 的 各 位 意 见 领 袖 所 代 表 的 节 点 在

关注网络中的点出度和点入度，可以更科学合理地解

释出现图２关 注 网 络 中 的 位 置 格 局 的 原 因。点 出 度

在本研究中即该用户在社群中关注的人数；点入度即

社群中关注 该 用 户 的 其 他 用 户 人 数。部 分 意 见 领 袖

的 点 出 度 和 点 入 度 等 数 值 见 表５，其 中 标 准 化 点 出

（入）度是某一 节 点 的 点 出 （入）度 与 该 节 点 在 社 群 网

络中最大可能关系数的比值。

由于陈然的点出度为２４，点入度为１４，即其关注

了“人工智能”意见领袖社群内８２．８％的其他用户，同

时被４８．３％的社群用户关注，这２项数据均处于中上

水平，因而陈 然 在 社 群 网 络 中 占 据 绝 对 中 心 的 位 置。

上文提到的 傅 睿 卿，其 点 出 度 为０，点 入 度 为２，由 于

较低点入度和点出度，因此处在整体意见领袖社群网

络的最外围。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田渊栋拥有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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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点入度，共有２１位用户关注了田渊栋，所以代

表他的节点的大小仅次于陈然，但他却因为点出度不

高而处于网络的次中心地带。由此可见，拥有大量拥

趸虽然能够增加用户的权威性，但若没有较高点出度

的支持，用户 很 难 立 足 于 关 系 网 络 的 绝 对 中 心 点，双

向的关系更能创造优势地位。

图２　“人工智能”话题中意见领袖的关注网络

表５　部分意见领袖在关注网络中的点出／入度等相关数据

点出度
（ＯｕｔＤｅｇｒｅｅ）

点入度
（ＩｎＤｅｇｒｅｅ）

标准化点出度
（ＮｒｍＯｕｔＤｅｇ）

标准化点入度
（ＮｒｍＩｎＤｅｇ）

陈然 ２４　 １４　 ８２．７５９　 ４８．２７６
傅渥成 １７　 １２　 ５８．６２１　 ４１．３７９

Ｓｕｍｍｅｒ　Ｃｌｏｖｅｒ　 １４　 １３　 ４８．２７６　 ４４．８２８
ＹＪａｎｇｏ　 １３　 ７　 ４４．８２８　 ２４．１３８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０　 ５　 ３４．４８３　 １７．２４１

逝水 １０　 ４　 ３４．４８３　 １３．７９３
高飞龙 １０　 ８　 ３４．４８３　 ２７．５８６
ｆｌｙ　ｑｑ　 ９　 ４　 ３１．０３４　 １３．７９３
云天外 ８　 ７　 ２７．５８６　 ２４．１３８

严肃 ８　 ６　 ２７．５８６　 ２０．６９
机器之心 ７　 ５　 ２４．１３８　 １７．２４１

井号键 ７　 １　 ２４．１３８　 ３．４４８
Ｍｏｎ１ｓｔ　 ７　 ４　 ２４．１３８　 １３．７９３
Ｙｕｈａｎｇ　Ｌｉｕ　 ７　 １０　 ２４．１３８　 ３４．４８３

周博磊 ６　 １２　 ２０．６９　 ４１．３７９
汪有 ５　 ６　 １７．２４１　 ２０．６９
吴俣 ４　 ２　 １３．７９３　 ６．８９７

田渊栋 ４　 ２１　 １３．７９３　 ７２．４１４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话题中大多数意见领袖之

间的联系 较 为 密 切，且 高 度 集 中 于 个 别 核 心 节 点 周

围，信息传播的主要形式即是从这些具有较高独立性

的关键节点向其他节点快速、单向、大规模扩散，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主导话题网络的舆论导向，并决定知识

在网络中的交互方式。

除此之外，“中心性”是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重点

之一。一般来 说，常 用 的 中 心 度 指 标 有 度 数 中 心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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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问答平台意见领袖的知识共享行为特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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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中心度 和 中 间 中 心 度３种。其 中 度 数 中 心 度 为

与当前节点直接相连的其他节点个数；而若一个节点

与网络中所有其他节点的距离都很短，则称该节点具

有较高的接近中心度；当一个节点处于许多其他节点

对的捷径上，则该节点具有较高的中间中心度［２７］。据

表６，话题网络中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 中 心

度和特征向 量 中 心 度 指 标 排 名 靠 前 的 意 见 领 袖 存 在

重合，前２位均为陈然、田渊栋，其他用户的４项数据

中也存在数量不等的优势排名重合的情况，说明这些

用户不仅是网络社群中的名人，也具备着较强的影响

力，同时扮演 着 社 群 传 播 中 介 的 角 色。同 样，傅 睿 卿

等边缘用户的各个中心度值均在尾数行列。

表６　部分意见领袖在关注网络中的中心度

度数中心度
（Ｄｅｇｒｅｅ）

接近中心度
（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

中间中心度
（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

特征向量中心度
（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

用户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田渊栋 ７２．４１４　 ２　 ７８．３７８　 ２　 １１．７８６　 ２　 ４６．３７　 １
周博磊 ４４．８２８　 ６　 ６４．４４４　 ６　 １．８５２　 １０　 ３４．４２２　 ６
Ｆｉｌｅｓｔｏｒｍ　 ５１．７２４　 ５　 ６７．４４２　 ５　 ３．３４７　 ６　 ３６．８３２　 ５
Ｎａｉｙａｎ　Ｗａｎｇ　 ３４．４８３　 １０　 ６０．４１７　 １０　 ０．７６６　 １７　 ２８．０６　 １０

高飞龙 ４１．３７９　 ８　 ６１．７０２　 ９　 １．６９８　 １１　 ２９．１２６　 ９
云天外 ３４．４８３　 １１　 ５６．８６３　 １８　 ０．８９９　 １３　 ２４．０１６　 １５

Ｓｕｍｍｅｒ　Ｃｌｏｖｅｒ　 ５８．６２１　 ３　 ７０．７３２　 ３　 ６．７３８　 ３　 ４０．０７７　 ４
严肃 ２７．５８６　 １７　 ５８　 １５　 １．４２８　 １２　 １７．４６６　 ２０
陈然 ８２．７５９　 １　 ８５．２９４　 １　 ２５．９９　 １　 ４６．１１　 ２
ｆｌｙ　ｑｑ　 ３１．０３４　 １４　 ５９．１８４　 １１　 ３．０７４　 ７　 ２１．８３３　 １７

６　知乎意见领袖的成长性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图２所呈现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不

是固定不变的，每位 用 户 进 入 社 区、话 题 的 时 间 节 点

存在差异，通 过 积 极 回 答 问 题 成 为 意 见 领 袖 的 周 期

也有所不同，因 而 社 会 网 络 的 形 成 是 一 个 缓 慢 的 过

程，并且网络 的 格 局 会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而 发 生 相 应

的变化。

图３的时间轴展现了部分意见领袖加入“人工智

能”话题的时间，３０位 意 见 领 袖 中 最 早 加 入 该 话 题 的

时间为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６年共有１４位用户先后加入该话

题，是加入用户数量最多的年份，紧接着是２０１５年（８

位），剩余８位加入时间分别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７

年，每一 年２—３位 不 等。究 其 原 因，２０１６年１月，

ＡｌｐｈａＧｏ完胜欧洲围 棋 冠 军，实 现 了 一 次 史 无 前 例 的

突破。２０１６年３月，ＡｌｐｈａＧｏ又战 胜 了 世 界 围 棋 冠 军

李世石。ＡｌｐｈａＧｏ的出现在给国际围棋界带来巨大震

动的同时，将“人 工 智 能”这 一 话 题 强 势 带 入 大 众 视

野，成为行业热门话题。

结合图２和图３，在目前呈现的领域关系网络中，

最早期加入话题的用户，如Ｆｉｌｅｓｔｏｒｍ等并未占据社会

网络的绝对中心位置，而是在离中心不远的“次中心”

地带。显而易见，在早期他们应该是整个领域网络的

中心人物，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用户的加入，他们

在网络中的位置有所变化。但是，大部分加入话题时

间较早的 用 户，在 网 络 中 仍 然 占 据 了 比 较 中 心 的 位

置，如Ｓｕｍｍｅｒ　Ｃｌｏｖｅｒ、田 渊 栋 等，而 后 期 加 入 话 题 的

如阿萨姆等用户则处于整个网络的边缘。

由此可见，从崭露头角到声名鹊起需要经历一个

发展过程，那 些 较 早 加 入 话 题 的 用 户，需 要 通 过 源 源

不断贡献高质量的答案来慢慢积累影响力，才能在网

络中占据相 对 优 越 的 位 置。同 时，加 入 话 题 时 间、回

答问题数量 也 并 非 决 定 用 户 在 网 络 中 位 置 的 唯 二 因

素，关注关系也同样至关重要。上文提到的陈然和田

渊栋便是最好 的 例 证，陈 然 加 入 话 题 时 间 虽 晚，但 是

其回答问题数量较 多 且 与“人 工 智 能”领 域 内 其 他 意

见领袖存在较多双向关注关系，这就为知识的交互创

造了一个畅通的网络环境，由此陈然成为目前整个意

见领袖群体的中心人物，由后起之秀发展成为社会关

系网络的关 键 节 点。体 现 了 整 个 网 络 内 部 的 关 注 关

系会随时间而发生改变，意见领袖与话题的相互关系

存在成长性和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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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该意见领袖位于知识交互网络的中心位置，▲表示该意见领袖位于知识交互网络的边缘位置

图３　部分意见领袖加入话题时间轴

７　讨论与结论

社会化问答平台是 Ｗｅｂ２．０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崭

新的知识共享虚拟社区，由于其在满足用户精准信息

需求的同时，有 效 促 进 了 知 识 传 递 和 人 际 交 互，因 而

用户群体的 增 长 速 度 极 为 快 速。尽 管 网 络 知 识 共 享

是大势所趋，但 决 定 知 识 能 否 共 享，以 及 共 享 效 率 的

核心要素还是由知识精英决定的。

本研究通过 数 理 统 计 分 析 和 社 会 网 络 分 析 的 方

法探究知识 共 享 过 程 中 的 社 会 化 问 答 平 台 中 意 见 领

袖的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１）意见领袖的成长依赖于他们的社会身份和知

识背景。就本研究所选取的“人工智能”话题而言，其

意见领袖大多接受过优质教育，拥有世界一流职业训

练，属于术业有专攻的行业精英。这些先赋特征是意

见领袖们早 期 进 入 话 题 被 其 他 用 户 追 随 的 先 决 条 件

和重要因素，由此初步吸引一部分粉丝。同时在马太

效应下，他们 会 在 一 定 时 间 内 积 累 雄 厚 的 粉 丝 群 体。

在本研究分析的３０个样本中，“陈然”即为典型例证，

虽然其进入话题的时间较晚，但因其具有官方认证的

权威性，使其在图２网络中为群体网络的中心。

（２）问答社 区 的 发 展 取 决 于 意 见 领 袖 的 知 识 贡

献、共享和扩散。意见领袖不仅扮演着信息中介的作

用，也成为集 信 息 源、信 息 桥 等 多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重 要

角色。意见领 袖 的 存 在 是 一 个 知 识 社 区 得 以 形 成 的

基础。知识社 区 的 形 成 可 以 被 认 为 是 由 意 见 领 袖 推

动的，他们回答问题数量远大于提问数量。意见领袖

在投入大量 时 间 和 精 力 到 给 普 通 用 户 答 疑 解 惑 的 过

程中，逐渐成 为 社 区 的 灵 魂 所 在。薛 定 谔 在《生 命 是

什么》这本 书 中 提 出：生 物 体 以 负 熵 为 食。一 个 生 命

有机体处于不断地产生熵，并逐渐趋向于最大熵的危

险状态即死亡的过程中。要摆脱死亡，唯一的办法就

是从环境中不 断 地 吸 取 负 熵［２８］。香 农 从 信 息 论 和 控

制论的角度 给 出 了 关 于 熵 的 精 确 表 述：信 息 即 负 熵，

用以消除不确定性。对于知识社区亦如此，意见领袖

是知识社区的知识贡献者，是知乎这一系统的负熵所

在，正是乐于 分 享 信 息，贡 献 知 识 的 意 见 领 袖 构 建 了

知乎社区的舆论生态。

（３）在知识交互行为层面，问答社区中存在着小团

体效应。由于知乎的话题网络是一个围绕关键节点展

开的稀疏网络，所以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在其

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中心度较高的用户是社群中的明

星人物，多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通过与其他意见领袖

的密切互动，提高了信传播速度和知识共享效率，支撑

着社区的发展，可视为意见领袖中的“意见领袖”。与

意见领袖相对的，是一般响应者与浏览者，所谓一般响

应者是不定期地发表个人观点、意见和看法的一类人；

浏览者则属于一般性了解，沉默和观望的一群人，他们

是社区中数量最多的一类。由此社区就形成了一个以

“意见领袖”为中心的“圈子”或“地盘”。

（４）就知 识 共 享 过 程 而 言，意 见 领 袖 与 话 题 的 相

互关系存在流动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意见领袖的

中心性不是大 一 统 的，也 不 是 固 定 的，会 因 为 话 题 的

转移以及社 区 成 员 关 注 点 和 兴 趣 点 的 改 变 而 发 生 转

移，以及新成员的加入而发生变化；因而可以理解为：

意见领袖间的网络关系是因变量，时间节点是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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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后者影 响 前 者，即 随 着 时 间 节 点 的 改 变 意 见 领

袖的“中心 性”存 在 被 抛 弃 和 替 换 的 可 能，归 根 结 底，

社区的“中心”流动 性 取 决 于 话 题 的 专 业 性 和 读 者 的

取向和意愿。

总之，在这个 内 容 为 王 的 时 代，意 见 领 袖 是 知 识

共享过程的重要环节，通过探析知识共享社区中意见

领袖的特征，既 可 发 现 知 识 共 享 的 过 程 性 特 征，也 提

供了从一个 侧 面 促 进 知 识 共 享 效 率 的 途 径。本 研 究

的结论建立在有限样本的案例研究基础上，更精准的

结论有赖于更多样本的验证。

支撑数据

支撑数据由作者自存储，Ｅｍａｉｌ：４１５８５０９６６＠ｑｑ．ｃｏｍ。

１ 施艳萍．ＡＩ　ｕｓｅｒｓ　ｄａｔａ．ｘｌｓｘ．知乎人工智能话题用户

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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