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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社区信息共享决策模型概览

§ 网络社区内在信息共享的决策理论研究

1. 社交影响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在做出信息共享决策时，受到社会网络中其他个体的影

响。如果网络中其他个体有良好的信息共享行为，则个人更有可能分享信息；反之亦然。

2. 理性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在做出信息共享决策时，会考虑信息共享的成本和收益，

并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行动。如果共享信息的收益大于成本，则个人更有可能共享信息；反

之亦然。

3. 信任理论：该理论认为，信任是信息共享的基础。如果个人信任网络中其他个体，则更有

可能与他们分享信息；反之亦然。

§ 网络社区外在信息共享的决策理论研究

1. 隐私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在做出信息共享决策时，会考虑到隐私的保护。如果个人认

为分享信息会泄露其隐私，则不太可能分享信息。

2. 安全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在做出信息共享决策时，会考虑到信息的安全性。如果个人

认为分享信息可能会泄露其敏感信息，则不太可能分享信息。

3. 知识产权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在做出信息共享决策时，会考虑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如

果个人认为分享信息可能会侵犯其知识产权，则不太可能分享信息。



 模型构成要素概述

网络社区的信息共享决策模型网络社区的信息共享决策模型



 模型构成要素概述

网络社区信息共享决策模型的构建目标

1. 旨在提供给网络社区运营者和管理者一个可行性的决策框架，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管理网络社

区的信息共享行为，实现网络社区的健康发展。

2. 构建该模型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和分析影响网络社区信息共享决策的各种因素，如社区成员特征、

社区文化、社区治理机制以及信息共享技术等。

3. 通过构建该模型，可以帮助网络社区运营者和管理者更好地理解网络社区的信息共享行为，从而

制定更加有效的策略和措施来促进和管理信息共享，实现网络社区的健康发展。

网络社区信息共享决策模型的理论基础

1.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等，以及网络社区信息共享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构建网络社区

信息共享决策模型。

2.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们在网络社区中的互动和信息共享行为是基于一种社会交换的过程，即通

过付出一定成本来获取一定收益。

3.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们在网络社区中的信息共享决策是基于对收益和成本的理性计算，即选择

对自己最有利的选项。



 模型构成要素概述

§ 网络社区信息共享决策模型的核心变量

1. 影响网络社区信息共享决策的核心变量包括：社区成员特征、

社区文化、社区治理机制、信息共享技术等。

2. 社区成员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教育背景、职业等，这些

特征可能会影响社区成员的信息共享行为。

3. 社区文化是指网络社区的共同价值观、规范和行为准则，这

些文化因素会影响社区成员的信息共享行为。

4. 社区治理机制是指网络社区的组织结构、管理制度和决策程

序，这些机制会影响社区成员的信息共享行为。

5. 信息共享技术是指网络社区中用于信息共享的工具和平台，

这些技术会影响社区成员的信息共享行为。

§ 网络社区信息共享决策模型的构建步骤

1. 首先，需要对网络社区的信息共享行为进行深入的研究，包

括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和发现影响因素。

2. 其次，需要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网络社区的信息共享行

为，这个模型需要包含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和结果变量。

3. 第三，需要对该模型进行验证，包括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和

评估模型的拟合度。

4. 最后，需要根据该模型来提出促进网络社区信息共享的策略

和措施，包括制定政策、建立制度和提供技术支持。



 模型构成要素概述

网络社区信息共享决策模型的应用场
景

1. 可以应用于网络社区的运营和管理，帮助网络社区运营者和

管理者更好地理解和管理网络社区的信息共享行为，促进网络

社区的健康发展。

2. 可以应用于网络社区的研究，帮助网络社区的研究者更好地

理解网络社区的信息共享行为，为网络社区的研究提供理论和

实践依据。

3. 可以应用于网络社区的政策制定，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更有

效的网络社区信息共享政策，促进网络社区的健康发展。

网络社区信息共享决策模型的发展前
景

1. 需要进一步完善网络社区信息共享决策模型，包括增加更多

影响因素、改进模型结构和提高模型精度。

2. 需要将网络社区信息共享决策模型应用于不同的网络社区，

以检验模型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3. 需要将网络社区信息共享决策模型与其他模型相结合，以构

建更加全面的网络社区信息共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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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共享决策过程解析

1. 搜集与分析信息是决策者制定正确决策的基础。信息收集是组织和企业领导者实

施决策的重要环节。尤其是网络社区等新型组织，决策者可采取多种方式收集信息，

如网络调查、网上座谈会、网络民意测验等。

2. 信息的搜集来源主要包括：个人经验、他人经验、企业内部资料、计算机存储信

息等。在网络社区中，信息的搜集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扩大信息来源，提高信

息收集的效率和准确性。

3. 信息的搜集应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目标明确、分工协作、分明责任、有效协调、

及时反馈等，并注意信息质量、信息的筛选和信息存储等。
§ 信息的评估

1. 信息的评估包括对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及时性、完整性和相关性的判断。在

网络社区中，信息的评估尤为重要，因为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虚假和误导性信

息较多。

2. 信息评估的方法主要有：专家评估法、相关性分析法、一致性分析法、层次分析

法、模糊数学法、系统动力学法等。在网络社区中，可结合网络的特性和优势，开

发出新的信息评估方法。

3. 信息评估的目的是为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基础，帮助决策者做出更科学、更准确

的决策。在网络社区中，信息评估可以帮助决策者识别和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为

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

§ 信息的收集



 信息共享决策过程解析

§ 备择方案的产生

1. 备择方案是决策者在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估的基础

上，提出可以解决问题或实现目标的多种方案。备择方案的产

生是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它为决策者比较和选择提供了基

础。

2. 备择方案的产生方法主要有：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标杆

法、SWOT分析法、波特五力分析法、波士顿矩阵法等。在网

络社区中，可结合网络的特性和优势，开发出新的备择方案产

生方法。

3. 备择方案的产生应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如全面性、可行性、

创新性、现实性、可操作性等。在网络社区中，备择方案的产

生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互动性和广泛性，收集来自不同群体的

意见和建议。

§ 备择方案的评价

1. 备择方案的评价是对备择方案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和比较，以

确定最优方案。备择方案的评价是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它

为决策者选择最优方案提供了依据。

2. 备择方案的评价方法主要有：成本效益分析法、多目标决策

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法、系统动力学法等。在网络

社区中，可结合网络的特性和优势，开发出新的备择方案评价

方法。

3. 备择方案的评价应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如全面性、客观性、

可比性、一致性、动态性等。在网络社区中，备择方案的评价

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互动性和广泛性，收集来自不同群体的意

见和建议。



 信息共享决策过程解析

§ 最优方案的选择

1. 最优方案的选择是在对备择方案进行评价的基础上，选择一

个最能实现决策目标的方案。最优方案的选择是决策过程中的

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2. 最优方案的选择方法主要有：简单投票法、加权投票法、一

致同意法、多数同意法、最小阻力法、帕累托改进法等。在网

络社区中，可结合网络的特性和优势，开发出新的最优方案选

择方法。

3. 最优方案的选择应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如民主性、科学性、

可行性、有效性、合法性等。在网络社区中，最优方案的选择

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互动性和广泛性，收集来自不同群体的意

见和建议。

§ 方案的实施与控制

1. 方案的实施是指将选定的方案付诸实践，并对其实施过程进

行监控和管理。方案的实施是决策过程中的最后一步，也是最

关键的一步。

2. 方案实施的主要步骤包括：制定实施计划、组建实施团队、

分配任务、监督实施进度、控制实施成本、评估实施效果等。

在网络社区中，方案实施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互动性和广泛性，

收集来自不同群体的反馈和建议。

3. 方案实施的控制是指对方案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以确

保方案的顺利实施和目标的实现。方案实施的控制主要包括：

进度控制、成本控制、质量控制和风险控制等。在网络社区中，

方案实施的控制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互动性和广泛性，收集来

自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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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 影响决策的个人因素

1. 个人价值观和态度：个人对信息共享的价值观和态度会影响

其共享行为，例如个人是否认为信息共享是重要的、有益的或

者是否认为信息共享会带来负面后果。

2. 个人信任感：个人对其他用户、平台或网站的信任感也会影

响其信息共享行为，例如个人是否相信其他用户不会滥用其信

息、平台或网站会妥善保护其信息等。

3. 个人过往经验：个人在网络社区中过往的经验也会影响其信

息共享行为，例如个人在网络社区中是否经历过信息被滥用、

被欺骗或被攻击等负面经验。

§ 影响决策的社会因素

1. 社会规范：网络社区中的社会规范也会影响个人信息共享行

为，例如网络社区中是否存在支持或鼓励信息共享的社会规范、

是否存在反对或抵制信息共享的社会规范。

2. 社会支持：个人在网络社区中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也会影响其

信息共享行为，例如个人是否感受到来自其他用户、平台或网

站的社会支持。

3. 社会惩罚：个人在网络社区中感受到的社会惩罚也会影响其

信息共享行为，例如个人是否担心其他用户、平台或网站会对

其信息共享行为进行负面评价或采取惩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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