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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众包创新平台中个体间互动对其创新贡献的影响机制，从社会网络视角，基于典型众包创新平台—— 戴尔公

司 IdeaStorm相关数据，通过分析用户参与众包创新的互动网络结构，以用户间互动网络的中心性指标（出度中心度、入度中心

度、中间中心度、入接近中心度和出接近中心度）测度用户间的互动行为，以用户的提交创意数、平台得分和获得的投票数来衡

量用户的众包创新贡献，通过选取 IdeaStorm平台中众包创新项目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参与用户间互动对其创新贡献的影

响。结果表明：众包创新平台中用户间互动对其创新贡献有显著影响，出度中心度对创新贡献的正向影响程度最高。但并非

所有用户间互动的关键变量对创新贡献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入度中心度负向影响用户的提交创意数、中间中心度负向

影响用户的提交创意数与平台得分、接近中心度则负向影响用户的创新贡献。设计科学的互动反馈机制和奖励评分机制，有

助于引导用户高质量互动并产出高水平的创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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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包创新作为一种新型创新模式，是企业把传统由内部员工执行的创新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交给外

部网络用户来完成的商业模式［1］。该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获取网络群体知识资源、提升创新绩效的有效模

式：InnoCentive自 2001年创立以来，汇聚了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36万的用户参与，破解了 2000多项创

新难题；宝洁公司借助 NineSigma向 70万用户发放创新需求，高质量完成了 100多个创新项目；戴尔公司的

众包创新平台 IdeaStorm，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28800条想法被提交，超过 550条得到实现。在国内近年来也出

现了一些众包平台，如猪八戒网、任务中国、海尔 HOPE、美的美创等，取得了显著成绩［2］，但其应用上还处于

信息处理和简单工作众包等初级范围，且主流企业参与不足，与国外创新领先企业倾力打造众包创新模型形

成强烈反差。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企业对众包创新模式的先进理念缺乏系统认识，应用上缺乏信心，亟需理

论引领。

一、问题的提出

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建立不同的众包创新模型以解决创新难题，但随着众包创新模式的实践应用，出现

了用户持续参与意愿不强、知识持续贡献不足、众包创新绩效不高等问题［3⁃5］。为此，一些学者从参与动

机［6⁃7］、奖励机制设计［8⁃9］、平台运作模式管控［10⁃11］等方面研究了众包创新绩效的提升路径与策略问题。众包

创新是通过以联网为载体而创建的一种发包企业与接包用户互动协作的开放式创新社区，因此，用户之间的

互动对众包创新贡献产生重要影响。

Wu等［12］提出社会大众的有效互动增强了个体用户的知识共享与信任水平；Chang和 Chuang［13］通过实证

研究发现用户间互动可以有效提高其创意质量，要鼓励用户利用互联网开展交流沟通，提升其知识财富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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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雷静［14］的研究发现，众包创新任务发布后，存在兴趣相同的接包用户会针对该任务发表个人见解或评

论，一方面可以将自身知识与他人分享；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他们的见解中获取知识，有助于提升众包创新绩

效；吴煜山［15］以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为研究对象，发现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越多，越有可能引发群体智慧

的涌现；郭伟等［16］结合 Local Motors众包平台，探索了平台用户间的交互反馈对个体创新贡献的影响，发现反

馈数量和质量均对个体创新贡献有显著影响，其中反馈次数对个体创新贡献有显著正向影响，反馈率和反馈

人员多样性对个体创新贡献有显著负向影响。

可见，在众包创新模式下，用户间互动对众包创新贡献产生重要影响，而促进参与用户间的互动交流是

打造良好知识分享环境、激发用户参与活力并维持众包创新平台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上述研究做出了大

量成果，对提升用户的众包创新贡献度具有重要指导价值。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探索接包用户的互动反

馈对创新贡献的影响，并且过于强调知识分享在用户互动对众包创新绩效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缺乏从关

系网络视角探索用户间互动对其创新贡献的直接作用机理。为此，本文以 IdeaStorm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

网络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深入分析用户的互动网络结构，选取用户的互动网络中心性指

标（出度中心度、入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入接近中心度和出接近中心度）作为关键变量，探究用户互动行为

对其创新贡献的影响，以期为众包平台引导用户高质量互动、提高众包创新绩效提供理论支持。

二、众包创新平台中用户间互动的网络结构分析

（一）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能够满足对于复杂社会关系的量化探讨，有力拓展了社会关系结构的相关研

究，在知识传播、关系治理和角色识别等领域应用广泛［17⁃18］。SNA范式下的相关研究认为任何个体行为都是

嵌入在一个具体的、实时的社会系统中，而社会网络是社会行动者以及关系的集合。SNA可以从个体和整体

两个层面出发理解研究对象的社会网络特性，实现对研究对象的关系互动量化分析。SNA的主要参数及其

含义汇总见表 1［17］。
表 1 SNA的主要参数及其含义

网络层面

网络个体属性

网络整体属性

参数

度数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结构洞

凝聚子群分析

小世界特性

网络密度

含义

与该节点直接相连的其他节点个数

一个节点处于其他点对的最短途径上的频数

指某节点与图中所有其他节点的最短路径距离
之和

社会网络中的空隙

通过网络中行动者自己的一些特征来刻画研究
社会群体

把具有相对较小的平均最短路径、相对较大的
聚类系数的网络特性称为小世界现象

指社会网络中各个节点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

作用

在无向图中，度数中心度表示与某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数；在
有向图中，度数中心度分为点出度和点入度。点出度表示某节

点的输出关系，点入度表示某节点的输入关系

刻画的是行动者对资源的控制程度。中间中心度越高，就越占
据信息资源流通的关键位置

刻画一个节点不受他人控制的程度。在有向图中分为入接近
中心度和出接近中心度。前者刻画的是到达该节点的容易程

度；后者则表示该节点到达其他节点的容易程度

通过结构洞使两个节点间的联系从无到有，起到桥梁作用

可以根据多种网络属性对群体的凝聚性进行量化处理，所以存
在多种形式化的定义，目的在于解释群体内部的子结构

某个网络具有小世界特征，就说明该网络的信息传递流畅，节
点间能够进行有效快捷的沟通交流

固定规模的节点之间的连线越多，该社会网络的密度就越大

（二）数据获取与处理

众包创新平台是企业为有效获取用户创意或解决创新任务而创建的一种使企业与用户以及用户个体之

间进行互动协作的虚拟开放式创新环境［19］。具有用户参与自由自愿、组织形式十分松散、创新目的性较强

等特征。用户可以自由提交创意，或者参与他人创意的讨论、投票和评价等，从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网

络，为创意的涌现和创新任务解决方案的获取提供良好契机。基于典型众包创新平台—— 戴尔 IdeaStorm的

相关数据，探究众包创新模式下用户间互动的网络结构特征。

利用爬虫软件八爪鱼采集器（6.4版）获取 IdeaStorm平台中已实施项目中 75个发起人提交的创意项目，

以及 1195个用户提交的 4128条评论。运用 UCINET6.212绘制社会网络图，如图 1所示。在这个有向网络图

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参与用户，共有 1226个节点，1679条连接。图中的形状越大表明该节点的中间中心度

越高，其越可能居于网络的核心位置。网络的整体属性指标值见表 2，可见整体网络的互惠性（0.66%）较低，

网络密度（0.11%）也很低，表明该众包创新平台的用户联系不够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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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中心性分析

根据 SNA的主要分析参数，从点度中心

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 3个方面进行

分析。

1. 点度中心度

本研究中，社会网络是众包创新用户间

评 论 关 系 的 有 向 网 络 ，可 从 出 度 中 心 度

（out‑degree centrality，OutDeg）与入度中心度

（In‑Degree centrality，InDeg）来分析节点的中

心度，统计结果见表 3。入度中心度的指标

值分布范围较广，即用户间的入度中心度差

异较大，而出度中心度的指标值分布范围相

比小很多。出度中心度的中心势为 1.522%，

其值较小，说明网络用户的出度差异较小，

擅于主动评论的用户群体集权现象不明显；

入度中心度的中心势为 11.898%，远高于出

度中心度的中心势，说明网络用户的入度中

心度差异较大，被“评论”的用户有着更为明

显的集中趋势。这些差异也说明了用户提

交与获得的评论数存在较大的不对称性，反

映出该网络存在较低的互惠性。

2. 中间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表示某个节点对网络资源

的控制程度，节点的中间中心度越高，说明

该节点越多地占据资源和信息流通的关键

位置，对资源的控制能力越强。该网络的中

间中心度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4，各节点的

中间中心度分布情况如图 2所示，其中 CRB
为节点相对中间中心度。不难看出 98%的

用户中间中心度为 0，也就是说在该网络中

大部分用户为边缘型用户。中间中心势指

数（network centralization index）为 0.91%，也

相对较小，认为该网络趋近于环形网，即大

部分节点在网络的边缘，难以控制其他节点

之间的互动。

3. 接近中心度

对于有向关系网络，接近中心度包括入

接近中心度（In‑closeness centrality）与出接近

中心度（out‑closeness centrality）。该网络各节

点的接近中心度分析结果见表 5。可以发现

无论是出接近中心度还是入接近中心度，一

个节点与其他网络节点的捷径距离之和均

很大，即节点之间较难到达，这一结果反映

了该网络的联系较为稀疏、不够紧密。

图 1 中间中心度测度网络的可视化

表 2 网络的整体属性指标值

测度指标

网络节点数

网络边数

网络互惠性

网络密度

平均路径长度

数值

1226
1679
0.66%
0.11%
3.736

表 3 出度与入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序号

1
2
3
4
5
6
7

network centralization（OutDeg）=1.522%
network centralization（InDeg）=11.898%

参数

Mean
Std Dev
Sum
方差

欧氏距离

Minimum
Maximum

OutDeg

1.369
1.661

1679.000
2.760
75.386
0.000
20.000

InDeg

1.369
9.322

1679.000
86.902
329.911
0.000
147.000

NrmOutDeg

0.112
0.136
137.061
0.018
6.154
0.000
1.633

NrmInDeg

0.112
0.761
137.061
0.579
26.931
0.000
12.000

表 4 节点的中间中心度描述性统计

参数

Mean
Std Dev
Sum
方差

欧氏距离

Minimum
Maximum

network centralization index=0.91%

Betweenness

43.230
543.824
53000.000
295744.250
19101.666
0.000

13740.270

nBetweenness

0.003
0.036
3.535
0.001
1.274
0.000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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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间中心度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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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构洞分析

结构洞指的是两个节点间的非冗余联

系 ，通 常 用 有 效 规 模（Effective size）、效 率

（Efficiency）、限 制 度（Constraint）和 等 级 度

（Hierarchy）4 个 指 标 进 行 描 述 。 运 用

UCINET6.212对样本数据进行结构洞分析，结

果见表 6。可以发现该网络中存在较多用户

的限制度与等级度为 1，表明网络中这些用户

的信息资源获取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且较

大水平的集中在个体网中的某一行动者身

上。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情况下，网络限制度

小的节点，其网络的有效规模值就会大，但是

当与该节点相连的节点之间存在彼此联结

时，产生了重复联结，会减少结构洞的存在，

而网络有效规模与网络限制度之间的关系规

律就会被打破［17］。结构洞的存在客观上来说

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针对行动者而

言，处于结构洞位置的参与用户可以高效获

取信息，占据资源优势并获取所带来的控制

利益；劣势在于结构洞的存在对于平台中的

信息资源流动具有负向影响。

（五）小世界特性分析

由表 7可见，在这个 1226×1226的距离矩

阵中，网络节点之间的平均距离为 3.736，最小距离为 1，最大距离为 7。说明在该众包创新平台中，每两个参

与用户之间平均仅需要 3.736个用户就可建立联系。根据小世界效应理论，平均距离小于 10，即可判定用户

间形成的社会网络具有小世界特性，也意味着该平台的信息传播速度较快，用户间的交流互动得到有效支

持。此外，基于距离的聚类系数（取值在 0～1之间，聚类系数越大则表示更大的内聚性）为 0.276，指标值并

不是很大，表明用户间的互动深度不够。

三、用户间互动对其众包创新贡献的影响

通过分析众包创新模式下用户间互动的整体网络结构，可知每个用户在互动网络中处于不同的网络位

置，对关系网络资源的控制能力存在巨大差异，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创新贡献行为。为进一步探索众包创新模

式下用户间互动对其创新贡献的影响机理，将继续基于 IdeaStorm众包创新平台相关数据，以用户的出度中

心度、入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入接近中心度和出接近中心度作为用户间互动行为的测度指标，以用户在众

包创新平台中提交的创意数、平台得分和获得的投票数来表征用户的创新贡献，构建假设模型，运用多元回

归分析法开展实证研究。

（一）基准模型构建与假设

1. 众包创新模式下用户创新贡献的度量

众包创新的目的就是为了挖掘集体智慧，通过多样化的知识共享与碰撞产生新的创意或创新解决方案，

其本质就在于外部网络知识的获取与利用。因此，众包创新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维持用户持续参与众包创

新活动，不断分享相关知识与创意，提升其众包创新贡献，激发众包创新平台活力。在众包创新相关研究文

献中，较多学者研究了用户创新贡献的测量问题：Lüthje［20］提出用户对产品或服务使用经历中的问题描述，

即为用户的创新贡献内容，因为这些是企业急需获取的相关信息；Magnusson［21］则认为用户的贡献应表现为

针对产品或服务所存在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黄令贺和朱庆华［22］在分析网络百科的用户贡献时指出，应从

表 5 接近中心度分析结果

参数

Mean
Std Dev
Sum
方差

欧比距离

Minimum
Maximum

inFarness
1479598.375
112851.945
1.814E+09
1.274E+10
51957552.000
767547.000
1501850.000

outFarness
1479598.375
26313.342
1.814E+09
692392000
51815268.000
1438208.000
1501850.000

inCloseness
0.084
0.010
102.464
0.000
2.948
0.082
0.160

outCloseness
0.083
0.001
101.536
0.000
2.900
0.082
0.085

表 6 个体网结构洞分析结果

编号

1
2
3
…

1224
1225
1226

用户 ID
03codyn
rarmasu
avnanda

…

zhaney_3
zorath
zufoo

Effective size
2.000
140.546
24.000

…

1.000
1.000
1.000

Efficiency
1.000
0.997
1.000
…

1.000
1.000
1.000

Constraint
0.500
0.008
0.042
…

1.000
1.000
1.000

Hierarchy
0.000
0.031
0.000
…

1.000
1.000
1.000

表 7 距离矩阵描述统计

参数

Mean
Std Dev
Sum
方差

欧比距离

Minimum
Maximum
Distance‑based cohesion（“Compactness”）= 0.276

数值

3.736
0.850

5429538.000
0.722

4618.882
1.00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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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层面、内容层面和价值层面 3个方面进行测量：词条层面主要以一段时间内用户创建或者编辑词条的总

次数来衡量，内容层面主要是将用户所贡献的文本数量来测量，而在价值层面则主要指用户贡献内容的价

值；王丽伟［23］提出用任务解答者人数、有效的解决方案数量和竞赛任务完成率作为众包创新竞赛绩效的测

量指标；王婷婷等［24］则以用户在社区持续发表的创意个数衡量该用户的创新贡献。

基于上述文献，结合 IdeaStorm众包创新平台的运作特点，在有利于获取用户创新贡献客观数据的基础

上，从用户的创新贡献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确定众包创新模式下用户创新贡献的测量维度：以用户提交的创

意数直观反映其创新贡献数量；以用户的平台得分和获得的投票数来衡量用户的创新贡献质量。

2. 众包创新模式下用户间互动的测量变量及相关假设

个体用户在参与众包创新的过程中，基于相似爱好、志趣相投或共同价值观等，在众包平台进行互动交

流而形成社会关系网络。参与用户在众包创新平台中处于不同的网络位置，也承担不同角色。 Ibarra等［25］

指出从关系网络视角理解个体和群体的行为结果至关重要，因为只要共同从事某项工作，就会被嵌入到社会

网络环境当中。孙永磊和党兴华［26］以社会化创新的合作环境为例，剖析了知识权力对网络惯例的形成，指

出网络位置是行动者之间建立关系的结果，并认为网络位置相对稳定时协作意愿较高。陈远等［27］指出在社

会网络中，部分节点甚至可以影响或者控制其他节点（可称之为权力），而权力的大小会影响信息与知识的传

递与扩散。

中心性指标是测量网络中个体互动关系的主要指标，它们从不同角度刻画了众包创新社区中用户间的

互动行为：点度中心度（出度中心度、入度中心度）表征了节点用户之间的互动广度；中间中心度衡量了节点

用户在用户间互动中对资源信息控制的程度；接近中心度（入接近中心度、出接近中心度）反映了一个节点用

户在用户间互动中对互动信息的发布和接收难易程度。

（1）点度中心度与用户的创新贡献。在社会网络中，点度中心度主要包括入度中心度和出度中心度。入

度中心度表示指向这个节点的边的数量，也就是说关系网络中有多少用户“关注”了这个用户；出度中心度表

示这个节点出发指向其他节点的边的数量，也指这个用户“关注”了多少其他用户。因此，在众包创新虚拟社

区中，一般采用点度中心度（出度中心度、入度中心度）来测量节点用户的互动广度。出度中心度的高低表示

用户主动搜寻信息源并与之交流意愿的强烈与否，而入度中心度的高低反映了用户的信息传播号召力的高

低。吴煜山［15］对知乎问答社区的实证研究发现，用户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越多，涌现出的群体智慧也越多。

因此，正如前面的文献梳理发现，大部分学者认为当一个节点建立的连接越多，则越可能产生显著的知识分

享行为，从而产生较多的创新贡献。所以，针对众包创新模式下的用户行为表现，结合前面对用户间互动网

络结构的相关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出度中心度对众包创新参与用户的提交创意数有正向影响（H1a）；

出度中心度对众包创新参与用户的平台得分有正向影响（H1b）；

出度中心度对众包创新参与用户的获得投票数有正向影响（H1c）；

入度中心度对众包创新参与用户的提交创意数有正向影响（H2a）；

入度中心度对众包创新参与用户的平台得分有正向影响（H2b）；

入度中心度对众包创新参与用户的获得投票数有正向影响（H2c）。

（2）中间中心度与用户的创新贡献。中间中心度反映了一个节点在整个网络中对信息的扩散和传播所

起到桥梁作用的大小。中间中心度高的节点能控制用户间信息的流动，而中间中心度低的节点需要依赖高

中间中心度的节点才能获取信息。因此，中间中心度刻画了节点用户在互动网络中的网络位置及其对平台

信息资源的控制能力。Zaheer和 Bell［28］指出网络位置会影响行动者从网络中识别、获取和利用知识资源的

能力，占据优势位置时进行的创新活动也往往呈现出更优的结果。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中间中心度对众包创新参与用户的提交创意数有正向影响（H3a）；

中间中心度对众包创新参与用户的平台得分有正向影响（H3b）；

中间中心度对众包创新参与用户的获得投票数有正向影响（H3c）。

（3）接近中心度与用户的创新贡献。接近中心度是指该节点与关系网络中所有其他节点的最短路径距

离之和，衡量了该节点在互动网络中的独立程度。在有向网络中，接近中心度包括入接近中心度与出接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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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度，前者刻画的是到达该节点的容易程度，后者则表示该节点到达其他节点的容易程度。一般而言，接近

中心度越大，表明节点离信息与知识源越近，越容易获取信息而不依赖于他人［29］，所以也越会呈现出较强的

创新贡献。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入接近中心度对众包创新参与用户的提

交创意数有正向影响（H4a）；

入接近中心度对众包创新参与用户的平

台得分有正向影响（H4b）；

入接近中心度对众包创新参与用户的获

得投票数有正向影响（H4c）；

出接近中心度对众包创新参与用户的提

交创意数有正向影响（H5a）；

出接近中心度对众包创新参与用户的平

台得分有正向影响（H5b）；

出接近中心度对众包创新参与用户的获

得投票数有正向影响（H5c）。

基于以上假设，构建以下理论假设模型，

如图 3所示。

（二）数据分析
采用最小二乘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来检验上述假设，模型如式（1）～ 式（3）。为了提高回归模型的拟合优

度，并消除回归方程中异方差的影响，在保证各变量的多重贡献水平不升高的前提下，以残差序列绝对值的

倒数为权重，对回归模型进行了加权处理［30］。
Y 1 = β10 + β11 χ11 + β12 χ12 + β13 χ13 + β14 χ14 + β15 χ15 + ε1 （1）
Y 2 = β20 + β21 χ21 + β22 χ22 + β23 χ23 + β24 χ24 + β25 χ25 + ε2 （2）
Y 3 = β30 + β31 χ31 + β32 χ32 + β33 χ33 + β34 χ34 + β35 χ35 + ε3 （3）

其中：Y 1 代表用户的提交创意数；Y 2 表示

用户的平台得分；Y 3表示用户的获得投票

数；χ1 表示出度中心度；χ2 表示入度中心

度；χ3 表示中间中心度；χ4 表示入接近中

心度；χ5表示出接近中心度；βi表示系数；

εi代表误差。

1.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模型检验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8。
同时对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

通过表 8可以看出，所有自变量都与因变

量在 p<0.01的水平上存在着显著的相关

关系。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

9，回归模型 1～模型 3的 F值都高度显著

（p<0.001），表明自变量整体上对因变量有

高度显著线性影响。根据模型回归结果

中的 DW值检验序列相关性，根据表 9可
知，回归模型的 DW值均在 2附近，因此不

存在序列相关。

对于多重共线性的检验，主要通过方

差膨胀因子指数（VIF）来判断。VIF越大，

表示共线性越严重。统计学一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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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模型

表 8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变量

1.出度中心度

2.入度中心度

3.中间中心度

4.入接近中心度

5.出接近中心度

6.得分

7.提交创意数

8.获得投票数

均值

0.112
0.112
0.003
0.083
0.083
306.243
3.520
167.68

标准差

0.136
0.761
0.036
0.010
0.001
1835.49
17.79
1002.96

1

0.163**
0.478**
0.156**
0.268**
0.480**
0.644**
0.419**

2

0.472**
0.712**
-0.007
0.295**
0.156**
0.305**

3

0.370**
0.098**
0.297**
0.259**
0.299**

4

-0.021
0.303**
0.259**
0.298**

5

0.094**
0.140**
0.075**

6

0.638**
0.826**

7

0.573**
注：**表示 p <0.01；*表示 p <0.05。

表 9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自变量

F
DW
N

常数项

出度中心度

入度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入接近中心度

出接近中心度

调整后 R2

因变量

提交创意数

模型 1
-25.745***（2.938）
0.956***（82.523）
-0.094***（-6.164）
-0.039***（-3.743）
0.236***（15.231）
-0.033**（-2.877）

0.882
1828.601***
1.969
1226

得分

模型 2
-720.785**（-3.454）
0.802***（69.564）
0.181***（13.113）
-0.037***（-3.807）
0.156***（14.912）
-0.079***（-8.421）

0.919
2787.483***
2.023
1226

获得投票数

模型 3
-217.940*（-1.832）
0.484***（26.243）
0.380***（15.840）
0.087***（0.031）
0.236***（10.268）
-0.122***（-7.271）

0.659
474.057***
2.040
1226

注：***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 <0.05；括号中为对应系数 t统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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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F>10时，提示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存在。各模型回归检验结果（表 10）显示，各变量的 VIF均小于 10，即不

存在多重共线性。

2. 结果分析与模型修正

（1）点度中心度对用户的众包创新贡献影响结果分析。根据表 9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出度中心度对用

户的提交创意数、平台得分以及获得的投票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 0.956***、0.802***和
0.484***，H1a、H1b、H1c得到支持。此外，不难发现，出度中心度在 3个模型中的影响系数均是最大，也就是

说，出度中心度对用户的创新贡献影响程度最大。而入度中心度对用户的提交创意数有显著负向影响，回归

系数为-0.094***，H2a未得到支持；同时，它对用户的平台得分以及获得的投票数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回归

系数分别为 0.181***和 0.380***，H2b、H2c得到支持。

（2）中间中心度对用户的创新贡献影响结果分析。由表 9可知，中间中心度对用户的提交创意数以及平台

得分有显著负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039***和-0.037***，H3a、H3b未得到支持。而其对于用户的获得投票

数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 0.087***，H3c得到支持。此外，在 3个模型中，中间中心度的回归系数绝对值低

于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这表明中间中

心度对用户的创新贡献影响程度最小。

（3）接近中心度对用户的创新贡献影响

结果分析。由表 9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入接

近中心度对用户的提交创意数、平台得分和

获得投票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

别 为 0.236***、0.156*** 和 0.236***，H4a、H4b、
H4c得到支持。而出接近中心度对用户的提

交创意数、平台得分和获得投票数均有显著负

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033***、-0.079***、
-0.122***，H5a、H5b、H5c未得到支持。

综上分析，得到最终的假设检验结果见

表 11。可见，存在一些假设需要修正，修正后

的理论模型如图 4所示。

（三）结果讨论与管理启示

（1）众包创新平台中用户间互动对其创

新贡献有显著影响，但并非所有用户间互动

的关键变量对其创新贡献都有显著正向影

响。出度中心度对创新贡献的正向影响程度

最高。表明在众包创新过程中，如果一个用

户的输出关系越多，其创新贡献越突出。对

众包创新平台而言，需要激发用户的主动参

与活力，引导其产生较多的创意提交、评论和

评价行为。同时，实证结果显示入度中心度

负向影响用户的提交创意数、正向影响用户

的平台得分与获得的投票数，可以发现当一

个用户能够吸引其他用户专注于讨论他所提

交的创意时，则可能会花费较少的精力去重

新提交创意，而更注重创意质量本身。与此

同时，他会获得较高的平台得分和其他用户

的投票。因此，需要激发其主动参与互动交

流，引导其积极学习来自他人的知识，提升自

身技能，以提高整体众包创新贡献度。

表 10 多重共线性分析结果

变量

出度中心度

入度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入接近中心度

出接近中心度

提交创意数

模型 1
容差

0.719
0.412
0.910
0.401
0.745

VIF
1.390
2.425
1.098
2.492
1.342

得分

模型 2
容差

0.497
0.347
0.683
0.606
0.742

VIF
2.014
2.882
1.464
1.649
1.347

获得投票数

模型 3
容差

0.820
0.485
0.696
0.527
0.995

VIF
1.220
2.063
1.438
1.897
1.005

表 11 假设检验结果

自变量

点度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出度中心度

入度中心度

入接近中心度

出接近中心度

假设

H1a
H1b
H1c
H2a
H2b
H2c
H3a
H3b
H3c
H4a
H4b
H4c
H5a
H5b
H5c

预测符号

+
+
+
-
+
+
-
-
+
+
+
+
-
-
-

因变量

提交创意数

平台得分

获得投票数

提交创意数

平台得分

获得投票数

提交创意数

平台得分

获得投票数

提交创意数

平台得分

获得投票数

提交创意数

平台得分

获得投票数

结果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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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模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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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对边缘型用户的关注，提高其积极参与意愿。中间中心度刻画的是一个节点在网络中对资源的

控制程度，中间中心度越高，就代表越多的用户需要通过它才能建立连接，实现知识的分享与传递。回归结

果显示，中间中心度对用户的提交创意数与平台得分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用户的获得投票数具有正向影

响；但同时也发现，中间中心度在 3个模型中表现出最低的回归系数，说明中间中心度对用户的创新贡献影

响程度最小。结合前文对用户互动网络结构的研究，发现网络中绝大部分用户的中间中心度为 0，说明了众

包平台的知识分享与传递只掌握在了少部分核心用户手中，同时回归结果也呈现负向影响。这表明较高的

中间中心度并不利于参与用户的知识共享，从而不利于众包创新绩效的提升。这与学者 Lu等［31］的研究结果

相一致，即核心⁃边缘结构并不利于众包创新社区的知识共享，因为资源掌握在了少数用户手中。

（3）引导和激励核心用户整合资源，开展协作式创新。前文指出一个节点的入接近中心度越大，在网络

中其他节点到达这个点就越容易，反映的是众包创新参与用户的整合力；出接近中心度代表一个节点到达其

他节点的容易程度，反映的是众包创新参与用户的辐射力。回归结果显示，入接近中心度对用户的创新贡献

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出接近中心度对用户的创新贡献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具有整合能力较强的用

户会产生较强的创新贡献，而较大的辐射能力并不利于其创新贡献。也有相关学者的研究支持该观点［29］，

并认为具有较强整合能力的用户拥有较强的自我展示度，这对用户的创新贡献产生正向影响；同时也发现其

他参与方对自己的认可也会激发其创新贡献。Zhang和Wang［32］以维基百科作为实证对象，发现维基百科作

为用户高度协作的众包社区，那些具有高接近中心度的用户会将自身的时间与精力分配在协同他人的创新

上，进而花费较少的精力进行原始创新。换句话说，这些用户花费主要精力用于整合相关资源，提出高质量

的创意，而不愿意持续分享自身相关知识，尽管自身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出接近中心度

虽是负向影响用户的创新贡献，但是其影响系数相对较低。因此，对于众包创新平台来说，需要建立有效的用户

评分机制，引导和激励用户进行自我展示，基于所控资源整合研究团队，开展协作式创新，以提升众包创新贡献。

四、结束语

用户间良好的互动交流有助于打造众包创新知识共享环境和激发用户参与活力。分析众包创新模式下

的用户间互动网络结构，明确参与用户的网络位置及其承担的角色，对探索用户的众包创新参与行为至关重

要。本文的贡献在于结合戴尔公司的 IdeaStorm众包创新平台相关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了众包

创新参与用户间的互动网络结构，实证研究了用户间互动对其创新贡献的影响机理，并给出提升用户创新贡

献的管理启示。这对于推动和完善现有众包创新理论、提供众包创新管理绩效和引导众包平台企业（尤其是

国内企业）的良好发展具有一定的学术和应用价值。但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实证研究的样本数据仅来源于

戴尔公司的 IdeaStorm众包平台，该研究结论是否适合国内其他众包创新平台，如海尔 HOPE、美的美创平台

等，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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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rowd‑to‑Crowd Interactions on Crowdsourcing Innovation Contribution：
A Case Study of IdeaStorm

Sun Nini1，2，Meng Qingliang1，2，Hang Yi1，2，Chen Xiaojun1
（1. Center of Service Manufacturing Model and Informatization，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Zhenjiang 212003，Jiangsu，
China；2. School of Management & Economics，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Zhenjiang 212003，Jiangsu，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rowd⁃to⁃Crowd interactions on crowdsourcing innovation contribution，based on the data
derived from typical crowdsourcing innovation platform⁃Dell’s IdeaStor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ve network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Crowd⁃to⁃Crowd interactions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crowdsourcing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 An empirical study is conducted through taking the network central indicators（out⁃degree centrality，
in⁃degree centrality，betweenness centrality，in⁃closeness centrality and out⁃closeness centrality）to measure the Crowd⁃to⁃Crowd
interactions，and taking the number of ideas submitted，scores，number of votes obtained to measure the crowdsourcing innovation
contribution.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Crowd⁃to⁃Crowd interaction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contribution，
out⁃degree centrality is the most positive factor for crowdsourcing innovation contribution. But not all the key variables have th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In⁃degree centrality has negative effect on the number of ideas submitted，betweenness centrality has
negative effect on the number of ideas submitted and scores. Meanwhile，closeness centrality negatively affects the crowdsourcing
innovation contribution. Thus，designing a scientific interactive feedback mechanism and an effective reward scoring system is
beneficial to guide crowds to communicate more effectively for contributing high⁃level innovative solutions.
Keywords：crowdsourcing innovation；Crowd⁃to⁃Crowd interactions；innovation contribution；social network analysis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