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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借助活动理论解析社会化搜索行为的要素、系统与层级结构，以及认知和任务执行过程。 从“静

态—微观”的视角来看，第一，社会化搜索行为涉及主体、客体、社群、工具、规则 ／ 规范、分工六个要素，在其交互

协同的作用下，最终完成任务并生成结果；第二，每相邻的三个社会化搜索行为要素组合，又构成共享、生产、交流

和协作四个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紧密联系；第三，社会化搜索行为自上而下可分为搜索活动、搜索行动、搜索

操作三个层级，分别受到搜索动机、搜索目标和搜索情境的影响。 从“动态—宏观”的视角来看，首先，社会化搜

索行为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内化和外化的认知过程；其次，社会化搜索行为可以分解为搜索前、搜索中和搜索

后三个任务执行阶段。 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构筑和完善社会化搜索行为的概念体系和框架，并为后期社会化搜

索的实证探索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范式。 图 ７。 表 ３。 参考文献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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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ｎｇｉｎ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ａｇ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ｎａｍｅｌｙ Ｚｈｉｈｕ Ｗｅｉｂｏ Ｓｅａｒｃｈ Ｄｏｕｂａｎ ＷｅＣｈ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ａｓｋ Ｐｌｅａｓｅ Ｌ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Ｆｉｌｍ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ｅｐｌｙ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ｍａｉ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Ｆｒｏｍ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ｕｓｅｒ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７ ｆｉｇｓ． ３ ｔａｂｓ． ７７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Ｕｓ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　 引言

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关系通常利用搜索引擎

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可通过在线社会

网络（Ｏｎｌｉｎ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ＯＳＮｓ）来确立。 社

会化搜索的意义，正是将人与信息进行关联，重
建二者之间的映射［１］ 。 所谓社会化搜索（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即将社会化特征引入信息搜索行为的

一种概括性术语。 在前期研究［２］ 中，笔者对社

会化搜索概念描述的一些代表性观点进行较为

全面的梳理。 概括而言，社会化搜索是指互联

网用户为了解决提出的问题或完成特定的任

务，借助带有社会化特征的系统、平台以及工

具，通过联系沟通、交互协作的方式对搜索过程

进行主动控制，对搜索情境进行多元选择，以及

对搜索结果进行价值判断，最终获取所需信息

或知识的一种 Ｗｅｂ 搜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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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针对社会化搜索行为的相关研

究，无论从系统梳理还是逻辑建构的角度来考

虑，均面临很大的挑战。 首先，相关研究大多仅

仅局限于概念层面的简单描述，而在社会化搜

索的构成、特征、载体等核心问题上仍未达成较

一致的看法；其次，在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上，
以系统导向和用户导向为视角的认知科学尽管

在很大程度上对信息行为，如动机、需求等问题

进行实证分析，但过于注重研究者的主观性，普
遍缺乏以解释主义与建构主义为出发点，对信

息行为本身的微观结构及本质过程进行清晰

的揭示。 这种结构性与系统性同步缺失的局

限亦存在于社会化搜索行为的相关研究当中，
比如，从微观层面对社会化搜索行为机理的解

析，从宏观层面对社会化搜索行为情境的描

述，以及从静态视角对社会化搜索行为结构的

阐释，从动态视角对社会化搜索行为过程的细

分等。
上述挑战之所以存在，与社会化搜索现象

天然的复杂性、多样性密不可分。 无论对于利

益相关者及其劳动分工，还是对于搜索载体、路
径、过程等机制与模式而言，社会化搜索与传统

信息搜索行为相比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且
尚未 得 到 有 力 的 解 释。 活 动 理 论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以“活动” 为基本分析单元，从诞生至

今，在解释人类行为———尤其是一些复杂现象

的本质时，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就社会化搜索

而言，活动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综合考虑用户、系
统与信息等基本要素，从本体论的视角来建立

一个统一的、整合的概念体系或理论框架。 活

动理论本身含有丰富的理论词汇，并且是开放

的、可扩展的［３］ 。 因此，活动理论对社会化搜索

现象的解构是有机的、生动的，而非像还原论一

样，仅是对某些元素的简单拼凑。 总而言之，作
为一个聚焦于行动者及其工具的社会文化历史

分析范式，活动理论无疑能够为社会化搜索行

为提供一个前景广阔的研究框架。 引入活动理

论来解释复杂的社会化搜索现象既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

所谓活动理论，又称 “文化—历史活动理

论”（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起源于

德国康德、费希特以及黑格尔等人的古典哲学，
形成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最初由前苏联

教育心理学家 Ｖｙｇｏｔｓｋｙ 提出，成熟于前苏联心

理学家 Ｌｅｏｎｔｅｖ 与神经心理学创始人 Ｌｕｒｉａ 等人

的研究，是社会文化活动与社会历史的理论成

果，用于阐释人的意识和人类行为的本质。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和 ８０ 年初期，随着 Ｌｅｏｎｔｅｖ 的

经典著作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活动，意识和个性》） （１９７８）被翻译成英文出

版，以及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

Ｊａｍｅｓ Ｗｅｒｔｓｃｈ 教授对 Ｌｅｏｎｔｅｖ 和其他研究者系列

论文的引入，活动理论开始进入国际视野［４］ ，并
迅速延伸至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及其

交叉学科等多个研究领域。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

后，作为一个综合的、全景式的理论架构，活动理

论对图书情报学科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本文首先回顾信息行为视角下社会化搜索

的研究进展，活动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其在图书

情报领域的应用进展，随后结合社会化搜索的

几种主要载体形式，从活动的静态视角剖析了

社会化搜索的要素、系统与层级结构，以分析其

微观的形成机制；从活动的动态视角解释社会

化搜索的认知与任务执行过程，以阐释其宏观

的变化规律。 总之，通过引入活动理论，并在

“静态—动态”“微观—宏观”双重视角下对社会

化搜索结构与过程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

全方位理解与认识社会化搜索行为本身，也对

挖掘和剖析社会化搜索内在机理，丰富和完善

社会化搜索理论体系，以及深化社会化搜索用

户认知能力与信息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

外，相关研究结论将为后期社会化搜索行为的

实证研究构筑理论基础。

１　 文献回顾

１．１　 信息行为视角下社会化搜索研究进展

在前期研究［２］ 中，笔者从行为、技术、应用、

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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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四个角度对社会化搜索的研究内容和主题

进行综述。 Ｊｅｏｎ［５］ 、秦嘉杭［６］ 、张彦文［７］ 、 Ｍｃ⁃
Ｄｏｎｎｅｌｌ 和 Ｓｈｉｒｉ［８］ 、Ｓｐｅｎｃｅｒ 等［９］ 也从思辨的角度

对相关问题做过讨论，但在理论基础和分析手

段上还有进一步深入探索的空间。 本研究中，
我们将目光集中于国内外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
重点对近年来所发表的信息行为视角下的相关

实证研究文献进行整理和归纳，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信息行为视角下社会化搜索研究进展

研究文献 研究内容 研究情境 研究样本 研究方法 理论基础

Ｂｕｉｊｓ，Ｓｐｒｕｉｔ［１０］

提出用户在合作查找信息

时的一种重要方式———异

步社会化搜索

社会化搜索

引擎 ／ 社会化

媒体

１ ０００ 多 名

用户
案例研究 —

Ｏｒｓｏ 等［１１］ 社会化信息对用户交互搜

索和信息选择行为的影响
Ｙｅｌｐ ２４ 名参与者

可控实验室

实验
—

赵喜梅［１２］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用户进

行信息搜索的意愿和行为
社会化媒体 ２０６ 份问卷

问卷调查（结
构方程模型）

技术 接 受 模

型、任务技术

适配模型

范哲，刘莉［１３］ 知乎的搜索功能需求，以及

每项搜索功能的质量属性
知乎 ２７４ 份问卷

访谈、问卷调

查（ＫＡＮＯ 模

型）
—

孙霄凌等［１４］ 社会化搜索用户隐私披露

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模型
— １０２ 份问卷

问卷调查（结
构方程模型）

隐 私 计 算 理

论、效用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

范哲，钮燕［１５］

高校学生使用社会化媒体

开展求职搜索的影响因素、
信息类型、搜索方式及路径

社会化媒体 ３８６ 份问卷

问卷调查（相
关性分析、关
联规则分析）

—

李枫林等［１６］

良构和非良构两种不同任务

问题的情境下用户的搜索选

择策略（社会化搜索与传统

搜索），用户利用两种搜索方

式所带来的信息收益、认知

收益及分享意愿的差异

— ２００ 份问卷 问卷调查 —

Ｌｉｕ 等［１７］

介绍一种基于社会化媒体

的移动众包 ／ 社会化搜索平

台———ＵｂｉＡｓｋ
ＵｂｉＡｓｋ ５５ 名参与者

可 控 现 场

实验
—

Ｅｖａｎｓ，Ｃｈｉ［１８］

信息搜索活动中社会化交

互与内容分享的影响因素，
社会化交互、动机以及查询

需求间的关系

Ａｍａｚｏｎｓ 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ｕｒｋ

１５０ 名用户
关 键 事 件

调查
—

Ｅｖａｎｓ 等［１９］

信息搜集中的三种社会化

策略（目标提问、网络提问、
搜索），不同的社会化媒体

工具在搜索者认知收益互

补中的技术与文化示能性

社会化媒体 ８ 名参与者
发声思考、视
频捕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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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１ 中不难看出，尽管学者们利用多种

定量研究方法，在多种研究情境下探讨社会化

搜索的相关问题，但一个比较明显的不足之处

是基础理论的缺失。 部分研究虽将某些理论作

为实证分析的基础，但仅局限于对一些具体问

题的单独分析。 换言之，这些研究缺乏使用一

种综合性、系统性的分析框架，或使用本体论范

式对社会化搜索行为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解构

与阐释，以建立比较完整的社会化搜索理论

体系。

１．２　 活动理论发展历程概述

活动理论将“活动” 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

元，代表主体与客体，即行为者与外界之间的相

互影响与交互作用的动态变化过程，是面向客

体、以工具为中介和以文化为中介的人类社会

存在的一种特定形式［２０－２１］ 。 因此，活动的基本

要 素 包 括 主 体、 客 体 和 中 介 三 个 部 分。
Ｖｙｇｏｔｓｋｙ［２２］ 将人类活动界定为主体与客体之间

的一种逻辑关系，在这个动态的、有目的的关系

当中，“经常活跃”的主体学习并得到成长，而客

体在持续进行的活动当中，不断地由主体进行

解释［２３］ 。 人类活动之所以有别于非人类活动，
是因为将工具作为中介。 Ｖｙｇｏｔｓｋｙ 早期用心理

工具来代表中介，如语言、艺术品、数学与地图

和其他象征结构，在后续的研究中，他更加关注

符号与文字［２４］ 。 此后的研究，学者们对“中介”
进行更为全面的演绎和诠释。 Ｗａｒｔｏｆｓｋｙ［２５］ 提

出，中介既包括首要工具，它是物质的、有形的、
直观的，也包括二阶工具，它是心理的、内在的、
精神的，以及三阶工具，包括由精神和文化构成

的一些要素，如环境、生态系统等。 在人类活动

当中，这些工具都作为媒介，肩负着沟通主体和

客体的使命。
Ｌｅｏｎｔｅｖ［２０］ 提出活动包含三个层次：活动层

处于最高层次，其下面分别是行动层和操作层。
活动层：动机是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动机决定目

标、产生活动；行动层：活动由具体的行动组成，
目标导致行动，同时受到条件的影响；操作层：

行动由一系列更为具体、细致的操作构成，操作

又由条件所决定。 当然，这三个层次并不是一

成不变的：活动、行动与操作可以依次进行转

化。 Ｅｎｇｅｓｔｒöｍ［２１］ 之后又将 Ｖｙｇｏｔｓｋｙ［２２］ 对社群 ／
共同体、分工以及规则 ／ 规范概念的表述加入社

会活动的结构中，形成所谓的人类活动系统，也
被称作“第三代”活动理论。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

辩证关系构成了活动的核心，同时也受到工具

和社群 ／ 共同体，以及规则 ／ 规范、分工的调节。
社群 ／ 共同体是活动主体构成的集合，包含多种

形式，可以是临时成立的小组、组织机构，甚至

可以是整个社会。 分工一般用以描述社群中成

员任务分配（横向）和身份与权益分配（纵向）的

程度。 规则 ／ 规范构成限制人们从事正式或非

正式的、合法的、传统的活动的规范，如人们无

论从事任何活动都要以国家法律为准绳。

１．３　 活动理论在图书情报研究中的应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活动理论已被应用到

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当中，用于理解工作和社

会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 活动理论并不直接

支撑建立一个预测模型，但它可以提供一个整

体的分析框架［２６］ ，来帮助社会活动研究或从业

人员处理或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
图书情报学的相关研究中，Ｓｐａｓｓｅｒ［２７］ 较早

就指出了活动理论对情报学发展的启发式意

义：活动理论能为情报学提供丰富的、统一的、
有价值的词汇及概念框架，这将有助于实践的

不断改进，以及知识转移和累积的安全性，特别

是 在 信 息 系 统 开 发、 使 用 和 评 估 方 面。
Ｗｉｌｓｏｎ［２８］ 详细论述了活动理论在情报学研究中

的适用性，为寻找二者研究的契合点产生了引

导性作用。 王知津等［２９］ 考察了活动理论应用于

情报学研究的一些可行之处，如信息搜寻行为、
交互式信息检索、信息素质教育和竞争情报等

领域，并基于活动理论提出了情报学转向模型。
除了这些总括性的经典文献之外，笔者通

过对其余文献的观察与梳理发现，活动理论在

图书情报领域的相关研究中一般能够发挥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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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作用，即概念分析框架、开发新分析框架

的理论基础、实证分析的概念性工具。 概念分

析框架，主要是指活动理论直接用于对某些基

本概念，如信息搜寻行为、信息行为等的思辨性

分析；开发新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虽仍属定性

分析范畴，但此时的活动理论不只是简单作为

分析某个概念的基础理论，而是可能与其他的

理论、模型，或者某些定性分析范式相结合，来
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或模型，这样的新的框

架或模型在将来可能构成某些信息现象实证分

析的理论基础；实证分析的概念性工具，此类研

究本身属于实证分析范畴，其中必然用到某些

质性编码或统计分析方法，来对某些具体信息

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见表 ２）。

表 ２　 活动理论在图书情报研究中的应用

活动理论的作用 研究领域 相关文献

概念分析框架
信息搜寻行为 Ｗｉｌｓｏｎ［３０］ 、Ｍｉｓｈｒａ 等［３１］ 、Ａｂｄａｌｌａｈ［３２］

信息行为 Ａｌｌｅｎ 等［３３］ 、刘娟［３４］

开发新分析框架的

理论基础

数字图书馆 Ｓｐａｓｓｅｒ［３５］ 、Ｌｉｅｗ［３６］

交互式信息检索行为 Ｘｕ［３７］ ；Ｘｕ，Ｌｉｕ［３８］

决策信息行为 Ａｌｌｅｎ［３９］

信息需求行为 牛春华［４０］

信息素养 Ｓｔｅｉｎｅｒｏｖá［４１］ 、张莉［４２］

数字痕迹 Ｋａｒａｎａｓｉｏｓ 等［４３］

用户生成内容
张薇薇等［４４］ 、Ｋｕｒｉａｎ，Ｊｏｈｎ［４５］ 、Ｓｔｖｉｌｉａ，Ｇａｓｓｅｒ［４６］ 、

Ａｎｇ 等［４７］

实证分析的概念性工具

图书情报教育 Ｂａｒｈｏｕｍｉ［４８］

信息搜寻行为 盖晓良，刘娟［４９］ 、Ｒｏｏｓ［５０］

日常信息获取行为 Ｉｓａｈ，Ｂｙｓｔｒöｍ［５１］

信息共享行为 Ｈａｓｓａｎ⁃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ｌｌｅｎ［５２］

信息素养 Ｍｅｒｖｙｎ，Ａｌｌｅｎ［５３］ 、Ｍａｇｎｕｓｏｎ［５４］ 、Ｓｕｎｇ［５５］

用户生成内容 Ｈａｓａｎ，Ｐｆａｆｆ［５６］

　 　 综上，活动理论以一种整体分析手段或概

念框架广泛应用于图书情报领域，特别是信息

行为的相关研究当中，并在某些问题情境下与

其他的理论模型与定性研究范式相互结合。 概

括而言，尽管一些学者也曾利用活动理论来解

释信息搜索相关行为，但并不全面、深入，比如，
局限于静态视角的解构，忽略从动态观，如认

知、任务执行等角度来进行观察；同时，未考虑

“社会化”因素所带来的重要影响等。

２　 社会化搜索行为的结构研究

本部分聚焦于活动理论的六个要素，即主

体、客体、社群、工具、规则 ／ 规范、分工，以及共

享、生产、交流和协作四个子系统，和“活动—
行动—操作”三个层级，从“静态—微观” 的角

度对社会化搜索行为的结构进行全方位解析。

２．１　 社会化搜索行为的要素结构

Ｊｅｏｎ［５］提出，社会化搜索包括四个方面的要

素：①信息搜寻的过程；②他人的协助；③与多

人交互；④在线社会化工具的使用。 为了便于

认清社会化搜索行为的本质及用户角色，本研

究在 Ｅｎｇｅｓｔｒöｍ［２１］ 、Ｖｙｇｏｔｓｋｙ［２２］ 等对活动组成要

素研究的基础之上，将社会化搜索行为细分为

社会化提问行为与社会化应答行为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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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社会化搜索行为即为社会化提问行为，
而广义的社会化搜索行为包括社会化提问行为

与社会化问答行为两个部分。 社会化提问行为

与社会化应答行为先后呼应、相互关联，共同构

成社会化搜索行为的整体。
社会化提问行为的要素结构如图 １ 所示。

可以看到，社会化提问行为可以划分为主体（提

问者 ／ 搜索者）、客体（问题）、社群三个核心要

素，以及工具（搜索平台）、规则 ／ 规范、分工三个

介质要素。 在提问 ／ 搜索动机的驱使之下，提问

者主导了社会化提问行为，并与其他五个要素

相互作用，最终产生提问结果———获取答案 ／ 信
息 ／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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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社会化提问行为要素结构

与之相对应，社会化应答行为同样也分为主

体（回答者）、客体（答案）、社群三个核心要素，和
工具（搜索平台）、规则 ／ 规范、分工三个介质要

素。 同样，在应答动机的驱使之下，回答者主导

了社会化应答行为，并与其他五个要素相互作

用，最终产生应答结果———解决问题，如图 ２
所示。

��

��**��**

����

���	�
��

�����

��
��� ��

��
��

��
��

����

图 ２　 社会化应答行为要素结构

需要注意的是，在同一社会化搜索行为当

中，社会化提问与应答活动的工具、规则 ／ 规范、
社群和分工是大致相同的。 此外，在这六个要素

当中，主体、客体与中介均为社会化搜索行为的实

体要素，规则 ／ 规范、社群与分工是非实体要素。
（１）主体：在图 １ 的社会化提问行为要素结

构当中，主体 Ｉ 指实现社会化提问行为目标的实

际行动者，即“提问者”或“搜索者”，是为了实现

信息需求动机从而向他人提出问题的用户。 在

社会化提问行为中，主体 Ｉ 起主导作用，属于信

息的需求方，这恰巧与信息的供给方，即向提问

者直接提供答案的问题“回答者”，或“答案贡献

者”，也就是与图 ２ 中社会化应答行为要素结构

的主体 ＩＩ 相对应。
提问者（图 １，主体 Ｉ）既是社会化提问行为

的一个核心要素，也是最为基本的要素。 严格

来说，主体 Ｉ 用户可以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

在社会化搜索平台上直接提出问题，等待回答

的用户，称之为“提问者”或“搜索者”；另一种则

属于“外部搜索者”，或称“间接搜索者”，例如，
我们无须注册用户账号，就可以搜索到百度知

道当中提问者和回答者先前已经贡献的内容。
虽然这种搜索行为的社会化特性不够明显，但
外部 ／ 间接搜索者也属于社会化问答服务的一

般性用户。 此外，Ｅｖａｎｓ 和 Ｃｈｉ［１８］ 将社会化搜索

主体分为“外部驱动搜索者”与“自发驱动搜索

者”两种；Ｇａｚａｎ［５７］ 将 Ａｎｓｗｅｒｂａｇ 中提问者的角

色分为两种：“寻觅者” （ Ｓｅｅｋｅｒｓ） 和“懈怠者”
（Ｓｌｏｔｈｓ），分别代表与社群成员积极互动和消极

互动的提问者。
同样，回答者（图 ２，主体 ＩＩ）也是社会化应答

行为的一个核心和基本要素。 在绝大多数社会

化问答服务平台中，回答者必须为注册用户。 值

得注意的是，在一个完整的社会化搜索行为中，主
体 Ｉ 与主体 ＩＩ 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他们可能

随时互换角色［５８］ ；用户不但可以提出、回答问题，
还能够对其进行评估、分类、修正、辩驳等［５９］ 。

（２）客体：指主体活动的对象，图 １ 中的客

体 Ｉ 是指提问者在搜索平台当中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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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搜索中的客体从不同的角度能够分为多

种类型，比如，Ｅｖａｎｓ 和 Ｃｈｉ［６０］ 针对社会化搜索

发生阶段的用户行为研究，发现包括用户执行

事务、导航与报告三种信息搜寻行为，分别对应

三种类型的搜索问题；Ｈａｒｐｅｒ 等［６１］ 将问题类型

分为事实、 观点、 个人建议三种类型； Ｈａｒｐｅｒ
等［６２］ 使用自动分类的方法，又将问题分为对话

型和信息型两种类型，并在其实验中达到 ８９．７％
的准确率。 之后，Ｈａｒｐｅｒ 等［６３］ 根据亚里士多德

修辞理论（ 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６４］ ，又
将问题分为协商（包括建议、鉴别）、辞藻（包括

认同、品质）和司法（包括规范、事实）三大类型，
其中，事实型是最普遍的一种问题类型（３１％），
随后依次是鉴别 （ ２８％）、 建议 （ １１％） 和规范

（１１％）。 依据这种分类体系，Ｃｈｏｉ 等［６５］ 进一步

将社会化问答的问题类型分为四种：信息搜寻

问题、建议搜寻问题、观点搜寻问题、无信息搜

寻问 题。 与 之 相 类 似， Ｂｏｗｌｅｒ 等［６６］ 通 过 对

Ｙａｈｏｏ！ Ａｎｓｗｅｒｓ 中青少年饮食失调问题的内容

分析，将相关的问题类型分为五种主题：寻找信

息，包括事实、诊断、治疗或干预；寻找情感支持，
包括验证、寻找支持；寻找交流，包括对话开始、
深度讨论；寻找自我表达，包括忏悔、反思；为完

成任务寻找帮助，包括家庭作业帮助、原始创意。
需要强调的是，提问者在搜索平台中对不

同类型问题的陈述或表达，获得的答案（即图 ２
中的客体 ＩＩ）极有可能是不一致的。

（３）社群：指由活动主体构成的集合。 在社

会化提问活动中，狭义的社群指若干个提问者

构成的群体，他们彼此构成知识共享的关系，如
主体 Ｉ 当中的直接搜索者与间接 ／ 外部搜索者；
广义的社群除了指由提问者构成的“小群体”，
还包括与主体 ＩＩ（回答者），以及下文提到的评

价者等用户角色共同构成的“大群体”，为了实

现知识获取与分享的目标，他们可能存在交流、
协作的关系。 社会化应答活动的社群要素构成

与此相类似。
（４）工具：或称中介，指社会化搜索过程中

使用的物质工具或心理工具。 供用户提出问题

的搜索系统 ／ 平台是社会化搜索的主要工具［６７］ ，
例如，Ｙａｈｏｏ！ Ａｎｓｗｅｒｓ、知乎、百度知道、分答等

社会化问答服务网站是本研究所考虑的社会化

搜索工具。 工具为社会化搜索社群用户之间的

沟通提供了机会，同时构成信息发布、表达、理
解和使用的基础。

（５）规则与规范：所谓规范，通常指的是社

会规范（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即个体顺从于各种社会

压力的情感、认知或意志，包括强制成分与内化

成分两个层次［６８］ 。 所谓强制成分，亦可称为规

则、制度、约束等，指社群在看待个体特定的外

在行为表现时，个体所表现出的一种态度［６９］ 。
在信息行为情境下，社会规范的强制成分是指

用户依从于周围环境对使用某 ＩＴ 工具的群体压

力，而被迫做出行为上的改变，尽管这种改变不

是用户自愿的。 在社会化搜索当中，规则既可

能是网站或系统明文规定的制度、条款，如用以

约束用户参与问答行为的“百度知道协议”，也
可能是用户之间彼此约定俗成的规定、原则等，
需要社群中的成员共同维护、协商或改进。 可

以说，这些规则既保障了社会化搜索平台的正

常运营，为用户创造良好的搜索与问答氛围，有
时也能够起到解决争议、矛盾和冲突的作用。

从个体心理感知的角度来看，社会规范的

内化成分的作用更加明显。 在信息行为情境

下，内化成分强调用户所处环境对某项信息技

术或工具特征的评价，如有用性、易用性等，而
非直接针对技术或工具使用行为本身（即强制

成分）。 而在以用户为中心的信仰和衡量结构，
如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等的形成或改变过

程中，这些评价或将发挥作用。 比如，社群用户

在“微信群”或其他 ＯＳＮｓ 平台中讨论“如何利用

在线问答平台获取有价值的答案？”之类的问题

时，如果有较多人认为知乎在解决观点、个人建

议类型的问题时对提问者具有很大帮助（即知

乎的感知有用性较强），而在解决定义、事实类

型的问题时，则不如使用百度知道的效果好（即

知乎的感知有用性较弱）。 事实上，任何一种社

会化搜索工具必然各具优势，也各存劣势。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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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对知乎的这种反应将会产生一种引导作用，
让非资深的知乎用户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感

知，进而影响他们对答案的采纳与接受。 因此，
与社会规范的强制成分不同，内化成分对用户

使用行为的形成或改变更加循序渐进。
（６）分工：指协作成员为了共同的团队目标

进行任务分割的过程，角色属于分工的一种表

现形式［７０］ 。 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活动不同，在
开放的网络活动中，并不存在严格的劳动分工

和等级结构，但用户也能依据所扮演的角色划

分为不同类型。 在一个完整的社会化搜索行为

中，主要的用户角色就是主体 Ｉ（“提问者”和“外
部搜索者”）与主体 ＩＩ（“回答者”，或称“答案贡献

者”），而 Ｍａｎｓｉｌｌａ、Ｅｓｔｅｖａ［７１－７２］ 认为，除了“提问

者”和“回答者”，社会化搜索的用户角色还包括

“中介”，指可以帮助“提问者”解决问题，但不能

直接回答，而是为其提供推荐或协助以查找信息

的人。 此外，在社会化搜索行为中还有一种特殊

的角色，与 Ｗａｎｇ 和 Ｚｈａｎｇ［７３］ 所界定的追随者基

本相似，本研究将之称为“评价者”。 评价者可能

并不属于信息需求方或提供方，但有权限对回答

者提供的答案进行评价（如打分、星级评价、点
赞、直接评论等）。 综合考虑这些学者的看法，并
结合相关社会化搜索平台的实际情况，本研究构

建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化搜索行为的主要

角色及分工模式，如图 ３ 所示。 在社会化搜索行

为中，虽然用户之间没有绝对的分工界限，角色

存在重叠、交叉并经常互相转换，但各种角色承

担着应有的职责，保持系统正常、有序的运行。

２．２　 社会化搜索行为的系统结构

借助活动理论框架，我们可以掌握信息在

一个活动系统中的动态流向与变化过程。 对于

狭义的以搜索答案为任务的社会化搜索行为，
如果将其视为一个系统，那么相邻的三个要素

又分别组合，构成共享、生产、交流和协作四个

子系统，如图 ４ 所示，每个子系统代表着不同的

含义，本研究以知乎问答为例，对社会化搜索系

统结构做更为直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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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社会化搜索行为的主要角色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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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社会化搜索行为系统结构

（１）共享系统：由活动的三个核心要素，即
主体、客体和社群所构成，在传统的物质消耗活

动中，也被称为消费系统。 信息共享是社会化

搜索最主要的行为之一，因此处于系统结构当

中最为核心的位置。 在知乎中，提问或搜索主

体向回答客体贡献问题，回答客体反过来向他

们分享答案，社群其他成员亦可浏览这些问题

与答案。 无论是“贡献” “分享”与“浏览”，这些

行为实质上都是共享活动的直观表现。
（２）生产系统：由主体、客体和工具所构成，

是社会化搜索行为最基本的子系统，社会化提

问与社会化应答活动生产的内容分别是客体 Ｉ
（问题）、客体 ＩＩ（答案）。 比如，在社会化问答服

务当中，提问者（主体 Ｉ）围绕问题或疑惑，如在

知乎上发出解答请求，等待回答者（主体 ＩＩ）参

与进来，一直等到问题解决，也就是客体被转化

为结果（获取答案）输出，主体 Ｉ 的提问目标才

得以实现和完成。 再次强调的是，若将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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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活动作为一个系统（不包括社会化应答活

动），“获取答案”属于输出的结果，并不属于生

产内容部分，而是系统外的事物，因为这个系统

的主体是提问者（主体 Ｉ）；相反，如果将主体换

为回答者（主体 ＩＩ），那么答案则属于客体（客体

ＩＩ），输出的结果为“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这
种社会化应答与提问活动作为两个“小”的系统

相互作用与影响，共同组成社会化搜索行为这

个“大”的系统。
（３）交流系统：由主体、社群和规则 ／ 规范所

构成。 主体（主体 Ｉ 或 ＩＩ）与社群中的其他用户

在遵守法律法规、社会道德等基本规范，以及平

台运营规则的前提之下，彼此互动，发表见解。
交流的话题可能围绕提问者所关注的问题、回
答者所提供的答案，也可能会延伸到其他方方

面面。 值得关注的是，思想碰撞的结果可能会

引起社群成员的矛盾和冲突，因此，社会化搜索

平台需要一套完备的机制来解决矛盾与协调冲

突。 如果将技术或机制层面的规则比作具有强

制力的法律，那么在社会化搜索交流系统中，相
关言论、意见同样要合乎伦理道德，即社会层面

的规则也同样重要。 比如在知乎，曾发生过骗

取网友捐助的情况（“童瑶”事件），极大地破坏

了社区规则与社群关系，伤害参与用户的感情，
对互联网生态产生了恶劣影响。 这警示平台运

营商在规则制定方面需要做出更为周密的考

虑，比如，是否允许用户在平台上谋求捐助这种

行为的发生。
（４）协作系统：由客体、社群与分工所构成。

与传统 Ｗｅｂ 搜索不同，社会化搜索重视社群中

用户间彼此的分工协作，针对提问者提出的问

题请求，极力发挥各类角色在信息搜寻过程中

的能动作用，以提高搜索结果的质量与相关性。
因此，与 Ｗｉｋｉ、众包模式相似，社会化搜索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 Ｗｅｂ ２．０ 的群体协作精神。
比如，在知乎中，当单个用户提出某个具体问题

时，获得的回答往往并不唯一，许多后续回答者

除了贡献自己的答案，同时也可能会对先前的

答案进行补充、修改，或者是肯定与批判，其他

用户还可以对这些答案直接进行评价，经过社

群成员的分工，答案逐渐趋向客观、完整、丰富。
正是因为协作系统的存在，社会化搜索结果才

能够尽力满足提问者最初的诉求，真相“黑箱”
才会愈加透明。

２．３　 社会化搜索行为的层级结构

为了揭示社会化搜索行为的层级结构，本
研究借鉴了 Ｌｅｏｎｔｅｖ［２０］ 、Ｗｉｌｓｏｎ［２８］ 等学者对活动

层次的描述与划分方法，即以目标为中心，将社

会化搜索行为自上而下分为“活动—行动—操

作” 三个层级， 并分别对应 “ 为什 么 搜 索”
（Ｗｈｙ）、“搜索什么” （ Ｗｈａｔ）、“如何搜索、在哪

搜索”（Ｈｏｗ ＆ Ｗｈｅｒｅ）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如图

５ 所示。
从纵向结构来看，获取答案，即通过搜索来

获得信息或知识，是社会化搜索一个最基本的

目标。 具体来说，可依据不同的标准，将目标细

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一般性的信息搜索与人肉

搜索等；实现这些目标由搜索动机所决定，如利

他主义、互惠主义、乐趣性、好奇心等；同时，目
标又受到条件或环境，即搜索情境的影响，如任

务情境、个人情境（包括精神、生理方面，如个体

特征、生活形态、行为偏好等）、社会情境、文化

情境、组织情境和时空情境等［７４－７５］ 。
从横向结构来看，搜索动机产生搜索活动，

获取答案的基本目标导致了搜索行动，搜索情

境决定着具体操作行为的产生，表现为提出搜

索请求。 此外，操作、行动与活动三者由下至上

构成从属关系，即具体的搜索操作组成搜索行

动，各种搜索行动又构成了搜索活动的整体；由
上至下构成转化关系，即搜索活动能够转化为

搜索行动，搜索行动又可以进一步转化为具体

的搜索操作。
总之，在社会化搜索行为中，这六个要素、

四个系统和三个层级缺一不可，彼此紧密关联。
同时，研究表明，活动理论所提出的这样一种结

构有助于信息系统的设计［７６］ 。 为此，有理由相

信，针对社会化搜索行为要素、系统和层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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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社会化搜索行为层级结构

的研究，不但让我们可以直观、清晰地理解社会

化搜索的本质与机制，也将对社会化搜索平台

与工具的开发、人机交互的改进大有裨益。

３　 社会化搜索行为的过程研究

社会化搜索行为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流
动的过程，许多操作或动作伴随其中。 本研究

结合具体的社会化搜索行为案例，基于认知与

任务执行两个层面，从“动态—宏观”的角度对

社会化搜索行为的过程进行阐释。

３．１　 社会化搜索行为的认知过程

一般而言，主体内部的认知（状态、结构、风
格等）在与外部客体的交互作用时表现为“内

化”和“外化”两个过程［２０，２２］ 。 为了明晰社会化

搜索行为的认知过程，本文用图示说明（见图

６）。 可以看到，在社会化任务的驱使下，活动的

主体———社会化搜索用户（即提问者）借助活动

的中介———社会化搜索平台促使社会化搜索行

为的产生，即“内化” 过程（１→２）；待活动的客

体———社会化搜索回答者完成社会化任务后，
又通过中介将结果呈现给主体用户，并对主体

用户的认知（状态、结构、风格等） 产生刺激作

用，即“外化”过程（３→４）。 内化与外化过程高

度协调，反复迭代。 此外，主体用户有可能利用

社会化分享平台将社会化搜索结果分享到社群

当中（５→６），即产生社会影响。
如图 ６ 所示，社会认知（如结果期望、自我

效能等）、社会规范、社会资本（如社会互动关

系，以及信任、认同、互惠、共同语言、共同愿景

等），以及个体特征等可能对主体用户认知（状

态、结构、风格等）及社会化搜索行为产生直接

影响；同时，个体特征可能会通过社会认知、社
会规范、社会资本等对用户认知（状态、结构、风
格等）、社会化搜索行为产生调节作用。 此外，
社会化搜索平台能够对平台规则、协作模式、系
统功能等因素产生决定性作用，而平台规则、协
作模式与系统功能又能对用户认知的内化与外

化过程产生直接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整个社

会化搜索行为的认知过程是在社会、组织、文

化、时空等情境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事实上，从活动理论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内

化指外部客体或行为活动向内部活动演化的

过程。 例如，当我们使用某一个新的社会化问

答系统进行信息搜索时，我们需要学习其使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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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社会化搜索行为认知过程

则与方法，并不时地考虑如何进行界面操作，否
则我们将无法达到搜索目标。 但当对工具熟练

掌握后，这个过程就会缩短或去除，由于以往使

用经验的存在，最便捷的操作流程就会自动浮

现在脑海中。 这就是一个主体认知状态内化的

过程。 外化指内部主体或行为活动向外部活动

发展的过程。 例如，当我们使用的社会化问答

系统在升级、更新之后，再次触发社会化搜索行

为时，也必然要进入外化的过程，我们需要重新

学习其使用办法和规则，形成新的使用经验；如
果社群中的其他用户参与到这项搜索活动中，
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时，那么，为了确保活动目标

的一致性，用户也需要不时地做出相应的举动

来适应这种协作行为。
因此，从系统与产品设计的角度来说，应尽

可能缩减用户使用其完成社会化搜索目标的内

化过程，避免用户感知易用性的缺失；同时，也
要注意权衡产品升级换代的时间和频率，过少

会导致用户体验感的下降，而过多也可能造成

外化过程的频繁发生，带来认知上的困难和挫

折感。

３．２　 社会化搜索行为的任务执行过程

人类的活动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针对有

形或外部客体的生产活动，如制造工具、创作艺

术品等；另一种是针对无形或内部客体的思维

活动，如制订计划、文学构思等。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Ｋｕｈｌｔｈａｕ 在信息搜寻过程模型［７７］ 中将用户

搜索过程分为启动、选择、探索、形成、收集、表
述六个阶段。 在每个不同阶段，用户均表现出

不同程度的情感、认知和行动倾向。 在 Ｋｕｈｌｔｈａｕ
的其他一些文章中，均以不同研究对象的工作

任务为情境来对用户的信息搜寻行为展开研

究。 结合 Ｅｖａｎｓ 和 Ｃｈｉ［１８］ 的观点，以任务执行为

视角，本研究将社会化搜索行为划分为搜索前、
搜索中、搜索后三个主要阶段。 细致区分的话，
可进一步分解为（任务的）识别、考虑（如何来解

决任务）、选择（任务搜索的平台或工具）、提问、
获取（答案）、判断（是否解决了搜索任务）以及确

认（答案结果）等过程，如图 ７ 所示。
其中，判断的结果一般包括三种，即提问者

认为回答者针对社会化搜索问题所提供的答案

满足信息需求（是）、不满足信息需求（否），以
及不确定是否满足信息需求（不确定）：如果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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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社会化搜索行为任务执行过程

为“ 是”， 则会进入下一个环节； 如果判断为

“否”，则有可能返回到搜索中阶段的任意一个

环节；如果判断为“不确定”，也就是介于“是”与

“否”之间，则可能向回答者继续追问，直到彻底

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即达到一定的满意度为止。
在这些过程中，搜索中阶段的选择、提问、

获取过程属于生产（物理）活动，因为主体（人）
会与工具（社会化搜索平台）发生信息的传递，
也就是会生产出一些数据；而搜索前阶段的识

别、考虑，和搜索后阶段的判断、确认过程则属

于思维（心理）活动。
为了对社会化搜索行为的任务执行过程产

生更加直观的理解，本研究先后选取当前中文

环境下应用比较广泛的四种社会化搜索行为载

体（即社会化问答服务、社会化搜索引擎、社会

化标注系统、社会化媒体） 各一种，分别为知

乎、微博搜索、豆瓣、微信，并以解决“国外反映

二战题材的经典电影都有哪些？” 这个问题为

案例进行体验式社会化搜索，具体的识别、考
虑、选择、提问、获取、判断与确认过程描述如

表 ３ 所示。
从中可以看出，无论对于搜索前阶段，还是

搜索中与搜索后阶段，当利用不同的社会化搜

索平台来执行同一个搜索任务时，用户会表现

出不同的、差异较大的行为反应，得到不一致的

搜索结果，产生的社会化影响也不尽相同。 因

此，当用户面对不同的搜索问题时，如何根据任

务类型与任务复杂性去选择恰当的社会化搜索

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４　 结语

社会化搜索是一个动态、交互的过程，活动

理论则是一个丰富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概念框

架，本研究将二者紧密结合，试图从本质上对互

联网用户的社会化搜索行为加以深入、综合及

系统性的理解。 在梳理信息行为视角下社会化

搜索研究进展、活动理论主要的发展历程及其

对图书情报研究的影响的基础之上，本研究着

重剖析了社会化搜索行为的要素、系统与层级

结构，以及认知和任务执行过程。 本研究立足

本体论的视角，综合考虑社会化搜索的用户、系
统、信息等组成要素，从理论层面上，深入揭示

了社会化搜索活动的结构与过程，确立了社会

化搜索行为研究的主要范畴，同时也进一步扩

展了活动理论在开发新的概念分析框架时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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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社会化搜索行为任务执行过程案例

搜索前阶段 搜索中阶段 搜索后阶段

社会化搜索任务：国外反映二战题材的经典电影都有哪些？

平台

类型
识别 考虑 选择 提问 获取 判断 确认

社会

化问

答服

务

社会

化搜

索引

擎

社会

化标

注系

统

社会

化媒

体

在 历 史 学

习当中，我
对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产 生 了 浓

厚的兴趣，
同 时 我 是

一 个 电 影

迷。 因此，
我 想 通 过

社 会 化 搜

索 来 了 解

一 下 国 外

反 映 二 战

题 材 的 经

典 电 影 都

有哪些？

应该可以获得一

些不错的推荐，但
不知是否能够得

到一些优质的答

案，而且等待这样

的回答可能需要

一定的时间

知乎

（问 题 ）
有 哪 些

好 看 的

二 战 题

材电影？

（１１ 个回答） １
个月之内，断断

续续获得不同

的电影推荐列

表若干（其中有

的包括相关电

影的截图）

列表较多，但不同

回答者差异较大，
不知如何取舍（全
面性较强，及时性

较差）

部 分 采

纳，并继

续追问

能在瞬间搜索到

微博用户对相关

问题的讨论

微博

搜索

（关键词

搜索）二
战经典

电影

（微博用户） 对

相关问题的讨论

相关讨论很多，也
比较深刻，让人看

到电影之外的很

多东西，但这些讨

论中“偏题”的也

不少 （ 及 时 性 较

强，相关性较差）

部分采纳

利用社会化标签

能够快速检索到

相关列表，并可通

过标签的增（减）
缩小（扩大）搜索

范围

豆瓣

（标签搜

索）经典

＋ 历史 ＋
二战

（ 电 影 列 表 ）
“《 最 长 的 一

天 》 《 巴 顿 将

军》 《珍 珠 港》
《辛 德 勒 的 名

单》 《逃离索比

堡》 《莫斯科保

卫战》 《孟菲斯

美女号》 《敦刻

尔克》……”

列表比较全面、固
定，而且能够查看

这些电影的评分；
但部 分 电 影， 如

《敦刻尔克》上映

不到半年，尚不能

称之为经典电影

（及时性、相关性、
全面性较强）

基 本 采

纳，并将

结 果 分

享 到 微

信 朋 友

圈与 ＱＱ
空间

可能在短期内就

能获得一些回答，
但后期能够得到补

充的可能性很小

微信

（问 题 ）
求 大 家

推 荐 几

部 反 映

二 战 题

材 的 经

典电影？

（“朋友圈”中好

友的回答） ２ 天

内，获得生活中

好友零星的几

部推荐的电影

可能由于身边好

友多为理工科背

景，对历史话题兴

趣相对较弱，因此

得到的回答的并

不多 （ 全 面 性 很

差）

不予采纳

用和范围；从应用层面上，相关研究结论对社会

化搜索用户信息素养的提升、社会化搜索信息

价值的分析以及社会化搜索系统界面设计与人

机交互等均有裨益。 后续我们将重点从信息行

为的视角出发，考虑利用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

谈、扎根理论等研究方法，来考察社会化搜索用

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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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参与动机、路径等问题；同时，也将采取准

实验研究方法，通过设定不同的任务情境，来探

索社会化搜索行为表现出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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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３， ３７（１）： １２５－１４７．

［７７］ Ｋｕｈｌｔｈａｕ Ｃ Ｃ．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ＩＳＰ）： ｅｘｃｅｒｐ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ｚｅｒｏｗ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３３（５）： ３２－３７．

孙晓宁　 山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讲师。 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赵宇翔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４。
朱庆华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２８；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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