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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會友：點頭之交還是莫逆之交？ 
—閱讀社交網站用戶行為對線上社會
資本的影響

李武、毛遠逸

摘要

隨著社交媒介的發展，閱讀社交網站極大彰顯了人類閱讀活動的

「社交」屬性。本研究旨在探索閱讀社交網站用戶行為對線上社會資本

的影響，並考察自尊對兩者關係的調節作用。通過問卷調查，本研究

發現：（1）個人瀏覽行為對線上橋接型社會資本沒有顯著影響，但顯著

負向作用於線上黏結型社會資本。（2）個人創造行為對線上橋接型社會

資本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對線上黏結型社會資本沒有顯著作用。

（3）私密互動行為和公開互動行為均顯著正向影響兩種線上社會資本，

而且公開互動行為的作用相對更為重要。（4）自尊對閱讀社交網站用戶

行為與線上橋接型社會資本不具有調節效應，但能夠顯著調節大多數

行為（除個人瀏覽行為之外）與線上黏結型社會資本的關係，並支持「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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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越富」假說。研究結果不僅能夠幫助我們洞察用戶在閱讀社交網站

中的不同使用行為對線上社會資本的作用及其影響條件，而且可以藉

此特定主題類社交網站案例深化我們對互聯網使用和社會資本關係的 

理解。

關鍵詞：社交網站、數字閱讀、閱讀社交網站、社會資本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Meeting Friends through Books:  
How SNS-Based Reading Activities Influence 
Online Social Capital

Wu LI, Yuanyi MAO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the social aspect of human reading 

activities has been emphasized in digital SNS read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NS-based reading activities on readers’ 

online social capital, using self-esteem as a moderato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urvey data, 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browsing behavior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but it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bonding social capital; (2) content creation behavior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but it did no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bonding social capital; (3)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active behavior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two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interactive behavior was relatively more significant in explanation power; (4) 

self-esteem did not moderate an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ur types of 

behavior and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but it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st behaviors (except browsing behavior) and bonding 

social capital, which supported the “rich-get-richer” hypothesis. The finding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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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search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s of users’ SNS-based 

reading behaviors on social capital. They also contribute to the literature on the 

effects of Internet use on soci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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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長期以來，閱讀被視為讀者的個人活動，被賦予「私密的」或「孤獨

的」等標籤。儘管如此，閱讀其實具有天然的社交屬性，對同一本或同

一類圖書感興趣的讀者往往就是志同道合者。在傳統紙質媒介環境

下，讀書會或圖書俱樂部為閱讀愛好者的分享和交流提供了理想場所 

（Collins, 2010）。隨著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以Goodreads和豆瓣讀書

為代表的閱讀社交網站因其不受時空限制廣受讀者歡迎，在很大程度

上取代了傳統線下讀書會或圖書俱樂部 （Sedo, 2003），極大彰顯了人類

閱讀活動的「社交」屬性。借助這些平台，用戶不僅可以方便地瀏覽信

息和表達觀點，而且可以輕鬆地跟其他成員開展互動和交流（李武、趙

星，2016）。

正如豆瓣網的初衷「一種以書等具體物體為媒介的人脈關係網」所

暗含的，閱讀社交網站在幫助用戶獲取圖書信息和分享閱讀心得的同

時，也可能有助於他們擴展人脈關係，結交新朋友或者強化與老朋友

的聯繫 （Toth & Audunson, 2012）。這種潛在的「益處」就是我們平時所

說的「以書會友」或者學者眼中的「社會資本」。然而，相較於對閱讀社

交網站用戶行為特徵或動機的研究（張雲、茆意宏，2014；劉魯川、李

旭，2018; Li & Wu, 2017; Matthews, 2016），鮮有學者關注用戶行為的

後續影響，包括對自身社會資本的影響。究其實質，研究閱讀社交網

站用戶行為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就是在探究互聯網使用對社會資本的

影響，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在學術界，學者們對此議題的理解存在兩種不同的視角 （Hofer & 

Aubert, 2013）。有些學者從時間分配假設出發，認為用戶對互聯網的

使用時間會壓縮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社交活動，從而降低自己的社會

資本 （Nie & Hillygus, 2002）。另外一些學者認為互聯網本身就是重要

的社交途徑，使用互聯網能夠有效地補充用戶的社會資本 （Wellman, 

Haase, Witte, & Hampton, 2001）。之所以存在上述兩種截然不同的視

角，這與研究者們對「互聯網使用」術語的使用過於泛化和未能區分社

會資本類型都有密切關係 （Williams, 2006）。1為了消除這些模糊性所

帶來的影響，本研究聚焦於閱讀社交網站用戶行為對線上社會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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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換言之，本研究定位於閱讀社交行為，而非泛泛的互聯網使用

行為；強調線上社會資本，而非籠統的社會資本。

簡言之，本研究基於個體差異視角，探索用戶通過使用閱讀社交

網站是否可以達到「以書會友」的目的並將獲取何種類型的線上社會資

本。在研究方法層面，本研究選擇豆瓣網的豆瓣讀書版塊作為案例，

針對該閱讀社交網站的使用者開展問卷調查。一方面，與Facebook等

一般意義上的社交網站一樣，豆瓣讀書為用戶提供瀏覽信息、發佈內

容和互動交流等各種功能和服務。另一方面，它也是典型的主題類網

絡社區，是由一群閱讀愛好者組成的「興趣共同體」，成員之間具有同

樣的閱讀興趣和文化品位。也就是說，豆瓣讀書在技術功能和主題內

容層面都為用戶交友和獲取社會資本提供了潛在可能。故此，針對該

案例的研究結果不僅能夠幫助我們洞察閱讀社交網站用戶行為對線上

社會資本的作用及其發生條件，而且可以藉此特定案例深入探討互聯

網使用對社會資本影響這一備受關注的學術議題。

文獻綜述和研究問題

社交網站用戶行為類型

近些年來，學者們已不再簡單地將社交網站用戶行為視作統一的整

體，並嘗試區分各種具體的行為類型。以Facebook用戶使用為例， 

Burke、Marlow和Lento （2010）早在十年前就將社交網站用戶行為分為

「定向交流」和「內容消費」兩大類型，在數據分析階段，他們從「定向交

流」中分離出「內容生產」這個維度。 於是，Burke、Kraut和Marlow 

（2011）將「內容生產」重新命名為「廣播行為」，同時將「內容消費」調整

為「消極消費」。在此之後，Frison和Eggermont（2016），Gerson、Plagnol 

和Corr（2017）也提出了各自的分類體系（參見表一）。

這三種對社交網站用戶行為的分類體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彼此

之間既存在共性，也具有差異。一方面，三者都區分了「消極使用」和

「積極使用」這兩大行為類型，而且對「消極使用」的內涵界定完全一

致。另一方面，三者對「積極使用」的細化標準有所不同。Burk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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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對「積極行為」 的劃分標準是根據該行為是否針對特定的受眾或

用戶，Frison和Eggermont （2016）的劃分標準是用戶實施某特定行為是

在公開還是私密環境，而Gerson等（2017）的細化標準則是用戶是否與

其他成員發生直接的互動關係。從研究者給出的例子來看，在這三種

分類體系中，「廣播行為」、「積極公開行為」和「積極非社交使用」其實

都指向同一種行為類型，而另外一種積極行為則各有所指，任何一種

分類體系都無法全面地反映用戶行為類型。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分類

體系都側重於從「互動」的角度對用戶行為進行分類，未能充分地體現

用戶對社交網站的內容貢獻程度。2

表一　社交網站用戶行為不同分類體系的整理結果

分類體系 內涵和例子

Burke等（2011）

消極消費／使用（passive consumption）消極被動的使用行為，包括查看他人的狀態或瀏覽由
他人發佈的內容等行為。

廣播行為（broadcasting） 積極主動的使用行為，但沒有針對特定受眾的發佈或
創造內容，如更新自己的狀態、上傳照片或圖片、發
佈內容等。

定向交流（directed communication） 積極主動的使用行為，並特指與其他用戶開展一對一
的交流，如點讚、評論和私信。

Frison和Eggermont（2016）

消極使用（passive use） 消極被動的使用行為，包括查看他人的狀態或瀏覽由
他人發佈的內容等行為。

積極公開使用（active public use） 積極主動的使用行為，指「在公開環境中開展的能夠
促進用戶互動的行為」，包括更新個人狀態、發佈圖
片或內容等，這些行為能夠促進內容在整個社交網站
中的傳播。

積極私密使用（active private use） 積極主動的使用行為，指「在私密環境中開展的能夠
促進用戶互動的行為」，這種行為特指私信，因此只
能促進內容在局部社交網站中的傳播。

Gerson等（2017）

消極使用（passive use） 消極被動的使用行為，包括查看他人的狀態或瀏覽由
他人發佈的內容等行為。

積極非社交使用（active non-social 
use）

積極主動的使用行為，主動發佈或創建內容，但不與
他人發生直接交流，如發佈圖片和內容，為圖片或內
容添加主題標籤。

積極社交使用（active social use） 積極主動的使用行為，不僅主動發佈或創建內容，而
且與他人發生直接交流，如為他人發佈的圖片或內容
進行點讚、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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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閱讀社交網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主題類網絡社區。不同

於一般意義上的社交網站，主題類網絡社區非常注重社區的內容建設

問題，用戶的內容貢獻也是它們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Chen, Lu, 

Chau, & Gupta, 2014）。3 
Oestreicher-Singer和Zalmanson（2013）按用戶

對社區內容貢獻的程度提出「社區參與階梯」（Ladder of Participation）模

型，認為用戶行為包括「內容消費」（瀏覽內容）、「內容組織」（如為內

容添加標籤等）、「社區捲入」（如發佈評論和參與討論）和「社區領袖」

（管理社區發展）。這種分類體系與之前Preece和Shneiderman（2009）提

出的網絡社區「讀者－領袖框架」（Reader–Leader Framework）較為類

似，後者根據用戶行為將社區成員分為「讀者」、「貢獻者」、「協作者」

和「領袖」。其中，讀者只會瀏覽社區已有的內容，貢獻者會上傳內容

和添加評論等，而協作者會跟其他成員開展線上討論和共同創造內容。

因此，為了全面系統地反映閱讀社交網站的用戶行為類型，本研

究認為有必要將用戶對網站內容的貢獻程度和用戶與其他成員的互動

程度這兩個維度同時納入劃分標準，並據此提出四種具體類型：個人

瀏覽行為、個人創造行為、私密互動行為和公開互動行為（參見圖

一）。從與其他成員的互動強度來看，前兩種個人行為屬於低互動水準

行為，後兩種互動行為屬於高互動水準行為。從對網站內容的貢獻程

度來看，個人瀏覽行為和私密互動行為屬於低貢獻行為，個人創造行

為和公開互動行為屬於高貢獻行為。

圖一　閱讀社交網站用戶使用行為類型

瀏覽

瀏覽 瀏覽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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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及其分類

社會資本是研究互聯網用戶行為後續影響的重要角度之一。作為

學術術語，社會資本最早由Bourdieu（1986）正式提出，他認為這是「實

際或者潛在資源的集合」，並指出行動主體的社會資本總量取決於「個

體能有效動員的網絡關係的大小和個體能獨立地從關係網絡中佔據的

資源總量」。隨後，包括Coleman（1988）、Putnam（2000）和Lin（2001）

在內的多位學者都給出了各自的定義。4 雖然定義各有不同，但基本聚

焦於「社會網絡本身」和「社會網絡所帶來的資源」這兩點。在網絡傳播

研究中，Williams（2006）將社會資本作為個體行動結果而非社會網絡

本身進行界定，認為「社會資本是個體在社會網絡上中感知到、並可獲

取的資源或益處」。本研究對社會資本的界定採用該定義。

由於存在不同的社會網絡和互動關係，也就意味著將會產生不同

類型的社會資本。Putman （2000）基於關係強弱視角將社會資本區分為

橋接型（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黏結型 （Bonding Social Capital），這

與Granovetter（1973）所提出的弱連接和強連接的分類思想是一脈相承

的（張璞玉，2019）。橋接型社會資本產生於個體與他人弱連接的關係

中，群體結構更加鬆散，包容性和異質性都較強。黏結型社會資本產

生於強連接的關係中，群體成員之間分享更強的同質性，具有一定的

排他性。在用戶的關係圈中，通常同時存在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社會資

本，兩者都非常重要。比如，橋接型社會資本能夠為用戶提供豐富有

用的信息，而黏結型社會資本可以使用戶獲取情感支持和實質性幫助

（Granovetter, 1983）。
Williams（2006）指出，雖然橋接型–黏結型分析框架為我們理解社

會資本的類型提供了簡便方式，但這種分類法並沒有考慮到線上和線

下這兩種不同的發生情境。為此，他在Putman （2000）的基礎上將社會

資本進一步區分為四種類型：線上橋接型、線上黏結型、線下橋接型

和線下黏結型。事實上，區分線上社會資本和線下社會資本是非常有

必要的。不同於源於面對面溝通的線下社會資本，線上社會資本主要

是在網絡溝通過程中產生的（鐘智錦，2015）。同時由於互聯網技術的

便捷性，通過互聯網獲得信息和情感支持可能要比線下獲得此類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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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容易（Li, Chen, & Popiel, 2015）。後續的研究也很好地支持了
Willimas（2006）基於線上－線下這個維度對社會資本所作的分類（Li, 

Chen, Sang, & Lee, 2019; Zúñiga, Barnidge, & Scherman, 2017）。

在閱讀社交網站中，用戶基於互聯網平台開展活動，對於資源的

獲得也均發生在網絡環境中，鮮有用戶會在線下發生實際接觸。因

此，本研究聚焦於考察閱讀社交網站用戶行為對線上社會資本的影

響，包括線上橋接型和線上黏結型。具體來說，在閱讀社交網站情境

下，線上橋接型社會資本是指用戶通過閱讀社交網站所產生的線上弱

關係，就是平時所說的「點頭之交」或「普通朋友」，他們能夠幫助個體

獲取更多的信息、接觸到新觀點和拓展視野等。線上黏結型社會資本

指的是用戶在閱讀社交網站中所產生的線上強關係，即借此認識的「莫

逆之交」或「親密好友」，彼此能夠從對方身上獲取情感支持，在關鍵時

刻會發揮重要作用。

社交網站用戶行為與社會資本的關係

在關於社交網站用戶行為與社會資本的關係方面，早期研究關注

的是用戶使用強度或更為一般意義上的使用指標（如使用時長和使用頻

率等）。典型的就是Ellison、Steinfield和Lampe （2007）的研究，他們將
Facebook用戶使用強度作為自變量，通過調查分析發現使用強度與橋

接型、黏結型社會資本都存在很強的正相關。國內學者對早期頗為流

行的人人網進行研究，也發現社交網站的用戶使用頻率和使用時間與

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本均顯著相關 （陳雅琪，2011）。但也有研究

得出不一致的結論，如Su和Chan（2017）的研究發現，Facebook用戶的

使用時間只能顯著預測黏結型社會資本，對橋接型社會資本沒有影

響。導致這些不同結論的原因很有可能是研究者們未能區分不同類型

的社交網站用戶行為（姚琦、馬華維、閻歡、陳琦，2014）。

後續研究者對社交網站用戶行為進行了類型劃分，但從現有研究

來看，不管對於何種類型的行為，研究者對其與社會資本的關係仍然

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結論（參見表二）。比如，Burke等（2010）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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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資料對1000多名Facebook用戶進行數據分析。隨後，他們在之前

的研究基礎上，將「內容生產」調整為「廣播行為」，利用兩波縱貫調查

資料再次進行分析，得到的結果與之前的存在較大差別 （Burke et al., 

2011）。Vanden Abeele等（2018）採用Frison和Eggermont（2016）的測量

方式，以在美國大學就讀的本科生為調查對象，其研究結果與Burke等

開展的兩項研究結果又有所不同。另外，也有研究者針對社交網站特

定使用行為（如點讚和評論）與社會資本的關係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

同樣存在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問題。5

表二　不同類型社交網站用戶行為對社會資本影響的研究結果列表

Burke等（2010） Burke等（2011） Vanden Abeele等 

（2018）

橋接型 黏結型 橋接型 黏結型 橋接型 黏結型

消極消費／使用 – ns ns ns ns –

廣播行為／積極公開使用 ns ns ns ns ns ns

定向交流 ns + + ns ／ ／

積極私密使用 ／ ／ ／ ／ ns +

註：（1）「+」表示自變量對因變量存在正向顯著影響；（2）「–」表示自變量對因變量存在負向

顯著影響；（3）「ns」 表示自變量對因變量沒有存在顯著影響；（4）「／」表示該研究中不存在

該自變量

簡言之，關於社交網站用戶行為對社會資本的影響研究方面，不

管是早期關注一般意義上的使用強度，還是後來聚焦於不同類型的具

體行為，所得到的研究結果都沒有定論。同時，以往的研究大多數針

對於諸如Facebook這樣的一般意義上的社交網站，其研究結論不一定

適用於像閱讀社交網站這類的主題類社交網站。因此，結合前面對閱

讀社交網站用戶行為類型的劃分結果，同時考慮到本研究重點關注線

上社會資本，我們首先提出以下四個研究問題：

RQ1：  用戶在閱讀社交網站中的個人瀏覽行為對線上橋接型／黏

結型社會資本分別有何影響？

RQ2：  用戶在閱讀社交網站中的個人創造行為對線上橋接型／黏

結型社會資本分別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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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3： 用戶在閱讀社交網站中的私密互動行為對線上橋接型／黏

結型社會資本分別有何影響？

RQ4： 用戶在閱讀社交網站中的公開互動行為對線上橋接型／黏

結型社會資本分別有何影響？

社會資本獲取的個體差異：自尊的調節作用

用戶在社交網站中獲取的社會資本不僅與個體使用行為有關，而

且與自身的個體差異也有一定的關聯。除了大五人格之外，自尊也是

反映個體差異的重要維度 （Zywica & Danowski, 2008），它表徵的是個

體對自己的欣賞、重視、認可或喜歡的程度（Abdollahi & Talib, 2016）。 

作為穩定的人格特質，自尊不僅會影響個體的情緒和認知，而且能夠

對個體的行為模式產生制約效果（楊麗珠、張麗華，2003）。因此，考

察互聯網使用與社會資本關係的許多文獻都將自尊納入分析範疇。除

了被視為控制變量之外，也有文獻將自尊作為調節變量（Antheunis, 

Abeele, & Kanters, 2015）。6 在探究自尊的調節效應方面，學者們提出

「富者越富」（rich-get-richer）和「窮者越富」（poor-get-richer）這兩種競爭

假說，用於預測和解釋互聯網使用的個體差異效應。本研究將基於閱

讀網站社交研究情境，考察四種不同的使用行為作用於兩種不同類型

的線上社會資本的邊界和條件，以期加深我們對上述兩種假說的認識

和理解。

「富者越富」假說認為，高自尊個體通常更加外向、宜人、開放，情

緒也更為穩定（Robins, Tracy, Trzesniewski, Potter, & Gosling, 2001），在

現實生活中擁有更好的社交技能且更多地採用積極的人際交往策略

（Park & Maner, 2009）。這種性格特徵使他們在使用互聯網時，同樣能

夠比低自尊用戶更容易結交到朋友，從而獲取更多的收益（Kraut et al., 

2002）。而在社交網站情境下，「窮者越富」或「社會補償」假說認為，低

自尊用戶將通過「積極參與線上互動」來彌補在現實生活中的損失 （Lee, 

Moore, Park, & Park, 2012; Tazghini & Siedlecki, 2013）。在現實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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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自尊的個體通常更容易感到焦慮和抑鬱，看待事物更加消極，在社會

交往中容易感到尷尬、害羞，存在更多的社交障礙（Rosenberg & Owens, 

2001）。但是，網絡交流具有匿名性與非同步性，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

於他們克服面對面交流障礙（Walther, 1996），使得他們有可能尋求線上

朋友來補償在現實生活中的損失。因此，與高自尊用戶相比，使用互聯

網能夠使他們獲益更多。

從實證檢驗結果來看，大多數研究發現，自尊對社交網站用戶行

為與黏結型社會資本的關係不存在調節效應，但能夠顯著調節用戶行

為與橋接型社會資本的關係，並且支持「窮者越富」假說（Antheunis, 

Abeele, & Kanters, 2015）。比如，Steinfield等（2008）針對Facebook的

研究發現，隨著使用強度的增加，低自尊用戶能夠比高自尊用戶獲取

更多的橋接型社會資本。具體到特定的社交網站用戶行為類型，Burke

等（2011）也發現，隨著用戶定向交流頻次的增多，低自尊用戶能夠獲

取更多的橋接型社會資本。但是，這些研究結果往往都是以Facebook

為研究對象而得出的，不一定適用於以主題興趣為導向的閱讀社交網

站研究情景。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問題：

RQ5： 自尊能否調節用戶在閱讀社交網站中的不同行為與線上橋

接型／黏結型社會資本的關係？

RQ6： 若自尊的調節作用存在，是支持「窮者越富」假說，還是支

持「富者越富」假說？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與樣本構成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調查對象為豆瓣網讀書版塊的使用者。

在正式發放問卷之前，本研究招募85位用戶對相關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進行預測試。正式問卷調查工作於2019年5月份開展，由於豆瓣網讀

書版塊的用戶是相對小眾的群體，故採用滾雪球的方式收集樣本。7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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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的第一道題目為過濾題，用於排除該閱讀社交網站的非使用者。為

了提高問卷的填答率，課題組啟動了金額獎勵，在完成所有必答問題

後，填答者將有機會獲得5元紅包。

經過近一個月的努力，成功收集450份問卷。填答時間少於90秒

或在必填題目上存在缺失值的問卷被視為無效，在剔除這些問卷後，保

留418份有效問卷用於後續的數據分析。其中，女性用戶（58.61%）多

於男性用戶（41.39%）；18–24歲群體是主體人群（71.29%），隨後為25–  

35歲的人群（17.71%），36歲及以上（4.54%）和18歲以下（6.46%）的用

戶佔比均不足十分之一；具有本科學歷（43.30%）的用戶數量最多，其

次是高中學歷（38.52%）和研究生學歷（15.79%），而高中以下學歷的用

戶數量最低（2.39%）；在個人月收入方面，用戶比例隨著月收入增高而

呈現遞減趨勢：3,000元以下的用戶占68.18%，隨後分別是3,001–5,000

元（12.92%）、5,001–8,000元（10.29%）和8,001元以上（8.61%）。 簡言

之，本研究樣本以擁有本科學歷、平均月收入較低的女性年輕用戶為

主，大致符合閱讀社交網站的用戶人口分佈特徵 （AuYeung, Dalton, & 

Gornall, 2007）。

測量

Ⅰ. 自變量：閱讀社交網站用戶行為

由於對閱讀社交網站用戶行為的測量缺乏成熟的量表，本研究基

於Burke 等（2011）、Frison和Eggermont（2016）、Gerson 等 （2017）開

發的Facebook使用量表，並結合該類社交網站的特點設計了初始量表。

初始量表包括12個問項，分別用3個問項測量每種行為，具體如

下：個人瀏覽行為（瀏覽圖書的評分、瀏覽他人撰寫的短評或書評、瀏

覽在他人書評下顯示的評論）、個人創造行為（給圖書評分、給圖書撰

寫短評或書評、給圖書添加主題標籤）、私密互動行為（通過登錄他人

主頁與其開展交流、添加好友加關注、通過「豆郵」與他人進行私信交

流）、公開互動行為（對他人的短評或書評進行點贊、對他人的書評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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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進行評論、參與豆瓣圖書話題論壇的討論）。填答者需要彙報在這些

行為上的發生頻率，並採用1（從不）－5（總是）五點計分方式。

為了確保測量的有效性，本研究對該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進行了預

測試。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添加好友加關注」這一問項存在明顯的

因素交叉負荷現象，同時結合理論考慮（儘管「添加好友加關注」具有一

定的私密互動成分，但有可能用戶在關注其他成員後，並沒有開展真

正的互動交流），我們刪除了這個問項，形成了最終的測量量表。正式

調查的數據分析表明，測量閱讀社交網站用戶行為的總量表α係數
為 .89，而且測量四種行為的各個分量表都具有較好的內在一致性：個

人瀏覽行為（α = .78）、個人創造行為（α = .80）、公開互動行為（α = 

.90）和私密互動行為（α = .80）。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也支持該量表的

四維度結構模型（χ2
/df = 4.22, CFI = .96, NFI = .95, RMSEA = .08, 

SRMR = .07）。

Ⅱ. 因變量：線上社會資本

本研究對用戶線上社會資本的測量參考了Williams（2006）開發的社

會資本量表，該量表由兩部分組成：橋接型社會資本和黏結型社會資

本。填答者需要自我彙報對相關陳述的同意程度，並採用1（非常不同

意）－5（非常同意）五點計分方式。這兩個分量表的研究信度非常理想。

用於測量線上橋接型社會資本的題目共有5道（α = .91），它們分別

是「通過使用『豆瓣讀書』，使我對外界發生的事情感興趣」、「通過使用

『豆瓣讀書』，使我想要嘗試新事物」、「通過使用『豆瓣讀書』，使我有興

趣瞭解與我不同的人的想法」、「通過使用『豆瓣讀書』，使我對世界其他

地方感興趣」、「通過使用『豆瓣讀書』，使我有機會與更多新朋友交流」。

用於測量線上黏結型社會資本的題目同樣有5道（α = .93），這些題

目包括：「在『豆瓣讀書』上，我有值得信賴的朋友」、「在『豆瓣讀書』

上，我有無話不談的朋友」、「當我做重要決定時，通過『豆瓣讀書』可

以找到給我建議的人」、「當我覺得孤獨時，通過『豆瓣讀書』可以找到

願意陪我說話的人」、「當我急需借錢時，通過『豆瓣讀書』可以找到願

意借錢給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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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調節變量：自尊

本研究對自尊的測量參考的是Rosenberg自尊量表的中文版（汪向

東、王希林、馬弘，1999）。結合閱讀社交網站的主題特性，選取了其

中的五個題目（「我覺得我有許多好的品質」、「我能像大多數人一樣把

事情做好」、「我對自己持肯定態度」、「我覺得我是一個有價值的人，

至少與其他人在同一水準上」、「總的來說，我對自己是滿意的」）。填

答者需要自我彙報對這些陳述的同意程度，並採用1（非常不同意）–5

（非常同意）五點計分方式，該變量具有不錯的研究信度（α =.89）。加

總後的分數越高，表明個體的自尊程度越高。

研究結果

用戶行為的描述統計分析

針對用戶行為的描述統計分析表明，個體在閱讀社交網站中開展

個人瀏覽行為的頻次最高（M = 3.84, SD = 0.80），其次是個人創造行為

（M = 3.43, SD = 0.96）、私密互動行為（M = 3.23, SD = 1.09）和公開互

動行為（M = 2.87, SD = 1.19）。

進一步的數據分析表明，不同性別在私密互動行為（t = 4.03, p < 

.001）和公開互動行為（t = 4.41, p < .001）這兩種行為頻率上存有差異，

而在個人瀏覽行為和個人創造行為方面沒有差異（參見圖二）。其中，

男性開展私密互動行為（M = 3.47）比女性（M = 3.06）頻繁；男性開展

公開互動行為（M = 3.17）也比女性（M = 2.66）頻繁。同時，受教育程

度在個人瀏覽行為（t = 2.98, p < .01）、個人創造行為（t = 2.60, p < 

.05）、私密互動行為（t = 4.46, p < .001）和公開互動行為（t = 2.84, p < 

.01）上均存在顯著影響，且本科以下的受訪者在閱讀社交網站中開展這

四種行為的頻率均顯著高於本科及以上的受訪者（參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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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性別對四類用戶行為的影響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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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受教育程度對四類用戶行為的影響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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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行為對線上社會資本影響的多元回歸分析

為了進一步探究用戶在閱讀社交網站的不同行為對線上社會資本

的影響，本研究開展了兩個多元階層回歸分析，因變量分別為線上橋

接型和線上黏結型社會資本。為了更好地得到閱讀社交網站用戶行為

對線上社會資本的「淨效應」，本研究將人口統計學變量和使用者的日

常閱讀習慣（使用者閱讀圖書頻率和參與線下讀書會頻率）作為控制變

量納入回歸方程 （Sedo, 2003）。在具體操作方面，模型的第一層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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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分別是人口統計學變量和使用者的日常閱讀習慣，第三層為四種

不同類型的用戶行為。在開展回歸分析之前，對納入回歸方程的自變

量做了共線性診斷，診斷結果表明VIF值均在可接受範圍內（VIF < 

10）。兩個回歸模型的結果如表三所示。

表三　多元階層回歸分析結果

橋接型社會資本 黏結型社會資本

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人口特徵變量

　性別（0 = 男，1 = 女） –.15
** 

 –.13
*
 

　年齡 .00   .09 

　受教育程度 –.15
**

  –.12
* 

　可支配收入 .00   .03 

Adjusted R
2

.04   .03 

日常閱讀習慣

　閱讀圖書頻率 .02   –.16
**

 

　參與線下讀書會頻率  .10
*
      .25

***
 

ΔAdjusted R
2

.00   .08 

不同類型的用戶使用行為

　個人瀏覽行為 .07    –.17
**

 

　個人創造行為   .15
**

   .07 

　私密互動行為    .25
***

    .15
*
 

　公開互動行為    .27
***

       .34
***

 

ΔAdjusted R
2

.34   .18 

Total Adjusted R
2

.38   .29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對於線上橋接型社會資本而言，回歸模型顯示，人口統計學變量

中的性別和受教育程度會顯著影響用戶的橋接型社會資本，男性和受

教育程度較低的用戶更容易獲取橋接型社會資本。在加入用戶的日常

閱讀習慣後，用戶平時參與線下讀書俱樂部的頻率對橋接型社會資本

產生正向影響。最後加入閱讀社交網站使用者行為變量後，模型的解

釋力提升了34%，其中個人創造行為（β = .15, p < .01）、私密互動行 

為（β = .25, p < .001）和公開互動行為（β = .27, p < .001）均顯著影響用

戶的橋接型社會資本，而個人瀏覽行為（β = .07, p > .05）對其沒有顯著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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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線上黏結型社會資本而言，回歸模型顯示，人口統計學變量

中的性別和受教育程度也是影響黏結型社會資本的顯著變量，男性和

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用戶更容易獲取橋接型社會資本。在加入用戶的日

常閱讀習慣後，結果發現使用者平時閱讀圖書的頻率越高，所獲取的

黏結型社會資本越少；用戶參與線下讀書會或俱樂部越頻繁，獲取的

黏結型社會資本越多。當加入閱讀社交網站使用者行為變量後，模型

解釋力提升了18%。具體而言，私密互動行為（β = .15, p < .05）和公開

互動行為（β = .34, p < .001）顯著正向預測黏結型社會資本，個人瀏覽

行為負向顯著影響黏結型社會資本（β = –.17, p < .01）。另外，個人創

造行為（β = .07, p > .05）對黏結型社會資本沒有顯著影響。

自尊的調節作用分析

為了檢驗自尊對閱讀社交網站用戶行為和線上社會資本的調節作

用，本研究根據溫忠麟、侯傑泰、張雷（2005）建議的方法進行分層回

歸檢驗。第一層納入人口統計學變量和日常閱讀習慣作為控制變量，

第二層納入使用者行為和自尊變量，第三層納入標準化後兩者乘積的

交互項。如果交互項係數顯著，說明自尊的調節效應存在。回歸結果

表明，自尊對用戶在閱讀社交網站中的四種行為與橋接型社會資本的

關係沒有調節作用，但能夠顯著調節大多數行為與黏結型社會資本的

關係。如表四所示，除了個人瀏覽行為之外，自尊能夠顯著調節個人

創造行為（β = .10，p < .05）、私密互動行為（β = 0.09，p < .05）和公開

互動行為（β = 0.09，p < .05）對黏結型社會資本的影響。 

表四　自尊對不同行為與線上黏結型社會資本的調節效應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人口特徵變量

　性別（0 =男，1 =女） –.13
**

–.13
**

–.13
**

–.13
**

　年齡   .07   .07   .07   .07

　受教育程度 –.14
**

–.14
**

–.14
**

–.14
**

　可支配收入   .03   .03   .03   .03

　閱讀圖書頻率 –.16
**

–.16
**

–.16
**

–.16
**

　參與線下讀書會頻率   .25
***

  .25
***

  .25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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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Adjusted R
2

  .11   .11   .11   .11

主效應

　自尊   .18
**

  .13
**

  .11
*

  .08

　個人瀏覽行為 –.01

　個人創造行為   .24
***

　私密互動行為   .32
***

　公開互動行為   .41
***

　ΔAdjusted R
2

  .02   .08   .11   .16

交互效應

　自尊×個人瀏覽行為   .07

　自尊×個人創造行為   .10
*

　自尊×私密互動行為   .09
*

　自尊×公開互動行為   .09
*

　ΔAdjusted R
2

  .01   .01   .01   .01

Total Adjusted R
2

  .14   .20   .23   .28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接下來，本研究通過簡單斜率檢驗自尊的具體調節效應，即將自

尊變量通過平均值加減一個標準差的方式將樣本分為「高自尊」組和「低

自尊」組，並考察在不同自尊水準上三種不同類型的閱讀社交網站用戶

行為對黏結型社會資本的影響。如圖四 /五 /六所示，對於自尊水準高

的用戶，這三類行為對黏結型社會資本的預測作用均顯著高於低自尊

水準用戶，即在相同的行為強度下，高自尊用戶比低自尊用戶能夠獲

得更多的黏結型社會資本，「富者越富」假說得到支持。

圖四　自尊對個人創造行為與黏結型社會資本關係的調節作用

低個人創造行為 高個人創造行為

低自尊

高自尊

3.7

3.5

3.3

3.1

2.9

2.7

2.5

2.3

線
上
粘
結
型
社
會
資
本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83

以書會友：點頭之交還是莫逆之交？

圖五　自尊對私密互動行為與黏結型社會資本關係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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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自尊對公開互動行為與黏結型社會資本關係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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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在考察閱讀社交網站用戶行為與線上社會資本的關係之前，本研

究首先提出了四種用戶行為類型，然後開展問卷調查和數據分析。研

究發現，這四種行為對個體的線上社會資本存在不同的作用和影響條

件。下面就這些主要發現開展簡要討論。

用戶互動行為對線上社會資本的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用戶的兩種高互動水準行為（公開互動行為和私密

互動行為）均顯著影響線上橋接型和黏結型社會資本。這一發現充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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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與他人開展直接的交流對於個體獲取社會資本的重要性。不同於

傳統的個人閱讀，用戶通過閱讀社交網站不僅可以與文本開展「對

話」，而且能夠與其他用戶進行直接交流。不管是公開互動行為（如點

讚和評論等）還是私密互動行為（如私信等），都是用戶與他人開展的

「社會理毛行為」（Social Grooming Activities）。8作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

互動，「社會理毛行為」包括用戶在傳統現實生活或利用社交媒體與他

人點頭打招呼和聊天八卦等 （Dunbar, 2004）。根據信號理論（Signal 

Theory），時間成本是一種資源信號，表示人們願意在這段關係中所要

投入的程度（Donath, 2007）。基於該理論，我們可以從關係投資的視角

來理解人類的「社會理毛行為」，而社會資本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用戶對

社會關係的一種投資（Lin, 2001）。因此，用戶在互動時間上的「投資」

越多，就越能體現出對他人的關愛和對關係的重視 （Burke, & Kraut, 

2016），從而能夠更加容易地與對方建立新的關係或強化原有的社交關

係，即獲取更多的橋接型和黏結型社會資本。

另外，本研究發現公開互動行為對線上社會資本的重要性大於私

密互動行為。這一研究發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為，用戶在社交網

站上獲取的社會資本主要取決於用戶的使用強度而非使用環境。與
Facebook相比，這一點在主題類社交網站中表現得更為明顯。閱讀社

交網站是基於個體閱讀愛好建立的「趣緣社區」（蔡騏，2014），成員的

互動和交流往往是以一本圖書為對象而開展的。形象地說，每本圖書

在豆瓣上都像是一個房間，用戶會走進自己喜歡的「房間」，並與裡面

的其他成員開展「對話」。相對於「一對一」的私密互動行為，這種圍繞

一本圖書而開展的公開互動行為，顯然能夠更好地激發個體參與討論

熱情，提高互動強度，進而幫助他們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本。

用戶個人行為對線上社會資本的影響

不同於兩種高互動水準行為，本研究發現兩種低互動水準行為對

線上橋接型和黏結型社會資本具有不同的影響。個人瀏覽行為就是被

動消極地瀏覽信息，既不為網站貢獻內容，也不與他人互動交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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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橋接型社會資本沒有顯著影響。但值得關注的是，本研究發現個

人瀏覽行為負向顯著影響黏結型社會資本—用戶在閱讀社交網站中

瀏覽時間越多，所獲取的黏結型社會資本就會越少。Vanden Abeele等 

（2018）也發現了這一結果。根據認知資源的相關理論，用戶的行為受

限於個人有限的認知資源（如記憶或者信息加工的能力），因此很難將

這些認知資源同時分配到多任務中（Dunbar, 2012）。從這個角度來看，

個人瀏覽行為和其他類型的使用行為（如互動行為）之間存在一定的競

爭關係。當用戶分配大量認知資源用於瀏覽行為時，就沒有足夠的精

力與他人進行互動交流，從而減弱了對黏結型社會資本的獲取。

本研究同時發現，雖然個人創造行為對黏結型社會資本沒有顯著影

響，但對橋接型社會資本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這一結果與Burke等

（2011）和Vanden Abeele等（2018）針對Facebook使用的研究發現有所不

同，他們的研究都表明個人創造行為對橋接型社會資本沒有影響。9這

種差異可能是由於研究對象的不同所造成的。不同於Facebook，閱讀

社交網站同時具有社交網站和內容社區的性質，用戶在與他人互動之外

也非常重視對內容的獲取。因此，當用戶為閱讀社交網站貢獻內容的

時候，就會有更多的機會被其他成員所關注。事實也是如此，當其他

成員看到用戶發佈的書評並對此有興趣的話，很有可能進行回應，進而

啟動了雙方的「潛在關係」 （Gao, 2013），這也與準社會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理論所表達的思想不謀而合。10儘管缺乏視頻或聲音等訊息

線索，閱讀社交網站中的其他成員同樣可以借助發佈者所發佈的文字或

圖片信息營造互相感知的「錯覺」。當然，這種準社會交往仍然與真正

的社會交往不可「同日而語」。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個人創造行

為只能顯著影響橋接型社會資本，而不能影響黏結型社會資本的原 

因了。

自尊對用戶行為與線上社會資本關係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發現，自尊對閱讀社交網站用戶行為與橋接型社會資本的

關係不具有調節效應，但以往的研究恰恰發現，自尊調節的正是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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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用戶行為與橋接型社會資本的關係。之所以出現這種明顯的結果

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同樣可被解釋為社交網站平台的屬性差異。不同

於以往以Facebook為對象的研究，本研究聚焦於閱讀社交網站。如前

所述，閱讀社交網站是典型的主題類社交網站，由一群具有共同閱讀

愛好的成員所組成的「趣緣社區」，成員之間具有同樣的閱讀興趣和文

化品味。對於用戶來說，主題類社交網站已經「天然地」具有弱關係連

結，他們在獲取橋接型社會資本時就不再受到諸如自尊等個體差異的

影響了，高自尊和低自尊個體都可以憑藉共同的興趣愛好而沒有差異

地獲取橋接型社會資本。

不僅如此，本研究還發現，在閱讀社交網站研究情景中，自尊對

大多數的用戶行為（除個人瀏覽之外）與黏結型社會資本的關係具有調

節作用，而且支持「富者越富」假說。不同於橋接型社會資本，黏結型

社會資本的獲取需要用戶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與其他成員開展更

多更持久的互動交流。與低自尊用戶相比，高自尊用戶擁有更好的社

交技能，能夠更加主動地與他人開展人際交往（Park & Maner, 2009），

從而使得他們比低自尊用戶獲取更多的黏結型社會資本，「馬太效應」

非常明顯。當然，在不同類型的閱讀社交網站行為中，只有創造行為

和互動行為才有可能幫助個體與他人形成關係，而被動的瀏覽行為對

此並沒有益處。因此，自尊調節的正是個人創造行為和兩種互動行為

與黏結型社會資本的關係。

連同以往的研究發現，本研究關於自尊的調節效應結果啟發我們

應該以更加全面的視角來看待「窮者越富」和「富者越富」這兩種假說的

關係。兩者也許不是簡單的競爭關係，而是互補關係，前一種調節作

用發生在用戶行為與橋接型社會資本的關係中，而後一種調節效應體

現在用戶行為對黏結型社會資本的影響方面。相對於主題類社交網

站，Facebook更像一個「大集市」，用戶一開始就得依靠個人的社交偏

好和社交能力與他人建立弱關係，而網絡交流的匿名性與非同步性會

減少低自尊用戶因面對面交流而帶來的恐懼，彌補他們在現實交往中

的不足（Walther, 1996），從而支持「窮者越富」假說。但這種基於技術

的補償效應也許只能發生在弱關係交往之中，一旦進入到深入的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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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就很難持續發揮作用。在這個時候，真正起作用的恐怕仍然

要回到使用者本身的特徵。在主題類網絡社區已經為所有成員提供弱

關係連結之後，高自尊用戶就開始利用自己的性格優勢和更好的社交

技能主動與他人開展互動交流，從而比低自尊用戶獲取更多的黏結型

社會資本資源，支持「富者更富」假說。

貢獻及不足

本研究深入系統地探索了閱讀社交網站用戶行為對線上社會資本

的影響，並分析了自尊對兩者關係的調節作用，具有較為重要的學術

價值。首先，本研究根據用戶對網站內容的貢獻程度和用戶與其他成

員的互動強度將閱讀社交網站用戶行為區分為四種類型，這種劃分體

系同樣適用於其他主題類社交網站使用者行為。其次，本研究發現不

同類型的閱讀社交網站用戶行為對線上社會資本具有不同的作用，為

我們深入理解和洞察兩者的關係提供了有益的幫助。再次，本研究關

於自尊調節作用的研究結果也為我們重新認識「窮者越富」和「富者越

富」這兩種假說的關係具有很好的啟發作用。

除了學術價值之外，本研究結果對主題類社交網站（尤其是閱讀社

交網站）的用戶和管理者都具有實踐意義。從用戶的角度來看，如果用

戶希望提升兩種線上社會資本，那麼就需要加強與社交網站其他成員

的直接互動關係，尤其增加公開互動行為頻次。如果用戶主要是希望

提升線上橋接型社會資本，在強化與其他社區成員的交流之外，還應

該有意識地強化個人創造行為，積極為網站貢獻內容。如果用戶特別

希望獲取更多的線上黏結型社會資本，恐怕還得在有限的時間內適當

減少個人瀏覽行為的頻次，為增加互動行為頻次創造條件。從管理者

的角度來看，為了進一步提升用戶對社交網站的使用粘性，應該採取

措施促使他們積極地開展創造行為和互動行為，幫助他們獲取更多的

社會資本。同時，根據「富者越富」的研究結果，管理者需要思考如何

促使低自尊用戶在使用主題類社交網站時更好地獲取線上黏結型社會

資本，縮小因個體差異可能會進一步導致的數字社會資本鴻溝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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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本研究也存在諸多不足。比如，對於閱讀社交網站用戶行

為和社會資本的測量仍然採取傳統的自我彙報方式，測量結果也許跟

真實值之間存在一定的差距，如用戶往往會高估社交媒體所帶來的社

交連接強度（Dunbar, 2016）。今後可利用數據爬蟲或其他測量方式更加

客觀地獲取有關用戶行為和感知層面的資料。另外，本研究選取自尊

作為調節變量，今後需要考慮其他同樣能夠反映個體差異的相關變量

（如內外向性格或人格特徵），幫助我們更加全面地瞭解個體特徵對用

戶互聯網使用效應的影響。最後，本研究重點關注閱讀社交網站用戶

行為對線上社會資本的作用，聚焦於社交層面的效果，但沒有探索用

戶在閱讀社交網站中與他人的互動和交流是否對個體的文本理解和群

體的知識建構有所幫助，這也是本研究的後續工作之一。

注釋

1 一方面，對於「互聯網使用」術語的使用存在過度泛化（overgeneralization）
現象。互聯網使用對社會資本到底產生正向還是負向作用，這在很大程度
上取決於個體的互聯網使用方式。比如，純粹出於娛樂目的的使用（如觀
看娛樂視頻），有可能對社會資本產生負向影響；當人們將互聯網當作交
流工具時，完全有可能對社會資本產生正向影響（Zhao, 2006）。另一方
面，研究者未能對社會資本進行細化（如線上和線下社會資本）。雖然使
用互聯網確實會降低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交往時間，但也會幫助人們獲取
一些通過現實交往無法獲取的線上連結資源 （Hofer & Aubert, 2013）。

2 Burke等（2011）提出的「定向交流」因沒有區分環境的私密程度而無法判斷
該行為類型對網站內容的貢獻大小；Frison和Eggermont（2016）的分類體
系忽略了用戶與其他成員發生實質性互動、又為網站貢獻內容的行為，即
Gerson等（2017）提出的「積極社交行為」；而Gerson等（2017）的劃分結果
忽視了用戶與其他成員發生互動、但對網站內容幾乎沒有貢獻的行為，即
Frison和Eggermont（2016）所提出的「積極私密使用」。

3 這裡的「內容」不僅包括文本、圖片和視頻等實質性內容，而且包括對其
他成員有意義的線索性內容（如點讚）。

4 Coleman（1988）按照社會資本的功能，把它界定為個人擁有的社會結構資
源，不同於其他形式的資本，社會資本存在於人際關係的結構中。Putnam

（2000）認為社會資本指的是個人之間的連接（即社會網絡）以及互利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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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範和信任。Lin（2001）則認為社會資本是人們投資在社會關係中並希
望得到回報的一種資源，這種資源內嵌在社會結構中，個體可以通過有目
的的行動獲取這些資源。

5 比如，有研究發現用戶在社交網站上的點贊和評論行為對橋接型社會資本
沒有影響，對黏結型社會資本都有顯著影響（Lee, Kim, & Ahn, 2014）；但
也有研究發現，用戶在社交媒體中的點贊行為對橋接型和黏結型社會資本
均無顯著影響，但評論行為能夠同時有效預測這兩種社會資本（周懿瑾、
魏佳純，2016）。

6 Antheuis、Abeele和Kanters（2015）在一篇有關Facebook使用對社會資本
影響的綜述性文章中整理了14篇論文，其中有11篇論文將自尊作為個體
差異變量納入分析，詳見該文章的圖一。

7 具體而言，課題組通過以下兩種方式來獲取資料：通過項目組成員的微信
和微博帳號發佈電子版問卷並鼓勵好友積極轉發；由項目組成員通過豆瓣
網一對一地聯繫其註冊用戶。

8 「社會理毛活動」這一說法來自動物世界（尤其是靈長類動物）彼此為對方
梳毛的現象，即一隻動物用手指或手掌分開和梳理另外一隻動物的毛髮，
並不時地從被分開的毛髮和露出的皮膚上撿出某些小顆粒。雖然社會理毛
有去除對方身體異物，保持皮膚清潔的作用，但它作為一種好友的社會交
涉形式，其社會學方面的作用更顯重要。

9 如正文表二所示，「個人創造行為」變量在Burke等（2011）中對應的行為變
量為「廣播行為」，在Vanden Abeele等（2018）中對應的行為變量為「積極
公開使用」。

10 準社會交往通常是受眾自身體驗到的、與媒介人物或媒介角色之間的類似
真實情境中的社會互動 （Horton & Wohl, 1956）。早期關於準社會交往的
研究局限於傳統媒介（如電視和廣播等），後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將這個理論
和概念運用於對線上環境（尤其是社交網站）的研究情境 （Ballantine & 

Mart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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