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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户创业是近年来的一个新兴议题，本研究以虚拟创新社区为背景，基于动机的有机整

合理论，诠释了社区参与激励、用户创新行为对用户创业意愿的影响，以及用户角色认同在其

中的调节作用．两个实证研究结果表明：１）社区参与激励正向影响用户创新行为，进而正向影
响用户创业意愿；２）用户创新行为在社区参与激励和用户创业意愿之间起着中介作用；３）社
区参与激励通过用户创新行为对用户创业意愿的间接影响受到用户角色认同（包括志愿者角

色和创业者角色两类）的调节．具体而言，志愿者角色认同对社区参与激励通过用户创新行为
影响用户创业意愿的间接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创业者角色认同则对这一间接关系具有

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探讨虚拟创新社区中用户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从社区激励层面，
客观、全面地揭示了用户创业意愿的形成机制，有助于完善用户创业理论体系，而且对于帮助

用户进行科学的创业决策和推动虚拟创新社区实现创新孵化的成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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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升到国家经济发

展战略新引擎的高度后，创业被公认为未来经济

的新增长点，获得了学术界和企业界前所未有的

关注．在创业研究中，用户创业是一个新兴的前沿
议题

［１－３］．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用户创业逐渐
依托于网络平台，在虚拟创新社区中充分展现．虚
拟创新社区是一个能为用户提供参与产品创新，

交流知识和创意的平台
［４］，具有低成本、开放性

和互动性等特点，用户能借助社区参与产品创新，

最终由创新走向创业．例如：ＲｅａｓｏｎＳｔｕｄｉｏｓ音乐
软件社区（ｈｔｔｐｓ：／／ｒｅａｓｏｎｓｔｕｄｉｏｓ．ｃｏｍ／）为广大音
乐狂热者提供了音乐制作、处理和编辑的平台，大

量用户依托于该社区实现了创新，进而开始创

业
［５］，目前社区用户创立的公司高达３００多家．这

样的例子在国内也不胜枚举，在目前中国最大的

开源技术社区———开源中国社区，用户借助平台

出售自己创造的软件工具、设计素材、游戏娱乐等

作品，整个社区市场估值高达数百亿元．不难看
出，虚拟创新社区推动用户创业的不断涌现，对于

创业企业的培育意义重大
［６］．

创业不是一蹴而就，创业意愿作为迈向创业

的第一步极为重要
［７］．在不同主体创业意愿领

域，现有研究聚焦于员工和学生两类主体，探讨了

创业自我效能感
［８］、可持续导向

［９］、先前创业经

历
［１０］
和创业教育

［１１］
等因素对创业意愿的影响．

然而，过往研究鲜少关注影响用户这类主体创业

意愿（ｕｓｅｒｓ’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的因素．值
得强调的是，用户在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资源开发

和产品创新性等方面具有独特性
［１２］，创业意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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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机制也和其它群体不同，需专门研究．少量关注
用户创业意愿的研究

［１３］，以质性分析为主，且没

有针对虚拟创新社区的特点开展，而其中的社区

参与激励（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ｆｏｒ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ｉｅｓ）无疑是个体行为意愿重要的影响因素之
一
［１４］．因此，第一个研究问题着眼于回答社区参

与激励是否会影响用户创业意愿．
第二个研究问题在于诠释社区参与激励通过

何种内在机制影响用户创业意愿．借助动机的有
机整合理论（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１５］，本
研究创新性地提出社区参与激励作为外部激励，

通过激发用户创新行为（ｕｓｅｒ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ｓ）这一重要的中介变量从而对用户创业意愿
起到促进作用．一方面，社区参与激励是社区微观
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宏观环境一样可能影响

用户行为
［１４］．由于虚拟创新社区创办的初衷是为

企业提供外部创新资源
［１６］，社区参与激励旨在吸

引用户参与社区创新活动，用户很可能受此激励

实施创新行为；另一方面，社区中聚集了大量来自

企业和用户的异质化资源，在主客观条件具备的

情况下，用户创新行为将被外在激励内化为自主

动机，即想办法进行产品创新让更多的用户受益，

从而激发他们强烈的创业意愿
［１７］．由此可见，用

户创新行为很可能是社区参与激励和用户创业意

愿之间的中介变量．
第三个研究问题旨在探讨在虚拟创新社区中

用户创新行为影响其创业意愿的边界条件．关于
用户创新行为是否会激发随后的创业意愿，学术

界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一部分研究显示，用户会有
创新行为但不愿意将他们的创新结果商业化

［１８］；

而另一部分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创新

行为是激发创业意愿的重要前因
［６］，例如，在虚

拟世界第二人生（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ｉｆｅ）中具有创新行为
的用户，大多在调研中表示愿意进一步创业．之所
以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可能是因为用户的角色

认同（ｒｏｌ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不同［１９］，个体如何看待自己的

角色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行为产生的结果效

应
［２０］，可以推断，社区中的用户角色认同会影响

创新行为的结果，即是否将创新行为转变为创业

意愿．基于此，本研究将用户角色认同区分为志愿
者（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和创业者（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两种角色认
同
［１９］，分别研究其不同的边界作用．

聚焦于虚拟创新社区，本研究将探讨社区参

与激励和用户创新行为以及创业意愿之间的关

系，进一步研究用户创新行为的中介效应和角色

认同的调节效应，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不仅
丰富了用户创业理论，而且有助于指导社区管理

者积极地为创新孵化贡献力量．

１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１．１　社区参与激励与用户创新行为
激励早期被应用于组织行为学，指管理过程

中为提高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而实施具有导向

性的管理行为；近年来，逐渐拓展至消费者行为

学
［２１，２２］．虚拟创新社区中的参与激励指为提高社

区用户的活跃度而设置的各种有形的物质奖赏和

无形的认可激励
［２３］．前者以代币为主，在社区内

代币可以兑换为实体商品
［２４］，后者则包括等级划

分、首页推荐、荣誉勋章等
［２５］．

本研究借助动机的有机整合理论来深入阐释

虚拟创新社区中参与激励对用户创新行为的提

升．该理论解释了外在动机内化的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激发的趋近动机促使个体主动投入到与目标

相关的任务中，即该理论首先肯定了外在动机能够

激发个体的趋近动机
［２６，２７］．趋近动机指的是一种

朝向目标的驱力或行为倾向，它由积极的或者理

想的事件诱发，促使个体追求目标的实现
［２８］．大

量研究都证实了趋近动机的积极结果，例如，在教

育心理领域，当个体受趋近动机影响时，他们在学

业自我效能感、课程表现和考试成绩上都会取得

更大成就
［２９］；在组织行为领域，员工在趋近动机

的激励下，表现得更自信从而更投入工作，发挥更

大的创造力
［３０，３１］．而在虚拟创新社区的情境下，

社区参与激励作为引导个体指向创新相关活动的

外在激励，能够激发个体的趋近动机，让用户投入

到社区任务中那些指向创新的具体活动，极大地

促进创新行为发生
［３２］．具体而言，在物质激励层

面，虚拟创新社区中与奖品或实体货币相关的积

分、代币等形式的激励可以使个体在物质上更加

富裕．受趋近动机影响，丰厚的物质奖励会促使个
体专注于创新任务投入，表现出更积极的创新行

为
［３３］．例如，小米社区中经常举行众测活动，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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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推出的第一时间将测试产品送给那些能够写

出详细测评并且提出改进建议的社区用户，这一

措施激发了小米社区中的大量用户争相发表自己

对产品的使用感受和创新想法
［３４］．在社区认可激

励层面，给予用户更高的等级和更尊贵的头衔会

让他们在社区中感受到其他用户的尊重和社区官

方的推崇．受趋近动机影响，用户会投入更多时间
和精力实施创新行为以期持续获得精神上的认可

与支持
［３５］．由此假设如下．

假设１　虚拟创新社区中的社区参与激励对
用户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１．２　用户创新行为与用户创业意愿

在虚拟创新社区中，用户创业意愿指用户想

要将自己在社区中提出的创意商业化，并预测未

来会实施创业行为的一种心理状态
［３６］．本研究认

为，社区用户创新行为会从收益的可靠估计和成

本的有效降低两方面促使创业意愿的形成．
首先，在实施创新行为的过程中，用户在相关

的产品领域积累了大量的专业知识
［３７］
和丰富的

产品经验
［３８］，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

［３９］，通

过创新消除自身对现有市面产品“不满意”的同

时，也给其他消费者带来让他们“更满意”的产

品
［６］．在汇集了大量不同层次用户的虚拟创新社

区中，收集他们的异质化的反馈以优化创新成果，

并在产品正式上市前就提前获得其他用户的积极

评价
［４０，４１］，这使他们能够预判创新是否会被多数

人采纳并准确评估他人的支付意愿，从而可靠预

估创业收益，提升他们的创业意愿．此外，虚拟创
新社区模糊了地域和资源边界，能以最低成本整

合更多创业资源
［４２］．用户在社区中实施创新行为

后，预期以社区为起点，能够以更低的综合成本将

创新产品推向更广阔的消费市场，且更具可行性，

从而提升创业意愿．由此假设如下．
假设２　虚拟创新社区中的用户创新行为对

用户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１．３　用户创新行为在社区参与激励与用户创业

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

社区参与激励提升用户创业意愿，可以从用

户在创业机会开发、创业资源开发和产品创新性

等方面的独特性来解释．社区参与激励促使更多
的用户参与到产品创新的过程中，在互动中不断

地进行迭代改进，以集体创造的形式表现出

来
［１２］．在创业机会开发方面，用户在这一过程中

有可能偶然识别到创业机会
［５］；在创业资源开发

方面，在集体创造的过程中更容易实现创业资源

的获取和整合
［４］；在产品创新性方面，可能产生

更具有创新性的产品
［４３］，这一切都能有效提升用

户创业意愿．
在社区参与激励影响用户创业意愿的过程

中，用户创新行为起着中介作用，可以进一步通过

动机的有机整合理论对外在激励的内化过程进行

解释
［１５］．根据动机的有机整合理论，外在激励仅

唤起个体非自主动机，对其行为影响受限于指定

的任务范围内，而在完成指定任务的过程中，如果

个体感受到外界支持，会将非自主动机内化为自

我实现的自主动机，激发个体更高程度的参

与
［１５］．换言之，外在动机首先促使个体主动投入

到与目标相关的任务中，进而投入到实现自我价

值的任务中．例如，销售提成作为外在激励会促使
销售员努力推销产品，而在服务过程中，如果销售

员感受到自身在工作中的价值并受到来自客户的

肯定，将发自内心地把销售作为自己的事业，主动

投入到参与度更高的活动中，如展现出更高的顾

客导向、参与公司的新产品开发协作等
［４４］．类似

地，在虚拟创新社区情境中，社区的参与激励作为

外在激励，将首先引导个体将行为受限于指定任

务范围内，即指向创新的具体活动，让用户对产品

和服务进行改进．进一步，个体在社区中的创新行
为既能够让他们从其他用户的反馈中预判创新是

否会被多数人采纳，从而感受到自身在产品创新

中的价值；同时也能在给其他消费者带来让其

“更满意”产品的同时收获他人的赞美与肯定，这

使得用户将原本社区中仅指向创新行为的外在激

励内化为自主动机，从而激发他们更高的参与度，

希望这些产品能够让更多的用户受益，即产生创

业意愿．因此，社区参与激励通过影响用户创新行
为，使其在过程中将动机内化，进而提高创业意

愿．由此假设如下．
假设３　用户创新行为在社区参与激励与用

户创业意愿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１．４　角色认同在社区参与激励、用户创新行为和

用户创业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

用户创新行为是用户对产品、服务进行改进

和创新
［３２］，虽然用户创新行为极有可能转化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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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意愿，但创业面临着大量风险，为了更好地规避

风险从而实现这一转化，用户必须投入更多认知

资源
［４５］．在该过程中，用户将更加依赖“究竟如何

评价自己”等规范信息
［４５］．因此，极有必要引入角

色认同这一概念，它是个体对特定角色的自我评

价
［２０］．当个体选择承担某特定角色，意味着个体

在行动上会尽可能地满足社会对于该角色的期

望
［４６，４７］．根据用户对待自身与社区关系的界定，

Ｍｏｌｌｉｃｋ［１９］将用户角色认同区分为志愿者和创业
者两种．前者是指社区资源的贡献者，注重分享资
源；后者是指社区资源的商业价值开发者，以盈利

为目标．这两种角色认同均属于自我认知型构念，
会影响用户在社区中行为产生的结果效应

［４８］．
在不同的认知资源情境下，用户创新行为可

能导致不同程度的创业意愿．用户的志愿者角色
认同会形成主动奉献和知识无偿分享的认知．在
志愿者角色认同高的情境下，用户的创新行为只

是为了满足自身对于产品改良的需求，并进行改

进，而不在乎是否从中获利
［４９］，此时用户创新行

为并不会激发他们的创业意愿；其次，用户创新行

为使他们享受与其他用户分享自己创新成果的交

流过程，即使用户从创新行为中收获了创业所必

备的知识和技能，但无偿贡献出这些资源更能够

让他们感受到创新带来的直接乐趣和成就感，因

此不会产生将创新成果商业化的创业意愿
［５０］，所

以，当志愿者角色认同高时，用户创新行为对用户

创业意愿无法起到正向强化作用．由此假设如下．
假设４ａ　志愿者角色认同越高，用户创新行

为对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就越弱．
结合上文探讨的用户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以

及志愿者角色认同的调节作用，本研究进一步提

出有调节的中介假设：志愿者角色认同会调节用

户创新行为在社区参与激励和用户创业意愿之间

所起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根据动机的有机整合
理论，社区参与激励作为外在激励，能够让用户出

于自身需求，专注于和社区任务相关的产品创新，

从而能够显著提升用户的社区创新行为
［３２］．然

而，在用户创新行为影响创业意愿的过程中，当用

户的志愿者角色认同越高时，他们的创新行为越

会仅仅停留在享受产品改良和无偿贡献创新的乐

趣上，此时非自主动机没有激发自主动机，用户将

停留在指向创新相关的社区活动中，即不会内化

为产品创新中自我价值体现以及产生让更多用户

受益的自主动机，也不会使用户期待从创新中获

利，因而用户创新行为对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减

弱．由此假设如下．
假设４ｂ　志愿者角色认同越高，用户创新行

为在社区参与激励和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就

越弱．
用户的创业者角色认同会形成认可创业重要

和充分利用商业价值开发的认知．在创业者角色
认同高的情境下，首先，用户会发自内心认为成为

一名创业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比仅仅在社区中

与其他用户交流沟通更有意义
［５１］．所以，在这种

情形下，当用户越多地实施创新行为时，他们越会思

考如何将创新的成果商业化，会不断吸收创业相关

的知识技能
［５２］，表现出更高的创业意愿．其次，创业

者角色认同高的用户注重商业价值开发，更希望通

过扮演创业者角色来获得他人的认同，因此当用户

越多地实施创新行为时，他们越期待在创新中实现

创业，渴望能够打造在市场上取得消费者青睐的创

新成果，考虑的是如何在更广阔的消费者市场中获

得影响力来实现预期收益，同时依托虚拟创新社区

的开放性来降低成本，因而更容易产生创业意愿．因
此，创业者角色认同有力地激发了用户创新行为过

程中创业意愿的提高．由此假设如下．
假设５ａ　创业者角色认同越高，用户创新行

为对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就越强．
同理，结合上文探讨的用户创新行为的中介

作用以及创业者角色认同的调节作用，本研究进

一步提出有调节的中介假设：创业者角色认同会

调节用户创新行为在社区参与激励和用户创业意

愿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如前文所述，基于动机的
有机整合理论，社区参与激励作为外在激励，能够

让用户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社区任务中对产品进行

改进和创新，有效提升用户的社区创新行为
［３２］．

进而，在激发用户创业意愿的过程中，当用户的创

业者角色认同越高时，用户创新行为越容易内化

为感受自身在产品创新中的价值以及让更多用户

受益的自主动机，此时，非自主动机充分激发自主

动机，会驱动用户思考如何打造消费者青睐的创

新成果，以及如何实现创新的成果商业化，来获得

理想的经济回报，因而用户创新行为对用户创业

意愿的影响增强．由此假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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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５ｂ　创业者角色认同越高，用户创新行为
在社区参与激励和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就

越强．
实证部分将采用两个研究来检验上述假设．

研究一采用实验研究方法，分为有社区参与激励

和无社区参与激励两种情境，为电影院提供创新

建议，以验证社区参与激励、用户创新行为和创业

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二采用问卷调研方法，
以多个虚拟创新社区的用户为调研对象，检验用

户创新行为在社区参与激励和创业意愿之间的中

介效应，以及用户角色认同的调节效应．

２　研究一

２．１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 ２水平（社区参与激励：

有ｖｓ．无）被试间实验设计，其中自变量为社区参
与激励（有ｖｓ．无），中介变量为用户创新行为，因
变量为用户创业意愿．本研究在国内东部某大学
招聘了８０位大学生（男４２．５％，女５７．５％，平均
年龄２０．１岁，标准差０．８３）进行研究，他们都是
知乎社区会员，同时都有去电影院看电影的经历，

被随机分配到有激励和无激励社区中的一组，人

数分别为４１人和３９人．
２．２　实验流程

本研究选择知乎社区中生活方式论坛版块，

设立两个虚拟创新社区，分别为有社区参与激励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ｚｈｉｈｕ．ｃｏｍ／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３３１５７４７５１），
和无社区参与激励（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ｚｈｉｈｕ．ｃｏｍ／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３３１４９６３４８）．其中，社区参与激励包括物
质激励（即根据发帖文字数量和质量给予一定的

积分，该积分可以兑换为人民币）和认可激励（即

根据发帖文字数量和质量给予一定的头衔，头衔

包括钻石级、白金级、白银级）．
这些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两个虚拟创新社区中

的一个．在无参与激励的社区中，被试的实验情境
为“您现在处在一个关于电影院的设计创新虚拟

社区，请您提出自己对电影院的创新建议，设计内

容包括：观影座椅、３Ｄ眼镜、灯光、音箱、影院空间
等等您能想到的和电影院有关的产品，您都可以

提出创新建议”，在有参与激励的社区中，被试的

实验情境除了这些描述之外，还增加了一条“我

们将根据您的发帖数量和质量，给予您一定的物

质激励和认可激励．”研究者告诉被试，创新任务
是对电影院进行创新设计，实施创新行为，同时也

可以和其他成员交流互动，创新时间为三周．实验
开始之前，研究者为两组被试分别组建微信群．
第一天实验开始后，被试首先仔细阅读该社区提供

的实验情境，接着回答“您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该

社区提供了激励”（１＝完全没有激励，５＝完全有激
励），然后在社区中进行创新．在实验期间，研究者每
天提醒被试登录该社区，进行浏览、发帖、点赞等参

与活动．同时在有激励社区中，会通过微信群来通知
被试获得的积分和颁发授予的头衔．三周结束之后，
研究者要求被试填写自己的创业意愿．
２．３　变量测量

遵循Ｙａｎ，Ｌｅｉｄｎｅｒ和Ｂｅｎｂｙａ［５３］的建议，本研
究选择用户创意产生和创意推广来测量用户创新

行为．具体来说，对于每个被试，本研究收集了实
验期间被试的帖子以及其他用户对帖子的点赞

数．１）用户创意产生采用被试在发帖中产生创意
的数量进行测量

［５３］．对于所有８０名被试，共３８名
有发帖，每个帖子中有着不同的创意数量．本研究
邀请了两位独立的评分员（评分员 １和评分员
２），他们拥有丰富的设计经验，从被试帖子中确
定产生创意的数量．ＣｏｈｅｎＫａｐｐａ值显示评分员
之间信度值（ｉｎｔｅｒ-ｃｏｄｅｒ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为 ０．８８，表明
达到信度要求．采用评分员１的评估作为最终结
果，因为他拥有更为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

２）由于点赞表明该创意得到支持，用户创意推广
采用其他用户点赞数来表示

［５３］．
实验结束之后，用户创业意愿采用 Ｚａｐｋａｕ

等
［１０］
的４题项量表测量，信度系数为０．８７．

２．４　实验结果
操纵检验结果显示，有社区激励的被试组感

知到的社区激励（Ｍ＝４．０７，ＳＤ＝０．８２）明显高
于无社区激励的被试组（Ｍ ＝２．１０，ＳＤ＝０．８２；
Ｆ（１，７８）＝１１５．６０，ｐ＜０．００１），说明社区激励
操纵成功．

其次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使用逐步回归检验

社区参与激励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以及用户创新

行为的中介作用．首先，社区参与激励对用户创业
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β＝０．３８，ｐ＜０．００１），说
明主效应显著．其次，社区参与激励对用户创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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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意产生 β＝０．５１，ｐ＜
０.００１；创意推广β＝０．５５，ｐ＜０．００１），假设１得到
验证．最后，在主效应检验中加入用户创新行为进行
回归，结果显示，用户创新行为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显

著（创意产生β＝０．３３，ｐ＜０．０５；创意推广β＝
０.３６，ｐ＜０．０５），假设２得到验证，但社区参与激励
对用户创业意愿的影响变为不显著（β＝０．０１，ｐ＝
ｎ．ｓ．），说明用户创新行为完全中介了社区参与激励
对用户创业意愿的影响，假设３得到验证．

３　研究二

３．１　研究方法
３．１．１　数据收集与样本

本研究以虚拟创新社区的用户为研究对

象，选择用户人数多，发帖量大，互动频繁以及

有利于用户参与产品创新的社区收集数据
［５４］，

并最终确定样本库为华为粉丝社区、小米社区、

海尔社区、海信社区、ＴＣＬ铁粉社区、长虹社区
等６家公司的虚拟创新社区．这６家公司长期注
重创新创业，其社区的 １７３个社区板块为用户
提供了产品测试、贡献创意等参与产品创新的

活动，同时这些公司大多鼓励用户创业，例如海

尔公司鼓励用户在平台创业，实现共创共赢
［５５］，

是以往文献广泛选取的研究对象来源
［５４，５６，５７］，

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通过论坛私信功
能、论坛版块专属 ＱＱ群或社区成员推荐等方
式，获取社区用户联系方式，并向其发送问卷填

写邀请，最终回收问卷 ４３６份，其中，有效问卷
３１０份，样本概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样本概况
Ｔａｂｌｅ１Ｓａｍｐｌｅ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分类 概况 百分比 分类 概况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５４．２

女性 ４５．８

学历

高中及以下 １０．３

大专 １７．４

大学本科 ５１

年龄／岁

＜２０ １２．９

２０～２５ ４８．４

２６～３０ １５．５

３１～４５ １４．２

＞４５ ９

社区注册

时间（月）

硕士及以上 ２１．３

０～６ ２８．７

７～１２ ２１．６

１３～２４ ２２．３

＞２４ ２７．４

每月登录

次数／次

≤１ ２０．３

２～４ ２８．７

５～１５ ２５．８

１６～３０ １２．３

＞３０ １２．９

３．１．２　变量测量
本研究对自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及因变

量的问卷设计均采用李克特７级量表，７代表“完
全同意”，１代表“完全不同意”．社区参与激励采
用 Ｃｈｅｎ，Ｃｈａｎｇ和 Ｌｉｕ［２３］的物质激励和认可激励
６题项量表测评，信度系数为０．８４．用户创新行为
改编自 Ｓｃｏｔｔ和 Ｂｒｕｃｅ［５８］的个体创新行为６题项
量表，以往文献显示该改编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和效度
［５９，６０］，信度系数为０．９１．志愿者和创业者

的角色认同由 Ｃａｌｌｅｒｏ［６１］的角色认同５题项量表
改编后得到，信度系数分别为０．９０和０．９４．用户
创业意愿采用 Ｚａｐｋａｕ等［１０］

的４题项量表测评，
信度系数为０．９４．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本
研究将用户的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学历）作

为控制变量．同时，还增加了社区注册时间、月登

录次数和经验开放性三个控制变量．其中，经验开

放性由 Ｇｏｓｌｉｎｇ等［６２］
的２题项量表评测，信度系

数为０.６７，说明信度可接受．变量及题项汇总如

表２所示．

３．２　数据分析

３．２．１　相关性分析

根据表 ３，社区参与激励与用户创新行为

（ｒ＝０．６８，ｐ＜０．０１）显著正相关，也与用户创业

意愿（分别为ｒ＝０．３３，ｐ＜０．０１）显著正相关．同

时，用户创新行为和用户创业意愿（ｒ＝０．３８，ｐ＜

０.０１）也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为假设检验提供

了初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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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及题项汇总

Ｔａｂｌｅ２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ｉｔｅｍｓ

变量名 题项 来源

社区参

与激励

１．该社区经常提供能转化为真实礼品的虚拟代币

２．参与者经常能够得到一定数量的虚拟代币

３．签到早的社区成员能得到一定数量的虚拟代币

４．该社区会在首页上发布专家名单

５．该社区会推荐一些由用户推荐的内容

６．该社区在个人主页上以不同类型的图标来显示及认同用户获得的荣誉

Ｃｈｅｎ，Ｃｈａｎｇ和Ｌｉｕ［２３］

用户创

新行为

在该虚拟创新社区中

１．我总是寻求应用新的技术与方法

２．我经常提出有创意的点子

３．我经常与其他用户沟通并推销自己的想法

４．我想办法争取所需资源以实现新想法

５．我制定合适的计划和规划以实现新想法

６．我算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人

Ｓｃｏｔｔ和Ｂｒｕｃｅ［５８］

志愿者

角色认同

在该虚拟创新社区中

１．我经常想做一名社区志愿者

２．如果我放弃做社区志愿者，我会感到很失落

３．是否成为一名社区志愿者对我来说有着很不一样的感觉

４．对我而言，加入社区志愿者队伍比仅仅提供服务更有意义

５．我认为成为一名社区志愿者是重要的事情

Ｃａｌｌｅｒｏ［６１］

创业者

角色认同

在该虚拟创新社区中

１．我经常想做一名创业者

２．如果我放弃做创业者，我会感到很失落

３．是否成为一名创业者对我来说有着很不一样的感觉

４．对我而言，加入创业队伍比仅仅卖东西更有意义

５．我认为成为一名创业者是重要的事情

Ｃａｌｌｅｒｏ［６１］

用户创

业意愿

１．我想近两年内进行创业

２．我有意愿在近两年内进行创业

３．我将在近两年内进行创业

４．我很可能在近两年内进行创业

Ｚａｐｋａｕ等［１０］

经验开放性
１．面对新的体验和复杂情况，我保持开放性

２．我是传统而缺乏创造力的（Ｒ）
Ｇｏｓｌｉｎｇ等 ［６２］

表３　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方差、相关系数及信度

Ｔａｂｌｅ３Ｍｅａ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ａｉ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社区参与激励 １

２．用户创新行为 ０．６８** １

３．志愿者角色认同 －０．５７** －０．６７** １

４．创业者角色认同 ０．２７** ０．４０** －０．４０** １

５．用户创业意愿 ０．３３**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８４** １

６．经验开放性 ０．０６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４６** ０．４４** １

—７—第１０期 王　莉等：虚拟创新社区中的参与激励与用户创业意愿



续表３

Ｔａｂｌｅ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７．性别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１０ １

８．年龄 ０．１５*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１

９．教育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１７**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３５** １

１０．社区注册时间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２１** １

１１．月登录次数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１１* ０．５１** １

平均值 ４．１８ ４．３６ ３．６９ ３．８２ ３．４６ ４．２２ ０．５４ ２．５８ ２．８３ ２．４８ ２．６９

标准差 １．２４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５２ １．４７ １．０８ ０．５０ １．１５ ０．８８ １．１７ １．２８

　　注：*代表ｐ＜０．０５，**代表ｐ＜０．０１，样本数量＝３１０．

３．２．２　测量模型
本研究中社区参与激励、用户创新行为、志愿者

和创业者角色认同、用户创业意愿等变量都由用户

自评，可能存在同源方差会降低研究效度．所以，采
用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等［６３］

建议，基于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

验与控制方法，检验变量的同源偏差及区分效度．除

了基准模型（Ｍ０）外，本研究还假设了其它备选模型
（Ｍ６、Ｍ５、Ｍ４、Ｍ３、Ｍ２和Ｍ１）．根据表４，六因子基准
模型（Ｍ０）的拟合度指数为 χ２／ｄｆ＝２．５４，ＣＦＩ＝
０.９４，ＴＬＩ＝０．９３，ＲＭＳＥＡ＝０．０７１，其中χ２／ｄｆ小于临
界值３，ＣＦＩ和ＴＬＩ大于临界值０．９，ＲＭＳＥＡ小于临界
值０．０８，因此基准模型（Ｍ０）显著优于其它模型．

表４　测量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４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模型 ｄｆ χ２ △χ２ ＣＦＩ ＴＬＩ ＲＭＳＥＡ

基准模型———六因子模型（Ｍ０） ２６０ ６６０．８２ － ０．９４ ０．９３ ０．０７１

五因子模型（Ｍ６） ２６５ ９０９．９７ ２４９．１５** ０．９０ ０．８９ ０．０８９

四因子模型１（Ｍ５） ２６９ １２６４．５８ ６０３．７６** ０．８５ ０．８３ ０．１０９

四因子模型２（Ｍ４） ２６９ ２４１０．１４ １７４９．３２** ０．６８ ０．６４ ０．１６０

三因子模型（Ｍ３） ２７２ ２７３７．９４ ２０７７．１２** ０．６３ ０．５９ ０．１７１

二因子模型（Ｍ２） ２７４ ３２９４．０７ ２６３３．２５** ０．５５ ０．５０ ０．１８９

单因子模型（Ｍ１） ２７５ ３３６９．９６ ２７０９．１４** ０．５３ ０．４９ ０．１９１

　　　注：△χ２是相比于Ｍ０，χ２的变化值；*代表ｐ＜０．０５，**代表ｐ＜０．０１，样本数量＝３１０．

Ｍ６将社区参与激励和用户创新行为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

Ｍ５将社区参与激励、用户创新行为和志愿者角色认同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

Ｍ４将社区参与激励、用户创新行为和创业者角色认同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

Ｍ３将社区参与激励、用户创新行为、志愿者角色认同和创业者角色认同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

Ｍ２将社区参与激励、用户创新行为、志愿者角色认同、创业者角色认同和用户创业意愿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

Ｍ１将社区参与激励、用户创新行为、志愿者角色认同、创业者角色认同、用户创业意愿和经验开放性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

３．２．３　结构模型
首先采用简单模型来检验社区参与激励对用

户创业意愿的直接影响，当加入控制变量后，该直

接影响为显著正向影响（β＝０．２５，ｐ＜０．０１）．模
型拟合度良好：χ２（６４）＝１５９.０６，ＣＦＩ＝０.９５，
ＴＬＩ＝０．９４，ＲＭＳＥＡ＝０．０６９．

其次构建一个中介模型，在直接效应的基础

上，检验社区参与激励通过用户创新行为对用户

创业意愿的间接影响．该模型拟合度良好：
χ２（１５５）＝３２０．２５，ＣＦＩ＝０．９５，ＴＬＩ＝０．９５，ＲＭ-
ＳＥＡ＝０．０５９．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从社区参与激
励到用户创新行为的路径系数显著（β＝０．７０，
ｐ＜０．００１），支持假设１．从用户创新行为到用户
创业意愿的路径系数显著（β＝０．２６，ｐ＜０．０５），
支持假设２．并且，在引入间接效应之后，社区参
与激励对用户创业意愿的直接影响变得不显著

—８—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４年１０月



（β＝０．０９，ｐ＝ｎ．ｓ．），说明存在着完全中介效应．
为检验间接效应的显著性，基于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方
法，发现社区参与激励通过用户创新行为作用于

创业意愿的间接效用为 ０．１９（ＳＥ＝０．０９，ｐ＜
０.０５），９５％水平的置信区间ＣＩ为［０．０６，０．３６］，
不包括０，说明中介效应显著．结果表明，社区参
与激励对用户创业意愿的影响是通过用户创新行

为的中介作用实现的，假设３得到支持．
第三步引入志愿者角色认同和创业者角色认

同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该模型

拟合度良好：χ２（４３１）＝１０４１．３０，ＣＦＩ＝０．９１，
ＴＬＩ＝０．９０，ＲＭＳＥＡ＝０．０６８．志愿者角色认同和用
户创新行为的交互项对用户创业意愿呈显著负向

影响（β＝－０．０８，ｐ＜０．０５），创业者角色认同和
用户创新行为的交互项对用户创业意愿呈显著正

向影响（β＝０．０６，ｐ＜０．０５），假设４ａ和假设５ａ
得到初步支持．

研究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结构方程模型和结果分析图

Ｆｉｇ．１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ｈａｒｔ

　　为了更好地了解用户创新行为和创业意愿的
关系，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不同程度志愿者角色认

同和不同程度创业者角色认同下（以正负标准差

为界），用户创新行为和创业意愿的关系．在加入
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如图２所示，在低志愿者角色
认同组中，用户创新行为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显

著（β＝－０．１９，ｐ＝ｎ．ｓ．）；在高志愿者角色认同
组中，用户创新行为对创业意愿呈显著负向影响

（β＝－０．４０，ｐ＜０．０５），高低志愿者角色认同组

图２　志愿者角色认同对用户创新行为和创业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

Ｆｉｇ．２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ｒｏｌ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ｓｅｒ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之间差异显著（β＝－０．２１，ｐ＜０．０５），因此假设
４ａ得到进一步支持．如图３所示，在低创业者角
色认同组中，用户创新行为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不

显著（β＝０．１５，ｐ＝ｎ．ｓ．）；在高创业者角色认同
组中，用户创新行为对创业意愿呈显著正向影响

（β＝０．３４，ｐ＜０．０５），高低创业者角色认同组之
间差异显著（β＝０．１９，ｐ＜０．０５），因此假设５ａ得
到进一步支持．

图３　创业者角色认同对用户创新行为和创业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

Ｆｉｇ．３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ｒｏｌ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ｓｅｒ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更进一步，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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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５），在低志愿者角色认同组用户中，社区参
与激励通过用户创新行为对创业意愿的间接效应

为－０．１４（ＳＥ＝０．１１，ｐ＝ｎ．ｓ．），９５％水平的置信
区间ＣＩ为［－０．３４，０．０３］，包括０；在高志愿者角
色认同组用户中，社区参与激励通过用户创新行

为对创业意愿的间接效应为 －０．３０（ＳＥ＝０.１５，
ｐ＜０．０５），９５％水平的置信区间 ＣＩ为［－０．５９，
－０．０５］，不包括０；且高低组之间差异显著（β＝
－０．１６，ＳＥ＝０．０６，ｐ＜０．０５；ＣＩ［－０．２６，
－０．０５］），因此假设４ｂ得到支持．与此同时，在

低创业者角色认同组用户中，社区参与激励通过

用户创新行为对创业意愿的间接效应为 ０．１１
（ＳＥ＝０．１０，ｐ＝ｎ．ｓ．），９５％水平的置信区间 ＣＩ
为［－０．０５，０．２９］，包括０；高创业者角色认同组
用户中，社区参与激励通过用户创新行为对创业

意愿的间接效应为０．２５（ＳＥ＝０．１２，ｐ＜０．０５），
９５％水平的置信区间ＣＩ为［０．０１，０．５３］，不包括
０；且高低组之间差异显著（β＝０．１４，ＳＥ＝０.０６，
ｐ＜０．０５；ＣＩ［０．０５，０．２５］），因此假设 ５ｂ得
到支持．

表５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路径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５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

志愿者角色认同 间接效应 ＳＥ
９５％的置信区间

低 高

低志愿者角色认同 －０．１４ ０．１１ －０．３４ ０．０３

高志愿者角色认同 －０．３０* ０．１５ －０．５９ －０．０５

差异 －０．１６* ０．０６ －０．２６ －０．０５

创业者角色认同 间接效应 ＳＥ
９５％的置信区间

低 高

低创业者角色认同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２９

高创业者角色认同 ０．２５*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５３

差异 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２５

　　　　注：*代表ｐ＜０．０５，样本数量＝３１０．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样本量＝２０００．

４　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实验研究和问卷调查发现，社区

参与激励正向影响用户创新行为，进而正向影响

用户创业意愿．此外，志愿者角色认同对社区参与
激励通过用户创新行为影响用户创业意愿的间接

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创业者角色认同则对

这一间接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４．１　理论意义

本研究理论意义具体表现在

１）丰富了用户创业意愿在网络环境下所受
特定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丰富了用户作为创业主

体的创业学研究．以往研究重点关注员工和学生
创业意愿，却忽视了用户创业意愿．少量关于用户
创业的研究也都聚焦在用户创业行动

［５］
和创业

实践
［１，６４］，

没有关注用户创业的意愿．尽管有研
究指出创业意愿指向创业目标，是预测用户创业

发生的较好指标
［６５］，但创业意愿和创业行动或实

践属于不同的变量，同属于创业过程中的不同环

节
［６６，６７］，前端影响机制不同，需要对用户创业意

愿进行专门研究．特别是互联网迅速发展，不仅将
创业环境从传统线下拓展至线上平台，也使得创

业主体由员工、学生向普通用户延伸
［６８］．传统环

境下的用户创业理论不完全适用于虚拟创新社区

中的用户创业，亟需针对虚拟创新社区中的用户

创业特征进行研究．本研究立足于用户在创业机
会识别、创业资源开发和产品创新性等三方面的

独特性，将影响用户创业意愿的个体因素和社区

情境因素整合，关注社区参与激励、用户创新行为

共同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并且，本研究是首个在同
一模型中同时采用实验操纵和量表测量社区参与

激励，来研究该变量影响用户创业意愿的实证研

究，回应了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６９］
提出的在创业方面应进

行更多实验研究的呼吁．通过严密的实证分析，本
研究发现社区参与激励能够为用户创业提供驱动

力，在激发集体创造的过程中偶然识别到创业机

会、更容易整合创业资源、产生更具创新性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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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论证了参与激励能推动用户创新行为进而产

生创业意愿，对用户创业研究进行了有效拓展．
２）在研究社区参与激励影响用户创业意愿

的内在机制时，本研究基于动机的有机整合理论，

引入用户创新行为作为中介变量，阐释了社区参

与激励作为外在激励是如何促使个体将动机内

化，从而激发创业意愿的过程．近年来，有机整合
理论被广泛地用于解释各个领域中的激励措施和

成效
［７０］，例如工作中的游戏化机制

［７１］
、健康管理

应用的功能设置
［７２］
等，但鲜少应用于创业领域，

网络环境中的有机整合理论研究更是屈指可数．
Ｇｉｌａｌ等［２７］

在有机整合理论的文献回顾中呼唤该

理论应该具有更广阔的应用领域．因此，本研究拓
展了有机整合理论在创业学领域的应用，阐释了

社区激励提高用户创业意愿的内在作用机制．具
体而言，考虑到传统环境下用户创业的障碍，包括

市场不确定性导致产品创新收益无法预估和创新

过程中资源整合成本过高，本研究则解释和证明

了虚拟创新社区中，参与激励推动用户创新行为

从收益的可靠估计和成本的有效降低两方面，正

向地转化为用户创业意愿，为后续将创新成果商

业化奠定了主客观创业条件．因此，本研究将创新
行为作为一面“透镜”，映射了社区参与激励影响

用户创业意愿的一条全新路径，揭开了这一作用

过程的“黑箱”，对于深入理解聚集了大量用户的

虚拟创新社区中如何提升用户创业意愿具有重要

意义．
３）在界定创新行为对想要开启创业生涯的

影响作用边界时，考虑到 Ｚｈａｎ，Ｕｙ和 Ｈｏｎｇ［４５］在
研究中发现角色认同和个体行为特征匹配才可能

对创业的动机和行为产生影响，并特别提出在创

业学领域未来研究更应该考虑各类角色认同的调

节效应，本研究提出社区中的角色认同这一变量，

探讨了在社区激励的作用下用户的志愿者和创业

者角色认同分别如何调节用户创新行为和创业意

愿之间的关系，从而不仅响应了 Ｚｈａｎ，Ｕｙ和
Ｈｏｎｇ［４５］的建议，也响应了 Ｓｈａｈ和 Ｔｒｉｐｓａｓ［７３］提出
的对未来研究应该更多地考察在用户创新转化为

创业中所受边界影响的号召．本研究结果发现创
业者角色认同正向调节了用户创新行为和创业意

愿之间的关系，而志愿者角色认同则对这一关系

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该结论是对创新创业之间关

系研究的重要拓展———它同时梳理了在创新行为

转化为创业意愿过程中，两种不同的角色认同分

别起到的不同调节作用，从而帮助我们更全面地

理解创新成果商业化可能性的边界条件，为回答

用户创新与创业转化之间的争议提供了一种全新

思路．
４．２　实践启示

创新创业在当今社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

色，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繁荣的主要力量．将虚拟创
新社区发展成为创新孵化平台，让社区中的创新

成果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不仅能够为我国

“推进全民创业，实现强国梦想”的方针注入力

量，也能够吸引更多资源入驻平台，使虚拟创新社

区拥有更高的活跃度和知名度，从而实现国家和

社区建设的双赢．实践启示如下．
１）对政府的启示．研究结果显示，用户创新

行为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可以主动
利用这一契机，联手虚拟创新社区推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有针对性地帮助用户完善其创业

所需的主客观条件以及支持创新用户将其成果商

业化：第一，政府应该积极倡导社区管理者从产品

制造商的角度尽可能多地为用户创新者在产品方

面的专业知识缺乏作补充，例如提供制造工艺、流

程等信息；第二，政府和社区双方都可以通过创新

产品商业化的成功案例宣传，免费与用户共享产

品相关的市场调研报告，加深社区中实施创新的

用户对外部市场环境的理解，从而识别创业机会，

提升创业的可行性；第三，社区可以配合政府对创

新社区中诞生的专利成果数、创业人数等数据进

行统计，并定期发布报告，让创新用户感受到“大

众创业”的蓬勃力量，促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坚定

决心将创新成果商业化，开启创业的道路．
２）对社区管理者的启示．本研究发现完善的

社区参与激励机制，无论是物质还是社区认可方

面，都能够有效地激励用户创新行为发生．对于虚
拟创新社区的管理者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有效措

施：首先，充分发挥物质激励的作用，设置完善的

虚拟创新社区代币制度，增加代币换购优惠及便

捷性等；其次，在社区认可激励方面，广泛地设计

能够满足用户精神需求的多样化激励，如社区首

页滚动播放创新达人排行榜、特殊贡献成员的徽

章标识需清楚显示其贡献，以及创新积分等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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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除了这些激励方式之外，还可以增强社区线
上和线下的联动性，从而使得社区激励更好地渗

透至用户的日常生活，放大其激励效果．例如社区
代币可以在线下的实体连锁店进行兑换，从而增

强代币的吸引力；定期组织社区用户线下交流会

并表彰领先用户，使其更直观地感受到来自其他

用户的肯定和赞美，从而在精神上受到更大鼓舞．
需要注意的是，认可激励覆盖的人群不宜过广，以

免因太过习以为常而失去激励效果．
此外，本研究发现虽然用户创新是创业的重

要驱动因素，但是这种正向影响仅在用户的创业

者角色认同度高的边界条件下成立．然而，由于虚
拟创新社区的开放性与共享性，加入社区的用户

往往以志愿者角色在社区中交流创新想法，与社

区用户共享创新成果
［７４］，鲜有用户将自己角色定

位为社区中的创业者．在这种情况下，用户仅仅停
留在创新的阶段，用户创新的溢出效应也较为有

限．为了更好地响应国家号召，加快建设创新型国
家，积极地为创新孵化贡献力量，协助培育、壮大

“大众创业”的氛围，社区管理者应该更多地提升

社区成员的创业者角色认同程度，具体可以采取

的行动有：首先，强调创业可以为自身和社会带来

的巨大贡献，鼓励用户通过创新寻求到新思路、新

方法、新机会，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实现这种

转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创业
［７５］．其次，邀请创业

成功的用户到社区中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流、分享

创业带来的成就感和喜悦之情，让社区中的创新

用户乐于加入创业队伍，感受到让创新成果造福

更大的消费者市场比仅仅将创新用于满足自身和

社区用户需求更有意义．最后，定期不间断地结合
社区内用户的兴趣爱好，向其推送相应主题的创

业方向和资源，使得参与创新的用户经常思考自

己的创新成果和商业化之间的联系，从而将如何

成为一名创业者当作理想追求．

５　结束语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在研究网
络平台下特定变量对用户创业意愿的影响时，本

研究只探讨了一项情境层面的因素，即社区参与

激励．而相关研究表明，虚拟创新社区中用户社交
网络节点的快速增加可能会提升用户创业意

愿
［３８］，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其他情境因素，

例如社区人际联结的数量和质量等影响．同时，探
讨相关的个体因素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也是非常有

意义的，例如促进型调节焦点的个体更愿意对挑

战性、冒险性的想法进行尝试
［７６］，其创业意愿可

能更高．第二，社区参与激励对用户创业意愿的影
响过程还可能存在其他的调节机制．例如，在社区
参与过程中，用户既有积极的“冒泡”方式，也有

消极的“潜水”方式，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社

区参与激励发挥作用的效果，可以推测用户在社

区中是“冒泡者”还是“潜水者”的角色可能是调

节变量．第三，本研究探索用户创业意愿而非真正
的创业行为，未来可研究用户创业行为的形成机

制，并通过其他更为直接的方式测量用户创业行

为，例如设计实验模拟创业决策、抓取二手数

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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