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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SNS 网站以实名制为基础，依托现实人际关

系，使以网络为平台的人际交往得以实现。SNS 中的人际交

往以用户彼此间的访问为主要形式。笔者以人人网为研究对

象，使用问卷调查法，结合现实人际交往规律和 SNS 本身的

特征，探讨 SNS中用户访问行为背后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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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基于“六度分隔”理论发展起来的社交网站，从一开始就

显现出强大的人际网络互动功能，它能够有效地将现实生活

中的人际关系网络“映射”到虚拟网络中，从而在互联网空间

中形成强大的人际交往的网络。这样，社交网站就完成了现实

人际传播的虚拟化过程。虚拟互动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

其发展基础和遵循的基本规则仍旧是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往

规范和理论。同时，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往映射到 SNS 网络

中就是“页面访问”，包括回帖、分享、评论等社交网络行为。
每一种访问行为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其背后隐藏着具

有普遍意义的影响因素。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将网络传播学与

社会心理学中的人际交往相关理论相结合，对“互联网访问行

为的影响因素”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颇有价值的结论。
社会心理学界对人际吸引及其相关理论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金盛华认为，“人际吸引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接纳和喜

欢”。[1]对于影响人际吸引的因素，国内外学者给出了不同

的研究结论。Zajonc 等人的实验表明，仅由于经常看到某人

就能增加对此人的好感，并且人们倾向于喜欢在态度、兴

趣、价值观和人格上与自己相似的人；在个人特质方面，人

们最喜欢的是真诚、诚实等与信任有关的特质。[2]Herek G.
M、Glunt E.K认为影响人际吸引的主要因素有接近性、熟悉

性、相似性和个人特质。[3]国内学者佐斌、高倩采用情景实验

的方法得出熟悉性的主效应显著，被试对于与自己熟悉的

伙伴的喜欢显著高于对陌生的伙伴的喜欢。在外部特征不

相似，内部特征相似的情况下，人们对熟悉伙伴的喜欢会远

远大于对陌生伙伴的喜欢，从而总结出“熟悉性会促进人际

吸引”。[4]

金盛华认为影响人际吸引的因素有以下几点：熟悉效应

和邻近效应，个人特征以及相似性。[5]王晓云以福建省闽东、
西、南、北四个地区的大学生问卷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放问卷

发现大学生认为网络人际吸引的影响因素按照重要性排列

有正向肯定特质、幽默感、需求互补支持与回馈、主动性、文
字符号掌控能力等。[6]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变量与假设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在人际交往中影响人际吸引的因素

主要有亲密程度、地域距离、个人特征、好友动态、反馈行为

以及中介作用等，据此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用户之间亲密程度越强，彼此越容易做出访问

行为。
假设二：用户之间地域距离越大，彼此越容易做出访问

行为。
假设三：在 SNS 中用户越容易对外表好看的人做出访

问行为。
假设四：在 SNS 中越容易对有才华的人做出访问行为。
假设五：好友在 SNS 中越活跃，动态越多，用户越容易

对其做出访问行为。
假设六：当好友对自身做出访问行为时，用户会对此做

出反馈。
假设七：用户会以自己的某一好友为中介去访问其好友

的页面。
（二）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笔者选择使用实证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法。调查

对象选取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本科生，采用简单随机抽

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 250 份。选择大学生群体作为调查对象

源于人人网的用户大部分是学生群体，因此较有代表性。问

卷设计主要是采用李克特量表的形式。
三、描述分析

（一）问卷基本情况分析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50 份，回收 238 份，有效问卷

223 份。有效问卷中男生为 103 人，占总人数的 46.2%，女生

为 120 人，占总人数的 53.8%，男女比例较均衡。在“请问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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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一周中有几天会登陆人人网”选项中，有 17.5% 的人选

择了 2- 3 天，26.5% 的人选择了 4- 5 天，45.3% 的人选择了

6- 7 天，可见调查对象大部分都是人人网的活跃用户。
（二）访问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1.亲密程度

问卷中，“相对于一般朋友而言，我更多访问亲密朋友

（如挚交好友）的页面”时，有 38.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完全

同意”，24.2%选择了“有点同意”，62.8%的被调查者持正面

的态度，只有 13.4%的被调查者持否定的态度。可见，用户在

现实生活中和朋友之间的亲密程度，会影响到他们在人人网

上的访问行为。在调查“经常访问我页面的人大多数是较亲

密的朋友”时，12.6% 的人选择了“完全同意”，31.8% 的人选

择了“有点同意”，持肯定态度的高达 44.4% ，而持否定态度

的只有 26.4%。说明对人人页面做出访问的人当中大部分都

是关系较亲密的人，也间接验证了上一结论。在人人网上做

出的用户访问行为大部分集中在较亲密的好友之间，现实生

活中的好友间的亲密程度明显影响着其在人人网上的彼此

访问行为。
调查验证了现实中好友的亲密度会对其在人人网上的

访问行为产生影响，且两者呈正比关系。但通过在人人网上

彼此间的访问，会否对现实生活中的两人的关系亲密程度产

生影响呢？对此，调查中 40.1%的人倾向于认为在人人网上

对好友的访问行为会使得现实生活中他们交往的亲密程度

变得更稳定或者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只有 28.8%认为不会

产生影响或者影响不大。可见，现实生活中的好友亲密程度

会对其在人人网中的访问行为产生影响，而反过来人人网上

的访问行为也会影响着其现实人际交往。SNS 网站上的人际

交往是现实人际交往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的延伸，同时也是

现实人际交往在网络上的一种映射。
2.地域距离

地域距离指的是好友双方所居住的地方的地理间隔。在

考察地域距离对人人网用户访问行为影响的调查中，21.1%
的被调查者认为和好友间的地域距离会对其访问行为产生

影响，而 47.1%的人认为其在人人网中的访问行为不受好友

地域距离的影响。持否定态度的人数远远多于持肯定态度的

人数。说明用户在实际使用人人网进行访问行为的时候，往

往不考虑彼此间的地域距离。
在现实人际交往中，地域距离往往是影响人际沟通的重

要影响因素，人们都会倾向选择较为接近的人群进行交往。
但在网络传播中，情况却不一样。首先，网络中熟悉程度的增

加不再依靠见面的次数，而是依靠访问行为来完成。网络访

问行为都是通过虚拟符号的方式进行互动，距离远和近都不

会影响符号式的交流方式；其次，在现实生活中地域的接近

性会使得两者有共同的生活环境，这就会让两者具有更多相

似性。而在网络世界中，所有用户所享用的网络资源和空间

都是一致的，不存在远近这方面的差别；最后，也是最为关键

的一点，现实中与地域比较接近的人维持和增进感情的方式

比较简便易行，距离较远的一方就会付出更多的成本代价，

这也导致了现实中因地域距离而造成的交往行为的差异。网

络传播中并不存在这种成本方面的差异，不论距离远近，沟

通和发展感情的方式都非常简便和快捷。因此，距离的远近

在 SNS 中不会成为影响访问行为的因素。
3.好友动态

好友动态指的是出现在人人网个人页面“首页”上新鲜

事列表中的好友的最新动态，包括更新日志、状态，上传了新

的照片或者分享了新的内容等。在此因素的考察中，高达

58.7% 的被调查者选择“会在好友更新日志、状态后对其进

行访问”，而对此持否定态度的只有 16.2%。同时，当好友分

享了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后，49.3%的被调查者会倾向于对其

做出访问行为，选择“不会做出访问行为”的也只有 16.2%。
以上表明，当好友有新的动态后，大部分的被调查者会对其

做出访问行为，说明好友动态是影响人人网用户间访问行为

的又一重要因素。
人人网上，当用户做出新的动态的时候，其好友个人页

面的“新鲜事列表”中会以超链接的方式给出提示。这种将所

有好友更新内容以“新鲜事”放在用户首页的方式是社交网

站区别于传统网络服务的又一特色。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它

能够将好友的更新内容全部放在同一平台内，这样方便用户

浏览，挑选自己所感兴趣的信息。笔者将这种浏览方式称为

“超链性浏览”，所有信息用超链的方式将状态、日志、照片等

提示出来，如同一个信息超市，用户要参看详细内容只需点

击进入即可。这种形式节省了用户的时间，也革新了浏览的

方式，让信息的展示方式更为多样和灵活。
4.反馈行为

反馈行为主要指的是在 SNS 网站中当好友对自身做出

访问行为时，用户所做出的诸如类似回访的行为。在调查中，

69.5%的人更倾向于对“那些访问过自己页面的好友进行回

访”，对此持否定态度的比例只有 9.4%。同时，47.5%的被调

查者选择“不会对那些从不或很少访问自己页面的好友做出

访问行为”，也高于持否定态度的 22.8% 的比例。表明，当

SNS 用户的页面受到别人访问的时候，大部分人往往会对其

做出回访。那些很少“光顾”自己页面的好友，本人往往也很

少会对其页面做出访问行为。
翟学伟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讲人情面子的社会。他将中

国人的人情交换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某人在遇到危难的紧

急关头得到了他人的帮助，属于“恩情”范畴；另一种是比较

有目的的人情投资，叫“送人情”；第三种是一般性的礼尚往

来，以加强彼此的感情联络。[7]SNS 网站中的这种反馈行为在

笔者认为属于翟学伟总结的第三种“人情”，当有好友访问自

己的页面时，往往会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好友对你表示了

关注。得到这样的信息后，我们就会礼节性地对其页面做出

回访，向对方表示期待加强彼此在网络上的感情联络。因此，

反馈式访问行为是中国人情社会中传统社会行为在网络时

代的表现方式。
5.个人特征

当考察对方外貌对人人网用户访问行为的影响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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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会访问那些外貌出众的好友的页面”的人不到 20%，大

部分人对此持否定态度。这说明，对方的外貌特征往往不会

影响用户的访问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外貌往往会影响人们的

认知，进而影响人们对他人刻板印象的形成，影响人际交往。
但是在 SNS 中，这种影响极其微弱。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

SNS 中的人际交往往往基于抽象符号的传播，人的外貌特征

在 SNS 中的符号一般是通过 SNS 的相册功能。然而相册中

的照片所传递的视觉符号可以进行人为加工，例如对照片进

行美化等。用户对这些功能的了解和使用恰恰弱化了其在交

往过程中对外貌特征的关注。
在研究“才能对用户访问行为的影响”时，40.4% 的被调

查者表示会因为好友在某些方面有突出才能而更多地访问

其页面，只有 26.8% 的被调查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可见，才

能成为很多学生在社交网站做出访问行为时的考虑因素。霍

曼斯社会交往理论认为，交往本质上是“收益”与“代价”的社

会交换，个体得到的奖赏越多，就越愉快，并倾向于增加有关

行为或活动。[8]与有能力、聪明的人在一起可以让我们获得更

多的东西，也会觉得更安全。[9]

6.中介作用

当我们访问自己朋友的好友的页面时，此时好友就充当

了这次访问行为的中介。在调查中，57.6% 的学生会访问自

己亲密朋友的好友的页面，对此持否定态度的只有 14.4%。
这说明，在人人网的使用过程中，大部分人都会去访问自己

朋友的好友的页面，好友的中介作用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中

国网民使用社交网站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结识新朋友，以

“六度分离理论”为基础的 SNS 网站的一大特色就是可以通

过使用行为而扩大自己的社交圈。结识更多新朋友是人类社

会交往的本能需求，但是由于现实条件的约束，大多数人没

有足够的时间或机会去认识更多的朋友。SNS 的出现无疑给

了用户一个满足自己交友需求的理想平台，这个平台庞大的

用户群给了用户很大的交友选择余地，“好友的好友”这一拓

展模式可以让用户很快接触到网站上的其他任一用户。
四、探讨与总结

根据问卷所得数据及上述分析发现影响社交网站访问

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亲密度、好友动态、反馈行为、以才能为

代表的内在特征以及中介作用等。用户在社交网站上所做出

的访问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受到以上因素的单独影响，而往

往是上述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一）身份“真实性”下的角色塑造

网络传统的服务方式最大的传播特点就是匿名性，交流

双方彼此的身份模糊不明。SNS 的实名制的注册方式以及伴

随而来的“圈子”交流方式，使这种网络交往行为基本实现了

身份的确定性。身份的确定性一方面降低了网络交往的风

险，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匿名状态下的非理性行为产生。
在匿名化的环境中，用户可以用多重身份来塑造多重角

色，自我的角色塑造充满了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造成了一定

意义上的“分裂”。而在 SNS 网站中，用户在这种环境中所扮

演的角色通常是统一的，避免了随意性。但需要明确的是，身

份或角色的统一性并不代表用户在 SNS 环境中的角色预

期、角色认知和角色行为与现实中的角色扮演相一致。这是

因为，首先，SNS 网络环境中的交往方式与现实环境有所差

别；其次，社交网站本身给交往双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缓冲

地带”。由于在 SNS 上的人际交往双方无需现实的直接接

触，只需利用网络平台的信息传递就可以完成整个交往过

程。这个缓冲地带的存在就使得 SNS 交往的真实情境有了

很大的局限性，整个 SNS 的交往往往只局限于身份真实这

一点，而部分真实不等于完全真实。因此，SNS 和现实社会仍

然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情境。人们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会做出不

同的角色扮演行为，这就使得个体在现实和 SNS 这两个不

同的社会情境中的自我呈现出现偏差。
（二）交往行为的差异性

虽然 SNS 以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为基础，但是在

SNS 中交往和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有很大的差别。这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点：

1.交际成本有很大差异

在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往往会伴随着时间成本、精力成本

以及金钱等一些物质类成本的投入。而在 SNS 中，不需要用

户额外花时间去进行人际交往，因为用户在使用网站服务的

同时已经是在进行人际关系的维护了。同时，在 SNS 中用户

交往所使用的往往是文字、声音和图片等抽象符号，网络系

统已经为此提供了很完备的符号体系供用户使用，无需用户

经济方面的投入。
2.交际行为影响因素的不同

在现实人际交往中个体往往需要考虑到彼此的地域距

离，而在 SNS 中则无需考虑。外貌特征在 SNS 交往中的影响

力也远不及在其现实人际交往中的影响力。此外，SNS 中的

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好友的活跃程度。这里的

活跃程度就是好友动态的频率。用户的动态更新越频繁，其

在 SNS 中就越活跃，这样就会更多地吸引其好友对其做出

访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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