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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众筹平台社群参与的跨层次影响机理及

其对新创企业资源获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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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众筹平台上，多形态的社群参与颠覆了传统的资源获取模式，使资源获取活动呈现

出多主体同时参与、跨越传统组织边界、社区化等特点。基于这一背景，从认知评价理论和社会资本

理论出发，分析了个体参与动机对新创企业资源获取的影响；同时从社区层面分析了社群互动如何通

过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进而影响创业资源的获取；最后明晰个体参与动机、社群交互在新创企业资

源获取中的跨层次作用机理，提出了跨层次影响机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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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平台上，多形态社群的参与颠覆了传统的

资源获取模式，使资源获取活动呈现出多主体同时

参与、跨越传统组织边界等特点，整个活动呈现社

区化的趋势。

社群概念的界定边界仍然比较模糊。本文比较

赞同Wellman所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社群是一种存

在于人际间的网络式纽带，提供社会化支持、信

息、归属感以及社会认同等功能，而网络科技仅仅

是技术性的改变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呈现[1]。众

筹平台上社群主要指以众筹平台为媒介的发生相互

作用的支持某个特定项目（新创企业）的虚拟社区

成员[2]，由众筹发起者（新创企业）和众筹支持者

共同构成。其中支持者包括新的（机构）投资者、

改善产品开发的投资者、商业拓展支持者、媒体曝

光、初期用户、关键的雇员、初创企业服务组织等

个体或组织共同构成。他们参与的过程主要是通过

意见、信息和资源的共享，同时重复、积极地参与

关于众筹项目的深度互动，基于相互分享商品或服

务创造积极的社会资本（比如共同价值和积极外部

影响），吸引更多客户，这就形成了活跃的利益相

关者生态系统。在平台上不仅能够帮助资源禀赋不

高的众筹发起人（新创企业）寻找到财务资源，而

且还能作为向大众推广创业项目的绝佳途径，帮助

发起人用较低的成本提高创业项目的社会知晓度，

吸引到各种创业资源拥有者的关注，从而获得不同

种类的创业资源。如天使投资人的种子资金、渠道

商的销售代理、性价比更高的原材料、代工生产商

的生产外包以及互补性技术拥有者的联合研发等。

由此提供了两方面的参考：个体层面，社群可

以被视为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投资者。是什么

动机促使他们参与到众筹活动中来，并进行在线互

动以完成个人的目标或者群体的目标？社区层面，

社群围绕项目相互连接成关系网络，通过社群互动

来撬动围绕众筹项目所构建起来的社区社会资本发

生动态变化，进而促使其作用最大化来完成众筹目

标？本文是在此背景下探索社群参与对新创企业资

源获取的影响，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进行了基

础理论探索；第二部分进行了文献综述；第三部分

从个体、社区以及跨层次三个角度对社群参与对新创

企业资源获取的影响进行了探索，最后提出机理模型。

一、理论基础

（一）自我决定理论

认知评价理论是自我决定理论的最早思想，是

为了解释外在报酬对内部动机产生削弱性影响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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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提出的[3]。认知评价理论认为内在动机源于满

足了三个先天的心理需求，即需求的能力、自主性

和关联性[4]。需求的能力代表在执行任务的自我效

能感[5]，自主性代表自主捕获个体的行为，关联性

代指与他人产生连接的价值。当个体感觉一个需求

未被满足，就需要亲近他人，这个属性一般是跨文

化的[6]，就会增加合作的可能性[7]。认知评价理论

认为：（1）个人的内在动机水平被需要的自主性

和能力所确定；（2）一个给定的奖励对个人动机

的影响取决于参与者如何对他的自主性和能力做出

解释[8]。

投资者在传统的环境中可能会被资本的前景所

激励，接受未来的财务收益（即外在的奖励）。而

慈善捐赠的动机可能是出于心理上的收益（即内在

的奖励），从投资本身的过程中获得的。因此，投

资者可能被视为外在动机，而捐助者有可能是内在

动机。参与者受到外在动机驱动，不是受活动本

身，而是受外部活动的结果所影响，包括现金支付

或口头反馈；当参与者受到内在动机驱动的时候，

他们认为选择从事某一特定的活动是因为他们是有

趣的，并且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本身的满意。

Lee, Cheung & Chen在研究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学

习平台的外在和内在动机时，发现外在动机对内在

动机有强烈的影响[9]。以前的认知评价理论一直研

究参与者从事焦点任务时小的内在动机[3, 9]。

（二）社会资本理论

对互联网背景下的社会资本划分主要包括：

Kraut提出在互联网背景下主要有桥接型社会资本

和粘连型社会资本，其中桥接型社会资本主要和弱

关系相关[10]；而粘连型社会资本主要是基于强关

系。Gittell & Vidal遵循Putnam社会连接亲疏远近的

概念，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合型社会资本与桥接型

社会资本[11]。随后学者们又注意到不同层级之间个

体、社区和公共机构之间存在互动，Halpern将这

种跨越层级界限的关系归纳为所谓的“连接性社会

资本”，故一般可将社会资本归纳为三种类型：结

合型社会资本、桥接型社会资本与连接型社会资本[12]。

Williams在普特南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线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将在线社会资本和离线社会资

本进行区分，并建立了包括在线和离线社会资本的

理论模型[13]。该模型从两个维度：黏结性VS桥接

性、在线VS离线来测量社会资本。传统的社会资

本测量方法没有清晰地区分在线和离线两种不同的

情境，也就无法发现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究竟

是作用于在线社会网络还是离线现实生活。应用

Williams的测量矩阵则可以区分互联网的使用对在

线和离线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的影响。

Ellison考察了Facebook用户的使用行为和三种

社会资本（桥接型、粘连型、维持性）的关系[14]。

Ye发表的关于Twitter的研究中提出的线上社会资本

的形成途径：一是从使用行为中积累而来，二是从

用户的线下社会资本中迁移而来[15]。Massimo et al.
在研究众筹平台的过程中提出了内部社会资本和外

部社会资本的概念[16]。在这个概念中内外部的社会

资本区分是以众筹平台作为界限，外部社会资本是

指由家人和朋友所构成的社会资本。与外部社会资

本不同，内部社会资本与集体内的社会交往有关，

指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相互作用发生的支持项目的虚

拟社区成员之间的社会资本[2]。

表1综合对比了传统的社会资本、互联网背景

下的社会资本和众筹平台上的社会资本。

二、研究综述

（一）众筹平台上资源获取研究评述

1. 众筹平台对新创企业资源获取战略的影响

新企业在最初阶段面临的困难就是吸引外部融

资[24~26]，大部分企业是通过银行贷款或股权资本，

但是许多创业企业仍然存在资金缺乏的问题[27]。为

了规避这些问题，众筹相应产生。众筹作为一种新

兴的创业融资方式，指通过在线平台获取大量的个

人资金以支持特定的目标[28~31]。众筹帮助创业者采

用新的创业项目和企业经营方法，这相应地会使新

的业务发展得到“普通”人群的密切关注。而这些

“普通”人群可以作为积极的消费者或投资者或者

两者皆具。

2. 众筹平台对新创企业资源获取类别的影响

Barney认为创业资源是指企业在创业的整个过

程中先后投入和利用企业内外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

表 1    传统和互联网背景下的社会资本分类

背景 分类

传统的社
会资本分
类[17~20]

团体或网络的规模、网络成员所拥有的资本量
(FORMS，2009)；结构嵌入维度和关系嵌入维度
(Granovetter，1995)；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
(Nahapiet、Ghoshal，1998)；信息渠道、社会规范、义
务与期望、认同、道德基础维度(Hoffman et al，2005)；
信任、信念、规则、网络维度(McElroy et al，2006)

互联网
背景下
社会资
本分类[11,21~22]

桥接型社会资本和粘连型社会资本(Kraut，1998)；结合
型社会资本与桥接型社会资本(Gittell & Vidal，1998)；
连接性社会资本(Halpern，2005)；线上粘连性社会资
本、线上桥接型社会资本、线下粘连性社会资本与线下
桥接型社会资本(Williams，2007)；桥接型社会资本、粘
连型社会资本与维持性社会资本(Ellison，2007)；线上
社会资本与线下社会资本(Ye，2012)

众筹平台
上社会资
本分类[23]

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Massimo et a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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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总和[32]。Birley指出创业过程包括搜寻外界环

境的过程和协作稀缺资源的过程，这些资源不仅局

限于财务和其他物质资源，还包括信息、观点、建

议、意见和顾客等非物质资源。Miller & Shamise
早在1996就对企业资源从所有权资源和知识资源两

个维度来进行分类。张方华按照资源的构成内容将

资源获取分成信息获取、知识获取和资金获取三个

维度[33]。朱秀梅和李明芳将资源获取分成资产类资

源获取和知识类资源获取[34]。将资源的分类与互联

网结合，Thorsten & Arndt认为通过社会网络可以

获得的资源主要包括三类：金融资本、信息与知

识、额外的相关连接（潜在的顾客和顾问）。

3. 众筹平台对新创企业资源获取效率的影响

近年来，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众筹发起者主要

通过众筹平台，借助互联网传播的快速和及时性，

使众筹平台上的发起者和投资者能够快速了解，加

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及效率，使众筹项目在早期就

可以获得快速的响应[16]。这对项目的响应速度和众

筹目标完成速度有很大影响[35]，进而会加快资源获

取的效率。Lin & Viswanathan提出在众筹平台上，

支持者或将社会资本视为信用和可靠程度的信号，

发起者拥有的社会资本（比如社会网络）越多，其

呈现给支持者的信用就越高，众筹成功的概率也就

更高[36]。Massimo et al.发现众筹平台上的内部社会

资本的支持者可以为众筹项目支持者构建一个内在

的自我强化模式，进而促使他们在众筹项目早期做

出贡献，加速其成功[16]。

从上述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众筹平台作为互联

网背景下新兴发展的一个虚拟社区，它的资源获取

功能已经获得了学者们的一致认可。根据众筹平台

的互联网背景、汇集大众的力量等特征，其对新创

企业资源获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类别和效率上。即

通过众筹平台，新创企业可以同时获得金融资本、

信息与知识、潜在的顾客和顾问等资源；同时众筹

平台会影响新创企业项目获得资源的响应时间和目

标任务完成时间[16, 35]。

（二）众筹平台上社群参与研究评述

本文基于个体层面的参与动机和社区层面的互

动来讨论社群参与。

1. 众筹平台上社群参与动机研究评述

对于众筹平台支持者的参与动机，Wang &
Fesenmaier认为有四点：使用效果、品质保障、支

持者身份以及预期的回报 [ 3 7 ]。Lee ,  Cheung &
Chen在研究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学习平台上的外在

和内在动机时，发现外在动机对内在动机有强烈的

影响[38]。Magdalena &Bart通过探讨财务及非财务动

机在股权众筹平台上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发现促

使众筹成功的主要因素是财务动机的驱动，非财务

动机的驱动只能占次要作用，但不同类别的动机驱

动可以互补[39]。同时该研究还强调非财务动机在众

筹平台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它在后期跨越众筹平

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Thomas & Blakley研究发现

在涉及的众筹金额比较少的情况下，内在非物质动

机所发挥的作用强过于外在物质动机[35]。

Thomas认为支持者参与的动机分为外部动机

和内部动机[35]。外部动机主要是财务动机，即获得

报酬，包括实物产品和金融报酬；内部动机主要指

非财务动机，包括帮助他人、成为社区的一部分、

支持一个事业。陈阳、周冬梅认为支持者的参与动

机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表达公益心，对发起者创

业经历或是创业理想产生强烈的共鸣，愿意无偿给

予发起者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二是成为产品或

服务的首批用户，对产品或服务的创意兴趣十足，

希望第一时间获得使用体验，并且为发起者提供产

品或服务的改进建议，彰显自己的创造力和专业

性；三是获取直接经济价值，例如：产品或服务由

于预售让渡出的价值、成为产品的渠道商获得的收

益、直接投资发起者公司参与未来利润分享等[41]。

2. 众筹平台上社群互动研究评述

虚拟社区下的社群也属于社会群体。社群成员

在长期的交流和互动中会建立或强或弱的关系，虚

拟社区中的社群互动是借助网络来实现人与人之间

的交流和互动的。Rice & Love利用沟通过程和控

制程度定义社群互动，认为社群互动是沟通中参与

者的回应速度、角色交换程度以及转换双方关系的

能力[41]。Rafaeli认为，虚拟社区中的社群互动不是

简单反应，而是相互作用。社群成员可以自由地互

换角色，社群互动是一个与过程有关的构念[42]。

对于互动的具体内涵构成有以下几种类型：

Heeter主要从六个维度来衡量社群互动：用户选择

表 2    众筹平台上社群参与的动机评述

社群参与动机

财务动机

获得实物产品

获得金融报酬

获得消费和体验

非财务动机

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交流

渴望知识、身份认同、同行友谊、认可、改善社
会的愿望

满足他人需要

热衷于创新行为

社会、经济、心理多种因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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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性，反映了选择用户的量和多样性；用户获

取信息所需付出的努力；响应能力；信息使用监

测；添加信息的容易程度；人际沟通的便利性[43]。

Granovetter从互动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和互

惠交换四个维度来测量社群互动。孔繁世和王慧萍

提出了社群互动的五个维度——互动频率、互动程

度、感情力量、互惠互换和互动环境。

本文中社群主要指以众筹平台为媒介的发生相

互作用的支持项目的虚拟社区成员[2]，社群参与的

过程主要是意见、信息和资源的共享，同时重复、

积极地参与关于产品问题的深度互动。社群参与的

直接结果是为众筹项目贡献所需要的资金、产品体

验后的信息反馈、改进产品所需要的建议、产品营

销所需要的宣传等。本文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

用项目类型（产品类型或股权类型）、社群人数、

互动频率、互动程度、贡献程度五个维度来度量社

群互动。

本部分研究评述：从上述的研究中可以发现，

众筹平台上的社群也属于社会群体。社群成员基于

参与动机的差异会呈现不同的互动程度，进而影响

以项目构建的社区中社群参与。其中社群参与中的

个体动机属于个体层面的变量，由内部非物质动机

和外部物质动机构成[35]；而社群互动则属于社区层

面的变量，由项目类型、社群人数、互动频率、互

动程度、贡献程度五个维度来度量[43~44]。

三、个体与社区层面跨层次影响机理分析

（一）个体层面社群参与对新创企业资源获取

的影响研究

本文结合Magdalena & Bart等学者的观点，将

众筹平台上个体参与动机分为外部物质动机和内部

非物质动机，同时确定参与动机的构成内涵。其

中，外部物质动机主要是财务动机，即众筹成功后

可获得的报酬，包括实物产品和金融报酬[45]；内在

非物质动机包括：帮助他人（让他人达成愿望）、

成为社区的一部分（感知自我价值）和信任他人

（提供一个共享的身份认知、赢得共同的社会认可

或是共同打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众筹平台上

个体参与动机差异决定了其对所控资源的分享程度

存在差异，从而影响发起人（新创企业）能够获得

的资源种类和效率。故从个体层面把资源获取的过

程定义为：社群个体基于个人的感知自我价值、学

习、帮助他人的享受以及获得的一些外部奖励、名

声或形象等方面动机的驱动参与到众筹活动中去，

通过在线互动的方式贡献资金、意见以及信息等。

（二）社区层面社群参与对新创企业资源获取

的影响研究

综合前人的研究，立足众筹平台上社群互动的

特点，本文选取了项目类型（产品众筹或股权众

筹）、社区人数、互动频率、互动程度、贡献程度

作为众筹平台上社群互动的测量指标。从社区层面

把资源获取的过程定义为：社群围绕众筹项目连接

成社区，通过社群互动来撬动社群背后的社会资

本，同时社群之间的信任、互惠准则、身份、共同

的愿景等规则的形成将会影响社区社会资本的变

化，进而促进众筹项目的资源获取。在众筹平台

上，主要体现在：

1. 社群参与对结构维度的影响。众筹平台上社

群参与所引起的结构性社会资本变化主要体现在社

会资本类型和空间跨越两个维度。根据Williams在
互联网背景下建立的黏结性VS桥接性、在线VS离
线来测量社会资本[13]，以及Massimo et al.提出的众

筹平台上内部和外部资本[16]，本文提出黏结性VS桥
接性、内部VS外部社会资本模型。

2. 社群参与对关系维度的影响。Zucker [ 4 6 ]、

Kata & Shapiro和Lewicki & Bunker[47]同时指出，具

有共同的偏好、利益、价值观、行为取向以及基于

对对方期望和意图的认同可以促进信任的产生。

Tsai & Ghoshal指出在集体目标和价值观的指导下，

组织成员倾向于彼此信任[48]。因为他们彼此相信他

们是在为集体的目标而工作，并且不会因为其他人

对自我利益的追逐而受到伤害。Lin & Viswanathan[36]

提出在众筹平台上，出资人或将社会资本视为信用

和可靠程度的信号，筹资人拥有的社会资本（比如

社会网络）越多，其呈现给出资人的信用就越高，

众筹成功的概率自然也就越高。本文中基于信用的

角度，认为社群参与对关系维度影响主要体现在

“众筹者身份”和“众筹项目口碑”两个方面。

3. 社群参与对认知维度的影响。Turner指出这

种共同身份感导致了成员对组织的高度认同 [ 4 9 ]。

Michinov et al.研究发现，通过把个体界定为同一社

会范畴可以显著提高个体对群体的认同度[50]。Paul
et al.认为在众筹平台上，支持者们会受到“社区福

利”的影响，进而影响其参与众筹项目[51]。在众筹

平台上“社区福利”主要指在预先订购机制下的消

费体验和投资经验利润分享机制，而这些机制可以

使支持者享受比其他普通消费者更多的权力。在本

文中社群参与对认知维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众筹

目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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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层次影响机理分析

本文基于个体层面的参与动机与社区层面的社

群互动两者之间存在的嵌套机制，根据以上推论建

立起个体与社区层面的跨层次影响模型（图1）。

在从个体和社区层面分析了社群参与对新创企业资

源获取影响的基础上，本部分确定了个体参与动

机、社群交互在新创企业资源获取中的跨层次作用

机理，包括：

1. 根据Adler & Kwon所提出的机会、动机和能

力理论[52]。动机将促进和激活社会资本，本文推测

社群的个体参与动机会增强或削弱社群互动对社区

社会资本构建的正向影响，进而影响新创企业的资

源获取。即基于个体参与的外部物质动机与内在非

物质动机的差异会影响到个体在众筹平台上的互动

频率、互动程度与贡献程度。这些影响通过众筹平

台上社会资本各维度的变化来反映，最后会影响到

整个众筹目标的实现。

2. 根据社会认知评价理论，个人行为的塑造，

部分来自于社会网络的影响和人的认知的影

响[53]。众筹平台上，个人的内在动机可能被互动过

程中所嵌入的社会资本所影响，所以可以推论社区

层面的社会资本会增强或削弱社群的个体参与动机

对新创企业资源获取的正向影响。即在众筹平台

上，个体行为会受社群关系的影响，在一些互动频

率和互动程度高的社群里，社群之间的信任程度、

对项目的认知程度就高，进而参与的程度就会更高。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众筹平台这一互联网创业的大背景，

从个体和社区两个层面来刻画众筹平台上社群参与

对新创企业资源获取影响的内在机制，明晰个体参

与动机、社区社会资本在新创企业资源获取中的跨

层次作用机理。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主要解决了以下

两个问题：（1）基于众筹平台特点从社群参与视

角梳理资源获取的行为逻辑。本文要回答“众筹平

台上社群参与对新创企业资源获取的影响”这一问

题，就需要分析资源获取的行为逻辑。众筹平台使

得资源获取行为跨越了传统组织边界，使资源获取

的类别和效率发生了改变；同时众筹平台上的社群

参与行为与其他虚拟社区有所不同。所以基于众筹

平台所呈现出来的差异化，从社群参与视角梳理资

源获取的行为逻辑是本文所要解决的基础问题。

（2）跨层次理论模型的建立与假设的提出。众筹

平台的互联网特征使得社群参与作用机制更为复

杂，本文基于个体层面的参与动机与社区层面的社

群互动两者之间存在的嵌套机制，设想从个体层面

和社群层面建立起跨层次研究的理论模型。

众筹平台出现的时间比较短，有众多的课题需

要研究，本文把对创业活动的观察扩展到众筹平台

下，这为众筹发起人如何有效管理社区成员、制定

众筹激励策略提供了理论参考；同时本文对众筹平

台“融资”功能的关注，对平台管理者及权威决策

者深入管理平台运行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本文依然

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主要包括：（1）本文只是初

步提出了理论模型，但模型涉及到了对多个跨层次

的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分析。所以理论

模型构建和相关假设的提出是本文理论部分需要解

决的关键问题。（2）在本文中需要确定的变量维

度较多，包括 “社群参与”“社会资本”和“资

源获取”，虽然对这些变量的具体维度构成在现行

文献中已有研究，但众筹平台是一个较新的问题，

对于这种背景下的许多问题研究尚不成熟，所以如

何在维度划分过程中充分体现众筹平台所呈现的特

征是后续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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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oss-Level Effect Mechanism Based on the Crowdfuding Platfrom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Its Impacts on Resource Acquisition

of New Ventures on Crowdfunding Platform

ZHOU Dong-mei   ZHAO Wen-wen   LU Ruo-yu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On the crowdfunding platform, various mode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ubvert  the traditional
modes  of  resource  acquisition,  which  allows  the  process  of  resource  acquisition  to  present  the  traits  of  many
participation  bodies,  breaking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and  community.  Based  on  the  special
background, the paper combines 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apital theory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motivation of 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on resource acquisition of new ventures. It also analyzes how interaction of
communities impacts the resource inquisition of new ventures through affecting the social capital of communities
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capital.  Finally,  it  describs  the  cross-level  mechanism  of  the  motivation  of  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interaction in new ventures' resource inquisition, assuring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main effect mechanism.

Key words   crowdfunding platform;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ocial capital; resource acquisition; cross-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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