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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下的个体移动服务产品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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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个体间的交互更加便捷!同时各类网络平台的不断兴起!使得个体之间的决策

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新产品扩散的研究自
K1,,

模型起!主要是对市场整体扩散过程及结果进行描述和预测!但

这些方法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包括完全连接的网络结构'未考虑个体之间的异质性等"本研究从社会网络的视

角来研究同伴影响在个体新产品采纳行为中的作用!并通过社会网络将个体行为与市场扩散过程相连接"对于此

类研究中难以区分的同质性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通过
O84

模型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同时!本文使用超过

%!$

万社交网络用户的真实数据集!包含完整的社会网络'个体属性及采纳行为等信息!通过数据分析'静态与动态

O84

模型相结合的方法!证实了在新产品的扩散中同伴影响的作用"此外!研究发现关系强度对同伴影响具有正

向的调节作用"本文对后续从社会网络视角进行产品扩散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及依据"

关键词!新产品扩散#同伴影响#社会网络#数据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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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产品扩散的相关研究最早始于上世纪六十年

代(

%@?

)

"作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模型!

K1,,

模型通

过对内外部影响系数的估计!从宏观市场层面对市

场扩散过程及结果进行描述和预测"虽然随后研究

大多基于
K1,,

模型进行改进及扩展!但该模型仍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完全连接的网络结构'未考虑个

体之间的异质性(

I

)

!并且
_1,,

模型中对于参数的估

计很难与实际市场情况相一致(

"

)

"考虑到个体间建

立连接并产生交互作用时!采纳行为会在个体间进

行扩散!这种个体间相互影响的过程可以被称作同

伴影响$

O++0C*32/+*9+

%"新产品能否被消费者接

纳!则关乎一个企业的成败!然而新产品的成功率却

只有
"#W

!即接近一半的新产品扩散都是失败

的(

D

)

"因而!对新产品扩散的进一步探究对企业意

义重大"近年来社交网络的兴起使个体的决策越来

越相互依赖(

&

)

!用户在采纳及购买等决策中受到同

伴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本文从个体同伴影响的

角度来探讨产品扩散的过程"部分学者们也开始从

个体角度研究新产品扩散问题!要将微观个体采纳

行为与宏观市场扩散结果相连接!社会网络是其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以社会网络为视角!研究个

体采纳行为的扩散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关于行为扩

散的研究在近些年成为管理领域研究者关注的热点

之一!学者们以社会网络为视角!通过实地数据

$

L)+2ZA171

%及实地实验$

L)+2ZUH

=

+0)6+*7

%的方法

对行为传播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在
<17/0+

!

89)P

+*9+

等顶尖期刊上均有所发表!可见!此类研究正

处于方兴未艾之时(

E@#

)

"而相较于国外!国内的相

关研究才刚刚起步"在
'(0),71G),

和
L.a2+0

(

%$

)的

研究基础上!刘斌等(

%%

)

'李磊等(

%!

)以中国的大规模

社会调查数据!分别对幸福感和肥胖的传播做了进

一步的探讨!但主要是对环境效应的作用进行了验

证!即社区中不同个体的行为对焦点个体所产生的

影响!但并未利用个体间一一对应的完整的社会网

络来验证该问题"此外!陈庭强和何建敏(

%?

)指出个

体之间的关联程度对信用风险的扩散存在一定的影

响!周彦莉则从网络结构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个体



决策之间的关联关系"同时!刘霞等(

%I

)关于数字内

容产品的研究也指出消费者之间的模仿行为是驱动

产品扩散的直接动力"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证明了

社会网络在新产品扩散中的重要作用(

%"@%&

)

"

然而个体的社会网络较为隐秘且过于庞杂!很

难通过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

应用!个体之间的互动方式也由单一的面对面的交

互!演变为电话'即时通讯软件等多种交互方式的同

时进行"得益于此!个体的社会网络数据也在使用

过程中被各类信息设备及软件记录下来"相比于调

查问卷所获的数据!这些原始信息更加真实'客观和

完整"

随着社会网络数据可获取性的提高!近年来在

各类顶级期刊上开始出现此类研究!使该问题的研

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0),71G),

和
L.a2+0

(

%E

)基

于一项
?!

年跟踪研究所获的数据集!就社会网络中

个体行为的同伴影响展开的一系列的研究!其研究

表明!社会行为的影响力会传播到自身的三度好友"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关于肥胖症的研究!如果个体

的好友'兄弟姐妹及配偶变肥胖!其变为肥胖的概率

将会分别增加
"&W

'

I$W

'

?$W

(

%$

)

"在此基础之

上!众多学者也投入到了同伴影响问题的研究之中!

K.*Z

等(

E

)在
!$%$

年美国国会选举期间!对六亿

L19+_..G

用户进行了随机对照实验"结果表明!好

友在选举中的投票行为!会显著影响目标用户的行

为!且强关系对个体行为在线上及线下的传播均有

显著影响"

'+*7.21

(

#

)创建了一个由
%"!E

人参与

的基于互联网的健康社区!通过对照实验!研究了

网络结构对健康行为扩散的影响!个体行为在高

聚类的规则网络中的传播比在随机网络中速度更

快"随机网络中由于长程捷径的存在使信息传播

比较快!而行为方式的传播恰恰相反"社会行为

的传播要更为复杂!人们常常需要与多个人接触

之后才会坚定地采纳某种行为"段文奇和孔立

佳(

%#

)指出个体在选择电子商务平台的决策上!需

考虑与其他用户的决策相协调!即受到其他用户

决策的影响"已有研究在不同的情景下!验证了

同伴影响对行为扩散所产生的作用!但已有研究

并未对移动服务产品采纳行为的扩散进行深入的

探讨"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用户使用服务产

品的方式也逐渐从
O'

端向移动端转移!因此!对

于移动服务产品的采纳行为仍需进一步探讨"

然而!此类研究往往很难区分个体同质性与同

伴影响的作用!如何排除同质性所带来的内生性问

题成为一个重要挑战"具体来说!对于好友行为相

似性的形成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

%个体在交友

过程中倾向于选择具有同质性特征的个体!而同质

性特征可能会带来相似的行为#

!

%好友间的相互影

响导致行为的传播(

%E

)

"因此!应对基于影响和基于

同质性这两种行为传播的机理加以区分"已有文献

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

%随机试

验$

X1*Z.67+,7

%!此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了同伴

影响的作用!但不能解释其因果关系(

!$

)

#

!

%实验室

实验$

UH

=

+0)6+*7

%!实验的设计难以完全控制相关

因素!且成本高样本小(

!%

)

#

?

%实地实验$

L)2+Z+H

=

+0P

)6+*7

%!学者通过与
L19+_..G

等平台合作!在自然

环境下开展大规模实验!此类研究通常具有极高的

价值!但实验难度较大不易操作(

E

)

"鉴于上述方法

的局限性!本文提出通过计量模型的方法来控制同

质性的影响"

此外!已有研究虽然说明了个体之间的采纳行

为存在同伴影响!但并未探讨不同社会网络结构

所产生的作用"而在以社会网络结构为视角的研

究中!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社会网络结构会对产品

扩散产生影响!如
[10_+0

等(

!!

)认为个体的网络结

构会对口碑传播的作用产生影响"

b++

(

!?

)从信息

获取的角度!提出个体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

会影响信息的获取!从而影响其消费决策"也有

学者对网络的整体结构对产品扩散的影响进行了

研究!相比于随机网络!聚集网络更有利于新产品

的扩散(

!I

)

"基于此!本文通过对个体局部网络五

大指标的测量!将社会网络结构纳入分析模型中"

而个体间的关系强度的差异也会使同伴影响产生

不同的作用!已有学者研究证明!个体的采纳决策

行为主要受到与其有较强联系个体的影响(

!"@!&

)

!

如朋友'同事'家庭成员!但并未对不同关系强度

进行对比!因此本研究将探讨关系强度对同伴影

响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以同伴影响在移动服务产品扩

散过程中的作用为研究问题!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探讨个体社会网络结构对行为传播的影响!以及个

体间关系强度对同伴影响的调节作用"在研究方法

上!本文以国内某社交平台移动端的
%$$

余万用户

的采纳行为数据为基础!通过数据分析!观察个体行

为间的相关性!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进一步

控制个体同质性因素所产生的内生性影响!以分析

同伴影响的作用"

.

!I%

.

中国管理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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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数据分析

"#!

!

数据描述

数据来自某社交网络移动端的用户使用数据"

数据的抽样通过滚雪球抽样$

8*.a_122,16

=

2)*

5

%

的方法进行!首先随机选择一部分种子用户!再抽取

出这些种子用户的好友$一度好友%!进而再抽样其

好友的好友$二度好友%"通过滚雪球抽样方法得到

的社会网络数据具有局部的完整性"数据集共包含

%

%

%!$

余万节点!

%E$$

余条连接"其中焦点节点

"E!E

个!其局部网络结构是完整的"因此本研究是

基于
"E!E

个焦点节点!及其
%!$

余万好友进行的#

!

%用户的个体属性信息!包含有性别'年龄等人口统

计信息!以及地理位置信息#

?

%用户的使用行为数

据!包括在
=

9

端的登录行为!及移动端的采纳行为#

I

%数据的时间跨度从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共四个月按月汇总数据!如表
%

所示"

表
!

!

数据描述

变量 数据描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30)+*Z,

好友数
%%;$$$ ##&;$$$ !?E;!EI !$E;$$$ %"?;??&

[+*Z+0

性别$男
@$

女
@%

%

$;$$$ %;$$$ $;IEE $;$$$ $;"$$

J

5

+

年龄
%$;$$$ "#;$$$ !I;I!I !";$$$ ";$$!

UH

=

+0)+*9+

注册时间$月%

$;$$$ %"I;$$$ &";!D" &D;$$$ ??;?I&

')7

V

,)̀+

登录地城市规模
!;!%$ ";"!$ I;&&I I;#?$ $;DD&

b.

5

)*A1

V

,

登录天数$天%

%;$$$ D$;$$$ %E;?#E !$;$$$ %$;EEE

!!

该数据集的时间范围是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因为此时正处于用户对该产品采纳行为的

爆发式增长期!对于用户行为之间的影响作用观察

更为清晰"产品的初始发布时间要早于数据的起点

时间!如图
%

所示!对于
#

月前已采纳该产品的用

户!则无法判定其采纳的具体时间点!同时
%!

月后

仍存在未采纳的用户"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

将数据集分为两部分!

!$%!

年
#

月为第一部分做静

态分析!

!$%!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数据为第

二部分做动态分析"

图
%

!

各月采纳用户数

"#"

!

数据分析

对于社会网络中个体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同伴

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论证!即行为结果的相

关性(

!E

)和行为时间的相关性(

!$

)

"行为结果的相关

性可以从个体之间采纳行为的相关性进行判断!通

过对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焦点个体的采纳比例与

好友采纳的比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图
!

%!这可以

作为同伴影响存在的一个有力的证据"而行为时间

的相关性则是对同伴影响存在的加强!因为若同伴

影响不存在!个体采纳行为发生的时间相互之间应

该是独立的(

!$

)

"而要对此进行验证!我们需要通过

随机试验$

8(/332+7+,7

%的方法来进行"

%

%计算出建

立连接的个体之间采纳时间之差
*

D

#

!

%依照总体采

纳时间的分布!随机给定个体的采纳时间#

?

%计算随

机试验后的个体间采纳时间之差
*

D

5IA

33

@F

#

I

%分析

*

D

与
*

D

5IA

33

@F

的差异"随机试验结果如图
?

所示!随

机试验所得到的个体采纳时间之差要显著高于实验

采纳时间之差!说明建立连接的个体间的采纳行为

具有较高的时间一致性"

图
!

!

好友采纳比例与焦点个体采纳比例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好友的采纳行为与个体的

采纳行为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并不

能等同于因果关系"同质性是指个体更倾向于与自

己相似的个体建立连接(

!#

)

!这就造成了选择偏差

$

8+2+97_)1,

%!即好友采纳比例较高的个体!即使不

.

?I%

.

第
#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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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好友采纳时间与焦点个体采纳时间差

考虑同伴效应的影响!其采纳行为发生的概率也会

高于好友采纳比例低的个体!这是由于相似的个体

属性所导致"但同质性和同伴效应通常会混杂在一

起!无法直接判断"因此!需要通过一些方法来控制

同质性!本文通过构建
O84

来实现"

'

!

计量模型

'#!

!

变量

?;%;%

!

网络结构

网络结构是个体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现有

对本问题的研究中!并未考虑个体的局部社会网络

指标!或只考虑度'密度等个别指标"本文将反映个

体网络结构五个较为重要的指标都纳入了模型当

中!如表
!

所示"

?;%;!

!

关系强度的测量

不同关系强度的好友对个体的影响力有着显著

的差异"共同好友$

'.66.**+)

5

(_.0

!

'<

%是对个

体间关系强度测量最为广泛!也是最为有效的方法

之一"本文以焦点个体与好友间共同好友$

'<

%的

人数作为关系强度的测量指标"

表
"

!

网络结构系数

变量 数据描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JY+Z+

5

0++

平均度
%;&?? %%&;$!$ %&;D## %";""" %$;E"?

'2/,7+0

聚类系数
$;$$$ %;$$$ $;ID# $;I&D $;%I$

A+*,)7

V

密度
$;$$D %;#?? $;%?? $;%$I $;%%E

J,,.07

同配系数
@%;$$$ %;$$$ $;!?% $;!?E $;!%?

O17(2+*

5

7(

平均最短路径
%;$$$ &;"E$ ?;!"D ?;!$# $;#%&

'#"

!

静态模型

因数据起点为
!$%!

年
#

月!因此在之前已采纳

用户与其好友采纳行为的时间一致性我们无法观测

到!但可以研究其行为的一致性"为确保研究的准

确与完整!本文将数据分为两部分!即使用第一个月

及后三个月的数据!分别进行静态与动态的分析"

本文使用倾向得 分 匹 配 $

O0.

=

+*,)7

V

,9.0+

6179()*

5

!

O84

%的方法来控制个体的同质性"

O84

常用作控制内生性!其理论框架是反事实模型

$

'./*7+0@3197.06.Z+2

%!对于处在干预组的个体

而言!反事实就是该个体处于控制状态下的潜在结

果!而这种潜在结果是无法被观测到的"因此需要

对干预组个体在控制组中匹配相似个体!再观察其

行为的一致性"相似是指这对个体具有相同的可能

性受到该影响"

本研究首先将个体分为两组!即干预组$

M0+17P

6+*7

5

0./

=

%与控制组$

'.*70.2

5

0./

=

%!分组依据为

个体的全部好友中采纳该产品的比例!若采纳比例

高于
"$W

!说明同伴影响较强!为干预组!低于
"$W

为控制组"其次构建
b.

5

),7)9

回归模型!将个体特

征$

J

%!网络结构指标$

<+7

%!好友特征$

LJ

%作为自

变量!以个体是否受到较高的同伴影响$

-

"$W

好友

采纳%为因变量!如公式$

%

%所示"通过
b.

5

),7)9

回

归!得出各变量系数!最后再将个体的所有指标代入

回归方程中!即得出个体的倾向得分
>

'

!将干预组

与控制组中得分相近的个体进行匹配!再对匹配后

个体进行分析"

关系强度则通过共同好友数来测量!将与焦点

个体的共同好友大于等于
%

'

"

'

%$

的好友分别进行

分析"

Z

'

%

F,

L

$

(

%

.(

!

$

'

.(

?

0FD

'

.(

I

/$

'

.&

'

%

%

.

+H

=

$

(

%

.(

!

$

'

.(

?

0FD

'

.(

I

/$

'

.&

'

%

$

%

%

'#'

!

动态模型

静态模型只从个体与好友行为一致性的角度!

部分的证明同伴影响!若能对时间一致性也进行证

明!则能使同伴影响的证明更加充分"因此!我们构

建了动态
O84

模型!将后三个月数据逐月进行匹

配!分析在这期间新采纳该产品的个体是否存在同

伴影响的作用"

在动态模型当中!干预组为在该月内新采纳的

个体!控制组为仍未采纳的个体"而我们在公式$

%

%

的基础上!将个体好友中已采纳的比例$

JZ.

=

7+0

%作

为自变量加入!因变量则为在该月内是否有好友采

.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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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纳该产品"

Z

'D

%

F,

L

$

(

%

.(

!

$

'

.(

?

0FD

'

.(

I

/$

'

.(

"

$CQ

L

DF6

'

.&

'

%

%

.

+H

=

$

(

%

.(

!

$

'

.(

?

0FD

'

.(

I

/$

'

.(

"

$CQ

L

DF6

'

.&

'

%

$

!

%

(

!

结果分析

(#!

!

T6

:

0./0K

回归结果

根据公示$

%

%进行
b.

5

),7)9

回归!其结果如表

?

"

%"

个变量中仅
?

个变量不显著!说明变量的选

取具有一定的解释性"

表
'

!

T6

:

0./0K

回归结果

估计值 标准误
O

值

个体属性

$

J

%

$

C*7+09+

=

7

%

@";DI% %;&$&

$;$$%

$$$

[+*Z+0 $;#II $;%E"

$;$$$

$$$

J

5

+ $;$!" $;$%" $;%$%

UH

=

+0)+*9+ @$;$$D $;$$?

$;$I#

$$

')7

V

,)̀+ $;!E" $;%DD

$;$ED

$

<30)+*Z, @$;$$% $;$$%

$;$ED

$

好友属性

$

LJ

%

[+*Z+0

==

@%;&E$ $;"?%

$;$$%

$$$

J

5

+1Y

5

@$;!EE $;$?$

$;$$$

$$$

X+

5

7)6+1Y

5

$;$I? $;$$&

$;$$$

$$$

')7

V

,)̀+1Y

5

$;$#! $;?I% $;&EE

b.

5

)*Z1

V

,1Y

5

$;D$% $;$I!

$;$$$

$$$

网络结构

$

<+7

%

JY+Z+

5

0++ $;$?& $;$%!

$;$$!

$$$

'2/,7+0 I;??# $;E!%

$;$$$

$$$

A+*,)7

V

@?;E!& $;&%#

$;$$$

$$$

J,,.07 @$;%EI $;ID& $;D#I

O17(2+*

5

7( $;?$E $;%$#

$;$$"

$$$

!!

注&

$$$

'

$$

及
$

分别表示在
$;$%

!

$;$"

!

$;%

的水平下显著

(#"

!

计算倾向得分并匹配

完成
b.

5

),7)9

回归得到各变量系数后!将干预

组与控制组的个体代入其中!计算倾向得分!结果如

图
I

所示"干预组的得分要高于控制组!但两组存

在重合的部分!我们需要对其重合部分进行匹配"

图
I

!

倾向得分计算结果

在不同的关系强度下!控制组与干预组的样本

总数不同"在匹配过程中!为排除不相似的个体!需

要对配对个体的得分差设置阈值"干预组个体得分

为
L'

!控制组个体得分为
L

(

!则只选取
H

L'

;

L

(

H

'

$;$%

的个体进行配对"因此最终配对的个体数要

小于任一组的样本量!如图
"

所示"

图
"

!

匹配的样本量

(#'

!

模型结果分析

将干预组与控制组个体进行
O84

匹配后!是

否控制有效控制了同质性!还需要与随机匹配的结

果进行对比"如图所示!从
O84

与随机匹配的对

比结果中可以得出!在不考虑关系强度的条件下!随

机匹配会混杂同质性因素!过高估计同伴影响的效

应"而在控制了同质性之后!同伴效应带来的影响

是有原来的
&!W

!说明同质性是新产品扩散问题中

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说明了同伴效

应在新产品扩散中确实存在!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当关系强度增加时!同伴影响整体呈递增趋势!

如图
D

所示!说明关系强度对同伴影响具有正向的

调节作用"关系强度高的好友!与焦点个体之间所

产生的互动相对较高!也具有更高的影响力"但共

同好友大于等于
%

处的同伴影响最弱!这可能是由

于在排除一部分弱连接的好友后$无共同好友%!可

以将同质性更好的区分并加以控制!增大了同质性

的解释水平"

动态模型的分析结果如图
&

所示!该结果表明

个体间的采纳行为存在时间一致性!进一步说明了

同伴影响存在一定的作用"

+

!

结语

本文通过对
%!$

余万用户采纳行为的计量分

析!说明了同伴影响对采纳行为的重要作用!并验证

了个体网络结构及关系强度对同伴影响的调节作

用!同时!说明了在关于同伴影响的研究中!应注意

区分同质性的作用!在本研究中!在控制个体同质性

之后!同伴影响只有控制前的
&!W

"

本研究理论贡献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

%不同于

.

"I%

.

第
#

期
! !!!!!!!

冉晓斌等&数据驱动下的个体移动服务产品采纳行为的扩散研究



图
D

!

静态模型分析结果

图
&

!

动态模型分析结果

现有研究将微观的个体采纳行为与宏观的市场扩散

过程相互独立!本文通过社会网络的视角!将个体层

面的采纳行为与市场整体的产品扩散结果相连接"

在国内的研究中!此类问题大多采用仿真方法进行!

而本文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将个体与市场扩散相

连接#

!

%在研究设计上!现有文献大多采用仿真'调

查问卷等方法!而本文以超过
%!$

余万用户的真实

数据集!通过数据分析与计量模型的方法!将静态与

动态模型相结合!使结果更加客观'真实与严谨#

?

%

对于同伴影响相关研究!即同质性所带来的内生性

问题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本文应用计量方法控制

了部分内生性!使同伴影响的作用更加客观地被观

察到#

I

%已有研究较少将网络结构'关系强度与个体

属性等相结合!本文通过研究证明!关系强度高的个

体间具有更高的同伴影响作用"

新产品的开发是企业竞争力的保障!但许多新

产品在发布后却无人问津!相关研究显示超过
I%W

的商业性新产品最终以失败收场(

D

)

"同时!随着信

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个体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个体

的决策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这种基于社会网络的

交互作用将导致企业商业模式随之发生变化"对于

企业管理者而言!如何利用用户间的社会网络关系

促进产品的推广!对于新产品的成功与否起着愈发

关键的作用"本研究的结果对企业如何利用社会网

络来预测与促进新产品的扩散有着重要的借鉴意

义"企业管理者可增加产品的社交属性!使用户之

间通过产品的联系更加紧密!增加用户粘性!同时可

设定相应的激励机制促使用户将产品使用的相关信

息向其社会网络中的其他个体进行传播!从而提高

产品的扩散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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