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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开放源代码创新社群内部创新机制的研究 , 阐述了激发用户创新和有效利用创新成果的激励机制 ,

并从静态与动态两个维度分析了社群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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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源代码创新社群中的激励机制研究

0 前言

Linux, Apache, Sendmail, MySQL 等开放

源 代 码 软 件 以 其 特 有 的 发 展 模 式 在 极 短 的

时间蓬勃兴起。在这类软件的开发过程中 ,

用 户 都 具 有 双 重 身 份 ———既 是 软 件 的 使 用

者 , 又是开发者。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软件

用户 ( 团体 、个 人 或 软 件 公 司 ) 在 称 为 “使 用

者社群”的网络平台上贡献自己的知识、参

与软件产品的创新 , 其创新成果同时也供社

群中的其他用户共享 , 形成一个虚拟的、开

放的社群 , 合力促进开放源代码软件的推陈

出新。其中 , 最受关注的问题是如此大量的

志愿者参与开放源代码开发的动机问题。本

文 基 于 开 放 式 创 新 理 论 以 及 组 织 激 励 机 制

理论 , 阐述了在开放源代码创新社群中激发

用 户 创 新 和 社 群 有 效 利 用 创 新 的 静 态 和 动

态激励机制。

1 文献综述

关于开放式源代码创新的激励问题 , 已

有 的 研 究 主 要 关 注 于 开 放 源 代 码 软 件 作 为

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 即为什么数百万人会

自愿无偿地奉献出自己的时间、技能和精力

参与这种公共产品的生产。这个问题不仅在

开放源代码软件现象中存在 , 实际上在互联

网 世 界 这 样 的 公 共 产 品 供 给 问 题 上 也 大 量

存在。不过 , 其在开放源代码软件现象中表

现得尤为明显。因此 , 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得

最早。

学 者 们 主 要 从 以 下 方 面 进 行 了 研 究 :

Hippel 和 Krogh[1](2003)认 为 , 开 放 源 代 码 软

件 实 际 上 是 一 种 “私 人—集 体 ”(private-col-

科技进步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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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ive)行为 , 虽然开发出来的软件成了公共

产品 , 但在参与开发过程中私人 (软件开发

者)会获得 3 种“收 益 ”, 即 声 望(技 术 能 力 的

传 播)、 控 制 技 术 和 学 习 。Lerner 和 Tirole[2]

(2002)在分析了开发开放源代码软件中存在

参 与 者 的 收 益 后 , 也 得 出 了 相 同 的 结 论 。

McGowan[3](2001)从 资 产 专 用 性 的 角 度 进 行

了分析 , 认为参与者自愿无偿地参与是因为

开放源代码软件为其提供了一条通路 , 使他

们 能 够 了 解 和 获 得 其 他 参 与 者 的 人 力 资 本

(隐性知识、技能和经验等); Hann、Roberts 和

Slaughter(2002)用 实 证 的 方 法 验 证 了 这 一 观

点。Hann 等人通过验证参与 Apache 项目是

否会增加参与者的工资水平 , 发现不是所有

参与者的工资都增加了 , 而是排在参与项目

开发前列的参与者(全职工作)的工资确实增

加了。Lee 和 Cole(2000), Hars 和 Ou[4](2000),

以 及 Lakhani、Wolf、Bates 和 DiBona(2002)的

实证研究也发现 , 开放源代码软件参与者的

自愿奉献有内在(利 他 主 义 、兴 趣 和 互 利)和

外在的(提升工作和职业前景)原因。Lakhani

等(2002)也发现 , 在一个技术群体中 , 参与的

内在价值、奉献和向高水平同行学习是开放

源 代 码 软 件 吸 引 许 多 参 与 者 的 重 要 原 因 。

Butler、Sproull、Kiesler 和 Krauts (2002) 在 研

究了网络社群的管理和维护后发现 , 社交的

收益也是参与者参与网络社群的重要原因。

他们的研究还发现 , 参与者从网络社群参与

中的预期收益决定了他们的参与程度。

传统的观点认为 , 开放源代码是一种典

型的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现象。从这个

角度来看 , 开放源代码创新社群所产生的软

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也就是

说 , 将社群中的某个开放源代码软件提供给

额 外 一 个 人 享 受 的 同 时 并 不 影 响 其 他 任 何

人 的 使 用 , 同 时 任 何 加 入 该 社 群 的 人 ( 甚 至

没有经过网络注册的一般使用者 ) 都可以免

费地下载软件的源代码 , 社群不能禁止任何

人使用社群中的某种开放源代码软件。

但 是 开 放 源 代 码 创 新 社 群 中 存 在 着 更

为复杂的相互联系 , 其激励问题需要从静态

和动态两个维度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索。本文

认为 , 开放源代码创新社群在个体与组织层

面保持相对禁止的激励机制的基础上 , 存在

着 随 着 社 群 从 初 期 的 爆 炸 式 扩 张 至 会 聚 形

成 社 群 的 主 流 方 向 的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动 态 激

励机制。

2 开放源代码创新社群成员的激励

2.1 开放源代码创新社群组成

开 放 源 代 码 软 件 在 具 有 比 较 完 善 的 许

可 证 制 度 框 架 下 , 通 过 虚 拟 的 网 络 创 新 平

台 , 将有着不同动机和各自需求的软件用户

紧密高效地联系起来 , 形成一个虚拟社群 ,

共同推进开放源代码软件的推陈出新。区别

于所有权专有的软件 , 社群中的每一位用户

都取得了对软件的控制权 , 从而可以在核心

程 序 的 基 础 上 针 对 个 性 化 的 需 求 拓 展 、添

加、测试新的功能。

开放源代码创新社群由核心团队、领导

者用户、跟随用户、商业企业组成。其中 , 核

心团队居于整个社群的中心 , 是非制度化的

动态的社群领导者 , 在不同的开放源代码软

件中 , 核心团队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例如 ,

Linux 开发社群是由以创建者托瓦兹为中心

的核心团队来领导 , 采取“仁慈的独裁制度”

来统治整个社区 , 负责引导 Linux 项目的开

发和整体方向、协调所有由非核心开发人员

所 送 来 的 补 丁 程 序 或 是 处 理 与 源 代 码 无 关

的事情 , 如调试报告[5]。Apache 开发社群则实

行“委员制”, AG( Apache Group) 这个由核心

成 员 组 成 的 非 正 式 组 织 是 整 个 社 群 的 领 导

者。

领导者用户是社群发展的主导力量 , 他

们 往 往 是 从 开 放 源 代 码 软 件 的 个 性 化 开 发

中直接获益的用户。Young & Rohm( 2000) 指

出 , 这些用户主要由任职于商业企业的专业

程序设计师、商业软件公司以及其他的程序

设计人员。Linux 社群中的绝大多数贡献都

是由这些专业的程序设计师来完成的 , 而且

他 们 中 的 绝 大 多 数 都 是 自 愿 参 加 的 。Ray-

mond[6]( 2001) 在研究中也表明 , Linux 社群中

占 2%的领导者 用 户 提 供 了 50%的 信 息 , 他

们从事整合新功能、测试新程序的兼容性、

以及指导程序开发者等职能。

跟随用户人数众多 , 但与社群的认同度

低 , 以免费下载社群中其他用户的程序、参

与社群简单讨论、为社群解决开放源代码程

序 某 一 环 节 上 的 自 己 唾 手 可 得 的 问 题 等 方

式参与社群的互动[7]。

商 业 企 业 是 指 与 该 开 放 源 代 码 程 序 相

联 系 的 软 、硬 件 商 业 企 业 , 与 其 他 用 户 一 样

协同推进社群的发展。在激励环节上 , 商业

企业却有着直接的商业利益驱动 , 使得他们

在 成 熟 的 社 群 中 开 始 扮 演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角

色。通过推动整个社群的发展 , 商业企业可

以 从 该 开 放 源 代 码 软 件 的 某 些 相 关 或 者 衍

生软件或硬件中获利。

2.2 开放源代码创新社群的激励

从静态的维度来看 , 最简单的期望理论

的 模 型 能 够 很 好 地 分 析 社 群 中 的 4 类 用 户

参与社群创新的激励问题。期望理论的模型

认为 , 当用户对参与社群创新的期望收益超

过 一 个 阀 值 ( 通 常 与 付 出 、个 体 的 创 新 能 力

等 因 素 相 关 ) 时 , 用 户 才 会 被 激 励 贡 献 自 己

的知识与参与新知识的创造。社群对用户的

激 励 将 通 过 价 值 和 手 段 来 实 现 。 在 价 值 方

面 , 期 望 的 收 益 有 可 能 是 内 在 固 有 的 ( 例 如

快 乐 、兴 趣 ) , 也 可 能 是 外 在 的 ( 例 如 声 誉 或

者潜在的商业机会) ; 在手段方面 , 创新成果

所有权的共享可以激励用户参与创新。

核 心 团 队 是 基 于 研 究 兴 趣 或 者 政 治 理

想而甘愿做出无偿奉献的。Bezroukov(1999)

将 参 与 开 放 源 代 码 软 件 开 发 的 行 为 视 为 一

种特殊的学术研究工作。他认为 , 开放源代

码 软 件 的 参 与 者 和 许 多 应 用 科 学 的 研 究 者

有着相似的目标。他们都是为了实现理想和

满足自己的兴趣而工作。他们所做的工作虽

然没有直接的报酬 , 但他们重视自己在行业

内的声誉和能力的发挥等。研究者参与科学

研 究 开 发 的 目 的 就 是 能 将 自 己 所 从 事 的 研

究成果公开出来 , 以供同行共享和评价。

我 们 可 以 从 “利 他 主 义 ( altruism) ”与 礼

物 文 化 的 角 度 来 解 释 开 放 源 代 码 创 新 社 群

的 行 为 模 式 。 在 使 用 者 社 群 的 礼 物 文 化 当

中 , 黑客所得到的地位和名声并不来自于支

配 他 人 , 不 是 由 谁 能 控 制 多 少 而 决 定 , 而 是

由黑客给出多少而决定———时间、创造力和

技术成果。

对 于 领 先 用 户 协 作 创 新 群 体 的 激 励 。

Hippel[8](2001)认为 , 开放源代码 软 件 群 体 是

一个用户创新群体 , 参与者开发软件得到的

收益大于他们所付出的代价 (成本)。Hippel

曾 以 冲 浪 帆 板 的 使 用 者 为 满 足 自 己 需 要 而

不断改进帆板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认

为 , 使用者为了解决自己的需求不得不进行

创新 , 而创新所需的成本又较低。这样 , 虽然

难以避免“搭便车”的现象 , 但这并不影响使

用者的创新意识。

用 户 对 参 与 社 群 创 新 的 期 望 收 益 又 可

以分为直接报酬与递延报酬 ( delayed payoff)

两个部分。核心团队与领先者用户的收益不

科技进步论坛

14



2006·7 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领导者用户

获得自己需要的软件;
共享社群创新所有权;
提高自己 , 向他人学习;
获得满足与名声

核心团队

兴趣、爱好;
享有名声和威信;
获得自己需要的软件

跟随者用户

免费获得软件;
从别人的成果中学习

商业企业

随着社群壮大获利

获得先进知识和人才;
通过社群建立标准、对

抗竞争对手

仅包括直接报酬 , 也包括递延报酬 ( delayed

payoff) , 而且很大程度上来自后者 ( Lerner &

Tirole 2002) 。而跟随者用户的收益主要来自

于 直 接 报 酬 ( direct rewards) , 即 提 供 知 识 的

同时也能从被帮助的人那里学习 , 从而增加

自己的知识。商业企业参与社群创新的期望

收益也由直接报酬和递延报酬组成。而且 ,

商 业 企 业 因 参 与 创 新 而 带 来 的 外 溢 效 果 也

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创新可以促使

整个社群快速成长 , 且在未来这个快速成长

的 市 场 的 相 关 衍 生 产 品 或 服 务 的 份 额 具 有

很诱人的前景 , 那么这个企业就会愿意和其

他竞争对手一起共享创新的成果。

附表 静态维度下开放源代码创新社群中的激励

Hertel 等人调查了 141 位参与 Linux 内

核程序开发的程序员后 , 发现上述两个模型

能 够 很 好 地 解 释 参 与 开 放 源 代 码 软 件 程 序

员的激励问题。他们发现程序员参与 Linux

内 核 程 序 开 发 的 身 份 认 同 感 是 激 励 其 开 发

Linux 程序的重要因素。他们还发现了与团

队(群体)相关的激 励 因 素 , 如 程 序 员 被 团 队

认为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等等 [5]。Fershtman

和 Gandal(2004)调 查 了 SourceForge 网 站 中

71 个开放源代码软件项目参与者每人平均

的奉献情况。

3 从生命周期角度研究开放源代码

创新社群中的激励

3.1 开放源代码创新社群发展中存在的 两

个显著问题

( 1) 开放环境下的选择分歧。开放源代

码 创 新 社 群 中 大 量 存 在 着 因 个 性 化 需 求 相

近而集结的用户团体 , 这些用户团体随着整

个开放源代码软件族的进步不断地集结、瓦

解、再集结。在这样的用户团体之间 , 各自对

于开放源代码软件的需求也千差万别 , 即便

在用户团体内部 , 参与创新的用户也有着不

同的需求。因此 , 社群中出现了大量协同上

的 “选 择 分 歧 ”( mass confusion, Frank Piller

等 , 2004) , 并且随着社群的壮大 , 这样的“选

择分歧”将成倍地增加。这将加重用户团体

的协同创新 , 导致用户承担过长的开发周期

及单个团体无法消化社群的信息的结果。而

且 , 这样的“选择分歧”还会直接导致整个社

群创新成本的增加。

( 2) 开放环境下开发小组内部认识一致

性程度的降低。社群内的用户有着不同的背

景 , 掌握着程度不同的技术和知识。千千万

万 个 这 样 的 领 先 者 用 户 或 者 跟 随 者 用 户 根

据个人的需求 , 会聚成一个个以实现某项功

能的志愿开发小组。但是 , 小组内部的成员

面 临 着 缺 乏 足 够 的 技 术 能 力 、 对 组 织 的 信

任、知识创造的动机潜在问题。这些制约开

发功能的潜在问题被理解为认识一致程度。

在社群刚刚开始兴起之时 , 整个开放源代码

软件族处于低复杂度和简单系统的情况下 ,

开发小组的认识一致程度较高。但是 , 当开

放 源 代 码 软 件 族 发 展 到 具 有 一 定 复 杂 度 和

深度的系统后 , 各个开发小组的认识统一代

价 越 来 越 高 , 认 识 一 致 程 度 降 低 , 这 样 的 合

作就显得缺乏效率。

3.2 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开放源代码 创 新

社群的动态激励机制

开放源代码创新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一

过程可划分为 4 个阶段。随着社群的爆炸式

扩张 , 社群中的选择分歧与志愿开发小组内

认识一致程度的降低

将制约核心团队与领

先 者 用 户 作 用 的 发

挥 , 而商业企业却开

始 扮 演 主 导 的 角 色 。

一方面商业企业因社

群影响力的增强而得

到更多的激励 , 另一

方面商业企业作为相

对封闭项目开发小组能较好地克

服以上两个显著问题。

漏斗门模型可以很好地反映

开放源代码创新社群的动态过程

( 图 2) 。

阶段Ⅰ———社群创建期。核

心 团 队 创 建 开 放 源 的 核 心 代 码 。

这个阶段是以确定开放源代码发

展的主流模式为目标。新技术出

现后 , 其发展方向与应用前景不

明确 , 往往存在许多不同的技术标准和产品

模式。究竟哪种标准与模式能够赢得市场上

用户的认同 , 获得整个产业中的支配地位 ,

即成为多种主流模式。该阶段是以核心团队

与领先用户的激励为主。

阶段Ⅱ———社群爆炸式增长期。一旦主

流模式在创新社群中出现 , 演化的焦点就会

转移到某个主流模式与源代码再开发上。这

个阶段的领先者用户起到积极的作用 [9]。领

先者一方面要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 获得自

己 需 要 定 制 化 的 软 件 ; 同 时 , 与 核 心 团 队 共

享社群创新所有权 ; 也是在向跟随者用户推

广 中 提 高 自 己 , 向 他 人 学 习 的 过 程 ; 这 个 过

程 也 可 以 获 得 使 用 上 的 满 足 与 在 社 群 中 的

名声。从领先者与追随者的需求角度引导和

激励 , 是促进源代码社群成长的关键。

阶段Ⅲ———社群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根

据不同用户(特别是大量的跟随者用户) 的需

求对创新的性能进行优化和开发 , 用户可以

开发出不同的类型或系列 , 这就需要创新社

群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 这也是形成开放源代

码创新平台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大量跟随者

用户的使用和更改是最核心的 , 可以便利地

从社群中获得免费的源代码 , 并和社群中的

核心团队、领先用户以及最终的商业用户交

流是激励中最重要的部分。

阶段Ⅳ———通过商业应用与交流 , 发现

更多更广泛的顾客与潜在顾客 , 并对社群中

为实现某项功能

的志愿开发小组参与者认同程度

预处理信息

新的知识

负担>创新能力

无法贡献新的知

识 , 项目小组也

随之瓦解

项目小组的创新能力

人 数 、专 业 程 度 、热 情

预期收益( 有形、无形 )
直接报酬、递延报酬

负担

图 1 开发小组的创新过程

创建

社群

子社群1

子社群1

子社群1

专业化

阶段Ⅰ 阶段Ⅱ 阶段Ⅲ 阶段Ⅳ

图 2 开放源代码软件创新社群的动态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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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entive Mechanism in Open Source Innovation Community

Abstract:This paper explains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users! motivation and contribution with an eye to-

wards innovation processes in open source innovation community. In this community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Linux software, users contribute knowledge to innovation platform to collectively devel-

op the whole community. In this paper, the interaction of users is explored form both static and dynamic dimen-

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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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代码的主流模式、专业化的平台提出改进

方案。商业用户结合企业的商业模式 , 借助

社群的力量提升整个供应链的价值 , 这是最

终推动创新社群发展的根本源动力 ; 同时 ,

也是对抗非开放源代码等垄断力量 , 降低商

业企业成本的结果之一。在前 3 个阶段中开

放源创新社群稳定发展的前提下 , 商业用户

的激励是通过市场自动形成的。

随着技术生命周期的更替 , 相关的主流

模 式 和 创 新 平 台 将 相 继 在 创 新 过 程 中 得 到

更新。当新一代主流模式和新的创新平台出

现时 , 基于新平台又会产生以市场为导向的

新一轮源代码创新[10]。

4 案例研究: “红旗”Linux 系统中的

激励因素分析

1991 年 Linux 开 放 源 代 码 社 群 的 创 始

人 托 瓦 兹 ( Linus Torvalds) 将 自 己 在 Unix 基

础上开发的操作系统 Minix 在网络上共享 ,

拉开了 Linux 动员网络社群力量的序幕。随

着社群的逐渐壮大 , 以托瓦兹为中心的核心

团 队 所 承 担 的 工 作 逐 渐 由 直 接 为 核 心 程 序

做 出 贡 献 转 为 筛 选 社 群 内 其 他 用 户 所 递 交

的程序代码 , 并将优质的代码纳入系统中。

此时 , 大多数对 Linux 软件的创新和改进都

来自于社群中的领先者用户。美国福布斯杂

志曾估计 , 到了 1998 年 , 有数千人贡献程序

的调试报告以及参与程序代码的维护 , 并在

全球拥有 750 万个跟随者用户 ( 也就是一般

使 用 者 ) 。 截 至 到 1999 年 8 月 , LSM( Linux

Software Map) 数据库列出将近有 2 500 位程

序设计人员 , 贡献了超过 3 500 个应用软件

( 包括文字处理软件、数学软件以及各种游

戏等等) ; 同年 9 月 , Linux 外围相关的应用

软 件 超 过 4 500 个 , 共 由 十 几 万 个 档 案 组

成 。 在 以 信 息 技 术 为 主 体 的 创 新 平 台 上 ,

Linux 开放源代码创新社群爆炸式地发展壮

大起来。

1998 年 , IBM, Oracle, Sun 等商业企业公

开开始支持 Linux 社群。1999 年 , Red Hat、

VA Linux 等以 Linux 软件开发、服务为主要

业务的企业也不断地发展壮大。随着社群影

响力的扩大 , 商业企业正逐渐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但商业企业始终作为社群中的

一员———共同参与创造社群的知识 , 并通过

转化与提高其价值来获取经济租。

在我国 , 参与全球 Linux 开放源代码社

群的主要角色是由以红旗 Linux 为代表的商

业企业来承担。从 2000 年至今 , 国内 Linux

软件在红旗 Linux 的引领下 , 迅速朝专业化

应用的方向发展 , 也促成了我国 Linux 社群

的规模与素质的提升。红旗公司通过推进红

旗 Linux 产品的研发和推广 , 将包括开源软

件 爱 好 者 、科 研 团 体 、相 关 厂 商 和 政 府 凝 聚

成一个整体 , 带动整个 Linux 产业链条的发

展 , 把创新社群的资源应用于解决专业化应

用开发方面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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