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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为科学的媒介选择研究 

以企业知识库系统为例 

李 霆，张朋柱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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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目前媒介选择研究领域的理性选择和社会选择两大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一种基于行为科学的集 

成化媒介选择模型。并以此为理论指导，以企业知识库系统这种新型的沟通媒介为例，对一家正在实施企业知识库系 

统的房地产企业进行了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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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时代的今天，组织的网络化沟通 

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各种基于计算机的沟 

通媒介(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应运而生并不断投入使用。然而，类似 

“相对于已经沿袭使用多年的传统媒介而 

言，人们是否会选择／接受计算机媒介这种新 

兴的沟通工具”等媒介选择问题13益引起国 

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因为再先进的技术要 

发挥效能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人们要采纳它、 

使用它。 

由于计算机媒介种类繁多，本文以企业 

知识库系统 (Enterprise Knowledge Database 

System，以下简称 EKDS)为例，来揭示人们 

在媒介选择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复杂的、不 

确定的、多影响因素使然的行为规律。作为 

一 种新型的沟通媒介，企业知识库系统改变 

了以往“信息需求者一信息提供者”的直接 

沟通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其为中介的“信 

息需求者一EKDS一需求提供者”的共享沟 

通方式，并提供了诸如知识挖掘等隐性知识 

向显性知识转换的支持工具，而计算机信息 

科学方面的成果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技术支 

持。 

企业知识库系统的出现和应用，在一定 

程度上取代了面对面交谈、纸质文件等传统 

媒介，改变了人们获取、发布、诠释、储存信 

息／知识的方式和习惯。在系统实施过程中， 

大多数IT经理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新的软 

硬件的开发上，如构建 Notes或Exchange平 

台，研发多种信息获取和知识挖掘技术等； 

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 

题”的专家治国论者的假设是靠不住的 ，企 

业知识库系统的成功应用不仅仅涉及技术 

层面，更关系到人们对新技术的选择、使用 

等行为问题的解决，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出发 

点所在。 

1 研究模型的提出 

目前在相关的媒介选择研究领域，主要 

存在着两种竞争对立的理论观点(见附表)： 

要揭示“用户对企业知识库系统等计算 

机媒介的选择和使用”的行为规律，单就某 

一 理论观点而言都是不全面的。借鉴近年来 

“发展集成的系统思想”的研究成果，本文从 

附表 两种理论观点的对比 

堕 里 婴皇 
理性选择的观点 社会选择的观点 

侧重于媒介的客 侧重于媒介的心 

掰 
覆盖域等。 等。 

磊 囊萎黧 萎 

黧 

行为科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如下“用户对 

EKDS的选择和使用行为”的集成化研究模 

型(见附图)。 

下面对该研究模型的系统使用行为、使 

用态度、社会影响、需要的满足、任务一技术 

的匹配程度、经验6个组成要素及相关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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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研究模型 

分别进行描述： 

(1)系统使用行为。即用户选择和使用 

企业知识库系统进行沟通活动的真实行为， 

可以通过系统使用频率和系统使用量 2个 

指标来测量。基于美籍德国心理学家勒温的 

心理力场理论和人类行为公式，我们认为： 

用户的系统使用行为是由自身的使用态度 

和外界的社会影响等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即： 

命题 l：用户对EKDS的使用态度与其 

使用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 

用户对EKDS的使用态度越积极，则他的使 

用频率越高或使用量越大。 

命题2：外界的社会影响与用户的使用 

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环境 

外吸力(+)可以促进用户对EKDS的使用， 

而环境外压力(一)则起到抑制的反面效果。 

(2)用户的使用态度。即用户内心的某 

种欲望、感情和行为倾向，表现为一种潜在 

的驱动力，驱动人们“我想干什么”，可以通 

过态度积极性水平来测量。行为理论认为， 

用户态度是由需要、动机、目标、价值观等决 

定的。我们主要考察了其中一个主要因素一 

用户的需要满足(有用性／易用性感知)，即用 

户对使用企业知识库系统“是否能够提升其 

工作绩效、是否能够减轻其工作强度”的认 

知程度，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3：用户对EKDS的有用性／易用性 

感知(需要满足程度)与其使用态度之间存 

在正相关关系 ，也就是说 ，用户对 EKDS的 

有用性／易用性感知越高，则他的使用态度越 

积极。 

(3)外界的社会影响。即一定的外界环 

境影响力，使人感到“环境要我做什么”，这 

也是媒介社会选择理论所强调的。在本文的 

研究模型中，它是作为自变量出现的，包括 

两个层面： 

环境外吸力。例如，周围同事(尤其是上 

级领导)对该系统的积极支持的态度，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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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的系统使用行为 

(系统使用频率／使用量) 

存在的用户群体， 

都会对用户态度和 

系统使用行为产生 

积极的正面影响。 

环境外压力。 

与环境外吸力相对 

应，如果周围同事 

(尤其是上级领导) 

对该系统持反对排斥的态度，人们都不乐意 

使用该系统，则会对用户态度和系统使用行 

为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 

(4)用户的需要满足。即用户希望通过企 

业知识库系统的使用，来满足“提高工作绩效 

(有用性)”和“减轻工作强度(易用性)”的需 

要。这种感知，这种心理状态，是由任务一技 

术匹配程度和用户经验等因素决定的，这也 

是媒介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观点，即： 

命题4：任务一技术匹配程度与用户的需 

要满足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 

说，任务一技术匹配程度越高，则用户的需要 

满足程度 (对EKDS的有用性／易用性感知) 

越高。 

命题5：用户的经验水平与用户的需要 

满足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 

用户的经验水平越高，对EKDS的功能和操 

作方法越熟悉，则用户的需要满足程度(对 

EKDS的有用性／易用性感知)越高。 

(5)任务一技术的匹配程度。任务不同， 

要求的技术也不同。例如：富裕度高的传统媒 

介适用于高度歧义性的非常规任务，具备异 

步沟通能力的网络媒介适用于跨地域的沟通 

任务等。而企业知识库系统所提供的功能支 

持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适应于知识共享、知识 

交流、知识创造等复杂的信息处理任务背景。 

(6)用户的经验水平。由于计算机媒介 

相对传统媒介而言，其功能较多、操作较复 

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用户对其有用性／易 

用性的感知。但是，随着用户对计算机媒介 

所提供功能掌握的逐渐全面，即操作技能方 

面的经验不断积累，就越能够体会到它所带 

来的满足组织／个人沟通要求的潜力和可能 

性。因此正如命题5所述，用户经验在系统 

使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调节剂”角色。 

概括来说，本文的研究模型综合了媒介 

理性选择理论和媒介社会选择理论的观点， 

从最基本的行为研究出发，给出了一种“用 

户选择和使用 EKDS的行为”的分析、解释 

方法。下面通过一个案例对该研究模型的应 

用进行简单的

2 案例研究 

我们选取了一家房地产企业作为研究对 

象。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知识利用水平， 

该企业正在建立自己的知识库系统，我们应 

邀参加了该系统的设计和实施工作。基于上 

述研究模型，我们针对该企业实际，提出并付 

诸实施了系统设计和推广的若干准则。 

(1)有针对性地设计系统功能，提高任 

务一技术的匹配程度。以信息存储和信息检 

索为例，由于该系统包含的知识领域很多， 

因此这是两个必须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信息 

存储方面，我们采用了文档型数据库管理系 

统Domino．Doe，将电子编目信息 (种类、标 

题、来源、摘要等)和电子实体文件(文本、图 

片、音像等)结合在一起，实现了非结构化信 

息的结构化存储；在信息检索方面，我们同 

时利用了多种信息发布／获取技术，如：①“先 

推后拉”技术：系统先及时地推送最新信息 

(更新的动态信息)，后有针对性地拉取所需 

的信息。这样，便于用户浏览信息变化的新 

情况和趋势，从而动态地选取需要深入了解 

的信息。②“先拉后推”式：用户先拉取搜索 

所需信息，可根据用户的兴趣，再有针对性 

地推送相关的其他信息。@“推中有拉”式： 

在信息推送过程中，允许用户随时中断、定 

格在所感兴趣的信息上，并进一步地搜索， 

主动拉取更丰富的信息。④“拉中有推”式： 

在用户拉取信息的搜索过程中，根据用户输 

入的查询信息，系统主动推送相关信息和最 

新信息等。 

(2)通过宣讲企业文化和制定管理制度 

来促进环境外压力向环境外吸力的转变，提 

高用户的系统使用频率和使用量。环境因素 

对系统使用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对环境因 

素的引导是系统实施过程必须重视的问题： 

在企业知识库系统推广的过程中，我们采取 

了以下举措，来促进环境外压力向环境外吸 

力的转变：④成立系统推广小组。鉴于高层管 

理者的重要影响地位，系统推广小组由主管 

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副总裁担任组长，系统所 

涉及的4个主要模块(设计知识、采购知识、 

工程知识、品牌知识)分别由相应职能部门的 

一 把手作为责任人，通过表率管理，使“知识 

型、学习型”的企业价值观深入人心，很大程 

度上调动了企业员工使用知识库系统的积极 



匈牙剥法在；iE序问题【；】应用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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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n个不同的零件在 1台处理机上进行加工，切换品种时，需要花费调整费用，如何排序使调整费用最小，尚 

没见到理想的最优排序方法。传统的方法是下一个最好法。下一个最好法虽然方法简单，但通常情况下得不到最优解， 

近似最优解也不理想。尤其是在一定条件下，明显不合理，优化效果极不理想。新方法巧妙地把匈牙利法应用于这一模 

型，通过简单的变换可以很容易地得出近似最优解，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可以直接求出最优解。新方法解决了下一个最 

好法近似最优解不理想的缺欠，又克服了分支定界法繁琐、工作量大的不足。新方法简便易行，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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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描述 

设有n个零件需要在一个加工中心上 

进行加工，切换品种时，需要花调整费用，调 

整费用因零件和加工顺序不同而不同。目标 

函数是如何安排加工顺序，使总的调整费用 

最小。设加工中心集 {Jp1， ，⋯，Pmf：{Jp1}， 

零件集 { ， ，⋯， f。费用集 { t，Fl ， 

⋯

， ， ⋯ ， }，(i=i，2，⋯ ，n =1，2，⋯，n)。 

则这一问题的数学模型为： 

目标函数为：minz=∑∑ (1) 
i-1 j=l 

约束条件为：∑ l( l，2，⋯，n)(2) 
／=1 

∑ l q=l 2--，n)(3) 
J=1 

X i>0，即 或Xo=I 

显然 ，这是一个线性规划问题．可以用 

性。②建立广泛的企业知识维系网络。企业 

知识库系统作为一种新媒介，必须保证一定 

规模的使用人群才有可能得到普及和广泛 

应用，鉴于该企业的跨地域经营的特点(总部 

在香港，分公司遍布大陆 lO余个城市)，我们 

建立了“地区一总部”的两级知识维系网络。 

培养了3O余人的专(兼)职知识工作者负责 

知识的日常搜集、整理、筛选等工作，并制订 

了相应的管理流程和管理制度。 

该系统从设计、开发到实施都贯彻了上 

述研究模型的思想和方法。在系统投入运行 

3个月后，我们对5O名样本用户进行了跟踪 

调查。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系统实施后，用 

户态度的积极性水平的平均值达到4．2(采 

用了李克特式 5点量表，分值越高，表示员 

工对使用该系统的态度越积极)，系统在使 

用频率和使用量上的表现(有85％以上的用 

户平均每周要使用该系统 2～3次，59％以上 

的用户从该系统中获取的信息／知识量比重 

达到 1，3)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些数 

据充分说明了“企业知识库系统作为一种新 

媒介，已经得到用户的认可和接受”。 

3 结束语 

如前所述，企业知识库系统作为一种新 

兴的沟通媒介，其成功应用不仅仅涉及技术 

层面，更关系到人们对新技术的选择、使用 

等行为问题的解决。本文所提出的集成化的 

研究模型，对于建立有效的企业知识库系 

统，以及扩展到其他计算机媒介在企业的实 

际应用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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