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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维基百科是wiki技术和协作模式成功的典范，证明了开放共享、协同写作这一新的内容创

建形式和协作模式的可行性和成功之处。笔者从社区的角度对维基百科的成长动力进行分析，主

要是从社区得以运行的源头，以此为切入点揭示英文维基百科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造成中文维基

发展滞缓的因素，及对其他wiki项目建设管理所带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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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kipedia is a successful model of wiki technology and cooperation modes which prove the
open sharing, collaborative writing are feasibility of successes. Take it as a community, the author analysis
the growth dynamic of Wikipedia,reveal the factors which has made a huge success of English Wikipedia,
and the reasons which slow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ikipedia. The conclusion can be used for other
wiki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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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是wiki技术和协作模式成功的典范，

证明了开放共享、协同写作这一新的内容创建形式

和协作模式的可行性和成功之处。自创立以来，他

就呈现出指数型成长的态势【1】，尤其是英文维基百

科，吸引了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眼球。但中文维基百

科的发展却与汉语的使用人数不相匹配。由于维基

百科的成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内容的生产

者决定的【2】，其本身也符合虚拟社区的特征【3】。

1 研究方法

1.1 档案分析法

Wiki在直观的意义上是交互的、协同写作的社

区知识构建工具，在更深层次上它包含了元数据和

源信息【4】，笔者依靠的主要方法就是基于这些源信

息进行档案分析。具体分三步。

第一步，在中、英文维基百科中随机选取若干条

目，访问其历史页面，再次随机选取若干用户。

第二步，对选取的用户做进一步的分析，一是访

问该用户的用户页面，通过阅读了解部分信息；二是

通过维基百科特殊页面类别中，“用户贡献”工具页

面对所选择的用户的贡献情况做调研。

第三步，在通过上述方法对所选择的若干用户

做完整个分析之后，试图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

1.2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文献内容做客观系统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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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析的专门方法，其目的是弄清或测验文献中本

质性的事实和趋势，揭示文献所含有的隐性情报内

容，对事物发展作情报预测【5】。本研究中所运用的

内容分析法主要体现在对维基百科对话页互动内容

进行定量统计分析。

2 基于档案分析法的生产者特征对比

Wikipedia 由非营利组织维基媒体基金会负

责，目前有超过 270种语言版本。英文维基百科始

于 2001年 1月，直到 2001年 10月才真正出现第一

个条目。中文则开始于 2002 年 10 月。截至 2009
年12月14日，英文维基百科已拥有3,125,162个条

目，是中文维基百科条目数的10.9倍。英文维基百

科拥有注册用户11,207,531个，是中文维基百科注

册用户数的14.9倍，其中英文维基百科注册用户中

管理员有 1706 名，是中文维基百科管理员数量的

21.6倍；英文维基百科编辑总次数为353,112,521，
是中文维基百科编辑总次数的29.6倍【6-7】，如表1。

表1 中、英文维基百科基本统计数据

遵循上述三个步骤，按照用户总数量万分之一

的标准，在英文维基百科中随机抽取用于分析的用

户样本1120名，在中文维基百科中随机抽取用于分

析的用户样本 75名，从基本信息，用户动机和编辑

贡献情况三个层面展开进行归纳分析。

2.1 生产者基本特征比较

从性别分布来看，中文维基百科生产者中男性

占56%，女性占24%；英文维基百科男性占39%，女

性占13%。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维基百科，男性生

产者所占的比例都远高于女性生产者。

从年龄分布来看，中文维基百科生产者中20岁

以下的占20%，大于20岁小于30岁的占45%，大于

30岁的占23%。英文中20岁以下的占4%，20岁到

30岁之间占15.2%，30岁到40岁之间的占5.4%，40
岁到 50 岁之间的占 4%，大于 50 岁的占 3%。无论

是中文还是英文维基百科，生产者均以年轻人居

多。中文与英文相比，主要生产者群体更为年轻，而

且主要是在校学生，其中出国留学人士占据了相当

大的比例。英文维基百科中，除了在校大学生外，具

有工作经历的用户也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从生产者参与不同版本维基百科的编撰情况来

看，中文维基百科中 79%的生产者除了参与中文维

基百科的编撰外，还参与了其他多个语言版本的维

基百科编辑活动。而英文维基百科中 60%的生产

者仅参与了英文维基百科的编撰。

从生产者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看，中文维基百科

中本科以上学历的占据了 48%。英文中本科以下

学历的占2%，本科学历的占27%，硕士以上学历的

占12.5%。对比发现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维基百科

生产者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尤其是英文维基百科

中硕士以上学历的生产者占据了一定的比例。

2.2 生产者动机比较

这里主要是分析生产者的参与动机与离开动

机。就参与动机而言，大致可以归为五类：①对新生

事物充满好奇，故而进行探索、尝试或者学习；②认

同维基百科的价值观，对维基百科感兴趣，愿意与他

人共享知识，或者为维基百科的发展贡献力量；③闲

着没事，打发时光；④以维基百科为平台，展示自己，

结交朋友；⑤享受写作。分析发现，无论是中文还是

英文维基百科，用户对其定位、知识生产与共享模式

和价值观的认同是参与贡献的主要动机。另外，相

当一部分用户通过维基百科的用户页展示自己，在

用户页提供到个人博客或个人网站的链接，以维基

百科为平台结交朋友。这一类型的动机在教育水平

高的用户中更为普遍，很多高学历用户特别注重自

己用户页的编撰，一方面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另一

方面希望以此结交更多兴趣相同的研究者。此外，

英文维基百科的一些生产者指出，相对于其他语言

版本的维基百科而言，英文维基百科大规模的用户

群体和相对较高的质量水平，是吸引他们参与贡献

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这使他们感觉参与编辑的过程

更为有趣。

中文维基百科中随机抽取用于分析的 75名用

户中，有16位用户在其用户页对离开的动机进行了

说明，对其内容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生产者不愿意继

续贡献的原因也大致可以归为五类：①时间问题；②
能力问题；③健康问题；④维基百科自身的问题；⑤
懒惰。其中9名用户（占57%）指出，淡出维基百科，

贡献不积极的主要原因在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其他

任务的优先性和重要性超过了维基百科；4名用户

（占25%）指出中文维基百科自身的一些因素，除此

之外，用户自身的惰性、健康问题和能力问题也是导

致用户离开的因素。英文维基百科随机抽取的这

项目类别

英文版

中文版

注册用户

11,207,531(14.9)
754,478

管理员

1706(21.6)
79

内容页面

3,125,162(10.9)
286,772

编辑次数

353,112,521(29.6)
11,945,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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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名用户中，只有 17 名用户在用户讨论页中表

达了其不再贡献的原因。考虑到样本量太小，进一

步随机选取了 100名英文维基百科用户，这 100名

用户中，又有 43名用户对离开的原因进行了反馈。

结果如图1。

图1 英文维基百科生产者离开的动机分布

将维基百科中不同荣誉类型（为了鼓励参与者，

“维基参与荣誉”依照服务的时间、参与编辑的次数、

新条目的数目、特殊贡献的多寡等编辑贡献情况将

授予用户的荣誉分为三个等级，新人荣誉、进阶荣誉

和高级荣誉【8】）中注册用户与管理员用户的数量进

行对比，将维基天使【9】（熟悉维基百科的运作与维

护，并乐意与其他人交流的维基百科人）中注册用户

与管理员用户的数量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在维基

百科中，管理员参与了大量的编辑活动，往往也是较

高荣誉的获得者，更愿意承担起与新用户沟通的义

务。

2.3 生产者编辑贡献情况比较

从生产者身份类型来看，中文维基百科生产者

中普通注册用户占77%，管理员用户占23%。英文

维基百科生产者中，普通注册用户占 71%，管理员

用户占29%。

从编辑次数来看，中文维基百科管理员用户平

均每年的编辑次数是 5800 次，平均每月编辑 483
次；普通注册用户平均每年的编辑次数是 2607次，

平均每月编辑217次。英文维基百科每个管理员用

户平均每年的编辑次数是 12609次，平均每月编辑

1051次；每个普通注册用户平均每年的编辑次数是

4447次，平均每月编辑371次。无论是英文维基百

科管理员用户，还是普通注册用户都比与中文维基

百科编辑贡献更为活跃。

对管理员和普通注册用户不同命名空间【10-11】的

贡献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

维基百科，无论是管理员用户还是普通注册用户，条

目页的贡献活动都是其主要活动内容。但是，与普

通注册用户相比，管理员更多的参与了对话页面（包

括条目对话页和用户对话页）的沟通交流活动：中文

管理员用户对话页活动占 12.22%（条目对话页

2.8%，用户对话页9.42%），普通注册用户对话页活

动占 7.72%（条目对话页 2.41% ，用户对话页

5.31%）；英文管理员用户对话页活动16.05%（条目

对话页 6.68%，用户对话页 9.37%），普通注册用户

对话页活动占 15.04%（条目对话页 6.03%，用户对

话页9.01%）。无论是普通注册用户还是管理员，用

户对话页沟通活动都超过了条目对话页的沟通活

动。将中、英文维基百科作对比，发现英文维基百科

中的交流活动所占的比例大于中文维基百科。

3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生产者特征对比

对话页是维基百科中最常见的交流形式，它以

类似论坛的形式组织，没有预先确定的主题框架，当

开始一条新的讨论主题时，才发展页面的结构，每一

条讨论之后都显示作者和确切的时间。很多对话页

的规模都超过了实际的内容本身。例如“不适合维

基百科的文章”的对话页【12】的长度要远大于“不适

合维基百科的文章”本身。除了条目，用户页和所有

其他的维基百科页面也都有各自的对话页。对对话

页互动内容的分析有助于从微观层次把握社区中互

动的深刻涵义以及互动的作用和功能。

在中文维基百科中随机选取23个条目（其中特

色条目 11个），对其对话页的全部交互内容进行分

析；在英文维基百科中选取 11个特色条目，对其最

近的三个对话页中的交互内容进行分析。结果表

明，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维基百科，条目对话页中所

有的讨论都与条目的改善建议有关，主要是围绕条

目内容的准确性、权威性和可证实性、凝聚性、完整

性、文字流畅性、一致性和相关性等问题进行交流协

商。从讨论模式来看，协调的请求和建议改变都是

条目对话页的讨论中最流行的模式；从对话页的交

互风格来看，条目对话页中很少有明确的赞扬或者

肯定，贡献者很少通过使用 ID针对某一个人，交流

很客观。特色条目对话页的交互次数和参与人数都

高于普通条目。从交流的方式看肯定、鼓励、承认或

者感谢在特色条目对话页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普通

条目。

从特色条目对话页的交互情况看，中文维基百

科参与交互的人数和交互的次数，都远小于英文维

基百科：中文维基百科的平均交互次数是 28次，参

与交互的人数是13人；英文维基百科的平均交互次

数是 781次，参与交互的人数是 251人。通过对特

色条目对话页中注册与匿名用户交互的内容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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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发现：①匿名用户在进行编辑前通常是提建议，相

对于注册用户而言，他们的行为更可能会引起注意

和评论；②与注册用户相比，匿名用户发表的消极的

言论多于积极的言论，所提出的建议被接受的少，被

拒绝的多；③积极地言论相对于消极的言论更可能

得到回应，但是总体而言，有相当一部分发起的讨论

话题被忽略或者没有得到响应。

在每个条目对话页中选取交互次数最多的用户

对其用户对话页进行分析，发现：用户对话页是维基

人被社区内其他维基人认识的重要渠道。创建对话

页可以使用户自己在社群内的知名度提高，方便其

他用户与其联络，了解其长处进而开展协作；通过用

户对话页，其他社群成员可以针对该用户编辑内容

和行为中存在的问题直接与其进行交互，既指出存

在的问题，又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指导、教育和帮

助，如此以来既有利于问题及时得到解决，也有利于

用户自身积累经验快速成长发展；通过用户对话页，

管理员或者有经验的维基人，可以对新手表示欢迎，

让其感受到来自社群的关怀与温暖，帮助其快速的

熟悉和适应维基的环境，这对于吸纳新用户、发展潜

力维基人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外，还可以通过用户对

话页进行各种情感交流，比如给予用户鼓励、对用户

的工作给予肯定、赞扬，当然也可以表达不满、发泄

情绪，用户对话页交互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用户

进一步参与贡献的动机。

4 结 语

维基百科这种以wiki技术为依托，基于社群合

作的内容构建模式，代表着一种新型的社区——开

放内容社区，这里的开放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内容

开放，二是内容创建过程开放。成员和内容是决定

开放内容社区能否呈现良性发展态势的两大因素。

这里的成员是指内容生产者，他们是社区中知识创

造和信息交流的主体，社区内词条内容的创建与完

善完全来自于社区成员的贡献。内容具体而言涉及

内容的增长和内容质量的稳定两个层面。

通过分析，得出以下几点推论：①男性相对于女

性而言更容易采纳和掌握wiki技术；②用户的个人

爱好是社区词条创建的主要来源，知识质量的高低

取决于贡献者对某一词条知识贮备的程度；③交互

的质量、密度以及社群成员愿意付出的完成这些交

互的时间，都会对其贡献行为产生影响，群组中的成

员需要感觉到他们对群组做什么产生了影响，否则

将丧失参与的动机；④维基之所以能够融合大家的

智慧，最主要来自于方针的执行与共识的形成。目

前，中文维基百科的生产以翻译为主，原创性内容生

产所占比例不高，生产者的学历层次低于英文；无论

管理员还是普通注册用户的编辑贡献都远不如英文

活跃，在条目层面的交互人数和频次也都远低于英

文，方针的执行与共识的形成与其条目的成长不相

匹配，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中文维基百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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