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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博空间的生产实践: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由夏雨禾所著，“揭秘”微博空间生产的运作逻辑，探
明参与空间生产要素的构成及其耦合机制，不仅是了解和把握微博空间影响力生成的重要前提，对于
准确评估和预判空间影响力的作用、方向和实际效果，也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和价值。
《微博空间的生产实践: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的研究，除了完成相关学术命题的理论建构之外，还将
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微博空间生产的要素构成、要素间耦合机制以及空间效果生成、作用及现实
影响力等一系列命题展开深入剖析，以凸显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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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②心理变量。
即描述主体心理动机的各种变量。
较之行为变量，主体“微博行动”的心理行为相对难以把握。
不过，从主体发布的消息中，仍然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比如，有的主体倾向于与他人分享信息和观点，而有的主体则偏重于将微博作为表露内心情绪的空间
，还有的主体则喜欢对他人发布的信息“评头论足”，等等。
总体来看，在心理变量与行为变量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对微博主体心理变量的考察，可以通过主体发布的消息来辨析。
相应的，对心理变量与建构性力量之间相关性问题的考察，也是实证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③中介变量。
主体的“微博行动”除与主体自身的行为和心理密切相关之外，还与主体运用微博空间提供的各种“
资源”展开行动的能力密切相关。
这些所谓的“资源”，指的是主体自身之外、有可能参与主体“微博行动”的各种变量。
在本书的实证研究中，这些变量被统称为中介变量。
有某些情况下，中介变量所发挥的作用有可能比主体的行为和心理更为重要。
比如，同一类型的主体，他们的身份地位相同，微博使用动机和行为方式也大致相当。
但是，有的主体在人脉经营方面硕果累累，而有的主体却是收效甚微。
造成这种差别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有的主体善于运用各种中介变量，而有些主体不善于运用各种
中介变量。
 总的来说，按来源的不同，中介变量可以被区分为主体性中介变量、技术性中介变量和社会性中介变
量。
其中，主体性中介变量指的是来自于行动主体之外而又属于主体系统的变量，主要是指参与主体“微
博行动”的其他行动主体的社会属性特征。
如前分析所述，微博技术系统的基础功能使主体间的“联合行动”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主体
间的资源共享或“协同作战”，就有可能大大提升个体“微博行动”的效应。
比如，在2010年9月的“宜黄拆迁案”中，《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在新浪微博直播南昌昌北机场的“女
厕攻防战”并迅速引起全社会的实时关注，这与众多名人微博的“协同作战”密不可分。
就此而言，对参与主体“微博行动”的其他行动主体的社会属性特征进行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
 主体“微博行动”能量的获取，很有可能与来自于技术系统的各种变量密切相关。
比如，借助技术系统的“关注”功能，微博主体可以拓展自身的信息来源渠道，关注对象越多，主体
的“环境感知”能力越强，其“微博行动”的有效性程度也有可能越高；此外，有的主体在不同情境
下会巧妙运用技术系统所提供的转发、评论，以及图文、链接等功能，以此来达到“吸引眼球”的目
的，“微博行动”的有效性程度自然也就有可能得到提升。
由此可见，对来自于技术系统的技术性中介变量的分析，同样也是考察主体“微博行动”的重要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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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博空间的生产实践: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研究的创新性特色还体现在以理论建构为导向来展开实
证研究，即实证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对微博空间生产的支配性逻辑和实践形态的规律性特征进行理论
提升，并尝试建构具有跨学科视角的微博研究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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