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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发展，人们通过社交网站更方便地调整朋友圈界限，选
择接受或拒绝加入好友，虽然在一念之间，但实际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

论以问卷方式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关系品质认知、知觉风险与人际界限认知等因素对社交网站

中交友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认为关系品质认知、知觉风险、人际界限认知均对交友意图有显

著的影响，但构面内的相互承诺、社会风险、领域性和私密性却不显著，此点可为社交平台网络

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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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传统社交关系中，人们通过时间与空间的间隔

划出好友圈范围，从自我空间到最亲密的家人与伴

侣，再向外扩张成为各种人际关系网络，通过各种

形式沟通传递信息，以此达到拉近彼此距离、降低

疏离感、维持或增进亲密程度的目的。然而网络的

出现冲击着这种传统社交关系。随着 ＭＳ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微博、微信等各种网络交友应用的推出，
人们不需要亲自见面就可以通过某一特定兴趣进

行关系的建立、联系、维持、增进，但这样的关系很

脆弱且容易被删除［１］。本文以网络关系建立的接

受与拒绝为主题，引用计划行为理论（Ｔｈｅｏｒｙ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ＰＢ），以习惯上网且使用一般性网络交友
工具的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网络关系质量、知觉

风险、人际界限认知是否会影响该群体网络关系的

建立意图。

（１）探讨网络关系质量认知中关系满意度的高
低、相互信任的程度、相互信任的影响等因素，是否

影响网络关系建立与拒绝的意图与行为。

（２）探讨知觉风险认知中心理风险、时间风险
与社会风险的高低程度，是否影响网络关系建立与

拒绝的意图与行为。

（３）探讨实体关系的人际界限中对于个人空
间、领域性、私密性与拥挤感等因素，是否影响网络

关系建立与拒绝之意图与行为。

一、文献综述

（一）社交网站

社会网络网站（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ｔｅｓ，ＳＮＳ）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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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社交网站，以网络为基础，消除实体世界中时

间和空间的隔阂，让身处异地的陌生人进行非及时

的互动，进而产生情感凝聚［２］。和以往其他计算机

中介沟通形式的最大差异在于，社交网站让使用者

能公开清楚地展现出既有的好友连接。在大多数

社交网站中，好友连接必须在双方同意下才可建

立，使用者可以设定是否将个人资料展示给某个好

友，并通过互相留言、评论，与好友进行互动，留下

信息的同时，其账号会显示在被浏览的主页上，以

让其他好友进一步点阅、链接或分享。

（二）关系质量

人与人的关系是在互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互

动好坏会影响双方的关系质量。大多数学者认为

关系质量发生在顾客与销售人员接触后，关系质量

越高，代表顾客对销售方的互动关系感到越满意，

进而承诺双方进一步的关系。本研究将关系质量

模型探讨的主角（消费者与销售方）替换为网络社

交网站上欲加入与允许加入好友圈的双方，一样受

传统人际关系质量的影响。

关系质量的构面主要包含满意度、信任与承

诺：信任被视为成功关系的必要因素，在被加入好

友圈之前，必须先得到对方的信任；满意度是影响

社交网站使用者愿意接受加为好友邀请的一个主

要因素，双方互动满意的好坏也意味着其关系的结

果；承诺是指在人际关系中有意愿延续彼此间的关

系，且愿意为维持长久且良好关系作最大之努力。

据此，本研究以满意度、信任与承诺三个构面组成

衡量关系质量的指标。由于互联网上社交网站的

交友邀请，会影响到欲加入好友圈双方之前的人际

关系质量，以此推论，关系质量会影响社交网站用

户允许加入好友圈的意愿。

（三）知觉风险

有关知觉风险的研究颇多，大多运用在消费行

为上，较少运用在互联网人际关系上。知觉风险最

初的概念是从心理学延伸出来的，消费者所采取的

行动都可能产生无法预期的结果，因此消费者行为

是一种风险承担。本研究将“消费者”定义推广为

社交网站上的使用者，在收到加入好友申请或通知

的时候，因为无法预知对方在加为好友之后会采取

什么样的行为，可能会造成时间、金钱或朋友感观

的损失或破坏，此种不确定性为本研究所述的知觉

风险。通过提取在互联网上的社交网站与关系断

点有关的定义后，本文将心理风险、社会风险、时间

风险作为风险知觉的构面，以此来衡量互联网上社

交网站人际关系断点的影响。

（四）人际界限认知

个人空间、领域性、私密性、拥挤感４个构面是
探讨人际互动时人们运用空间区隔或人际距离来

控制涉入互动程度的一种社交历程［３］。

本研究认为，个体空间也存在于虚拟的因特网

空间里面，只是更难以用实体空间或距离来分辨出

人际关系的亲疏程度；而在网络上，领域性则强调

为拥有领域所有权所采取的行为；私密性也称隐

私，即个人或群体选择性的对他人开放接近或封闭

隔离界线，以控制信息或人际互动；拥挤感是指人

们因为空间局限或是主观感受到周围人数太多所

引发的不舒服的感觉［４］。

这４个构面帮助人们在人际界限上动态的调整
互动关系，以维持秩序并避免与他人冲突，借以控

制何时及如何与他人互动的边界控制历程。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定义及观念性架构

在预测或解释个人行为的研究方面，意向模式

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模式。理性行为理论着重阐

述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强调行为意图是预测行

为最重要的因素，人们在从事某行为之前，会先考

虑该行为的结果，再决定是否从事该行为，为了加

强理性行为理论的适用性，进一步增加对自我行为

控制的认知，因而发展出计划行为理论（ＴＰＢ）［５］。
要改变或增强一个人的意图，需从态度、主观

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３个方面的改变着手，因此本
研究将以计划行为理论为研究基础，探讨互联网上

社交网站使用者的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

是否影响使用者接受或拒绝加为好友的意图。

（二）研究架构

本文总体研究框架如图１所示，具体阐述详见
下文：

（１）态度
态度是一种信息的体验，可以作为营销活动可

行性的判断标准，有利于在营销策略中建立市场区

隔和目标消费者，通常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内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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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历程，直接询问、语言及文字都无法表达自己的

意见或态度［６］。本研究探讨当彼此以前的关系满

意度高或是相互信任度高时即个人感受到的压力

越低时，是否影响最后接受或拒绝对方加入好友圈

的邀请；若是没有彼此以前的关系满意度或是无相

互信任基础时，相互的承诺是否会影响加入好友圈

的决策。由此推论出本研究的假设：

Ｈ１：关系满意度高，会显著影响关系质量认知；
Ｈ２：相互信任度高，会显著影响关系质量认知；
Ｈ３：相互承诺，会显著影响关系质量认知。

图１　本文研究架构

　　（２）知觉行为控制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人从事该行为感觉到的

难易程度，反映过去的行为经验，并且会影响个人

预测从事该行为可能产生的障碍。个人认为自己

具有执行力、时间、机会或资源时，对于执行该项行

为的控制认知会越高，相对的行为意图也会越强。

知觉行为控制除了可以影响行为的意图之外，也可

以直接影响实际行为的表现。由上述的论点，社交

网站使用者要接受或拒绝好友邀请时，根据社交网

站交友的风险定义及特质，从多方角度陈述个人对

社交网站交友的接受与拒绝两种态度，其中包含心

理风险、时间风险与社会风险，因此本研究推导出

研究假设：

Ｈ４：心理风险高，会显著影响知觉风险；
Ｈ５：时间风险高，会显著影响知觉风险；
Ｈ６：社会风险高，会显著影响知觉风险。
（３）主观规范
主观规范是指个人对于是否采取某项行为所

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主观规范是由规范信念与遵

从动机的乘积和所构成。因此本研究探讨互联网

上社交网站的交友邀请时，会考虑到虚拟的网络个

人空间里面，主观上是否还可以接受更多的好友加

入，或是因为分群的关系，不愿意在此特殊领域里

面加入比较没有关系的朋友。当然隐私的外泄绝

对是必要考虑，以及太多的好友在同一个社交网站

里面，将导致资源和时间的分散与无效，让社交网

站的使用者感觉没有效率或没有使用的意义等，本

研究推论出假设如下：

Ｈ７：个人空间会显著影响人际界限认知；
Ｈ８：领域性会显著影响人际界限认知；
Ｈ９：私密性会显著影响人际界限认知；
Ｈ１０：拥挤感会显著影响人际界限认知。
（４）意图与行为
意图是指个人从事某特定行为的主观几率，可

从个人是否愿意努力去尝试、愿意付出多少心力去

实现该行为。行为意图是指消费者主观判断未来

可能会采取的行为，通常被用来预测行为。在预测

社交网站使用者的行为时，因为使用者的态度与最

后的行为并不一致，而造成预测上的困难。Ａｌｔｍａ
认为意图到行为之间的关联强弱是可以控制的。

因此要研究一个人的交友意图，可以从社交网站使

用者态度及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３个方面予以
控制［７］。

但是本研究发现，接受加入好友的行为在社交

网站上虽然可以被观察到，但拒绝的部分却无法借

由相同的方式获知最终的结果，因此本研究在此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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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影响行为的部分不予假设，而只单纯探讨其他

构面对意图的影响。本研究认为关系质量认知归

属为态度，知觉风险归属为行为控制，而人际界限

认知是属于主观规范；因此本研究依据计划行为理

论的这３个主要构面对其因素来进行讨论：
Ｈ１１：关系质量认知会显著影响个人网络关系

选择的意图；

Ｈ１２：知觉风险会显著影响个人对网络关系选
择的意图；

Ｈ１３：人际界限的认知会显著影响个人对网络
关系选择的意图。

（三）问卷设计

本研究以问卷方式作为研究假设的实证，关系

质量依据Ｃｒｏｓｂｙ所提出的关系质量模型；知觉风险
则依Ｊａｃｏｂｙ、Ｋａｐｌａｎ的知觉风险定义，包括心理风

险、时间风险与社会风险；人际界限认知，主要参考

Ｈａｌｌ等学者的相关著作，各构面的产生皆有文献与
相关学者研究的支持，以李克特五点量表衡量，问

项的编制也参考相关量表与访谈资料而发展，并经

过具有管理理论专长的教授进行量表的修正与评

估后完成。

（四）信效度与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Ｃｒｏｂａｃｈ’α进行信度分析，并以 ＫＭＯ
进行效度分析。由表１可知各构面的信效度皆为优
良（＞０．７），接着进行评定因素分析合理性，在ＫＭＯ＞
０．５且Ｂａｒｌｅｔｔ’ｓｔｅｓｔ显著性＜０．０５下，因素分析采用
主成分分析，转轴后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１，累积解释变异量
皆大于０．０６。由表１可知，本问卷的信效度适宜，各
构面萃取出的因子也具有效性，可进行后续的回归

分析。

表１　信效度及因素分析表

关系质量认知 知觉风险 人际界限认知 意　图

Ｃｒｏｂａｃｈ’α ．９５０ ．９２６ ．９１３ ．８５７

ＫＭＯ ．９３５ ．９２３ ．９０４ ．７１８

Ｂａｒｌｅｔｔ’ｓ ３５９６．９７６ ４１３６．８３６ ２９７０．６９１ ４４２．１６７

　Ｓｉｇ．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１ 关系满意度 心理风险 个人空间 关系选择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７５．８３７ ７３．５９０ ６４．５９６ ７７．８２５

　Ｃｒｏｂａｃｈ’α ．８９３ ．９１０ ．８６２ ．８２７

Ｆａｃｔｏｒ２ 相互信任 时间风险 领域性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６８．０３７ ７８．５９３ ７０．３０３

　Ｃｒｏｂａｃｈ’α ．８８２ ．８６３ ．７８６

Ｆａｃｔｏｒ３ 相互承诺 社会风险 私密性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７６．４９３ ８８．９５９ ６９．５８２

　Ｃｒｏｂａｃｈ’α ．９２３ ．９６９ ．７８１

Ｆａｃｔｏｒ４ 拥挤感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７４．４４４

　Ｃｒｏｂａｃｈ’α ．８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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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证结果
（一）样本分布

本研究以社群网站用户为研究对象，因此采用

网络问卷在各主要社群网站经同意后发布，确保受

访者具有社群网站使用经验。在前测合理下，共收

回问卷３１４份，其中男性为 １４６份，女性为 １６８份，
年龄分析以 ３０～３４岁居多，学历则多为大学以上，
将近一半的受访者未婚（４３．４９％）。

（二）回归分析

本研究以行为意图为被解释变量，关系质量认

知、知觉风险和人际界限认知为解释变量，分别建

构回归模式，并标准化以比较各变量回归系数。由

表３可以发现在整体模式中各构面皆有因子呈显著
影响，在关系质量认知构面的互相承诺因子影响为

负，但从个别构面分析却不显著；而知觉风险构面

则一致都显著为正；在人际界限认知构面中私密性

则显著为负，但个别构面分析却不显著，以下就分

各构面个别探讨：

在关系质量认知中（ａｄｊＲ２＝０．２９４，Ｆ＝４３．５３６）
关系满意度和相互信任对行为意图有显著影响，其

中以关系满意度最具影响力。在知觉风险中（ａｄｊ
Ｒ２＝０．９６８，Ｆ＝３１１６）心理风险和时间风险对行为意
图有显著影响，其中以时间风险最具影响力。在人

际界限认知中（ａｄｊＲ２＝０．３３０，Ｆ＝３８．４８）个人空间和

拥挤感对行为意图有显著影响，其中以个人空间最

具影响力。

表２　样本分配描述表

特性 分类 数量 比率（％）

性别
男 １４６ ４６．５

女 １６８ ５３．５

年龄

１９岁以下 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４岁 ２５ ７．９１

２５～２９岁 ６３ １９．９４

３０～３４岁 １０６ ３３．５４

３５～３９岁 ５６ １７．７２

４０～４９岁 ４９ １５．５１

５０岁（含）以上 １７ ５．３８

教育

程度

小学或以下 ０ ０．００

初中 ２ ０．６３

高中／高职 １２ ３．８０

大专 ５４ １７．０９

大学 １７４ ５５．０６

研究所以上 ７４ ２３．４２

婚姻

状况

未婚 １３７ ４３．４９

已婚（没小孩） １４１ ４４．７６

已婚（有小孩） ３７ １１．７５

表３　回归系数表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关系品质认知

关系

满意度
０．３１０ ０．０２４

互相

信任
０．１９４ ０．００１

互相

承诺
０．９１０ －０．０４７

知觉风险

心理

风险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７

时间

风险
０．９５２ ０．９４５

社会

风险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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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人际界限认知

个人

空间
０．３４５ ０．０３９

领域性 ０．１１１ －０．０１８
私密性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０

拥挤感 ０．２４７ ０．０３０

Ｒ２ ０．２９４ ０．９６８ ０．３３０ ０．９７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２８８ ０．９６７ ０．３２２ ０．９６９
Ｆ ４５．５３６ ３１１６．２８７ ３８．４８１ ９７８．２８６

ＤＷ １．９７６ １．９８２ １．９７０ ２．００１

　　四、结论
本研究依据计划行为理论及问卷分析探讨关

系品质认知、知觉风险和人际界限认知对社交网站

使用者的意图。在适配度检验上，Ｆ＝９７８．２８６（Ｐ＜０．
０５），整个模型对行为意图构面的解释变异量高达
９６．９％，各项检验指标均显示本研究的因果关系模
式符合适配度的鉴定水准，假设鉴定结果如表４所
示。除验证整体模式适用性与各构面因素相关性

之外，进一步对应用性进行探讨：

表４　研究假设鉴定结果

编号 假　设 验证结果

Ｈ１ 关系满意度高，会显著影响关系品质认知 成立

Ｈ２ 相互信任度高，会显著影响关系品质认知 成立

Ｈ３ 相互承诺，会显著影响关系品质认知 不成立

Ｈ４ 心理风险高，会显著影响知觉风险 成立

Ｈ５ 时间风险高，会显著影响知觉风险 成立

Ｈ６ 社会风险高，会显著影响知觉风险 不成立

Ｈ７ 个人空间会显著影响人际界限认知 成立

Ｈ８ 领域性会显著影响人际界限认知 不成立

Ｈ９ 私密性会显著影响人际界限认知 不成立

Ｈ１０ 拥挤感会显著影响人际界限认知 成立

Ｈ１１
关系品质认知会显著影响个人对网络关系的

选择意图
成立

Ｈ１２
知觉风险会显著影响个人对网络关系的选择

意图
成立

Ｈ１３
人际界限认知会显著影响个人对网络关系的

选择意图
成立

（１）从关系品质认知角度
关系品质认知在已知的研究中，极少被作为社

群网站人际关系的探讨因素之一。本研究将原本

用于营销研究领域的关系品质用到社群网站的交

友意图研究之中，发现关系品质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性是明显且具有决定性因素的。

（２）从知觉风险角度
在相关研究中，知觉风险常被提及的是关于网

络与社交网站上的资讯安全讨论。而本研究验证

出社会风险在社交网站的交友意图上，对于知觉风

险的代表性并不足够。

（３）从人际界限认知角度
本研究将空间学说里面的人际界限认知套用

在虚拟的社交网站上。在社交网站上，无论匿名或

使用假名的网友，对于隐性的人际界限仍有其需求

存在。容易使用的社群转换设定，实现轻而易举地

转移群体，以满足个人对人际界限认知情境的高度

选择权。

（４）从整体构面角度
知觉风险是３个构面中对行为意图最具有影响

力的主要因素，企业或社群经营者若能首先致力于

降低风险，尤其是在时间风险上，将能在社群的经

营关系上取得好的开始。

（５）研究限制
本研究受限于人力、物力等因素，后续研究可

以从以下角度着手。研究构面：虽然各构面与社交

网站的交友意图均有显著影响，但在知觉风险的社

会风险与人际界限认知的领域性两个因素上却不

显著。如聂勇浩、罗景月以认知价值与信任价值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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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后续研究可从两个方向出发。一是探讨是否有

中介变数仍对交友意图产生影响；二是收集其他可

能的假设性因素构面进行替换分析［８］。文化差异：

过去研究指出两岸间因为网络惯用度和成熟度不

同，对于个人隐私的态度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本研

究数据局限于使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等跨国性社交
网站，而中国大陆地区使用者多以人人网、微博等

为主，致使本研究认为社交网站类型的人际关系发

展应有着某种程度的不同，留待后续研究者进行深

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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