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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分类系统中的用户行为研究*

摘要：分众分类法Folksonomy作为一种平民分类法是Web 2.0时代的重要产物，为网络知识的组织和共

享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途径。分众分类系统中，用户通过标签Tag对网络资源进行标注，标签特征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用户的行为特征，因此文章首先通过对用户标签的统计分析，总结用户的标签特征，然后分别从标注动

机、用户认知和社会认同角度对用户行为进行研究，最后根据用户的网络行为建立用户兴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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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网络资源的组织和管理具有用户高度参与性

的特征。2004年陆续出现的许多社会性软件，如分享

书签网“del.icio.us”，相片分享网“Flickr”，目标分享

网“43_Things”等，允许用户以任意关键字为标签，对

其发布或使用的网络信息进行标注，以实现所标注资

源共享，该类型系统又被称为分众分类系统，用户通过

添加元数据，并使用标签组织他们获得的资源，为其分

类。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分类系统，用户有能力积累自

己的在线经验，并使得其他用户快速检索到所分享的

资源，以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

与LinkedIn、Friendster等网络站点不同，采用分

众分类方法的网络站点更致力于组织数据、发展关系。

用户在公开的网络环境中组织自己及他人的数据，使得

用户可以共享数据并找到兴趣相投的人。用户建立标

签的目的是能够比较快地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这是

一种面向大众的记忆方法，该方法只与记忆有关，无关

分类是否正确，也无关分类的准确性和权利，是按照个

性需求而分类，同样服务于网络上所有用户。在整个过

程中，充分体现了用户的主动性和个性化，而且能参考

和借鉴其他用户所选择的资源和标签，体现了交互性

和社会性。对用户行为的研究，对进一步揭示分众分类

系统标注动机、方式和质量有很大的意义[1]。

文章首先通过对用户标签进行统计，总结标签所

呈现出来的规律和特点，揭示通过标签所折射的用

户行为特征，然后通过对用户的统计及问卷的汇总分

析，从用户的角度分析用户在标注动机、认知及社会认

同方面的行为特征，最后根据用户的网络行为构建用

户兴趣模型。

2 用户标签特征

分众分类系统中，标签连接信息资源、信息发布者

和信息用户，形成关系网络的关键节点[2]。用户对网络

资源进行标注、分类和索引，通过标签揭示和挖掘内

容，是实现大众标注的核心要素和手段，因此对标签规

律的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用户的行为特征。

2.1 数据来源

对《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第五版教育类目下对应的

主题词进行筛选、去重、频率统计等处理后得到1059个
主题词，人工剔除低频率词（出现频次少于等于2）、字
面意思与教育关联不大的词，得到的322个主题词。以

这322个主题词为检索入口，经过去重，英文大小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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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后在“del.icio.us”网站获得11415个不重复的标签数

据集。在获得的11415个标签中，包括有日、韩、英、中

四种语言标签及少量特殊符号标签。本文只对中文标

签进行分析研究。在获得的所有中文标签中包括5677
个纯中文标签和57个噪音中文标签，噪音中文标签指

中文加英文，如高校BBS；中文加数字，如医学2.0；中
文加特殊符号，如社会.政治.经济。

2.2 数据统计

标签的统计包括标签的频次分布、标签类型分布

及标签特征。

（1）标签频次分布

首先对标签对应的资源数量进行统计，发现“教

育”标签使用频率最高，资源数量4117个，其次是“教

材”，资源数为2421个，“大学”位列第三，资源数量为

1652个，但是只涉及一个资源的中文标签的数量最多，约

3464个，几乎占到了全部标签数的61%，统计表见表1。

表1 标签-资源数量的分段统计表

分类标准

独立标签

简单分享标签

简单网络标签

复杂网络标签

合计

标签所涉及资源数量 百分比标签数

1

2

3

x≥4

3464

766

378

1069

5677

61.02%

13.49%

6.66%

18.83%

100.00%

(表中，独立标签：只有标记一个资源的标签；简单分享标签：标记两

个资源的标签；简单网络标签：标记三个资源的标签；复杂网络标签[3]：标

记四个以上（包含四个）资源的标签，它属于使用频率较高的标签。)

统计结果表明，用户对于标签的选择一定程度上

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往往选择高频词标签去标注

网页，比起来自叙词表的专业术语，这些大众化的词语

更容易被用户接受，并通过用户自己的标注影响其他用

户标签的选择。越来越流行的高频词构成了核心标签集，

低频词则由于资源和用户的逐渐稀少而被边缘化[4]，说明

标签频次遵循了“马太效应”。所占比重很小的高频标

签标注的资源数量却在整个资源数量中占据了很大的

比例，遵循了经济学中的“二八定律”。

（2）标签类型分布

标签类型主要指标签长度、简称和特殊标签三种

类型。

标签长度指的是标签所含文字的个数。对收集到

的资源，按照标签长度不同进行统计，得到表2。

表2 标签长度统计表

标签长度

资源数量

百分比

1 2 3 4 ≥5 合计

26

0.46%

3339

58.82%

1132

19.94%

875

15.41%

305

5.37%

5677

100.00%

结果显示长度为2-3的标签占了绝大多数，这些

标签多为长度为2或3的单一词，说明在分众分类系统

中，用户习惯于用单一词语标签来标注和组织信息，从

某种程度上说，分众分类系统中的关系网络聚类功能

是通过使用单一术语标签来实现的。

简称是由长的、复杂的词语压缩简化而成的短的、

简单的词语。中文标签中的简称集中在二字简称和三字

简称，简称标签共80个。统计结果如表3。

表3  简称统计表

标签

二字简称

三字简称

标签数 资源数

65

15

492

78

简称标签的使用说明用户在组织、获取和利用资

源时遵循“最少付出原则”或“最小努力原则”，用户期

待用最小的努力最大限度地表达自己的知识或观点。

特殊标签也称复合词标签，指用空格符将一个标

签分成几个部分，其实质是用户用独立的几个词的组

合作为一个完整的标签来标注资源。这样的标签在整

个中文标签当中共有18个。特殊标签的使用显示出分

众分类系统中用户的友好性，用户自由表达自己的观

点、想法和对资源的情感或判断，为资源的分享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平台。

标签类型的统计结果表明，多数用户没有受过专

门的培训，并不是信息组织和检索方面的专家，因此标

签的选择偶尔也会使用多字单词标签和常规简称。

（3）标签特征分析

在中文标签中，除了标签词性特征，经常还会考虑

标签是否可切分。在收集到的5677个中文标签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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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8%的标签为不可切分标签，数量约为3337个，剩余

的2340个标签为可切分标签，占标签总数的41.22%。

在不可切分的标签集合中，名词所占比重最大，为

66.25%，其次为动词，所占比重为27.66%，形容词位

居第三，所占比重为4.43%，其余词性标签所占比重为

1.66%。加拿大学者Margaret E. I. Kipp[5]认为，分众分

类系统中用户使用的标签分为情感性标签和时间任务

相关性标签。情感性标签多为形容词，时间任务相关性

标签多为名词或名词短语。统计结果显示，时间任务型

标签占主导，约为66%，情感性标签所占比重很小，只

有4.43%。

2.3 用户标签的特点

通过对用户标签统计结果的分析，得出用户标签

有如下特征：

（1）标签体现大众智慧

区别于传统的分类法，分众分类中的标签不具有

受控性和层次性，标签体现的是个人词表，反映了个人

的需求，不受不同文化、政治和社会形态的影响。分众

分类法汇集了每个个体的观点，标签对应资源的频次

分布遵循“长尾效应”，多数标签位于尾部，特定标签

远远超过高频标签。

（2）标签的及时性

基于标签的分众分类系统提供了一个灵活及时的

分类体系。当用户标注感兴趣的网页资源时，可立即创

建标签，并对资源进行收藏和共享。这种灵活性可以使

用户对网络资源语言选择的偏好和网络信息的动态变

化迅速地做出回应，使分众分类法在传统的受控分类

法面前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一个受控词表的建立，可

能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并且形成的词表结构固定，层次

分明。而面对不断变化的事物，人们的表达方式也随之

变化，标签使分类系统容纳了充分的新词汇、新术语。

（3）标签体现了用户需求和愿望

标签体现的是用户直接的信息需求和愿望，反映

的是用户对信息的分类方式。例如一张猫的图片，可以

有标签如猫、小猫、虎斑猫、可爱、机灵，不同的用户根

据自身对图片的期待选择标签，在传统分类法中，将这

多个标签概念合并成一个术语，会发生信息丢失，并忽

略了用户情感。分众分类系统在用户浏览相关标签主

题和其他用户资源时，同样促进了用户进一步地学习和

探索，多数用户在浏览或检索资源时，并不能十分确切

地表达自己想找什么样的资源，标签使得用户不通过刻

意的方式就能够找到其他途径，发现新的资源。

3 用户行为研究

相比标签，直接对用户进行研究更能直接体现用户

行为特征。文章从标注动机、用户认知和社会认同[6]三

个方面对用户行为进行研究。

3.1 数据获得

对用户行为研究的数据的获得通过两种途径：一、

问卷；二、2.1中标签的用户统计。问卷的目的主要是统

计用户的标注动机、影响标注动机的因素、获取资源

的途径、对标注价值的认知。为方便问卷者，全部为选

择题。问卷主体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基本信息包括

年龄段、学历、有无网络标注经历，单选。第二部分为

不定项选择，包括标注动机是什么、对不同的资源的

标注动机等，共15题。问卷采用QQ邮箱好友推送的方

式，收回有效问卷261份。对2.1中标签用户的统计主

要为了分析用户的标注态度及社会认同与标注行为间

关系。

3.2 标注动机

标注行为是指利用标签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标

注，以供标注者自身或他人检索信息资源的过程或结

果。而动机是人为满足特定的需求所产生行为倾向的

原因。

标注动机分为无动机、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无动

机指用户进行标注时没有自己的主观意识。外在动机

包括互动与竞争、分享、唤起关注，内在动机包括表达

情感、阐述观点、组织资源、记忆学习[7]，其中内在动机

是用户标注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对收回的261份问卷进

行统计，34份为从未实施过标注活动，约占统计人数的

13%，57份为无动机，约占统计人数22%，其余170份都

有较为明确的标注动机，详情如表4。
由表4可见，多数人标注的目的为组织资源、记忆学

习和分享。在实际的标注行为中，用户的标注动机往往

不是单一的，而是可能包含有多个动机，因此会有总体

比例之和大于1的情况。此外，标注行为中存在一些因

素影响着用户的标注动机，详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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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用户标注动机统计表

动机

份数

比例

表达情感 阐述观点

18

8%

无动机 组织资源 记忆学习 互动竞争 分享 唤起关注

57

25%

106

47%

198

87%

185

81%

74

33%

135

59%

39

17%

表5 影响标注动机的因素

影响因素 例子

专业网站：组织资源、分享；购物网站：阐述观点、分享；社交网站：分享；学术网站：记忆学习等

图书：组织资源、记忆学习；博客：分享、唤起关注；商品：表达情感、阐述观点等

较高：唤起关注、表达情感、记忆学习；一般：组织资源、分享、记忆学习；较低：阐述观点、表达情感

分享为动机的行为强度最大，唤起关注为动机的行为强度最弱

组织资源、阐述观点为动机标注最频繁，唤起关注为动机的标注频率最低

很方便：阐述观点、记忆学习、组织资源；比较方便：记忆学习、分享；不方便：记忆学习、阐述观点

情感性标签：表达情感、唤起关注；时间型标签：记忆学习、组织资源；任务型标签：阐述观点、组织资源

长标签：组织资源、记忆学习；简称标签：记忆学习；符号标签：表达情感、唤起关注

站点类型

资源类型

用户信息素养

行为强度

行为频率

标签便利性

标签类型

标签形式

3.3 用户认知

用户认知主要包括用户获取利用资源情况、用户的

标注态度及行为特征、用户对标注作用和价值的认知

面[8]。

3.3.1 用户获取资源情况

用户获取利用资源情况指用户更趋向于以何种方

式获取资源。以教育领域为例，我们获得如下的结果，

见表6。
用户信息获取的途径与用户年龄有很大的关系，年

龄小于20的用户，主要为中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比

较单一，主要是课堂学习。年龄在20到40岁的用户，构成

表6 用户年龄与获取资源途径表

用户年龄

Age<20

20≤Age<30

30≤Age<40

Age≥40

主要途径

课堂学习、网络阅读

图书馆、网络下载、网络阅读

网络阅读、网络下载

网络阅读

网络标注用户的主体，这一类人群学习目标明确、精力

旺盛、有很强的组织学习及与人分享的欲望，他们是网

络上的活跃分子，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为网络阅读和网

络下载。40岁以上的用户多为不惑之年的中年人，他们

中很少一部分为某一领域的专家，通过网络阅读随时跟

进领域前沿。但是绝大多数用户只是通过网络阅读打发

寂寞时光，他们阅读的主题很泛，阅读行为随意。

3.3.2 用户的标注态度及行为特征

用户的标注态度指用户有多少意愿愿意主动参与

标注，用户行为特征指标注行为的标签更趋向于表达

何种动机。

用户统计发现，近一半的用户只是偶尔标注，这部

分用户构成普通用户群，约三成用户为很愿意标注，他

们是网络标注中的活跃分子，构成活跃用户群。其余两

成用户为从不标注，被称为“看客”。用户的受教育程

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用户信息获取的方式和标注

行为。同一年龄段当中的用户，高学历者更愿意参与到

网络资源的组织和他人共享的社区中，低学历者更趋向

于只“看”不“标”。

在用户的标注行为中，标注动机排名情况为：分

享、更好发现网络资源、揭示资源的主题内容、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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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资源、促进协同学习、评价等。

3.3.3 用户对标注作用和价值的认知

标注作用指标注行为是否能有效地促进资源的组

织、发现和共享。近四成用户认为标注能有效地促进学

习，约四成用户认为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学习，还有不

到一成的用户认为标注没有任何价值。

标注对学习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能

够聚类同一主题资源；能够扩大检索范围，更有利于发

现新资源；能够促进资源共享。

3.4 社会认同度

社会认同理论是人们进行是非判断的标准之一。

就是在做出决定时考虑别人是怎么想的，这一理论尤

其适用于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行为人的决策，面对未知的

事件，很自然地环顾周围了解其他的反应[9]。

我们根据用户的被关注人数将用户进行分类。将被

关注用户数超过10的用户定义为活跃社交型用户，被关

注用户数在1-9的用户定义为普通社交型用户，不被任

何用户关注的用户定义为普通用户。在收集到的587名
用户中，三类用户分布情况详见表7。

表7 用户被关注人数统计表

用户类型

活跃社交型用户

普通社交型用户

普通用户

总计

被用户关注的人数 百分比用户数

≥10

1-9

0

63

171

353

587

10.73%

29.13%

60.14%

100.00%

从表中可以看出，约60%的用户并没有与其他用户

建立联系，他们只关注网络资源，还没有关注到其他用

户，构成用户的主体。不到11%的用户为活跃的社交型

网络用户，他们熟悉并经常使用和分享网络资源，并主

动关注他人，这部分用户的标签和资源都有很高的质

量，是某一领域的热爱者或者权威人士。

4 基于用户行为的兴趣度模型的构建

用户兴趣模型的建立是通过发现、记录并分析用

户网络行为，准确描述用户兴趣，构建用户兴趣模型，

将用户真正感兴趣的资源推荐给用户，同时在用户之间

进行准确的推荐[10]。

分众分类系统中的标注都由三个实体构成：标

签、用户和资源。兴趣度模型通过建立用户集、资源

集，将用户和资源建立映射，通过用户浏览标注的资

源得到用户感兴趣的资源类别，结合考虑用户行为及

权重构建。

4.1 网络资源挖掘

网络资源分为服务器资源和客户端资源。当用户

在某一站点访问一次，网络服务器中会增加一条访问

记录，包括用户IP、用户名访问时间、访问资源的URL
等，在客户端服务器中则获取如下信息：用户的浏览路

径、用户的浏览行为、在某一资源上的浏览时间等。

对服务器端资源的挖掘可得哪些用户正在访问哪

些资源、用户的访问路径、被访问的资源名称、访问页

面的时间。对客户端资源的挖掘可得当前用户正在访问

的资源、用户访问资源的集合、用户的浏览时间、用户

访问URL的累积时间、用户的访问行为等。

4.2 用户行为分析

用户对资源的浏览行为体现在三个方面：标记行

为、操作行为和重复行为。我们将其定义为集合S，
S={A1，A2，A3}，A1代表标记行为：添加tag、删除

tag、保存资源、打印资源。A2代表操作行为：复制、粘

贴、剪切、点击链接等。A3代表重复行为：指对统一资

源的重复访问。

用户的兴趣行为包括平均浏览时间、访问的同一

tag、重复访问同一资源、点击链接、保存标签。我们将

用户的兴趣行为定义为集合L，L={B1，B2，B3，B4，
B5}，其中B1：平均浏览时间，B2：访问的同一 t ag，
B3：重复访问同一资源，B4：点击链接，B5：保存标

签。在模型中，将5个元素分别作量化处理，并根据对

用户兴趣度的影响赋予不同的权值，所有元素权重总

和为1。
用户的浏览行为定义为集合T，T={C1，C2，C3…..

Cn}，其中Ci=<t i,c i,Bi>，代表用户一次成功的浏览行

为，ti表示Bi发生的时刻并按照时间序列排序，ci表示用

户的兴趣内容，Bi表示用户兴趣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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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用户兴趣模型的构建

在用户的兴趣模型中，用户的兴趣向量为网络中

的节点，每一个兴趣节点的权值代表兴趣度的大小，通

过用户的浏览行为和浏览内容共同得到用户的兴趣模

型，流程如图1。

图1 用户兴趣模型构建流程图

5 结语

分众分类法为知识的组织和共享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途径。本文通过对标签、用户、资源的统计，揭示了分众分

类系统中用户标签的特点、用户标注行为特征及规律，并

参考用户的网络行为提出了用户兴趣模型的构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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