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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摇 [目的 /意义]在信息经济时代,关注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商业价值的、稀缺的资源。 只有获得目标人群的关

注,交流行为才能产生预期影响。 从行为特征的角度探究个体在网络社区中获得关注的影响因素。 [方法 /过程]以

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交信息处理理论为基础,分析网络社区中个体受关注度的影响因素。 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方

法,基于国内某知名网络社区的网络交流数据验证该模型。 [结果 /结论]研究结果显示,积极地参与网络交流、发起

更多的主题帖、选择集中性的参与方式有助于用户获得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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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Purpose / Significance]Attention has become a scarce and commercially valuable resource in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era.
Communication will not have the expected impact unless the targeted population pays attention.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factors that in鄄
fluence the degree of attention paid to an individual in online communities. [Methods / Process]Based 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So鄄
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egree of attention received by an individual in an on鄄
line community,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is used to test the model proposed based on the communication data from a famous
domestic online forum. [Result / Conclus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order to receive more attention it is helpful to be more involved in
online communication, start more conversations and communicate with high concentration.
Key words摇 online community摇 attention摇 social exchange theory摇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摇 摇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的交流方式日新月异。
网络交流因其高度的开放性、普遍的互动性、环境宽

松、参与度高和传播迅速等特点,迅速成为深受大众喜

爱的沟通方式。 网络社区的用户来到网络社区和他的

“邻居冶们进行交流,寻求他人的关注,寻找认同感,建

立朋友和信任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 网络社区

背后潜在的商机更使它成为了营销活动的新阵地,尤
其是按主题组织的版面与某主题、消费直接相关,成为

个人和企业进行宣传和推广的平台。 但大批量发广告

贴的粗放式推广的弊端是显然的,不但耗费精力,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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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预期的效果,还很有可能带来他人的反感,甚至遭到

删除或账号封禁。 如何在网络交流中获得关注,达到

预期的目标,是许多个体和企业面临的问题。 本文围

绕个体如何在网络交流中获得关注这一问题展开研

究,基于真实的网络交流数据抓取网络交流的行为特

征,探讨哪些行为特征有助于个体在网络交流中获得

关注,为有效开展网络交流、进行论坛营销提供理论依

据。

1摇 文献综述

摇 1. 1摇 网络社区与关注摇 网络社区凭借信息分享、互
操作、以用户为中心[1]的特性,成为深受大众喜爱的沟

通渠道。 交流与互动逐渐替代单向信息推送成为互联

网上主要行为方式[2]。 网络社区用户来到这里浏览和

共享信息[3],以及与他的“邻居冶们进行交流,寻找认

同感[4]。 网络社区,特别是问答社区与垂直领域社区,
也被认为是企业与客户交流的优质平台。 通过网络交

流,个体获得他人的关注,建立朋友和信任关系,进一

步获得推广和传播的机会[5-6]。 当个体纷纷尽最大努

力吸引他人的关注,关注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商业价值

的、稀缺的资源[7]。 换句话说,能否得到受众的关注就

成为影响交流效果的关键[8]。
关注的概念源自认知心理学领域。 个体在对周围

环境的刺激(如信息)进行编码和处理都需要付出精

力[9]。 进行编码是将外部信息以内部形式表达出来使

其可用,处理需要集中在特定的记忆和想法之上而不

顾其他,可见关注一定是有选择性的。 周围环境中海

量信息和有限的信息接收和处理能力必然导致有限关

注。
在若干领域都出现了围绕关注开展的研究,比如

在金融领域研究投资者对股票的有限关注[10-12]、在广

告营销领域研究受众对各种形式的广告的关注[13],在
人机交互领域研究用户对产品和设计的感知和关

注[14-15]。 相关工作较集中于验证关注的影响力,比如

用户的有限关注对股票表现存在影响,至于哪些因素

影响着关注的程度、如何吸引关注等问题,尚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 在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关

注 /注意力的测量没有统一的标准,学者们一般用引起

投资者注意力的信息或事件来测量关注[16]。 比如,采
用股票异常收益率或股票交易量[17-18]、报纸或网站上

的相关新闻内容或新闻数量[18-19] 作为投资者对股票

的关注的度量,但它们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心理的直接

度量。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来

收集信息,因此搜索引擎提供的相关数据(如谷歌趋

势和百度指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人们对某事物

的关注情况,也被用来做关注度的测量[20]。 在人机交

互领域,眼动跟踪技术被用于直接测量注意力[14]。 而

许多情况下的关注较难测量,可以从数据或文本中抽

取指标作为关注的测量。
上述领域对关注的研究对本文有一定启示,尤其

是对关注的测量可以考虑从数据、文本中抽取指标,即
从网络社区的交流文本中抽取相关特征,这也是本研

究的有利条件。 网络社区有完整的、原始的、具体的交

流记录,便于从中抽取相关指标;并且,在这种网络交

流中用户不受诸如实验设计、采访环境等的干扰,其体

现的特征是准确、可信的。
在人对网络虚拟环境下参与交流的他人的关注的

研究并不多见。 在网络论坛的交流中,只有获得足够

关注,网络交流才能产生预期影响。 可以说,个体在参

与网络交流时是期望得到关注的,这是用户能够持续

参与交流的驱动力。 个体浏览和发表信息、并对他人

进行回复,这种交流活动使得人际关系得以建立和发

展[21]。 参加交流,融入群体,成为其中被接纳的人、受
欢迎的人、有影响力的人,是许多用户的愿望和目的。
当用户从交流中获得了他人的关注或认同,就逐步建

立起一种亲密的、稳定的关系,进而对平台和群体产生

归属感[22]。 相反,如果未能充分参与这种必要的活

动———交流,得不到关注或者足够的关注,根据社会心

理学的观点,用户会产生对社会孤立的恐惧感,缺少动

力继续参与交流。
摇 1. 2摇 社会交换理论摇 社会交换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美国[23-24]。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的观点,人
与人之间的互动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交换关系,社
会就是个人行为和行为交换的结果。 不仅是物质的交

换,用户还会在社会生活中进行非物质资源的交换,如
情感、赞赏、信息、声誉、地位、服务等。 与经济交换行

为不同,社会交换的义务没有明确的定义,人们在付出

的同时,对未来将要获得的回报有一般性的但不明确

的想法。 社会交换理论还假设,人们基于对成本(投
入了什么)和回报(获得了什么)的看法来决断和行

动,并力图最大化他们的回报、最小化他们的成本[25]。
社会交换理论催生了一大批研究,在网络社区的背景

下也被广泛借鉴,用于研究如知识共享行为、用户行

为[26-27]。 本文使用社会交换理论来理解个体的交流

行为,网络交流也是一系列的交换。
摇 1. 3摇 社交信息处理理论摇 社交信息处理理论旨在

解释人们如何在以计算机(网络)为中介的环境中发

展和管理人际关系[28]。 Walther 认为,实现计算机(网
络)辅助的人际关系构建需要几个前提条件:第一,关
系型驱动因素:人们以信息传播的方式试图与他人进

行沟通,从而建立人际关系;第二,通过对基于文本的

信息进行解码,能够形成对他人的印象;第三,关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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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过非语言(nonverbal)、语言(verval)、语词( lin鄄
guistic)和文本( textual)方式进行传递,文本的语法、
停顿、表达等因素能够模仿或再现面对面交流的个人

风格;第四,在计算机辅助的人际沟通中,信息的传递

比面对面沟通需要更长的时间。 由此可见,社交信息

处理理论最初关注的核心是如何在环境转变的情况下

在线上获得和线下同样的人际关系管理效果。 随着

Web2. 0 的兴起和网络互动模式的丰富,社交信息处

理理论有着很大的扩展空间,比如,一些在传统传播中

并不显性可见的变量在网络环境中会凸显,人们在网

络交流中发展人际关系的行为被客观、细致地记录下

来,方便理解人们如何在网络论坛中发展人际关系。
摇 1. 4摇 小结摇 可以看出,对关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人

对股票、广告、产品和设计的关注上,在人对网络虚拟

环境下参与交流的他人的关注方面并不多见,这是本

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将从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交信

息处理理论的视角,探讨网络社区中个体受关注度的

问题。 从社会交换的角度来看,网络交流即是一系列

的交换,探讨用户在网络交流中投入了什么、从交流中

获得什么、怎样的投入会导致有更多的获得。 本文基

于信息处理理论,研究在网络社区交流时的行为特征

对人际关系发展(即获得关注)的影响。 同时,本文的

研究也是对社交信息处理理论的扩展,捕捉更多在网

络交流中发展人际关系的行为特征,有助于加深对在

线人际关系的理解。

2摇 研究假设

本文目的在于探究怎样的行为特征有助于在网络

交流中获得关注。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受关注的程

度通常是与其身份或人际关系相关的。 也有一些社交

服务平台(如新浪微博)提供了实名认证服务,或者

(如人人网)提供个人信息展示,在这种情况下,用户

可以通过其现实身份或人际关系获得更多的关注。 但

就许多主题性的网络社区来说,用户并不以真实身份

出现,因此现实中的身份或人际关系并不对他在交流

中获得的关注有直接影响。 另一方面,用户在网络交

流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如活跃的表达自己的观

点、或更多的保持沉默,表现活跃的用户通常有更高的

曝光度,更有可能获得他人的关注。 本文将聚焦在可

以促进在网络交流中获得关注的行为特征上。
本文以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交信息处理理论为基

础,构建网络交流中的受关注度的影响因素模型,进而

基于网络社区交流的真实数据对该模型进行验证。 从

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来看,用户通过网络交流进行非

物质资源(如信息、情感等)的交换,交流是这些资源

的载体。 如果用户在交流中得到了关注,获得了信息、

情感等形式的回报,则有利于关系的发展和维持,否则

关系将出现问题。 可以说,用户是受到实现他们自身

利益的激励才与他人交往的。 为了在网络交流中获得

回报(即获得关注),用户首先需要通过网络交流进行

付出,表现在用户需要积极主动的参与交流。
考量用户参与网络交流的行为有两个基本指标:

参与程度与参与质量[29]。 参与程度反映了用户的活

跃度,参与程度高的用户显示出较强的网络表达欲望,
有广泛而频繁的互动,有较多的机会和他人进行交换,
从而更容易得到关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参与程度

自然是越高越好,但是参与质量也是相当重要的。 有

研究发现,有这样一群“实力派冶,他们没有较频繁的

发文,但却获得了不少的关注[30]。 他们的实力就体现

为较高的参与质量,在交流中传达了丰富的信息和情

感,可见,参与质量也会影响到获得的关注。
由此,我们得到了模型的两个基本假设 H1和 H2。
H1:网络社区用户参与程度对其受关注度有正向

显著影响;
H2:网络社区用户参与质量对其受关注度有正向

显著影响;
本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社交信息处理理论。

网络环境的交流中,人们互动和建立人际关系的行为

被客观、细致的记录下来,有一些在传统传播中并不显

性可见的变量凸显作用,值得关注。 一是主动性,指参

与者主动开启话题的倾向。 在传统人际交往中这一变

量往往很模糊,在很多非正式交谈中,人们很难记住是

谁先发起的谈话;而在网络交流中,根据文本的呈现方

式和存储方式,就能明确的区分话题发起者和跟随者。
二是集中程度,指参与者参与行为的分布是集中的、还
是分散式的。 在传统人际交往中这一变量往往是很不

可控的,某两人的日常交流频度既取决于他们自身的

意愿,也不能排除相遇等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而网络环

境下,这种频度分布基本可看作参与人主观意愿的体

现。 综上所述,我们将主动性和集中程度引入模型,考
察它们对受关注度的影响。

在网络交流中,有一些用户有较高的主动性,善于

开启话题,吸引众人参与讨论甚至辩论,而大部分用户

扮演的是参与讨论的角色。 一般来说,开启话题的用

户会给大家留下较深刻的印象,那么,具有较高主动性

的、经常开启话题的用户就容易获得更多的关注。 就

集中程度而言,一些用户保持着几乎每天登陆论坛参

与讨论的习惯,而大部分用户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在较

少的时间段内集中露面,比如,在完成一项任务后来参

与论坛交流放松心情。 相比之下,采用集中露面的方

式通常有更加充分和深入的交流,利于用户获得关注,
而每天参与讨论有不利于给他人留下印象并获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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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H3和 H4。
H3: 网络社区中用户参与的主动性对其受关注度

有正向显著影响;
H4: 网络社区中用户参与的集中程度对其受关注

度有正向显著影响。
综合上述假设,构建如图 1 所示的在网络社区中

个体受关注度的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图 1摇 在网络社区中个体受关注度的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3摇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使用真实的网络交

流数据验证上述理论模型。 下面首先交待各概念的测

量,而后介绍数据搜集和整理的情况。
对关注的测量,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互联网相关

数据(如谷歌趋势和百度指数) [20],它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应人们对某事物的关注情况。 类似的,本文使用获

得的回复的数量作为受关注度的测量。 这里的潜在的

假设是,如果用户的发言引起了另一位用户的足够的

关注,那么后者将以回复前者的形式来表达他的这种

关注。 换句话说,用户的受关注度可以通过观察他获

得的回复来获得。 本文使用获得的回复的数量,而未

考虑获得的回复的长度。 这是因为,用户用回复来表

达他的关注时,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支持冶和“赞冶,
虽然简短但也表达出强烈的关注。

在网络社区中,在一个用户开启话题(即发表主

题帖)之后,其他用户不仅可以回复该用户(即直接回

复),也可以回复参与这一话题讨论的任意用户,后者

亦是对该话题的回应,可认为是对开启话题的用户的

间接回复。 因此,本文在计算一个用户获得的回复数

量时,将其获得的直接回复及其开启话题时获得的间

接回复都计入在内。
本文以用户发文数量(包括回复他人)来测量参

与程度。 参与程度体现着用户的活跃度,发文越多,参
与程度就越高。 就参与质量而言,由于传递信息是网

络交流的一种重要功能,那么传递的信息量的大小是

反映参与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而文本的信息量通常

使用文本长度、语言文字的信息熵来测量,因此本文以

平均发文长度作为参与质量的测量。 文本平均长度越

长,承载的信息量越大,参与质量就越高。
在测量主动性时,本文采用发表主题帖的总数占

个体发文总数的比例,因为用户参与网络交流主要有

发表主题帖和回复他人两种方式,发表主题帖的比例

就体现了用户开启话题的倾向大小。不妨将用户 Ui 的

发文总数记为 n i,其中主题帖的数量为 n0
i , 那么该用

户的主动性(Activeness)得分通过式(1)计算。

Ai =
n0
i

n i - n0
i

(1)

集中程度使用用户每日发文数量的变异系数来测

量,即每日发文数量的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值。 与标

准差相比,变异系数消除了用户每日平均发文数量不

同带来的影响。 若用户的发文集中在某些天,变异系

数较大,集中程度较高;若用户的每日发文数量接近平

均值,变异系数较小,集中程度较低。 当每日发文数量

相同时,集中程度为零。 设用户 Ui 的发文数序列为

(n i 1, n i 2,…, n i K),其中 n ij 表示该用户在第 j天的发文

数量。 那么用户 Ui 发文的集中程度(Concentration)通
过式(2)计算。

C i =

1
K移

K

j = 1
(n ij -

1
K移

K

j = 1
n ij)

2

1
K移

K

j = 1
n ij

(2)

举个例子,考察 5 天中的用户行为,如果一位用户

在第 1 天、第 5 天各发表了 3 篇、2 篇帖子,则他的日均

发文量为(3+2) / 5 =1,他发文的集中程度为:

(3 - 1)2 + (0 - 1)2 + (0 - 1)2 + (0 - 1)2 + (2 - 1)2)
5

1
= 1. 26。

各变量的测量方法如表 1 所示。
表 1摇 概念的测量

概念 测量

受关注度 Y 用户获得的直接回复和间接回复的总数

参与程度 X1 用户的发文总数

参与质量 X2 用户发文的平均长度

主动性 X3 用户发表主题帖的总数占其发文总数的比例

集中程度 X4 用户每日发文数量的变异系数

摇 摇 我们搜集互联网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验证,这些

数据为本文研究行为特征对个体受关注度的影响提供

了有利条件。 第一,网络社区提供了完整的、原始的、
具体的交流记录。 传统人际交往中很多行为特征难以

获得,比如在传统的很多非正式交谈中人们记不清是

谁先发起的谈话。 但是,通过分析网络社区的交流数

据,根据文本的呈现方式和存储信息即可明确区分话

题发起者和跟随者,以及获得其他行为特征的信息。
第二,与实验、访谈等情形相比,在这种网络交流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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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行为不受干扰,其体现的特征是准确、可信的。 第

三,在本文采集数据的网络社区里,发言的用户并不透

露真实身份,尽可能减少了用户现实身份和人际关系

对他获得的关注的直接影响,使研究问题聚焦在行为

特征的影响上。
本文的数据来自水木社区(www. newsmth. net)的

股票版面。 该版面专注于交流财经信息、股票相关信

息,文章总数名列水木社区百大热门版面之前列,最高

有 3 296 个 ID 同时在线。 该版面不直接提供网友的

真实身份,在讨论中也少有涉及个人身份信息。 本文

选取了股票版面的 1 000 则主题帖及其回复,共计 31
000 余则文本,共涉及 543 个用户 ID。

我们对网络交流的文本记录进行观察和特征提

取。 编写程序提取如下信息:每个用户发文总数、发表

主题帖的数量、每日发文数量、获得的回复总数、发文

总数、发文平均长度,并进一步计算如下数值:用户发

表主题帖的总数占其发文总数的比例、用户每日发文

数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4摇 结果分析与讨论

使用 SPSS 进行初步分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结果如表 2 所示。 计算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如

表 3 所示。 可见,各变量之间不存在高度的线性相关。
表 2摇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N = 543)

统计描述 Y X1 X2 X3 X4

平均 3. 1639 8. 0792 21. 1686 0. 6545 2. 4987

标准差 0 3 13 0. 5641 3

方差 0 2 11 0. 5 3

最小值 9. 5046 16. 2127 32. 8654 0. 1955 0. 6573

最大值 90. 3366 262. 8517 1080. 1330 0. 0382 0. 4321

表 3摇 各变量的相关系数

X1 X2 X3 X4

X1 1

X2 0. 0118 1

X3 - 0. 1031 0. 1014 1

X4 - 0. 5409 - 0. 0610 0. 0861 1

摇 摇 进一步地,以受关注度作为因变量,以参与程度、
参与质量、主动性和集中程度作为初始的自变量,建立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来验证前文提出的四个假设。
根据表 4 所示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参与质

量(X2) 因系数不显著被剔除。 F 检验显著,表明模型

线性回归关系成立。 调整后的 R2 为 0. 6687,表明回归

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参与程度(X1)、主动性(X3)
和集中程度(X4) 的系数显著,且均为正,说明三者对

受关注度(Y)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5 给出了前文各个假设的检验结果。 假设 H1

得到了验证,即参与程度较高的用户得到较多的关注。
表 4摇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系数(标准误差) 系数(标准误差)

截距
- 6. 7609***

(1. 4002)

- 6. 5565***

(1. 3940)

X1
0. 5026***

(0. 0173)

0. 5022***

(0. 0173)

X2
0. 0102

(0. 0072)

X3
4. 8309***

(1. 2148)

5. 0131***

(1. 2091)

X4
0. 9952**

(0. 4259)

0. 9535**

(0. 4253)

F 275. 2499 365. 6476

Sig F 1. 3E - 128 1. 7E - 129

Adjusted R2 0. 6693 0. 6687

摇 摇 * p < 0. 1, **p < 0. 05, ***p < 0. 01.

表 5摇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的路径关系 结果

H1:参与程度 ®受关注度 支持

H2:参与质量 ®受关注度 不支持

H3:主动性 ®受关注度 支持

H4:集中程度 ®受关注度 支持

假设 H2 的结果不显著,即没有发现参与质量对受关注

度有显著影响。 究其原因,与参与质量的测量不无关

系,毕竟发文的平均长度不能全面地代表文本的质量,
并且发文的长度也不是越高越好,冗长的文本会令读

者失去阅读兴趣而使发帖人得不到相应的关注。 尽管

文本长度被经常用来作为文本质量的测量,但是还有

语言的简练性、生动性、话题新颖性等很多方面影响着

文本质量。 假设 H3 得到了验证,较为主动的、经常开

启话题的用户也得到较多的关注。 假设 H4 也得到了

验证,显示集中程度对受关注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
就是说集中露面参与讨论比每天参与讨论更容易获得

关注。 这两方面的因素被证明对基于网络发展和管理

人际关系是有作用的,是对社交信息处理理论相关研

究有意义的扩展。

5摇 结摇 论

摇 5. 1摇 研究发现摇 本文研究了在网络社区交流中,哪
些行为特征会促使用户获得关注。 研究以社会交换理

论和社交信息处理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网络社区中个

体受关注度的影响因素模型,并根据真实的网络交流

的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 本文主要有如下发现:用户

要想获得更多的关注,就应该积极地参与网络交流,多
发表意见。 在信息交流的方式上,发起更多的主题帖

利于获得关注,选择集中性地参与交流而不是分散的

交流,也利于用户获得关注。
摇 5. 2摇 研究贡献摇 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对网络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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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和人际关系发展的理论研究。 本文基于的两个理

论———社会交换理论与社交信息处理理论的基本观点

在本研究中得到了验证。 网络社区用户得到的关注与

其付出正向相关,同时一些行为方式的选择也会影响

到其获得的关注。 同时,本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

了社交信息处理理论。 在网络交流中,传统传播情境

下难以捕捉的行为特征被客观、细致的记录下来,比如

参与交流的主动性、交流的集中程度,可以帮助理解人

们如何在网络论坛上发展人际关系。 根据本文研究结

论,这些行为特征对建立在线人际关系、吸引他人关注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用户更有效地进行网络交流和

信息传播提供理论指导。 一个想获得更多的关注、在
网络论坛上发展人际关系的用户,应该积极地参与网

络交流,多发表意见。 在信息交流的方式上,发起更多

的主题帖并且选择集中性的参与方式而不是分散的交

流。 当然,要想获得更多的关注,发表有质量、高水平

的意见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顾大量发帖却言之无

物,还是无法得到足够的关注。
进一步的,相关结论能够帮助企业和个体更有效

地开展信息传播和网络营销。 尤其是对于广大资金和

时间有限的中小企业,在符合本企业定位的网络论坛

发布信息,与他人进行诚意、高质量的交流,在互动中

进行潜移默化的推广,无疑是性价比极高的网络营销

手段。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为了在网络交流中更有效

地获得关注,个体需要积极参与交流,多发表意见,而
且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发起话题的行为上,且高集

中度地参与交流。 也就是说,如果个体同时在若干论

坛上进行信息发布和推广的话,应当分时间段在各平

台上集中发布,这样的效果要优于在各平台上同时工

作。
摇 5. 3摇 研究局限摇 本文尚存在一些局限有待后续完

善,主要体现在未对个体受关注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全

面考察,需要在更加全面的分析的基础上,纳入其他的

潜在因素,比如发帖时间。 在概念的测量方面,本文以

文本长度代表参与行为的质量具有一定片面性,需要

进一步设计和选择能够更恰当体现参与质量的指标。
另外,研究因数据可获得性所限,在考察受关注度影响

因素时选择了同期的数据进行分析,暂未考虑时间累

积因素造成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在更大跨度的数据

上探索相关因素对受关注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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