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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nterprise learning behavior between member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learning network, the use of social influence mode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onvergence and 

consensus learning network, according to the two situations: enterprise leadership and dogmatic 

open enterprise, an empirical test on a number of updates, two kinds of information will eventually 

converge to a the value of the enterprise, the convergence speed of the open enterprise information 

faster convergence than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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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以企业成员之间的学习行为建立学习网络，利用社会影响模型分析发现学习

网络的收敛性和共识性，根据两种现实情况——开放式的企业和领导独断式的企业，实证检

验了在多次的更新下，两种情况信息最终都会收敛到一个值，开放式的企业收敛速度比领导

独断的企业收敛信息较快。 

1．引言 

企业成员通常进行相互沟通、观察和学习这样就形成了社会网络，这种社会网络也是一

种学习网络，成员之间交换信息，并且不断更新信息，来完成工作上的一些信息更新和意见

统一。现有的研究发现，成员之间的信息在交流的过程具有观察学习的特征。学者 DeGroot[1] 

创建了信息传播、观点形成和共识达成的网络交互作用的开创性模型，也就是模仿和社会影

响模型，它是更充分地理解学习网络如何影响信息传播和意见形成理论的一个非常简单而合

适的起点。国内学者邝雄用德格鲁特模型研究社会学习的价格预期，在三种情况下价格具有

收敛性和共时性[2]。Bolton et al.(2009) [3]，Pena et al.(2005) [4]通过实验发现，当判断者信息不

足或者市场噪声太大时，判断者会观察学习其他判断者的行为并进行模仿。加之判断者都是

有限理性的，自身掌握的信息并不全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判断者很可能根据别人在类似的

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来做决定，于是形成了羊群效应，成员的信息最终统一。羊群效应在股票

投资和市场营销等领域随处可见，不少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但是在企业学习网络中的研

究还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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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关于企业成员之间的学习行为国外已有一些研究，但是国内较少，

而且针对成员之间具体如何学习、向谁学习、最终有怎样的学习结果等这些问题还需要更进

一步的研究。本文通过验证企业成员之间的学习网络更新如何收敛，建立了两种学习不同学

习矩阵，实证检验了信息更新的不同之处。 

2．企业学习网络 

企业成员就是网络中的节点，成员之间通过学习建立关系，假设在一个学习网络中有 n

个成员，学习网络可以看做是一个有向加权网络，成员和成员之间的连接存在着方向，也就

是在学习的时候成员向谁学习。加权网络的意思是，对学习的对象的重要程度进行区分，总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学习对象和不太重要的学习对象，用权值来衡量一个学习对象的重要程度。

把
, 0i ja  作为成员 i 向成员 j 的学习程度，也就是成员 j 对成员 i 的影响程度，

,1 ,2 ,( , , , )i i i i na a a a= 表示个体 i 对成员学习程度的主观权重向量，且有 , 1i jj n
a


= 。网络每个

个体的主观权值向量组成的社会权重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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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设定如果 i 征询来自 n 个不同行为人的意见，其中包括 j，则 1/ija n= 。 

如图图 1 是一个由 3 个成员组成的简单的学习网络，其中成员 1 向成员 2、3 学习，学习

的分配权重都是 1/2，成员 2 向成员 1 和自己学习，学习的分配权重都是 1/2，成员 3 向成员

2 完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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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习网络 

3．不断更新信息的学习网络 

3.1 信息更新 

在 n 个行为人的学习网络中，成员对事物都有一个最初的观点，由 n 维概率向量

( )1 2, , , nP P P P= 来表示。每个
iP都位于区间 0,1 之内，在企业学习网络中表示个人参加到特

定活动中的可能性概率。网络中每个成员 i 在初始时间看到某事物的一个受干扰的信号

(0) ,i i iP R  = +  为个体 i 获得信息的随机干扰项。个体 i 并不一定相信自己获得的信息，

而是会认真听取邻居和朋友等人的意见，学习的模式是通过可能的权重和有向的 n n 非负矩

阵 T 来体现。信息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更新的，所以 

 ( ) ( )1 tP t TP t T P= − =  (2) 

每个时刻开始时，成员从邻居那里获得他们的信息，然后根据邻居对个体的影响大小进

行线性加权平均，然后形成自己新的信息 

 ( ) ( ), , ,i t i j j ta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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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信息更新的收敛性和共识 

模型中，成员的观点会影响到他人下一期的观点，而这种影响又会随着下一期他人对自

己观点的影响融入到自己再下一期的观点之中，观点在人们的模仿和相互影响下互相交织，

形成社会在某一时刻的观点状态。如果社会影响矩阵 T 是收敛的，即对于所有最初信仰向量

P 而言，极限 lim t

t T 存在，则社会观点在互相交流达到某一时间段后，P 就处于一个稳定状态，

不再进一步随着时间发生改变，社会中每个人的观点锁定在某一特定值，观点就达到了收敛

状态。社会权重矩阵 T 是收敛的，当且仅当每个强连通且闭的节点集是无周期的。其中，有

向环存在于从 i 到 j 存在一条有向连结当且仅当 0ijT  的有向网络中，T 是无周期性的是指随

意有向环长度的最大公因式是 1。 

3.3 领导独断的影响矩阵 

在共识的基础上，下面研究学习网络中成员的社会影响。成员的社会影响力即社会网络

中的每个行为人对于极限收敛观点的形成具有多大的影响，如果某个个体对观点的最终影响

权重较大，则此个体可看作是在某观点上意见的领导者。 

令 (0)P 是一个任意的起始信仰向量，而 ( ) ( , , )P P P  = 是极限共识信仰向量。为了寻

求 每 个 行 为 人 具 有 的 极 限 影 响 ， 要 有 向 量  0,1
n

s 使 得 1ii
s = 并 且

( ) ( )0 0i ii
P s P s P =  = 。 

由于以 ( )0P 或 ( ) ( )1 0P TP= 的起点产生了相同的极限，所以必然有 ( ) ( )1 0s P s P =  ，因

此 

( )( ) ( )0 0s TP s P =  ， 

这一等式必须对每个 ( )0P 都成立，由此可得 

 sT s=  (4) 

4．不同网络结构的企业模式 

4.1 领导独断式 

在企业学习网络中，领导者占据着重要的社会影响。当具有领导性地位是高度的独断者，

其对某件事的预测不受其他成员的意见影响，并且对其他成员进行积极地引导。此结构的社

会影响矩阵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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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结构下，信息流通存在一个强连通且闭的节点集是：{1}。领导不受外界信息的干扰和

影响，其他成员给领导的意见赋予较大的权重，领导在整个社会网络信息交流中处于不可动

摇的核心地位，这种结构在一个有较高社会影响且独断的领导人的公司是存在的。 

4.2 全开放式 

这种情况下，也就是一般情况，领导视为普通成员，大家都达到一个平等的地位，没有

领导和下属之分，大家相互学习。此时的社会影响矩阵为一般情况，形式为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213

811



 

1,1 1,

,1 ,

n

n n n

a a

T

a a

 
 

=  
 
 

 

此结构下，每个成员的意见都可以通过网络传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另一成员，每个成

员对最后的信息形成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影响程度取决于其他成员依据成员的身份赋予他的

影响权重。 

5．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较小规模的某个软件开发公司管理层作为实证对象，大家平常在技术和信息上

存在频繁交流，而且管理层不同部门人员会更频繁跨部门交流，所以学习网络特征比较明显。

搜集了对公司对于两次自愿活动参加的意愿及学习情况。所得的到的有向网络表示在图三中。

其中 1 为总领导人，2、3、4 为部门主管，5、6、7、8、9 为普通成员，且 2、5、6 为同一部

门，3、6 为同一部门，4、8、9 为同一部门。 

5.1 全开放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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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某企业小型研发组织学习观察网络 

在第一次活动中，大家是全开放式学习模式，如图 2。则此网络中的学习矩阵为 

1/ 2 1/ 2 0 0 0 0 0 0 0

1/ 3 1/ 3 0 1/ 3 0 0 0 0 0

1/ 5 1/ 5 1/ 5 1/ 5 0 0 1/ 5 0 0

1/ 3 1/ 3 0 1/ 3 0 0 0 0 0

0 1/ 2 0 0 1/ 2 0 0 0 0

0 1/ 4 0 0 1/ 4 1/ 4 1/ 4 0 0

1/ 4 0 1/ 4 0 0 1/ 4 1/ 4 0 0

0 0 0 1/ 2 0 0 0 1/ 2 0

1/ 4 0 0 0 1/ 4 1/ 4 0 0 1/ 4

T

 
 
 
 
 
 
 =
 
 
 
 
 
 
 

， 

成员每个人的最初信息为 

( )0.8 0.6 0.55 0.4 0.6 0.7 0.4 0.65 0.7P = 。 

本文意愿值设定，P 小于 0.5，则为不参与，P 大于等于 0.5 则为参与。 

通过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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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4 0 0.2 0 0 0 0 0

0.4 0.4 0 0.2 0 0 0 0 0

0.4 0.4 0 0.2 0 0 0 0 0

0.4 0.4 0 0.2 0 0 0 0 0

0.4 0.4 0 0.2 0 0 0 0 0

0.4 0.4 0 0.2 0 0 0 0 0

0.4 0.4 0 0.2 0 0 0 0 0

0.4 0.4 0 0.2 0 0 0 0 0

0.4 0.4 0 0.2 0 0 0 0 0

tT

 
 
 
 
 
 
 →
 
 
 
 
 
 
 

 

由 sT s= ，得 ( )0.4,0.4,0,0.2,0,0,0,0,0s = ，即得到网络中的各成员的社会影响力，且收

敛速度为 13。 

最终信息收敛 ( ) ( )0.64,0.64,0.64,0.64,0.64,0.64,0.64,0.64,0.64P  = 。网络中成员信息随

时间变化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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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t( )

f4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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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 t( )

f9 t( )

t  
图 3 个人信息随时间演化图 

从结果和演化图得到，此学习网络中，成员 1 和成员 2 的社会影响力最大，都为 0.4，成

员 4 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说明在最后的学习中，成员基本都是向成员 1、2、4 学习，进行

信息更新。最后更新得到的信息，也与这三位成员的最初信息有关，不管其他成员最初信息

是多少。通过 15 次的更新，最终成员达成一致的，都参与活动。 

5.2 领导独断的学习 

在第二次活动中，学习网络是领导独断的学习模式，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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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领导独断的学习观察网络 

则此网络中的学习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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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0 0 0 0 0 0

1/ 3 1/ 3 0 1/ 3 0 0 0 0 0

1/ 5 1/ 5 1/ 5 1/ 5 0 0 1/ 5 0 0

1/ 3 1/ 3 0 1/ 3 0 0 0 0 0

0 1/ 2 0 0 1/ 2 0 0 0 0

0 1/ 4 0 0 1/ 4 1/ 4 1/ 4 0 0

1/ 4 0 1/ 4 0 0 1/ 4 1/ 4 0 0

0 0 0 1/ 2 0 0 0 1/ 2 0

1/ 4 0 0 0 1/ 4 1/ 4 0 0 1/ 4

T

 
 
 
 
 
 
 =
 
 
 
 
 
 
 

， 

成员每个人的最初信息为 

( )0.8 0.6 0.55 0.4 0.6 0.7 0.4 0.65 0.7P = 。 

通过计算得到 ( )1,0,0,0,0,0,0,0,0s = ，收敛速度为 20。网络中成员信息随时间变化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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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 t( )

f9 t( )

t  
图 5 个人信息随时间演化图 

从结果和演化图得到，此学习网络中，由于成员 1 是独断的，且其他成员向他学习，所

以他的影响最大，最后更新得到的信息，只与成员 1 的最初信息有关，不管其他成员最初信

息是多少。通过 20 次的更新，最终成员达成一致，都参与活动。与开放式学习相比，达成一

致所需要的时间更长远，但是最终收敛的意愿较高。 

6．结论 

学习网络对企业管理预期具有重要影响，利用好企业之间的学习网络能很好的帮助管理

者达到预期管理效果。本文利用德格鲁特的社会影响模型，依据网络学习特征，把社会主体

分为领导和普通成员两个相互作用的种群，通过这些主体间的不同影响程度，探讨了两种社

会影响结构矩阵下学习网络的收敛性、共识性、收敛速度和各主体的影响力程度。通过模拟

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无论是独断的领导学习结构，还是全开放的学习结构，最终个人信息都能够收敛并

最终达成共识。 

（2）信息收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独断的领导学习结构下，收敛的速度较慢，全开放的

社会影响结构下收敛的速度较快。 

（3）最终信息收敛结果只与有社会影响的成员最初信息有关，社会影响为 0 的成员的最

初信息不影响最终的收敛结果，但是在信息变化的过程还是具有一定影响。 

通过模拟分析，本文认为领导要想发挥学习网络的有效性，一方面要推进各主体之间信

息交互的广度和速度以加快预期收敛的速度，另一方面还要努力提高领导的影响力，这样有

助于领导达到自己预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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