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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诸如微信平台各种社

群APP的出现，使人们实现了随时随地的互动，

它改变了人们普遍接收和传递信息的方式。这使得移动互

联网社群具有很高的构建性，并由此开发出了更加多元化

的商业价值，进而延伸出了集信息传播、社交沟通、营销

服务、支付消费、品牌众创众包、资金众筹等一体化的商

业模式。这种利用社群来创造经济价值的商业模式就是社

群经济。随着社群经济的兴起以及目前全球化市场的快速

变化，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企业间的竞争也越来

越激烈。规模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社群经济带来的是一

种范围经济。这对于我国的传统企业例如农业企业来说，

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传统的大规模生产已经不能与消费者

多样化的需求相匹配，但是社群经济又为企业的品牌建设

和转型升级降低了成本，提供了可能性。社群经济模糊了

消费者、生产者、利益相关者身份的界限，消费者不仅可

以参与到品牌建设的过程中来，还可以成为生产者，生产

者同样也具有消费者的身份。社群经济就是不同的参与主

体进行互联、协同与交互的依托，社群成员之间共享信息

与资源，探索开放式创新，并借助于社群的整体能力来实

现价值共创。如何使社群成员参与品牌建设、提高社群成

员参与品牌建设的意愿，成了近几年相关研究关注的重点

问题。大部分学者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从消费者自身角度

出发的消费者社群体验价值（包括情感体验、感官体验、

社会体验、功能体验等），对于社群成员参与品牌建设行

为意愿的影响方面；而另一部分学者则研究了社群成员的

自我价值提升需求，对于社群成员参与品牌建设行为意愿

的影响。

在 实 践 中 ， 基 于 社 群 经 济 进 行 品 牌 建 设 的 行 为 仅 仅

被广泛应用于高新技术产业中，在农业企业这样的传统行

业中涉及很少。并且农业企业生产的农产品普遍同质化较

大，缺乏市场竞争力，缺乏品牌建设以及产品创新，利用

社群来建设品牌对于农业企业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社群

经济的核心是社群成员的价值共创，基于社群经济的品牌

建设核心就是社群成员参与品牌共建。以往研究主要以消

费者角度为出发点，但是在社群经济背景下，社群成员参

与品牌建设行为是品牌和消费者的交互行为，以品牌角度

为出发点的品牌资产也是影响社群成员参与品牌建设决策

的关键。然而，品牌资产和社群成员参与品牌建设意愿之

间的关系还没有在理论和实证上得到验证。基于此，本文

拟深入探讨品牌资产与社群成员参与品牌建设意愿之间的

影响机制，分析将社群成员的直接因素作为社群成员的内

在自身资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1、品牌资产对社群成员参与品牌建设的影响

品 牌 资 产 是 一 种 企 业 可 以 成 功 用 于 差 异 化 的 产 品 或

者服务，而且可以创造卓越顾客价值的无形资产。在拥挤

的、充满不确定性与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下，强有力的品

基于社群背景下品牌资产与社群成员
参与品牌建设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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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经济利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品牌建设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的重要发展方式。本文以农业坚

果食品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在社群经济背景下品牌资产与社群成员参与品牌建设意愿

程度的影响机制，认为品牌资产的三个维度对社群成员参与品牌建设意愿起正向的积极作用，

社群成员的直接经验正向调节了品牌资产与社群成员参与品牌建设意愿之间的正向关系。

　　社群经济的核心是社群成员的价值共创，基于社群经济的品牌建设核心就是
社群成员参与品牌共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