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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在《后微信时代的社交困境：去中心化》一文中，我以&ldquo;去中心化&rdquo;为线索，
向比较了微博、豆瓣和知乎等产品。这次我还是以&ldquo;去中心化&rdquo;为线索，换个角度，纵
谈谈&ldquo;去中心化&rdquo;，目标：知乎，参考：微博。</p>
<p>首先，恭喜知乎获得了腾讯的注资，这个消息让我们这些整日为知乎的盈利模式操碎了心的深度
户们松了一口气，至少眼下，抱上了企鹅的大腿，钱不是问题。</p>
<p>从战略角度来讲，知乎与搜狗的联姻对双方来说都是好事，知乎要搜索，搜狗要内容。目前知乎
站已累计产生约700万个问题，近2300万个回答，是时候换一个给力点的搜索引擎来解决信息发现的
题。但是，我的关注点却不在于此，从去中心化的角度来思考，怎么搜永远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
什么。大量的知乎用户并不是通过搜索问题来获取答案的，而是从feed流上，通过关注的人的赞、关
、回答等行为来阅读知乎。也就是说，大部分用户的习惯还是刷知乎，而不是知乎一下你就知道。</
>
<p>知乎的优势在于高质量和专业化，数量上并不占优势。高质量答案过分集中于一些热门问题之中
而大部分问题缺少高质量答案，甚至无人作答。在这种情况下，依赖搜索引擎来完善发现机制并不可
，换句话说，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从&ldquo;刷&rdquo;知乎的角度来解决知乎
发现问题，而不是从&ldquo;搜&rdquo;知乎的角度。</p>
<p>知乎面临的信号噪音问题</p>
<p>甚至不少有识之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规模是社群的敌人。对此，我是不赞成的。当然了，不赞
的人有很多，批判一番的机会交给大家，我这里讲讲方法。</p>
<p>提到微博，大家刚开始的时候热情都很高涨，赶紧登上去关注自己知道的大明星、段子手，但随
大家使用时间的增长，关注的人数也越来越多，那些通过自己精选挑选而形成的关注主页，质量却在
降。</p>
<p>很少有人会回过头去思考，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关注了这个家伙，他的微博一点意思都没有。或许
抱怨几句，但这种情绪也没强烈到取消关注。也许是在想，当初关注这个家伙，是因为他发了一则很
意思的微博，没准以后他还会发吧。</p>
<p>也就是说，关注一个人，只需要一则微博；取关一个人，却需要这个人发布很多则广告、软文、
物链接，突破我们忍耐的极限，甚至还需要带一点恨意。这种情绪，说实话，在微博这样一个轻松加
快的氛围里酝酿出来其实挺难的。</p>
<p>而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之下，日积月累。当初自视高冷的人，竟也关注了上百号人。再加上微博的
理者在这些质量堪忧的信息之间夹杂几则推广广告，对使用者造成了成吨的伤害。自然，用户的流失
随之而来。</p>
<p>反观知乎，这种态势正愈演愈烈。前些日子，知乎团队通过一次闭门会议的紧急磋商，宣布永封
几个大V，原因是扰乱知乎秩序。固然，大V有错，杀鸡儆猴，可以理解，但也难免让人感到兔死狗烹
如果一个平台的运营不从机制上想方法，反而拿用户开刀，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大V能造成这么
的破坏，平台要从自身的分发机制去思考问题，而不是把矛头对准个别用户。</p>
<p>最佳关注数困境</p>
<p>反观豆瓣在这个问题上就显得很有格调，思考的是最佳关注数的困境，而知乎还在玩杀鸡儆猴的
戏，这一局，文艺青年取得完胜。最佳关注数困境由来已久，这个困境在于，关注数的只增不减，总
一天会突破用户忍耐的极限用户才不会怪自己手贱关注了太多人，反而是去抱怨平台质量在下降，社
蒸发冷却效应随之产生。</p>
<p>当然，平台的运营需要制造大V，要帮助他们吸粉，来鼓励他们制作更加优质的内容，来吸引更
的人来关注。但赋予大V影响力的同时，大V是否能运用好这个影响力，不对平台造成破坏呢？如果一
大V的粉丝数逐渐增长到一定程度，难免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的，据我所知一些知乎的大V用户，
般情况下，是不敢随便赞和关注的，害怕过多的操作刷屏会掉粉。关注数少的用户刷知乎一天，赞上
八条，关注问题十来个自然没什么问题，但是一个关注数上万的知乎大V，就有问题了。</p>
<p>这个时候平台方跳出来喊话，请大V自律，我觉得有点可笑。岂不闻，杀君马者道旁儿（编者注
意思是马跑得很快，路边的看客不停地称赞，马主就不停地加速，结果把马累死了）。</p>
<p>那么，如何降低社交平台中的信息噪音？</p>
<p>我认为，关键点在于能否建立一个动态的用户关系链，来遏制住社交的原始基因&mdash;&mda
h;扩张。这里提供一套解决方案，我称之为灰度关注，原理如下：</p>
<p>首先允许用户的关注数适度的冗余，而后在一个关注周期内，对这些关注关系链两端的用户是否
生信息交互行为进行监测，周期结束时将监测到的信息反馈到平台，平台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判断，对
注关系进行相应的操作。而判断的规则是，如果关系链两端的用户之间没有产生信息交互，则判定这
关系链为冗余关注，关系链予以释放；如果关系链两端的用户产生了信息交互，则判定这条关系链是
效关注，关系链予以保持。而后进入下一个关注周期，周而复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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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举个例子，我关注了微博女王姚晨（姚晨本人及其粉丝见谅），但是在关注之后，我对她所发布
信息没有进行过任何的交互操作（转发、评论、点赞等），到这个关注周期结束时，平台也没有监测
任何信息交互操作，则判定我对姚晨的关注为冗余关注，继而释放掉这条关系链，也就是取关。</p>
<p>另一种可能，我对姚晨所发布的微博十分喜爱，不时进行点赞、转发、评论等信息交互操作，在
个关注周期结束时，平台监测到了这些信息交互操作，则判定我对姚晨的关注为有效关注，对这条关
链予以保持。也就是说将这种关注关系延续一个关注周期，在下一个周期内，再进行监测、判断，而
保持或释放。因此，这种关注是有有效期的，在有效期结束时，平台通过用户的操作对这种关注的有
期进行终止或延续。虽然释放的动作由平台完成，但平台依据的仍然是用户的行为，也就是说，用户
行为决定了这条关系链能否保持下去。</p>
<p>这里有三个重要的参数需要设定，一个是冗余量，一个是关注周期，还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
佳关注数。那么，这三个参数是如何配合工作的呢？</p>
<p>首先，冗余量可以是一个比例系数，这个比例系数乘以最佳关注数就是允许用户关注最多的人，
如这里我将冗余比例设置为2，最佳关注数设置为100。那这个平台允许每一个用户最多关注人数即为
00人，然后在一个关注周期内进行监测，这里姑且将关注周期设置为3个月。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用
与关注对象之间的信息交互决定了在这个周期结束时，平台对这些关注关系的操作。</p>
<p>那么，这就会面临两个问题，一种情况是，一个用户的操作频繁、精力旺盛，对他而言，平台预
设置的最佳关注数100人太少了，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需求，经过一个关注周期，系统判定其有效关注
远超过100人，达到了180人。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个用户的精力有限、关注不了太多的人，那对他
言最佳关注数100人的设定，还是有点多，可能经过一个关注周期，系统判定其有效关注远远低于10
人，仅为60人。这就需要一些补救措施，来完善这套系统。</p>
<p>一种策略是，当用户有足够的精力来关注更多的人时，适当增加他的最佳关注数，当用户精力不
时，适当减少其最佳关注数。对前一种用户，他的最佳关注数也许是150，比平台上的一般人高；对
一种用户，他的最佳关注数也许是50，比平台一般人低。这里就需要一个跟随调节，有点类似于我国
成品油定价机制。当然了，原则上还是要鼓励用户在平台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对应的，这套机制也是
向于&ldquo;跟涨不跟跌&rdquo;的。</p>
<p>还有一种策略是，设置安全值。当用户关注数低于一个数值，比如说50。那就不要再按照这套规
来进行冗余分析，而是只进不出。让用户的关注数，超过一定的值之后（比如说最佳关注数100），
进行冗余分析。这类似于中国股市，设置涨停和跌停，这里主要照顾的是跌，毕竟跌太多不利于系统
稳定。</p>
<p>而对于这些参数的设定，可以通过两种方法，一种是理论计算，通过大数据分析来设置相应的参
；一种是工程试凑，通过A/B测试、灰度测试，来调节出合理的数值，这里便不展开。</p>
<p>通过这样一套灰度关注的机制，便可以有效避免大V的破坏力。因为在这套机制之下，大V的关
数并不是只增不减的，当他不能持续制造出高质量的内容时，他的掉粉速度超过增粉速度，自然反映
关注数上就是减少，也就是他的影响力会减弱，反过来，当一个大V持续输出高质量的内容，他的增
速度超过掉粉速度，那反映到关注数上便是增加，他的影响力也会随着他的努力而增加。</p>
<p>这套机制不仅能解决大V的问题，还能解决僵尸粉的问题。对那些没有任何操作的僵尸粉，他们
关注数会随着一个又一个关注周期的判定而减少。这或许是断了某些财路，但我认为这对平台而言是
益的，健康的。</p>
<p>最佳关注数的设定，再加上这样一套动态调节的机制。虽然不会让用户关注到更多人，但会不断
节用户关注的内容，更加注重时效性，让用户的主页不断向自己需求的方向而前进。而安全保护机制
也不会让那些操作少的用户遭遇使用障碍。</p>
<p>在这样一套机制之下，任何关系都是不确定的。内容制造者需要去不断地输出内容，保持住他的
丝数，而内容消费者需要不断地去响应他所感兴趣的内容，保持与高质量内容制造者的关注关系。而
，他们需要不断地去关注新的人，来补充自己的主页内容，以免因为自己的关注数少，而得不到更多
彩的内容，在这个一进一出的过程中，用户的主页是常进常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不仅是一套
护机制，也是一套激励机制。</p>
<p>灰度关注规避了人际关系上的马太效应，如果将这套思想拓展，还能规避其他层面上的马太效应
在知乎这个平台里，人的关注会有马太效应，答案和问题也会有马太效应。知乎有条名言：勿以赞少
不看，勿以赞多而赞之。赞少不看，赞多而赞，不也是一种马太效应么？</p>
<p>这是可以理解为马太效应在时间层面上的累积，如果同样的两个质量差不多的答案，他们只是因
发表的先后顺序不同，而在在赞同数的多寡上却产生十分悬殊的差距。</p>
<p>这里是否可以设置一个赞同数的时间衰减机制，让那些赞同数随着时间的增长而衰减，给后发表
答案一个展示的机会。也许在一个具有时效性的问题上，后来的答案相比早前的答案更有说服力。而
于那些经典答案，也不必过于担心，经典答案自然还是会被后来的关注者所赞同的，要相信经典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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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住时间的考验的。而那些伪经典，就退位让贤，让位于那些后来者吧。这可以理解为灰度赞同。<
p>
<p>而在问题的关注上，也可以拓展出一套关于问题的灰度关注理论。</p>
<p>知乎有个很好的机制，当你关注一个问题时，如果有用户再次回答这个问题时，知乎会提醒你，
所关注的问题有了新答案，请你去关注。但这种关注，是否是一成不变的呢？如果用户对这些提醒视
不见，一次两次可能是事出有因，四次五次是否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用户已经不再关注这个问题了
那么将这个关注定义为冗余，然后释放，皆大欢喜，岂不美哉。</p>
<p>这套看似冷酷无情的规则，实际上是在秉持一种&ldquo;一期一会&rdquo;的茶道思想。让用户
这种不确定的关系中，去珍惜每一次表达的机会，珍惜每一个关注的机会。而这种思想又是通过一套
动控制的手段来实现的。大家总是说灰度开发、灰度管理，也许解决社交平台的信噪问题，答案就在
个灰度。</p>
<p>欢迎对此有自己看法的朋友批评指正，在此，谢谢你们的关注与参与。</p>
<p>本文由 青空片想 授权 虎嗅网 发表，并经虎嗅网编辑。转载此文章须经作者同意，并请附上出处
虎嗅网)及本页链接。<br />原文链接http://www.huxiu.com/article/130920/1.htm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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