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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方式"开源软件的特点是志愿者为软件开发做出贡献而不追求任何个人的经济

回报$这一现象引起了经济%法律%社会%心理以及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学者们的持续关注$但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

分析参与者的动机上"因而忽视了对开源社群组织和制度结构的研究$事实上"开源软件奉行的是一种分布式的治

理机制"即项目的创始人或者领导者让渡部分权责给他所信任的子系统负责人以建立核心层"在没有等级制度的

情况下实现对整个社群的控制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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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开源软件!CDB//"已经渐次演绎成为了一

个传奇$ 这不仅仅表现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软件工作

者和爱好者投身其中# 也不仅仅表现在它甚至赢得了

直接竞争对手如微软这样的商业软件巨头的承认和尊

重#更重要的在于它对包括经济%法律%社会%心理和计

算机科学在内的学术界传统分析范式的全面颠覆$ 例

如#著名的布鲁克斯法则认为&对于未能按期开发出的

软件项目#增添人手只能使其出炉得更慢'#即更多并

不意味着更好#对一个项目而言#个人的才华比群体扩

大所引致的规模效应更具决定作用$ 有趣的是#CDB//

的成功与否#恰恰主要取决于参与的人数E%FGH

$再如团队

作业中众所周知的&短板'现象在 CDB//社区中也是不

复存在的#CDB// 的分布式创新模式决定了其开发进

度是由&长板'决定的(技术路线是非事前!:IF,+75"规

制的# 无相互关联关系的成员开展的是一种竞赛式的

平行研究#谁率先取得突破#谁的模块最有可能被系统

接纳$ 与此同时#CDB// 奉行一种&尽早发表#经常发

表'!J5-5,65 5,*-8K J5-5,65 (.75+"的宗旨#可以最大程

度地防止平行研究所带来的资源浪费$更为重要的是#

CDB//的源代码完全开放% 任意下载和无限制修改等

理念直接挑战了西方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

因此引来了学者们井喷式的密集研究$ 这些研究无非

主要是竭力证明开源软件现象并没有违反经济学逻

辑#例如 L5*+5*和 M0*(-5提出的所谓&信号效应'#意指

CDB//参与者虽然没有直接的金钱回报# 但却可以通

过贡献源代码赢得职业声誉# 然后为获取雇主或风险

资本的青睐铺平道路ENH

$当然如果信号效应成立#CDB//

无疑褪化为追逐私利前一项必要的投资而已# 也就无

足为奇了$ 事实上#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表明#能真正通

过信号效应受益的仅仅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参与 CDB//

还是出于一种奉献的利他主义精神# 但这一结果由于

不能作为维护经济学理论权威的佐证# 学者们往往会

&选择性失明'$

然而# 如果只把注意力落脚在 CDB//的 &免费'和

&开放'上#就很容易把视角局限于参与者的动机分析而

逐渐走进死胡同$综合已有的研究不难发现#无论 C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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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内涵还是参与者的个人特性都是高度异质的!

因此很难得到所谓"一统江湖#式的结论$实际上!要更

好地理解 !"#$$!应不仅仅纠结于软件开发本身!而应

把 !"#$$看作一种新兴的组织革命! 从而能透过源代

码和许可证制度等表象去探寻其内在的分工和治理机

制$

二!!"#$$治理的基本法则

在一本奠基之作中!%&'()*+以 ,-*./为例!把开

源软件称为"集市%风格的生产模式&0&11&2345'67'(开

放式建设!开发者每一步的改进工作都是完全公开的)

把用户当成协作者! 随时准备倾听来自同行和用户的

评论和建议)无中央决策机构预先锁定技术发展路径)

开发者自我选择与自身能力和兴趣匹配的 !"#$$ 项

目)结构比功能更为重要!合作者和用户的人数对结构

的稳健性起决定作用! 而源代码的开放性又为吸引足

够多的合作者和用户提供了一定的保证89:

$ 可以看出!

!"#$$既不同于商业软件的运作模式! 也不同于对合

作创新的惯常理解$

;)* <-==76和 ;)* >2)?@指出!!A#$$尽管具有经

济学意义上的公共品的部分特征! 但却非完全的公用

品!即从表面上看!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 的开

发者似乎很难避免被搭便车! 但实际上由于 !"#$$属

于用户创新!其代码段是高度客服化的!这决定了社群

外的搭便车者能够享受的只能是*截短#的收益!!"#$$

的开发者并不必然因被搭便车而遭受到很大损失8B:

+另

一方面!缺乏剩余索取权和自上而下的严格监督机制!

!"#$$又如何防止社群内部成员偷懒! 搭其他合作者

的便车呢,根据 !"#$$的基本法则!这一点似乎是不用

担心的(由于必须做出实际贡献&发布源代码'才能获

取所需的声誉! 显然任何 !"#$$开发者都没有投机取

巧的激励和可能$ 但引发的问题是如何保证是来自同

行的评价是真实可靠的呢, 事实上!在 !"#$$社群中!

这一点同样不用担心( 参与者的进入和退出是自我认

知和选择的结果! 位于顶层的项目主持者如果不能做

到公正客观去评价社区成员的工作! 将直接导致社群

公信力的丧失!参与者可以选择"用脚投票%!转向其他

的 !"#$$社群$ 成员的大量流失无疑将造成社群的消

亡!这是任何项目主持者都无法承受的严重后果!因此

类似"人情社会%之类的文化传统在 !"#$$中是没有立

足之地的$

C7*D672提出了 "共同对等生产方式%&E)(()*43

F&47+ =772 =2)+.G5-)*'来描绘类似于 !H#$$的分布式知

识生产方式的基本法则8I:

$ 相对于等级制度&<-72&2G@''

或者市场化的生产方式!!"#$$的信息成本更低(个体

和社群之间通过互联网这种低成本的通讯方式! 自我

搜寻-自我选择和自我匹配!既不需要复杂的薪酬制度

充当价格信号! 也不需要由中央集权机构规定做什么

和谁来做! 因此可以规避不完全契约和市场交易所衍

生的各种组织成本和交易费用+ 但这种分布式或者共

同对等的生产方式易于遭受到商业利益的威胁!!"#$$

问世之初!曾被视为对商业软件企业的巨大威胁!一开

始这些企业利用各种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竭力将 !"#$$

扼杀于摇篮之中! 后来看到共同对等生产方式的发展

趋势不可阻挡!他们由阻挠改为浑水摸鱼!试图私有化

本已开放的源代码!从中谋利+如果让这些企业得偿所

愿! 志愿者分文不取的奉献就将沦为个体谋取私利的

工具!奉献与回报的利益平衡机制将被破坏&对那些期

待获取声誉的志愿者的打击尤其大'!长此以往!也就

无人愿意做这样的免费奉献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仅

靠社群内部人员的自律或者相互之间的承诺是无法克

服这种危险的!道理很简单!内部自律或者承诺是无法

约束社群外的商业企业的!因此是不可置信的+ !"#$$

的解决办法是实施通用性公开许可证&JK,L J7*72&6

K.F6-G ,-G7*47'或非盈利版权&E)='67M5'!JK,或者类似

的许可证制度&如 !&G7F))D 所采用的 EKN,!E)(()*

K.F6-G N552-F.5-)* ,-G7*47 以及 OK,!O)1-66& K.F6-G ,-!

G7*47等'强制参与者开放源代码和防止私有化&与传

统的许可证制度刚好相反'+JK,同时也对受信号效应

驱动的参与者形成一种事前&P/3&*57'的可置信承诺!

即他们的奉献不会被埋没! 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

这部分参与者的热情+

三!!"#$$社群治理"

用户创新网络还是认知共同体#

开源软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

需要任意修改源代码+ 据此!;)* <-==76把 !H#$$定义

为用户创新社区! 特别重点强调了粘着信息&$5-GD'

Q*M)2(&5-)*'的作用+ R)* <-==76定义粘着信息是从一

个地方转移单位信息到另一个地方以供一个给定的信

息需求者使用所发生的增量成本!成本越高!则粘性越

强+信息粘性主要来源于其自身的性质!某些隐性知识

对环境的依赖性较强!编码的成本高昂!因此不可能完

全显化!也很难被转移8S:

+ R)* <-==76进一步指出!由于

成功的创新所需要的两种主要信息! 即用户的需求信

息和厂商的解决方案因附着在不同的主体上而相互分

离!信息的粘性越强!则两种信息的桥接越困难!用户

自己完成创新的倾向也就越强!也更有效率8T:

+ 因而!

UV



!"# $%&&'(认为开源软件所代表的这种分布创新模式

实际源自于用户需求的特殊性!)*+,,社群即是一种用

户间的横向创新网络"-".%/"#01( %##"!10%"# #'02".3#

4567

$

而这种用户创新网络的优势在于%首先!由于这种网络

是基于客户化定制的!可以充分满足个性化的要求!因

此不难吸引到足量的合作者参与设计和测试!)89::

社群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成员基础能够得到满足&其

次!用户直接干预整个生产流程!可以保证项目有的放

矢!避免盲目投资造成的浪费和效率低下&最后!体现

了用户意志的产品也更容易推广! 进一步延伸网络的

边界!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但这种基于用户创新的理论依然有些盲点亟需

解释%如果网络内各元素是同质的!商业软件不能有效

满足不同用户特定需求方面的弱点就消失了! 那么与

之相比!)*9::的相对优势又在哪里' 如果网络内各元

素是异质的但是互为补充的! 满足某个用户的全部要

求意味着其他用户必须再花费成本去除其中他们并不

需要的功能!这无疑是非效率的!而且容易造成系统的

不稳定$如果网络内各元素是异质的并且相互冲突!显

然!必须有人决断那些元素会被优先考虑!哪些元素会

被剔除$问题在于!应该赋予谁终极权力做出这样的决

断!即使能找到这样的人!又如何保证他的决断是一贯

理性和正确的' 况且这也违背了 )*9::无中央决策机

构预制技术路线的基本法则$

;<2=.<>试图用 (认知共同体)";&%>0?@%A B"@@C!

#%0%?>*+情境学习",%0C=0?< D?=.#%#E*和合法的边缘性参

与"D?E%0%@=0? F?.%&G?.=( F=.0%A%&=0%"#*来阐释 )8+,,的

协调和治理机制4557

$ 认知共同体是由于外部环境动态

演化所催生的群体! 其主要功能是为决策机构提供知

识以克服信息的不完全性+ 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系统的

不稳定性$认知共同体的成员拥有近似的知识架构+从

业经验和爱好!分享共同的信仰+方法论和价值观!奉

行公认的行为准则和判断标准45H7

$ 例如在 )8+,,社群

中!志愿者都崇尚资源的非私有化和利他主义精神!重

视个人声誉!热衷于团队合作+信息与成果的公开和分

享!信任合作者!并有条理清晰的连贯规则来评价和保

证志愿者工作的质量$ 认知趋同有助于在保证效率和

质量和前提下!降低信息的交易费用和通讯成本$从这

个角度考虑! 分布式创新与传统的团队生产有本质的

不同% 它是集体合作的结果! 但它的工作又非常个人

化!地理上的差异使得网络实时通讯很难实现$如果我

们理解合作就是持续的信息和知识的流动! 那么在

)8+,,社群中!这种无间断的流动发生的机率是非常低

的$无独有偶!I.%>G#=@C.0GJ对 )8+,,在线平台 ,"C.A?

KL".E?上的 M66项成熟产品的实证研究结果令人惊讶%

样本项目中的绝大部分是由个人开发的! 一般的情况

下成员也没有超过四人!而且在这些 )8+::项目中!志

愿者相互之间讨论和交流的机会并没有理论上演绎的

那么多!因此 I.%>G#=@C.0GJ认为 )8+::本质上仍然是

,洞穴)"B=!?*而非,集市)"N=/==.*

OMPQ

$

;<2=.<>认为!)8+::志愿者初期的目的确实是为

了满足自身的特定需求! 但加入后对职业声誉的渴求

逐渐取而代之成为主要的驱动力量! 例如对 )8+::操

作系统 ).??N:R的调查显示! 那些已经做出了重要贡

献的志愿者往往执着于保持自己的好名声! 最不能忍

受自己影响力的衰减和地位的下降! 因而往往会自发

地继续努力改进自己开发的源代码$但另一问题是!既

然认知共同体的治理需要成员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

观!也要有共同的知识背景!但如前文所述!共同体内

部的交流手段十分有限!那么对于思维模式异质!主要

受用户需求驱动的新加入者! 如何帮助他们尽快实现

社群化呢' ;<2=.<>认为只能依靠情境学习和合法的

边缘性参与解决这一难题$ 传统学习理论仅仅把学习

抽象地看成知识从一个个体到另一个体的传播! 而忽

视了知识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发挥作用! 从而把

知识和其植根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割裂开来$ 而情境学

习理论认为! 学习不仅仅是个体心理和知识的建构过

程!而更是一个集社会化+实践化和资源差异化为一个

不可分割整体的参与过程$ 知识的真实意义以及学习

者自身的理念与认知都是在学习者和学习情境的互

动+学习者之间的互动过程生成的!简而言之!情境学

习是指在要学习的知识+ 技能的应用情境中进行学习

的方式OMSQ

$ ,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则是情境学习的核心

概念和基本特征$ 基于情境的学习者必须首先得到共

同体中现有成员的集体认同!方能成为,合法)的参与

者!而不是被动的观察者$同时现有成员也承认边缘性

参与者的学习地位! 对他们在学习期间所做的工作和

努力的不完善性给予宽容和尊重$ 另一方面!边缘性参

与者必须承认和接受他们在共同体中的学习地位"类似

于学徒*! 其学习过程也应该始终在共同体工作的情境

中进行$ 边缘性参与者主要通过,自学)"即积极参与共

同体的集体事务*来了解该认知共同体的制度+理念+编

码方法和结构$ 总之!所谓,边缘性参与)是基于这样一

个事实!即作为新手的学习者部分地+不完全地参与共

同体的活动$,参与)意味着学徒"或新手*应该在知识产

生的真实情境中!通过与核心层的专家+同伴的互动!学

习他们建构共同体知识和价值观的方法和路径$通过这

种渠道!最终逐渐转化为共同体的核心成员$

TH



无论是用户创新网络还是认知共同体! 都没有解

决两个问题"一是 !"#$$的初始动力问题#作为受信号

效应或者用户需求驱动的志愿者!如果参加已经启动!

正在运行的 !"#$$项目! 无疑将更快帮助他们达到目

的!类似于企业总是喜欢招聘有工作经验的员工一样#

试想如果每个企业都不给没有经验的新人以工作机

会!工作经验的员工又从何而来$ 以此类推!如果每个

志愿者都只愿意参加成熟项目! 那么 !"#$$还有机会

成熟吗$但这种理论上的推演在现实中并没有发生!原

因何在$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志愿者愿意为前途未卜的

!"#$$项目承担机会成本和风险$ 二是 !"#$$社群的

内部治理机制问题! 无论是用户创新网络还是认知共

同体并没有完全打开这一黑盒子! 例如在认知共同体

中! 合法的边缘性参与者在向正式成员转化过程中的

文化和价值观震荡! 用户创新网络成员之间在参与动

机不一致或者对技术发展路线观点不一致时的群体冲

突等! 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些分歧和矛盾以便维持 !"

#$$赖以生存的协调机制$

四!分布式权责"

!"#$$的治理和协调机制

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并不等同于在整个开源社群

内部一团和气!毫无争议# 事实上!任何一个 !"#$$项

目从初生到成熟的发展历程中! 总是充满了思想的分

歧%矛盾甚至争端#例如对不同技术路线绩效的评定很

可能会导致达尔文主义! 这就会触及某些成员的直接

利益&例如主要为获取声誉的参与者!如果他的技术路

线最终不被社群采纳! 显然他无从实现私人目标'!再

如不同身份背景和认知的成员在达成社群共识前的文

化和理念冲突# 这些分歧% 矛盾和争端如果不妥善解

决! 会引起整个 !"#$$社群的震荡甚至分崩离析# 因

此!即使是 !"#$$这样的分布式创新模式!也要求有精

密的内部治理和协调机制来处理这些事务! 保证整个

系统的稳定# 如前文所述!!"#$$社群有民主投票机制

来尽量避免主观%专断和偏袒!但受制于有限理性!仍

不可能保证任何结果都是绝对公正和客观的# 另一方

面! 无论是用户还是受声誉驱动的参与者都有取而代

之的激励"对用户而言!如果能让自己的想法成为今

后技术发展的主导思路!无疑对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特

定需求是有利的(而对于后者!当他的声誉和知识积

累超越了项目的创始者!即)功高震主*!掌控权的更

迭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何况赢得更大的发言权乃

至登上金字塔尖对任何人来说都能带来成功的愉悦和

自我满足#

那么!在个体高度自治的 !"#$$社群中!实践中为

什么很少出现对)舵手*&即系统集成者'的挑战!或者

说试图背离原程序创立新进程的)分叉*&!%&'()*'行为

呢$ +,-.%)/ 试图从文化和习俗的角度来解释这一

!"#$$社群的自我稳定现象012

# +,-.%)/认为!!"#$$社

群的创始者或者舵手 &类似于 3()45 6%&7,8/9在 3()45

操作系统中的地位' 通过知识创造的先占性取得话语

权!开拓了所谓)知识领土*# 按 +,-.%)/的理解!创始

者或者舵手对其知识领土的管辖权是其 )产权* 的延

伸!并通过戒律%规则和惯例来实现# 对创始者或者舵

手管辖权的挑战正是 !:#$$社群严禁的行为之一!当

然由于 !"#$$的开放性质!维护这些戒律%规则和惯例

还是主要依靠个人的自觉和合作态度# !"#$$社群可

能的惩罚措施只能是道义上的谴责或者对违规者实行

禁入&即和普通人一样!他仍然可以自由获取源代码!

但被排除在 !"#$$社群的团队合作以外'# 应该说!前

者并无实质意义!后者本身就具有公用品的性质!很容

易被搭便车 &很难完全禁止所有成员私自与违规者接

触'!执行成本过高#

;<=%>,) 借用了 =&%99.,)+?,&@+;%%&A 模型中

资产专用性的概念! 认为 !:#$$社群开发者的人力资

本具有专用性!即需相互结合才能发挥作用!禁入意味

着获取其他成员知识%技能和经验的通路被阻断!与对

源代码的阻断相比!这是一个可置信的威胁!因此开发

者有接受被管辖的天然倾向0BC2

#

在 3A&)A&和 6(&%8A的研究中! 舵手则被赋予了更

大的权限!他们不仅是创建者!也需要规划项目发展的

愿景 &例如展示对群的整体驾驭能力和系统集成能

力'#此外!舵手还对社群内部的具体分工负指导之责!

即负责把整个项目分割成若干个模块! 并开发出超越

阙值的初始代码以吸引合作者加入0D2

#但 E/>,&/9并不

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舵手显然没有这样的能力!只能

扮演系统维护者的角色!提供初始的源代码!志愿者或

者用户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理解各自开发愿

景!换言之!其地位类似于街头卖艺者!刚开始只能靠

他的高超技艺来吸引路人的眼球! 如果他的技艺有足

够的魅力!自然会有大量的观众愿意贡献金钱!此时他

就具有了选择权!可以专门为馈赠多者表演0FG2

# 那么!

如果舵手仅仅是系统维护和协调者! 又如何行使对系

统的管辖权和影响力呢$

在一些有代表性的 !:#$$社群中!3()45实行的是

一种被称为 )良善的统制*&HA)A7%8A)@ /(<@,@%&9I(J'的

治理机制!3()45之父 6%&7,8/9对程序开发拥有最终的

决定权# 随着 3()45的发展!结构越来越庞杂!整个系

KL



统又被划分成若干个子系统! 由若干通过认证的组长

分别负责管理和维护与其他子系统的界面" 这样也减

轻了 !"#$%&'(本人的压力! !"#$%&'(和合作者的关系以

及在整个系统中的地位是建立在绩效的基础上" 并奉

行#权利越大"责任越大$的原则% )*#&的治理机制则被

称为&轮庄统制$'+",%,-./ '-0,%,"#(1-2("即系统的控制

权是间或在少数高级成员中间传递的% 32%01*则采取

投票制度'4",-./ 0"55-,,**("即委员会成员通过电子

邮件或者 667投票" 只要达到法定最低人数赞成"决

议就可以通过% 无论是哪种治理结构"可以看出 89:77

社群绝非完全的#无政府主义$"领导和治理依然对结

构的健壮性和系统的稳定性举足轻重" 但 89:77领导

者显然没有商业软件企业中 ;<:的权限大"后者可以

任意解雇员工"影响下属的升迁"89:77领导者并没有

这样的权威" 就如总设计师不可能干预到某个零部件

的采购这一层面一样" 这种治理结构可称为是一种分

布式的权责模式%

当然"在这种分布式的权责模式中"舵手的地位不

能只靠 +%=5".'所主张的知识领土来维持% 原因在于

随着系统外延的不断扩张和日益分解成若干子系统"

舵手的掌控能力也在边际递减" 其他志愿者尤其下属

小集团的负责人可以通过#干中学$逐渐弥补与舵手的

知识差距"而且具体到某个特定模块"舵手更不可能和

直接负责人一样熟悉% 随着知识领先优势的逐渐丧失

和子系统的逐渐壮大" 分歧) 争论甚至分裂将无可避

免%舵手避免这种最坏情况出现的方法是&分而治之$"

在分布式权责治理结构中" 舵手的部分放权绝不是随

意的%正如 !"#$%&'(曾表达的那样"他选择子系统负责

人的标准是理解他本人思路) 能够在他所制定的愿景

上开发新功能"换言之"他能够完全信任和放手的志愿

者才能够进入 >-.?@ 的核心领导层'通过源代码认证

实现" 源代码的内涵可以体现开发者对社群规则的理

解和决定(%轮庄统制和投票制度也基本上是基于同样

的思路%举例而言"如果有两条不同的技术发展路线分

别来自核心层成员和外部普通志愿者" 舵手不会花费

时间和其他成本去具体评估两条路线可能的绩效"核

心层成员由于其可信赖的身份在竞赛中自动获胜% 通

过这种方式"舵手把整个社群牢牢地驾驭在自己手中"

有异心的核心层以外人员很难渗透" 这造成他们即使

有另起炉灶之心"也无另起炉灶之力"其维稳效果可以

达到近似等级制度'A-*#%#01=(的程度%

五!结 语

本文探讨了开源软件的基本性质和治理机制"发

现其治理机制是介于等级制度和完全开放之间的一

种中间状态% 开源软件向公众提供免费资源并完全开

放源代码"具备公用品的部分性质"但其治理机制又

具有等级制度的部分特征" 并非完全依赖共同的信

仰)价值观或者对声誉的偏好来维持系统的稳定% 志

愿者可以通过卓越的工作)持续参与的热情并贡献与

系统领导者意愿相吻合的技术路线通过认证以获取

进入核心层的机会"核心层由各子系统的实际控制者

组成"系统领导者让渡部分权利给他们"通过他们驾

驭整个社群% 核心层以外的普通志愿者和用户实际上

无法对社群决策产生实质影响"因此开源软件的治理

机制具有分布式的特征"并不完全归属于用户创新的

范畴'用户创新是一个结构松散的横向网络"且用户

需求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开源软件的治理机

制弱化了用户的功能"需要中介机构作为桥梁"这也

是类似 +*' A%,这样的商业企业介入开源软件市场化

的原因之一% 这些企业的介入反过来又激发了更多的

志愿者加入 89:77社群"道理显而易见*作为志愿者"

总是希望自己的馈赠能更好发挥作用" 服务于大众"

而有良好市场运作经验的企业无疑将给志愿者们这

样的希望% 这可能也是众多动机不同的个体能够和谐

地并存于 89:77社群中" 并保持 89:77项目正常运转

的重要原因% 当然"必须注意到商业企业是以追逐直

接的经济利益'金钱(为目的机构"和慈善机构毕竟有

本质不同"那么如何在治理机制上避免对志愿者馈赠

行为的#挤出$效应"是今后理论和实证研究中需要解

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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