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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好的社群到底有没有标准？

什么样的社群才是一个好社群？

我想，对于这个问题，广大的社群人一定绞尽过无数次脑汁，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标准。然而，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一些
对社群的评判标准，都太浮于表面，比如说：

活跃度高就是好社群。 活跃和互动应该是大多数社群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很多所谓活跃的社群，往往被闲聊灌水、垃圾信息
刷屏，你能说这是一个好社群吗？

有一套好的门槛群规就是好社群。 是啊，你在社群创建之前就设置了一套一套的门槛进行筛选，如此成员质量该很高了吧？非但
如此，你还制定了一系列的群规，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样我该收获一个高质量社群了吧？可现实情况却是，群成员大多积极
性不高，甚至不发言，你能说这是一个好社群吗？

能赚钱能变现的就是好社群。且不说如今能变现的社群少之又少，就算是那些所谓已经变现了的社群，大多靠的是收费和卖货。
本人在先前文章中已有论述，这种变现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犹如竭泽而渔，你能说这是一个好社群吗？

凡此种种，这些所谓的标准都是很随意很片面的，实际上相当于没标准，从而无法真正对一个社群做出客观有效的衡量。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好社群的标准是什么？

◆ ◆ ◆

能更好地完成社群目的才是好社群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评判一个社群的好坏，不能简单用一些表面数据去衡量，而应从社群的本质内涵着手。这样制定出来的
评判标准，才更加客观，对于社群的运营也才更具指导价值。

据此，我认为衡量一个社群好坏的根本性标准是：能够更好地完成社群目的的社群才是个好社群。

怎么理解？这里，我们先来了解一个理论，来自北师大张江教授关于 “复杂系统” 的研究，我把它简化为 “目的——控制” 理
论，具体来说就是：个体通过一套简单规则的运作，会形成自组织、自适应的去中心化群体，进而会 “涌现” 出超越单个个体
目的的群体目的。群体目的形成后，又会不断发出指令，反过来对个体进行控制。总之，个体通过这套简单规则的运作，往往会
生发出非常复杂的系统。

回到社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群成员通过一套 “简单规则” 连接在一起，形成了自组织、自运行的社群，进而 “涌现” 出了
超越单个群成员的社群目的。有了社群目的，社群就能对群成员发出指令形成控制，并通过控制实现社群目的。同时，群成员在
这套 “简单规则” 的运作下，往往会创造出巨大价值，这是单个群成员无法完成的。因此，“能更好地完成社群目的”，本质
上是完成这个 “目的——控制” 的过程。

如此，方能称作是一个成功运作了的社群。为什么说这才是一个好社群的标准？众所周知，目前绝大多数社群，特别是建立在微
信群上的社群，都是混乱无序的。而我们知道，社群不是群成员简单地叠加在一起的，它是有机的，因此必须是有序的。回过头
来，一个社群如果能完成 “目的——控制” 的过程，那么它便能通过社群目的发起控制指令，进而使社群从无序到有序。有序
才会有价值，才会涌现出来 “1+1>2” 的群体智能。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来认真谈谈社群目的了。

◆ ◆ ◆

社群目的到底是谁的目的？ 

我们知道，目的是发出指令，实现控制的理论依据和伦理基础。如果没有社群目的，任何控制手段都缺乏支撑，必定是无效的，
对群成员也就失去了实际的控制力。

不过，我所讲的社群目的，它既不是社群群主的目的，也不是单个群成员的目的。

在实际运营中，很多人把社群群主的目的当作了社群目的，比如：

打着社群的旗号做培训。甚至可以说，如今市面上零零总总的各种社群，90%都是培训群。无论是知识分享，还是技能培
训，本质上都是社群主在变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打着社群的旗号收会费。如果只把收费当做入群的门槛，倒无可厚非。可是现今很多收费社群走入了误区，把收费当做变
现手段，当做社群目的，动辄几千上万。其实，这本质上是社群主在变现自己已有的影响力和势能。试问，有几个社群主
能做到？

打着社群的旗号卖产品。正如我先前文章所说，这是把社群当渠道，本质上是社群主在变现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如今很火
的网红电商社群，以及各种营销群，其实都是在完成社群主的目的。



这样做的后果是，有可能群成员不买账，自然积极性就不高，最终无法实现社群目的。

另一方面，有的人把单个群成员的目的当做了社群的目的，比如：

把社群当做人脉渠道。进群疯狂加好友，社群成了群成员所谓拓展人脉的地方。

把社群当做发泄渠道。社群成了群成员发泄情绪、无意义吐槽的地方。

这当然也有不良后果：社群将失去控制，陷入混乱，最终有可能毁灭社群。

说到此，社群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所说的社群目的，是群成员通过一套简单规则，相互互动，相互交流，进而自发涌现出来的、高于群主和单个成员的一种目
的。

通俗来说，社群目的是群成员在相互交流碰撞中达成、并且一致认同的共同目标等。在具体实践层面，社群目的可分为：

1.商业目的

这与普通的 “产品从 B 端到 C 端” 式卖货不同，而是从一开始就基于社群收集群成员需求，通过股权众筹、产品众筹等方式让
群成员参与进来，打造符合用户需求的品牌或产品。如果运作得好，甚至产品本身就是共同的社群目的，比如我们熟知的小米社
群。

2.非商业目的

我认为社群更为本质的目的在于交流思想，实现 “1+1>2” 的群体智能涌现。当然，这里的交流思想，不是简单的 “分享 + 讨
论”，而是每个群成员都能利用简单规则完成简单任务，自主创造内容，进而迸发出高质量 UGC。

值得注意的是，社群目的一旦涌现，它将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是社群主还是群成员，个人目的的改变不会引起社群目的
的改变；就算有部分群成员退群了，社群依然会自动发出指令，自我维持，添加新的成员加以补充，继续朝着共同的社群目的而
前行。

社群目的的变化只会发生于群成员的相互交流互动中，而不会静态地裂变。这也是很多社群可以利用淘汰制剔除旧成员，并不断
吸纳新成员的理论依据。当然，你尽可以把社群主或单个群成员的目的当做社群目的，不过，这肯定会限制社群的自发展，群成
员也无法在简单规则的作用下创造出更大的价值，社群将缺乏丰富性和多样性。而这，本质上已不再是我所认为的社群了。

◆ ◆ ◆

实现社群目的的保障——控制

我们知道，要想达成目的，群体必须有序，要实现有序，必须对群体渗入控制。所以说，控制是达成社群目的的保障。

1.简单规则——社群实现控制的手段



现实生活中，实现控制的手段多种多样，比如：

国家要实现有序，采取的是国家机器手段控制；

军队要实现有序，采用的是命令和纪律进行控制；

企业要实现有序，利用的是一套组织行为学进行控制，具体来说，就是薪酬，绩效，股权等等。

社群要实现有序，应当采取什么手段进行控制呢？

我认为，如果要对社群成员形成控制，必须采取一套 “简单规则”。如果说控制是实现目的的保障，那么规则就是实现控制的手
段。

本文已多处出现了 “简单规则” 了，到底什么是简单规则呢？简单规则有何巨大能量？我们先来看一个蚂蚁的例子：蚂蚁由于
体型弱小，视力不佳，在觅食活动中，每只蚂蚁只能完成非常简单的任务。它们的行为规则也非常简单：从蚁巢出发，见到食物
就折返，同时沿途释放信息素以吸引其他同伴。然而，就是这么简单的行动，使得蚂蚁找到了食物和巢穴之间的最短路径。

原来，蚂蚁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有的走了直路就发现了，而有的走了弯路才找到。由于蚂蚁释放的信息素挥发很快，导致长通
路没有短通路有吸引力。于是，越来越多的蚂蚁能通过越来越短的路径到达食物处，而那些比较少蚂蚁走、信息素淡的路径便慢
慢被放弃掉。由此，一条从巢穴到食物处的最短路径出现了。这就是通过简单规则的控制，让个体相互作用，相互互动，形成有
序价值，从而爆发群体智能的伟大之处。

而对于社群来说，简单规则的核心是一套发言机制、议事规则。它固化了群成员间的配合方式，告诉群成员先做什么，后做什
么，以及怎么做。

社群不像国家和军队，可以采取暴力手段控制，也不像企业，可以靠薪酬控制。这是因为，社群成员之间是弱关系连接。因此，
我所说的对社群进行控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强制性措施。而是通过 “简单规则”，群成员形成自组织自运行，自发产出高质内
容，从而实现社群目的，并且涌现巨大价值，达到真正的 “无为而无不为”，这才是控制的最高境界。由此也可以看出，通过简
单规则对社群进行控制，与 “去中心化” 组织的核心是一致的。

2.如何设定 “简单规则”

从蚂蚁觅食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简单规则” 对于社群来说，本质上是一套社群活动的流程与方法。它不同于群规，也不同于
繁复的互动技巧。它是社群活动的一套基本机制，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我们在设定规则时也必须遵循这些特点：

A.“简单规则” 是每个成员都必须执行的。在蚂蚁觅食中，每个蚂蚁都必须遵循觅食规则，才能最终找到最短路径。在社群活动
中，每个成员也必须遵循 “简单规则”，才能达成社群目的，涌现巨大价值。

B.“简单规则” 是每个成员都很清楚的。蚂蚁对觅食规则是本能反应，“简单规则” 也必须内化到每个成员的思维中，成为思
维和行动的习惯。每个成员不但要清楚，而且是条件反射式地做出反应

C.“简单规则” 必须可衡量、可记录。顾名思义，“简单规则” 必须简单清晰，群成员在执行时，能够方便被衡量和记录，到
底是遵循了还是违背了规则。蚂蚁的觅食规则就是简单可衡量、清晰可记录的，毕竟对于有没有发现食物并折返（是否执行了规
则），所有的蚂蚁都可以立即做出判断。而诸如 “每个成员都要有良好的意愿”，“每个人都要凭良心行事” 等，这就不是可
衡量可记录的规则

D.“简单规则” 应具有互动性。蚂蚁通过释放信息素达到互动，社群的 “简单规则” 也应该能够促使群成员达成互动，传递信
息，交流想法，表达情绪，等等。在这种相互作用下才能实现目的，涌现价值。



E.“简单规则” 应保证每个成员的独立性。蚂蚁在觅食活动中，并没有一个发号施令的 leader。在社群中，单个成员在执行简
单规则表达想法、做出行动时，也必须是独立的，而不应受制于群内的 KOL。这样才能保证涌现出来的价值具有无限性、多样
性。

因此，我所说的 “简单规则”，与所谓的群规有着本质的区别：群规是针对群成员的限制性准则，它规定群成员 “该做什么不
该做什么”，类似于一个企业中的员工手册；“简单规则” 是社群的流程性保证，它指导群成员 “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类似
于一个企业中某项工作任务的具体流程。

在一个社群中，不准闲聊、不准打广告，这是群规；每个群成员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完成某个任务，并对任务作出评价，以甄选最
优答案，这是规则。相比之下，规则比群规对于社群的成败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规则是群成员的发言机制、行动指南，是促成
群成员自组织自运行的动力，是社群生产内容和产品、创造价值等的根本方法和基础模式。 

总之，社群必须通过控制才能实现目的，而 “简单规则” 则是社群实现控制的手段。无论是入群门槛、群规，还是互动技巧等
等，它们都是无关乎根本的一些辅助运营技巧，真正决定社群成败的，是其内在的运作机制，即 “简单规则”。

◆ ◆ ◆

评判社群好坏的四个具体维度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了，能够更好地完成社群目的的社群才是个好社群，这是评判社群好坏的唯一标准。要想更好地完成
社群目的，我们必须对社群进行控制。但是这种控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通过一套 “简单规则”，群成员形成自组织自运行，社
群能够自我维持。如此，社群方能涌现出群体智能，创造巨大的价值。

我们把这个标准进行拆分，于是便得到了以下四个具体的评判维度：

是否有一个一致认同的共同目的 

是否实现了对社群的有效控制 

是否有一套简单可执行的规则

是否实现了社群运转的自组织和高质量

这四个维度使社群主在评判一个社群时，可以做到客观有效、真实可行。如果我们对一个社群的好坏有了把握，那在今后的社群
运营中将变得更加的有针对性和有方向感。

一句话，它能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事实上，社群就像一个微型企业。企业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并且有一套工作流程。它既能让企业有序运转，又能促进员工间的有
效配合和能力发挥，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社群则通过内容、门槛、群规等将成员连接在一起，在此基础上涌现出了社群
目的，并通过控制来实现社群目的。由此便自然而然产生了一套 “简单规则”，它既能保证社群的有序，又能促使群成员释放能



量，创造价值，让社群真正持续发展，发挥巨大威力！

后台回复“社群”，再给你看几篇关于社群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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