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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环境下用户学术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信息质量和信源可信度双路径视角
∗

查先进　 张晋朝　 严亚兰

摘　 要　 双路径模型最早由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学者提出，认为个人对某行为的态度改变主要受到中枢路径和边

缘路径的影响。 本文运用双路径模型研究微博环境下用户的学术信息搜寻行为，认为用户对该行为的态度改变

受到信息质量（中枢路径）和信源可信度（边缘路径）的影响。 鉴于微博的娱乐性和学术信息的严谨性，本文将用

户态度分为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两个方面。 首先基于已有的文献构建信息质量二阶模型，并构建微博学术信息

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模型。 然后采用问卷调查法，搜集 ２９４ 份有效样本数据。 在此基础上，利用偏最小二乘结

构方程建模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信息质量和信源可信度都显著正向影响用户的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且信

息质量的影响均大于信源可信度的影响，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进一步显著正向影响学术信息搜寻行为。 图 ２。
表 ４。 参考文献 ５８。 附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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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ｃａｎ ｔｈｅ ｕｓ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ｂ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ｎｅｅｄ
ｓｔｉｃｋｉｎｅｓｓ ｂ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ｕｓ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ａｔ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ｓ ｗｏｕｌｄ ｐｌａ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ａｃ⁃
ａｄｅｍ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ｗｅａ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ｋ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ｂｙ ｕｓｅ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ｉｎｖｉ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ｔｒａｃ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ｗｈｉｃｈ ｗｏｕｌ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ｈｅｒｅ ２ ｆｉｇｓ ４ ｔａｂｓ ５８ ｒｅｆｓ １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Ｄｕａｌ⁃ｒｏｕｔ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

作为一类重要的社会化媒体，微博吸引了

大量的用户群体。 在国外，随着 Ｔｗｉｔｔｅｒ 服务的

推出，微博在大众群体中日渐流行，至今 Ｔｗｉｔｔｅｒ
依然是一个最大的服务平台［１］ 。 国内的微博产

品如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不断进入人们的视

野，微博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成为人们进行日

常信息交流与共享时不可或缺的一种工具和渠

道。 微博内容包括日常生活、时事新闻、营销、
娱乐、学术等类型的信息，涵盖丰富的主题，其
中有些信息内容甚至无法直接从传统媒体获

取。 微博不仅能满足用户娱乐和社会监督的需

求，还以内容创造或信息中介为特征，为个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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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联系提供信息发布、共享和大众传播的平

台［２］ 。 Ｏｈ 等［３］ 认为微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信

息传播途径，它能便捷地传播未经权威媒体机

构验证的消息。 用户可针对某一给定的或感兴

趣的话题以文字、图片、视频或网络链接的形式

进行异步交流。
随着微博影响力的增强，各类高校图书馆、

学术刊物、学者等纷纷开通经过认证的官方微

博或个人账号，通过微博实时发布或转发学术

信息。 用户可通过关注学术微博账号跟踪最新

的学术动态和学术前沿课题等信息。 通过撰

写、推荐、评论、转发或分享链接等方式，微博不

仅可以增进用户之间的学术交流，还能增加学术

信息内容的可见性和使用率，使专业知识和科学

知识得到有效的传播与扩散［４］ 。
微博的学术信息交流活动日益受到研究者

的关注。 盛宇［５］ 以新浪微博为例，从信息发布

者和使用者的角度对其提出的学术交流过程模

型进行了详细介绍。 孔繁超［６］ 根据对新浪微博

的调查分析，探讨了我国图书馆学人微博学术

交流的现状与不足。 Ｊｏｈｎｓｏｎ［７］ 研究了在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上发布社交信息、学术信息、社交与学术混合信

息对于学生对教师可信度感知的影响。 使用

Ｔｗｉｔｔｅｒ 的生命科学研究人员对发表在《科学》期

刊上的一篇声称发现了可以预测人类寿命基因

的文章进行评论，这种基于 Ｔｗｉｔｔｅｒ 的公开的“同

行评审”方式很快发现这篇文章的方法论存在

问题［８］ 。 微博正在改变着研究人员的学术实践

活动。 学者们所发布的微博信息中，近 ５０％的

内容是关于学术交流的［４］ 。 Ｖｅｌｅｔｓｉａｎｏｓ［９］ 的研

究发现，学者在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上分享与专业实践相关

的信息、资源和媒介，分享关于教室和学生的信

息，寻求帮助或为他人提供建议，参与社会评论

等。 Ｅｂｎｅｒ 等［１０］ 发现教师和学生使用微博来提

问、发表意见、交流思想、分享资源。 专业性学

术会议中，参会人员通过实时更新微博与同行

交流，已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方式［１１－１２］ 。
从信息生产的角度来看，如同其他社会化

媒体一样，微博上越来越多的信息来源变得混

乱甚至可疑，并且传统的监督和把关机制如同

行评审和编辑评审被用户评论所替代［１３］ 。 在这

种情况下，微博的信息质量和信源可信度应该

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 在一般用户眼里，微博

主要用于满足娱乐性需求，其学术性作用仍然

相对较弱，用户会对微博的学术价值产生质疑，
从而影响微博学术价值的充分发挥。 Ｋｉｍ 等［１４］

发现仅有 ２５％的用户将微博作为信息源使用。
Ｒｏｗｌａｎｄｓ 等［１５］ 发现仅有不到 １０％的研究人员使

用微博。 本文以双路径模型（ｄｕａｌ－ｒｏｕｔｅ ｍｏｄｅｌｓ）
为理论背景，结合信息质量和信源可信度视角

探寻微博环境下影响用户学术信息搜寻行为的

规律，旨在推动微博学术交流活动的健康发展。

１　 双路径模型

双路径模型也称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Ｅｌａｂ⁃
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Ｍｏｄｅｌ， ＥＬＭ）， 由 Ｐｅｔｔｙ 和 Ｃａ⁃
ｃｉｏｐｐｏ［１６－１７］ 提出，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

理论。 双路径模型描述一个人接触一条消息时

该消息的特征如何影响其态度的形成，继而如何

影响其行为［１８］ 。 该理论为组织、分类和理解沟通

中的基本认知过程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框

架［１９］ ，被广泛应用于营销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等

领域。 基于信息加工深度和个人主观精确性需

求的不同，双路径模型从中枢路径和边缘路径的

双路径视角解释信息如何影响个人的行为态度

及其行为变化［１７，２０］ 。 其中，中枢路径是指人们需

要对与任务相关的信息进行精密的认知思考，并
仔细察看这些信息的相对优势和相关性，从而形

成对目标行为的认知判断；边缘路径是指人们通

过简单的线索或推理来评判目标行为，并不涉及

深入的认知思考［１７］ 。 在中枢路径上，人们需要花

费更多的时间，使用信息质量等标准对相关信息

进行慎重周到的加工，从而做出理性反应。 在边

缘路径上，人们仅使用信源可信度或信息数量等

简单的启发式线索进行积极的或消极的判

断［２１－２２］ 。 通过中枢路径处理信息比通过边缘路

径处理信息需要更多的认知努力，因此，中枢路

径上形成的态度变化更加稳定、持久且可预测，
而边缘路径上发生的态度变化则并不持久［２， 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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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路径模型的基本原则是精细加工的连续

性，其范围从低水平精细加工（浅层思考）到高

水平精细加工（深度思考） ［２３］ 。 其中，精细加工

是指个体认真思考论据的程度［１７］ 。 双路径模型

认为，中枢路径和边缘路径对用户态度变化的

影响，会因信息接受者精细加工水平（如卷入度

和专业知识）的不同而不同，即当个体的精细加

工程度较高（如高度卷入或具备较高水平的专

业知识）时，他们会通过中枢路径来评估信息；
相反，当个体的精细加工程度较低（卷入度较低

或专业知识较少）时，他们更愿意选择边缘路径

来评估信息，此时，中枢路径的影响将减弱［２４］ 。
影响精细加工可能性的因素通常包括动机和能

力两个方面，人们选择中枢路径还是边缘路径

取决于他们加工信息的动机和能力。 人们处理

加工信息的深度随着他们的动机和能力的提升

而增加。 当动机或能力较高时，人们会倾向于

通过中枢路径来加工处理信息，而当动机不充

分或能力不足时，他们则通过边缘路径来加工

信息。 尽管由中枢路径引起的态度变化是最理

想的状态，但也是难度较大的一条路径，因为人

们必须具备充分的动机和能力以对主题进行精

细加工［１６］ 。
相关学者利用双路径模型或其扩展对用户

的信息接受行为展开了研究。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ｅｒｊｅｅ 和

Ｓａｎｆｏｒｄ［２０］ 基于基本的双路径模型和技术接受模

型进行研究，发现论据质量（信息质量）和信源

可信度影响用户对文档管理系统的态度。 Ａｎｇｓｔ
和 Ａｇａｒｗａｌ［２５］ 利用双路径模型研究人们对电子

健康病历的接受行为，发现个人对信息隐私的

担心与论据质量产生交互作用并进而影响人们

对电子健康病历的态度。 Ｙｉ 等［２６］ 基于双路径

模型和 Ｔｏｕｌｍｉｎ 的论证模型研究网络健康信息

初始信任的影响因素，发现论据质量、来源的专

业程度、信息质量感知和风险感知对初始信任

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Ｃｈｅｎ 和 Ｋｕ［２７］ 基于双路

径模型研究虚拟社区用户忠诚度问题，发现论

据质量和来源可信度正向影响用户感知的关系

质量，并进而影响用户的忠诚度。 同时，用户技

能正向调节论据质量对关系质量的影响，负向

调节来源可信度对关系质量的影响。 Ｔａｎｇ
等［１９］ 基于双路径多过程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研究网站的传播路径，发现与通过边缘路径形

成的态度相比，从中枢路径经过认真思考后形

成的态度更能影响信息搜索和旅行意愿。 Ｌｕｏ
等基于双路径模型对电子口碑论坛用户进行考

察，发现信奉个人主义文化的用户倾向于从信

息多面性来感知信息可信度，而信奉集体主义文

化的用户倾向于从信息一致性和信息评级来感

知信息可信度［２４］ 。 Ｆｉｌｉｅｒｉ 和 ＭｃＬｅａｙ 基于双路径

模型对旅客进行考察，发现信息的准确性、增值

性、相关性、及时性等中枢路径和商品排名等边

缘路径显著影响旅客对在线点评信息的采纳［２３］ 。

２　 研究模型的构建

２ １　 信息质量二阶模型的构建

双路径模型认为，被激励或愿意加工处理

信息的人更可能采用中枢路径，他们需要花费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并根据信息质量等标准做出

理性反应［２２］ 。 信息质量的影响在高水平精细加

工条件下会提高［１６］ 。 图书情报、信息科学和信

息系统领域的多数研究认为信息质量是一个多

维变量。 有的研究从客观视角出发，认为信息

质量指信息满足用户参与特定活动的要求［２８］ ，
有的从主观视角出发，认为信息质量指人们在

一定的信息环境中，参照他们对信息的期望或

其他信息，对信息的良好性和有用性做出的主

观判断［２９］ 。 Ｇｏｒｌａ 等［３０］ 认为信息质量是一个与

信息系统输出质量有关的概念，涉及完整性、准
确性和及时性。 Ｗａｎｇ 和 Ｓｔｒｏｎｇ 从客观和主观两

个视角出发， 认为信息质量是指适合使用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ｕｓｅ） ［３１］ 。 大量研究对信息质量的潜

在维度进行了探索。 Ｗａｎｇ 和 Ｓｔｒｏｎｇ 于 １９９６ 年

提出内在信息质量、情景信息质量、表象信息质

量和可访问性信息质量之后［３１］ ，Ｌｅｅ 等［３２］ 针对

信息质量提出了合理信息、可靠信息、有用信息

和可用信息等维度。 Ａｒａｚｙ 等［３３］ 从准确性和客

观性（内在信息质量）、完整性（情境信息质量）
和代表性（表象信息质量）等维度研究了维基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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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５

科信息质量问题。 Ｆｉｌｉｅｒｉ 和 ＭｃＬｅａｙ［２３］ 从信息完

整性、及时性、准确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和增值

性六个维度探讨在线评论的信息质量。 Ｒａｂｊｏｈｎ
等［３４］ 将信息质量的具体特征要素即相关性、及时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纳入到网络环境下信息采纳

模型的研究中，扩展了双路径理论的应用范围。
表 １ 列出了将信息质量作为二阶变量的一

些文献，信息质量既可以作为反映式二阶变量，
也可以作为形成式二阶变量，它们分别从不同

维度定义了信息质量。

表 １　 信息质量二阶模型小结

文献来源 二阶变量 二阶变量类型 一阶变量 定义

ＭｃＫｉｎｎ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３５］ 信息质量 反映式

易理解性 信息的含义清晰程度，容易理解与阅读的程度。

可靠性 信息的准确性、可信性和一致性的程度。

有用性 用户对信息可以提高其决策质量的可能性的评估。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 ［３６］ 信息质量 形成式

形式 用户对信息呈现方式的感知。

准确性 用户对信息正确性的感知。

及时性 用户对信息新颖程度的感知。

范围 系统提供信息的广泛程度。

易理解性 用户对信息易理解程度的感知。

Ｇｏｒｌ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３０］ 信息质量 反映式

信息内容
通过报告 ／ 查询屏幕呈现给用户的信息的相关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

信息形式
信息展现的风格以及信息是否以容易理解的形式

被提供。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０） ［３７］ 信息质量 反映式

资讯性 信息的充分、及时和有用的程度。

准确性 信息正确、明确、有意义、可信和一致的程度。

Ｍｏｏｒｅｓ
（２０１２） ［３８］ 信息质量 形成式

准确性 用户认为系统没有错误的程度。

内容
用户认为系统提供给他们的开展工作所需所有信

息的丰富程度。

形式 用户认为系统的输出容易阅读和理解的程度。

及时性
当用户需要信息时，他们认为系统能提供所需信息

的程度。

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３９］ 信息质量 形成式

可靠性 信息被认为真实、可信和可靠的程度。

客观性 信息公平、公正及无偏见的程度。

增值性 信息是有益的并提供使用该信息优势的程度。

及时性 对于手头的任务，信息充分更新的程度。

丰富性 信息足以满足特定需求的程度。

形式 信息以容易理解的方式被呈现的程度。

　 　 注：当某潜在变量与测量变量直接关联时，该潜在变量为一阶变量。 当某潜在变量不是直接与测量变量相关

联，而是先关联到低层的潜在变量，低层的潜在变量再关联到测量变量，根据关联的层级可形成二阶变量、三阶变

量等。 对于每个层级，变量之间的关联可以是反映式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也可以是形成式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例如，一阶反

映式变量是指在测量模型中，该变量（潜在变量）是原因，测量变量是结果，即，测量模型中的箭头从潜在变量指

向测量变量。 一阶形成式变量是指在测量模型中，该变量（潜在变量）是结果，测量变量是原因，即，测量模型中

的箭头从测量变量指向潜在变量。 对于二阶变量，存在四种类型：反映—反映式、反映—形成式、形成—反映式、
形成—形成式，例如，对于反映—反映式，一阶变量与测量变量之间的关联是反映式的，二阶变量与一阶变量之间

的关联也是反映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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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的信息资源既要满足用户需求，也
要符合客观实际［４０］ 。 微博的信息内容由用户生

成，并且微博平台对于谁将发布什么样的信息

以及何时发布缺乏有效控制，因此，微博用户对

信息质量的感知将有别于对传统信息质量的感

知。 本文的信息质量指微博中关于学术信息内

容的质量。 参照已有的文献并结合微博学术信

息环境，本文重点关注信息质量的六个维度，将
信息质量构建成一个反映式二阶潜在变量，由
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相关性、范围和易理解

性六个一阶变量所构成。 根据双路径模型，信
息质量的判定需要花费用户较多的时间和精

力，因此作为中枢路径。

２ ２　 研究模型和假设的提出

本文考察微博环境下信息质量和信源可信

度对用户学术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 基于双路

径模型和二阶信息质量模型，以及大量已有的

相关文献，本文提出的研究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研究模型

态度被认为是一个多元变量，包括情感反

应和认知反应等方面。 Ｂａｇｏｚｚｉ 和 Ｂｕｒｎｋｒａｎｔ 认

为态度的二元情感认知模型在预测行为意愿和

行为方面比态度的单元模型的效果好［４１］ 。 这里

的情感反应指个人对某一情势的情绪反应，它
既是个人动机的动力源泉，也是信息处理和信

息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认知反应与用户对目

标行为的信念有关，如通过信息的使用获取利

益［４２］ 。 已有文献从不同角度对态度的这两个维

度进行研究［４２－４４］ 。 鉴于微博的娱乐性和学术信

息的严谨性，本文将态度分为情感反应和认知

反应两个方面，分别考察这两个维度对微博环

境下用户学术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作用。 其

中，情感反应是指用户在微博中搜寻学术信息

时所形成的正面的或负面的，积极的或消极的

情绪反应；认知反应指用户在搜寻学术信息过

程中所形成的对学术信息的价值和有用性的认

知，如果用户通过微博搜寻学术信息满足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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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需求，达到了预期目的，那么他们会形成积极

的认知反应。
Ｗｅｂ ２ ０ 时代，用户既是信息接受者，也是

信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信息生产者。 这使得

在网络环境下，尤其是在微博这样的开放式虚

拟平台中，人人都可以生产、发布信息，信息质

量由此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信息质量问题在

信息科学和信息系统领域受到普遍关注，最具

代表性的是 ＤｅＬｏｎｅ 和 ＭｃＬｅａｎ 的信息系统成功

模型，他们指出信息质量与用户满意度呈正相

关［４５］ 。 Ｌｅｅ［４６］ 在研究信息技术接受过程中的态

度变化时发现，信息质量显著正向影响用户的

行为态度。 Ｃｈｅｕｎｇ 等［４７］ 考察了意见搜寻者在

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在线消费者点评，发现综

合性和相关性是影响论据质量的最重要原因，
并进而影响信息采纳。 Ｚｈａｎｇ 和 Ｗａｔｔｓ［４８］ 考察了

在线社区，认为消息内容和探索性线索等信息

质量对信息有效性评估的过程和态度产生影

响。 因此，有理由认为，在微博学术信息环境

下，当用户感知信息质量较高时，会认为信息是

准确的、完整的、及时的、相关的、主题广泛的和

易理解的，此时，用户对微博学术信息会产生正

面和积极的情感反应，同时对微博学术信息的

价值和有用性产生正面和积极的认知反应。 因

此，本文假设：
Ｈ１：信息质量显著正向影响用户对微博学

术信息的情感反应；
Ｈ２：信息质量显著正向影响用户对微博学

术信息的认知反应。
信源可信度指信息接受者对于信息源可靠

性和可信性的感知，与信息本身并无关系［４９］ ，信
源可信度是影响个人态度的重要因素。 Ｌｅｅ［４６］

在研究信息技术接受过程中态度变化时发现，
信源可信度显著影响态度。 可信性信源通常被

认为是具备相关主题专业知识并可以提供可靠

消息的信息源［５０］ 。 在营销学领域，广告代言人

或第三方认证机构常被认为是可靠的信源，那
么在微博平台上，经过认证的高校图书馆、学术

刊物等的官方微博，以及明星用户和学术带头

人等的个人微博账号，这类信息源在一定程度

上可视为可信度较高的信息源。 根据双路径模

型，本文将信源可信度作为边缘路径考虑。 一

方面，从认知反应的角度看，Ｔａｍ 和 Ｈｏ［５１］ 认为

从可信的信息源获取的信息可以通过转移注意

力和重新配置认知资源来影响人们的态度。 认

知反应是人们在处理信息时所产生的想法，对
于从可信度较高的信息源获取的信息，用户倾

向于进行简单的思考，通过简单的线索或推理

对目标行为进行评判。 如果用户认为微博学术

信息源是可靠的，则会在浅层思考后对学术信

息的价值和有用性给予好评并产生积极的认

知反应。 另一方面， 从情感反应的角度看，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ｅｒｊｅｅ 和 Ｓａｎｆｏｒｄ［２０］ 认为信源可信度可

以通过明星代言来增强用户的情感。 同样，当
用户认为微博学术信息源可信度较高时，微博

学术信息源会更具吸引力，用户对这类信息源

会产生积极正面的情感反应。 因此，本文假设：
Ｈ３：信源可信度显著正向影响用户对微博

学术信息的情感反应；
Ｈ４：信源可信度显著正向影响用户对微博

学术信息的认知反应。
对于情感反应，Ｋｏｕｆａｒｉｓ 认为个人的情绪状

态可以影响到他 ／ 她的行为［５２］ 。 个人对信息的

认知反应指个人对信息价值和有用性的认知，
Ｌｉｕ 和 Ｚｈａｎｇ 的研究表明信息有用性认知直接影

响网络消费者对反馈信息的采纳［５３］ 。 Ｃｈｅｕｎｇ
等［４７］ 研究网络消费者对社区中在线意见的采纳

时发现，信息有用性显著地影响用户的信息采

纳行为。 在本研究中，信息搜寻行为指用户使

用微博平台搜寻学术信息所花费的时间以及对

平台的使用频率。 在微博学术信息环境下，有
理由认为，当用户对微博学术信息产生正面和

积极的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时，他们会经常在

微博平台上搜寻学术信息。 因此，本文假设：
Ｈ５：用户对微博学术信息的情感反应显著

正向影响用户的学术信息搜寻行为；
Ｈ６：用户对微博学术信息的认知反应显著

正向影响用户的学术信息搜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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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量表设计与数据搜集

本文的研究模型一共包括十个一阶反映式

潜在变量。 为了保证潜在变量和测量变量的内

容效度，本文所有潜在变量和测量变量（题项）
均改编自已有的文献。 其中，完整性、准确性、
及时性改编自 Ｗｉｘｏｍ 和 Ｔｏｄｄ［５４］ 的研究，相关

性、范围和易理解性改编自 ＭｃＫｉｎｎｅｙ 等［３５］ 的研

究，信源可信度改编自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ｅｒｊｅｅ 和 Ｓａｎｆｏｒｄ［２０］

的研究，认知反应改编自 Ｃｈｅｕｎｇ 等［４７］ 的研究，
情感反应改编自 Ｌｉ［４２］ 的研究，信息搜寻行为改

编自 Ｋａｎｋａｎｈａｌｌｉ 等［５５］ 和 Ｚｈａ 等［５６］ 的研究。 每

个潜在变量包括 ２—４ 个测量变量。 问卷题项采

用 ７ 点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１ 表示强烈不同

意，７ 表示强烈同意。 本研究的量表见附录 １。
初步完成问卷设计后，通过微博平台随机

邀请了 ２０ 位近期活跃的用户进行预调查，根据

受访者的反馈意见修改了问卷中的一些题项和

模糊概念，以确保在正式调查时被调查对象能

够很好地理解问卷题项的含义并准确填写。 然

后进行大范围的正式调查，通过邀请高校图书

馆、学术刊物、学者等微博的粉丝填写问卷来搜

集数据。 调查持续了六周，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２９４ 份，样本基本信息统计见表 ２。

表 ２　 样本基本信息统计

基本信息 题项 数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１２２ ４１ ５０

女 １７２ ５８ ５０

年龄

＜ １８ 岁 ０ ０ ００

１８—２５ 岁 ２３７ ８０ ６１

２６—３０ 岁 ４８ １６ ３３

３１—３５ 岁 ４ １ ３６

３６—４５ 岁 ４ １ ３６

４６—５５ 岁 １ ０ ３４

＞ ５５ 岁 ０ ０ ００

身份

本科以下 ２ ０ ６８

本科生 ９９ ３３ ６７

硕士研究生 １４８ ５０ ３４

博士研究生 ３８ １２ ９３

高校科研及管理人员 ６ ２ ０４

其他 １ ０ ３４

学科领域

自然科学 １１６ ３９ ４６

社会科学 １３１ ４４ ５６

人文科学 ４７ １５ ９９

微博使用经验

＜１ 年 ２５ ８ ５０

１—２ 年 ７８ ２６ ５３

２—３ 年 ９８ ３３ ３３

３—４ 年 ６５ ２２ １１

＞４ 年 ２８ ９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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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数据分析与结果

４ １　 测量模型信效度检验

测量模型的有效性主要通过内容效度、收
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来衡量［５７］ 。 本文的所有测量

题项均改编自已有文献，并且在大范围调查之

前进行了小范围预调查，因此，有理由认为量表

的内容是清晰明确和有效的。 表 ３ 中的 ＡＶ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是抽取的平均方

差，一般认为 ＡＶＥ 大于 ０ ５ 说明潜在变量具有

理想的收敛效度［５７］ ，从表 ３ 看出，本文的 ＡＶＥ

值均大于等于 ０ ６７３，说明测量模型具有理想的

收敛效度。 区分效度通过比较 ＡＶＥ 的平方根与

潜在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来评估［５７］ 。 表 ４ 显示潜

在变量的 ＡＶＥ 平方根均大于该潜在变量与其他

潜在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较

好的区分效度。 信度通过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Ｒ） 和内部一致性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来检验，一般认为潜在变量的

ＣＲ 值和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值达到 ０ ７ 就足以说明

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信度［５７］ 。 从表 ３ 可以看出，
ＣＲ 值均大于等于 ０ ８６１，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值均大

于等于 ０ ７６０，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信度。

表 ３　 测量模型的 ＡＶＥ，ＣＲ 和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值
潜在变量 题项数 ＡＶＥ ＣＲ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准确性 ３ ０ ８０６ ０ ９２６ ０ ８８０

完整性 ３ ０ ７５７ ０ ９０３ ０ ８３７

及时性 ３ ０ ９０１ ０ ９６５ ０ ９４５

相关性 ３ ０ ８７２ ０ ９５３ ０ ９２７

范围 ３ ０ ８１３ ０ ９２９ ０ ８８４

易理解性 ３ ０ ６７３ ０ ８６１ ０ ７６０

信息搜寻行为 ４ ０ ８７５ ０ ９６６ ０ ９５２

信源可信度 ４ ０ ７９１ ０ ９３８ ０ ９１１

情感反应 ２ ０ ９４９ ０ ９７４ ０ ９４６

认知反应 ３ ０ ８３２ ０ ９３７ ０ ８９９

表 ４　 ＡＶＥ 的平方根和潜在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准确性 完整性 及时性 相关性 范围
易理

解性

信息搜

寻行为

信源可

信度

情感

反应

认知

反应

准确性 ０ ８９８

完整性 ０ ７２７ ０ ８７０

及时性 ０ ４６８ ０ ４５４ ０ ９４９

相关性 ０ ６０１ ０ ６５１ ０ ５３６ ０ ９３４

范围 ０ ３３１ ０ ３８３ ０ ５４７ ０ ５２４ ０ ９０１

易理解性 ０ ５５３ ０ ５５４ ０ ５９５ ０ ５８７ ０ ６２５ ０ ８２０

信息搜寻行为 ０ ４９０ ０ ５１４ ０ ２７９ ０ ４７８ ０ １１７ ０ ２７９ ０ ９３５

信源可信度 ０ ７３３ ０ ６７３ ０ ５５１ ０ ６３７ ０ ４１１ ０ ５６９ ０ ５２５ ０ ８８９

情感反应 ０ ５４１ ０ ５５７ ０ ４２４ ０ ６０１ ０ ４０１ ０ ５０６ ０ ５７９ ０ ６２２ ０ ９７４

认知反应 ０ ６４５ ０ ６１７ ０ ５２２ ０ ６６９ ０ ４９６ ０ ５６７ ０ ５９９ ０ ７１１ ０ ７７７ ０ ９１２

　 　 注：斜对角线上的值是 ＡＶＥ 的平方根

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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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研究模型结果

本文利用偏最小二乘（Ｐａｒｔｉａｌ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ＰＬＳ ） 结 构 方 程 建 模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ＥＭ）方法［５８］ 对数据进行分析，显著性

检验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重复抽样方法，重复抽样数

为 １ ０００。 研究模型结果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研究模型结果

由图 ２ 可知，情感反应、认知反应和信息搜

寻行为的 Ｒ 平方（被解释方差） 分别是 ０ ４５７、
０ ６０８ 和 ０ ３９１，表明本文的研究模型具有良好的

预测效果［５７］ 。 信息质量到准确性、完整性、及时

性、相关性、范围和易理解性的路径系数均大于

０ ７，表明信息质量是一个构建良好的二阶模型。
因此前文构建的信息质量二阶模型得到验证。
另外，所有假设关系均得到验证，表明中枢路径

和边缘路径同时对情感反应和认知反应产生直

接的正向影响，进而影响用户的信息搜寻行为。

５　 讨论与启示

本文从信息质量和信源可信度双路径视角

并结合用户的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探索微博

环境下影响用户学术信息搜寻行为的规律。 由

图 ２ 可知，中枢路径（信息质量）到情感反应的

路径系数为 ０ ４１０，大于边缘路径（信源可信度）
对情感反应的影响（０ ３０９），中枢路径到认知反

应的路径系数为 ０ ４９３，大于边缘路径对认知反

应的影响（０ ３３５）。 结合本文的微博学术信息

研究环境，这个结果是可以理解的。 与图书馆

中的常规学术信息相比，微博学术信息属于非

常规和非正式的信息。 图书馆中的学术信息由

专家创建，专家的权威性（信源可信度）更容易

影响用户的态度和信息搜寻行为。 相反，微博

中的学术信息大多是由大众创建的，在这种环

境下，用户不太会关注是谁创建了信息（信源可

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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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而更多地会关注信息质量本身。 因此，
信息质量更容易影响用户的态度和信息搜寻

行为。
高质量的信息既要满足用户需求，又要符

合客观实际［４０］ 。 但是，作为社会化媒体的一种

典型应用，微博强调用户生成内容，用户可以自

由表达和发布自己的观点，所生成的内容缺乏

传统媒体的评审机制和过滤机制，因而信息质

量难以得到保障。 此外，微博对用户发布的消

息内容也有字数限制，信息的完整性受到挑战。
即使用户可以通过添加链接发布较为完整的消

息，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用户利用学术信息

的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微博学术信息质量是

用户更关心的问题。 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本文

构建了信息质量二阶模型。 图 ２ 的结果表明，
作为二阶变量的信息质量较好地体现在准确

性、完整性、及时性、相关性、范围和易理解性六

个方面。 将信息质量构建成二阶变量，使得信

息质量的测度更加准确。 由图 ２ 可知，信息质量

更多地体现在相关性上（路径系数为 ０ ８４１），表
明在微博学术信息搜寻中，用户对信息质量的

判断更多地反映在信息相关性上。
鉴于微博的娱乐性和学术信息的严谨性，

本文将用户态度分为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两个

方面。 由图 ２ 可知，对于中枢路径，信息质量显

著影响用户对微博学术信息的态度，表明用户

在搜寻微博学术信息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他们

对微博学术信息的价值思考及有用性感知受到

信息质量的影响，优质的信息能促使用户产生

积极的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 这与 Ｌｅｅ［４６］ 、
Ｃｈｅｕｎｇ 等［４７］ 、Ｚｈａｎｇ 和 Ｗａｔｔｓ［４８］ 的研究发现是

一致的。 同时，本文发现信息质量对认知反应

的影响大于其对情感反应的影响。 对于边缘路

径，信源可信度显著地影响用户的行为态度，这
与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ｅｒｊｅｅ 和 Ｓａｎｆｏｒｄ［２０］ 、 Ｌｅｅ［４６］ 的结果是

一致的。 同时，本文发现信源可信度对认知反

应的影响大于其对情感反应的影响。 因此，与
情感反应的形成相比，用户搜寻微博学术信息

时认知反应的形成更依赖于信息质量和信源可

信度。 有理由认为，这个结果与用户搜寻的信

息类型有关。 本文关注的是学术信息，学术信

息对用户的科研工作和知识创新至关重要，这
与认知意识密切关联，因而，学术信息的质量和

信源可信度更容易引起用户在认知态度上的

改变。
微博学术信息搜寻行为反映出用户在微博

中搜寻学术信息的时间和频率。 由图 ２ 可知，情
感反应和认知反应都显著地影响微博学术信息

搜寻行为，这与 Ｃｈｅｕｎｇ 等［４７］ 、Ｋｏｕｆａｒｉｓ［５２］ 、Ｌｉｕ 和

Ｚｈａｎｇ［５３］ 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因此，用户搜寻

学术信息时的情绪越积极，对微博学术信息的

价值感知水平越高，他们越倾向于频繁地在微

博中搜寻学术信息。 另外，认知反应对微博用

户学术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０ ３７５） 大于情感

反应的影响（０ ２８８），也就是说，与情感反应相

比，基于微博学术信息的价值及有用性而形成

的认知反应对用户的信息搜寻行为产生更大的

影响。
随着微博应用的推广，微博平台上有越来

越多的高校图书馆、学术刊物、学术论坛、学者

等开设了官方微博账号或个人微博账号。 这些

账号会持续发表或转发一些学术观点或看法，
具有新颖性和前瞻性，是非常有价值的学术信

息源。 但是，目前一般用户倾向于认为，微博主

要用于满足娱乐性需求而非学术性需求，微博

的学术交流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沿着图 ２
的因果链，微博的信息质量对认知反应产生较

大的影响，认知反应进而对微博学术信息搜寻

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 另外，双路径理论认为，
通过中枢路径形成的态度改变较稳定，而通过

边缘路径引起的态度改变较不稳定［１６］ 。 因此，
为推动微博学术信息活动的健康发展，一方面，
开设了官方微博账号的机构如图书馆和期刊

社，应设置专门的岗位和人员负责学术信息的

创建、发布、转发等，以便从制度上保障信息的

质量。 另一方面，微博平台应采取相应的过滤

机制和有效措施对微博空间中所传播的学术信

息进行质量管理和控制，不仅要关注用户搜寻

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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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信息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更要重点关注学

术信息的质量、价值和有用性，最大程度满足用

户的学术信息需求，提升用户的认知体验，从而

让用户产生稳定的学术需求黏性，推动微博在

学术信息交流和传播中发挥积极作用。

６　 结语

本文基于信息质量和信源可信度双路径视

角构建微博学术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模型。 在模型中，将信息质量作为中枢路径，将
信源可信度作为边缘路径。 鉴于微博的娱乐性

和学术信息的严谨性，将用户态度分为认知反

应和情感反应两个方面。 同时，将信息质量构

建成一个二阶变量。 然后，通过量表设计和数

据搜集，利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建模方法对

研究模型进行了验证。 本研究为推动微博学术

信息活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

参考。
本文选取微博环境下用户学术信息搜寻行

为作为研究对象，由于目前微博的学术作用较

弱，用户的学术信息搜寻意识也不够强，所以，
将来的研究可以对微博环境下用户的学术信息

搜寻行为进行持续跟踪，以获得纵向研究数据，
得到补充性结论。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微

博环境下用户学术信息搜寻行为影响规律，将
来的研究可以利用日志分析法跟踪微博环境下

用户的学术信息搜寻行为并分析其影响规律，
将两种方法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相互验证结

论的可靠性。 此外，双路径模型为本研究提供

了理论依据，将来的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双路径

模型中的精细加工变量如动机和能力，面向不

同信息媒介的网络信息行为前置动因，探讨信

息需求和信息能力对网络信息行为影响的调节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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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微博环境下用户学术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量表

潜在变量 测量题项（测量变量）

准确性

①微博中的学术信息是正确的

②微博中的学术信息很少有错误

③微博中的学术信息是准确的

完整性

①微博中的学术信息是完整的

②微博中的学术信息是全面的

③从微博中可以找到我所需要的学术信息

及时性

①微博中的学术信息是最新的

②微博中的学术信息是实时的

③微博中的学术信息是最近的

相关性

①微博中的学术信息适用于我的需求

②微博中的学术信息与我的需求是相关的

③微博中的学术信息与我的需求是有关的

范围

①微博中的学术信息涵盖了广泛的内容

②微博中的学术信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话题

③微博中的学术信息包含了许多不同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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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潜在变量 测量题项（测量变量）

易理解性

①微博中的学术信息含义是明确的

②微博中的学术信息是容易理解的

③微博中的学术信息是容易阅读的

信源可信度

①微博中提供学术信息的信息源是知识渊博的

②微博中提供学术信息的信息源是值得信赖的

③微博中提供学术信息的信息源是可靠的

④微博中提供学术信息的信息源属于领域内的专家

认知反应

①微博中的学术信息是有价值的

②微博中的学术信息是翔实的

③微博中的学术信息是有帮助的

情感反应
①在微博中搜寻学术信息是令人愉快的

②在微博中搜寻学术信息是令人享受的

信息搜寻行为

①我经常使用微博搜寻学术信息

②我会花很多时间使用微博搜寻学术信息

③我频繁地使用微博搜寻学术信息

④我定期地使用微博搜寻学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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