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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信息源选择研究述评及一个整合的理论模型∗

王　 芳　 张　 鑫　 翟羽佳

摘　 要　 信息源选择是信息搜寻领域的重要课题，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受到广泛关注。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深

化，信息源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相关研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 系统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可为后续研究提

供参考。 本文从研究文献学科分布、核心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三个方面介绍国内外信息源选择的研究概况，从信

息源、任务与环境、信息搜寻者主体等维度对影响信息源选择的理论要素进行全面综述，包括信息源的可获取性

和质量，任务的复杂性、重要性与紧迫性，搜寻者的社会资本等，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整合的信息源选择理论模

型。 文章最后对信息源选择的未来研究趋势进行展望，包括理论集成构建，研究对象群体的拓展，研究变量的细

分与交叉，以及社会结构因素的纳入等。 图 ３。 表 ２。 参考文献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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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ａ ｓｅｍｉ⁃ｃｌｏｓｅｄ
ｉｎｎｅｒ ｒ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ｔａｓｋ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ａｔ ｂｏｔｈ ｅ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ｍａｋｅ ａ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ｏ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ｔａｓｋｓ ｃａｎ ｄｒｉｖｅ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ｓｋｓ ｄｒ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ｕ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ｒ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３ ｆｉｇｓ． ２ ｔａｂｓ． １０９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ａｓｋ．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０　 引言

信息技术的飞速变革正深刻地影响着人们

的认知结构和信息行为模式。 随着 Ｗｅｂ２．０ 技术

的发展，维基百科、社会问答系统、社交网站等信

息存储和共享平台成为新兴的信息源［１］ 。 然而，
信息源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也为人们获取信息

带来新的挑战。 作为个体信息搜寻行为的第一

步［２］ ，信息源选择关系到信息搜寻的结果与效

率［３］ 。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围绕

“个体如何选择信息源”“为什么更倾向于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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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等问题，对不同类型的个体面对各种类型

的信息需求、动机、任务、情境时所做出的信息源

选择决策及影响因素展开了研究，所取得的丰硕

成果对理解用户信息行为、提高信息服务质量以

及改善信息资源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信息源选择在国外信息搜寻及用户研究中

占据着重要地位。 相比较而言，我国图书情报

学对于信息源选择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不够全面

深入，除个别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之外，其他多

是在信息搜寻研究或信息行为综述中有所述

及。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

和广泛应用，信息源选择研究又有新的推进，但
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尚未对这一领域的研究

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和综述。 为弥补这一不足，
本文拟从研究概况、理论基础以及具体维度三

个方面，对近几十年来国内外信息源选择的研

究成果进行系统述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信息

源选择的整体理论模型，以帮助相关研究者全

面了解已有成果，深化未来研究。

１　 研究分布、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某一研究领域的文献随时间分布与变化的

情况，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对基

础概念的界定反映了该领域主要的研究问题与

出发点；而所采纳的基础理论则体现了研究的

主要视域和核心意义。 为此，本文首先从上述

三个方面对信息源选择领域的研究发展概况、
核心概念以及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和介绍。

１．１　 文献增长与学科分布

根据对相关研究的前期了解，主要从以下数

据库中查寻文献：ＣＮＫＩ、Ｗｉｌｅ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Ｅｍｅｒａｌｄ、ＰＱＤＴ（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
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ｓｅｓ ）、ＥＢＳＣＯ、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ＬＩＮＫ、Ｔｈｅ ＡＣ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ＩＥＥＥ 及 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 所使用

的英文检索提问式为 “主题词 ＝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Ｒ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Ｒ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中文检索式为“主题词 ＝ 信息源

ＡＮＤ（选择 ＯＲ 采纳 ＯＲ 偏好）”。 检索年限不限，
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 日。 最终得到英文文

献共 ２９９ 篇，中文文献共 ４６ 篇。
统计分析发现，国外对信息源选择问题的

关注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２０００ 年之前文献数

量较少且基本稳定；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文献数量

快速增长，到 ２０１２ 年达到高峰。 国内文献数量

自 ２０１１ 年后上升幅度较大，２０１５ 年达到顶点。
具体如图 １ 所示。 通过内容分析发现，国内研究

中仅有几篇专门针对信息源选择，其余虽在文

献中提及但并不是主要研究问题，仅占少量篇

幅。 这表明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信息源选

择问题的研究价值，但专门研究才刚刚起步。
从研究文献的学科分布来看，国外相关研

究主要集中在信息科学领域，其次为医学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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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国内外信息源选择相关文献的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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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另外在传播学、心理学、经济学、计算机科

学、教育学、市场营销学、行为科学和社会学等

领域也有涉及（见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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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国外信息源选择相关文献所属刊物的学科领域

　 　 刊载相关文献量最多的前 １５ 位刊物中，属
于信息科学的有 ８ 种，均为国外图书情报领域

的权威刊物，表明该研究问题受到国外图书情

报领域的关注；属于管理学的刊物有 ３ 种，而医

学信息学、经济学、传播学和心理学刊物各 １ 种

（见表 １）。

表 １　 信息源选择文献所属刊物的相关载文量排名

序号 期刊名称 刊载篇数

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４０

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４

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５

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１

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８

６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６

７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６

８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５

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５

１０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

１１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

１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４

１３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

１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

１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

１．２　 概念界定

研究者对信息源的定义一般依据研究目的

而略有不同，但主要划分为人际信息源与非人

际信息源两大类。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和 Ｂａｉｌｅｙ［４］ 认为

信息源是储存可被查寻信息的组织或个人，例
如政府机构、咨询机构、行业组织、朋友、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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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Ｉｎｇｗｅｒｓｅｎ 和 Ｊäｒｖｅｌｉｎ［５］ 将信息源定义为“可

提供潜在信息、数据或符号的多种物理或数字

媒介，其一旦被采纳则可能影响接收者的知识

状态”。 于良芝［６］ 从整体性研究思路出发，认为

信息源是那些能够向信息主体提供其所需信息

的来源物，既可以是物质世界中的事物，也可以

是客观知识的记录，还可以是信息主体或其他

人的头脑。 最常见的信息源定义是信息的载

体，是提供信息的知识库［４，７］ 。
与信息源密不可分的一个概念是信息渠

道。 一些不以信息源选择为核心研究内容的文

献有时会将二者混为一谈或作为同义词 “ 捆

绑” ［８］ ，或者用“信息渠道”或“信息获取渠道”
来替代“信息源” ［９－１０］ 。 而一些专门针对信息源

选择或信息获取的细化研究则充分注意到了二

者的区别［３，１１］ 。 Ｘｕ 等［３］ 认为信息源是承载信息

内容的客体，如人际信息源、网络信息源；而信

息渠道则是信息内容从信息源传递到接收者的

交流传输方式，如面对面、电话、电子邮件及网

络等。
信息源选择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Ｃｈｏｉｃｅ）指个体在面临不确定环境或特定信息需

求时，面对多类型的信息源，基于个人知识结构

并经由一定的心理历程做出采纳（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一

种或几种信息源的决策［１２］ 。 一些研究认为，信
息源偏好（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与信息

源选择有一定的相似性和交叉性。 信息源偏好

通常出现在个体做出信息源选择的决策之前。
身处社会环境中的个体认知与期望相匹配，形
成沉淀的“兴趣”和知识结构并作用于其思考、
计划和行动，在选择信息源时会趋向于熟悉的

轨道［１３］ 。 Ｓａｖｏｌａｉｎｅｎ［１４］ 将这种由社会环境所形

成的个体认知称为“信息源偏好”，并认为这种

信息源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个体的信息视

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
现有文献关于信息源偏好与信息渠道的界

定揭示了信息源选择的相关因素与实现途径，
借助于这两个概念的支撑，信息源选择的概念

内涵得到更为清晰的展示。

１．３　 相关理论

信息源选择涉及信息搜寻行为主体的价值

考量、资源条件、社会心理等因素。 相关研究采

用与此相对应的理论视角展开考察，涉及的主

要理论包括： ①价值比较类，如最小省力法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Ｌｅａｓｔ Ｅｆｆｏｒｔ ）、 成本—收益 理 论

（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ｈｅｏｒｙ）、期望—价值理论（ Ｅｘｐｅｃｔ⁃
ａｎｃｙ－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与媒介丰富性理论（ Ｍｅｄｉａ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②资源条件类，如社会资本理

论（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③社会心理因素类，
如社会临场感理论（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与交

互记忆理论（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１）价值相关理论

最小省力法则由 Ｚｉｐｆ［１５］ 于 １９４８ 年提出。
１９６８ 年，Ｇｅｒｓｔｂｅｒｇｅｒ 和 Ａｌｌｅｎ［１２］ 将此法则引入信

息源选择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工程师倾向于选

择获取时花费精力最少的信息源，而非质量较

高的信息源。 Ｙｉｔｚｈａｋｉ 和 Ｈａｍｍｅｒｓｈｌａｇ［１６］ 则将最

小省力法则概念化为易获取性，并发现这一因

素是影响信息源选择的最重要因素。 此后，信
息源选择领域的学者对易用性、易获取性、物理

距离、认知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展开了细致深入

的研究，取得了更为具体的研究成果，相关文献

将会在后文中分类介绍。
除了个人所花费的努力成本外，相关研究

发现信息搜寻主体在进行信息源选择时会进行

复杂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如 Ｃａｒｌｓｏｎ 和 Ｄａｖｉｓ［１７］

在考察公司董事与经理人的媒体选择时发现，
信息源选择是成本和收益分析的最终结果，从
而明确地将经济学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引入信

息源选择研究。 Ａｓｈｆｏｒｄ［１８］ 在研究个体信息觅食

的过程中发现，信息源选择是为了最大可能减

少不确定性和提高任务完成能力，因而感知价

值（质量） 是信息源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 成

本—收益比较这一隐含的既定前提影响着后续

信息搜索行为实验的设计，关于信息源的价值、
搜寻时间、搜寻策略选择以及搜索的正确率和

满意度等分析中都反映出人类最基本的成本与

收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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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价值理论是动机心理学最有影响的

理论之一，由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于 １９５７ 年提出，认为个体

完成各种任务的动机是由他对这一任务成功的

可能性的期待以及对这一任务所赋予的价值决

定的［１９］ 。 期望价值会影响个体对信息源的选择

与持续使用［２０］ 。 Ｓａｖｏｌａｉｎｅｎ［２１］ 认为信息需求可

概念化为基于任务的期望价值信念，期望可分

为效能期望与结果期望，价值可分为内在价值、
成就价值、利用价值及相对成本，发现期望高低

及价值类型影响搜寻者的信息源选择结果。 心

理学上的期望—价值理论与经济学上的成本—
收益理论有内在的关联，如果说后者以事后评

价为主的话，那么前者则有力地解释了用户选

择特定信息源的动机。
信息源的价值还体现在媒介的丰富性上，主

体的信息获取与媒介所蕴含的“信息富裕程度”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密切相关［２２］ 。 Ｄａｆｔ 和 Ｌｅｎ⁃
ｇｅｌ［２３］ 依据四个指标（反馈速度、可选渠道类型、
人际信息源和语言丰富程度）将信息渠道进行排

序，发现面对面交流排在第一位，其次是电话、Ｅ－
ｍａｉｌ、私人信件、正式信件和官方数字媒体。

（２）社会资本相关理论

社会资本是从社会学视角解释人际信息源

选择的重要概念。 社会资本是内嵌于社会关系

结构中的资本，它表现为义务与期望、信息渠道

及社会准则［２４］ 。 个体可以借此从朋友、同事或

更广泛的联系中获取资金或人力资本［２５］ 。
Ｚｉｍｍｅｒ 等［２６］ 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结构、认
知与关系维度对于人际信息源的感知质量和可

获取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３）社会心理因素相关理论

与社会资本理论同时应用于信息源选择研

究的还有交互记忆理论。 交互记忆指个体间通

过共同编码、存储和检索知识而实现信息共

享［２７］ ，属于认知心理学研究的范畴。 实体或虚

拟组织内部成员间持续交互及知识沉淀形成了

质量较高的信息源，而其个体成员往往依赖该

信息源获取某些专业知识。 这种相互依赖关系

建立起一定的规范、义务和期望，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２８］ 。 关于团体或

合作信息搜寻的研究表明，交互记忆理论可以

用来解释团队成员在信息源选择上的相互

影响。
来自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临场感理论则将信

息源赋予一系列的“社会临场感”，认为不同信

息源为信息搜寻者提供了不同参与程度的心理

临场感，如人际面对面的交流比电话或文本交

流有更强烈的社会临场感［２９］ 。
从不同的学科背景或理论视角出发，学者

们对信息源选择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相关

成果主要分布在信息源、搜寻任务及信息搜寻

者主体三个方面，下面逐一进行梳理。

２　 信息源研究

从信息源的视角出发，大量文献研究了信

息源的可获取性 （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和信息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对信息源选择的影响。 由于研究对象

与搜寻情境不同，相关研究对于两大要素的具

体量化各有侧重，并取得了相互支持与补充的

研究成果。

２．１　 信息源的可获取性

信息源的可获取性指信息搜寻者通过付出

时间和努力等成本可以对其进行“访问” （ Ａｃ⁃
ｃｅｓｓ）。 一些研究对信息源的可获取性进行操作

化定义。 早期研究者主要将可获取性概念化为

物理距离［３０］ 、经济成本［３１］ 和时间因素［３２］ 。 随

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源获取的物理途径

重要性降低，而技术上的可操作性和智识上的

可理解性成为重要衡量标准。 如王芳和宋朋［３３］

发现农民工网站的信息组织、导航与内容可理

解性影响着农民工对网站的使用。
可获取性是影响信息源被特定用户选择的

最基本属性。 Ｋａｎｋａｎｈａｌｌｉ 等［３４］ 发现企业员工偏

好使用企业内网，主要是由于企业内网所构建的

数字知识库具有可获取性和可用性。 大学生主

观认为影响自身信息源选择的最重要标准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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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和可信度，但实际测量表明影响他们选择在

线信息源的因素按重要性依次为可获取性、容易

使用、综合程度、效率及是否免费［３５］ 。 这种偏差

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由于在线数据获取容易

而被个体在实际中无意识地更多使用［１１］ 。
可获取性的相关研究体现了最小省力法则

理论的基础性影响。 不同研究从多方面解释了

可获取性作为信息源选择的考虑要素。 主要包

括：①特定信息源的稀缺性。 由于某类信息源

的稀缺，人们最终选择的信息源未必与其偏好

一致。 如中产阶级患乳腺癌的妇女最偏好的信

息源是医生，偏好最少的是媒体，但使用最多的

却是媒体，其次才是医生、组织、家庭和朋友，主
要原因在于医生是稀缺性资源，获取媒体信息

的成本远低于医生［３６］ 。 ②对信息源价值认识不

足，如信息搜寻者在搜寻初期难以充分认识信

息源质量的好坏，因而选择花费最小的信息

源［３７］ 。 ③时间压力。 如当企业咨询顾问面临快

速决策以及及时向客户提交方案的压力时，其
理智的策略是不只考虑“谁知道什么”，而且要

考虑“可以从哪里快速获得”，因此会更倾向于

从同事处获取人际信息［３８］ 。 ④社会资本不足。
如大多数农民在社会关系、认知水平不足的前

提下，并不知如何接近相应的信息服务机构，只
能选择最小省力的电视和人际信息源，仅有少

量具备一定社会资本的农民可以从信息服务机

构获取所需信息［３９］ 。

２．２　 信息质量

信息质量对于搜寻者选择信息源具有举足

轻重的影响。 用户追求信息质量的理论基础是

成本—收益分析。 Ｚｉｍｍｅｒ 等［４０］ 认为由于高质

量的信息源对特定任务有直接效用，所以被更

多个体所偏好和选择。 许多研究者也对信息源

的质量进行了具体量化，包括可靠性［１１］ 、有用

性［４０］ 、及时性［４１］ 、相关性［４２］ 、专业性［３８］ 和真实

性［３７］ 等，本文将上述概念要素大致归纳为可靠

性、相关性和时效性三类。
可靠性（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表现为用户对信息源质

量效能的一贯信任。 多数涉及信息源质量的研

究都提到了可靠性或类似属性的重要性，主要

包含信息源的专业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或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权
威性（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真实性（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及

持续的可信赖性（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例如，Ｓｕ 与 Ｃｏｎ⁃
ｔｒａｃｔｏｒ［３８］ 基于交互记忆理论对咨询顾问的信息

搜寻行为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将同事和内部数

字知识库作为主要信息源，是由于知识共享内

容的专业性与可获取性较高，而知识的可编码

性则没有明显影响。 在对大学生医疗健康信息

选择的研究中，李桂玲［４３］ 发现大学生重要的考

虑因素是信息源的权威性。 除此以外，信息源

的可靠性会决定用户对所获取信息的价值评

价，如决策制定者一般依据信息的来源出处对

信息内容的真实性进行判别［３７］ 。 Ｆｏｓｔｅｒ［４４］ 也认

为由于网络社交媒体允许任何人贡献内容，导
致其感知可信度较低，因此管理者进行重要决

策时选择网络信息源的比例较低。 尽管可靠性

是信息源选择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可靠性并不

一定是搜寻者决策的最主要依据。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４５］

对职业和非职业的财务分析人员的信息搜寻与

评价活动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专业性和权威性并

不高的非正式信息源，由于其媒介丰富程度较高

（如提供更加个性化、有弹性或内容丰富的信

息），会给任务或决策提供更有价值的支持。
相关性（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也是信息源质量的重要

体现之一。 Ｒｏｂｓｏｎ 和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４２］ 在其构建的信

息查寻和交流模型（ＩＳＣＭ）中揭示了个体选择信

息源的两大标准：信息的效用和信息源的可信

性，其中前者涉及相关性、 有用性 等 标 准。
Ｗａｎｇ［４６］ 用扎根理论对公众是否选择和利用政

府网站进行调研，发现影响网站利用的核心因

素———相关性，包括与生活相关、与工作相关及

与兴趣相关三个方面。 一些研究将相关性视为

一个涉及情境感知和动态环境的多维度复杂概

念。 Ｓａｒａｃｅｖｉｃ［４７］ 将相关性的维度分为系统 ／ 算
法相关性、主题相关性、认知相关性、情境相关

性、动机 ／ 情感相关性，并认为在不同分类标准

下相关性对信息源选择的作用机理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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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ｕ 和 Ｃｈｅｎ［４８］ 发现主题相关性是最重要的信息

源选择影响因素，体现信息的价值。 但是，也有

一些学者认为相关性是信息源选择默认的必须

要素而非外在影响因素，如 Ｂｏｒｌｕｎｄ［４９］ 认为相关

性是在信息检索时选择文档的基本层次。
时效性（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ｓ）指某一信息源对搜寻者

在特定时间内的需求具有价值。 时效性体现在

新颖性（ Ｎｏｖｅｌｔｙ） 和及时性（ Ｔｉｍｅｌｙ） 两个方面。
Ｈａｒｔｅｒ［５０］ 发现，如果信息源的新颖性较高，即使

信息主题相关性比较模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引起信息搜寻者的注意。 及时性指提供信息的

时机与搜寻者的特定时间内的需求相匹配。 比

如，求职行为是一个暂时行为，大学生在选择求

职信息源时所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信息的时

效性［４１］ 。 新浪微博因其时效性与传播模式而被

建议作为竞争情报工作的新型信息源［５１］ 。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变量外，也有研究者认

为覆盖范围（ Ｓｃｏｐｅ）和交互性（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对信

息源选择行为具有一定影响。 范围指一个特定

信息源覆盖信息的幅度，包括时间、地域及主题

覆盖范围。 多项研究表明，众多用户倾向于选

择网络信息源是因为其覆盖范围广泛且具有庞

大的信息储备，如房屋购买者［５２］ 、毕业生［４１］ 等。
Ｋａｆａｉ 和 Ｂａｔｅｓ［５３］ 对小学生的调查发现，小学生

选择网络信息源主要是由于网络信息数量庞大

以及对网络信息源的较高期望价值。 交互性指

搜寻者和所选信息源之间可以进行双向信息传

递并获得反馈，主要包括内容的传递方式（如对

用户所偏好的内容进行推送）、交互功能（如强

调和解释、超时跟踪数据）、交互格式（如更偏好

面对面方式），以及是否个性化的交互等［５４］ 。
已有研究表明，信息源的可获取性仅对信

息源的选择顺序与感知频率存在影响，对某信

息源使用占总体使用时间比重影响不大，但是

信息源质量对信息源的选择顺序、感知频率和

使用时间都存在影响［１１］ 。 这意味着，如果将可

获取性作为最重要的信息源选择标准，可能会

导致信息源的快速和浅层利用。 在日益复杂的

任务情境和不断丰富的信息源环境中，个体基

于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在选择信息源时将侧重

关注信息源的不同特点。

３　 任务与环境研究

３．１　 任务

由于“信息需求”这一概念难以有效测度，
而任务特征则相对稳定，因而许多学者尝试使

用“任务”概念化“信息需求”。 任务是个体为实

现某个目标或期待达成某种结果而开展的一系

列活动，是用户开展信息搜寻的原动力［５５］ ，对搜

寻者主体、搜寻者与信息源的关系以及用户的

信息源选择决策都会产生影响。 本文借鉴

Ａｇａｒｗａｌ 等［１１］ 提出的基于任务的信息源选择模

型以及其他与任务相关的信息源选择研究成

果，主要从任务类型及其复杂性、重要性、紧急

性和非例行性特征等方面，阐述任务要素对信

息源选择的影响机理。
任务的类型指任务可根据领域内容、期待

目标或实现功能等不同标准进一步划分，不同

类型的任务对信息搜寻及信息源选择产生一定

影响。 近年来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出发对任务

进行分类。 如 Ｔｏｍｓ 等［５６］ 将任务简单划分成消

费者健康任务、研究任务、旅行任务及购物任务

四类；Ｂｙｓｔｒöｍ 和 Ｊäｒｖｅｌｉｎ［５７］ 则将任务划分为无

意识的信息处理任务、普通信息处理任务、普通

决策任务、已知真实任务和真实决策任务。 对

任务进行典型分类，为不同任务背景下信息源

选择行为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如 Ｒｏｂ⁃
ｉｎｓｏｎ［５８］ 基于 Ｂｙｓｔｒöｍ 等对任务的划分，调查了

工程师面临不同任务时的信息源选择及使用时

间，发现当面临数据文档型信息处理任务时，工
程师使用非人际信息源的时间较长；当面临问

题解决型任务时，用于人际信息源的时间远远

高于非人际信息源。 Ｓａｖｏｌａｉｎｅｎ［２１］ 基于期望—
价值理论，发现不同类型的任务源于不同的价

值（内在价值、成就价值及利用价值等）动机及

不同的期望（效能期望与结果期望），并影响到

搜寻者的信息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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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复杂性（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贯穿整个任务

的生命周期，导致个体的外部信息需求产生变

化，并影响对信息源可获取性和质量的判定［３７］ 。
现有文献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对任务的复杂

性进行多维度的解释和概念化，如工作属性所

带来的行动的多重性、可能的冲突和结果［５９］ 、不
确定性［５７］ 、主题多重性［６０］ 、内隐性［１１］ 等。 相关

研究通常基于对任务复杂性的分类或量化分析

来探索与之相关的信息源选择问题。 如 Ａｇａｒｗ⁃
ａｌ［１１］ 等提出任务的复杂性与搜寻者使用信息源

的频率呈正相关，即当搜寻内隐性高（复杂）的

信息时，搜寻者需要和信息源进行更频繁的交

互，因而会选择反馈及时的信息源，但是任务的

复杂性对信息源的使用顺序和使用时间影响却

并不显著。 另外，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随着

任务的模糊性和情境不确定性增加，信息源的

可获取性影响趋于减弱［６１］ ，而信息源的信息富

裕程度影响增强［３８］ ，同时搜寻者的社会临场感

需求更加强烈。 例如，Ｔｕｓｈｍａｎ［６２］ 将组织研发项

目按复杂性从高到低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开发研究以及技术服务，发现在复杂性较高的

任务中频繁应用信息富裕程度高、便于口头交

流的人际信息源。 Ｆｕｌｋ 等［６３］ 也发现个体在面对

解决冲突或者谈判等复杂任务时，会选择社会

临场感较高的信息渠道 （如人际间面对面交

流）；当仅处理简单信息交流任务时，会选择社

会临场感较低的信息渠道（如互联网）。
任务的重要性（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指任务的输出

结果对搜寻者状态的重要程度。 Ｘｕ 等通过完善

Ｐｅｔｔｙ 和 Ｃａｃｉｏｐｐｏ 的经典模型，阐述了在信息搜

寻过程中任务重要性与时间花费存在的正向关

系［３］ 。 通常情况下，搜寻任务的重要性与所选

信息源的质量成正比，搜寻者的努力会随着任

务重要性的上升而增加［６４］ 。 Ａｇａｒｗａｌ 等［１１］ 认为

任务的重要性是信息搜寻者衡量信息源质量与

可获取性的一个调节变量，即任务的重要程度

越高，搜寻者对信息源质量的要求越高。 在这

种情况下，个体通常遵循成本—收益理论，会花

费更多时间和经济成本、自我调节情感不适以

及社会风险，选择质量最优的信息源。 更进一

步的分析显示，任务的重要性增加对搜寻者的

自我调节和自我监督具有正向影响［６５］ 。
任务的紧急性（Ｕｒｇｅｎｃｙ）指个体应在某个特

定时间之前完成任务，如果在预期时间内不能

完成则会产生不良影响。 研究发现，当面临一

项任务时，时间因素是个体信息搜寻的一个基

本的动机变量［６６］ ，而该变量主要对搜寻者判定

信息源的可获取性和质量标准两方面产生影

响。 其一，当搜寻者面临亟待解决的任务时，往
往会依据最小省力法则而选择最容易获得的信

息源。 Ａｇａｒｗａｌ 等［１１］ 将网络信息源作为研究对

象时发现，任务的紧急性对网络信息源物理可

获取性指标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对技术可操作

性指标影响显著。 其二，当任务紧急性十分突

出时，信息搜寻者对信息源质量的感知标准往

往体现在时新性大于真实性。 如 Ｓｕｔｔｏｎ 等［６７］ 通

过对 ２００７ 年南加州火灾时社交媒体的调查发

现，在遇到社会灾难和紧急情况时，人们偏好使

用即时性社交媒体信息源，即使他们并不确定

这类信息源所承载的信息的真实性。
任务的非例行性（ Ｎｏｎ－ｒｏｕｔｉｎｅｎｅｓｓ） 指不经

常出现或与用户的先验知识和信息视野存在一

定差距，这种特征对个体信息搜寻及信息源选

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信息源可获取性的要求

的提升上。 Ｒｅｄｄｉｃｋｈ 和 Ｔｕｒｎｅｒ［６８］ 发现当加拿大

市民需要获取政府信息或服务时，会将政府网

站作为其信息源选择的初始偏好，但是如果信

息需求是非例行的，市民通常会恢复使用电话

咨询，尽管后者的满意度不高。
自从任务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以来，任

务的阐释力在用户信息搜寻领域得以不断拓展

和延伸。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不同的任务

类型和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搜寻者的个人

心理状态以及搜寻者对信息源的价值判断和选

择策略。 不仅如此，研究者对任务特征的关注

已经开始从单一变量（如任务的复杂性）转向多

维变量，即同时考虑多任务特征对搜寻者信息

源选择的影响［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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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环境因素

信息搜寻者个体始终处于由组织、社会、文
化以及 ＩＣＴ 环境所构筑的信息使用环境（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Ｕｓ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中。 学者们在对信息源

选择行为的相关研究中，发现环境或情境要素会

对个体信息源选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 Ｉｎｇ⁃
ｗｅｒｓｅｎ 等提出的信息搜寻和检索设计与评估框

架中，社会—组织与文化、工作任务与搜寻任务

构成一个整体的嵌套环境，对个体的信息搜寻与

检索行为产生相对稳定的影响［５］ 。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６９］

认为不同的组织环境会影响搜寻者的信息需求

（如工作任务、角色特征、文化融入以及社会交

往），并使搜寻者做出不同的信息源选择决策。
例如，当组织环境使员工感到应当优先完成工

作任务时，会促使员工将信息质量作为信息源

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而当组织环境使员工认

为应首先满足社会交往时，员工会将社会风险

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甘利人等［７０］ 认为，个体

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是影响其信息源选择的因素

之一，如高校科研人员容易受到所处工作环境

及“就近原则”影响，进而选择学校所购买的数

据库产品。 在那些还没有建立电子资源的国

家，科研人员则更多选择图书馆作为其信息源。
范敏和邓小昭［７１］ 发现，由于网络环境的可靠性

和安全性存在局限，消费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其在网络信息平台的查寻和购物行为。
通过梳理发现，环境对个体信息源偏好塑

造和信息源选择行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并对个体搜寻任务产生外部推动作用。 由于多

数文献并未将环境因素作为信息源选择的主要

影响因素，所以这方面的相关理论指导和意义

阐释较为少见。

４　 搜寻者主体研究

许多研究探讨了个体特征对搜寻者信息源

选择的作用，主要包括人口统计特征、职业和角

色、心理和情感以及社会资本等。 一些研究将个

别要素作为独立分析单元，更多研究将若干要素

作为多维变量，来探讨其与信息源选择的关系。

４．１　 人口统计特征

大量研究表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

水平、种族等个体人口统计特征对搜寻者的信

息源选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年龄对搜寻者的信息源偏好和选择有明显

影响。 例如，一些研究发现，年轻人、受过大学

教育、有较高收入的群体更倾向于从网络等新

媒体中获取健康信息，而老人、教育程度不高、
收入较低的人更倾向于从电视和医护人员等传

统的信息源获取健康信息［７２－７３］ 。 处于弱势的青

少年（１１—１３ 岁），其自身词汇量不足且对知名

信息源不熟悉，导致他们对在线健康信息的可

信度评价产生障碍［７４］ 。 而儿童选择网络信息源

并非主要考虑其有用性，而是出于个人信赖以

及受网络的动态性、宣传效果等的影响［７５］ 。
性别因素与搜寻者信息源选择的相关性在

许多情境中得到了证实。 Ｒｅｄｄｉｃｋｈ 和 Ｔｕｒｎｅｒ［６８］

发现，加拿大妇女偏好选择电话而非政府网站获

取政府信息，但是当使用过电子政府的服务之

后，对政府网站的满意度较男性群体更高。 李月

琳等［４１］ 发现，在大学生选择就业信息源时，男生

选择信息源的数量少于女生，他们更偏向于学校

内部提供的就业信息，如校内就业指导网站和校

园宣讲会等，而女生选择的信息源更加多元化。
还有一些研究考察了不同种族在房屋购

买［７６］ 、医疗保健［７７］ 等生活事件中的信息源选择

情况。 如白种人更倾向于从医护从业者处获取

健康信息，西班牙裔人更愿意依靠传统媒体、家
人和朋友获取健康信息，而非裔美国人则更多

从电视和家人处获取健康信息［７７］ 。

４．２　 职业和社会角色

信息源选择的相关研究探讨了学者、公职

人员、企业员工、工程师、咨询顾问、律师、医护

人员、农民、学生等不同职业以及一些常见的社

会角色，如消费者、旅行者、投资者、病人及家属

等群体的信息源选择偏好，如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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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职业或社会角色群体的主要信息源

职业 ／ 角色 职业或角色的相关变量 主要信息源 主要文献来源

学者
学科领域、资历、研究类
型（基础 ／ 应用、社会科
学 ／ 自然科学等）

数据库、学术期刊（印刷 ／ 电子）、会
议论文（电子）、图书馆、社交媒体、
专著、预印本、教科书、人际信息源
（同事 ／ 专家）等

Ｂｒｏｗｎ（１９９９） ［７８］ ；
Ｙｉｔｚｈａｋｉ 和 Ｈａｍｍｅｒｓｈｌａｇ（２００４） ［１６］

公职人员 部门、职位、资历
组织内部系统 ／ 数据库、内部文件、
人际信息源、官方网站等

Ｓｉｇａａｒｄ 和 Ｓｋｏｖ（２０１５） ［７９］ ；
Ａｌｍｕｔａｉｒｉ（２０１１） ［８０］ ；
Ｗｏｕｄｓｔｒａ 和 Ｈｏｏｆｆ（２００８） ［８１］

企业员工
公司 类 型、 职 位、 岗 位
（技术 ／ 管理 ／ 市场）、工
作时长、职业生涯规划

网站、内部知识库、人际信息源（领
导 ／ 同事 ／ 专家）、行业刊物、商业公
告、报纸、会议材料等

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９） ［４４］ ；
Ａｓｑｕｉｔｈ 等（２００５） ［８２］ ；
Ｚｉｍｍｅｒ 等（２００８） ［４０］ ；
Ｈｕｖｉｌａ（２０１０） ［８３］

工程师
岗位、资历、专业、技能、
职业生涯、工作环境

手册、标准、参考书、内部技术报告
（印刷 ／ 电子）、政府技术报告 （网
络）、名录、商业刊物、人际信息源
（同事 ／ 专家）等

Ｌｅｃｋｉｅｅｔ 等（１９９６） ［８４］ ；
Ｆｉｄｅｌ 和 Ｇｒｅｅｎ（２００４） ［８５］ ；
Ｙｉｔｚｈａｋｉ 和 Ｈａｍｍｅｒｓｈｌａｇ（２００４） ［１６］ ；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０） ［５８］

咨询顾问
咨询类型（业务咨询 ／ 战
略 咨 询 ）、 咨 询 领 域、
经验

内部知识库、网站、人际信息源（专
家、同事、客户）、网站（商业）、期刊
报纸（印刷 ／ 电子）等

Ｈａｓｓ 和 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１） ［６０］ ；
Ｓｕ 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２０１１） ［３８］

律师 业务类型、学科专长、经验 典籍资料、人际信息源、数据库系统等 Ｌｅｃｋｉｅｅｔ 等（１９９６） ［８４］

医护人员
职位、科室、资历、医护
场所地域和规模

同事、专业书刊、病理记录、会议材
料、网络信息源等

Ｌｅｃｋｉｅｅｔ 等（１９９６） ［８４］ ；
Ｐｌｕｙｅ 和 Ｇｒａｄ（２００４） ［８６］ ；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２０１１） ［８７］

农民
经验、种植品种 （新 ／ 旧
品种）

私人经销商、乡镇服务站、电视、人
际信息源 （农业技术人员、乡镇干
部、同村其他农民、亲戚）

Ｂａｂｕ 等（２０１２） ［８８］ ；
于良芝等（２００７） ［３９］

学生
阶 段 （ 本 科 ／ 硕 士 ／ 博
士）、 年 级、 学 科、 求 职
意向

网络信息源（门户网站、社交媒体、
网络百科全书等）、专业书籍、订阅
数据库、学术期刊（印刷 ／ 电子）、人
际信息源（同学、朋友、教师、专家、
家人）等

Ｋｉｂｉｒｉｇｅ 和 ＤｅＰａｌｏ（２０００） ［８９］ ；
Ｋｉｍ 和 Ｓｉｎ（２０１１） ［３５］ ；
Ｋａｙｏｎｇｏ 和 Ｈｅｌｍ（２０１０） ［９０］ ；
Ｃａｔａｌａｎｏ（２０１３） ［９１］ ；
李月琳和闫希敏（２０１５） ［４１］

消费者
购买经验、所购商品类
型（实体 ／ 服务、价格、使
用期限等）

网络信息源（门户 ／ 商务网站、社交
媒体、黄页）、人际信息源、电视、杂
志、报纸、中介机构等

Ｎｅｗｂｕｒｇｅｒ（１９９５） ［７６］ ；
Ｓａｖｏｌａｉｎｅｎ（２０１５） ［５２］ ；
李晶等（２０１５） ［９２］

旅行者
旅行经验、旅游方式（随
团 ／ 自助）

人际信息源、网络信息源（门户网
站、社交媒体）、旅行社、导游、电视、
杂志、报纸、手册等

Ｂａｔｒａ（２００８） ［９３］ ；
李君轶和杨敏（２０１０） ［９４］

投资者
投资领域、投资经验、投
资模式、专业知识、风险
承受能力

财经网站、报刊、社交网络、人际信
息源等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００８） ［９５］

李月琳和胡玲玲（２０１２） ［９６］

病人及
家属

病情严重程度（一般 ／ 严
重 ）、 阶 段 （ 早 ／ 中 ／ 末
期）、目的（预防 ／ 治疗）

医疗机构（医生、护士）、网络信息源
（门户网站、社交媒体、网络百科）、
电视、杂志、报纸、人际信息源等

Ｍｉｌｌｓ 和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２００２） ［９７］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４）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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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 ２ 所示，不同群体的信息源选择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其特定职业或社会角色所形成的

经验或认知影响，如经验丰富的企业员工可以

快速使用企业内部数据库，而新员工则更倾向

于将人际信息源作为首选。 在某一职业或社会

角色内部，影响搜寻者信息源选择的因素也不

尽相同，如学者的学科领域、研究类型（基础 ／ 应
用），公职人员的部门、职位，企业员工的公司类

型、职位、岗位（技术 ／ 管理 ／ 市场）、工作时长、职
业生涯规划，病人的病情严重程度、阶段、目的

等，都对其信息源选择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４．３　 心理和情感因素

研究发现，信息搜寻者的心理和情感因素，
如动机、信任、性格和情感、自我形象及隐私偏

好等，对搜寻者的信息源选择也具有明显影响。
搜寻者的动机对信息源选择有策略指导作

用。 Ｓｉｇａａｒｄ 和 Ｓｋｏｖ［７９］ 基于任务的期望—价值

模型对丹麦的公务员进行调查，发现当公务员

面临高任务价值动机或低结果期望动机时更偏

好人际信息源和内部信息源。 另外，动机与学

习定位具有相关性。 学习定位指搜寻者相信通

过信息搜寻能获得问题解决和能力提升，因而

会坚持、自我调整、进一步努力，享受挑战的乐

趣并产生自我效能感［９８］ 。 Ｇｒａｙ 和 Ｍｅｉｓｔｅｒ［９９］ 发

现搜寻者的学习定位不同，信息源选择策略也

不同。
搜寻者的信任要素对信息源选择影响最为

直接。 相关研究表明，搜寻者对信息源的信任

是需要一系列努力来建立并保持的，当遇到解

决问题类型的信息搜寻任务时，信任是信息源

选择的最直接或最重要考虑因素。 研究发现，
在学术领域，个体更趋向于选择其所信任的人

推荐的信息源，这种现象是 Ｗｉｌｓｏｎ 认知权威理

论的反映［１００］ 。 Ｚｈａｎｇ［５４］ 在医疗信息搜寻领域也

验证了信任对个体信息源选择的影响。
搜寻者的性格对信息源选择的影响较为长

期，而其情感状态对信息源选择的影响相对短

暂。 个体的性格特征包括敏感性、外向性、开放

性、亲和性和好奇性等。 研究发现，缺乏安全感

或多疑会造成个体持续的信息搜寻及多信息源

选择的现象，也可能会放弃搜寻的结果［１０１］ 。 例

如，一些管理者由于较其他群体更为多疑，会尽

量避免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等 Ｗｅｂ２． ０ 平台上搜寻信

息［４４］ 。 除此以外，开放、好奇心强和有竞争意识

的学生倾向于选择更多类型的信息源，认真负

责的同学更愿意选择质量高的信息源［１０２］ 。 在

情感状态方面，Ｋｕｈｌｔｈａｕ［７］ 证明了用户的情感特

征程度（如焦虑）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他们对特定

信息源的选择。
自我形象及隐私因素往往迫使搜寻者放弃

其初始的信息源选择意向。 搜寻者在获得信息

的同时可能会付出潜在的感知不适代价，如影

响自我形象或暴露隐私等社会风险问题，这种

代价有可能导致信息搜寻者并不选择最合理的

信息源。 例如，组织中资历丰富的员工若向同

事咨询基本规则，会面临尴尬、丢脸或承认能力

不足等社会风险［１８］ ；而患者选择朋友或家人作

为其医疗健康信息源可能会感到尴尬或影响个

人形象，但是选择医生则会有效避免上述情

况［５４］ 。 另外，由于社交媒体的高度互联，一些用

户更关心隐私，这阻碍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搜

寻信息。 例如，Ｆｏｓｔｅｒ［４４］ 发现一些咨询顾问谨慎

使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并尽量避免留下数字足迹，他们

更倾向于选择组织内网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４．４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也是影响搜寻者信息源选择的重

要因素之一。 Ｎａｈａｐｉｅｔ 和 Ｇｈｏｓｈａｌ［１０３］ 将社会资

本看作个体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能获得的现

有和潜在资源的集合，并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

构维度、关系维度与认知维度。
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可概念

化为物理的可获取性，即搜寻者倾向于从自身

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达到的节点选择信息源和获

取信息［１０４］ ；而这种社会网络一方面取决于个体

的教育和职业所代表的社会阶层［１０５］ ，另一方面

取决于人际关系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联系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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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１０６］ 。 Ｚｉｍｍｅｒ 和 Ｈｅｎｒｙ 认为社会资本的结构

维度具有一定的边界，信息搜寻者的社会资本

边界范围越大或者跨越了该边界，则更容易获

取多种信息源，尤其是人际信息源，而且通常信

息源的质量更高［２６］ 。
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具体体现在信息搜寻

者与人际信息源之间交流的程度和关系的强

度［２６］ 。 Ｌｅｗｉｓ［１０７］ 认为交互记忆在关系维度中起

着重要作用，它不仅使个体趋于专业化或区别

于所在组织的其他人，而且更加依赖于组织内

部特定经验的其他人，并相互建立信任、规范、
责任和期望等关系，这种关系既有益于人际信

息源的可获取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信息

源的相关性和可靠性［１０５］ 。
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基于传统的认知视

角，认为信息源的可用性不仅是可以获得某种

信息源，而且是能够有效理解并利用，这涉及智

力和认知维度。 一方面，个体需要与信息源在

知识背景和认知层面相匹配［１０８］ ；另一方面，还
需要在文化和语言层面有效融合［１０４］ 。

５　 一个整合的信息源选择概念模型

本文梳理了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信息源

选择的相关研究，发现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

对该问题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基础差异较大，但
是研究变量基本都可归属于信息源、任务和环

境、搜寻者主体几个维度。 信息源与搜寻者主

体构成一个半封闭的内环，即搜寻者主体凭借

自身的个体特征、职业和社会角色、心理情感以

及社会资本等因素形成了个人特定的认知世

界，然后对若干信息源的可获取性及质量进行

基本的感知和判断，并将对信息源的感知结果

进一步反馈回搜寻者主体。 这一环节在搜寻者

的信息源选择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但是也会

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任务和环境的外部影响，
这些影响有时甚至会重新塑造搜寻者的信息源

选择策略。 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适用于各

类人群与多种情境的整合的信息源选择概念模

型（见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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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整合的信息源选择概念模型

　 　 图 ３ 主要展示了以下几方面的关系：具有

特定个体特征、职业和社会角色、心理和情感以

及社会资本的信息搜寻者，受到任务类型、特征

与环境因素的影响，对信息源的可获得性和质

量进行判断。 任务对搜寻者主体有直接驱动所

用；环境对任务产生外部作用，并对搜寻主体存

在间接影响。 任务的类型及复杂性、重要性、紧
急性和非例行性等特征对搜寻者和信息源的关

系发挥着重构作用，促使搜寻者调节对信息源

选择的策略。 环境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搜寻者的

信息源选择偏好及所面临的任务类型。 四条脉

络相互交叉、共同作用，最终影响了搜寻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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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源选择结果。

６　 总结与展望

６．１　 总结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国内外信息源选择

研究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１）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信息科学与医学，

研究的理论基础涉及广泛且不断拓展。 从研究

文献的所属学科来看，国外信息源选择研究主

要集中在信息科学与医学两大领域。 其一，由
于信息源是信息科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
且信息源选择是信息搜寻中的初始和重要环

节，对信息源选择问题的关注是图书情报学由

系统范式转向认知范式的表征之一。 其二，国
外医学信息学（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一直对医疗

健康信息的获取、处理、交流以及相关教育与实

践问题十分关注。 另外，由于搜寻者在信息源

选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组织环境、教育

背景、交互交流、心理变化、系统使用等问题，所
以在管理学、教育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
计算机科学等若干领域也分散着一些研究成

果。 从研究的基础理论来看，研究者引入了信

息科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

的经典理论，构建了信息源选择的多学科交叉

融合的状况。
（２）研究内容维度较多，研究变量不断细

化。 研究者从多个维度对信息源选择的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 从信息源维度来看，可获得性和

质量是两大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大量研究对

二者进行细化分析，如可获得性因素涵盖物理

可及、技术可操作和智识可理解，质量因素包括

可靠性、相关性、时效性、覆盖范围和交互性等。
从搜寻者主体维度来看，年龄、性别、教育水平、
职业和角色、心理和情感状态、社会资本等因素

显著影响其信息源选择决策。 从任务维度看，
任务类型及复杂性、重要性、紧急性、非例行性

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对信息源的选择具有重构

性影响。 从环境维度来说，社会、文化、组织和

ＩＣＴ 环境对信息源选择具有偏好塑造和外部支

持作用。
（３）研究对象广泛，研究方法多样。 如表 ２

所示，国内外信息源选择的研究对象涵盖不同

职业和社会角色群体。 在研究方法方面，多以

实证研究为主，例如访谈法［３］ 、问卷法［１１］ 、实验

法［１０９］ 、民族志［７４］ 等，近年来出现多种方法结合

使用的趋势［７９］ 。

６．２　 信息源选择研究的未来趋势

以往研究揭示了影响不同类型搜寻者信息

源选择的理论要素，不但有助于理解不同群体

的信息搜寻行为，也有助于信息服务提供者完

善资源建设，为特定群体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更

高效的信息服务。 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信息

源选择的研究将会沿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１）将从整体上聚焦于理论构建和整合分

析。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源的种类和数

量进一步增长，用户的信息素养和认知结构也

在发生着改变。 从现有研究的情况来看，未来

对信息源选择的研究将会在多学科融合的基础

上，对新涌现的信息源和借助于新技术的传统

信息源进行整合分析，加强相关概念体系及理

论框架的建构，进一步探讨信息源选择的内部

要素及作用机理。
（２）研究对象和研究变量将进一步细分和

交叉。 一方面，未来研究将会继续扩展信息搜

寻主体的类型，如高层决策者、非知识阶层、互
联网用户、移民等；另一方面，将进一步对不同

情境下搜寻者信息源选择的影响变量以及各变

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如调查挖掘除现有变

量以外的其他任务特征变量对信息源选择的影

响，探究多样化、交叉性的变量对信息源选择的

影响，等等。
（３）结合当代网络社会的结构，引入社会因

素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信息源选择进行深入剖

析。 虽然现有文献对特定人群的社会资本与其

信息源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多探讨，但并

未对人群所处的社会结构和所属的社会阶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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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深入剖析。 不同的职业和社会角色在一定程

度上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和表现，但是以职业和

社会角色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并不能揭示处

于不同社会层次的个体或群体在信息源选择方

面是否存在差异。 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

个人角色的不断衍生，基于搜寻者的社会属性

来探讨其背后的信息源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

上有利于深化信息不平等研究，具有较为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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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１３２．

［２１］ Ｓａｖｏｌａｉｎｅｎ Ｒ．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ｖａｌｕｅ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ａ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ａｓｋ－ｂａｓ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６８（４）：４９２－５１１．

［２２］ Ｄａｆｔ Ｒ Ｌ，Ｌｅｎｇｅｌ Ｒ 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Ｍ］ ／ ／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Ｌ Ｌ，Ｓｔａｗ Ｂ 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Ｈｏｍｅｗｏｏｄ，ＩＬ：ＪＡＩ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１９１－２３３．

［２３］ Ｄａｆｔ Ｒ Ｌ，Ｌｅｎｇｅｌ Ｒ 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ｍｅｄｉａ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Ｊ］ ．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６，３２（５）：５５４－５７１．

［２４］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Ｊ 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８，９４ （Ｓｕｐｐｌ

１）：９５－１２０．

［２５］ Ｂｕｒｔ Ｒ 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ｈｏｌｅｓ［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２６］ Ｚｉｍｍｅｒ Ｊ Ｃ，Ｈｅｎｒｙ Ｒ Ｍ．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

［２７］ Ｗｅｇｎｅｒ Ｄ Ｍ，Ｅｒｂｅｒ Ｒ，Ｒａｙｍｏｎｄ Ｐ．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ｉｎ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２，６１（６）：９２３－９２９．

［２８］ Ｒｕｌｋｅ Ｄ Ｌ，Ｒａｕ 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Ｊ］ ．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０，２５（４）：３７３－３９６．

［２９］ Ｓｈｏｒｔ Ｊ，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ｅ Ｂ．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８，７

（１）：３２－３３．

［３０］ Ｐｉｎｅｌｌｉ Ｔ Ｅ，Ｂｉｓｈｏｐ Ａ Ｐ，Ｂａｒｃｌａｙ Ｒ Ｏ．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ｋ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Ｍ］ ／ ／ Ｋｅｎｔ Ａ，ＨａｌｌＣ Ｍ． Ｅｎ⁃

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５２．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ａｒｃｅｌ Ｄｅｋｋｅｒ，１９９３：１６７－２０１．

１１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三卷　 第二二八期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２２８

［３１］ Ｃｕｌｎａｎ Ｍ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ａｓｋ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ａｔｈｅｒ⁃

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８３，１４（２）：１９４－２０６．

［３２］ Ｇｅｒｓｔｅｎｆｅｌｄ Ａ，Ｂｅｒｇｅｒ Ｐ．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 ．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０，２６（２）：１６５－１７９．

［３３］ 王芳，宋朋． 我国农民工网站运营机制研究［Ｊ］ ． 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５ （４）：３８－４８．（Ｗａｎｇ Ｆａｎｇ，Ｓｏｎｇ Ｐｅｎｇ． 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ｆａｒｍｅｒ ｗｏｒｋｅｒｓ［Ｊ］ ．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ｆ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４）：３８－４８．）

［ ３４ ］ Ｋａｎｋａｎｈａｌｌｉ Ａ， Ｔａｎ Ｃ Ｙ， Ｋｗｏｋ － Ｋｅｅ Ｗ．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５６ （ １１）：

１１５６－１１６６．

［３５］ Ｋｉｍ Ｋ Ｓ，Ｓｉｎ Ｓ Ｃ Ｊ．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３７（２）：１７８－１８８．

［３６］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Ｊ Ｄ，Ｍｅｉｓｃｈｋｅ Ｈ． Ｗｏｍｅｎ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１９９１，３４（６）：７４２－７５５．

［３７］ ＯＲｅｉｌｌｙ Ｃ Ａ．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ｅｒｓ 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 ．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２，２５（４）：７５６－７７１．

［３８］ Ｓｕ Ｃ，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ｅａｍ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ｈｕ⁃

ｍａｎ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６２（７）：１２５７－１２７５．

［３９］ 于良芝，俞传正，樊振佳． 农村信息服务效果及其制约因素研究：农民视角［ Ｊ］ ． 图书馆杂志，２００７（９）：１４－

２１．（Ｙ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ｉ，Ｙｕ Ｃｈｕａｎｚｈｅｎｇ，Ｆａｎ Ｚｈｅｎｊｉ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７（９）：１４－２１．）

［４０］ Ｚｉｍｍｅｒ Ｊ Ｃ，Ｈｅｎｒｙ Ｒ Ｍ，Ｂｕｔｌｅｒ Ｂ 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８，２４（３）：２９７－３３１．

［４１］ 李月琳，闫希敏． 大学毕业生就业信息搜寻行为研究：信息源的选择与利用［ Ｊ］ ． 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５（５）：

５７－６４．（Ｌｉ Ｙｕｅｌｉｎ，Ｙａｎ Ｘｉｍ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ｋ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ｊｏｂ ｈｕｎｔｉｎｇ：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５（５）：５７－６４．）

［４２］ Ｒｏｂｓｏｎ Ａ，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ｌ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６９（２）：１６９－１９３．

［４３］ 李桂玲． 个体阶段性健康行为改变中信息获取行为的特征分析［ Ｊ］ ． 现代情报，２０１６，３６（２）：９２－９５，１０４．

（Ｌｉ Ｇｕｉ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３６（２）：９２－９５，１０４．）

［４４］ Ｆｏｓｔｅｒ Ａ． Ｂａｔｔｅｎ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ｈａｔｃｈｅｓ：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０９［ Ｊ］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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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芳　 张　 鑫　 翟羽佳： 国内外信息源选择研究述评及一个整合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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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６１（４）：６４０－６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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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Ｗｕｌｆ Ｖ．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１８７－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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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芳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张　 鑫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博士研究生。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翟羽佳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博士研究生。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１－０８；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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