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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行为研究：

ISIC2014会议研究论文综述*

赵海平，杨诗姝，邓胜利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 430072）

摘要：始于1996年的信息行为（Information Seeking In Context，ISIC）国际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其关注

的主题是“基于情景的信息需求”。2014年9月，第十届国际信息行为会议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本文对此次会议

收录的50篇论文进行分析，将论文主题分为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行为研究、非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行为研

究和认知科学角度下的信息行为研究三大方面，并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和分析，以展现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

行为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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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议概况

全球调研集团凯度（Kantar Group）发布的《中国

社交媒体影响报告》[1]指出，社交媒体的用户群体已经

不再仅仅局限于大城市，局限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

人，小城市中分布于不同年龄阶段的，没有受过高等教

育的群体也正在成为社交媒体的用户。

此外，凯度针对53,112名中国城市居民的连续性

调查也发现了社交媒体用户特征的变迁。与去年相

比，城市居民中使用社交媒体的比例从28.6%上升到

了34%。社交媒体对人们的生活、工作、娱乐、学习都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使得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信息

行为的研究逐步成为领域热点。2014年信息行为会议

（Information Seeking In Context, ISIC）的主题就是

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行为研究。此次会议旨在交流

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行为的研究成果，展示不同学

科领域对于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信息行为的探索。因

此，总结本次会议内容，对于指导我国社交媒体信息行

为研究有重要意义。

1.1 会议背景

ISIC现行委员会由14名来自12个国家、13所大学

的教授或讲师组成。1996年第一届ISIC会议在芬兰坦

佩雷举办，确定了每两年举办一届ISIC会议，来探讨

信息搜寻和使用行为。后来该会议研究的范围有所延

伸，但仍保留了以前的名字。每届ISIC会议由来自世

界各国的研究人员参与，展示新研究。前两届会议文

章出版成书，第三、四届会议的文章作为一年一度的系

列出版物《信息行为研究新评论》（The New Review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出版。自2004年起，会议

文章出版在开放获取期刊《Information Research》上。

1.2 会议主题

ISIC的参会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从特定的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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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和人群入手，研究信息搜寻和使用行为，特别是社

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行为。如图1，从国别来源分布看，

英国和美国学者所占比重最大，合著学者与芬兰学者次

之。与往届会议相比，本届会议主题更加多样，内容更

加丰富，多学科融合趋势更加明显。如图2，从主题分布

来看，信息搜寻行为是关注最多的主题，特定情况下的

信息行为和信息共享行为研究次之，此外也有部分论

文涉及多个主题。

图1 国别来源分布

图2 会议论文主题分布

2 会议内容综述

在本届会议中，研究人员在以往对信息搜寻和信息

使用行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上，着重阐述社交媒体环境

下的信息行为研究，并且融入了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理

论和成果。本文按照信息获取途径与使用方式划分，从

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行为研究、非社交环境下的信

息行为研究以及认知科学角度的信息行为研究三个方

面对会议内容进行梳理。

2.1 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行为研究

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行为研究主要包括信息搜

寻行为研究、信息共享行为研究、信息需求研究以及信

息吸收与利用行为研究。

2.1.1 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搜寻行为研究

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搜寻行为在动机、途径和

影响方面都不同于传统环境中的信息搜寻行为。Kim
和Sin[2]对1000名大学生进行网络调查，分析在学术和

日常生活两种不同环境中，社会媒体在信息搜寻行为中

的应用，尤其是性别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与使用、评价社

交媒体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学术环境下，性别对维基、博

客和网络论坛的使用影响较大，而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对社交网站、用户评论和微博的使用影响较大。在日常

生活中，男性使用维基和网络论坛较多，而女性则更多

地使用社交网站和博客。Yap等[3]对280个售货员和市

场专员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在web2.0时代酒店行业市

场情报搜集途径的变化，并检验情报搜集、市场环境

波动和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Sabell[4]研究了年轻人在

信息贫困情境中对健康信息的搜寻和使用行为。

2.1.2 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共享行为研究

有关社交平台方面，Tinto和Ruthven[5]对30位经常

分享“快乐”信息的网民进行访谈，通过内容分析法了

解影响消息评论的因素以及人们如何通过分享“快乐”

信息来表现自己的因素，研究了人们在休闲环境中分享

“快乐”信息时的信息行为。研究发现评论的重要性

视具体的情境而定，当信息发布者仅出于告知亲朋某

个好消息或者表达快乐情绪而发布“快乐”信息时，评

论并不必要。而当信息发布者是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

和讨论而发布“快乐”信息，这时信息受众参与评论

就显得很重要。Ramaswami等[6]以南洋理工大学314
名学生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信息共享最普遍的

类型依次是娱乐信息、食品相关信息和兴趣相关信

息；不同年龄和性别的用户在信息共享类型上有显著

的差异，女性大学生和Facebook频繁使用者更有可能

分享娱乐信息，女性更多地分享购物与时尚信息，而男

性更多地分享体育和移动设备相关的信息；当人们非

常清晰地划分朋友的类型和关系的亲密度时，他们往

往会分享比较正式的信息，如健康、工作、学校和产品

相关的信息。

有关网络论坛方面，Zhang和Sun[7]研究了在线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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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社区中用户共享链接的信息行为。从在线糖尿病社区

内的帖子中选取了185篇包含链接和相关评论的帖子，

利用内容分析法分析链接指向的站点类型、信息的形

式和内容、链接在帖子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同社区的人

对该链接的反应。分析发现，通过社区内的其他使用者

对链接内容的阅读、评价、思考和讨论，链接共享行为

可以帮助用户获取更多糖尿病相关信息，并且有助于

促进社区使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在线健康社区用户

不仅提供自身的经历和知识，还担任信息经纪人的角

色，将更多的糖尿病相关知识通过分享链接的形式带

到社区中来。Elsa Fontainha等[8]对在线社区中经济学

教育工作者的学习进行网络分析，研究他们的个人信

息、知识形态以及社区学习中的特点和动态。不同于以

往关注团体中领导者的研究，本研究结果显示在线社

区中的学习交流并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关键在于相互之

间的知识共享。

有关传统行为方面，Suorsa和 Huotari[9]从7所学校

与一所市图书馆之间网络协同工作的录像资料中获取

数据，研究了互动交流中的信息共享和知识创造现象。

发现群体的多样性、熟悉程度、平等地位、交互时间、共

享原则和目标都是影响信息共享和知识创造的因素，另

外，参与互动人员的知识储备和个人经验在知识创造中

发挥着主导作用。

2.1.3 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需求研究

社交媒体不仅为公众提供了在线交流、娱乐消遣

的平台，也满足了人们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

需求。Baxter和Marcella[10]通过在线访谈，研究了2013
苏格兰独立公投活动中网络选民在政客参与的支持或

反对独立活动的网页上和社交网站上的搜索浏览以及

使用的信息，得出了有关规定网上政治信息的使用和民

主进程的结论。Bronstein 和Aharony[11]以以色列155名
信息科学领域的学生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探索个人在

参与政治生活方面对社交网络的运用，发现社交网络

已影响到网络用户的信息环境以及他们的政治行为，社

交网络和政治效能感以及行政担保等因素没有显著关

系，参与政治的动机是核心因素，并进一步证明了社交

网络作为一个平台在满足人们参与政治信息需求和维

持在线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Pang[12]以2012年东南亚

金融危机为例，研究了危机中339名学生危机期间工作

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检索行为。

2.1.4 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吸收与利用行为

研究

健康信息的获取与利用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也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Furnival和Silva-Jerez[13]通过

LimeSuevey（一个基于WEB的投票系统）对随机选取

的巴西公民进行网络调查和访谈，研究公民对健康信

息的吸收和利用行为。Enwald等[14]以问卷调查、有氧健

康测量和肌肉力量测试的形式研究了1242名年轻人的

健康信息素养和健康保健恐惧诉求（是指利用人们害

怕的心理来制造压力试图改变其态度或行为的方法）

与信息使用行为的关系，发现恐惧诉求信息策略是影

响信息使用的原因之一。Harviainen和Savolainen[15]对

30篇研究网络游戏的核心文献进行分析，描述在虚拟

网络游戏环境中人们如何搜寻，利用和共享信息。Lee
和 Pang[16]从10个主流媒体和另类媒体网站中选取2638
条消息作为分析对象，研究了网络环境中的信息线索和

不文明行为，发现人们在信息不确定和信息焦虑等紧急

事件中的信息行为会以被激怒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

侮辱性语言、嘲笑、消极的煽动和教唆、威胁等都是网

络讨论过程中不礼貌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Genuis和
Jardine[17]研究了公民社会组织中涉及环境健康风险的

信息的提供和交换行为。Bronstein[18]从2个解决强迫

症的网络互助小组中选取202篇帖子作分析，探索特定

主题的网络互助小组处理信息贫困的情境。

Matthews[19]以学生群体为对象，以社会认识论为

框架，通过用户评分和问题回答者的声望研究社会问

答平台的可靠性和用户信任度。Walton和Cleland[20]研

究了大一新生是否能够通过网络论坛表现自己的信息

能力和评估自己的信息素养，指出学生们在学术研究过

程中不仅要学会正确使用网络论坛进行讨论交流，还

要学会如何明辨并利用高质量的有用信息。

2.2 非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行为研究

对女性信息行为进行研究是本届会议的一个亮

点。Almehmadi等[21]收集了24位女性学者5个月的日志

数据，从信息共享的类型、动机和策略三个方面研究女

性学者的信息共享行为。Paul[22]应用“规范行为”理论

来分析印度中产阶级妇女日常生活中使用信息通信技

术的数据，发现尽管她们一致肯定互联网的好处，但信

息和通信技术也仅是被用来帮助她们实现符合女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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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传统社会角色。Genuis[23]引导28名女性回答问题，

探究信息怎样在形式化关系（例如：咨询健康专家）和

非形式化的关系（与家人、朋友等交流）作用下为个人

健康管理提供价值。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人际关系的

信息行为是促进人们构建健康管理决策的重要因素。

Genuis的研究对医患关系以及与其相似信息环境作用

下的用户研究有指导意义。

有关不同年龄段用户信息行为规律的研究方面，

Hirvonen等 [24]使用统计分析方法发现芬兰年轻男性

中，父亲从事体力劳动的职业和母亲从事副职，会减少

男性拥有较高日常健康信息素养的几率，并指出未来需

要更进一步对人们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健康信息的获取

进行研究。Asla和Williamson[25]主要应用定性研究，对

两个独立退休社区的老人及其信息行为进行了研究。探

讨处于第四个时期（也称为多病或残疾时期）的老人们

的信息需求，具体包括满足这些需求的信息来源、获取

过程以及他们继续使用电脑和互联网满足这些信息需

求的能力。研究发现信息需求、资源等随着该时期个体

生长都会不可避免的下降，然而通过提供参与喜爱的

活动和提供外部支持的机会，有助于暂时减缓甚至逆

转这种下降。

 Pilerot[26]基于对文献和三个案例的定性分析，探

讨了北欧设计领域学者的信息共享活动。Widen等[27]

对欧洲网络工作信息研讨会（European Network for 
Work Information）的文献以及研讨会中的讨论内容

进行了综述，进一步明确了信息研究开发工作的概念地

图。Rosman等[28]搜集了心理学大一新生的数据，通过

多元回归分析、适度调节和假设影响，证实有足够的学

术能力的自我认知对学生的自身智力潜能发展是至关

重要的。因此他强调需要提供能力定向的信息素养培

训与绩效反馈，来促进学生的自我认知。Sakai等[29]使

用经验数据实地调查了一群日本诗人的每月聚会，并观

察与会人员如何利用可用的信息资源进行活动，以及活

动中这些信息是如何产生和被理解的。

Mishra[30]对从事蓝光服务（战术）的中层指挥官进

行了访谈，分析其信息寻求的过程和做出决策的过程，

并提出了群体决策过程的模型和影响因素。

 

2.3 认知科学角度的信息行为研究

认知科学角度的信息行为研究主要是结合了心理

与情感方面的研究。Hartel[31]建立了一个艺术感知的、

视觉的关于信息性质的研究项目，发现要求调查者画出

他们信息处理过程时，就可以直接探索他们的信息行

为。Savolainen[32]对信息搜索过程中感情和情绪产生的

方式和类别进行分析，探讨了信息搜寻的激励元素是如

何在感情和情绪的类别中概念化的。结果表明，情绪的

激励元素可以通过提前检测包容心境和陈述语气来详

细阐述。Manheim[33]通过对信息搜寻研究形成不搜寻

信息行为架构方式的审查，研究了“不搜索”信息决策

是怎么样的。他由3个主要分析流（包括信息过载、满意

度、信息回避）完成概念分析，探索了信息搜寻的视角

和先后顺序会不会在“非信息搜寻”行为中起到作用。

Fourie和Julien[34]指出目前用户信息行为的一个研究趋

势是研究信息行为中的影响因素和情感，这就需要确

保信息行为研究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3 结语

本届会议论文数量达50篇，是上一届会议论文数量

的两倍，足见学者们对信息行为研究领域的高度关注，50
篇文献的分析表明：1）针对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信息

行为研究成为了信息行为研究领域的新趋势。其中，女性

信息行为的研究在近几年呈明显增长的趋势，这说明了

信息科技环境下社交媒体的发展对于女性生活影响重

大。2）研究对象扩大，跨学科研究占据重要地位。从本

次ISIC会议看，信息行为研究涉及面广，很多学者运

用心理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社交媒

体信息行为研究，跨学科合作研究将成为未来的主流趋

势。3）信息行为研究领域国际合作日益频繁。本届ISIC
会议跨国合著成果的篇数达到了6篇，占据会议文献总

数的12.5%，比以往会议都有明显增加，这说明信息行

为研究领域的合作全球化是大势所趋。4）就研究方法

而言，呈现出由单一方法（如问卷调查法）向多种方法

相结合（如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具体

而言，访谈法、调查法和内容分析法使用最为频繁，定

性分析方法仍是信息行为研究的主导，但内容分析和

参与式设计研究呈逐步增加趋势，如图3。5）从研究主

题上看，信息搜寻和使用行为仍是研究的热点主题。另

外信息共享行为研究数量大幅度增加，由第九届会议

论文的1篇增加到本届会议的10篇，其中社交媒体环境

下的信息共享行为占4/5，如图4。总之，学者们应密切

关注社交媒体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下的信息行为的变

化，以确保信息行为研究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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