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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化媒体已成为信息时代的重要信息源，把握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信息行为的研究现状和进展，可以

进一步把握人类信息行为规律，并为其他信息源特别是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通过对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中2015—2020年360篇文献的系统分析，发现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国外信息行为研究的热点包括社会化

媒体使用、健康信息行为、知识行为、信息披露和隐私管理、信息采纳行为，而且其研究呈现一系列特点：信息行为

类型更加多元，界限趋于模糊；传统社会化媒体热度不减，新兴平台迅速崛起；理论基础依托社会关系和社会资

本，更加多样化；探索和实证性研究共存，主客观数据相结合；以年轻一代为主，更加关注特定身份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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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国外信息行为

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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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是一种供人们在网上分享意见、见解、

观点和经验等信息的新型在线媒体[1]，它改变了人类概

念化空间和时间边界的方式，以及人类与信息交互、

响应的方式，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制造者、传

播者和接收者，同时能够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娱乐

需求、情感需求等。社会化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各种信

息的重要信息源，冲击并威胁着其他信息源，特别是

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因而受到图书情报领域的高度重

视和警惕。

信息行为是指个人基于自身信息需求以某种方式

搜寻、使用和传递信息时所参与的活动，包括信息源选

择、信息搜寻、信息选择、信息共享、信息交流和吸收利

用等一系列活动[2]。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化媒体呈现出新的特点，用户

信息行为也在发生转变。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信息行为研

究一直是图书情报学科的重点研究主题，本文系统梳

理2015—2020年国外期刊中图书情报领域的相关研究

成果，分析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信息行为的研究现状与发

展动态，可为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信息行为的未来研究提

供参考，也有助于启迪数字图书馆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

大力推进服务体系建设和优化，提升相对于社会化媒体

而言的数字图书馆服务竞争力，对促使数字图书馆及时

转变服务理念、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具有积极作用。

1  数据搜集与分析

1.1  数据搜集

为了精准获取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国外信息行为研

究成果，本文选取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的SSCI
数据库，以“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science”为学

科基础，文献类型选取“Article or Proceedings paper 
or Early access”，时间跨度为“2015-01-01至2020-12-
31”，语种为研究者较熟悉的“English”。为保证查全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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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本文基于社会化媒体和信息行为的概念和特点，对

两个核心主题词进行扩展，每部分主题词以“or”连接，

再以“and”合并，检索去重后共得到583篇文献。为确

保查准率和文献质量，本文根据题目、摘要、关键词和

正文等对文献作进一步严格筛查。符合以下标准的纳入

本文研究范畴：①研究型文献，而非评述型文献；②基

于社会化媒体环境，而非其他环境；③研究重点为信息

行为，关注了至少一种具体的信息行为。筛查后获得360
篇相关文献。

1.2  文献分析

为了深入把握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国外信息行为的

研究热点和研究特点，本文从对信息行为类型、信息类

型、研究平台、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等方面对

360篇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对研究了多种行为、多

个平台、多种方法的同一文献进行分别统计，未对信息

类型、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提出具体区分的文献不予

统计。根据频次统计结果，对相关文献的研究观点和结

论作进一步提炼，最终从研究热点和研究特点角度总结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国外信息行为的研究进展。

2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国外信息行为研究
热点

从实体图书馆到数字图书馆再到智慧图书馆，从

线下环境到网络环境再到社会化媒体环境，信息环境

的每次升级换代都为人类信息行为注入新的活力。社

会化媒体环境下的信息行为在动机、影响等各方面都

不同于传统环境下的信息行为[3]。基于系统性文献分析

结果，本文发现2015—2020年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国外

信息行为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社会化媒体使用行为、

健康信息行为、知识行为、信息披露与隐私管理、信息

采纳行为5个方面。

2.1  社会化媒体使用行为研究

社会化媒体不断发展和普及，学者对不同用户使

用社会化媒体作为信息源的前因后果也在持续关注。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用户对社会化媒体产生疲劳感等消

极情绪和消极使用行为，如何留住用户、保证社会化媒

体的持续性使用开始引起学者重视。

2.1.1  信息源选择行为研究

信息源选择行为研究关注用户为什么使用，以及如

何使用社会化媒体。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受到学者的持续

关注，但相比之前的研究，近年来研究对象的范围进一

步扩大，包括老年人使用与不使用Facebook的原因[4]，医

务人员采纳社会化媒体的影响因素[5]，企业使用社会化

媒体的重要性[6]等。此外，还出现针对不同信息类型（特

别是健康、旅游、学习等专门化信息）的信息源选择行

为研究，如Sbaffi等[7]调查了大学生在选择不同类型的

健康信息时，个体和信息特征对搜索引擎、社交问答网

站、在线健康网站和社交网站4种信息源选择的影响。

2.1.2  社会化媒体消极使用研究

社会化媒体的消极使用主要表现为社会化媒体减

少、中断、停止使用行为，是近年来随着社会化媒体的

普及和滥用而产生的新兴热点，学者主要以社会化媒

体消极使用行为的前置动因——社会化媒体过度使用

和社会化媒体疲劳为切入点，对其形成机制、影响机

制、缓解机制等进行重点研究。研究显示，社会化媒体

中充斥着大量模糊信息和错误信息，同时社会比较、社

交规范、系统复杂度等因素给用户带来信息超载、沟通

超载、社交超载、系统功能超载、认知超载等问题，花

费过多时间和精力在社会化媒体中不仅会对个人工作

绩效产生严重影响[8]，还会大幅增加用户使用社会化媒

体平台产生的主观疲劳感，形成社会化媒体疲劳，降低

用户满意度，促使用户减少或停止使用社会化媒体[9]。

但Lin等[10]发现心流体验可以缓解社会化媒体疲劳，削

弱疲劳感对社会化媒体中断意图的影响。

2.1.3  社会化媒体持续使用研究

鉴于社会化媒体消极使用问题愈发凸显，近几年如

何留住用户的社会化媒体持续使用行为受到重视，学

者从不同视角探索不同类型社会化媒体持续使用行为

的动机、态度、意愿等。Hsu等[11]指出娱乐、信息搜寻、

社交感知和自我呈现是影响社会化媒体持续使用意图

的主要动机，这些因素会积极影响人、信息、社区三者

之间的感知交互性，进而通过影响满意度来影响社会

化媒体的持续性使用。社交网站的评论、点赞等反馈功

能则会通过影响用户的感知社会存在、感知享乐和感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国外信息行为研究进展王雪，查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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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有用性来改变个人对社交网站的态度和持续性使用

意愿[12]。Zhang[13]提出了支持自治、支持能力发展和培

养用户相关性3种持续使用在线健康社区的机制。

2.2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

随着在线健康社区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不断增

长的健康信息需求，健康信息行为成为信息行为领域的

热门话题，不同情境下健康信息搜寻和共享行为的偏

好和作用机制等引起学者的持续关注。健康信息不仅

包括健康保健信息和具体疾病相关的信息，还包括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健康信息，所以新型冠状病毒暴发

以来，健康信息行为研究又迎来新一轮热潮。

2.2.1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研究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包括为自己搜寻健康信息、替代

健康信息搜寻、没有考虑特定健康问题的信息搜寻3种
情况。当为自己的健康问题进行信息搜寻时，学者关注

不同用户群体的健康信息需求、动机和影响因素，如慢

性病患者、LGBT人群、孕妇等，并认为获取信息支持、

情感支持、尊重支持、社会支持等是这类信息搜寻行为

的主要动机[14]，而感知自治、感知相关性、信任[15]等是

这类信息搜寻行为的显著影响因素。替代健康信息搜寻

就是指为他人的健康问题进行信息搜寻，Reifegerste
等[16]指出个人经验、感知他人的健康状况和与他人的

亲密关系激发的主观概率及恐惧感知会积极影响替代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2.2.2  健康信息共享行为研究

健康信息共享行为的主体分为能提供专业健康知

识的医生等专业医务人员，以及能共享医院或医生信

息、药物副作用、个人健康情况和经历、个人情绪和感

受等信息的患者或普通用户，不同主体共享健康信息

的动机和影响因素是此类研究的重点。对于医务人员，

Zhang等[17]证实来自私人知识共享的物质动力、医生的

内在职业动力是促使医生共享免费健康信息的主要因

素，专业知识水平、平台使用和共享经验则弱化了物质

动力对免费健康信息共享的影响。患者和普通用户则会

出于提升自我价值感和声誉[18]、获取信息支持和社会支

持[19]等动机共享健康信息，同时还会考虑隐私、面子、

认知成本[18]等因素。

2.3  知识行为研究

知识相对信息更加客观、准确、专业，过载、对错

难分的社会化媒体信息让用户对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大。

虽然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知识与信息的界限趋于模糊

化，但一般来说，知识更倾向于是一种区别于日常信息、

注重实用性和价值性的专业信息和隐性知识，如健康信

息、编码知识、学术信息、企业员工的工作交流内容等，

主要来自社会化问答社区、Wikipedia、学术社交网站、

在线专业社区等平台，也来自Twitter等社交网站。近年

来随着这些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成熟，知识搜寻行为、知

识共享和贡献行为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热点。

2.3.1  知识搜寻行为研究

社会化媒体用户的知识搜寻行为有利于提升自身

素养，主要通过社会化问答平台、Wikipedia、在线专

业社区等平台来实现。Havakhor等[6]认为知识搜寻者

定义了所获得知识的价值。研究认为，感知社区信任、

感知知识有用性、来源专业性、用户评级[5]、朋友参与

数量[20]等显著影响知识搜寻行为。

知识持续性搜寻行为研究显示，对于新知识搜寻者

而言，其发布最初问题的长度、受欢迎程度、社区竞争等

可能会影响他们所获得的知识和社交回应的水平[21]，社

区的知识回应和社交回应对持续知识搜寻行为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22]，但只搜寻不贡献的“搭便车”现象普遍

存在，针对此现象，Tsai等[23]指出可以通过提升感知社

会利益和社区支持来调节收益和成本的影响，促使知

识搜寻者表现出既搜寻又贡献的互惠意图。

2.3.2  知识共享和贡献行为研究

Hwang等[24]认为知识共享行为是一种涉及贡献和

搜寻的信息交换行为，但大多数研究对知识共享和知

识贡献的定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社会化媒体环境下，

在线专业社区、Wikipedia、社交网站、社会化问答平

台、学术社交网站等是用户知识共享和贡献的重要渠

道。研究表明，知识共享和贡献行为有利于提升在线社

区的知识质量[25]、社区声誉和成员关系的连续性[26]。

互惠意识、主观规范、自我效能感[27]、财务奖励[28]、个



2021年第11期（总第210期） 45

性化推荐、社交互动[25]、信任[26]等会促进用户知识共享

意图或行为，其中财务奖励不仅会激励付费信息共享行

为，还会外溢到其他无偿的信息参与行为中[28]，而竞争

意识[27]、感知较高的专家朋友参与比例[20]、规范压力产

生的抵触情绪[26]等则会阻碍用户知识共享意图或行为。

企业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也是一大热点，许多研

究者从知识管理、员工绩效角度讨论了企业员工知识共

享行为的影响机制。如Havakhor等[6]强调社会化媒体

是企业员工之间知识共享的重要渠道，探讨了声誉机

制和不同知识角色（贡献者、搜寻者和中间人）对企业

社会化媒体知识传播的影响。

2.4  信息披露与隐私管理研究

信息披露有别于信息共享，它更偏向个人信息和

日常信息，包括个人信息披露行为（自我披露行为）和

他人信息披露行为（如父母分享子女的照片和信息）。

Thompson等[29]对比了收益、隐私和信任因素在影响社

交网站用户披露自我信息和他人信息上的区别，揭示

了在线信息披露行为的复杂性。一方面，学者对信息披

露行为驱动因素和促进机制的探索热度不减。研究显

示，自我呈现、个性化服务[30]等感知收益是社会化媒体

用户信息披露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并受到人格特征、年

龄、性别的影响。社会化媒体信任机制的建立可以促进

信息披露意图[31]。但由于用户倾向于披露那些可能无法

反映现实的精心设计和选择性的个人信息，并与他人进

行比较[9]，因此可能会带来嫉妒、沮丧、情绪波动等不良

心理反应。另一方面，近年来隐私安全问题不断受到用

户重视，而个人信息与隐私息息相关，许多学者发现感

知隐私风险和隐私关注对信息披露行为具有重大负面

影响[30]，隐私计算模型也成为解释信息披露行为的常

用理论，因此信息披露行为常与隐私管理行为相关联，

有学者还对设置“仅朋友可见”[32]等隐私管理策略进行

深入研究。

2.5  信息采纳行为研究

信息采纳行为是社会化媒体用户信息需求得到满

足的一种体现。学者主要围绕产品口碑信息、问答信息

等对社会化媒体用户的信息采纳机制进行探讨，如Sun
等[33]以社会化问答社区为例提出一种偏见效应、协同

效应和信息偶发效应为一体的扩展信息采纳模型。而

鉴于社会化媒体在线评论真实性等问题，采纳信息的一

大重要前提，是通过平台可信度、来源可信度、社会认

可度[34]等进行信息可信度评估。信息搜寻模式[35]、感知

风险、社会规范、信息情绪[36]等也是影响信息采纳行为

的重要因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扩展信息

采纳行为的研究平台、研究对象和信息类型，如Wang
等[37]将社交网络中的点赞和转发视为信息采纳行为，

研究了信息因素对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Hajli[38]

探讨了社会化商务平台用户对产品反馈的评价和采纳

行为及其对购买意愿的影响。

3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国外信息行为研究
特点

2015—2020年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国外信息行为研

究在研究内容、研究平台、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

对象5个方面具有如下特点。

3.1  类型更加多元，界限趋于模糊

信息行为类型更加多元使得研究内容更加丰富，除

信息源选择行为、信息搜寻行为、信息共享行为、信息

披露行为、信息采纳行为等研究热点以外，具有社会化

媒体社交性特色的价值共创行为[19]、协同信息搜寻行

为[39]、社会化标签创建行为[40]等也被纳入到社会化媒

体环境下信息行为研究中，大大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内

容。此外，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不同信息行为之间交叉融

合，联系更加紧密，界限趋于模糊，因而越来越多学者

从信息参与角度将多种信息行为相结合进行研究。如

Fang等[41]认为信息参与行为包括信息浏览等低强度参

与，评论、点赞和转发等中等强度参与，以及关注、社交

互动等高强度参与。

3.2  传统社会化媒体热度不减，新兴平台迅
速崛起

虚拟社区和社交网站一直是社会化媒体环境下

信息行为研究的主要研究平台，特别是Facebook、
Twitter、微博、问答社区等发展已非常成熟的传统社会

化媒体平台，研究热度持续不减；作为对内沟通和对外

宣传的重要工具，企业社会化媒体也受到大量关注；用

户量迅速发展壮大的在线健康社区、在线专业社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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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学术社区等获取专门化信息的虚拟社区平台成为近

几年研究的新宠；此外，社会化商务网站，这种以社会

化方式展示和传播产品或服务信息、通过用户分享交

流产品或服务的使用感受等来形成口碑的新兴社会化

媒体正迅速崛起，其中的信息采纳行为[38]、信息偶遇行

为[42]等引发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3.3  依托于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理论基础
更加多样化

用户信息行为的影响机制、行为机制等能够得到

科学合理的解释和分析离不开扎实的研究理论基础。

社会化媒体将用户社会关系和用户生成内容完美融合，

学者据此特点，更多地依托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将社

会资本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强弱关系

理论、社会认同理论、信任理论等大量应用到社会化媒

体环境下国外信息行为相关研究中，互惠、信任、归属

感、感知社会价值等带有社会属性的影响因素成为常

见变量，使用和满足理论、技术接受模型、隐私计算理

论等常用于对社会化媒体及相关功能的采纳和使用行

为、自我披露行为的研究上。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学者采用新的理论视角，如心流理论[14]、适应性结构化

理论[43]等。多样化的理论基础不仅有利于丰富理论的

应用情境，还有利于从不同视角全面把握社会化媒体

环境下的用户信息行为规律。

3.4  探索和实证研究共存，主客观数据相结合

现有研究主要体现为两种典型的研究范式：一是

利用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再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等建模

方法进行分析的实证性研究；二是对访谈数据或文本

挖掘的在线数据进行内容分析、主题分析、扎根理论等

探索性研究。不过，在数据搜集和数据分析的研究方法

上更加丰富。在数据搜集上，以问卷调查、访谈、文本

挖掘和网络爬虫为主，实验、日志法等共存；在数据分

析上，以结构方程模型、内容和主题分析、回归分析、扎

根理论为主，并辅以多种分析方法。

随着以数据为基础的科学研究第四范式的兴起，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国外信息行为研究对数据的客观性

和真实性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学者在研究设计时，

利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搜集用户自我报告数据，

同时利用文本挖掘和网络爬虫等方法收集在线数据，

将自我报告的主观数据和客观的信息或行为数据相结

合进行分析。如Pai等[44]通过在线问卷来评估用户的互

惠规范的3个前提，并通过平台数据库检索出的用户一

个月内发布的文章数和图片数来衡量用户过去信息共

享行为，然后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分析来

验证互惠规范对在线消费社区用户信息共享行为的影

响。此外，机器学习方法的应用不断加深，如对信息点

赞和转发行为的预测[37]等。

3.5  以年轻一代为主，更加关注特定身份用户

数字原住民，指那些随着社会化媒体一起成长，甚

至一出生就面对这个信息无处不在的数字世界的人，Y
世代（Gen Yers）、Z世代（Gen Zers）、青少年、年轻

人等，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等是其中的活跃成员。

以数字原住民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已成为社会化媒体环

境下国外信息行为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和调查对象。

然而，智能化的社会发展趋势加深了“老龄化”和“智

能化”的矛盾，社会化媒体环境下老年人的信息行为开

始受到关注。此外，学者还重点关注了对不同类型信

息有强烈需求的具有特定身份或职业的用户，如科研

人员、新闻工作者、游客、医生、患者、IT工作者、图书

馆馆员等。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系统性文献分析，从研究热点和研究

特点角度深度解读了2015—2020年社会化媒体环境下

国外信息行为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在此基础上，以

适应信息技术发展和符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目标，

本文认为未来该领域会对以下主题加大关注力度。

（1）社会化商务平台、短视频社交网络等新兴社

会化媒体中的信息行为。社会化商务平台和短视频社

交网络是近年来流行的社会化媒体类型，其中的信息

行为动力机制和影响机制等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2）融合多种社会化媒体功能的信息参与行为。

社会化媒体功能和服务不断发展，其中的信息行为相

互影响相互关联，将多种信息行为相结合进行研究有

利于更好把握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用户信息行为规

律，且有利于缓解社会化媒体用户流失问题，促进持续

使用意图。

（3）老年人在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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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龄化”和“智能化”的矛盾不断加深，社会发展

需要从此角度以推动老龄智能化。

（4）不同情境下的知识需求和知识行为。尽管已

有大量关于知识贡献行为、知识搜寻行为等的成果，但

将信息行为与知识管理相结合，基于社会化媒体环境

的知识保留、知识转移、知识协同、价值共创等行为还

值得进一步探索。

（5）不同情境下的健康信息行为。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的持续让人们对健康信息行为的关注进一步高

涨，健康信息行为还需作更深入的细粒度探索。

（6）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行为安全问题。社会化

媒体中的用户生成内容和行为轨迹数据不仅关系隐私

安全、信息安全，还应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进一步探

索如何避免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用户信息行为可能带来

的其他安全问题。

分析和总结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信息行为研究的热

点和特点还对推进数字图书馆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双重

启示意义。在理论上，数字图书馆是当今时代重要的信

息获取来源渠道之一，但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化媒体抢

夺了其一部分用户，因此数字图书馆要想吸引新用户、

挽留老用户，可借鉴社会化媒体持续使用和信息参与的

相关理论成果，并从理论层面进一步将数字图书馆的

用户信息行为研究作为研究焦点。在实践上，数字图书

馆应当及时关注社会化媒体等新生信息源的动态和变

化趋势，一方面，可以将学术社会化媒体应用到图书馆

中，以更好弥补研究人员之间的信息鸿沟；另一方面，

可以比较不同用户在数字图书馆与社会化媒体中信息

需求的异同，取长补短，更好地发挥出竞争优势，如借

鉴社会化媒体的社交特性，增强数字图书馆用户之间

的交互黏性。只有对社会化媒体这一新生事物知己知

彼，方能为开创数字图书馆服务的新理念、新方式和新

内容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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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Foreign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Behavior in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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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formation sour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Grasping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progress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in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 can further grasp the law of human information behavior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ther information sources especially digital library. Through the systematic review of 360 documents in the WOS core database from 2015 to 2020, 
it is found that the hotspots of foreign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behavior in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 include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health information 
behavior, knowledge behavio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privacy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adoption behavior. And it shows a series of characteristics: 
the types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are more diversified, and the boundaries tend to be blurred; The popularity of traditional social media is unabated, 
emerging platforms are rising rapidly; The theoretical basis relies on 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capital is more diversified; Explorat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coexist, combining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data; Focusing o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users with specific id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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