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运动健康类App用户隐私政策规避行为形成机理研究王娜，杨宇婷，张灿灿，等

2023年第19卷第12期

摘要：探索运动健康类App用户隐私政策规避行为的形成机理，引导用户减少隐私政策规避行为，提

高用户隐私保护意识。采用关键事件技术和攀梯访谈法，对有过隐私政策规避经历的用户进行半结构化访

谈，借助Nvivo 11软件对访谈数据进行三级编码，构建运动健康类App用户隐私政策规避行为形成机理模

型。研究表明：隐私政策认知、监管环境认知、平台认知通过心理特征、隐私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

隐私政策规避意图的产生，且个人特质在3种认知对心理特征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任务驱动在规避意图发

展为规避行为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隐私泄露事件、平台干预在完全规避行为转变为部分规避行为的过程

中起调节作用。隐私政策规避行为的形成过程因政策信息的特殊性呈现出新的特征，研究发现可拓展信息

行为的研究领域，并为优化App隐私政策服务提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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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健康类App用户隐私政策规避行为
形成机理研究*

近年来大健康主题相关内容在全国两会期间被多次

提及[1]，运动健康类App层出不穷，逐渐成为人们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用户在使用运动健康类Ap p
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个人健康相关数据，此类数据

涉及的隐私敏感度较高，但App隐私政策中关于该

类信息的收集、使用方式的说明仍被多数用户忽视

或规避。规避是指有一定规则地避开，突出了行为的

自主性 [2]。目前学界对信息规避行为还未形成统一的定

义。Sweeny等[3]认为信息规避行为是指任何旨在阻止

或延迟获取可用但可能不需要的信息的过程。文金书

等 [4]认为信息规避是用户由于自身原因，有意识地对

某些信息进行忽视、回避，以提高信息活动效率、增

强自我效能感的一种信息行为。隐私政策是App运营

商向用户发布的关于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存储、共享

等的公开承诺，是App明示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自律

性文本[5]。用户规避隐私政策，虽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但同时也暗示愿意将自身的全部权限授权给平台，

这是隐私保护意识较低的表现。为了厘清相关概念，

本文以现有研究对信息规避行为的定义为基础，结合

“隐私保护行为接近策略中阅读隐私政策是保护个

人隐私的重要途径”[6]等相关观点，将隐私政策规避

行为定义为用户出于积极或消极心理，有意识地对隐

私政策信息进行忽视、回避的隐私保护消极行为。基

于此，本文从用户视角出发，针对运动健康类App用
户隐私政策规避行为展开研究，以期提高用户隐私关

注度并为信息行为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收稿日期：2023-10-07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政府数据的隐私风险计量与保护机制创新研究”（编号：21&ZD338）资助。

用户与服务



2 2023年第19卷第12期

1  相关研究

1.1  隐私政策研究

目前对于隐私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隐私政策评

价和用户阅读意愿两个方面。已有学者根据规范性、友

好性、全面性等指标对隐私政策进行评价。周林兴等[7]

以我国78个档案网站为研究对象，调研了隐私政策中隐

私声明存在与否、显示位置以及内容情况等，以此提出

了档案网站隐私政策合规发展路径。曹达[8]通过对比分

析17类104个社交媒体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内容结构，

构建了包括文本显示位置、文本表达方式、个人信息类

型等28个子项目的隐私政策评价体系。姚胜译等[9]从用

户角度出发，从隐私政策内容可读性和交互友好性两

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隐私政策内容提出了优化

建议。Chang等[10]提出了隐私边界评价模型，从信息公

平等5个维度评估用户对隐私政策的感知有用性和感

知易用性。在用户阅读意愿方面，朱侯等[11]引入主观规

范、阅读能力、内容完整性等指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

对社交媒体隐私政策内容进行完整性和可读性分析。

Capistrano等[12]认为隐私政策的可读性、复杂性和硬规

则性等特征都会影响政策的有效性，冗长繁琐的隐私

政策内容会阻碍用户阅读。Steinfeld[13]采用眼动跟踪

方法调查用户对隐私政策的阅读选择，发现以默认方

式自动呈现的隐私政策更容易被阅读，同时如果隐私

政策被放置在App页面显眼位置，用户对隐私政策重

要程度的感知会增强。张艳丰等[14]认为用户隐私政策

阅读意愿受政策表征和内容的共同影响，用户对篇幅

适中、内容清晰的政策内容的阅读意愿更强。

1.2  信息规避行为研究

信息规避行为是人类信息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15]，

其研究具有学科交叉性，近年来受到心理学、医学、传

播学和图书情报等学科学者的关注。不同情境下信息规

避行为产生的原因和导致的后果存在差异[16]。在社交媒

体方面，Guo等[17]考察了信息无关性和过载性对微信用

户社交网络疲倦及信息规避行为的作用。代宝等[18]利用

系统综述方法归纳总结出社交媒体用户产生信息规避

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信息因素、用户因素和环境因素。

刘俊晓等[19]通过对30篇实证研究论文进行分析，发现心

理因素和信息因素是社交媒体用户产生信息规避行为的

主要原因。在学术科研方面，金燕等[20]采用扎根理论编

码，分析出研究生学术搜索中的信息规避行为及成因，

并提出直线式和螺旋式两种搜索模式。胡小飞等[21]以

高校青年科研人员为访谈对象，基于“压力源—压力状

态—结果”理论构建学术信息规避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Fuertes等[22]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信息过载和学术

拖延对论文作者信息规避行为的调节作用。在健康医疗

方面，岳欣等[15]对有过运动损伤经历的人群进行半结构

化访谈，总结归纳出运动损伤人群健康信息规避行为的

3种模式。有研究发现，网络医疗众筹信息规避行为受

到感知恐惧的正向影响和社会动机的负向影响[23]。St. 
Jean等[24]的一项有关信息规避与人口学特征、健康素养

和健康公平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健康信息规避行为与

教育程度、收入、健康素养和健康公平有关。

1.3  研究评述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①隐私政策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隐私政策评价和用户阅读意愿两个方面，暂无

从用户视角出发探究隐私政策规避行为形成机理的研

究；②信息规避行为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交媒体[17-19]、学

术科研[20-22]、健康医疗[15，23-24]等特殊情境，重点关注用

户对知识类信息的规避，缺乏对隐私政策信息规避行

为的讨论。与知识类信息不同，隐私政策是向用户说明

个人隐私数据的访问和使用情况的信息，涉及用户信息

安全。隐私政策规避行为不单体现出用户对信息的忽

视、回避，更是一种隐私保护不作为的表现，很可能导

致用户自身隐私信息处于被泄露或被滥用的风险中。在

面临隐私风险时，用户为何仍会规避隐私政策？到底哪

些因素影响用户对隐私政策的规避行为？这些问题值

得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采用关键事件技术和攀梯

访谈法，收集有关运动健康类App用户隐私政策规避

行为的访谈数据，借助扎根理论的三阶段编码提取范

畴和关系结构，构建运动健康类App用户隐私政策规

避行为的形成机理模型，尝试深层次解读隐私政策规

避行为的产生机理。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采用攀梯访谈法，通过追问找到用户行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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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受访者基本情况

指  标 项  目 人  数 比例/%

性别
男 21 65.6
女 11 34.4

年龄
18~24岁 15 46.9
25~34岁 17 53.1

受教育程度

专科 9 28.1
本科 13 40.6
硕士 10 31.3

职业

学生 9 28.1
企业单位职员 8 25.0
事业单位职员 7 21.9

其他 8 25.0

运动健康类
App使用年限

＞0~1年 12 37.5
＞1~3年 9 28.1
3年以上 11 34.4

（2）访谈提纲及过程。采取半结构化访谈法，在

正式访谈前，邀请3名受访者进行预访谈，以此检验访

谈提纲内容的合理性并修改完善访谈提纲。在访谈的

过程中，请受访者回忆并描述最近一次发生的隐私政

策规避事件，根据受访者回答的情况对未描述清晰或

未反映深层次原因的内容进行追问，探究隐私政策规

避行为的产生机理。具体访谈提纲如表2所示。

成因[25]。当行为与其产生的情境密切相关时，采用关

键事件技术，既便于用户回忆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况，

又可以了解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26]。扎根理论的编码

方式非常适合对尚未建立起成熟理论的领域进行探

究[27]。因此本文采用攀梯访谈法和关键事件技术收集

运动健康类App用户的访谈数据，结合扎根理论编码

分析，构建运动健康类App用户隐私政策规避行为形

成机理模型。

2.2  数据收集

（1）访谈对象。Mob研究院发布的《运动健身

人群画像报告》显示，18~34岁健身人群总占比达到

65.5%，运动健身人群以男性居多[28]，并且有67.4%的健

身者主动通过平台寻求科学健身指导内容[29]。基于此，

选取18~34岁经常使用运动健康类App的人群作为研究

对象。为了确保访谈数据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研究问

题，在选取访谈对象时遵循以下原则：① 受访者使用

过运动健康类App，并有过隐私政策规避行为；② 受
访者的年龄、学历、职业等具有一定的差异。最终选取

了32名访谈对象，受访者基本情况见表1。

表2  访谈提纲

访谈主题 主要内容 参考来源

个人基本信息 姓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专业背景、运动年限

隐私政策认知

您怎么看待隐私政策；怎么看待隐私政策规避行为

岳欣等[15]、代宝等[18]您在使用运动健康类App时是否有规避隐私政策的经历；这种经历多吗

您最近一次或印象最深的一次看到隐私政策的感受是什么；产生这种感受的原因是什么

隐私政策规避
行为的经历

请举一个最近的例子，说明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
原因、采取什么方式进行隐私政策规避的

代宝等[18]、金燕等[20]

隐私政策规避
行为的后果

您认为隐私政策规避行为对您会造成什么影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
胡小飞等[21]

这种影响是否影响到您后续的规避行为；您是否会一直持续该行为；为什么

访谈数据收集工作历经3个月（2023年3—5月），访

谈方式为一对一电话访谈或一对一现场访谈。在受访

者知晓且允许的情况下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转译，平

均访谈时长在25分钟左右，最终形成32份访谈数据，依

次编号为H1~H32。

2.3  信度与效度

通过如下方法来保证研究的信度：①在不同时间

收集不同背景受访者的材料，保证访谈数据的全面性；

②转译录音后，向受访者本人确认访谈内容，保证访谈

数据的可靠性；③对于新提取的概念，用其他的访谈数

据来验证其准确性。

通过如下方法来保证研究的效度：①受访者使用

过运动健康类App，并有过隐私政策规避行为，这保证

了访谈数据的有效性；②采用三人多次独立编码的方

式，编码完成后对存在异议的节点，邀请同领域研究者

以小组讨论方式予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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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扎根分析

扎根理论编码过程包括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

选择性编码3个步骤。在半结构化访谈数据收集的基础

上逐步深入，依据逻辑关系梳理行为发展的过程，确保

运动健康类App用户隐私政策规避行为形成机理模型

的有效性。

3.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访谈数据逐词逐句分解，并按照

新的方式重组，得到类属范畴的过程。部分开放式编

码内容如表3所示。

经过多次对比、提炼、归纳，得到诸如知识积累、

法律制约、声誉口碑、文字游戏、晦涩难懂等影响运动

健康类App用户隐私政策规避行为的65个初始概念，

将初始概念进一步细分整合，总结归纳出18个子范畴，

如表4所示。

3.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主要是建立各子范畴之间联系，分析其

类属关系，进而得出主范畴的过程。通过对开放式编码

得到的18个子范畴进行对比合并，得到隐私政策认知、

监管环境认知、平台认知、个人特质等11个主范畴。各主

范畴具体含义及包含的子范畴如表5所示。

表3  访谈文本与开放式编码举例

受访者情况 访谈文本与开放式编码案例

男，23岁，本科生

我以前就经常跟Keep练，这个隐私政策就是你顺手【随意】点个同意【直接同意】，它非常长【篇幅过长】，
感觉里面会有很多专业名称【专业名词多】，我也看不懂呀【理解能力】，反倒消耗我许多时间【浪费时间】，
我就想快速进入软件【着急使用】。再一个你不同意隐私政策，它很多功能就不能用了，但我又很需要这些功
能【功能适配度高】。我的隐私也不值钱【价值判断能力】，它要收集就让它收集吧【无所谓】

注：【】内内容为初始概念。

表4  开放式编码结果

初始概念 子范畴

A1专业背景 B1专业背景

A2理解能力；A3价值判断能力；A4阅读能力 B2认知能力

A5前期经验；A6知识积累 B3先验经验

A7法律制约；A8国家规范 B4国家监管

A9功能适配度高；A10实用价值高；A11个性化服务 B5平台实用性

A12声誉口碑；A13正规下载渠道；A14官方认证 B6平台可靠性

A15倒计时设置；A16周期性提醒 B7平台干预

A17信息无关；A18信息重复；A19文字游戏；A20模糊混淆；A21没有重点；A22信息相似 B8政策内容质量

A23浪费时间；A24耗费精力；A25晦涩难懂；A26专业名词多；A27语言官方；A28篇幅过长；A29信息复杂 B9阅读成本

A30看了改变不了什么；A31形式主义；A32不值得看；A33不相信；A34怀疑；A35信息无用 B10阅读价值

A36害怕；A37担心；A38信任；A39安全感 B11隐私风险感知

A40舆情舆论；A41周围人态度；A42随大流；A43盲目 B12从众心理

A44惰性；A45随意；A46无所谓；A47佛系；A48厌倦 B13信息倦怠

A49着急使用；A50完成任务 B14任务驱动

A51不愿意看；A52不感兴趣；A53不想了解；A54不想看 B15规避意图

A55经济损失；A56垃圾短信；A57电话骚扰；A58风险提示；A59敏感信息泄露；A60容易被坑 B16隐私泄露事件

A61直接同意 B17完全规避行为

A62大体浏览；A63浏览前两行；A64看感兴趣部分；A65有重点地看 B18部分规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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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指通过对由主轴编码得到的主范畴进

行深入分析，梳理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得出核心范畴。

通过不断划分主范畴维度、属性等，最终在各主范畴中

选择“隐私政策规避行为”为核心范畴，探究核心范畴

与主范畴之间的关系结构，如表6所示。

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在无新概念出现之后又继续访谈了3名用户（两男

一女；两个企业单位职员，一个自由职业者）以检验理

论饱和度，按照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发

现该编码结果与前期编码结果保持一致，并未出现新

的概念和范畴，由此认为已达到理论饱和状态。

3.5  模型构建

在构建理论模型时，围绕核心范畴“隐私政策规避

行为”梳理出故事线，即运动健康类App用户受到隐私

政策认知、监管环境认知和平台认知多个层面因素的

影响，出现从众、信息倦怠的心理特征或隐私风险感

知较低的情况，产生规避意图，进而发展为规避行为。

以此故事线为基础，归纳和构建了“运动健康类App
用户隐私政策规避行为形成机理模型”（见图1），该

模型可分为规避意图产生机理和规避行为发生机理两

个部分。

3.5.1  规避意图产生机理

一方面，隐私政策认知、监管环境认知、平台认知

通过心理特征、隐私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运

动健康类App用户隐私政策规避意图的产生；另一方

面，个人特质在3种认知对心理特征、隐私风险感知的

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1）隐私政策认知。当接触到隐私政策时，运动

健康类App用户在潜意识中会对其内容质量进行评估，

综合考虑阅读成本和阅读价值。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当

隐私政策内容质量不高，无关信息太多且周围人都持

相同看法时，易产生阅读价值低、阅读成本高的想法，

表5  主轴编码结果

主范畴 子范畴 范畴内涵

C1个人特质

B1专业背景 用户的专业类别

B2认知能力 用户自身所具备的理解能力、阅读能力等

B3先验经验 用户先前的知识积累以及经验

C2监管环境认知 B4国家监管 国家机关对App制定或执行隐私政策的监督和管理

C3平台认知
B5平台实用性 用户对运动健康类App功能及实用性的感知

B6平台可靠性 用户对官方认证、正规渠道的运动健康类App的认可度

C4平台干预 B7平台干预 平台通过采取倒计时设置、周期性提醒措施来减少用户隐私政策规避行为

C5隐私政策认知

B8政策内容质量 用户对隐私政策内容质量的感受

B9阅读成本 用户阅读隐私政策所感到时间、精力等的消耗

B10阅读价值 用户对阅读隐私政策所带来的价值的评估

C6隐私风险感知 B11隐私风险感知 用户因受自身认知或环境影响产生信任、害怕等心理

C7心理特征
B12信息倦怠 用户因受自身认知或环境影响产生惰性、随意等心理

B13从众心理 用户因受自身认知或环境影响产生盲目、从众等心理

C8任务驱动 B14任务驱动 用户因急于使用App部分功能或完成某项任务，直接进入App

C9规避意图 B15规避意图 用户受多个因素影响产生隐私政策规避意愿

C10隐私泄露事件 B16隐私泄露事件 用户或周围人经历的隐私泄露事件

C11隐私政策规避行为
B17完全规避行为 用户完全不看，直接跳过隐私政策

B18部分规避行为 用户看感兴趣的内容，规避部分隐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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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主范畴间的关系结构

典型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的内涵 原始材料

隐私政策认知→心理
特征→规避意图

隐私政策认知能够通过影响心
理特征间接影响规避意图

涉及法律内容，我觉得看来看去也看不懂，所以就懒得看了

监管环境认知→心理
特征→规避意图

监管环境认知能够通过影响心
理特征间接影响规避意图

反正国家法律会保护我的隐私，隐私政策看不看都不重要

平台认知→心理特征→
规避意图

平台认知能够通过影响心理
特征间接影响规避意图

在公众平台上允许让下载使用的运动健康类App，都是被
很多人下载过的，没有太多必要去花时间看隐私政策

监管环境认知→隐私风
险感知→规避意图

监管环境认知能够通过影响隐私
风险感知间接影响规避意图

运动健康类App在使用所收集的用户信息时会受国家法律
的约束，我觉得我的隐私还是很安全的，不用看隐私政策

平台认知→隐私风险
感知→规避意图

平台认知能够通过影响隐私风
险感知间接影响规避意图

我比较信任平台，觉得他不会侵犯我什么
隐私，因此就想直接跳过隐私政策

个人特质→（隐私政策
认知→心理特征）

个人特质在隐私政策认知对心理
特征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之前使用其他App也都不看隐私政策，我感
觉隐私政策没什么用，看不看都无所谓

个人特质→（监管环境
认知→心理特征）

个人特质在监管环境认知对心理
特征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我个人因为种种原因还是比较相信国家会监管好
这些平台的，感觉看不看隐私政策无所谓

个人特质→（平台认知→
心理特征）

个人特质在平台认知对心理特
征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关键也看不懂，感觉没啥阅读价值，我感觉Keep还是比较靠
谱的，和我同龄的朋友也都下载了这个App，我也就安装了

个人特质→（监管环境认
知→隐私风险感知）

个人特质在监管环境认知对隐私
风险感知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我没什么文化，也理解不了隐私政策的内容，只能相
信国家会保护好我的隐私的，应该没什么风险

个人特质→（平台
认知→隐私风险感知）

个人特质在平台认知对隐私风险
感知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根据我的经验，一般从华为应用商城
上下载的App都没有什么风险

任务驱动→（规避意图→
隐私政策规避行为）

任务驱动在规避意图发展为规
避行为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

如果没什么事情，自己也是愿意看看隐私政策的。经常
下载完App就想立刻使用，就想直接同意隐私政策了，
当时是着急要用它计时跑步，就没有看隐私政策了

隐私泄露事件→（完全规避
行为→部分规避行为）

隐私泄露事件在完全规避行为转变为
部分规避行为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

之前是完全不看隐私政策的，不过自从被电话骚扰
后，自己就会特别关注一下政策里信息收集的内容

平台干预→（完全规避行
为→部分规避行为）

平台干预在完全规避行为转变为部
分规避行为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

一般也不看，不过App更新后，会再次弹出隐私政策，要使用
我某些权限，我就会大概去看看隐私政策，它增加了什么内容

图1 运动健康类App用户隐私政策规避行为形成机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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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政策内容太复杂，无关信息太多了，我不太想看”

（H1）、“身边的人都不看隐私政策，我也觉得没必要

看”（H9）。隐私政策认知易促使用户出现从众、信息

倦怠的心理特征，进而导致用户规避意图的产生。这种

心理特征对用户规避意图的影响在周涛等[30]、Vrinten
等[31]的研究中都被证实。

（2）监管环境认知。监管环境认知是用户对国家

监管隐私政策规范水平的感知。部分受访者认为隐私

政策是在国家法律强制规范下形成的，对个人隐私保护

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如“隐私政策内容有国家定期监管

的，我的隐私是安全的，没必要看这个”（H2）、“我之

前看过感觉内容都很像，看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只能靠

国家来保护我的隐私了”（H3）。在这种认知下，用户

面对隐私政策时，易出现信息倦怠或隐私风险感知较

低的情况，从而产生规避意图。

（3）平台认知。平台认知是运动健康类App用户

对平台各项功能属性的感知，包括平台实用性和平台可

靠性两个范畴。平台实用性是指用户对运动健康类App
平台功能适配度、实用价值等的感受。对平台功能多样

性需求较高的用户往往更愿意让渡出自己的部分权益

来换取优质的服务[32]，因此隐私风险意识较低。通过

访谈发现，官方下载渠道以及App在应用商城的高评

分会加深用户对平台的信任，导致用户的隐私风险感

知较低，且评分以及周围人对App的态度也会促使用户

产生从众心理，跟随多数人的做法，规避隐私政策，如

“在官方渠道下载的，应该没啥太大的问题，或者说我

还是比较信任它”（H1）、“收集就收集吧，我愿意以此

来获得个性化的推荐”（H10）。
（4）个人特质是运动健康类App用户对自身专业

背景、认知能力以及先验经验的综合评估。专业背景是

用户自身的专业类别。通过访谈发现，有法律专业背

景的用户对隐私政策、监管环境以及平台的认知更客

观，隐私风险感知较高，不易出现从众或信息倦怠的心

理特征，如“像我们是法律专业的，就会习惯性地有选

择地浏览一下协议的内容”（H18）、“本身没什么法律

基础，看起来费劲，而且也看不懂”（H14）。认知能力

是运动健康类App用户在接触隐私政策过程中表现出

的理解能力、价值判断能力和阅读能力等。已有研究发

现隐私关注度高的用户更有能力阅读隐私政策、体验

隐私政策效果，对隐私政策的评价更高[33]。认知能力

较低的用户对隐私政策、监管环境以及平台的认知较

为片面，易出现从众、信息倦怠的心理或隐私风险感知

较低，普遍认为“自己的隐私不值钱”（H5）、“周围人

都不看，我也觉得没什么必要看它”（H7）。先验经验

包括运动健康类App用户先前对隐私政策的使用习惯

以及先前的知识积累，对用户心理特征以及隐私风险

感知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如“我之前大体浏览过隐

私政策，感觉内容都差不多，所以一般就直接跳过了”

（H6）。

3.5.2  规避行为发生机理

任务驱动在规避意图发展为规避行为的过程中

起调节作用。通过访谈发现，运动健康类App用户隐

私政策规避行为的规避程度不同，包括完全规避行为

和部分规避行为两种，隐私泄露事件、平台干预在完

全规避行为转变为部分规避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了调

节作用。

（1）以任务驱动为调节。对于大多数用户而言，下

载运动健康类App的目的是使用App，因此在着急使用

或需要完成任务的情境下，运动健康类App用户的规

避意图会被加速发展为规避行为。本次访谈发现，任

务驱动会使规避意图更强且更易发展为规避行为，如

“App下载完成后就想用它来健身，没注意隐私政策”

（H2）、“本来就直接同意隐私政策，再加上着急使用

App，就更加不会点开隐私政策阅读了”（H5）。
（2）以隐私泄露事件为调节。隐私泄露事件是指

运动健康类App用户或其周围人经历的频繁收到垃圾

短信、受到电话骚扰等情况。部分受访者表示当出现电

话骚扰、短信轰炸等事件后，再次使用App时就会额外

注意隐私政策中关于个人信息收集的内容，如“我之前

也不看隐私政策，但被推销运动产品后，就开始关注隐

私政策里面的部分信息了”（H7）、“被电话骚扰过，感

觉他知道我很多隐私信息，后面我就会查看隐私政策，

关闭部分权限”（H11）。因此在隐私泄露事件的影响

下，用户的完全规避行为易转变为部分规避行为。

（3）以平台干预为调节。平台干预是指运动健康

类App强制用户在隐私政策页面停留或定期提醒用

户阅读隐私政策的措施。部分受访者表示当出现平台

干预的情况时，会下意识浏览部分隐私政策的内容，

如“基本上是不看的，但当必须点开隐私政策并停留

一段时间时，我会大体上浏览部分隐私政策的内容”

（H6）、“Keep有时会版本更新，隐私政策又跳出来让

点同意，我有时会好奇里面增加什么内容了，会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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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就会点开看看它”（H17）。因此在平台干预的调

节下，用户的完全规避行为易转变为部分规避行为。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通过对运动健康类App用户隐私政策规避行为成

因的探索，构建了运动健康类App用户隐私政策规避行

为形成机理模型，分析结果如下。

（1）用户对隐私政策进行规避的程度不同，可细

分为完全规避与部分规避。完全规避是指用户有意识

地完全忽略隐私政策内容的行为，如用户H8提到“不

想看，看了也没用，每次我就直接点同意了”。部分规避

是指用户有选择性地规避部分隐私政策内容的行为，

如用户H20提到“可能会大概看一下吧，可能主要看一

下第三方SDK”。在对信息规避行为进行细分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影响规避程度的调节变量进行了探讨。其中，

隐私泄露事件、平台干预在用户的完全规避行为转变

为部分规避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当用户及其

周围人经历隐私泄露事件或平台相关措施影响用户原

有规避状态（如强制5秒后才能点击同意等）时，用户更

易从完全规避转变为部分规避。

（2）驱动运动健康类App用户产生规避意图的路

径主要有两条。①用户在对隐私政策、监管环境和平

台认知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出现了从众、信息倦怠的心

理特质，进而导致规避意图的产生，这与已有关于信息

认知[3-4，17-18]和环境认知[3，18，31]导致用户出现信息规避

行为的研究结论互相印证。②用户信任国家监管环境

以及平台，导致用户隐私风险感知较低，进而产生规避

意图。已有研究表明，感知风险是用户消极行为产生的

重要因素之一[34-35]。研究发现在隐私政策规避行为的

形成过程中，隐私风险感知也是促使规避意图产生的

重要因素之一。当用户隐私风险感知非常低时，更易产

生信息规避意图。根据访谈数据，发现个人特质会调节

3种认知与心理特征以及隐私风险感知的关系，彭丽徽

等[2]也在研究中提到基本特征、认知能力、先验经验对

用户感知形成起到调节作用。

（3）在任务驱动的影响下，用户的隐私政策规避

意图更易发展为规避行为，即任务驱动在规避行为发

生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在访谈的过程中发现，用户完成

任务的紧急程度会影响规避行为的产生：任务越紧急，

规避意图就越易发展为规避行为，如用户H15表示“之

前因为要参加一个运动打卡活动，要用到Keep，本来

我也不想看这个隐私政策，又因为赶着要打卡，就直接

忽略了”。 

4.2  启示

虽然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运动健康类App用户隐

私政策规避行为，但通过对受访者进行补充询问，得知

用户隐私政策规避行为的产生与App类型无关。因此，

通过本研究可以总结归纳出隐私政策规避行为的基本

特征，同时研究结论对于减少隐私政策规避行为、保护

用户隐私具有启示意义。

4.2.1  隐私政策规避行为基本特征

从整体上看，隐私政策规避行为的形成机理与社

交媒体、健康信息规避行为相似，但也呈现出隐私政策

这一特殊信息类型的新特点。

（1）信息认知是用户在不同情境下产生规避意图

的共性因素[15，21，30]，除此之外规避意图还受到监管环

境认知和平台认知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国家针对移

动App隐私政策颁布了多项法律条文，并多次开展对

App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专项治理工作，使部分用

户认为相关监管部门会切实保护自身隐私安全，进而

产生规避意图。同时平台认知会影响用户对平台信息

安全性的判断，口碑好、评分高、用户多的平台往往更

容易取得用户的青睐，用户对此类平台隐私政策的合

规性较为认可，故会在使用平台时产生隐私政策规避

意图。

（2）与社交媒体信息规避意图受到疲倦、不满意

情感的影响[30]不同，用户对隐私政策的规避意图会受

到信息倦怠、从众心理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信息类别

不同，用户心理特征不同。对于隐私政策类信息，用户

产生规避意图主要是因为不同类别App隐私政策具有

相似性以及周围人对隐私政策的信任态度，而社交媒

体信息规避意图的产生则更多源于用户自身的体验，每

个人所规避的内容也各不相同。

（3）与健康信息规避行为的产生受到性别、年龄、

教育程度等基本特征的影响[2]不同，用户隐私政策规

避行为的产生只受到专业背景的影响，其他基本特征

对其均无明显影响。通过访谈发现法律相关专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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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隐私政策规避意图较低，更多表现出部分规避

的特点，而其他专业背景的用户则偏向于完全规避。究

其原因，可能是法律相关人员更为注重个人信息安全，

对侵犯隐私权的表现也较为熟悉，对政策条款的理解

力较强。

4.2.2  实践建议

（1）突出隐私政策内容针对性，降低冗余度。因

各类App隐私政策内容相似且语言描述晦涩难懂，用

户对阅读隐私政策持消极态度，进而产生规避意图。目

前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已陆续出台相关法律和政

策，并创设“个人信息权益”这一基本权利，为完善隐

私政策内容提供了权威对照[36]。在完整性、合规性达到

较高水平的同时，隐私政策给用户带来了冗长的阅读体

验。未来国家监管部门应关注不同类别App隐私政策的

针对性，力求突出重点。

（2）提升政策阅读价值，降低用户认知负荷。平台

干预和隐私泄露事件是用户隐私政策规避程度转变的

重要调节因素，App运营商应加大对隐私政策呈现形

式的创新力度，引导用户关注个人隐私问题，减少隐私

政策完全规避行为。首先，可提供语音播放隐私政策重

点内容的服务方式，设置政策内部目录跳转功能，减少

用户的阅读成本；其次，对隐私政策中的生僻或专业性

较强的术语，采用注释的方式进行解释说明，增强用户

对隐私政策易读性的感知。此外，在隐私政策中可以添

加用户反馈途径，增强App运营商与用户之间的沟通互

动，以便及时获悉用户反馈与建议，从而不断优化App
隐私政策阅读体验，减少用户规避行为。

（3）提高用户隐私素养，营造隐私关注氛围。个人

特质作为重要的调节变量，调节用户认知与心理特征、

隐私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国家信息服务机构应引导用

户提高隐私素养，加强对隐私政策、监管环境以及平台

的全方位认知，减少从众心理、信息倦怠，提升自身隐

私风险意识。相关监管部门可以结合典型隐私泄露事

件，采用广告、动画、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向公众阐明规

避隐私政策的危害，营造社会群体的隐私关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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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Mechanism of Privacy Policy Avoidance Behavior of Sports and Health App Users

WANG Na1,2   YANG YuTing1   ZHANG CanCan1   ZANG GuoQuan1,2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P. R. China; 
2. Zhengzhou Data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Zhengzhou 450001, P. R.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privacy policy avoidance behavior of sports and health App users, guide users to reduce 
privacy policy avoidance behavior, and improve users’ awareness of privacy protection. We adopt the key event method and ladder-climbing interview method 
to conduct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users who have experienced privacy policy avoidance, and code the interview data at three levels to construct a 
model of trigger mechanism for privacy policy avoidance behavior of sports and health App users with the help of Nvivo 11 softwar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privacy policy perceptions, regulatory environment perceptions, and platform perceptions indirectly influence the emergence of privacy policy avoidance 
intentions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traits and privacy risk perceptions, and personal traits moderate the effects of the three perceptions on 
psychological traits. Task-driven factor mode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avoidance intentions into avoidance behavior, and privacy breach incidents and platform 
interventions mod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plete avoidance behavior into partial avoidance behavior. The formation of privacy policy avoidance behavior 
presents new characteristics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policy information. The results expand the research field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and provide reference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privacy policy service of Apps.

  Keywords: Privacy Policy; Information Avoidance; Information Behavior; Formation Mechanism; 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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