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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社交媒体中食品安全类谣言泛滥，致使公众对健康信息出现认知偏差，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分

析社交媒体食品安全类辟谣信息分享意愿影响因素能够针对性地提出辟谣策略并达到高效辟谣效果。本

文整合了S-O-R理论模型和MOA理论构建社交媒体食品安全类辟谣信息分享意愿影响因素模型，运用结

构方程模型和AMOS软件验证所提假设并进行结果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信息交换动机对用户积极

情感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信息交换动机对用户感知有用性有正向影响；自我效能对用户辟谣信息分享

意愿的作用最微弱；感知有用性和积极情感两个中介变量中，感知有用性对用户分享辟谣信息意愿的正

向影响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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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food safety rumors are rampant on social media, leading to cognitive biases in public 
health information and affect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harmony. Analyz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illingness to share food safety rumors on social media can provide targeted refutation strat-
egies and achieve efficient refutation effects. This article integrates the S-O-R theore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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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OA theory to construct a factor model for the willingness to share anti rumor information 
related to social media food safety.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AMOS software are used to 
verify the proposed hypothesis and analyze the results. The data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tivation for information exchange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users’ positive 
emotions; the motivation for information exchang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users’ perceived use-
fulness; the effect of self-efficacy on users’ willingness to refute rumors and share information is 
the weakest; among the two mediating variables of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positive emotions, 
perceived usefulness has a mor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users’ willingness to share refuta-
tion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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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以及公众对信息沟通交流的需求，社交媒体得以发展迅速，同时也为网

络谣言的产生和繁衍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其中健康类谣言[1]最甚。如“用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螃

蟹和西红柿一起吃会中毒”等谣言混淆民众视听，结果被证实为并无根据的“伪科学”。社交媒体中健

康类谣言泛滥引发了民众认知错误、群体性焦虑、甚至是对正确健康信息抵制的现象，不仅对民众个体

及其家庭造成了健康威胁，同时也对社会的安定和谐造成了破坏[2]。 
食品安全一直是健康类谣言的重灾区，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联合其他部门于 2017 年印发了《关于加强

食品安全谣言防控和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公开政务信息，加强对食品安全谣言的动态

监测，及时发布辟谣信息，全面落实各媒体抵制谣言的主体责任，对谣言的传播实施严厉打击。面对社

交媒体“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的现象，及时寻求高效的辟谣策略并提高社会风险防控能力，已经

成为学术界和舆情监管部门共同重视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针对谣言及辟谣信息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学者提出社会上之所以会存在谣言一方

面是因为核心及关键事实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是因为公众焦虑、恐慌等负面消极情绪的激发使得谣言肆

意传播[3]；也有学者研究发现突发公共事件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谣言自身带有的集聚性和邻近效应使

得谣言呈“涟漪式”扩散，而信息公开、实时动态监测和网络谣言综合治理平台等方式可以实现对谣言

的有效控制和阻断[4]。从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辟谣信息分享意愿的研究目前较为匮乏，而这

是决定辟谣信息有效传播的一个重要前提，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2. 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本研究基于 Mehrabian 等学者提出的 MOA 理论[5]和 S-O-R 理论模型[6]，从动机、机会、能力三个

要素的联合作用下考察哪些因素可以通过刺激个体的情绪反应和认知状态进而驱动个体行为上的反应[7]。
本研究的动机层面主要包含用户卷入度和信息交换动机。机会层面在本研究中通过辟谣信息质量和用户

主观规范来体现。能力层面通过用户自我效能来体现[8]。S-O-R 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研究用户信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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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因此，本文将采用此模型对社交媒体中食品安全类辟谣信息分享意愿影响因素进行探究。 

2.2. 研究假设 

2.2.1. 刺激–动机层面 
卷入度于 1965 年被 Krugman 提出，又可被译为“涉入度”，被广泛用于衡量传播效果。社交媒体

用户对信息的卷入度是指用户对辟谣信息的需求及关注程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用户的感知有用性[9]。
Petty 等认为个体在处理信息时高用户卷入度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即体现为个体会倾注较大的认知

努力来处理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有学者基于行动层面探究用户卷入度对微信谣言信息的审查意愿，认为

用户卷入度越高，花时间审查信息并转发信息的可能性越大[10]。 
在社交媒体上谣言及辟谣信息的广泛传播离不开用户之间的信息交换，有研究发现用户的信息交换

动机对其情感认知和行为意愿方面具有正向影响[11]。社交媒体用户与其他用户交流信息的过程中，用户

传递辟谣信息帮助其他用户甄别虚假信息的同时，也可以从其他用户那里获取可利用的辟谣信息帮助自

己识别谣言，用户之间通过信息交换可以弥补信息失真问题[12]。社交媒体用户通过主动交换辟谣信息帮

助他人识破谣言可以增强自身愉悦感，从而增强再次分享辟谣信息的意愿。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用户卷入度正向影响其感知有用性。 
H2：信息交换动机正向影响其感知有用性。 
H3：信息交换动机正向影响其积极情感。 

2.2.2. 刺激–机会层面 
由 Sussman 等学者研究提出的 IAM (信息采纳模型)模型表明信息质量和信源可信度直接影响接收者

对信息的感知有用性，并且感知有用性会影响个体对信息的采纳意愿[13]。还有学者从信息维度探究发现，

虚拟学术社区的信息质量能够影响用户对信息的感知有用性，继而影响用户的信息搜寻意愿[14]。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信息活动中是否采取某项活动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已有许多学者研究证实主

观规范正向影响个体的行为意愿。李华锋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在社交媒体背景下用户积极分享健康信

息受到主观规范和其感知行为控制能力的影响[15]；还有学者研究发现主观规范显著正向影响社交媒体用

户从众信息分享意愿[12]。还有学者基于 S-O-R 理论证实了互惠利他能够正向影响用户对偶遇移动信息

的积极情感。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4：信息质量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 
H5：主观规范正向影响用户对食品安全类辟谣信息的感知有用性。 
H6：主观规范正向影响用户对食品安全类辟谣信息的积极情感。 

2.2.3. 刺激–能力层面 
本文所指出的自我效能感是指用户采纳食品安全类辟谣信息后对其进行有效传播的自信程度，是基

于用户自身对健康类谣言的了解程度以及健康类辟谣信息的科学知识水平进行辟谣信息有效传播的能力。

目前已有多项研究证实自我效能感对用户信息分享意愿的正向影响，贾明霞认为用户的自我效能感直接

影响其在学术社区平台上与其他用户的知识交流与共享行为[16]。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7：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用户对食品安全类辟谣信息的分享意愿。 

2.2.4. 有机体层面 
S-O-R 模型指出，有机体会因为受到外界刺激而产生一定的心理变化，如感知有用性。本文所指出

的感知有用性是指用户对于已采纳的食品安全类辟谣信息认为其是可利用的或者对自身是有所帮助的，

能够达到有效传播辟谣信息的效果[17]。已有学者研究证实感知有用性能够正向影响社交媒体用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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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意愿，两者具有强相关关系，即用户的感知有用性越强其主动进行信息交互的意愿就越强[18]。本研

究认为，当用户对食品安全类辟谣信息的感知有用性越强，越容易激发其分享辟谣信息。 
积极情感能够促使用户产生行为偏好，有研究发现积极情感可以正向影响虚拟社区用户的知识分享

行为[18]。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在采纳辟谣信息时所持有的积极态度可以提高其对该信息的关注度，

继而诱发用户对此类信息的分享。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8：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用户对食品安全类辟谣信息的分享意愿。 
H9：积极情感正向影响用户对食品安全类辟谣信息的分享意愿。 

2.3. 社交媒体食品安全类辟谣信息分享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依据上文分析，本研究根据 S-O-R 模型和 MOA 理论，针对社交媒体中用户对食品安全类辟谣信息

分享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基于刺激–机体–行为理论模型引入动机–机会–能力共同构建了社交

媒体食品安全类辟谣信息分享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如图 1 所示。该模型将用户动机、机会和能力三个维

度视为影响因素刺激，并作用于有机体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和积极情感，从而影响社交媒体用户对食品安

全类辟谣信息的分享意愿。 
 

 
Figure 1. Influencing factors model of sharing willingness of social media food safety rumor information 
图 1. 社交媒体食品安全类辟谣信息分享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2.4. 问卷设计 

本文参考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包含问卷说明、用户描述性基本信息、

用户对食品安全类辟谣信息分享意愿影响因素 3 个部分构成，共计 8 个变量，每个变量设置 3 个问题，

共 24 个问项。问卷设计采取李克特 7 级量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为 7 个程度等级，受众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进行答题。 
本次调查研究主要通过线上发放问卷并回收问卷的方式进行研究，为了保证问卷数据的有效收集，

受访者应当对社交媒体上的健康类谣言和辟谣信息有所了解，可以保证调查的高效性。本次调查共发放

240 份调查问卷，剔除无效问卷 4 份，收回有效样本 236 份，有效问卷率为 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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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结果分析 

3.1. 样本选择 

本研究主要调查对象是使用社交媒体的用户，由于社交媒体用户分布广泛且在线上尤为活跃，故本

研究利用“问卷星”平台，通过在微信、QQ、朋友圈、微博等发布问卷链接等方式进行数据的收集。由

问卷星在线调查平台显示的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如表 1。 
 

Table 1. Sample population statistics 
表 1. 样本人口统计表 

统计量 类别 频次 比例(%) 

性别 
男 70 29.66 

女 166 70.34 

年龄 

18 岁及以下 1 0.42 

19~28 岁 74 31.36 

29~38 岁 80 33.9 

39~49 岁 69 29.24 

50 岁以上 12 5.08 

 高中及以下 24 10.17 

学历 

大专 43 18.22 

本科 138 58.47 

硕士 28 11.86 

博士 3 1.27 

3.2. 信效度检验 

为了检验调查问卷所得样本数据的可靠性，本研究利用 SPSS26.0 软件进行了信度与效度检验。如表

2 所示，概率显著性 Sig 值为 0.000 小于 0.05，所以收集到的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 球形检

验近似卡方值为 2778.535，KMO 值为 0.876 大于阈值 0.5，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通过计算 Alpha
系数进行因子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各维度的 Alpha 系数均在 0.7 以上，表明各因子内部具备一致性。 
 
Table 2.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表 2. 信度和效度检验 

可靠性统计量 KMO 和 Bartlett 检验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 Alpha 项数 近似卡方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Sig 显著性 

0.910 24 2778.535 0.876 0.00 

3.3. 模型验证 

为了验证本研究提出的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笔者利用 AMOS 软件进行结构方程建模。根据研究假

设将实验数据代入 AMOS 结构方程模型，如图 2 所示，验证数据与模型的适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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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ath of sharing willingness model of social media food safety rumor information 
图 2. 社交媒体食品安全类辟谣信息分享意愿模型路径 

 
验证结果如表 3 所示，表 4 为区分效度指标。综合各图表中的数据指标值，发现各项指标总体均可

达到标准，表明此模型的适配度较好。 
 

Table 3. Structural equation fitting test 
表 3. 结构方程拟合度检验 

模型拟合度 统计值 临界值 拟合效果 

X2/df 1.991 <3.0 优 

RMSEA 0.065 <0.08 优 

RMR 0.030 <0.05 优 

GFI 0.861 >0.9 良好 

CFI 0.912 >0.9 优 

NFI 0.839 >0.9 良好 

TLI 0.895 >0.9 良好 

IFI 0.913 >0.9 优 

PGFI 0.668 >0.5 优 

PNFI 0.709 >0.5 优 

 
Table 4. Discriminant validity 
表 4. 区分效度报表 

 用户卷入度 信息交换 信息质量 主观规范 自我效能 感知有用性 积极情感 分享意愿 

用户卷入度 0.76        

信息交换 0.487 0.74       

信息质量 0.225 −0.014 0.718      

主观规范 0.581 0.515 −0.095 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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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自我效能 0.467 0.45 0.113 0.393 0.769    

感知有用性 0.674 0.619 0.227 0.617 0.432 0.707   

积极情感 0.411 0.61 −0.078 0.568 0.33 0.481 0.751  

分享意愿 0.645 0.675 0.137 0.651 0.544 0.673 0.7 0.795 

3.4. 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 

本研究对构建的影响因素模型中的因子进行路径系数分析，如表 5 所示。因此，本文提出的社交媒

体用户对食品安全类辟谣信息分享意愿影响因素模型通过了分析验证，提出的 9 个假设都得到了支持。 
 
Table 5. Modelling verification 
表 5. 模型验证 

假设 标准化估计值 非标准化估计值 SE C.R. (t-value) P 检验结果 

H1：用户卷入度→感知有用性 0.279 0.273 0.095 2.864 ** 支持 

H2：信息交换→感知有用性 0.356 0.406 0.099 4.089 *** 支持 

H3：信息交换→积极情感 0.433 0.489 0.081 3.131 ** 支持 

H4：信息质量→感知有用性 0.229 0.254 0.084 3.239 *** 支持 

H5：主观规范→感知有用性 0.294 0.271 0.106 4.623 *** 支持 

H6：主观规范→积极情感 0.345 0.316 0.080 3.966 *** 支持 

H7：自我效能→分享意愿 0.154 0.166 0.100 7.608 *** 支持 

H8：感知有用性→分享意愿 0.643 0.763 0.080 5.090 *** 支持 

H9：积极情感→分享意愿 0.34 0.407 0.061 2.723 ** 支持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基于MOA理论和 S-O-R理论模型提出了 7个影响因素，它们分别是动机层面(用户卷入度、

信息交换动机)、机会层面(信息质量、主观规范)、能力层面(自我效能)和中介变量(感知有用性、积极情

感)。接着根据上述研究内容构建了社交媒体食品安全类辟谣信息分享意愿影响因素模型。然后，根据模

型变量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并面向社交媒体用户发放调查问卷。最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数

据验证，得出本研究所提出的 9 项假设均得到支持的结果，自我效能、感知有用性和积极情感均可以直

接影响社交媒体用户辟谣信息分享意愿，且感知有用性对其产生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β = 0.643；用户

卷入度等因素可以通过直接影响中介变量来间接影响社交媒体用户的辟谣信息分享意愿。其中，信息交

换动机对积极情感的正向影响最为强烈，β = 0.433，由此可以推断用户在与他人进行信息交流时，通过

主动交换辟谣信息帮助他人识破谣言可以增强自身愉悦感，进而可以提升辟谣信息的传播意愿。 

4.2. 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文对政府及社交媒体引导辟谣信息有效传播提出以下建议： 
1) 辟谣主体策略：政府相关部门理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可主要从感知有用性、信息交换动

机、信息质量三个方面出发，提高辟谣信息质量，激发用户主动进行辟谣信息交换，进而提升用户对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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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信息的感知有用性，最终促进用户对辟谣信息的分享意愿；其次，社交媒体平台应该主动“引流”官

方账户入驻平台，方便用户在分享信息时及时通过便捷渠道查证信息的可靠性，可逐步提升用户的自我

效能感，从而提升用户主动分享辟谣信息的意愿。 
2) 辟谣信息内容策略：注重辟谣信息内容的编辑，尤其是健康类辟谣信息，涉及到更多的老年群体，

更应该以言简意赅的内容来消除大众的疑虑，语言组织陈述生动形象，使大众更乐意于接受并分享辟谣

信息。将详细的事实信息以全方位的方式展现给社交媒体用户，综合使用图片、视频、链接等多种手段

来辟谣。 
3) 辟谣方式策略：相比直接反驳式的辟谣信息，真相陈述式的间接辟谣信息更能令民众信服。真相

陈述式的辟谣方式要求辟谣者具有专业的真相澄清能力以及辨别事实的洞察力，因此采取真相陈述式的

辟谣方式辟谣往往更容易正确引导人们识破谣言，认清事实，用户也更愿意分享正确的辟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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