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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环境下信息行为研究的拓新与发展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信息行为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信息行为研究 2021年年会会议纪要*

Minutes of the Inaugural Meeting of the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Committee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2021 Annu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肖雪 章小童 李安祎 范斯诺
XIAO Xue ZHANG Xiaotong LI Anyi FAN Sinuo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天津，300071）

中图分类号：G250 DOI:10.13366/j.dik.2022.01.141

引用本文：肖雪，章小童，李安祎，等 . 多元环境下信息行为研究的拓新与发展―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信息行为研究专业委员会
成立大会暨信息行为研究2021年年会会议纪要 [J]. 图书情报知识，2022，39（1）：141-147.（Xiao Xue, Zhang Xiaotong, Li Anyi, et al. 

Minutes of the Inaugural Meeting of the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Committee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2021 Annu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22,39（1）：
141-147.）

* 本纪要发言内容已经由发言专家或论坛组委会审核。

[ 通讯作者 ] 肖雪（ORCID:0000-0001-5585-2014），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信息资源建设、阅读学，Email:xiaoxue@nankai.edu.cn。（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XIAO Xue, Email:xiaoxue@nankai.edu.cn, ORCID:0000-0001-5585-2014）

[ 作者简介 ] 章小童（ORCID:0000-0003-1875-8832），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信息行为、交互信息检索、健康信息学、情报学理论与方法，Email:nku_zhang_xt@163.com；李安祎
（ORCID: 0000-0001-8712-6754），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信息行为、信息公开质量，Email:zqdl9735@163.com；范斯诺 （ORCID:0000-0002-3695-1604），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信息
行为、健康信息学，Email:2120202898@mail.nankai.edu.cn。

1　引言

信息行为研究是一个涉及面广、研究对象多元并

随着信息技术进步而不断演化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它面向所有与信息资源、信息渠道有关的主动或被动

的人类行为或活动 [1]。信息行为研究的历史悠久，最

早可以追溯到1849年递交到英国国会的一份关于图

书馆的效用及读者阅读行为的报告[2]，因为其研究的

重要价值而成为学者们热衷的研究主题。自1948年

的英国皇家科学信息会议（Royal Society Scientific 

Information Conference）召开以来，信息行为研究逐

渐成为图书情报学核心研究领域之一 [3]。

中国学者对信息行为的研究虽起始于20世纪末

对国外信息行为研究进展的跟踪、评述与经典理论模

型的引介 [4-6]，但发展迅速，并已在研究主题、研究对

象、研究方法上进行开拓创新，产生了一批具有一定国

内外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也汇聚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

究群体。2019年5月，首届“交互与信息行为研究学术

研讨会”在国内学术界首次聚焦这一情报学研究的核

心领域，也是该领域最新进展与成就的集中展现 [7]，吸

引了国内外学者的积极参与和研究热情，展现了对构

建信息行为研究平台和组织的迫切期待。

在此背景下，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在中国科学技

术情报学会的引领、指导和支持下，信息行为研究专业

委员会获批成立，并于2021年7月9-11日在南开大学

商学院成功举办“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信息行为研

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信息行为研究 2021 年年会”。

会议以“多元环境下的信息行为研究”为主题，面向信

息行为领域研究者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旨在促

进信息行为研究相关领域的纵深发展，推动信息行为、

交互信息检索及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交流与合作。此

次会议获得了12家图情专业期刊的支持，吸引了来自

全国4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170多位师生参会，

通过信息行为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主旨报告、专

家报告、分会场报告、学术海报展示、论文写作座谈会与

闭幕式7个模块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活动，促成

了后疫情时期中国信息行为研究同行的一次科研大汇

聚、经验大交流，也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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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会议主旨报告与专家报告

会议共邀请了7位专家分别进行主旨报告与专家

报告。主旨报告的报告人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戴

国强理事长，专家报告的六位报告人依次为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朱庆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信息

资源管理学院图书情报教研室主任/信息构建研究中

心主任周晓英教授、吉林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李

贺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王伟军教授、北京大学信息管

理系/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王军教授和南开大学商

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于良芝教授。

2.1 主旨报告：信息行为学的若干思考
戴国强理事长的报告高屋建瓴，解读了对信息

行为学的认识，指出信息行为研究面临的挑战，并

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建议。他指出，在“以应用为目

标”为横轴，“以知识发现为目标”为纵轴形成的“科

学 研 究 象 限 模 型”（Quadrant Model of Scientific 

Research）①中，信息行为应该处于“应用启发基础研

究”的巴斯德象限中，围绕着应用、实践、发展需求和

用户来开展研究。戴理事长随后指出信息行为面临着5

项挑战：

（ 1 ）信息是真实的，但先入为主，不能全方位地

获得真实信息，因此，需要从多视角进行分析；

（ 2 ）信息是真实的，但叠加信息是歪曲的，因此，

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对信息进行深度的挖掘，

不被其表面所蒙骗；

（ 3 ）信息是真实的，但叠加信息无法解释，研究

行为过于相信暗示，而忽略了大的逻辑；

（ 4 ）信息是真实的，叠加信息是多重隐含的，研

究者受限于跨学科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欠缺，不能

有效识别，需加强辨识能力；

（ 5 ）信息是真实的，但信息机理尚未清晰或在不

断发展中，需要情报工作者不断追踪科学原理突破和

新知识发现带来的研究方法转变。

此外，滞后信息、伪造信息、虚拟和智能环境下的

人机交互、突发事件的行为分析等问题，都是情报工

作不同于信息研究的特殊问题，值得情报学和情报工

作进行深入研究。为响应急速变化的世界，信息行为

研究就要努力做到宏观趋势正确、中观方向准确、微观

路径精确的总体原则，对行为进行全面、准确的理解

和运用。

2.2  专家报告：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的健康信息
行为研究
朱庆华教授指出健康信息行为研究从实践背景来

看聚焦于人、信息、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从学术背

景来看，是健康信息学、社群信息学和社会信息学的交

叉研究领域。从信息生命周期视角可将健康信息行为

分为健康信息需求、搜寻、甄别、采纳、加工使用和干预

6个阶段。朱教授团队在研究中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如

何精准描述健康信息需求、如何应对多元化的健康信

息搜寻、如何实现失真健康信息治理、如何有效挖掘健

康信息内容价值以及如何实现有效的健康信息干预，

并针对性地开展了多项研究。面向未来研究，朱教授

提出了四个关注：一是理论视角上注重多学科理论整

合，立足本学科特点并结合多学科理论；二是研究方

法的融合，注重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传统方法和新兴

方法相结合；三是研究范式的迁移，注重数据驱动、实

证主义与设计学，充分调动信息主体与信息技术的积

极性；四是关注研究情境的嵌套，整合健康信息学、社

群信息学、社会信息学的研究情境。

2.3  专家报告：健康- 信息- 动机- 行为的关联
和影响
周晓英教授的报告将健康、信息、动机和行为作

为四大关键词，对其相互的关联关系进行了阐释，指

出四者之间可以互相组合又互相影响。健康新理念是

要消除所有导致健康问题的危险因素，而不是仅仅

依靠治病，信息是通往健康的必经之路。她基于“信

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 Information-Motivation-

Behavioral Skills Model，IMB模型）②进一步指出，信

息干预（知识和知道）、动机干预（心理和意愿）、行为

技巧干预（方式和能力）三者是同时作用于健康行为

改变的，比单一因素的作用效果好。

周教授也提出了自己对信息行为研究的思考：

① 作者注：科学研究象限模型（Quadrant Model of Scientific Research）是从二维角度对科学研究进行分类的模型，最早由学者 Donald E Stokes 在《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
新》（Pasteurs Quadrant: Ba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一书 [8] 中提出，该模型“以应用为目标”为横轴，“以知识发现为目标”为纵轴划分出4个象限，依次是应用启
发基础研究的巴斯德象限、纯基础研究的波尔象限、技能训练和经验整理的皮特森象限、纯应用研究的爱迪生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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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信息+行为”不等于信息行为，信息行为是

所有与信息查询、获取、检索、利用、扩散等信息活动相

关的人类行为，而“信息+行为”可以是与信息产生关

系的人类所有行为；

（ 2 ）目前，描述信息行为的研究较多，而对改变

信息行为的研究较少，因而，信息行为研究要重视信

息从代理服务向自我服务转化的过程中，如何影响和

改变用户的信息行为；

（ 3 ）信息行为相关问题如信息流行病（信息疫

情）、谣言传播、信息规避等的治理，可以通过信息、动

机、行为技巧三方面的综合干预起作用；

（ 4 ）要充分认识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的跨学科性和

综合性。

2.4  专家报告：应对理论视角下互联网用户信
息披露行为研究
李贺教授指出科技的发展并未减缓隐私问题，反

而日益突出，随着隐私问题的持续，用户意识到在互

联网中控制个人信息能力的有限，因此应对隐私问题

的方式也在悄然改变，以便使自己更好地适应当下的

互联网环境。尽管目前对隐私关注和披露行为的关系

已有大量探索，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已有研究还存

在视角单一及实证研究缺乏的状况。在此背景下，李

教授团队基于应对理论和保护动机理论视角，引入三

种认知评估及两种不同的应对模式，构建了互联网用

户信息披露行为模型，主要探讨两个问题：

（ 1 ）互联网用户对隐私威胁的相关认知如何影响

其应对反应以及信息披露行为；

（ 2 ）互联网用户隐私威胁的应对策略如何影响其

个人信息披露行为。

研究结论表明：隐私犬儒主义主要受到隐私效能

的影响，并且是用户披露个人信息的重要影响因素。

这种态度的存在也是导致隐私悖论现象可能的原因。

此外，尽管用户的保护动机会在互联网用户存在隐私

关注时被激发，但该动机却不能降低用户实际披露行

为，这又是可能导致隐私悖论现象的原因。研究还发

现效能感在用户的隐私问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

对态度、动机和实际行为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2.5  专家报告：青少年网络适应：概念模型及
其心理机制
王伟军教授从国内外青少年网络使用状况和网络

信息内容生态的分析切入主题，他指出网络使用对青

少年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影响的好坏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个体如何适应和使用网络。其团队通过对访谈

文本进行编码，按时间发展的顺序构建了个体适应网

络的三阶段循环模型，初步解释了青少年个体是怎样

从不适应到适应网络的，依次是：在初步接触和评估

环境阶段，好奇心和网络自我效能感是重要特征，青

少年除了拥有对使用和掌握网络技术的信心，还有对

自己积极参与生成网络内容、创新的自信心；在适应具

体网络活动阶段，控制感和适应能力是重要特征，但

青少年普遍高估自己的控制力；在适应持续阶段，应

对挫折的能力是重要特征，回避是青少年常用的应对

方式。青少年感知到适应网络与现实的不同可分为两

方面：个体感知的网络空间独有的特性和个人在网络

空间中广阔的自由度。王教授研究团队后续将编制《青

少年网络适应性量表》，开展青少年网络适应性测量

和网络适应状态预测研究，并结合具体网络情境揭示

青少年网络适应的影响因素，从青少年成长与发展的

视角探索网络信息服务算法优化与信息推荐机制，为

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治理提供理论指导。

2.6  专家报告：智能信息环境下人文学者技术
使用态度初探
王军教授从人类信息环境的变迁分析出发，指出

不同的信息载体塑造了人们对待信息的态度和利用信

息的方式，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对不同学科学者的影响

具有不同的特点。对北大文科200多位师生开展调查

发现：人文学者做研究时会对每一份材料都重新审视，

他们通常会在沉浸式的阅读基础上通过对原始材料的

系统性把握和批判性的采纳，以及对微观数据的严密

考证，得出自己的独立结论，其结论大多数具有开放

性和解释性的特点；更注重内容关系的挖掘，而不是

统一数据，重视数据的源头，强调原始资料的准确性

和数据加工过程；多为独立研究，很少与人合作。这

些特点与图情学者不同，因而应在推进数字化工作时

② 作者注：信息 - 动机 - 行为技巧模型（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ioral Skills Model, IMB）是一种被广泛应用于行为改变的理论模式，最早于1992年由学者 Jeffrey D Fisher 和
William A Fisher 在《改变艾滋病高危行为》（Changing AIDS-Risk Behavior）一文 [9] 中提出，强调信息、动机、行为技巧三者在改变健康行为过程中缺一不可，即信息与动机之间相互
促进，分别作用于行为技巧因素，三者又共同作用于行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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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考虑。从对信息技术和资源的使用状况来看，文

科生对数字资源的利用率和对信息技术的采纳意愿很

高，认可当前的智能环境，但同时又存在质疑，包括质

疑数字化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人工智能的能力与

边界、统计计量和可视化方法是否将问题简单化、数字

方法能否在人文领域产生突破性成果等。这些质疑可

能是有道理的，这就提醒信息行为领域的学者要借鉴

人文学者的经验，对信息技术迅速普及和智能技术无

孔不入的渗透抱有警惕。

然后，王教授简要介绍了团队做的一些工作，包

括建立“吾与点”古籍自动整理平台、构建“经籍指掌”

历代古籍目录集成可视化系统、建设“宋元学案知识图

谱”等。尽管如此，王教授仍清醒地指出数字人文的技

术和工具可以有效辅助人文学者进行一些研究，但不

能肯定它对人文学科起到支撑性或革命性的改变，考

虑到人文学科的特点以及将资料放大到2500年间的

时间跨度等情况，我们今天的很多方法和结论可能不

是很适应，因此，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我们的研究，另一

方面要对数字人文的方法保持一定的敬畏和质疑。

2.7  专家报告：信息行为研究中超越情境之人
格再发现
于良芝教授首先指出，这里的人格并非心理学的

人格概念，而是个人在其信息活动中的主体性特征。

她指出，对用户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美

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生院开展的研究以及在同

时期兴起的对科研人员信息获取与利用的研究，并在

60-70年代之后发展为更宽泛的信息需求、搜寻与利用

的研究，被统称为信息行为研究。不同分支的用户研

究对人格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20世纪30年代，公共

图书馆的利用研究以及阅读兴趣研究包含主体性的人

格，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在40年代开展的公共图书馆

调研当中的用户研究，尽管其人格描述采用的只是人

口学的变量或特征。然而这样的研究在70年代开始被

信息行为研究批判为系统中心范式，在这种批判下，

各种强调情境的研究逐渐兴起，其中最典型的模型就

是威尔森的经典模型，后续研究也多延续威尔森的思

路，在强调情境化的同时伴随着去人格化；北欧学者

萨沃雷宁的日常信息搜寻行为模型算是例外，此模型

增加了类似人格的概念：生活方式和生活能力，并强

调它与情境共同对用户行为产生影响。

在梳理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于教授也介绍了其提
出的个人信息世界的概念，指出它由个人信息活动的
空间、时间、智识水平划定边界，揭示了个人作为信息
主体的特征而非信息环境特征，其状态反映信息主体
的发展程度，在特定时期具有相对稳定性，并渗透到
个人在各种情境下的信息活动，从而对情境化的信息
行为产生影响。她认为，信息行为学未来研究的创新
是重新发现人格的作用。一方面，研究者们可以发展
萨沃雷宁的模型，关注到不同人格所带来的情境化信
息行为的共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研究者们可以关
注情境因素对当下行为以及未来人格的双重影响，从
而超越对情境及其影响的单纯描画，进一步走向对它
们的反思。

3　会议分会场主题汇报

本次会议共收到稿件110篇，其中包括长论文108

篇，经会议评审专家组评审后，共40篇长论文入围分
会场报告，论文接受率为37%。受疫情防控影响，最终
34篇论文参与了分会场报告。本次会议设置了10场分
会场，根据报告内容可概括为5个报告主题：社会化情
境中的信息行为、信息搜寻行为、信息规避行为、健康
信息行为和多类别用户的信息行为。报告人从理论和
实践两方面分享了其研究成果，体现了信息行为研究
的继承与创新。

3.1 主题一：社会化情境中的信息行为
社交媒体和在线社区构成的社会化信息环境为用

户的信息生成、获取、分享、推荐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近
年来始终是信息行为研究的热点，并持续深入。叶佳
鑫基于兴趣传播理论模拟出社交网络中核心用户对整
个用户群体的兴趣影响过程，提出了一种融合影响力
传播的群推荐方法，该推荐方法在资源数量较少时具
有最佳的推荐效果；刘鸿彬探讨了用户参与在线讨论
的动机及其对参与行为的影响；马晓悦结合深度访谈
和关键事件法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用户的信息再现行
为由动机、重新查找和结果三个阶段构成，行为同时受
到用户、信息、平台、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肖雪的
研究关注“Z世代”社交媒体用户的隐私倦怠现象，从
个人行为、个人心理、平台和政策角度探讨隐私倦怠的
影响因素及相互作用机制；陆颖颖以微博影响力、已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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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数、信息可见度作为新增评论连接的影响因素，构

建了微博评论行为定量模型，揭示了群体层面评论行

为的生成机制和社交媒体用户的信息交互关系。

对在线社区的用户学习和知识贡献行为的研究

主要结合具体社区展开。程秀峰以CSDN社区为例，

揭示了不同类型的意见领袖特征对社区用户学习

意愿的影响作用；刘蕤基于健康行动过程取向理论

（Health Action Process Approach, HAPA）探究在线

医疗社区中医生知识贡献行为的形成路径；李蕾以

ResearchGate的问答板块为例，利用内容分析法对学

者群体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需求特征、

问题关注度、提问者学科分布、高推荐回答特征等行为

特征进行了分析。

3.2 主题二：信息检索行为
研究者将实验法、深度访谈、问卷调查法与眼动

追踪技术、面部识别技术结合，研究多种任务情境、

设备情境中不同用户的信息检索行为特征，富有创

新。夏立新结合信息检索实验与眼动追踪技术，探究

在学术信息探索式搜索过程中各阶段的情感特征与

眼动特征及两者之间的关联；黄崑利用面部情绪识

别技术，关注用户检索过程情绪的分布特征和影响因

素，在另一篇论文中通过多轮实验数据对比，探索对

于区分不同任务难度感知具有稳定、显著性影响的行

为指标；王鑫棋在意义建构理论和信息检索过程理论

（ 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ISP）的基础上，探究

高低错失焦虑心理对考研群体在信息检索各阶段的

影响；刘思琦基于“搜索即学习”视角，探讨不同社交

关系类型和协作效能水平对协同信息检索用户学习交

互行为的影响；胡小飞引入人格特质理论开展协同信

息检索行为的研究发现，开放性和外向性人格显著正

向影响检索策略，严谨性和外向性人格显著正向影响

交互程度；贾明霞的研究表明，任务技术适配、服务质

量、自我效能感、结果预期对促进大学生跨屏信息搜索

行为具有积极作用。

3.3 主题三：信息规避行为
信息规避行为是用户有意识地对信息进行回避、

忽视、拒绝或延迟的行为，与偏好信息寻求的一般习惯

相反，显示了用户信息行为和心理的复杂性，这一行

为在健康信息行为中表现尤为突出。韩正彪的研究表

明，社会氛围、负面情感和患者认知正向影响农村居民

的慢性病健康信息规避意愿，进而导致其信息规避行

为的发生；彭丽徽探究了中老年人健康信息规避行为

的影响因素及其关联路径，将影响因素区分为直接、中

介和调节因素；岳欣基于关键事件法研究了运动损伤

人群健康信息规避行为模式，揭示了情感认知、环境及

信息等方面的影响因素。

用户长期对信息的选择性趋避将导致群体极化、

信息茧房等现象，姜婷婷等基于关键事件访谈法梳理

新闻偶遇过程中趋避行为的发生机制，为扩大严肃新

闻传播，减轻过度娱乐化现象提供实践指导；李月琳

等结合问卷调查、机器学习等方法，揭示信息茧房的影

响因素及其不同作用，并为如何预测信息茧房的形成

提供指导；彭晗琦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梳理用

户主动打破信息茧房的情境和动机，并为系统设计提

供指导。

3.4 主题四：健康信息行为
近年来人们的健康需求不断增加，在新冠疫情的

背景下，用户的健康信息行为发生更为频繁，相关研

究备受关注。周国韬对社会化问答平台“知乎”中13

万条养生问答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用户对养生健康信

息的关注内容呈现多样性，安全与尊重需求层次的话

题占比最多，健康焦虑与外部风险会促进用户对养生

健康信息的关注，养生健康信息话题的热点演化存在

内部关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形成了健康信息行为发

生的新情境，李月琳探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

任务与信息搜索行为的关系，发现不同类型的任务会

影响用户信息检索行为的多个衡量指标；李彩容研究

了用户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的信息转发行为，

从用户、信息、信源、疫情发展等维度构建影响因素模

型。健康信息的替代搜寻行为在特殊群体中比较常见，

宋小康通过实验法分析了互联网环境下健康信息替代

搜寻过程中的用户行为特征并识别出不同的行为阶

段；林蕙关注癌症患者及其家属的健康信息表露类型、

演化和模式，揭示了患者及其家属的信息表露模式和

阶段性变化。

3.5 主题五：多类别用户的信息行为
不同年龄、职业、平台、应用的信息用户成为研究

聚焦的对象。童钰对儿童网络信息行为与认知相关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