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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探究健康数字囤积行为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过程 采用问卷调查法，面向有不
同程度健康数字囤积行为的用户，共收集有效问卷３０３份，通过 ＳＰＳＳ２６和 ＡＭＯＳ２６软件进行信效度分析
和路径分析。结果／结论 信息质量等因素通过中介变量对健康数字囤积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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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的出现，公众可以方便地获取大量健康

信息［１］。相较于普通信息，健康信息具有更强的专

业性，其中质量不佳的信息可能会误导公众作出有

损身心健康的错误决策［２］。大量囤积健康信息反而

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判定健康数字囤积行为

并研究其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价值。

２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２１　文献综述

最早的数字囤积行为研究是 ＶａｎＢｅｎｎｅｋｏｍＭＪ
等［３］于２０１５年围绕一名因为大量囤积数码照片而影
响日常生活的人的行为展开的。ＳｗｅｅｔｅｎＧ等［４］在

２０１８年的研究中将数字囤积行为定义为对电子邮件、
照片、文件和软件等数字材料的过度积累。ＬｕｘｏｎＡＭ
等［５］则认为数字囤积障碍属于一种精神疾病。总的来

说数字囤积行为是对数字资料的过量积累，伴随着压

力、混乱和删除困难。ＮｅａｖｅＮ等［６］研究设计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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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囤积问卷和工作场所数字行为问卷的数字囤积行

为问卷，调整后的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数字囤

积研究领域得到认可。吴旭瑶等［７］在访谈基础上编

制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数字囤积行为量表，在国内研

究中有较高认可度。除量表编制外，张征等［８］探究

大学生数字囤积行为，认为男女受访者的数字囤积行

为并无差异。张艳丰等［９］对移动社交媒体用户数字

囤积行为采用扎根理论探究，认为信息稀有性、信息

质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Ｑ）等因素对用户数字囤
积行为有较强影响力。

本研究将健康数字囤积行为定义为将包括疾病防

治、运动与饮食作息、生理心理，以及其他与健康相

关的数字材料以能够再次查询的方式标记的行为。由

于健康数字内容良莠不齐，健康数字囤积行为可能使

用户产生健康焦虑情绪［１０］，或由于媒体倦怠而无法

持续健康行为培养［１１］，从而影响用户的健康状况。

感知价值是用户对产品或服务的感知，是其在感

知到收益和成本之间权衡后作出的总体评价［１２］。在

对健康信息行为的研究中，众多学者引入感知价值理

论，关注用户感知因素在其行为中发挥的作用，在研

究中更聚焦于用户主体，提炼出感知收益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ＰＢ）与感知风险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ｒｉｓｋ，ＰＲ）两个
变量［１３］。本研究基于感知价值理论，建立研究模型

研究用户健康数字囤积行为。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健

康数字囤积现象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了解用户的健康

数字囤积现状，并针对其作用机制提出对策与建议。

２２　研究假设

２２１　感知收益　是用户在产生健康数字囤积行

为时感知到能够获取收益。本研究认为，用户在感

知健康数字囤积行为能为其带来获取健康知识、辅

助诊断病情等收益时，倾向于产生健康数字囤积行

为。同时信息质量与服务质量 （ｓｅｒｖｉ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Ｑ）会对感知收益产生影响［１４］。因此提出以下假

设Ｈ１：信息质量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收益。Ｈ２：服
务质量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收益。Ｈ３：感知收益显著
正向影响健康数字囤积行为。

２２２　感知风险　是用户在产生健康数字囤积行
为时感知到可能存在风险。用户在进行健康数字囤

积行为时获得的感知风险主要包括信息过载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ｌｏａｄ，ＩＯ）、负面情绪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ＮＥ）［１５］。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信息过载显著正
向影响感知风险。Ｈ５：负面情绪显著正向影响感知
风险。Ｈ６：感知风险显著正向影响健康数字囤积
行为。

２２３　感知成本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ｃｏｓｔ，ＰＣ）　是
用户在产生健康数字囤积行为时感知到可能要付出

的成本，主要包括搜索成本、存储成本等实际成本

（ａｃｔｕａｌｃｏｓｔ，ＡＣ）［１６］。同时感知成本也会对感知风
险造成一定的影响。当再次搜索的成本较高，用户

倾向于囤积信息［１７］。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７：实际
成本显著负向影响感知成本。Ｈ８：感知成本显著正
向影响感知风险。Ｈ９：感知成本显著负向影响健康
数字囤积行为。

２３　研究模型

基于以上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构建本研究理

论模型，见图１。

图１　健康数字囤积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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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３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数据收集时间为 ２０２３年 ４月 ２３日—
２０２３年５月３日，研究对象为收藏 （指通过任何方

式自主标记信息，以能多次查询该信息的行为）过

健康信息的用户，排除标准：未收藏过健康信息；

无法自主填写问卷。在本研究中，待验证问卷共包

括４３个条目，按照条目数的５倍加２０％安全系数
确定待验问卷样本量至少为２５８份。正式调查共收
集４１８份问卷，除未完成问卷和各部分方差为０的
问卷，得到有效问卷３０３份，大于所需样本量。

３２　问卷设计

３２１　问卷构成　 （１）人口统计变量。包括用
户年龄和健康水平。（２）健康数字囤积行为影响因
素量表。包括信息质量等９部分，采用李克特５点
量表进行测量，见表１。为保证问卷质量，充分参
考成熟量表，按照研究目的进行调整。（３）健康数
字囤积行为量表。对健康数字囤积行为的测量，参

考吴旭瑶等［７］编制的数字囤积行为量表，按照健康

信息收集目的进行修改，咨询相关领域专家３名。
为减少理解歧义，根据预调查对题项进行解释。最

终量表主体，见表２。

表１　健康数字囤积行为调查问卷

变量 题目 来源

信息质量 ＩＱ１：已收藏、转发的健康信息是需要的 ＧａｏＬ等［１８］

ＩＱ２：已收藏、转发的健康信息的数量足够
ＩＱ３：已收藏、转发的健康信息是最新的
ＩＱ４：已收藏、转发的健康信息专业性强

服务质量 ＳＱ１：平台收藏、转发功能操作简单 ＧａｏＬ等［１８］

ＳＱ２：平台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存储空间
ＳＱ３：平台设计能够满足分类存储需求
ＳＱ４：存储的信息能够便捷地被再次查询

感知收益 ＰＢ１：囤积信息后健康情况能够得到保障 李玮等［１９］，

ＰＢ２：囤积健康信息后健康需求能够更加个性化 ＦｅａｔｈｅｒｍａｎＭ等［２０］

ＰＢ３：囤积健康信息后能更有效地和亲朋或网友交流
ＰＢ４：囤积健康信息后平台价值有一定的提升

信息过载 ＩＯ１：有用的健康信息太多了，感到负担过重 ＪｅｎｓｅｎＪＤ等［２１］

ＩＯ２：收藏的最新健康信息很多，很难知道应该遵循哪些
ＩＯ３：一段时间以后认为收藏的健康信息似乎都差不多
ＩＯ４：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遵循所收藏的所有健康信息

负面情绪 ＮＥ１：囤积健康信息会使人感觉焦虑 张帅等［２２］

ＮＥ２：囤积健康信息会使人感觉恐惧
ＮＥ３：囤积健康信息会使人感觉后悔
ＮＥ４：囤积健康信息会使人感觉担心

感知风险 ＰＲ１：囤积的健康信息可能并没有用处 ＬｉｎＷＢ等［２３］

ＰＲ２：囤积健康信息可能会因不正确对身体造成伤害
ＰＲ３：囤积健康信息可能会使周围人对自己产生不好的评价
ＰＲ４：囤积健康信息可能会使健康偏好产生泄漏风险

实际成本 ＡＣ１：常常需要搜索很久才能找到满意的健康信息 ＷａｎｇＸ等［２４］

ＡＣ２：会从很多网站搜索需要的健康信息
ＡＣ３：存储健康信息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归类
ＡＣ４：为了获得足够存储空间，往往要支付一定金钱

感知成本 ＰＣ１：从囤积健康信息寻找特定信息相比于重新检索花费更少的时间 ＷａｎｇＸ等［２４］

ＰＣ２：从囤积健康信息寻找特定信息相比于重新检索花费更少的金钱
ＰＣ３：从囤积健康信息寻找特定信息相比于重新检索花费更少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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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健康数字囤积行为量表

维度 题目

收藏　　 会存储那些他人可能不会保留的健康信息

即使与当前需求无关，也倾向于保存某些健康信息

存储健康信息会给予安全感

收藏的健康信息很多，以至于寻找特定信息需要一定

的时间

健康需要 因为一些健康需求，无法删除某些健康信息

删除某些健康信息，意味着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去记忆

相关信息

如果删除某些健康信息，会忘记一些信息

某些健康信息对个人生命健康非常重要

情感　　 删除某些健康信息，意味着切断了与朋友之间的联系

删除某些健康信息，让自己觉得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

受到伤害

某些健康信息为自己提供情感方面的慰藉

删除某些健康信息，仿佛失去了一位朋友

３２２　预调查　为保障问卷质量，在正式调查前

进行预调查并设置问题反馈项，以修改问卷中可能

存在的理解困难、歧义与误解。预调查共收取问卷

７３份，剔除无效问卷４份，对６９份有效问卷进行

信效度检验。影响因素部分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为 ０９２，

健康数字囤积行为部分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为０９１８，均具

有较高的信度。影响因素量表与健康数字囤积行为

量表取样适当性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ＫＭＯ）分

别为０７６７和０７９０，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性检验水平显著

（Ｐ＜０００１），总方差累计贡献度大于 ６０％，旋转

后的成分矩阵符合划分维度，说明量表效度良好。

此外根据预调查参与者的意见反馈，对题项设置进

行语言描述修改并增添相应注释。

４　数据分析

对正式调查获取的３０３份有效问卷进行信效度

分析。影响因素部分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为０８１８，健康数

字囤积行为部分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为０９１０，均具有较高

信度。影响因素量表与健康数字囤积行为量表ＫＭＯ

分别为０８８０和０８９４，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性检验水平显

著 （Ｐ＜０００１），总方差累计贡献度大于６０％，旋

转后的成分矩阵符合划分维度，量表效度良好。

４１　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

对研究对象的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分析，见表３。

表３　人口统计学分布

组别 具体分组 人数

年龄　　　　 １８岁以下 ４１
１８～４０岁 １９０
４１～６５岁 ７１
６６岁及以上 １

自评健康状况 很差 １
较差 ２５
一般 １３１
较好 １０７
很好 ３９

调查对象年龄分为４组，自评健康状况分为５
组。对不同年龄分组和自评健康状况分组分别进行

健康数字囤积行为的差异性检验，见表４。年龄分
组间收藏与健康需要维度显著性大于００５，说明在
收藏与需要维度，年龄组间没有差异性。但在情感

以及总分方面，不同年龄分组具有差异性，１８岁以
下分组情感与总分得分均明显低于其他分组。自评

健康状况对健康数字囤积行为的收藏维度有统计学

差异，自评健康状况较差和很差的分组得分平均值

为４００和４５５，低于平均值４６７，自评健康状况
较好和很好的分组平均值分别为４８３和４９２，均
高于平均值。自评健康状况较好的分组的收藏倾向

更为明显。

表４　健康数字囤积行为的差异性分析

组别 维度 显著性

年龄　　　　 收藏　　 ０４０８
健康需要 ００５５
情感　　 ００２９

总分　　 ００３２

自评健康状况 收藏　　 ０００７

健康需要 ０５６６
情感　　 ０２５０
总分　　 ００７９

　　注：表示Ｐ＜００５，组间具有显著差异。

４２　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ＡＭＯＳ软件对模型进行路径分析，删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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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路径得到结构方程模型，见图２。

图３　健康数字囤积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

　　对模型进行拟合优度检验。在进行一次模型修

正后，卡方自由度比 （Ｘ２／ｄｆ）为２４７０，满足 ＜３

的标准；增值拟合指数 （ＩＦＩ）为 ０８５１，满足

＞０８的标准；比较拟合指数 （ＣＦＩ）为０８５０，满

足＞０８的标准；近似误差均方根 （ＲＭＳＥＡ）为

０００７，满足＜００８的标准。各指标都达到较高水

平，模型拟合优度较好。对模型进行路径分析，见

表５，各维度Ｐ值均达到显著水平，各假设皆得到

验证。

表５　模型验证

假设 路径 标准化 Ｐ

→Ｈ３ ＰＢ 健康数字囤积行为 ０６８８ 

→Ｈ１ ＩＱ ＰＢ ０７６４ 

→Ｈ２ ＳＱ ＰＢ ０１７０ ０００２

→Ｈ６ ＰＲ 健康数字囤积行为 ０３１９ 

→Ｈ４ ＩＯ ＰＲ ０６３６ 

→Ｈ５ ＮＥ ＰＲ ０３２６ 

→Ｈ８ ＰＣ ＰＲ －０１１４ ００１７

→Ｈ９ ＰＣ 健康数字囤积行为 －０２２９ 

→Ｈ７ ＡＣ ＰＣ －０６２２ 

　　注：表示Ｐ＜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

５　讨论

５１　年龄与自评健康状况对健康数字囤积行为的影响

５１１　年龄较大分组健康数字囤积行为较强　１８

岁以下分组的健康数字囤积行为量表得分为４５３９

分，低于所有题项中位数 ４８分，情感维度得分

１１５３７分，低于本维度所有题项中位数１６分。伴随

着年龄增长，健康问题更为频繁［２５］，所以更倾向于

囤积健康数字信息以便查询或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

情感依赖也更为强烈。因此，平台可根据用户的年龄

特点，丰富用户画像以提供更具个性化的服务。

５１２　自评健康状况较好则分组收藏倾向更强　

除自评健康状况极差分组１人外，各组水平均高于

收藏维度的平均值１６分。可能原因如下。一是收

藏成本较低。各种健康平台的收藏、转发、点赞等

功能往往不需要支付太多额外的费用，并且许多健

康信息来源于平台推送，不需要用户特意检索，因

此收藏程度总体水平较高［２６］。二是由于健康信息具

有的专业性特点，一些较权威的健康信息对于改善

用户健康状况有促进作用，接触健康信息能够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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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健康行为的产生［２７］。在一定范围内的收藏行

为与健康状况改善之间可能存在良性影响，因此平

台应当引导用户形成良好的健康数字管理理念，在

合理范围收藏健康数字资料，从而避免囤积行为造

成的焦虑。

５２　信息质量与服务质量通过感知收益显著正向
影响健康数字囤积行为

　　用户在线上健康平台的隐私披露行为中，信息

质量、服务质量会通过感知收益显著影响隐私披露

行为［１９］。可能原因一是信息质量是用户在囤积健康

信息时主要的筛选标准，当其认为信息质量符合其

需求时才会收藏该信息［４］。二是当平台操作简单

时，用户无须投入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学习操作流

程，相对会感知到更多收益［２３］。三是信息质量比服

务质量更能影响用户的感知收益，信息质量的影响

更为直接［２０］。因此，用户应提高自身对健康信息的

甄别能力，避免造成信息冗余。平台也应针对用户

的使用习惯，开发相应的辅助功能。

５３　信息过载、负面情绪与感知成本通过感知风
险显著正向影响健康数字囤积行为

　　信息过载与负面情绪均显著正向影响感知风

险，感知成本显著负向影响感知风险，感知风险显

著正向影响健康数字囤积行为。与负面情绪相比，

信息过载对感知风险的影响更大。可能原因一是年

轻用户存在一种乐观的隐私偏差，即使感知信息风

险，也会存在自我判断不会出现严重后果的偏差心

理，反而会加强使用行为［２８］。感知风险会对信息共

享行为产生负向影响，当用户感知风险水平较高

时，会更有不愿共享信息的意向，从而倾向于囤积

信息以自我应用［２９］。二是当用户认为面对的事物外

在表征与内部特征超出自身处理能力时，就会感知

到信息过载［３０］，其在囤积行为中感知的风险水平也

会随之上升。三是用户信息行为中的负面情绪包括

焦虑、抵制、回避、退出和忍耐等［３１］，这样的情绪

会使用户感知到行为过程中存在风险，负面情绪能

够正向影响感知风险［３２］。由于感知风险与健康数字

囤积行为存在正向关系，可以通过囤积水平了解负

面情绪水平，以降低可能存在的情绪风险。

６　结语

本研究基于数字囤积行为的概念，系统研究健康

数字囤积行为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探究健康数字囤

积行为的测量方式，对于健康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

以及监管者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研究在理论方面

探究了感知收益、感知成本和感知风险对健康数字囤

积行为的影响，在下一步研究中，将进一步探讨健

康数字囤积行为的作用机制及其对用户产生的实际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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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张帅，马费成．大学生健康信息规避量表构建研究

［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２０，６４（９）：３－９．

２３　ＬＩＮＷ Ｂ．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ｐｅｒ

ｃｅｉｖｅｄｒｉｓｋ－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Ｊ］．Ｅｘｐｅ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８，３４（２）：９７７－９８８．

２４　ＷＡＮＧＸ，ＬＥＥＣＦ，ＪＩ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ｒｔａｇｅｄ－ｃａ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ｙｔｈｅａｇ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ＴＡＵＴｍｏｄｅｌ

［Ｊ］．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３，１３（３）：２７７．

２５　刘力生．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１０［Ｊ］．中华高血压

杂志，２０１１，１９（８）：７０１－７４３．

２６　姜阳，袁梦如，徐鹏飞．顾客感知成本对绿色消费行为

的影响研究———以酒店业为例 ［Ｊ］．绥化学院学报，

２０２３，４３（８）：５１－５３．

２７　王崇梁，曹锦丹，王糰，等．信息框架对健康风险认知

和行为改变决策的影响 ［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２０，６４

（４）：６８－７７．

２８　张学波，刘青春，林玉瑜．用户隐私关注对网络行为定

向广告效果影响的实证研究 ［Ｊ］．传媒观察，２０２０，

４３９（７）：４５－５１．

２９　毕达天，曹冉，杜小民．人文社科科学数据共享意愿影

响因素研究———基于同辈压力视角 ［Ｊ］．情报资料工

作，２０２０，４１（４）：６７－７６．

３０　ＳＡＥＧＥＲＴＳ．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ｏｖｅｒｌｏａｄ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７３，１

（２）：２５４－２６０．

３１　张敏，孟蝶，张艳．社交网络用户间歇性中辍行为关键

问题研究综述 ［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９，６３（２１）：

１２８－１３６．

３２　孙莹，杜建刚，李文忠，等．产品召回中的负面情绪和感

知风险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基于汽车产品召回的

实证研究 ［Ｊ］．管理评论，２０１４，２６（２）：１０４－１１０．

欢迎订阅　欢迎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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