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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媒体的广泛普及，丰

富了信息的数量和类型，拓宽了信息获取的范围和

途径。各种信息纷繁复杂，良莠不齐，增加了人们选

择和处理信息的成本。申农的信息论及后续相关研

究表明，信息可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但过量的信

息以及一些特定信息可能会增加不确定性和人们的

认知负担[1]。不恰当的、过载的信息可能会增加不确

定性并引发信息焦虑，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并提高决

策自信水平，人们通常根据能力、兴趣、习惯、环境等

因素主动选择与其认知相符的信息或者回避某些与

其认知相违背的信息。此外，媒体利用智能推荐等信

息分发技术，根据用户偏好过滤异质信息，选择性地

呈现个性化信息。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原因，人

们拒绝、避免或者延迟获取可利用信息的规避行为

客观存在，是人们进行不确定性管理的信息行为[2]。

根据《中国青年报》和《人民网》对社交网络使用

情况的调查，信息回避行为非常普遍[3-4]。信息回避

是人们应对信息过载的一种重要手段，伴随辨别真

伪、去粗取精的行为过程。合理的信息回避可缓解

信息通道拥堵，降低信息传递重复率，减少信息处理

成本，但是不恰当的信息回避行为可能引起“信息茧

房”、信息贫困、信息延迟等问题。重要信息的回避

会提高决策成本并降低决策准确性，因此，需要根据

具体情境和个人认知特征判断信息的重要性，选择

恰当的回避策略，及时获取符合信息需求的各种信

息，舍弃无用或低劣信息以提高信息获取效率和决

策支持效果。

作为人类信息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5]，信息回避

引起了学界关注，已有一定的研究积累。早在 1947
年Hyman等[6]就提出信息回避的概念，Atki对信息回

避内容进行了分析，发现在感情和功利心的驱使下

人们更愿意选择娱乐性信息。Case等[8]分析了信息

回避的原因并指出焦虑情绪是主因，随后的研究大

多针对特定对象或特定情境开展较为详尽的探讨。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交流媒体的丰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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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行为方式、回避内容及原因都有了许多变化，因

而亟须对已有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综合分析，以明

确信息回避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理论框架。已有的文

献综述阐述了信息回避的含义[9]，界定了信息回避的

研究边界，梳理了研究脉络与方法[10]，为本文奠定了

很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扩展关键词，

搜集更多相关研究文献，更详尽地呈现信息回避研

究的总体进展，在系统分析和综合整理的基础上构

建信息回避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期为将来更深入的

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搜集

为全面搜集国内外信息回避研究的相关文献，

以“信息回避”“信息规避”“选择性接触”等多个关键

词作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中进行主题检索获取中文

文献，以“information avoidance”“selective exposure”
“avoidance behavior”等为检索词在EBSCO和Web of
Science中进行检索获取英文文献，检索时间为2020
年7月21日，共得到相关文献192篇。筛除相关度较

低的文献后，最终获取137篇信息回避相关文献，包

括39篇中文文献和98篇英文文献。

2 信息回避研究概况

2.1 发文量统计

信息回避研究文献数量的年度分布如图1所示，

2012年以前该领域处于酝酿和萌芽阶段，每年发表

的论文非常少；2013-2017年期间为研究起步阶段，

论文数量逐渐增加，2017年以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每年发文量都在10篇以上。从信息回避领域发文趋

势看，学界对信息回避研究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强，但

发文量仍然较少，相较于信息搜寻等信息获取行为

而言，信息回避尚未受到充分的关注[10]。

图1 文献年度分布情况

2.2 研究主题与热点

为了直观地展示信息回避领域研究概况和主题

分布，采用VOSviewer软件分别对中英文文献的关键

词进行共现分析。对提取的关键词进行同义合并

后，得到92个中文关键词和217个英文关键词，对两

者进行可视化分析的结果如图2和下页图3。
根据关键词共现结果归纳出目前信息回避领域

图2 中文关键词的共现分析

··127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图书馆学情报学 2021.8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的主题研究主题及重点，具体如表1所示。国内研究

主要关注不同情境下信息回避与影响因素、特定群

体信息回避的驱动因素、信息回避与信息偶遇以及

选择性接触与选择性注意4个主题；国外研究聚焦于

健康信息回避、信息回避影响因素、信息回避与决策

和媒体中的选择性回避。国内外研究都十分重视信

息回避影响因素的研究，但研究主题具有一定差异：

国内研究较为泛化，注重信息回避与相关概念的对

比研究，国外研究的针对性更强，强调健康信息回

避、社交媒体信息回避等具体回避行为。

3 信息回避概念界定研究

学界对信息回避的精确定义并未达成共识 [11]，

多数认同信息回避是忽略、拒绝、避免或延迟获取可

获得信息的行为，它与信息搜寻、获取是相对的，人

们可能因为不确定性搜寻信息，也可能因为不确定

性回避信息以减少认知矛盾和行为冲突[12]。信息回

避是否有意识成为已有研究讨论的焦点，有学者认

为信息回避是有意识采取的避免接触或主动回避信

息的行为[9，13]，也有研究指出信息回避可以是有意识

的逃避和拒绝[14]，也可以是无意识的疏忽和过滤[15]。

在不同情境下，信息回避的效果存在很大差异，人们

可能因为回避而错失重要信息，也可能因为回避无

用信息而提高信息搜寻和利用效率。

信息回避与选择性接触、信息过滤等相关概念

的关联性较强，但又有所不同，信息回避的概念范畴

更为广泛。选择性接触是指人们通常倾向于获取与

自身知识、观点和认知相一致的信息而避免接触有

冲突或矛盾的信息 [16]，侧重于有选择性地获取特定

图3 英文关键词的共现分析

表1 研究主题与研究重点

中文文献

主题

不同情境下信息回避与影
响因素

特定群体信息回避的驱动
因素

信息回避与信息偶遇

选择性接触与选择性注意

研究重点

社交媒体、广告、健康信息回避行为

对老年人、大学生、孕妇等群体信息
回避行为的质性研究

对信息回避、信息偶遇、搜索等信息
行为进行对比分析

选择性接触的发生机制以及干扰控
制、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的影响

英文文献

主题

健康信息回避

信息回避影响因素

信息回避与决策

社交媒体中的选择性回避

研究重点

癌症信息和日常健康信息回避

健康状况与知识、风险与威胁

信息偏好、行为成本、决策支持

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媒体信
息回避行为，尤其政治信息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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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可视为信息回避行为的一种类型。除认知冲

突或观念矛盾外，人们还可能因为隐私保护、信息成

本等回避相关信息。另外，信息过滤是指基于一定

的标准排除无用或不相关的信息，只对“高级优先”

信息进行接收和处理，是对信息环境的选择性关注

行为[17]。信息过滤通常被视为信息回避的一种行为

策略，根据不同的过滤主体，主动或被动地对无关和

无用信息进行排除。

4 信息回避研究的理论框架

对信息回避内涵、原因及结果等方面的研究已

经初成体系，但研究成果较为分散，缺乏对研究成果

的系统分析和梳理，因而对信息回避的认识还不够

清晰。为此，本文对信息回避相关研究进行条理性、

系统性整合，从信息回避行为类型、回避内容、影响

因素及研究方法4个方面提炼研究主题，提出信息回

避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4所示。

4.1 信息回避行为类型

信息回避行为是复杂的，可根据回避程度、方

式、自主性和回避时长对信息回避行为进行分类，具

体如下页表2所示。

(1)完全性与选择性回避。完全性和选择性信息

回避最早由芬兰学者Sairanen提出[11]，分别与Neben[18]

提出的接触性信息回避和信息吸收回避相对应。完

全性信息回避主要发生在信息接收行为之前，指人

们对所有信息不加区分地回避或采取替代行为以避

免直接接触信息，例如大学生通过看视频和小说来

完全回避学习情境[20]。选择性信息回避是在信息接

收过程中回避部分信息，有时人们为了提高信息利

用效率而对无用信息进行选择性回避 [45]，有时对可

能导致焦虑、失望等负面情绪的信息进行回避，已有

研究主要从政治分歧[22]、道德约束[23]、消极的社交关

系[46]等方面分析选择性信息回避行为。

(2)物理回避与心理回避。物理回避是指个体在

行为上直接回避已知的或潜在的信息源，表现为闭

上眼睛、避开视线等身体回避[47]或者快速关掉网页、

删除可能的信息源、离开所在场所等 [26]。不同于物

理回避的实际行为，心理回避主要是认知和情感的

回避 [48]，表现为按照自身偏好对获得的信息进行偏

差性解释 [49]，拒绝对信息内容进行深入理解和思

考 [27]。物理回避和心理回避不是互斥的关系，可以

同时存在，表现为信息个体远离某些信息源的同时

根据其认知和情感来解释和理解已获取的信息。

图4 信息回避研究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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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动回避与被动回避。信息回避是否有意识

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大多学者将信

息回避视为信息个体主动的、有意识的行为，认为是

个体在对信息进行主观评估之后所采取的有目的、

有意识的回避行为 [13]。也有研究指出，信息回避可

能是被动的、无意识的，如消极对待信息推送，导致

信息获取日益窄化和封闭，或者信息的替代搜索者

在信息与需求者之间建立缓冲带[38]造成信息需求者

被动回避某些信息。

(4)持续性与暂时性回避。持续性回避是指个体

针对特定信息采取的长期性回避行为，例如因政见

不同或宗教信仰差异导致的信息回避 [39]，持续性信

息回避容易造成信息茧房和群体信息贫困问题 [50]，

削弱个体信息认知和利用能力，使得社会群体间知

识差距扩大。相对地，暂时性信息回避是个体对具

体信息进行暂时回避的短期行为，常见的暂时性信

息回避行为有孕妇健康信息回避 [42]、运动员赛前信

息回避[51]、大学生对网络社交信息的回避[52]等。

4.2 信息回避内容

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人们可以通过寻求信息

表2 信息回避行为类型

分类标准

回避程度

回避方式

回避
自主性

回避时长

行为类型

完全性回避

选择性回避

物理回避

心理回避

主动回避

被动回避

持续性回避

暂时性回避

年份

2010
2015
2016
2019
2016
2017
2017
2018
2004
2012
2017
2018
2010
2017
2018
2019
2011
2012
2018
2019
2002
2010
2015
2018
2011

2017
2018
2017
2018
2019

作者

Sairanen A等[11]

Neben T等[18]

Hertwig R等[19]

张可等[20]

Matthes J等[21]

Zhu Q等[22]

Van Dillen等[23]

Skoric M等[24]

Cho C H等[25]

Barbour J B等[26]

Golman R等[27]

王文韬等[28]

Kelly L等[29]

Piccolo L等[30]

常明芝[31]

张梅贞[32]

文金书等[9]

Melnyk D等[33]

王莹莹[34]

Woolley K等[35]

Brashers D E等[36]

Sweeny K等[5]

Emanuel A S等[37]

公文[38]

Narayan B等[39]

徐林婧[40]

黄改平[41]

邹丹、韩毅[42]

Huang S[43]

张敏等[44]

研究内容

不确定性管理下的健康信息回避括完全性和选性信息回避

防御性信息回避可划分为接触性回避、信息吸收回避与信息利用回避

描述故意忽视，有意信息回避的类型，功能和规范性

学术阅读情境下大学生的信息回避为分为完全性和选择性回避

利用眼动追踪技术研究对政治广告的选择性回避

以香港为例研究政治抗议期间对社交媒体信息有选择性回避

道德肯定和道德威胁对社会威胁回避的影响

以香港和台湾政治为例研究社交媒体用户对政治信息的选择性回避

网络广告信息回避分为行为(物理)回避、认知回避等

健康信息回避的原因和方式

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等角度探讨信息回避原因及其后果

大学生健康信息回避影响因素探索及模型构建

青少年社交网络上的广告回避行为，强调态度的影响

学生阅读焦虑对学习成绩的影响，评估阅焦虑对阅读障碍的影响

青年群体对微信朋友圈信息流广告的回避有心理回避和行为回避两类

从心理抗拒视角研究网络视频情景短剧广告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

信息回避是有意识的主动行为

乳腺癌患者主动的信息寻找行为和信息回避行为

老年人主动回避健康信息的影响因素

主动回避与个人直觉、情感偏好相冲突的信息

对比信息寻找与信息回避，提出信息回避有主动和被动之分

通过分析信息回避的原因、动机和行为类型，提出被动信息回避的特征

分析癌症信息回避原因和后果，针对疾病信息病人常采取被动回避行为

子女帮老人建立的信息缓冲地带可导致老年人被动回避健康信息

日常信息回避有持续和暂时之分

利用认知加工层次理论对中学生英语学习中的长期回避行为进行研究

长期对无用信息的回避

孕妇在妊娠期间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

社交信息暂时性回避的原因和成本

移动社交网络用户的间歇性中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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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降低不确定性，也可以回避信息而减少焦虑，信息

回避是常见的信息行为 [53]，已有研究除重点关注健

康信息回避外，也对社交信息、广告信息以及学术信

息的回避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如图5所示。

(1)健康信息回避。健康信息回避是指人们通过

逃避、延迟获取等行为拒绝可以获得的健康信息的

行为，是信息回避行为领域的研究问题。回避内容

主要是疾病信息和日常健康信息两大类，其中，疾病

信息包括癌症、阿尔茨海默症和亨廷顿舞蹈症等具

体病症相关的相关信息，日常健康信息包括饮食习

惯、体育锻炼等，例如人们常常回避红肉健康风险信

息，吸烟者对香烟包装上的健康警告信息视而不

见。回避主体包括患者、老年人、孕妇、大学生、消费

者等不同人群，其中年龄较大、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较

低的患者倾向于回避健康风险信息 [37]，他们通常逃

避、拖延健康检查或者对健康警示故意视而不见以

避免不良情绪。

(2)社交信息回避。随着社交网络的广泛普及，

社交媒体信息数量和种类大幅增加，过载的信息、过

多的好友和过度的分享大大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和

维护社交关系的时间成本和认知成本，容易产生消

极情绪和回避行为。社交媒体用户可能会回避某些

信息和人，例如大学生通过设置访问权限、取消关注

和屏蔽社交网络中特定人群，通过关闭功能、屏蔽群

聊、故意忽略等方式以屏蔽部分社交信息[52]；人们会

在社交平台上对竞争对手的工作目标完成度进行回

避 [43]，为减少社交网络服务疲劳和社交压力而回避

社交信息[54]。

(3)广告信息回避。广告信息回避是指人们完全

忽略或不同程度减少广告内容曝光的相关行为 [55]。

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传统媒介用户、一般网民、社交媒

体用户和消费者的广告信息回避行为，将回避行为

分为认知、情感和行为(或机械)三种回避类型。其

中，认知回避是指用户对广告的认知是负面的，具有

回避的基本信念，常表现为视而不见、心不在焉看广

告、故意回避等[56]，据调查，大约66%的城市居民对广

告存在认知回避问题[57]情感回避是指用户对广告产

生的负面感受、消极情绪和抵触心态，行为回避是指

用户主动、有意地采取中止广告信息传播或拒绝接

受广告内容的具体行为，包括转移视线、切换频道和

立即关闭广告等[56]。

(4)学术信息回避。学术信息回避最早由Perrow
在《论不再使用图书馆》中提出，是指研究者回避海

量文献和资料等学术信息的行为。学术信息回避既

图5 信息回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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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过滤无用文献以提高科研效率，也可能会局限

研究思路并增加学术交流成本 [10]。例如，大学生在

论文写作过程中因信息过载而选择性或完全性回避

或拖延获取有用信息 [58]，科研人员受惯性思维影响

在跨学科研究中常常回避本学科以外的信息和知

识[59]。从行为过程看，学术信息回避分为评估、焦虑

和回避三个阶段 [60]，具体表现为学术拖延、阅读焦

虑、注意力回避、知识遗忘等。

4.3 信息回避影响因素

影响信息回避的因素较多，大致可归纳为信息、

个人和情境三类因素，其中信息和情境是外部驱动

因素，个人是内部驱动因素，如图6所示。

(1)个人因素。影响信息回避行为的个人因素源

自个体自身的内在特征，包括认知冲突、负面情绪、

感知控制和应对资源。在认知冲突方面，人们为了

节约时间和精力，减少认知努力，倾向于避免接受与

内心状态相冲突的信息[61-62]。相较于认知冲突，负面

情绪的影响作用更加直接，当人们面对过载的信息

时，常表现出焦虑、害怕、厌恶、愤怒、失望、抑郁、后

悔等负面情绪。此外，个人感知到信息无用或超载

会导致其对信息行为及结果的控制感减弱，越容易

产生回避行为，并且应对资源匮乏的人也更容易产

生信息回避行为。对于消费者而言，对促销信息的

焦虑会使其回避部分商品和广告信息[63]。对于社交

媒体用户而言，过载的信息和过多的交流会增强用

户压力感，产生厌烦等负面情绪[64]。对于病患而言，

患有重大疾病的病人更不愿意获取疾病和医疗等相

关信息 [65]；缺乏应对能力是很多患者拒绝亨廷顿病

检测的重要原因 [66]，拥有更多社会支持的女性更容

易接受癌症检测结果 [67]。对于老年人而言，以代际

支持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可缓解信息技术给老年人带

来的被剥夺感和无力感 [38]。对于孕妇而言，受认知

结构和情绪的影响，孕妇通过回避信息来减少不良

感知[42]。

(2)信息因素。作为信息回避行为重要的外部驱

动因素，信息因素包括信息过载、质量、隐私和信息

成本。信息过载和质量低下问题是信息技术飞速发

展引起的负面效应，大量内容不准确或来源不可靠

的信息不仅会让人们筛选和搜集信息时感到压力倍

增、困难重重，还会大大增加信息理解和吸收的时

间，导致决策延迟或错误。久而久之，可能会产生抑

郁、被压垮的感觉，为减少不良情绪，不得已放弃、拒

绝和回避某些信息 [68]。另外，隐私对信息回避的影

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人们尽可能不在公共场合讨

论个人健康，因为担心隐私暴露而谨慎点击广告并

设置朋友圈访问权限。在获取和使用相关信息时需

要耗费时间、努力、注意力、认知、金钱、社交关系等

多种资源，具有一定的信息成本。信息成本越高越

容易促使回避行为发生，认知负担和心理不适感会

阻碍人们的搜集和共享医疗信息的行为[69]。

(3)情境因素。情境因素是用户状态、目标信息

特征以及所在物理或社会环境等诸多要素的总和。

图6 信息回避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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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回避行为是人们在不同情境下对不确定性的反

应，受到不同情境下各类要素的制约，人们的回避行

为和反应也存在差异。例如，生活中人们不愿意安

装新的软件或拒绝新媒体的新闻报道[39]，具有不良情

绪或压力过大时会推迟接受信息[70]，故意遗忘不愉快

的经历或事件[26]，对于无法遗忘的信息，曲解信息原

意[27]。也有研究将情境因素归纳为具体的影响因素，

例如，影响大学生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情境驱动因

素是行为改变、社会规范和任务驱动[28]；影响孕妇信

息回避的外部情境条件是信息因素和环境因素[42]。

4.4 信息回避行为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质性和量化两类方法针对信息回避行

为展开研究，前者包括深度访谈法、半结构化访谈

法、观察法、关键事件法等；量化方法主要是问卷调

查法和控制实验法，有的研究综合采用多种方法研

究，如表3所示。

4.4.1 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方法常用于探索性研究，通过访谈、观

察等方式搜集数据并对其整理、分析和归纳出事件

特征与规律，是研究信息回避行为的常用方法。

(1)访谈法。访谈法包括深度访谈法和半结构化

访谈法。深度访谈法通常只有一个大概的访谈主题

或谈话范围，研究者和被访者在主题范围内进行相

对自由的交流，非常注重访谈质量和深度 [71]。针对

信息回避的深度访谈可以更多地了解被访者复杂的

心理活动和回避原因，例如对老年人的深度访谈可

知，代际关系可能是引起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的触

发因素[38]。半结构化访谈是指按照预先拟好的访谈

提纲进行的访谈，研究者可以在访谈过程中根据实

际情况对访谈的结构和问题进行修改。半结构化访

谈适用于研究者具有一定理论视角或基本分析框架

的研究情境，研究者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可进一步细

化各个维度，构建完整的理论模型[52，72-73]。

(2)观察法。观察法是研究者在尽可能真实的场

景下对研究对象的表情、语言和行为等进行观察并

记录的方法，可采用直接观察和摄像机摄像两种方

式。章小童[74]对大学生数学建模团队信息行为进行

观察发现，信息回避可以缓解团队成员的信息焦虑；

文金书[75]分别观察患者、图书馆浏览者、科研工作者

以及决策者，总结四类人群信息回避行为的原因以

及信息回避与其他信息行为的关系。

(3)关键事件法。利用关键事件法研究信息回避

行为时，研究者需要引导研究对象回忆关键事件和

重要的回避行为，并辅以访谈法和观察法，详细记录

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研究对象的重要行为反应，

最后归纳出该事件和观察对象的行为特征。关键事

件法的重点首先在于识别具有代表性的关键事件，

重质量而非数量。在信息回避行为研究中，关键事

表3 信息回避研究方法

作者

公文

邹丹等

张可等

刘咏梅

文金书

杨雨琪

Vrinlen
Dwyer
常明芝

Momsen
Huang S
Blajer

回避信息

日常健康和疾病

怀孕与生产

学术阅读

社交网络、群消息

疾病与学术

高校图书馆服务

癌症

健康风险反馈

微信朋友圈信息流广告

虚假自我服务

基于社交网络的人际交往

金融风险

研究人群

老年人

孕妇

大学生

大学生

患者、学者

高校读者

老年人

大学生

青年群体

消费者

社交人士

投资者

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方法

深度访谈法

√
半结构化访谈法

√
√
√
√
√

观察法

√
√

关键事件

√
√

量化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

√
√
√

控制实验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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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法通常作为其他质性研究方法的辅助方法，例如

杨雨琪等 [76]在访谈中加入关键事件法，全面调研高

校图书馆信息回避行为，从时间、场景、情节等方面

挖掘读者回避的情感和动机因素。

4.4.2 量化研究

问卷调查和控制实验是常用于研究信息回避行

为的量化方法。

(1)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因其具有匿名性、

样本量大、操作性强等特性而广受欢迎，用于调查人

们对健康信息、社交信息、商品信息、广告信息、学术

信息等的回避行为。多数研究是在一定理论基础上

构建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采用问卷调查

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 [77]，也有部分研究利用问卷调

查数据检验信息回避量表的科学性[78]。

(2)控制实验法。控制实验法是指构建真实场景

并控制部分条件因素以观察研究对象的信息回避行

为，相较于问卷调查法，该方法得到的数据更加客观

和全面，但样本量比较受限，而且人力和时间耗费较

大。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开始采用控制实验法进

行研究，如 Schmuck等 [79]、Huang[43]和 Blajer等 [80]分别

采用眼动实验、转头实验、情境实验等方法探讨虚假

信息回避行为、社交信息回避行为和金融风险信息

回避行为的特征与影响。

综上，信息回避行为难以测量，研究者采用访谈

法和关键事件法等质性研究方法鼓励研究对象回忆

自己经历过的信息回避行为，可捕捉用户信息回避

心理状态和行为变化过程。以问卷调查法和实验法

为主的量化方法在样本规模和客观性方面具有相对

优势，因而成为信息回避行为研究的重要方法。然

而，已有的质性和量化研究方法仍存在样本量小、概

念操作化混乱、方法单一局限等问题，未能从“原因-
过程-结果”的动态回避视角对信息回避行为展开研

究，今后可将质性和量化研究相结合，引入脑电测

量、神经网络等多种方法，从多种角度揭示和解释信

息回避行为现象和规律。

5 总结与未来展望

对国内外信息回避研究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和整

理归纳，从信息回避行为类型、回避内容、影响因素

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构建了信息回避研究的理论框

架：按照回避程度、方式、自主性和回避时长可将信

息回避划分为多种类型，回避内容主要包括健康信

息、社交信息、广告信息和学术信息，受到个人、信息

和情境因素的影响。信息回避研究处于探索阶段，

对已有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

足：(1)概念界定不够清楚，来自情报学、传播学、市场

营销等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信息回避的概

念，包括信息规避、信息过滤、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暴

露、选择性搜寻等，这些概念边界不清晰，信息回避

的内涵、特征及特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需进一步深

入探讨；(2)近年来有关信息回避的研究逐渐增多，但

相较于其他信息行为，信息回避研究尚未形成完整体

系，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老年人、大学生、社交用户、

病患等特定群体，对一般用户的信息回避行为关注度

不够；(3)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目前多采用质性访谈和

以问卷调查为主的定量研究方法采集用户主观感受

的横截面数据，且依赖便利抽样，缺少实际案例和客

观数据，研究结论只能验证特定的假设关系，难以全

面揭示信息回避的特征和诱因；(4)对信息回避行为

机制的研究不充分，目前多数是成因研究，归纳的影

响因素还不够精细，对用户认知、信息技术、社会关

系等因素的研究不多，尚未揭示影响因素间复杂的

互动关系以及不同用户群体回避行为的差异性。

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信

息过载现象和信息回避行为日益普遍，为本领域的

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已有研究的不足为将来

研究提出了发展方向。

(1)清晰界定信息回避的内涵和外延，尤其注意

它与信息过滤、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暴露、选择性搜

寻、选择性注意等概念的区别与联系。未来研究需

深入探讨信息回避行为的特征、类型、表现和测量量

表，加强信息回避行为的理论研究。

(2)夯实理论基础，完善研究体系。可沿用其他

信息行为的研究思路，一方面，广泛采用各种经典的

行为模型、认知模型和社会心理模型等，根据研究情

境引入新的变量，避免重复验证，注重各种理论之间

的逻辑关系，深入解释信息回避行为现象及原因，增

强实证研究中数据对信息回避行为的解释效力；另

一方面，丰富研究背景，细致观察和科学分析各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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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回避行为，归纳信息回避行为规律和一般性分析

框架，提炼信息回避行为理论模型，促进本领域的整

体发展。

(3)大数据与小数据相结合，质性与量化研究相

结合，全方位研究信息回避行为。针对目前研究质

性研究为主和样本较小的问题，一方面，扩大调研对

象，将问卷、实验与深度访谈相结合，利用眼动仪和

脑电仪获取用户信息回避行为及感知数据；另一方

面，充分利用数据挖掘和文本分析方法，全面、动态

地采集有关信息回避行为的真实的大量数据，借助

模糊集分析、多元统计分析、神经网络分析、深度学

习以及计算机仿真等多种方法，深入研究信息回避

行为状态与演变规律。

(4)扩大研究对象，完善信息回避行为机制。首

先，丰富研究对象和研究背景，除了重点研究健康信

息、学术信息、社交信息回避行为外，还应关注对其

他日常信息、科学交流、企业管理、公共管理、金融与

经济等多种信息回避行为，并进一步细分各类信息，

研究特定人群特定的信息回避行为。此外，在继续

深入研究信息回避原因和影响因素外，需要进一步

探索信息回避行为过程、机制、结果及回避行为，在

充分考虑用户个体与群体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信息

回避的应对机制。

总之，围绕信息回避行为类型、内容及影响因素

等问题已有诸多探讨，但与信息搜寻、使用和共享等

其他信息行为相比，信息回避的研究尚未得到应有

的重视，今后需要在概念界定、理论基础、研究方法

与数据、研究对象与情境方面开展系统而深入的研

究，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信息行为领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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