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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谣言传播行为影响因素调研
——以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为例

赵馨馨　柳馨竹　隋　缘　张莹莹　杨泽赟　柴嘉欣

（吉林外国语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7 ）

摘要：在大型公共热点事件的影响下，网络信息中真实信

息和谣言信息相互交织，谣言的大肆传播为事件的控制和治理

带来困扰。同时，随着社会生产生活的网络化，传播信息媒介

的结构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对微观个体行为影响，尤

其是高校学生的影响日益增加。因此，探究高校学生在突发公

共卫生安全事件中谣言传播行为的影响因素，对谣言的抑制、

治理以及高校思政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大学生的谣言

传播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调查对象，进行了问卷调研，并对调

研数据进行了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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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席卷全国，

成为继 2003 年“非典”之后，又一次波及世界范围的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卫生事件爆发后，各种信息在网上充斥

着，引起民众恐慌。一方面，由于其影响范围广、涉及人群多、

对健康危害大，公众渴望在第一时间了解事件真相；但另一方

面，因其是突发性事件，爆发前期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信息的真实性有待考证，所以，真相往往混杂着谣言一起在舆

论场中快速传播、扩散。

根据周裕琼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一书

中做的一项关于网络谣言的社会调查显示：2003 至 2011 年间，

在被媒体公开报道的司法机关介入的 219 起造谣案中，涉案的

91 名人员中，大学生占到涉案人员的 25%，是涉案人员占比

最高的群体，其余人员依次是普通职工、务工者、中学生、失

业人员、个体户。那么，哪些因素致使高校学生大肆传播谣言，

或者说影响高校学生谣言传播行为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成为本

文要研究的问题。

一、中外相关研究及概念

关于“谣言”的最早学术成果可以追溯到 Knapp 于 1944

年发表的《谣言心理学》。国内关于谣言传播影响因素的研究

有以下观点：张卫、栾碧雅、李松涛等人在《基于信息风险感

知的网络虚假信息传播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的一文中提出，当

社会大众在通过网络发现恰恰与自身兴趣点相符合的信息时，

他们更容易倾向于相信事物的真实度，进而失去了辨别的能力

与意识，由此就推动了虚假信息对人们的大范围误导；而当民

众对网络环境持有好的观点，并对网络平台的监管力度有所信

任之后，同样会成为传播谣言的“工具”。李钢、王聿达在《基

于受众画像的新型耦合社交网络谣言传播模型研究》一文中，

从更宽泛的角度切入思考，以受众的认知能力、匿名程度、权

威性等为基本特征，以及受众心理特征：从众效应、记忆效应、

好友的影响作用等两方面进行画像，提出了基于网络中受众画

像的谣言传播模型。

国内外研究从多个角度切入，表明谣言是一种“社会疾病”。

研究也存在以下问题：首先部分研究未提供必要数据，其次部

分研究结果雷同，无法跟随当代热点潮流。因此，本文通过问

卷调查，数据因子分析，多元回归等方法试图弥补上述研究的

不足之处。

二、问卷设计

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数据收集，研究突发公共卫

生危机下大学生谣言传播行为的影响因素。研问卷调查所设定

的部分测量变量照国内外相关学者的成果，首先在小范围内进

行预调查，根据预调查中出现的问题对已有的调查问卷进行调

整修正，修正后借助问卷星正式进行问卷调查与问卷回收。本

次调查共发放 500 份，回收 494 份，回收后剔除 16 份无效的

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478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 95%。

三、实证研究

（一）样本调查描述统计

这次调查的受访人员中，随机受访者中包括中共党员、入

党积极分子、共青团员、普通群众等不同政治面貌均有涉及，

受访者政治面貌分布范围广，代表性强，充分表明本次问卷调

查的科学性、有效性和代表性。而受访者在性别、年龄、专业

等变量上的分布也较为平均，样本基本信息情况符合调查要求，

吻合实际情况，充分体现了样本分布的随机性。

被调查者中曾经相信过谣言的大学生占据样本调查总体的

近三分之二，完全没有受谣言影响的仅占所有大学生的近三分

之一，说明疫情谣言在大学生群体中影响较深，且大学生总体

辨别谣言的能力不高。而有近七成的受访大学生表示没有传播

过谣言，可见在大学生对散播谣言的行为较为谨慎，但仍有三

成的大学生传播过谣言，综合相信和传播谣言的数量的情况来

看，这不符合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所拥有的“智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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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调查针对影响大学生谣言传播的因素进行进一步的 分析。

图 1　相信与传播情况统计图

（二）数据可靠性分析

为保证问卷内部呈现出统一的特征，我们还进行了问卷信

度分析行为，在结果中显示，调查数据可靠性良好，数据可以

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三）因子分析

通过对每个因子的载荷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因子主要包含前 4 道问题的信息，根据所包含题目可以归

纳出第一因子主要围绕疫情知识方面信息。第二因子主要包含

第 5 到 8 道问题的信息，根据所包含题目可以归纳出第二因子

主要围绕媒体接触方面信息。第三因子主要包含第 9 到 13 道

问题的信息，根据所包含题目可以归纳出第三因子主要围绕传

播期望信息。第四因子主要包含第 14 到 16 道问题的信息，根

据所包含题目可以归纳出第四因子主要围绕情绪方面信息。第

五因子主要包含第 17 到 19 道问题的信息，根据所包含题目可

以归纳出第五因子主要围绕信息质量方面信息。第六因子主要

包含第 20 到 21 道问题的信息，根据所包含题目可以归纳出第

六因子主要围绕信息信任方面信息。

另外，得到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并计算最终得分，以最终

得分作为解释变量宣传力度，进行进一步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四）多元线性回归

表 2　多元回归模型

系数 .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1

（常量） 3.270E-017 .037 .000 1.000

知识 -.032 .037 -.032 -.870 .385

媒体接触 -.012 .037 -.012 -.316 .752

期望 .347 .037 .347 9.428 .000

情绪 .190 .037 .190 5.166 .000

信息质量 .148 .037 .148 11.357 .000

信任 .168 .037 .168 4.548 .000

a. 因変量：REGR factor score 1 for analys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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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Pearson 相关系数表可知，虚假信息传播行为与情绪、

期望、信任、信息数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与

知识、媒体接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以此为依据进

行下一步的回归分析。

通过将知识、信息质量、情绪、媒体接触、期望、信任

作为自变量，虚假信息传播行为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

析，从表可以看出，R 平方值为 0.621，意味着知识、媒体接

触、期望、情绪、信息质量、信任可以解释虚假信息传播行

为的 62.1% 变化原因。通过回归分析可知，对传播意向影响

最大的是信息质量和期望。也就是当调查对象对于信息的质

量十分有把握和有强烈的收益期待时，有较强的疫情信息传

播欲望。

四、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1. 信任对谣言传播行为的影响

高校学生对互联网媒体及社交对象的信任程度越高，

其传播疫情谣言的风险也就越大。对信息来源的盲目信任，

便是谣言得以取代权威声音在社交圈层中大肆传播的重要

原因。

2. 知识对谣言传播行为的影响

高校学生的知识储备水平越高，对谣言的辨别能力越强，

获取疫情信息的渠道也更为正规，因此较不容易做出传播疫情

谣言的行为。

3. 情绪对谣言传播行为的影响

在重大突发安全卫生事件情境下引发的一系列情绪感受，

可能成为谣言传播的心理驱动因素。高校学生存在越高程度的

恐慌、焦虑等情绪，越有可能传播疫情谣言。

4. 信息质量对谣言传播行为的影响

当信息以更丰富的形式、更专业的表达呈现在受众面前

时，往往会干扰受众对信息真实性的判断。因此被专业化面

纱精致包装后的虚假信息，在高校学生群体中的传播频率就

越为频繁。

5. 期望对谣言传播行为的影响

传播者对谣言信息的价值期望被认为是谣言传播的一大诱

因，高校学生对传播行为的结果抱有更加积极的价值期望，其

传播谣言的可能性越大。

（二）建议

首先，政府层面应该加大对不实信息的监管力度，出台相

应的法律法规政策，将互联网媒体信息内容的发布与传播严格

地框定在法律之下，为公众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

其次，各高校可以通过线上沟通以及网络动态互动的形式，

关注高校学生传播谣言的主要意图，探索导致谣言产生和传播

的情感原因，建立以校园为主体的网络架构，依托于大数据技

术，及时掌握大学生的信息舆情方向。

最后，本次调研针对大学生理性认知提出建议。大学生要

积极配合社会和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提高风险认知水平和信息辨别能力，为营造清新健康的社

会舆论环境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张卫东，栾碧雅，李松涛 . 基于信息风险感知的网络虚

假信息传播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42

（09）：93-98+110.

[2] 侯萍，刘海洋 . 社交媒体用户舆情传播行为的影响因素

分析 [J]. 电子商务，2019（01）：51-53+59.

[3] 丁松云，王勇，柯青 . 情绪刺激对微博信息分享意愿的

影响实证研究 [J]. 现代情报，2019，39（03）：35-45.

[4] 叶战备 . 从舆情参与到现实行动：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

件的生成机理 [J]. 行政论坛，2019，26（01）：30-38.

[5] 李钢，王聿达 . 基于受众画像的新型耦合社交网络谣言

传播模型研究 [J]. 现代情报，2020，40（01）：123-133+143.

[6] 邹静莹 . 受教育程度与谣言辨别能力的差异研究——基

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库的验证 [J]. 统计与管理，2019

（09）：7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