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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多模態時空耦合對謠言信息的聚合與	
泛化影響研究—基於突發事件的	
受眾認知圖式視角

陽長征

摘要

基於認知圖式探索突發事件網絡多模態時空耦合對謠言信息聚

合與泛化的影響機制，本研究以信息表徵融合、用戶圈群集聚、網

絡層位共生及情境觸點交互為自變量，同化性聚合與順應性泛化為因

變量，合取認知壓縮與析取認知遷移為中介變量構建理論模型，通過

問卷調查法獲取相關數據，並採用結構方程模型對數據進行處理和分

析。研究發現：（一）信息表徵融合、用戶圈群集聚、網絡層位共生、

情境觸點交互通過析取認知遷移與合取認知壓縮兩個中介變量，對謠

言信息同化性聚合與順應性泛化產生顯著正向影響；（二）各維度產生

的影響效應大小順序依次為：用戶圈群集聚、情境觸點交互、信息表

徵融合、網絡層位共生；（三）析取認知遷移對順應性泛化的影響效應

大於對同化性聚合的影響效應，合取認知壓縮對同化性聚合的影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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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大於對順應性泛化的影響效應；（四）析取認知遷移的總體中介效應

大於合取認知壓縮的總體中介效應。最後，在此基礎上，對研究結果

進行分析和討論，並指出了該研究價值及未來展望。

關鍵詞：謠言信息、聚合與泛化、突發事件、認知圖式、網絡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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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Networked Multi-Modal Spatial-
Temporal Coupling on the Aggreg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of Unverified Information:  
A Cognitive Schema Study

Changzheng Y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gnitive schema of emergencies,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impact of the mechanism of networked multi-modal spatial-temporal coupling 

on the aggreg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of unverified information in cyberspace. 

A theoretical model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information representation 

fusion, user community clustering, network layer symbiosis, and situational 

contact interaction, which wer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ssimilative aggregation 

and adaptive generalization served as dependent variables. Additionally, 

conjunctive cognitive compression and disjunctive cognitive transfer were 

integrated as mediating variables in the model. Data relevant to the research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employed to process and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yielded the following 

insights: First, all independent variables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assimilative 

aggregation and adaptative generalization of unverified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two mediating variables of disjunctive cognitive transfer and conjun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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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compression. Second, among them, user community clustering had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 across all dimensions, followed by situation contact 

interaction, information representation fusion, and network layer symbiosis 

which exhibited the weakest effect. Third, the influence of disjunctive cognitive 

transfer on adaptative generalization outweighed its effect on assimilative 

aggregation, whereas conjunctive cognitive compression had a stronger effect 

on assimilative aggregation than on adaptative generalization. Fourth, the 

overall mediating effect of disjunctive cognitive transfer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conjunctive cognitive compressi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e results demonstrates the value of this study and indicates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unverified information and rumor, aggreg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emergency events, cognitive schema, cybe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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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來，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和廣泛使用，在為公眾提供廣闊話語

空間及自由表達的同時，也成為了網絡謠言滋生和傳播的「溫床」。謠

言是指從一個人傳播至另一個人的信息，但未被證實其真實性，也沒

有已知的傳播來源。傳遞該信息的人並未謹慎判斷信息是否屬實，並

隨著每次傳播過程而發生輕微變化。伴隨社會改革的不斷全面和深

化，加之公眾維權意識的增強，各類突發事件頻繁爆發。當突發事件

出現後，由於事件的真相需要經過一定調查程序和時間才能公布於

眾，在此期間事件客觀真相處於模糊階段。與此同時，借助其議題生

成謠言信息，則是當前社會謠言形成和傳播的重要方式，如2022年「戰

爭物資儲備」謠言、2020年「新冠疫情糧荒」謠言、2018年「惠氏奶粉致

癌」謠言等。然而，當突發事件網絡謠言出現後，在傳者、信息、渠

道、受眾等多重因素協同作用下，形成信息的聚合與泛化，產生網絡

謠言的聯動擴散，從而對公眾心理及社會穩定產生嚴重負面影響，這

已成為了人們高度關注的社會問題（王晰巍等，2021）。謠言聚合是指

謠言在演化或擴散過程中逐漸形成某一中心信息節點或議題，並不斷

強化；謠言泛化是指謠言在演化或擴散過程中信息節點逐漸形成多點

離散，議題出現分化和裂變現象。

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謠言傳播已經成為信息時代的一個主要

問題。要有效遏制謠言的傳播和擴散，需準確識別和分析謠言的來源

和傳播的影響機理和過程。其中，近年來，謠言信息的聚合和泛化已

成為網絡信息傳播的一個研究熱點。在此背景下，本課題探索突發事

件網絡謠言信息聚合與泛化的影響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及現實意義。

研究現狀與具體問題

關於突發事件網絡多模態時空耦合對謠言信息聚合與泛化影響的

相關研究，涉及多學科領域，如計算機科學、社會網絡學、社會心理

學等。在研究主題上，學者仍主要集中於對網絡謠言信息在傳播和擴

散等大的主題上進行探討，如借助社會網絡分析、認知心理學、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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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等，研究多模態對謠言信息傳播和擴散的影響（劉海龍、于瀛，
2021）。

謠言信息生成和傳播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包括表徵模式的選擇和

影響。當表達信息時，人們通常使用多種模式的組合，而非單一形

式。多模態作為網絡空間中信息、用戶、場域及社會的多元構成形

態，其時空耦合則是多元信息組態、用戶關聯、場域結構及社會資本

在時空維度上相互交匯融合的過程（張繼東、張慧迪，2022）。突發事

件中，多模態時空耦合則是多元信息組態、用戶關聯、場域結構及社

會資本在時空維度上相互交匯融合的過程，這些耦合關係可以通過多

種方式形成，如時空結構耦合、社會關係耦合等。突發事件網絡多模

態時空耦合對謠言信息聚合與泛化的影響，則主要體現於多模態的信

息、網絡、用戶及情境通過時空上的耦合，以影響謠言信息的聚合與

泛化（宮賀等，2021）。多模態影響效應已被證實存在於謠言信息的聚

合和泛化過程中，如Wang等人（2021）使用網絡多模態分析了新冠疫情

背景下謠言的來源和影響，結果表明，通過網絡多模態可有效識別謠

言的來源，準確分析謠言傳播特徵。此外，多模態也被用於研究社交

網絡中的謠言傳播，如Li等人（2022）使用網絡多模態分析微博中謠言

的傳播過程，結果表明，多模態可有效識別謠言的傳播路徑，以及用

以分析謠言傳播的影響機理。

總體而言，目前關於謠言信息傳播和擴散的研究大多基於文本挖

掘和網絡分析等思路，這在分析謠言來源和傳播的影響方面具有一定

局限性。一方面，在研究內容上，過去研究視角較為寬泛，從特定角

度對謠言擴散及阻斷機制的研究仍然不足，且缺乏從多模態時空耦合

等社會物理學維度對突發事件網絡謠言信息聚合與泛化進行探討。另

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定量研究主要集中於建構參數與結構較複雜

的數理模型，這難以避免產生系統性偏差及可操作的實踐指導意義不

強等現象。作為重要影響因素的多模態時空耦合，當網絡謠言出現

後，一方面，可引起網絡結構圈層交融，導致信息組態黏聚共生，從

而加劇謠言的聚合與裂變；另一方面，可增進線上線下實時互動，促

進受眾產生移情投射，從而增強行為的級聯與泛化，進而形成網絡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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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聯動擴散（Higham & Hebets, 2013）。由此可見，多模態時空耦合是

形成突發事件網絡謠言認知的基礎，要深入挖掘多模態時空耦合對謠

言信息聚合與泛化的影響，仍需從認知結構視角出發進行探討。為了

彌補過去研究的不足，本研究提出了基於認知圖式視角（Arbib, 1992）， 

探索網絡多模態時空耦合對謠言信息聚合與泛化的影響。認知圖式是

一種環境心理表徵，它可以有效地整合多模態數據和時空數據。在認

知圖式作用下，多模態時空耦合可影響謠言信息聚合和泛化的形成和

強化，其產生作用過程的核心則是「認知圖式」。分析認知圖式結構，

可揭示謠言信息聚合與泛化的影響過程。

在多模態時空耦合對謠言信息影響過程中，圖式作為一種認知框

架，是存儲在大腦中的一組知識或記憶、對信息和記憶進行分類和組

織的系統（Gibbons, 2012）。圖式理論（Axelrod, 1973）的一個核心主張

是，圖式的功能是幫助人們理解他們所生活的複雜信息世界，使他們

能夠概括情況、人物和事情。它作為一種認知的重要方式，影響人們

理解新信息的能力。當人們接觸到新信息時，他們會將其與現有知識

（即圖式）連繫起來，這可提高他們對信息的理解。此外，新信息與現

有模式相關聯的過程也會影響人們對新信息的處理，人們可能只關注

與他們模式一致的細節，因為這在認知上更容易，並可能由此導致認

知偏差，如刻板印象等（McVee et al., 2005）。

不同人群對謠言的認知和傳播也存在影響。對於謠言的認知，群

體的性別、年齡、職業、學歷等因素會影響用戶的批判思維能力，形

成不同的媒介信息素養，從而對謠言的認知產生影響。對於謠言的傳

播，不同人群的媒體接觸、社交圈子以及傳播渠道等因素可影響其傳

播速度和範圍。在網絡環境下，社交媒體成為了人們信息傳播和新聞

獲取的重要渠道，當使用某類社交媒體時，其傳播範圍和影響力可能

會更大。

根據文獻梳理，鑒於過去相關研究缺乏從模態結構等社會物理學

視角對突發事件網絡謠言擴散進行探討和研究，以及過去所採用的複

雜數理模型難以避免產生系統性偏差及可操作性實踐指導意義不強等

現象，為填補其不足，本研究將探索如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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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 基於認知圖式視角，突發事件網絡多模態時空耦合對謠言

信息聚合與泛化的影響過程和機理如何？

RQ2： 針對不同用戶群組，認知圖式視角下的多模態時空耦合對

謠言信息聚合與泛化的影響效應是否存在差異？若存在，

差異性如何？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精細可能性模型與認知圖式理論

精細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闡述了人們如

何被說服以改變態度，當人們投入到一個議題中，並有時間和精力思考

該問題時，他們則更有可能被通過中心路徑所說服；當人們對某個話題

投入較少時，他們更容易被通過外圍路徑所說服，從而易受事物的表面

所影響。通常，在信息詳細程度較高的情況下，人們更有可能選擇以

中心路徑加工信息。當信息詳細程度較低時，人們更有可能通過外圍

路徑被說服（Kitchen et al., 2014）。基於精細可能性模型，在面對信息

多模態耦合時，信息加工過程的中心路徑與外圍路徑使得用戶對應形成

了析取認知遷移與合取認知壓縮兩種認知方式。析取（disjunction）是指

根據不同標準，結合單個或多個屬性形成概念的過程。由於採用了審

慎的中心加工路徑，人們可熟練地提取和運用事物本質，概念中包含的

事物可同時具備兩個或多個屬性，也可只涉及其中之一。在析取過程

中，當人們將學到的信息、策略和技能應用到新的情境或環境中時，就

會發生認知遷移，即形成析取認知遷移。合取（conjunction）是根據一類

事物中單個或多個相同屬性形成概念，這些屬性在概念中必須同時存

在，缺一不可。由於採用了淺層的外圍加工路徑，人們多採用線索信

息或典型特徵對事物進行認識，在合取過程中，更可能依賴於一般印

象、信息的早期部分、自己的情緒、上下文的積極和消極線索等，使用

簡化的決策規則、較低的詳細程度或「啟發式」來快速評估信息內容，

就會出現認知簡化，即形成合取認知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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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信息加工的精細可能性相關的一個重要概念則為認知圖式，圖

式描述了一種思維或行為模式，反映了信息類別及其之間的關係。它

是先入為主的思維和心理結構，或感知新信息的系統（Torney-Purta, 

1991）。圖式影響人們的注意力和對新知識的吸收，人們使用圖式來組

織當前的知識，並為未來的理解提供框架（林鑫等，2020）。而知識建

立在認知結構上，人們通常借助同化和順應兩種方式來發展其圖式。

同化是指人們使用當前的模式來理解周圍的世界，是模式的再利用，

以適應新的信息，是使新信息與個體對世界的現有理解相適應的認知

過程。順應是用來描述新的信息或經驗導致個體修改現有認知模式或

想法，以包含新信息的過程。其本質是創建新的模式，以更好地適應

新的環境或調整舊的模式（Graziano & Webb, 2015）。

首先，作為精細可能性模型中心路徑與外圍路徑信息加工的結

果，在認知圖式的作用下，通過同化和順應兩種途徑可形成謠言的同

化性聚合及順應性泛化兩種行為。突發事件出現後，在謠言信息演化

和擴散中，同化則可導致謠言逐漸形成某一中心信息節點或議題，並不

斷強化，即產生同化性聚合。順應則可導致謠言信息節點逐漸形成多

點離散，議題呈現分化和裂變，即產生順應性泛化。其次，在謠言同

化性聚合及順應性泛化過程中，用戶需通過一定路徑和方式對信息進行

加工和處理，從而激活認知圖式發揮影響效應。其中，析取認知遷移

與合取認知壓縮則是激活用戶認知圖式的兩條信息加工處理路徑

（Gilboa & Marlatte, 2017）。再次，在用戶認知路徑選擇和形成過程中，

多模態時空融合則是其中重要的環境影響因素，該環境因素主要包含信

息表徵融合、用戶圈群集聚、網絡層位共生及情境觸點交互等方面。

研究假設

I. 多模態時空耦合對受眾認知遷移和認知壓縮的影響

多模態是指網絡空間信息、用戶、場域及社會的多元構成形態，

多模態時空耦合則是多元信息組態、用戶關聯、場域結構及社會資本

在時空維度上相互交匯融合的過程。根據謠言在信息、用戶、場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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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維度上的形成和擴散特徵，在信息維度上，網絡空間中多模態時

空耦合使得不同時間和空間維度下的多種媒體信息表徵形式相互交織

和結合，從而不同形式的信息融合在一起，形成多模態的信息表達方

式，即信息表徵融合。在用戶維度上，多模態時空耦合使得不同時間

和空間維度下的用戶以多種方式相互連繫和交流，從而出現用戶根據

自身興趣、需求和特點形成特定的社交圈子或群體，即用戶圈群集

聚。在場域維度上，多模態時空耦合使得不同層位的渠道在時間和空

間上相互連繫和互動，從而渠道結構不同層位出現交織和融合，即網

絡層位共生。在社會維度上，多模態時空耦合可引起人們通過不同的

情境觸點來進行自我表達、獲取信息及交流互動，從而使得不同情境

觸點出現交匯融合，即情境觸點交互（Liang et al., 2022）。由此可知，

多模態時空耦合在網絡空間中則主要體現為信息表徵融合、用戶圈群

集聚、網絡層位共生、情境觸點交互等四個維度。

信息表徵融合是指謠言信息在不同表述框架和形式內相互融合的

過程，是將不同的信息表徵相結合，以改善信息處理的效率和精度。

在多個信息表徵中，每個表徵都捕獲了不同方面的信息。通過將多個

表徵相結合，可以體現事物的多維度和多側面，從而更好地描述事物

或場景。用戶圈群集聚是指網絡用戶在進行謠言生成和互動過程中形

成的集群現象，是一種基於特定的用戶類型，以及這些用戶的共同特

徵，從而導致用戶群體類化和集聚的過程。用戶圈群集聚產生的主要

原因在於用戶屬性、情感認知及行為習慣等方面的相似性，以及這些

特徵之間的關聯程度，如用戶性別、年齡、學歷、職業、家庭狀況

等。網絡層位共生是指在網絡空間中，多性質、多類型的網絡平台在

謠言生成和互動過程中，在層次和位置上形成的聯結和依賴關係。該

共生既可以體現於不同層次節點之間的共生關係，也可以從節點的功

能、結構、網絡拓撲等多個方面進行描述。情境觸點交互是指場域空

間中的情境接觸點在謠言生成和互動過程中形成交叉和互動的過程。

網絡空間中情境觸點交互的出現，使得用戶可通過情境觸點來發現、

連接、交流和分享信息。其交互的核心是用戶體驗，可引起用戶與物

理設備、軟件、數據和服務之間出現互動和體驗感知，也可以讓用戶

在特定的情境中，通過視覺、語音、觸覺等多種方式，使用戶能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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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自然地與計算機進行交互和體驗，並快速地完成特定的信息任務和

行為（周冰，2021）。

在網絡謠言傳播中，析取認知遷移主要是指用戶從對謠言所涉及

的事物先前認知中，提取與謠言信息議題或情境相關的知識，運用和

推演至當前自身所面臨的信息認知、分享及決策行為中。相同元素理

論指出，多數遷移發生在一種情況到另一種情況，兩情況間存在相似

或相同的元素。從一種情況轉移到另一種情況大致與之間相似程度成

正比，換言之，相似性越大，遷移程度越大（Khudoyberdievna, 2021）。

突發事件出現後，在網絡謠言傳播過程中，多模態時空耦合可引起受

眾所處的多模態出現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其中，信息表徵融合可使謠

言信息的不同形式和表述框架相互交匯，從而引起信息在議題、語

義、觀點及形式上出現同化和聚合，進而產生相似性。用戶圈群集聚

是用戶圍繞謠言議題而出現集群現象，該現象的出現既以用戶心理和

行為特徵的相似性為基礎，同時也加強了用戶在認知、情感、態度及

行為上所存在的相似性。網絡層位共生，表明在謠言生成和互動過程

中，多性質、多類型的網絡平台在層次和位置上形成連結和依賴關

係，進而促進人際關係層級、目標、結構等屬性的相似性。情境作為

用戶人際關係、觀點交流及信息生成的重要背景，在情境因素的刺激

和涵化下，情境觸點交互可增強謠言信息文本、用戶、渠道等內部或

外部元素的相似性。根據相同元素理論，多模態時空耦合可引起謠言

信息表徵、參與用戶群體、人際關係結構及話語互動情境出現不同程

度的相似性，從而加強了用戶在信息加工過程中產生析取認知遷移的

程度（Hajian, 2019）。基於此，可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a： 網絡突發事件謠言（諸如新冠疫情、東航事故等）擴散中，

信息表徵融合對析取認知遷移具有正向影響；

H2a： 網絡突發事件謠言（諸如新冠疫情、東航事故等）擴散中，

用戶圈群集聚對析取認知遷移具有正向影響；

H3a： 網絡突發事件謠言（諸如新冠疫情、東航事故等）擴散中，

網絡層位共生對析取認知遷移具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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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a： 網絡突發事件謠言（諸如新冠疫情、東航事故等）擴散中，

情境觸點交互對析取認知遷移具有正向影響。

在謠言傳播中，合取認知壓縮體現於用戶在面臨網絡謠言相關議

題和情境時，由於網絡語境下信息呈現的多元化和碎片化，在對信息

加工和處理中，用戶將自身對謠言所涉及的事物具有的先前認知、當

前情感情緒、積極或消極的線索等屬性元素進行降維提取，從而簡化

形成認知。在信息傳播過程中，信息表徵、用戶關係、渠道結構、情

境觸點等維度上的相似性和整合性越高，則外界線索的顯性或提示程

度越高。而當外界線索的顯性或提示程度越高時，易於使個體更傾向

於最小化對認知資源的使用，依賴啟發式認知對信息進行加工處理，

則出現合取認知壓縮的程度越大。啟發式信息處理模式可幫助人們快

速理解複雜信息，在面對複雜信息時，人們根據自己的經驗和知識，

以及環境中其他信息的暗示，便捷地從中抽取出有用信息，並通過推

理和判斷，將信息量縮減至最小，從而快速理解其中的內容。這種信

息縮減的過程，即為直接性合取認知壓縮，而無需借助中介效應作用

（Dujmović & Larsen, 2007）。

突發事件中，網絡謠言信息表徵融合可將多個信息表徵的議題、語

義、觀點及形式相似的部分綜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統一體，使信息在議

題上出現相似性和融合性，從而可以提高信息的傳遞能力，使信息具有

更準確、更強的表達力。用戶圈群集聚可提供用戶有效的交流空間，

使用戶的認知水平得到提高。在交流過程中，用戶可相互分享自己的

觀點、見解、情感、態度及行為，從而形成共同的思維模式、情感聯結

及行為方式，從而導致用戶在認知、情感、態度及行為上出現相似性，

以便更好地完成共同任務（范濤等，2021）。網絡層位共生不僅涉及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涉及人與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它可對人際關係

的層級、目標、結構等屬性產生影響，引起用戶的共生會在個體、群體

及社會等層次出現、在個體目標和群體目標上出現，還可以在家庭結

構、社會結構及群體結構上出現，進而導致人際關係的層級、目標、結

構等屬性存在相似性。情境觸點交互可以對信息文本、用戶認知等方

面產生影響。文本信息通常會在不同情境間重複出現，用戶便可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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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情境觸點快速地獲取和傳播信息，從而形成相似的文本內容。網

絡空間中的觸點提供了一個共享、交流的空間，具有大量信息，用戶便

可在不同觸點間進行快速地交流，從而產生相似的興趣、愛好和行為，

形成相似的用戶群體（Domenech & Davies, 2011）。

根據上述推導，多模態時空耦合通過信息表徵融合、用戶圈群集

聚、網絡層位共生、情境觸點交互，可引起用戶所處的多種模態出現不

同程度的相似性，並形成較大的信息整流、渠道交互、用戶級聯及情境

疊加的線索提示。根據ELM理論，多模態時空耦合在信息表徵、用戶

關係、渠道結構、情境觸點等維度上形成的相似性和整合性，強化了外

界線索的顯性或提示程度，進而提高用戶合取認知壓縮（O’Keefe, 

2013）。基於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b： 網絡突發事件謠言（諸如新冠疫情、東航事故等）擴散中，

信息表徵融合對合取認知壓縮具有正向影響；

H2b： 網絡突發事件謠言（諸如新冠疫情、東航事故等）擴散中，

用戶圈群集聚對合取認知壓縮具有正向影響；

H3b： 網絡突發事件謠言（諸如新冠疫情、東航事故等）擴散中，

網絡層位共生對合取認知壓縮具有正向影響；

H4b： 網絡突發事件謠言（諸如新冠疫情、東航事故等）擴散中，

情境觸點交互對合取認知壓縮具有正向影響。

II. 受眾認知遷移和認知壓縮對謠言信息聚合與泛化的影響

同化（assimilation）是指人們使用當前的模式來理解周圍的世界，

透過模式再利用以適應新的信息，並使新信息與個體對世界的現有理

解相適應的認知過程。同化性聚合則指人們吸收新的信息或經驗時，

將新信息添加到現有知識中，知識架構保持不變，認知結構不需作大

量的調整，且符合當前對現實的解釋，從而導致謠言逐漸形成某一中

心信息節點或議題，並不斷強化（郭順利、李娟娟，2022）。

順應（accommodation）是用來描述新的信息或經驗導致個體修改現

有認知模式或想法，以包含新信息的過程。順應性泛化則指新信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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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接收導致個體需修改現有認知模式或想法，使當前關於事件的

想法、信念和圖式變得更加精緻和詳細。其核心在於通過更改現有認

知結構以適應新信息，而非使新信息適應先前模式，因而導致謠言信

息節點逐漸形成多點離散狀態（Davis et al., 2020）。

心理模式是外部現實的一種內在符號或表徵，在認知、推理和決

策中起主要作用，人們的認知推理行為依賴於心理模式。根據心理模

式工作機理，析取認知遷移在形成新的認知或行為時需使用先前獲得

的知識和技能。在突發事件出現後，一方面，當用戶將謠言信息從一

個任務應用到另一個時，原始任務的特徵通常映射到另一任務的特徵

上，以指定對應關係，並產生順應性泛化。另一方面，當將獲得的信

息、策略和技能應用到新的情境中時，謠言信息在結構框架上易於產

生同質性，逐漸形成某一中心的謠言信息節點或議題，並不斷強化，

從而形成同化性聚合。基於此，可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5a： 網絡突發事件謠言（諸如新冠疫情、東航事故等）擴散中，

析取認知遷移對同化性聚合具有正向影響；

H5b： 網絡突發事件謠言（諸如新冠疫情、東航事故等）擴散中，

析取認知遷移對順應性泛化具有正向影響。

合取認知壓縮，通過經驗法則策略縮短了決策時間，使人們能夠

在不停下來思考下一步行動的情況下發揮作用，可減少做出選擇和決

策所需的腦力勞動，讓人們快速有效地解決問題並做出判斷。在突發

事件出現後，一方面，為了處理所遇到的以事件為議題的大量信息並

加快決策過程，人們的大腦依靠這些心理策略來簡化認知，這就不必

花費大量時間來分析每一細節。因此，這易於導致謠言信息在整體結

構和框架上產生相似性，逐漸形成某一中心的突發事件謠言信息節點

或議題，並不斷強化，即產生同化性聚合。另一方面，使用簡化的決

策規則、較低的詳細程度或「啟發式」來快速評估信息內容，則會發生

認知簡化，易於產生認知偏差，導致在對突發事件細節進行還原的過

程中衍生差異性，使得謠言信息節點逐漸形成多點離散，議題形成分

化和裂變，即出現順應性泛化（陳濤等，2019）。基於此，可提出如下

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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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a： 網絡突發事件謠言（諸如新冠疫情、東航事故等）擴散中，

合取認知壓縮對同化性聚合具有正向影響；

H6b： 網絡突發事件謠言（諸如新冠疫情、東航事故等）擴散中，

合取認知壓縮對順應性泛化具有正向影響。

理論模型

該研究基於認知圖式視角，以信息表徵融合、用戶圈群集聚、網

絡層位共生、情境觸點交互為自變量，合取認知壓縮與析取認知遷移

為中介變量，同化性聚合與順應性泛化為因變量，構建網絡環境下突

發事件多模態時空耦合對謠言聚合與泛化的影響機制模型。其理論框

架如圖一所示。

圖一　理論框架圖

量表設計與數據收集

量表設計

因變量包含同化性聚合、順應性泛化。同化性聚合，參考Hanson 

等人（2006）的研究成果，主要測量受眾在吸收新的信息或經驗時，由

於新信息所表徵的事物與自身先前頭腦中存在的知識屬類具有包含或

隸屬關係，即屬於原有知識結構的子類，可被現有的認知結構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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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而無需重新建構新的知識大類來拓展原有認知結構。在此過程

中，便可令謠言逐漸形成某一中心信息節點或議題，並得以不斷強

化，共設五個測項。順應性泛化，參考Liu與Zhang（2014）的研究成

果，主要測量新獲得的信息或經驗引起了現有認知模式或想法的改

變，且隨著新信息的接收和融入，受眾當前關於事件的想法和信念變

得更加精緻和詳細，從而導致在謠言演化或擴散過程中信息節點逐漸

形成多點離散，議題形成分化和裂變等情況，共設五個測項。

自變量包含信息表徵融合、用戶圈群集聚、網絡層位共生、情境觸

點交互，以2020年1月新冠疫情爆發、2022年3月東航客機事故、2022

年4月上海兒童在隔離期間死亡等突發事件作為示例，以此具化調查問

卷中的問題如何反映上述各維度特質。信息表徵融合，參考陽長征

（2019）的研究成果，測量謠言信息的不同表述框架和形式相互融合程

度等情況，即信息的種類、來源維度、視角維度、數據維度等方面，共

設三個題項。用戶圈群集聚，參考王仕勇、余佳琦（2022）的研究成

果，測量網絡用戶在進行謠言生成和互動過程中形成的集群現象等情

況，體現為用戶的興趣偏好、社交關係、人口統計學特徵等方面，共設

三個題項。網絡層位共生，參考巴志超等（2021）的研究成果，測量多

性質、多類型的網絡平台在謠言生成和互動過程中，在層次和位置上形

成的連結和依賴等情況，即不同類型平台的交融度、同一平台內部依存

性、異質與同質平台的聯結性等維度，共設三個題項。情境觸點交

互，參考畢強等（2017）的研究成果，測量場域空間中的情境接觸點在

謠言生成和擴散過程中形成交叉和互動等情況，即測量用戶將同種類型

或不同類型、同一時期或不同時期、同一地域或不同地域的突發事件話

題進行交互的程度及關聯互動程度，共設三個題項。

中介變量包括析取認知遷移、合取認知壓縮。析取認知遷移，參

考Taatgen（2013）的研究成果，主要測量受眾根據不同的標準，根據單

個或多個屬性形成某一概念（概念中包含的事物可同時具備兩個或多個

所要求的屬性，也可只涉及其中之一），在此過程中，人們將已具有的

信息、策略和技能應用到新的情境或環境中等情況，共設三個題項。

合取認知壓縮，參考Solso等人（2005）的研究成果，主要測量受眾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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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事物中單個或多個相同屬性形成概念（這些屬性在概念中必須同時

存在，缺一不可），在此過程中，依賴於一般印象、信息的早期部分、

個人情緒、上下文積極和消極線索等，使用簡化的決策規則、低詳細

度或「啟發式」方式來快速評估信息內容，從而出現認知簡化等情況，

共設三個題項。量表具體內容如表一所示。

表一　量表具體內容

構念 測量題項 參考文獻

信息表徵融合

在突發事件（如新冠疫情爆發、東航客機
事故、上海兒童隔離期間死亡等）謠言信
息傳播和擴散中，你覺得信息
　1.  在文字、圖片和視頻等形式上的融合

程度。
　2.  在多種媒體來源及多種專家解讀等層

面上的融合程度。
　3.  在質性說理與量化數據統計分析等層

面上的結合程度。

根據陽長征（2019）對其內涵及
本質維度的界定與闡述，進行量
表編製。

用戶圈群集聚

在突發事件（如新冠疫情爆發、東航客機
事故、上海兒童隔離期間死亡等）謠言信
息傳播和擴散中，你覺得用戶
　4.  以性別、年齡、職業及地域等人口統

計學特徵相似性進行集群的程度。
　5.  以興趣愛好、信息偏好等相似性進行

集群的程度。
　6.  以親戚、朋友、師長等社交關係類型

進行集群的程度。

根據王仕勇、余佳琦（2022）對
其內涵及本質維度的界定與闡
述，進行量表編製。

網絡層位共生

在突發事件（如新冠疫情爆發、東航客機
事故、上海兒童隔離期間死亡等）謠言信
息傳播和擴散中，你覺得
　7.  官方與非官方媒體、社交與非社交媒

體等異質平台間的交融程度。
　8.  官方媒體、社交媒體、非官方媒體、

非社交媒體等同質媒體間的聯結程度。
　9.  中央媒體與地方媒體、主管媒體與所

層媒禮之間聯繫交流的密切程度。

根據巴志超等（2021）對其內涵
及本質維度的界定與闡述，進行
量表編製。

情境觸點交互

在突發事件（如新冠疫情爆發、東航客機
事故、上海兒童隔離期間死亡等）謠言信
息傳播和擴散中，你覺得出現與
　10.  同種類型或不同類型的其他突發事

件話題產生關聯互動的程度。
　11.  同一時期或不同時期的其他突發事

件話題產生關聯互動的程度。
　12.  同一地域或不同地域的其他突發事

件話題產生關聯互動的程度。

根據畢強等（2017）對其內涵及
本質維度的界定與闡述，進行量
表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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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念 測量題項 參考文獻

析取認知遷移

在突發事件（如新冠疫情爆發、東航客機
事故、上海兒童隔離期間死亡等）謠言信
息傳播和擴散中，你通常採用先前對過去
相關突發事件的
　13.  態度來對待當前突發事件的程度。
　14.  觀點來看待當前突發事件的程度。
　15.  情感來對待當前突發事件的程度。

根據 Taatgen（2013）對其內涵及
本質維度的界定與闡述，進行量
表編製。

合取認知壓縮

在突發事件（如新冠疫情爆發、東航客機
事故、上海兒童隔離期間死亡等）謠言信
息傳播和擴散中，你通常根據先前的相關
認知進行簡化壓縮
　16.  形成對當前突發事件的態度。
　17.  形成對當前突發事件的觀點。
　18.  形成對當前突發事件的情感。

根據Solso等人（2005）對其內涵
及本質維度的界定與闡述，進行
量表編製。

同化性聚合

在突發事件（如新冠疫情爆發、東航客機
事故、上海兒童隔離期間死亡等）謠言信
息傳播和擴散中，你會根據自身現有的知
識和認知基礎
　19.  形成對事件議題討論的聚焦程度。
　20. 形成對事件觀點的集中程度。
　21. 形成對事件信息內容的集中程度。
　22.  形成對事件情緒和情感的集中程度。
　23. 形成對事件態度的集中程度。

根據 Hanson等人（2006）對其內
涵及本質維度的界定與闡述，進
行量表編製。

順應性泛化

在突發事件（如新冠疫情爆發、東航客機
事故、上海兒童隔離期間死亡等）謠言信
息傳播和擴散中，你會根據所獲得的新知
識和新認知
　24.  形成對事件議題討論的分散程度。
　25. 形成對事件觀點的分散程度。
　26. 形成對事件信息內容的分散程度。
　27.  形成對事件情緒和情感的分散程度。
　28. 形成對事件態度的分散程度。

根據 Liu 與 Zhang（2014）對其內
涵及本質維度的界定與闡述，進
行量表編製。

上述各因變量、自變量及中介變量的測量均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

測量，以1至5之間的整數來表示受訪者對內容表述的同意程度。其

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不確定」，4表示

「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數據收集 

使用的數據來自2022年5月進行的「多模態時空耦合對網絡謠言信

息聚合與泛化影響」的問卷調查。問卷調查中，選取了2020年1月新冠

疫情爆發、2022年3月東航客機事故、2022年4月上海兒童在隔離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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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等突發事件作為示例。選取該類突發事件作為示例進行調查問卷

設計具有較大優勢，能以此較好地充實和印證本文的理論框架。首

先，選取近期發生的突發事件作為問卷調查示例，可保證研究的時效

性，且對應的數據和信息相對易於獲取。同時，這些事件吸引了大量

的社會關注和媒體報道，相關信息和謠言也廣泛傳播，以此作為研究示

例可較好地反映現實生活中的信息流動和社會影響。其次，突發事件

的信息傳播往往涉及多模態屬性特徵，選取存在該類屬性特徵的事件作

為研究示例，可更全面地揭示不同模態形式對謠言信息聚合與泛化的影

響。再次，選取不同時間和地點發生的突發事件作為研究示例，可較

好地實現多模態時空耦合分析。通過比較不同事件在不同時間和地點

的信息傳播特徵和謠言擴散情況，可揭示時空因素對謠言信息聚合與泛

化的影響，也可更好地理解謠言信息傳播的動態性和地域性。

為檢驗問卷設計的效度，在開展正式調查前先對調查問卷進行預

測試。隨機抽取和發放問卷150份，共收回104份問卷，其中含有無效

問卷13份，將其剔除後獲得91份合格問卷。對預調研的有效問卷數據

進行校正項目總分相關係數（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CITC）分

析。結果顯示，除Q26的CITC指數為 .18外，其餘題項的CITC指數均

大於參考值 .50。同時，對相關數據開展主成分分析，結果顯示，量表

因子解釋累積方差為89.11%，且除題項Q20的因子載荷為 .32外，其餘

題項因子載荷均大於參考值 .70。量表的KMO（Kaiser–Meyer–Olkin）值

為 .86，大於標準值 .80，且巴特利特（Bartlett’s）球形檢驗的p值均低

於 .01顯著水平，克隆巴赫係數（Cronbach’s α; α）值均大於參考值 .70。

基於預測試分析結果，需要刪除問卷中的Q20與Q26題項，其餘題項

均保留。

在具體研究設計及抽樣操作上，採用滾雪球抽樣、分層抽樣及多

階段抽樣相結合的方法確定樣本框與調查樣本。首先，課題組成員通

過電話、微信、面談等多種形式各自聯絡在全國範圍內的朋友，提出

欲對他們進行問卷調查的訴求，並詳細說明相關調查的具體要求，同

時託付朋友按該方法以滾雪球的方式對他們的其他朋友提出請求參與

問卷調查的訴求。在此過程中，將所有有意願參與本次問卷調查的用

戶姓名、性別、年齡、職業、學歷等相關人口學統計信息進行記錄、

整理，最後獲得有意願參與本次調查的用戶總人數共3,591名，以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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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正式問卷調查樣本獲取的抽樣框。利用計算機手段，採用分層抽樣

與多階段抽樣相結合的隨機抽樣方法，從抽樣框中隨機抽取最終用於

進行正式問卷調查的樣本對象。最終隨機抽取出1,200名意願參與本次

調查的用戶名錄，以此作為最終進行正式問卷調查的對象。

在進行每一次調查之前，調查者均會與被調查者就信息在文字、

圖片和視頻等形式上「融合程度」的概念進行溝通說明，主要將其界定

為傳播者在表達某一特定信息內容時，為了達到其目的和效果，而採

取將具有相關匹配性的文字、圖片和視頻等形式進行交互結合的程

度。因問卷量表測量的主要是被調查者的主觀意願和感受，在信息發

布者設置形式融合時，雖然文字、圖片或視頻在直觀表現上可能存在

不匹配，或許信息傳播者是為了出於視頻／圖片的幽默感或新奇感的目

的而有意進行直觀表現上的不匹配，即便如此，但只要被調查者已感

知到信息傳播者是在為了表達某一特定內容而將具有對應匹配性的文

字、圖片和視頻等進行交互結合，以此達到其傳播者的目的時，則表

明信息在形式上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融合性。

在正式調查中，以網絡問卷調查系統為主，結合QQ、微信等社交

媒體平台向調查對象發放問卷。為了提高和保障樣本調查問卷填答的

有效性及準確性，在每次正式調查前預先告知每位受訪者，在完成問

卷填答之後可獲得30元人民幣的紅包或手機話費充值，該紅包或手機

話費充值主要通過微信、支付寶或QQ等常用在線支付方式完成。共歷

時四個月完成本研究問卷調查數據資料收集工作，共累計發放1,200份

問卷，在有效期限內共回收1,129份問卷。在回收的樣本問卷中，含有

無效問卷216份，將其剔除後獲得913份合格問卷，即問卷合格率達
88.73%。

在所獲得的有效問卷中，不同學歷和年齡人群呈現出不同的特

徵。針對不同學歷，高學歷人群通常具有較高的信息獲取和處理能

力，他們更加注重事實核實和信息來源的可信度。低學歷人群在信息

獲取和分析上存在一定局限性，他們易於受到謠言信息的影響，對於

突發事件的認知可能更為主觀和片面。針對不同年齡，年輕人群通常

在網絡使用和信息獲取方面更熟練和活躍，更多地通過社交媒體和互

聯網獲取信息，對於突發事件的謠言聚合與泛化更為敏感。老年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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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絡使用和信息獲取方面相對較少，更傾向於通過傳統媒體和線下

社交關係獲取信息，相對較少參與網絡謠言的傳播和擴散。

其中，有效樣本數據的相關屬性及分布特徵如表二所示。

表二　樣本的人口統計特徵（N = 913）

變量 類型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491 53.78%

女性 422 46.22%

年齡

29歲及以下 278 30.45%

30至39歲 228 24.97%

40至49歲 213 23.33%

50歲及以上 194 21.25%

學歷

小學及以下 92 10.08%

初中 152 16.65%

高中或中專 227 24.86%

大學及以上 442 48.41%

職業

政府機構 184 20.15%

事業單位 237 25.96%

企業團體 228 24.97%

個體經營 264 28.92%

基於表二的分布特徵，樣本數據具有較好的合理性，不同人口統

計學用戶群體的分布及對應的極端或奇異值在檢驗中未見異樣，即可

採用該問卷調查數據作進一步研究分析。

數據分析與假設檢驗

信度與效度分析

關於數據信度，其結果如表三所示。α值估計結果顯示，整個量表

的α值為 .89，大於參考值 .70，且信息表徵融合、用戶圈群集聚、網絡

層位共生、情境觸點交互、合取認知壓縮、析取認知遷移、同化性聚

合、順應性泛化各分量表的α值均高於參考值 .70，則表明問卷題項的

設置及採集的數據信度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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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數據效度，包含內斂效度與區別效度，其結果如表三與表四

所示。在驗證性因子分析中，結果顯示，量表中各因子的標準載荷係

數均大於參考值 .70，且各因子對應的 t值均高於臨界值1.96（p = .05）。

同時，各變量平均方差萃取（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值均大於

參考值 .50，複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值均高於參考值 .70，

表明每個潛變量中包含的題項能夠較好地解釋該變量的內涵，且各變

量的題項間均存在較高的一致性與結構信度，則說明量表的收斂性較

佳。同時，各因子的 數值均大於各因子間相關係數的絕對值，則

說明量表的區別度良好。

表三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

變量 觀測項 標準負荷 t值 AVE CR

信息表徵融合

Q1 .88  9.33

.69 .87Q2 .74  5.59

Q3 .86 10.42

用戶圈群集聚

Q4 .87  2.96

.78 .91Q5 .88 11.58

Q6 .88  8.23

網絡層位共生

Q7 .84  8.03

.69 .87Q8 .84  6.75

Q9 .81  5.99

情境觸點交互

Q10 .75  7.59

.66 .86Q11 .88 10.02

Q12 .81 15.33

析取認知遷移

Q13 .78 13.53

.65 .85Q14 .74 14.07

Q15 .89  5.66

合取認知壓縮

Q16 .81  7.28

.72 .88Q17 .89  8.11

Q18 .84 15.68

同化性聚合

Q19 .78  6.51

.64 .88

Q20 — —

Q21 .76  6.55

Q22 .79 14.34

Q23 .86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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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量 觀測項 標準負荷 t值 AVE CR

順應性泛化

Q24 .84  7.17

.68 .89

Q25 .75  5.09

Q26 — —

Q27 .78 10.97

Q28 .91  6.84

註：標註「—」表示該題項未達到相關標準而被剔除

表四　判別效度檢驗

變量 XX YH WL QJ QY YS JH FF

信息表徵融合（XX） .83

用戶圈群集聚（YH） .23 .88

網絡層位共生（WL） .52 .26 .83

情境觸點交互（QJ） .21 .25 .43 .81

析取認知遷移（QY） .47 .45 .41 .35 .81

合取認知壓縮（YS） .26 .52 .39 .31 .26 .85

同化性聚合（JH） .43 .38 .46 .32 .22 .46 .80

順應性泛化（FF） .27 .35 .51 .36 .52 .25 .34 .82

註：對角線上的數值為 ，其餘的數值均為相關係數 

路徑分析及假設檢驗 

I. 路徑分析

採用SEM（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結構方程模型）對理論模

型中各作用路徑進行分析，使用AMOS軟件，對理論模型進行擬合估

計。結果顯示，在相關擬合指標中，p（χ2）值為 .000，小於 .05的顯著

水平，即說明所建構的理論模型與樣本數據適配度較低，未達到統計

標準，需要修正模型。基於AMOS軟件中顯示的指標修正提示，若在

量表題項Q18與題項Q25的誤差項間建立起共生關係，則至少能有效

減少模型擬合結果中的卡方值46.81。該共生關係的建立，存在理論可

解釋性，題項Q18對應於合取認知壓縮的細節形式壓縮維度，題項
Q25對應於順應性泛化的細節節點離散維度。合取認知壓縮主要使用

簡化的決策規則、較低的詳細程度或「啟發式」來快速評估信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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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發生認知簡化，易於產生認知偏差，導致信息在細節還原過程中

衍生差異性，使得謠言信息節點逐漸形成多點離散，議題形成分化和

裂變，即順應性泛化，從而使得題項Q18與Q25殘差之間可能存在共

生性。

通過在題項Q18與題項Q25的誤差變量間建立共生關係，對修正後

的模型進行擬合估計，其擬合結果如表四所示。結果顯示，擬合指標p

（χ2）值為 .28，高於標準值 .05，表明修正後的模型結構與樣本數據適 

配度較高。同時，除NFI（normed fit index）值（.75）低於標準適配值 .9

外，其餘指標χ2
/df值（2.17）、GFI（goodness-of-fit index）值（.93）、AGFI

（adjusted goodness-of-fit index）值（.98）、RMR（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值（.01）、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值（.02）、CFI

（comparative fit index）值（.96）、CN（critical number）值（289）均高於適

配度參考值，且輸出結果中未有任何關於再次修正的參數提示，即說明

修正後的模型估計結果可用於相關研究分析。理論模型的各路徑參數估

計結果如圖二所示，各路徑係數及顯著性擬合結果如表五所示。

圖二　修正模型擬合結果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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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修正模型擬合結果

路徑
標準回歸權重

估計值 標準誤差 臨界比值 p值

　信息表徵融合→析取認知遷移 .61 .02  2.31 .02

　信息表徵融合→合取認知壓縮 .71 .03  5.13 .00

　用戶圈群集聚→析取認知遷移 .67 .02  2.46 .01

　用戶圈群集聚→合取認知壓縮 .75 .03 13.72 .00

　網絡層位共生→析取認知遷移 .56 .05 18.79 .00

　網絡層位共生→合取認知壓縮 .42 .03  2.10 .04

　情境觸點交互→析取認知遷移 .65 .02 15.74 .01

　情境觸點交互→合取認知壓縮 .73 .05 24.62 .00

　析取認知遷移→同化性聚合 .57 .02  2.35 .02

　析取認知遷移→順應性泛化 .69 .03  4.44 .00

　合取認知壓縮→同化性聚合 .74 .02  6.98 .00

　合取認知壓縮→順應性泛化 .32 .05  1.72 .09

基於表五修正模型輸出結果，理論模型各路徑參數擬合結果如圖

三所示。

圖三　模型的路徑係數圖

註：*數值表示p < .05，**數值表示p < .01，未標示「*」號的表示不顯著

表五修正模型擬合結果及圖三標準路徑係數顯示，除假設6b對應

的 t值低於 .05顯著水平外，其餘假設對應的 t值在 .05顯著水平下均呈

現顯著性，且各路徑標準係數的正負符號均與原假設相一致。表明

在 .05顯著水平下，除假設6b未獲實證支持外，其餘各研究假設均已獲

得實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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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各路徑係數值，多模態時空耦合的不同維度對析取認知遷移的

影響路徑係數大小依次為：.67（用戶圈群集聚）、 .65（情境觸點交

互）、.61（信息表徵融合）、.56（網絡層位共生），而合取認知壓縮的影

響路徑係數大小依次為：.75（用戶圈群集聚）、.73（情境觸點交互）、.71

（信息表徵融合）、.42（網絡層位共生）。同時，析取認知遷移對順應性

泛化的影響效應（數值為 .69）大於對同化性聚合的影響效應（數值

為 .57），合取認知壓縮對同化性聚合的影響效應（數值為 .74）大於對順

應性泛化的影響效應（不顯著，效應為0）。

II. 中介效應

基於Hayes與Preacher（2014）提出的用Bootstrap驗證路徑中介效應

的方法理念，採用Process程序中的預設模型，在95%的顯著性區間內

對樣本重複一千次抽取並進行檢驗，其檢驗結果如表六所示。

表六中，根據置信區間數值，除了包含「合取認知壓縮→順應性泛

化」的路徑外，各路徑的直接效應及中介效應均顯著，表明析取認知遷移

與合取認知壓縮中介變量在信息表徵融合、用戶圈群集聚、網絡層位共

生、情境觸點交互對同化性聚合與順應性泛化的影響路徑中為部分中介。

根據表六的參數估計結果，多模態時空耦合各維度對同化性聚合總

影響效應的大小順序為用戶圈群集聚（.97）、情境觸點交互（.90）、信息

表徵融合（.88）、網絡層位共生（.79），且通過析取認知遷移與合取認知

壓縮產生的中介效應分別為：.56、.60、.40、.58，即中介效應在總效應

中的佔比分別為：63.66%、61.3%、50.9%、64.94%。多模態時空耦合各

維度對順應性泛化總影響效應的大小順序為情境觸點交互（.71）、用戶

圈群集聚（.69）、網絡層位共生（.65）、信息表徵融合（.61），且通過析取

認知遷移與合取認知壓縮產生的中介效應分別為：.27、.30、.25、.29，

即中介效應在總效應中的佔比分別為：44.01%、42.97%、37.92%、
40.43%。信息表徵融合、用戶圈群集聚、網絡層位共生、情境觸點交互

對同化性聚合的總影響效應，均大於對順應性泛化的總效應效應，且同

化性聚合影響路徑中的中介效應均大於順應性泛化影響路徑中的中介效

應，析取認知遷移的總中介效應大於合取認知壓縮的總中介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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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效應類型 具體路徑 效應大小 標準誤差 LLCI ULCI

直接效應

信息表徵融合→同化性聚合 .32 .11  .10 –.53

信息表徵融合→順應性泛化 .34 .08  .19  .49

用戶圈群集聚→同化性聚合 .38 .11  .15  .60

用戶圈群集聚→順應性泛化 .39 .11  .18  .61

網絡層位共生→同化性聚合 .39 .07  .25  .53

網絡層位共生→順應性泛化 .40 .10  .22  .59

情境觸點交互→同化性聚合 .31 .10  .12  .51

情境觸點交互→順應性泛化 .42 .09  .25  .59

間接效應

信息表徵融合→析取認知遷移
→同化性聚合

.22 .09  .04  .40

信息表徵融合→析取認知遷移
→順應性泛化

.27 .13  .01  .53

信息表徵融合→合取認知壓縮
→同化性聚合

.34 .17  .00  .67

信息表徵融合→合取認知壓縮
→順應性泛化

.15 .22 –.28  .58

用戶圈群集聚→析取認知遷移
→同化性聚合

.24 .10  .05  .44

用戶圈群集聚→析取認知遷移
→順應性泛化

.30 .14  .03  .56

用戶圈群集聚→合取認知壓縮
→同化性聚合

.35 .15  .05  .66

用戶圈群集聚→合取認知壓縮
→順應性泛化

.15 .09 –.01  .32

網絡層位共生→析取認知遷移
→同化性聚合

.20 .08  .05  .35

網絡層位共生→析取認知遷移
→順應性泛化

.25 .12  .02  .47

網絡層位共生→合取認知壓縮
→同化性聚合

.20 .08  .04  .35

網絡層位共生→合取認知壓縮
→順應性泛化

.09 .18 –.27  .44

情境觸點交互→析取認知遷移
→同化性聚合

.24 .11  .02  .46

情境觸點交互→析取認知遷移
→順應性泛化

.29 .13  .04  .53

情境觸點交互→合取認知壓縮
→同化性聚合

.35 .17  .00  .69

情境觸點交互→合取認知壓縮
→順應性泛化

.15 .19 –.2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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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檢驗結果

根據上述檢驗，其檢驗結果匯總如表七所示。

表七　假設檢驗結果

假設 路徑 標準化係數 t值 p值 檢驗結果

H1a 　信息表徵融合→析取認知遷移 .61  2.31 .02 支持

H1b 　信息表徵融合→合取認知壓縮 .71  5.13 .00 支持

H2a 　用戶圈群集聚→析取認知遷移 .67  2.46 .01 支持

H2b 　用戶圈群集聚→合取認知壓縮 .75 13.72 .00 支持

H3a 　網絡層位共生→析取認知遷移 .56 18.79 .00 支持

H3b 　網絡層位共生→合取認知壓縮 .42  2.10 .04 支持

H4a 　情境觸點交互→析取認知遷移 .65 15.74 .01 支持

H4b 　情境觸點交互→合取認知壓縮 .73 24.62 .00 支持

H5a 析取認知遷移→同化性聚合 .57  2.35 .02 支持

H5b 析取認知遷移→順應性泛化 .69  4.44 .00 支持

H6a 合取認知壓縮→同化性聚合 .74  6.98 .00 支持

H6b 合取認知壓縮→順應性泛化 .32  1.72 .09 不支持

表七顯示，在所有研究假設中，除假設6b未獲實證支持外，其餘

研究假設均獲得實證支持。

IV. 群組分析

為了更深入了解多模態時空耦合對謠言信息聚合與泛化的影響在

不同群組間的差異性，在上述已證實的理論框架基礎上，對不同性

別、年齡及學歷受眾群組間的影響效應差異作進一步比較和分析。其

結果如表八所示。

表八　群組分析結果

路徑

標準化係數

性別 年齡（歲） 學歷

女性 男性 < 30 30–50 > 50
小學及

以下

初中至

高中

大學及

以上

信息表徵融合→析取認知遷移 .62 .58 .64 .59 .57 .63 .63 .59

信息表徵融合→合取認知壓縮 .73 .70 .74 .70 .69 .74 .73 .69

用戶圈群集聚→析取認知遷移 .69 .66 .70 .66 .64 .70 .69 .65

用戶圈群集聚→合取認知壓縮 .77 .73 .78 .73 .72 .78 .77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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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

標準化係數

性別 年齡（歲） 學歷

女性 男性 < 30 30–50 > 50
小學及

以下

初中至

高中

大學及

以上

 網絡層位共生→析取認知遷移 .58 .54 .59 .54 .53 .58 .57 .53

 網絡層位共生→合取認知壓縮 .44 .40 .45 .40 .40 .45 .44 .40

 情境觸點交互→析取認知遷移 .66 .63 .68 .63 .61 .68 .66 .63

 情境觸點交互→合取認知壓縮 .75 .71 .76 .71 .70 .76 .75 .71

 析取認知遷移→同化性聚合 .59 .55 .59 .55 .54 .59 .59 .55

 析取認知遷移→順應性泛化 .72 .68 .72 .68 .66 .72 .71 .67

 合取認知壓縮→同化性聚合 .76 .72 .76 .72 .71 .76 .75 .72

 合取認知壓縮→順應性泛化 – – – – – – – –

表八顯示，除性別組的RMR值（.12）以及年齡組的GFI值（.74）未

達到適配標準外，其餘各群組的各項擬合指標均達到各對應的參考

值，即表明提出的理論模型在性別、年齡及學歷群組上均具有跨群組

效度。

根據表八相關結果，在性別群組中，男性群組的各路徑影響係數

均大於女性群組的各路徑影響係數，即女性群組的影響效應大於男性

群組；在年齡群組中，30至50歲群組的各路徑影響效應最強，30歲以

下群組各路徑影響效應較強，而50歲及以上群組的各路徑影響效應較

弱；在學歷群組中，小學及以下學歷群組的各路徑影響效應最強，其

次為初中至高中學歷群組，而大學及以上學歷群組的各路徑影響效應

較弱。

結論與討論

結論 

多模態時空耦合的各維度通過析取認知遷移與合取認知壓縮兩個

中介變量對謠言同化性聚合與順應性泛化產生顯著正向影響，且影響

效應大小順序均依次為：用戶圈群集聚、情境觸點交互、信息表徵融

合、網絡層位共生。同時，析取認知遷移對順應性泛化的影響效應大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4).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4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8期（2024）

於對同化性聚合的影響效應，合取認知壓縮對同化性聚合的影響效應

大於對順應性泛化的影響效應。信息表徵融合、用戶圈群集聚、網絡

層位共生、情境觸點交互對同化性聚合的總影響效應，均大於對順應

性泛化的總影響效應，且同化性聚合影響路徑中的中介效應均大於順

應性泛化影響路徑中的中介效應。同時，析取認知遷移的總中介效應

大於合取認知壓縮的總中介效應。

基於認知圖式視角，謠言信息以同化性聚合與順應性泛化兩種方

式進行擴散和傳播，信息多模態耦合可引起信息表徵融合、用戶圈群

集聚、網絡層位共生、情境觸點交互，並通過析取認知遷移與合取認

知壓縮兩種認知路徑對謠言同化性聚合與順應性泛化產生助推作用。

當個體將來自不同信源的信息進行融合、在特定用戶圈群中集聚、在

網絡層位中形成共生、將不同情境觸點進行交互時，謠言的聚合與泛

化現象則變得更為顯著。當個體在處理多模態信息時，傾向於壓縮相

似信息並出現認知遷移，這種認知壓縮和遷移過程對謠言聚合與泛化

起到了中介效應。同時，個體在對謠言進行同化聚合和順應泛化時，

通過認知圖式的同化與順應作用將謠言信息與自身認知結構相協調，

從而傳播和擴散謠言。

網絡環境下，多模態時空耦合的各維度強化了用戶的謠言認知及

傳播行為。信息表徵融合使得不同的信息表達方式交織在一起，實現

信息表徵的多樣化，可有效提升謠言的可視化，更好地表達信息，使

語義能夠更加清晰地展示，從而加強謠言的傳播效果。用戶圈群集聚

可使用戶形成網絡社群，並在社群間可彼此交流。用戶圈群通過不同

圈子，共同強化謠言的傳播，使謠言能夠更快地擴散。網絡層位共生

反映了網絡層次間的共存關係，不同網絡層次上用戶之間存在社會關

聯和社會支撐，從而能夠有效改善網絡環境下用戶的認知和情感，進

而提升謠言的傳播速率。情境觸點交互可形成網絡環境下用戶之間的

情境觸點互動交融，從而促進用戶間的情感聯結，使用戶間的情感更

加貼近，進而提升謠言的聚合與泛化，加快謠言的傳播。

多模態時空耦合對謠言信息聚合與泛化的各路徑影響效應，在不

同人口統計學變量群體間存在顯著性差異。首先，在謠言傳播中，女

性傾向於注重情感和人際關係，相對更易於受到謠言的影響。而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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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傾向於注重事實和邏輯，相對更具批判思維，對於謠言多持懷疑態

度。因此，女性更可能被謠言所誤導，而男性則相對較少。其次，年

輕群體在信息獲取渠道上更加多樣化，易於接觸各種新聞和信息，但

也更易於被虛假信息所迷惑，而中老年群體對於謠言的審慎思維和辨

別能力則相對較高。再次，高學歷人群通常具有更高的媒體信息素養

和批判思維能力，更能辨別謠言的真偽。而較低學歷的人群可能缺乏

相關知識和技能，易於被謠言所欺騙，表現為易於參與謠言的聚合與

泛化傳播。

討論 

關於多模態時空耦合對謠言信息同化性聚合與順應性泛化存在顯著

正向影響。多模態是一種溝通形式，使用字符、音頻和視覺等形式的

組合，與媒體協同工作，來傳達一種觀點，是一種利用語言、聽覺、文

本、空間和視覺資源來表達信息的方式。通常，採用多種形式和方法

進行信息加工的受眾比採用單一模態方式進行信息加工的受眾更能識別

信息內容，從而增強他們的認知和行為。多模態融合了形式和內容，

以清晰和創造性的方式傳達複雜的信息觀點，以及以非傳統的形式傳達

批評意見，建立對每個部分的分析，以創造性和令人信服的方式來支持

總體分析。Paivio（1991）提出的雙重編碼理論認為，圖像可呈現模擬代

碼中視覺信息的心理表達，而符號可呈現符號代碼中語言信息的心理表

達。正電子掃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和功能性磁振造

影（functional MRI）的研究支持了這一理論，顯示大腦的不同部分可被

不同形式模態所刺激、激活。如果當信息被轉換並存儲在視覺模態中

時，那麼以視覺方式呈現信息會更有效。圖像更適合用以表達空間結

構、具體位置和情境細節，文字更適合用以表示邏輯條件和抽象的語言

概念，因此多模態通過時空耦合起著協調視覺和非視覺刺激的效應。
Paivio的理論描述了非語言系統和語言系統之間的連繫，表明它們存在

相互補充。同時，圖像上的同步語音和動畫也比單獨的語音或動畫更

能集中注意力並提高多模態呈現系統中的信息保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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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認知圖式在多模態時空耦合對謠言信息同化性聚合與順應性遷

移影響中存在顯著中介效應。在社會符號學的解釋中，媒介是意義得

以實現的物質，從中人們可以獲得信息意義。多模態是對不同通信模

式的理解，信息是否被理解以及如何被理解則是對多模態認知的結果。
Hodge與Kress（1997）從社會符號學視角指出，一方面，模式是一種具

有社會和文化意義的資源；另一方面，模式同樣由媒介的內在特徵和潛

力以及社會及其文化的要求、歷史和價值觀所塑造。每種模式均對應

著一種不同的模態資源，這種資源具有歷史和文化背景，並將其分解為

不同的部分。模態是在社會歷史和文化中塑造的物質資源，是由它們

所參與的系統所塑造（Hodge & Kress, 1997）。在克雷斯（Gunther Kress）

（2009）的理論中，模式是有意義的，它由一個社會及其文化的「深層」

本體論以及歷史或社會取向所建構，並將其帶入每一個符號中。在心

理學和認知科學中，圖式描述了一種思維或行為模式，並組織了信息類

別及其之間的關係，可被描述為先入為主的心理思想結構，代表某一方

面認知的框架，是組織和感知新信息的系統，如心理模式、概念模型等

（Kress, 2009）。因此，在認知圖式的作用下，多模態時空耦合可影響受

眾注意力以及對新知識的吸收，使人們更可能注意到符合其圖式的事

物，同時將與圖式不一致的信息內容解釋為例外或將其扭曲以適應，從

而呈現為具有同化性聚合或順應性泛化的信息行為方式。

關於研究假設6b未獲實證支持，即合取性壓縮對順應性泛化不存

在顯著影響效應。該情況的一種可能解釋為，說服的精細可能性模型

提出了中心路線和外圍路線兩條主要的說服路線。其中，在外圍路線

下，說服來自於一個人與刺激中積極或消極線索的連繫，或者對所主

張立場的優點做出簡單的推斷。由於處於過程連續體的低端，接受者

沒有徹底加工信息，是一種間接路線，涉及低層次的闡述。採用該認

知方式的受眾不願意花費更多時間和精力對問題加以思考，或者由於

信息對他們個人不重要或不相關，因此他們傾向於不深入處理信息。

這意味著信息的接收者沒有仔細檢查信息的有效性，重點更多地放在

上下文上，而不是信息本身（Petty & Briñol, 2011）。在合取認知壓縮過

程中，由於對信息進行了壓縮，則更易採用外圍路徑，認知結果常表

現為自己所需的內容，但不太關注具體細節，忽略信息議題和結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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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上存在的差異性，從而謠言在演化或擴散過程中信息節點難以形

成多細節信息節點離散及議題裂變分化等情況，即不易出現順應性 

泛化。

該研究在理論啟示上，基於認知圖式視角進行研究，有助於理解

個體在處理信息時的認知模式和決策過程，以及受眾在處理信息時的

認知機制。自變量涉及個體在網絡環境中獲取、處理和傳遞信息的方

式和策略，可幫助人們了解網絡環境下個體的信息接收和互動方式對

謠言傳播產生的影響。以合取性認知壓縮與析取性認知遷移作為中介

變量，可揭示個體在處理多模態信息時的認知過程和轉化方式，及個

體如何從多模態信息中提煉有效信息，並將其遷移到新的情境中。將

同化性聚合與順應性泛化作為因變量，可體現個體在認知圖式的同化

和順應作用下，以何種方式對謠言信息進行處理和傳播擴散。

該研究在實踐啟示上，可通過對謠言擴散中不同維度的模態進行

甄辨和分類，從而實現對謠言信息傳播進行差異化監控和引導。首

先，進行信息表徵的治理，在技術層面，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表徵體

系，包括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社會網絡分析技術、機器學習技術等。

這些技術可以幫助相關治理主體更好地掌握網絡空間的信息，通過及

時發現和處置，有效實現對謠言同化性聚合與順應性泛化的抑制。其

次，對用戶圈群集聚的治理也是一種有效的方法。通過在社交媒體上

建立用戶圈群集，在用戶圈群集中發布官方信息，通過溝通、討論、

分享等方式，可以讓用戶更容易獲得真實信息，讓用戶圈群集發揮其

作用，從而可有效抑制謠言的傳播。再次，網絡層位共生的治理是一

種以網絡層級為基礎的治理模式，採用多層次網絡架構，以連接各個

網絡層級的網絡模塊為基礎，實現多層網絡的協同治理，從而實現對

謠言同化性聚合與順應性泛化的防控。最後，情境觸點交互的治理是

在謠言傳播過程中，管控社會情境觸點的交互性，如傳播渠道、謠言

發布者、接受者、謠言信息等觸點的交互，通過弱化謠言發布者、接

受者和謠言信息之間的交互，以防止謠言的同化性聚合和順應性泛化。

本研究雖已儘量做到使研究設計完善、過程高效合理，但由於客

觀條件限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在網絡抽樣調查過程中，由於受訪

者存在擔心調查者可能出於某種惡意或探測自己隱私而致使受訪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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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在後續相關研究中，可考慮在現實人群中進行全樣本調查或將網

絡調查與現實調查相結合，以提高問卷的受訪率和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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