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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有针对性地提升大学生的信息消费力，从信息消费力的主体能力、客体质量、消费环境三大构成要素对
湖南省在校大学生网络信息消费力的影响因素做实证调研。通过效度与信度分析、因子分析方法构建当代大学生网络

信息消费力影响因素的指标，其中，主体能力的一级指标受信息素养和支付能力两方面影响较大，客体质量受信息质量

与人文环境、信息环境影响较大，消费环境受国家的法律、监管机制以及学校培养力度的影响较大。构建的影响因素指

标体系可供高校教育者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有效提升大学生网络信息消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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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消费是人们始于对信息需求的原动力，它是直接或间接以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为消费对象的

消费活动［１］。大学生是一群容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群体，在信息消费方面呈现出知识型的消费特

点，他们的消费能力刺激着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大学生网络信息消费主要表现在学术发展动态报告、专

业知识、考研资料、就业信息、娱乐消遣等方面。然而在当今信息高速公路快速发展时代，高校网络信息

消费多样化发展趋势下，大学生网络信息消费存在大量问题：网上视频课堂及网络学习信息无序堆积使

大学生无所适从，同时网上也充斥着各种垃圾信息、黄色信息、诈骗信息、反教育信息等。大学生由于获

取信息能力、甄别信息能力、利用信息能力的不足，容易造成盲目信息消费，进而影响价值观的形成，这

种现象称为大学生网络信息消费能力脆弱。网络信息消费力是消费者在网络信息消费环境下为了满足

和提高自己的精神文化等发展资料需要对信息商品和服务进行消费的能力［２］。在信息爆炸时代研究

大学生网络信息消费力的影响因素，对于高校教育者有针对性地制定提升大学生网络信息消费力的政

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１　大学生网络信息消费力影响因素的初步构建
信息消费力由信息消费主体能力、信息消费客体质量、信息消费环境三要素构成。胡琪君提出，信

息消费主体能力是制约信息消费力提升的需求因素，包括消费者的信息素养和支付能力［３］。信息素养

是一种使人能够更有效地选择、查找及评估传统或网上资源的技巧，也就是人们运用信息的技能与技术

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这四要素中信息能力最为重

要，它要求信息消费主体具备信息工具使用能力、信息搜集能力、信息分析识别能力、信息加工能力和信

息再生创造能力。信息意识要求信息消费主体能够意识到信息在信息时代的重要性，具备较强的学习

观念，以及对信息具有敏感的观察力。常正霞指出，我国大学生目前的信息素养在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

上还较为薄弱，高校应高度重视，同时也需加强学生信息伦理的道德教育［４］。信息消费客体质量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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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信息消费力提升的供给因素，包括信息产业的发展和信息产品与服务的质与量。信息产业是提供信

息的源泉，信息更新的快慢、质量和数量也影响着大学生的获取相关的知识信息。消费主体的文化程度

与其消费信息产品的质与量有着紧密的联系，如知识水平不高，消费主体就无法消费水平较高的信息产

品。顾继光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不同年级学生的网络信息消费有差别。信息消费环境是制约信息消费

力提升的重要外在因素，包括国家信息消费政策法规、信息市场价格水平和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在信

息环境方面，一旦国家与政府的监管力不够，网络市场将会出现各种不良信息，网上信息消费秩序混乱。

这不仅会影响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也会因为市场的混乱而不能及时获取有效信息［５］。

本文从信息消费者主体因素、信息产品及服务客体因素、信息环境三要素出发，构建大学生网络信

息消费力的影响因素，如表１所示。其中主体因素表现为消费者需求、消费者信息素养和消费者支付能
力三方面，客体因素体现在信息服务及信息质量两方面，信息环境因素体现在校园环境与信息市场政策

两方面。

表１　大学生网络信息消费力影响因素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消费者（主体）因素

消费者需求

消费者信息素养

消费者支付能力

对学术科研的需求

对就业信息的需求

对休闲娱乐的需求

信息技术能力

信息鉴别能力

信息检索能力

信息分析能力

信息再生创造能力

检索工具

收入水平

信息成本价格

信息产品及服务（客体）因素

信息质量

信息服务

网站信息更新速度快慢

网站信息的质量

信息服务的软硬件设施

数据库资源

信息环境

信息市场政策

校园环境

国家信息机关的监管力度

国家相关法律的颁布

校园学习氛围

校园思想政治教育

２　网络信息消费力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实地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湖南省在校大学生进行随机问卷调查。采用的调查问卷内容分

为以下几个方面：基本情况；消费者因素；信息产品与服务因素；环境因素。大学生基本情况主要调查接

受问卷的同学的基本情况；消费者因素主要调查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和信息素养状况；信息产品与服务因

素主要调查信息产业的发展和信息产品与服务的质量；环境因素主要调查学生所处的环境和国家的有

关法律的情况。这些问题主要以单选题为主，除了第一部分的大学生基本情况调查外，其他３个方面的
问题均采用Ｌｉｋｅｒｔ量表法，对每一个问题根据实际情况与效果设计了５个等级，分别是非常差、较差、一
般、较好、非常好以及完全没有影响、没有影响、一般、有影响、完全有影响，并进行相应的赋值，由１到５
呈递增趋势。

本次调查问卷共发放２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８９份，有效率９４．５％。
２．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回收的问卷数据做描述性统计分析，分别对支付能力、信息素养能力、信息质量、信息产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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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信息市场环境、校园环境进行初步分析。

支付能力从两方面予以信息采集：一是生活费用的影响是否影响到网络费用的支出，二是电子资料

价格的高低是否影响到网络信息的购买。从样本采集的数据来看，网络费用的均值为２．４１，即用在网
络上的费用受生活费用水平的影响很小，其中，４０．０％的学生认为花在网络上的费用不会受到生活费用
的影响，３２．８％的学生表示这方面影响不大。而在电子资料的价格上，电子资料价格高低的均值为
３４６，即电子资料价格的高低会影响学生的购买，其中，５２．４％的学生认为价格的高低会影响他们的消
费，仅有１８．５％的学生认为没有影响或完全没有影响。

信息素养能力主要是体现在计算机水平、信息辨别、信息检索、信息整理、信息分析、信息再利用等

方面的能力。在信息素养的５个二级因素中，计算机水平的均值为３．０１，即学生的平均计算机水平一
般，其中，６７．７％的人计算机水平一般，仅１５．３％的人水平在较好以上；信息鉴别能力均值为３．６０，即学
生的信息鉴别能力在一般和较好之间，其中，４３．４％的人能力一般，４３．９％能力较好；信息检索力的均值
为３．４２，即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在一般和较好之间，其中，４９．７％的人能力一般，３８．１％的人能力较好；
信息分析能力的均值为３．３４，即学生对信息进行整理、归纳、分析的能力在一般之上较好之下，其中，
５７．１％的人能力一般，３６％的人能力较好；网络知识学习能力的均值为３．４１，即学生的网络知识学习能
力在一般之上较好之下，其中，４８．７％的人能力一般，４４．４％的人能力较好。

信息质量是从网站信息更新速度的快慢和所提供的信息质量来判断是否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网

站信息更新快慢的均值为３．３２，方差为０．８０３，说明对于不同的人，网站更新的速度对他们上网有显著
的差异，其中，２２．２％的人认为网站更新速度对其上网没有影响，２５．９％的人认为影响不大，５１．８％的认
为有影响；网站信息质量的均值为３．７４，即大多数人认为网站所提供的信息质量会影响到其上网，不能
从该网站上获取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信息服务水平分析主要是从校园网建设、校园电子阅览室质量、图书馆所引进的学术资源３个三级
指标来判断信息服务的好坏。从样本数据所得的分析来看，校园网建设的均值为２．９８，即校园网的建
设质量比较差，其中，５２．４％的人认为校园网建设一般，２３．２％的人认为较差；校园电子阅览室的均值为
３．１５，即校园电子阅览室整体质量一般；学校学术资源的均值为３．２８，即大多数同学认为学校图书馆所
引进的学术资源质量一般。

信息市场环境主要是从国家信息消费政策法规及信息产业相关政策来分析信息市场环境对消费者

获取信息的质量是否有影响。国家信息机关对网络信息传播的监管力度的均值为２．８５，即国家有关部
门对网络信息传播的监管力度较差，其中，４７．６％的人认为监管力度一般，３０．２％的认为较差，仅有
１９０％的认为较好；信息产业的相关法律完善程度的均值为２．６８，即中国网络信息相关法律完善程度
较差，其中，４３．９％的人认为较差，只有１６．９％的人认为较好。

校园环境分析主要是从学校培养和创新力度、校园人文环境两方面来判断校园氛围是否对学生的

网络信息消费力有影响。学校培养和创新力度的均值为２．６，即很多学生认为学生在创新和实践的培
养力度上较差；校园人文环境的均值为３．１９，即大多数学生认为校园的人文环境对上网内容的影响
不大。

２．２　信度分析
　　因子分析的目的是用少数几个因子去描述多
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降维将相关性高的变量聚

在一起。首先对调查数据进行信度分析，是为了能

判定问卷中的题目是否能反映调查目的，剔除问卷

中相同的内容和信息，提高信度系数，使得数据更

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问卷信度判断如表２所示。

表２　问卷信度判断表

系数范围 信度程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０．９ 好

［０．８，０．９） 不错

［０．５，０．８） 合理

＜０．５ 不可信

　　利用ＳＰＳＳ对问卷所得数据进行处理后得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系数和检验表，如表３和表４所示。结
果显示，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为０．７７４，０．５＜０．７７４＜０．８，表明问卷所得数据合理，且各测量题项取样ＫＭ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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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０．７２４＞０．５。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度检验结果显示：卡方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 ｐ＝０．０００（ｐ＜０．０５０），拒绝原
假设［６］１１４－１２８（Ｈ：相关矩阵看成是单位矩阵），认为该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３　信度分析结果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基于标准化项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项数

０．７７４ ０．７７４ １８

表４　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检验表

取样足够度的Ｋａｉｓｅｒ－

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度量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ｄｆ Ｓｉｇ．

０．７２４ ６５７．４７７ １２０ ０．０００

２．３　主成分因子分析
信度分析之后，需对数据进行效度分析，效度分析的目的在于检测初始评价因素中哪些影响因素需

要剔除。根据因子分析相关理论，若剔除某因子能够提升信度系数，则剔除此题项原则。在进行３次主
成分分析后，共保留了１６个题项，对所保留的１６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适当性考查，基于特征值大于１
以及最大方差旋转法提取了４个因子。其中因子１包括“信息检索力”“信息分析力”“信息鉴别力”
“网络知识学习能力”“计算机能力”这５个题项，将因子１命名为信息素养能力。因子２包括了“电子
阅览室质量”“学校学术资源质量”“校园网建设”这３个题项，将因子２命名为信息服务。因子３包括
“法律完善程度”“国家监管力度”“学校培养力度”这３个题项，将因子３命名为信息环境。因子４包括
“电子资料价格”“信息质量”“信息更新速度”“校园人文环境”“网络费用”“校园人文环境”这６个题
项，将因子４命名为信息质量与支付能力。大学生网络信息消费力影响因素的因子题项的负荷量都在
０．５以上，表示各因子能较好地解释其包含的题项，对１６个测量题项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信度系数
为０．７１８，表示数据的收敛性较好，信度较佳。因子分析情况如表５所示。

表５　样本因子旋转成份矩阵

测量题项
提取成份

１ ２ ３ ４

信息检索力 ０．７９９

信息辨别力 ０．７４５

信息分析力 ０．７３９

网络知识学习力 ０．６８７

计算机水平 ０．６４４

电子阅览室质量 ０．７９７

校园网建设 ０．７２６

学校学术资源质量 ０．６６６

法律完善程度 ０．８２２

国家监管力度 ０．７９３

学校培养力度 ０．５６４

电子资料价格 ０．６５３

信息质量 ０．６１８

信息更新速度 ０．５８７

网络费用 ０．５４６

校园人文环境 ０．５１８

方差贡献率／％ １７．９０６ １６．８６７ １１．３７９ ８．０８５

累积方差贡献率／％ １７．９０６ ３４．７７３ ４６．１５３ ５４．２３７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０．７７４

因子命名 信息素养能力 信息服务 信息环境 信息质量与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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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ＳＰＳＳ软件做出因子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提取的 ４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５４２３７％，总体效果良好。其中，因子１信息素养能力方差贡献率为１７．９０６％，在４个因子中数值最大，
说明因子１信息素养能力对大学生网络信息消费力的影响显著性最强；因子２信息服务方差贡献率为
１６．８６７％，在４个因子中数值次大，说明因子２网络硬件设施对大学生网络信息消费力的影响显著性第
二强；信息环境的方差贡献率为１１．３７９％，在４个因子中数值较大，说明因子３信息环境的显著性第三
强；因子４信息质量与支付能力方差贡献率为８．０８５％，在４个因子中数值最小，说明因子４信息质量与
支付能力的显著性最弱。

通过对影响因素所包含的测量题项的探索性分析和因子分析结果，剔除了消费者“对学术、科研的

需求”“对就业信息的需求”“对休闲娱乐的需求”和检索信息所用的“检索工具”这４个三级题项，在此
基础上改进了初始的影响因素构建，改进后的影响因素如表６所示。

表６　改进后的大学生网络信息消费力影响因素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消费者（主体）因素

消费者信息素养

消费者支付能力

信息技术能力

信息辨别能力

信息检索能力

信息分析能力

信息再生创造能力

收入水平

信息成本价格

信息产品及服务（客体）因素

信息质量与人文环境

信息服务

网站信息更新速度快慢

网站信息的质量

校园人文环境

信息服务的软硬件设施

数据库资源

信息环境 信息环境

国家信息机关的监管力度

国家相关法律的颁布

学校培养力度

　　通过对指标体系所包含的测量题项的主成分分析，既降低了数据的维度。又保留了原数据的大部
分信息，并且根据对测量题项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剔除了一个测量题项即实际优惠价格，改进了评价

指标。

３　结语
从所得到的网络信息消费力的影响因素来看，信息素养能力是影响大学生网络信息消费力的一个

关键因素；其次是信息环境，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不够，良莠不齐的信息在网上大量传播，阻碍学生获取

有利信息；再次是信息质量与信息产品的硬件服务，学校提供的软硬件也会影响到学生网络信息消费

力；最后是学校的培养力度和信息成本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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