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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网络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了解社会的重要渠道。

传统的根据内容判断信息可信度的模式已不再受用，媒体的可信度问题日益明显，外围线索在人们快速

判断信息可信度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M)理论和启发式

线索从新闻信源可信度、评论效价以及用户个体因素这三个角度阐述对媒体可信度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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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ransformations i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have established online media as a vital channel for people to access information and understand 
society. Traditional models of judging information credibility based solely on content are no longer 
adequate, making media credibility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ssue. Peripheral cues now play a 
crucial role in enabling people to quickly assess the credibility of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Elabo-
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 theory and heuristic cues. This study employs the Elaboration Like-
lihood Model (ELM) and heuristic cues theory to examine how news source credibility, comment 
valence, and user individual factors affect media cred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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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多元社会思想依附网络媒介(微博、微信等)实现泛化传播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

是这种新型传播模式隐含的特定叙事结构和运作逻辑，与媒介伦理失范、权责失守等因素相叠加，在一

定程度上使各类错误观念思想加速流动，造成媒体信任异化和流失风险，严重污染了互联网社会生态。 
除了从新闻内容和用户特征等方面考察网络媒体信息可信度，用户对信息的感知可信度，阅读、点

赞、评论、转发等，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目前已有的研究表明新闻的外围线索如点赞、收藏和转发

量等是影响媒体可信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喻国明，2019)。除此之外，网络用户的个人评论对媒体可信度的

影响也因其观点性、及时性、多元化、互动性等优势，在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愈发凸显，在线评论所表

达出的正面和负面情感倾向被称之为评论效价，对媒体可信度存在一定影响(Fawzi et al., 2021)。在线新

闻消费中，用户不仅接触新闻媒体内容，还会受外围线索的影响，多项研究表明，为了减少处理大量在

线信息的时间，用户在评估可信度时经常依赖某些外围线索。在本研究中的外围线索主要包括新闻的信

源可信度和评论效价。 

2. 理论基础 

2.1.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M) 

国内外学者对于 ELM 的研究主要包括：一是基于 ELM 信息处理和消费行为研究，多应用于广告、

营销和传播效果，外围路径效果不如中枢路径效果持久。基于经典条件作用理论和双重过程理论，态度

在外围信息反复暴露下形成，又或者通过某些方式如幽默形成情感线索，给个体带来更深印象，形成持

续效果(包敦安，董大海，2009)。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认为个体对信息精细加工程度取决于个体动机和

评估论据能力，动机和能力强的个体倾向于中枢路径，反之则倾向于外围路径。ELM 模式从宏观上描述

了信息加工深度或认知介入程度对受众心理态度改变的影响。另有研究者提出的说服力 ELM 假设可以

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实现说服：当个人具有高度的积极性或具有处理信息的能力时，很可能通过对所提

供的信息进行细致而详尽的认知处理(称为中心途径)来实现说服力，在这一点上，理性线索起着重要作用。

相反，当动机和信息处理能力较低时，个体倾向于依靠简单的线索来做决定，并倾向于避免复杂的认知

努力，在这一点上，启发式线索起着重要作用。 

2.2. 启发式线索 

面对信息过载，寻找有用且可信的信息变的更具有挑战性。系统处理模式要求个体对信息内容进行

详尽的审查和深入的推理，而启发式处理则依赖于启发式线索或特定的判断规则来评估信息质量(董庆兴，

王雪宁，熊思玥，2024)。鉴于个体的注意力和认知资源是有限的，人们倾向于花费尽可能少的脑力来得

出结论。在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中，启发式常被用来描述人们在面对复杂问题时采用的简便方法，可能牺

牲一定的准确性以换取效率。所以，他们更可能对现有信息进行表面处理，依赖各种启发式线索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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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和决策。在社交媒体中，启发式线索常以点赞、评论、观点或分享内容的形式出现，它们反映了社

交媒体空间中“他者”态度和观点。模态–代理–交互–可导航性(MAIN)模型为这一命题提供了进一步

的支持。MAIN 模型认为，数字环境中的外围特征可以作为启发式线索，从而影响对媒体信息核心内容

的可信度评估。 

3. 媒体可信度 

信息时代下，媒体作为核心信息传播渠道，其可信度深刻影响着公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自 2000
年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兴起以来，关于在线媒体信任的研究显著增加(Greer, 2003)，尤其关注假新闻、信息

过载及社交媒体谣言等因素如何损害公众信任。然而，学术界在如何操作化定义和测量“媒体信任”这

一概念上仍存在分歧，具体所指包括对新闻媒体整体、特定传播渠道、新闻报道本身或新闻记者的信任。 

4. 影响媒体可信度的外围线索 

一项对在线健康论坛的研究将中心线索定义为与论点质量有关的提问，将外围线索定义为自动生成

的排序线索，如推荐阅读数、点赞数和用户生成的线索，如发帖者可信度和头像特征(Lopes et al., 2021)。
新闻的外围线索(peripheral cues)是指那些与新闻内容本身不直接相关，但可能影响受众对新闻信息可信

度判断的辅助信息或线索。这些线索通常不是新闻的核心要素，如事实、数据或事件本身，而是新闻呈

现的方式、来源的特征、传播渠道的属性等因素(Wathen, Burkell, 2002)。外围线索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往往

是无意识的，它们可能会在受众没有深入分析新闻内容的情况下，先行影响其对新闻可信度的初步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外围线索对媒体可信度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其作用机制会因情境的不同而表现出显著

的差异性。有研究指出在信息复杂且受众认知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点赞数和阅读量等外围线索可能成为

受众判断信息可信度的主要依据；而在受众对特定领域有一定了解或高度关注时，这些外围线索的影响

可能会减弱，受众更倾向于关注内容本身的质量和深度。 

4.1. 信源可信度 

在网络信息时代，信源的可信度成为判断信息可信度至关重要的因素，尤其在新闻领域，信源的可

信度直接影响着媒体的可信度。信源可信度并非孤立存在，它与信息来源的属性紧密相关，这些属性共

同构建了信息来源作为可靠且有价值的信息提供者的地位(Chao et al., 2024)。其中，可信度和专业知识是

定义信源可信度的关键要素，可信度反映了受众对信息源所提供信息真实性的信念程度，即信息源是否

具备准确的特质。而专业知识则体现了信息源对特定主题进行论述的能力和资格，包括其知识储备和技

能水平，在信息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中，尤其是在面对谣言等不确定性信息时，信源的专业性和可信度

对信息的说服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而影响受众的态度和行为。一般来说，受众更倾向于接受和相

信来自值得信赖的专家来源的信息。信源的外围线索，如发帖者的头像、历史表现等，其影响也受情境

调节。在受众对信源专业领域不熟悉时，一个专业、可信赖的头像或高评分可能显著提升信源的可信度；

但在受众对领域有一定了解时，这些外围线索的影响可能减弱，受众更关注信源提供的内容是否与其专

业知识相符。 
但是，可信度和专业知识在信息说服过程中的权重并非一成不变。有研究表明，高可信度但低专业

水平的信源可以减少个人对错误信息的依赖，而低可信度高专业水平的信源则未必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Zhang, Wu, Mattila, 2016)。另有研究指出，在改变受众态度方面，专业知识可能比可信度更为重要，尤

其是在纠正错误信息时，专家来源比普通用户更具说服力。这表明信源可信度的两个维度在不同情境下

可能发挥不同的作用。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信源的可信度还与其影响力密切相关，影响力是指信源影响他人观点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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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能力。根据两步流理论，具有高影响力的信源即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显著影响

信息的传播效果。所以，信源的可信度不仅直接影响信息的说服力，还通过影响信源的影响力间接作用

于信息的传播和用户的分享行为。 

4.2. 评论效价 

在线评论，作为网络评论，通常位于每条在线新闻的底部，允许一般用户添加自己的观点以及对给

定媒体内容的解释。所以，当用户在浏览在线新闻时，他们不仅接收在线新闻内容本身，还通过在线评

论获取了其他用户的观点和看法。用户不再局限于浏览和阅读信息，而是通过发表评论、分享观点、创

作内容等方式，主动参与到信息的生成和传播过程中(杨弦，王智慧，吴江宁，2023)。尤其是在新闻领域，

用户的参与和互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对新闻事件发表评论，表达自己

的观点和看法。这些评论不仅反映了用户个人的情感和立场，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他用户对新闻内

容的理解和认知。这种互动式的新闻消费方式，使新闻内容不再是单向传播的，而是形成了一个多向度、

多层次的交流网络。研究表明，在线评论的定性线索会对用户态度和看法产生影响。国外学者有研究通

过测量被试在接触评论前后对公告的评价变化，探讨了在线评论对用户态度的影响。他们发现，积极和

消极的评论分别对公告的评价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尤其是当先前的态度与评论观点一致时，这种影

响更为显著。MAIN 模型的理论认为，围绕在线媒体呈现的技术线索可以影响随后对内容的评估方式。

就在线评论而言，MAIN 模型的理论认为，大多数人认可的新闻会触发潮流启发式或心理捷径，即如果

其他人称赞了这些内容，那么它一定是好的。启发式的激活也塑造了读者对相关内容的感知，导致可信

度感知与媒介的可负担性引发的启发式一致。 
评论效价的影响同样具有情境依赖性。在受众对新闻主题非常熟悉且持有强烈个人观点时，评论的

效价可能对其态度影响较小，甚至可能引发反驳；而在受众对主题了解不多或态度模糊时，评论的效价

则可能成为其形成态度的重要参考。此外，评论的数量、评论者的身份如是否为专家或普通用户等外围

线索，也会调节评论效价的影响力。少量评论的影响力可能有限，而大量的评论尤其是来自可信评论者

的评论，其效价的影响力会更大。 

4.3. 用户个体特征 

Flanagin 与 Metzger 的研究表明，网络用户在接收信息时，会运用个人媒介使用经验作为判断信息真

实性的依据，并将此能力定义为“媒介素养”。据此推论，网络使用的持续性与经验积累，能够有效提升

用户的媒介素养及信息辨别力。不仅如此，学界普遍观察到一种现象：媒介的使用频率与其可信度评价

之间存在正向关联，个体倾向于将最常使用的媒介视为最值得信赖的。除此之外，用户个体的认知需求

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个体在选择观看新闻信息时会受到自身认知需求的影响。认知需求是指个体享受需

要思考的活动，作为一种获取信息和探索新领域的心理动力，对于个体获取信息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有研究表明，高度认知需求的个体更倾向于通过多个渠道获取信息，同时也更容易接受不同意见的观点。

而相比之下，低认知需求的个体则更容易出现认知结构上的碎片化特征。同时认知需求已被反复证明在

不同的信息呈现背景下对感知的可信度和态度具有调节作用，例如，正面与负面框架、复杂性、风险披

露或来源可信度。 

5. 结语 

用户对网络媒体可信度的评估正经历着从“内容为王”到“线索为王”的形式转变，公众面对海量

信息时，往往难以进行深入的内容验证，而是倾向于依赖各种外围线索进行快速判断(Pjesivac, Geidner, 
Cameron, 2018)。不管是是来自新闻信源的权威性背书，还是来自其他用户评论的情感倾向，都在潜移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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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影响着人们对信息可信度的感知。 
本研究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M)和启发式系统理论，系统梳理了外围线索对网络媒体可信度

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源可信度作为重要的启发式线索，其感知专业性和可信度水平深刻影响着信息的

说服力和传播效果。高可信度的信源更容易获得公众的信任，其发布的信息也更容易被接受和传播

(Mulckhuyse, Theeuwes, 2010)。而评论效价，作为用户互动的重要体现，通过社会证明效应和情感传染机

制，对媒体可信度产生着显著影响，积极正面的评论能够增强公众对信息的信任感，而消极负面的评论

则会引发质疑，削弱媒体的可信度。 
但是，外围线索对可信度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调节，信息的类型、受

众的认知需求、文化背景等。在面对复杂或风险信息时，公众对信源专业性的要求更高；而高认知需求

的个体更倾向于进行深入思考，对外围线索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 
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外围线索的交互作用，以及不同情境下外围线索对可信度影响

的差异性。还需要关注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传统可信度评估模式的冲击，并探索新的、适

应新媒体环境的可信度评估模型。网络媒体应注重提升信源的可信度，通过权威背书、多信源交叉验证

等方式增强信息的可靠性，也应积极引导用户评论，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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