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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媒体影响下的居民生态环境行为采纳研究

———基于上海市民垃圾分类的实证分析

韩韶君

摘　要：基于ＩＰＭＩ拓展模型考察媒体信息关注、环境态度、感知他人对媒体的接触、感知媒体对他人的

影响、感知社会规范等变量对上海市民垃圾分类采纳意向的影响，以及这些变量之间的交互机制，从假定媒

体影响视角探析居民采纳垃圾分类过程，以期通过媒体干预居民的生态环境行为。研究证实：（１）大众媒体、

环境态度与社会规范均正向作用于居民生态环境行为采纳意向。（２）感知媒体影响他人作为显著性传导变量，

在感知他人接触媒体与感知社会规范之间发挥 “催化剂”作用。（３）我国居民采纳生态环境行为不仅与其关

注媒体信息直接相关，也与其感知媒体影响他人的社会效果有关。媒体传播启示与干预策略建议：利用间接

媒体效果，促使人们形成媒体对他人影响的感知趋势，进而影响其自身对于生态环境行为采纳的主观规范。

应鼓励居民采纳垃圾分类、节约资源、低碳出行等生态环境行为，干预策略需强调媒体将会影响参照群体的

态度与行为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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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２０１９年发布的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指出，我
国居民能源资源节约、减少污染产生、绿色低碳出行和关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践行度较高，对垃圾
分类等生态环境行为的践行度普遍较低［１］（Ｐ２）。资料显示，在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０年期间，全国８个试点
城市开展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均成效甚微［２］，缺乏公众对垃圾分类行为的集体采纳是其主要原因。
以上海市为例，一项关于该市闵行区与黄浦区居民垃圾分类的调查显示：５０％以上的居民丢弃垃圾
时完全不分类，２２．８％的居民能够进行简单分类，只有不到１０％的居民可以做到正确的垃圾分
类［３］。还有统计表明，北京市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正确率也仅有１６．９２％至３４．５６％［４］。因此，有
必要了解这些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采纳过程，以动员更广泛的人群采纳此类生态环境行为［５］。

事实上，垃圾分类问题较为复杂，不仅有来自公共政策［６］、社会环境［７］等宏观层面的制约，还
有居民个体的环境价值观［８］、环境知识储备［９］等微观因素的影响。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行为的采纳
主体是居民个体，有学者试图从分析个体的感知行为控制入手，探究如何提高垃圾分类的回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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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１０］。因此，基于微观层面探讨垃圾分类采纳过程的研究日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有国外研
究发现，政府提供垃圾分类信息越多，采取垃圾分类的居民也就越多［１１］。国内研究也证实，报纸、
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在动员公众采纳垃圾分类方面作出了贡献［１２］。虽然这些研究都基于微观层面
从传播视角分析了媒体的直接作用，却很少观照媒体如何间接影响公众对生态环境行为的采纳。而
居民个体对包括垃圾分类在内的生态环境行为采纳，很可能受到感知媒体对他人影响、感知社会规
范以及环境态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循着这个思路，有研究者使用假定媒体影响模型 （英文简
称：ＩＰＭＩ①）解释了媒体对个体环境行为的影响［１３］。Ｌｉａｏ等则以ＩＰＭＩ模型为理论框架对其进行拓
展，通过检验感知媒体影响他人在感知他人接触媒体与感知社会规范间的介导作用，基于假定影响
视角考察大众媒体对公众绿色消费意向的直接与间接作用［１４］。

ＩＰＭＩ拓展模型是以新加坡的国家社会为背景，考察影响该国居民绿色消费意向的传播因素及
其交互机制。此前的大部分相关研究都是围绕美国等西方国家展开，而ＩＰＭＩ拓展模型为亚洲国家
的环境传播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亚洲国家，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现
代化程度较高，且均已实施垃圾分类、低碳出行等多项环保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ＩＰＭＩ拓展模
型对于探讨中国居民的生态环境行为采纳具有一定的借鉴性。

不过，中国与新加坡在国家制度、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存在差异，而ＩＰＭＩ拓展模型的研究对象为
居民的绿色消费，而不是垃圾分类。因此，有必要在中国社会背景下检验该模型的适用性，探讨媒体
如何影响人们采纳垃圾分类行为。研究结果也将作为ＩＰＭＩ拓展模型的丰富与发展，为未来在其他亚
洲国家开展的环境传播研究提供参考，并为决策者与传播者解决垃圾分类问题提供策略性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作为ＩＰＭＩ拓展模型的基础，假定媒体影响模型认为：人们感知媒体对他人的影响，可能导致
其自身的态度与行为变化。人们关注媒体信息，对其内容的性质及方向做出判断，倾向于假设他人
接触到相同的媒体内容并受到影响，由此预测人们对公众舆论与态度的看法。

基于假定媒体影响模型，ＩＰＭＩ拓展模型将 “感知媒体影响他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介导变量进
行考察，并将其放入感知他人接触媒体与感知社会规范之间进行检验。同时，将感知社会规范 （主
观规范、描述性规范、禁令性规范）整合为模型的中介变量，分析其在感知媒体影响他人与绿色消
费意向之间发挥的作用。ＩＰＭＩ拓展模型证实：居民的绿色消费意向与其关注媒体信息、环境态度、
主观规范、描述性规范与有关，与禁令性规范无关。同时，环境态度、主观规范、描述性规范等变
量在感知媒体影响他人与绿色消费意向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上海市作为国内首个全面开展垃圾分类的城市，其现代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与新加坡较为接
近，因此，本研究选择上海市居民垃圾分类作为研究对象，基于ＩＰＭＩ拓展模型考察媒体信息关
注、环境态度、感知他人接触媒体、感知媒体影响他人、感知社会规范等变量对居民垃圾分类采纳
意向的影响，以及上述变量之间的交互机制，从假定影响视角探析媒体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

（一）直接媒体作用：信息关注与态度形塑
大众媒体在引导公众采纳生态环境行为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１５］。研究表明，媒体的新闻框架

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感知，进而影响其反应及环境行为表现［１６］。ＩＰＭＩ拓展模型认为，媒体提供
的环保信息与公众的绿色消费意向正相关，并正向作用于公众的环境态度，这也是媒体对公众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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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与环境态度的直接作用。
从影响居民的内部视角看，采纳垃圾分类行为既是居民个体的能动选择，也是制度约束下的被

动驱使，而大众媒体的宣传往往可以形塑公众的环境态度，激励其形成采纳意向并实施采纳行为。
有研究者分析了美国马萨诸塞州垃圾分类长达１３年的面板数据，包含相关政策、措施与社会环境
（经济与人口）等变量。结果显示，居民对垃圾回收效益的认知影响其行为参与，尤其是针对信息
匮乏人群开展的信息传播，可能会提高其垃圾回收的参与率［１７］。研究发现，不同电视节目形态对
受众环境行为 （包括垃圾回收、节能产品使用等）存在直接作用，同时对公众环境态度有介导作
用［１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１：上海市民对垃圾分类的媒体信息关注与其垃圾分类意向正相关。
研究假设２：上海市民对垃圾分类的媒体信息关注与其环境态度正相关。
（二）间接媒体作用：假定媒体影响与 “两阶假设”
大众媒体如何间接影响公众的采纳意向与环境态度，ＩＰＭＩ拓展模型对此提出了 “两阶假设”。第

一阶假设：人们根据自己对媒体信息的接触，推断该信息对他人的影响［１９］。Ｇｕｎｔｈｅｒ等提出的 “说服
性新闻推理”解释了人们接触媒体信息与感知他人接触该信息之间的关系，证实人们越关注媒体信
息，就越有可能认为他人也受到这些信息的影响［２０］。ＩＰＭＩ拓展模型检验该假设的结果显示，居民关
注媒体环保信息与其感知他人关注这些信息 （感知他人接触媒体）、感知这些媒体信息对他人的影响
（感知媒体影响他人）正相关。同时，感知他人接触媒体正向作用于感知媒体影响他人。

从影响居民采纳垃圾分类行为的外部视角看：一方面，媒体宣传可以直接引导公众对环境行为
的选择；另一方面，家人、同事、邻居等参照群体也在间接影响居民个体的采纳意向。研究表明，
同龄人与压力群体是影响个体采纳垃圾分类的重要外部因素［２１］。“第三人效果”的相关研究证实，
人们倾向于根据自身的媒体接触来估计媒体对他人的影响［２２］。由于 “自我强化”作用，人们越关
注媒体的垃圾分类信息，也越容易感知他人在关注这些信息并受其影响。同时，媒体的宣传色彩越
浓、力度越强，人们感知他人受到这些媒体的影响也越大。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３：上海市民关注垃圾分类的媒体信息与其感知他人的媒体接触正相关。
研究假设４：上海市民关注垃圾分类的媒体信息与其感知他人受媒体的影响正相关。
研究假设５：上海市民感知他人接触媒体与其感知他人受媒体的影响正相关。

ＩＰＭＩ拓展模型的第二阶假设：人们感知媒体对他人的影响与其自身的态度、行为相关。该假
设检验结果显示，居民感知媒体环保信息对他人的感知与其绿色消费意向正相关。同时，居民的环
境态度在感知媒体影响他人与其绿色消费意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有关健康行为采纳的研究也得出
了类似结论。研究发现：青少年认为媒体传播的禁烟信息可能影响其同龄人的态度与行为，而这些
对同龄人的感知反过来又影响其自身的吸烟态度与行为［２３］。

上述研究都为媒体间接影响居民采纳垃圾分类提供了经验支持。有关垃圾回收的研究证实，如
果个体感知他人采纳了回收行为，那么他也倾向于从事相同的行为［２４］。这种由 “多元无知”导致
的垃圾分类行为采纳，实际上是个体依靠 “准统计感觉”来感知意见气候。基于感知媒体影响他人
的个体很可能又受到这种 “感知作用”，从而改变自身的行为与态度。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６：上海市民感知媒体对他人的影响与其垃圾分类意向正相关。
研究假设７：上海市民的垃圾分类态度在其感知媒体影响他人与垃圾分类意向之间发挥中介

作用。
（三）感知社会规范下的 “中介效应”路径
ＩＰＭＩ拓展模型认为：除了媒体信息与环境态度之外，社会规范也是影响人们环境行为意向的

重要变量，并证实居民的绿色消费意向与主观规范、描述性规范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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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是人们理解事件与行为时没有第一手资料，转而在与他人沟通中形成的［２５］（Ｐ１５５－１６３），
因此，从人际交流或大众媒体中获取的信息构成了社会规范［２６］。受众习惯将媒体传播的环境信息
视作对社会成员所持价值观的描绘，由此形成了他们对主流环境意见的感知规范。社会规范实际上
是个体对主流舆论的模糊感知，用以调整自身的环境行为来迎合多数人的期望。

ＩＰＭＩ拓展模型将感知社会规范分为主观规范、描述性规范与禁令性规范。其中，描述性规范
代表个体感知社会群体中大多数人的主流做法，并提供他人就某一问题采取常见行动的信息。主观
规范是指在给定的情境下，他人对自身的社会期望。禁令性规范作为群体内的社会规则，激励人们
基于社会认可或制裁的承诺而实施行为［２７］。

研究表明，社会规范是居民采纳垃圾分类的重要参考标准，为公众提供可供学习或效仿的经验
路径。居民感知参照群体对自身的期望越高，其依从舆论压力的意向也就越强，也越有可能采纳垃
圾分类行为［２８］。上海市自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施行的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
例》）侧重对居民的规范性影响，比如其中规定：“个人应当积极参与绿色生活行动，减少生活垃圾
产生，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义务，并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责任”。《条例》实施后，上海市多个政
府机构、企业公司、街道社区等开展了垃圾分类推广活动，上海市本地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
也借助多平台进行了广泛宣传，关注这些信息的上海市民很可能会从上述渠道收集有关垃圾分类的
社会规范线索。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８：上海市民关注垃圾分类的媒体信息与其认为他人会参与垃圾分类的看法正相关
（描述性规范）。

研究假设９：上海市民关注垃圾分类的媒体信息与其认为他人被期望参与垃圾分类的看法正相
关 （主观规范）。

研究假设１０：上海市民关注垃圾分类的媒体信息与其认为他人会赞成垃圾分类的看法正相关
（禁令性规范）。

ＩＰＭＩ拓展模型不仅考察了居民关注媒体信息与其感知规范之间的关联性，还提出感知社会规
范在感知媒体影响他人与绿色消费意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并证实描述性规范与主观规范的中介效
应显著，禁令性规范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一项关于垃圾回收公益广告的研究显示，禁令性规范与描述性规范信息均正向影响居民的垃圾
回收意向。在观看公益广告后，更多的参与者认为采纳垃圾回收行为是被赞成的，该行为也将会是
普及的，他们计划在未来回收更多的垃圾［２９］。人们可能根据感知媒体对他人的影响而改变自身的
环境行为意向。这源于他们推测其他人采纳垃圾回收将是普遍行为 （描述性规范），或者赞成采纳
垃圾回收行为 （禁令性规范）。还有研究证实，参照群体对垃圾分类的期待越高 （主观规范），个体
采纳垃圾分类的意向也越强［３０］。这表明假定媒体影响还通过主观规范作用于环境行为意向。

从上海市垃圾分类的传播实践看，政府与媒体提供的垃圾分类信息具有较强的说服动机，垃圾
分类信息传播的 “第三人效果”将更加明显。也就是说，说服公众采纳垃圾分类的动机越强，人们
越倾向于感知他人会受到这些信息的影响，假定媒体影响进而又通过描述性规范、主观规范、禁令
性规范来激励个体去采纳垃圾分类行为。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１１ａ：描述性规范在上海市民感知媒体影响他人与其垃圾分类意向之间发挥中介
作用。

研究假设１１ｂ：主观规范在上海市民感知媒体影响他人与其垃圾分类意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研究假设１１ｃ：禁令性规范在上海市民感知媒体影响他人与其垃圾分类意向之间发挥中介

作用。
综上，本研究基于ＩＭＰＩ拓展模型构建的垃圾分类采纳意向模型如图１所示。

—７１１—

韩韶君：假定媒体影响下的居民生态环境行为采纳研究———基于上海市民垃圾分类的实证分析



图１　垃圾分类采纳意向模型①

三、研究方法

（一）抽样
本研究偏重变量关系探讨，采取滚雪球抽样法收集数据。在２０１９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对上海市民进

行问卷调查，１２月３１日收回问卷，经过数据清洗，得到有效样本共７９２份。受访样本中女性人口占

５８．４％，男性人口占４１．６％；年龄方面，２０岁以下人口占１．０％，２１～３０岁人口占３７．１％，３１～４０
岁人口占３１．１％，４１～５０岁人口占１８．０％，５１～６０岁人口占１１．９％，６１岁以上人口占０．９％。

（二）测量
本次调查除人口统计问题外，所有测量均采用５级量表。本研究对每个变量对应的所有题项答

复进行平均化处理，以显示每个变量的综合指数。

１．媒体信息关注。测量受访者通过不同媒介对垃圾分类信息的关注程度，包括报纸、杂志、
广播、电视、户外媒体 （如展板）、微博、微信、手机短视频客户端 （如抖音）、新闻网站、手机新
闻客户端 （如 “今日头条”）等１０个媒体渠道 （１＝从不关注，５＝非常关注；Ｍ＝２．９１７，ＳＤ＝
０．７７９；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８７）。

２．感知他人接触媒体。本研究借鉴 Ｇｕｎｔｈｅｒ等分析媒体影响青少年吸烟的感知媒介接触量
表［２３］，测量受访者分别对家庭成员、朋友以及邻居关于垃圾分类信息关注程度的感受 （１＝非常不
关注，５＝非常关注；Ｍ＝３．２０７，ＳＤ＝０．７６１；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３４）。

３．感知媒体影响他人。测量感知媒介对他人的影响，本研究使用ＩＰＭＩ拓展模型的感知他人媒
介影响量表，测量受访者认为有关垃圾分类的媒体信息分别对其家庭成员、朋友、邻居的影响程度
（１＝完全没影响，５＝非常有影响；Ｍ＝３．４０１，ＳＤ＝０．７５９；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４４）。

４．垃圾分类态度。本研究使用计划行为理论［３１］中态度量表的４个指标，问题是 “您认为垃圾
分类是？”选项从 “无益的”、“不重要”、“非常没趣”、“令人厌恶”到 “有益的”、“很重要”、“十
分有趣”、“令人愉快”（Ｍ＝４．１２６，ＳＤ＝０．６０３，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７４７）。

５．感知社会规范。测量主观规范、描述性规范与禁令性规范，本研究均借鉴ＩＰＭＩ拓展模型，使
用Ｐａｒｋ等［３２］有关器官捐献的感知规范量表。其中，测量主观规范，设计了以下３个题项：（１）我认为

①　Ｈ＝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研究假设）；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ｅｒｒｏｒ（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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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重要的人都觉得我应该和家人、朋友、邻居一起讨论垃圾分类；（２）许多人都希望我能和家人、
朋友、邻居一起讨论垃圾分类；（３）我认为许多有见解的人都觉得我应该和我的家人、朋友、邻居一
起讨论垃圾分类 （１＝非常不同意，５＝非常同意；Ｍ＝３．３３８，ＳＤ＝０．８５７，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７３）。

测量描述性规范，设计了以下３个题项：（１）大多数重要人士已经和他们的家人、朋友、邻居
讨论过垃圾分类；（２）大多数有见解的人已经和他们的家人、朋友、邻居讨论过垃圾分类；（３）大
多数重要人士曾经召开过家庭会议，或组织过朋友聚会，或邻居聚会，共同讨论垃圾分类 （１＝非
常不同意，５＝非常同意；Ｍ＝３．１１９，ＳＤ＝０．８１９，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４６）。

测量禁令性规范，设计了以下３个题项：（１）大部分重要人士会支持 “我向周围人表达对垃圾
分类的看法”；（２）大部分有见解的人会支持 “我和周围人一起讨论垃圾分类”；（３）大部分重要人
士会支持 “我和周围人一起讨论垃圾分类”（１＝非常不同意，５＝非常同意；Ｍ＝３．６３８，ＳＤ＝
０．７７５，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９１７）。

６．垃圾分类意向。本研究对Ｋａｉｓｅｒ等［３３］开发的一般生态行为量表中有关环保参与意向指标进
行调整，结合 《条例》中有关垃圾分类行为特征的相关描述，以及前期焦点小组访谈结果，设计了
以下６个题项：（１）我会积极参与绿色生活行动，减少生活垃圾产生；（２）我会将分好类的垃圾在
投放前分别存放；（３）投放垃圾时，我会做到分类投放；（４）我会将违反生活垃圾管理规定的行为
向相关部门投诉和举报；（５）如果我将有害垃圾与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混合投放，我愿意接
受相应处罚；（６）我会使用可循环利用的产品，通过线上、线下交易等方式，促进闲置物品再使用
（１＝非常不同意，５＝非常同意；Ｍ＝３．８５６，ＳＤ＝０．７０５，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７０）。

（三）分析方法
为确保所有题项都能载荷到各自的项目上，ＩＭＰＩ拓展模型先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接下来，

ＩＭＰＩ拓展模型使用结构方程模型 （ＳＥＭ）做路径分析。ＩＭＰＩ拓展模型认为，路径分析可以测试从
前内生变量到后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之间的联系，以及所有外生与前内生变量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使用绝对拟合指数 （ＳＲＭＲ、ＲＭＳＥＡ、ＴＬＩ）与相对拟合指数 （ＣＦＩ）等４个模型拟合
指数来确定模型拟合度。其中，ＳＲＭＲ值小于０．０８０［３４］，ＲＭＳＥＡ值小于０．１００［３５］，ＣＦＩ与ＴＬＩ值
大于０．９００［３６］，模型才被认为具有良好的拟合性。

四、研究发现

结果显示，所有指标综合测量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均大于０．７００，表明每个构念的题项都载荷在各
自的项目上，可靠性较高［３７］。本研究根据构建的垃圾分类采纳意向模型，将处理所得数据导入Ａ－
ｍｏｓ中，但模型拟合度不高。因此，本研究根据Ａｍｏｓ修正指标提示，对Ｅ４Ｅ５、Ｅ５Ｅ６、Ｅ４
Ｅ６三对残差增加相关路径。随后，绝对拟合指数与相对拟合指数均有所改善 （ＳＲＭＲ＝０．０２５、

ＲＭＳＥＡ＝０．０８７、ＴＬＩ＝０．９３３、ＣＦＩ＝０．９８１），达到可接受范围。上海市民的垃圾分类采纳意向

ＳＥＭ参数估计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显示了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首先，关注媒体垃圾分类信息分别与垃圾分类意向

（β＝０．０６８）、垃圾分类态度 （β＝０．１５１）、感知他人对媒体垃圾分类信息的关注 （β＝０．６１２）以及
感知这些信息对他人影响呈正相关 （β＝０．１８３）均呈正相关。因此，支持研究假设１、研究假设２、
研究假设３、研究假设４。其次，关注媒体垃圾分类信息分别与描述性规范 （β＝０．２５１）、主观规范
（β＝０．３１１）以及禁令性规范 （β＝０．１６４）均呈正相关，从而支持研究假设８、研究假设９、研究假
设１０。第三，感知他人关注媒体垃圾分类信息与感知这些信息对他人影响呈正相关 （β＝０．４９２），
因此支持研究假设５；感知媒体垃圾分类信息对他人影响与垃圾分类意向 （β＝０．１３１）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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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垃圾分类采纳意向ＳＥＭ参数估计结果

因此支持研究假设６。

在中介效应方面，研究假设７提出，上海市民的垃圾分类态度在其感知媒体影响他人与垃圾分类
意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个体感知媒体垃圾分类信息对他人影响与其垃圾分类态度 （β＝
０．１６９），以及个体采纳垃圾分类意向与其垃圾分类态度 （β＝０．５０８）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支
持研究假设７。研究假设１１ｂ提出，主观规范在上海市民感知媒体影响他人与垃圾分类意向之间发挥
中介作用。图２显示，感知媒体垃圾分类信息对他人影响与主观规范之间的关联显著 （β＝０．４０９），以
及主观规范与垃圾分类意向之间的关联均显著 （β＝０．０７３），因此也支持研究假设１１ｂ。

研究假设１１ａ提出，描述性规范在上海市民感知媒体影响他人与垃圾分类意向之间发挥中介作
用。如图２所示，虽然感知媒体垃圾分类信息对他人影响与描述性规范之间的关联显著 （β＝
０．４２７），但描述性规范与垃圾分类意向之间的关联不显著 （β＝０．０２０，ｎｓ），因此不支持研究假设

１１ａ。研究假设１１ｃ提出，禁令性规范在上海市民感知媒体影响他人与垃圾分类意向之间发挥中介
作用，图２显示感知媒体垃圾分类信息对他人影响与禁令性规范之间的关联显著 （β＝０．３９０），但
禁令性规范与垃圾分类意向之间的关联不显著 （β＝０．０１５，ｎｓ），因此也不支持研究假设１１ｃ。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ＩＰＭＩ拓展模型，考察媒体信息关注、环境态度、感知他人接触媒体、感知媒体影
响他人、感知社会规范等变量对个体垃圾分类行为采纳意向的影响，以及上述变量之间的交互机
制。本研究贡献在于，从假定媒体影响视角考察影响我国居民生态环境行为采纳的媒体作用机制，

揭示了间接媒体效果的理论价值，也为解决垃圾分类问题提供了启示。

与ＩＰＭＩ拓展模型相同的是，本研究发现，感知媒体影响作为显著性的传导变量，在感知他人
接触媒体与感知社会规范之间发挥 “催化剂”作用。通过对上海市民垃圾分类采纳过程的分析，研
究证实媒体信息关注与环境态度、主观规范以及垃圾分类意向直接或间接相关。

上海市民采纳垃圾分类行为不应仅归因于他们对媒体垃圾分类信息的关注 （直接媒体效果），

也有可能与其感知媒体对他人影响带来的社会效果有关［３８］（Ｐ１７７－１９７） （间接媒体效果）。这种效果是人
们在评估媒体信息后对媒体就该事件的立场与倾向性的判断［３９］。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关注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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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信息与其感知他人接触媒体以及他人受到这些消息的影响同时相关。对媒体影响他人的感
知进而影响人们采纳垃圾分类的采纳意向，这种间接媒体效果与已有研究结论［４０］相似。

此外，研究发现，强烈感知媒体影响他人的上海市民，对垃圾分类行为也持有更加积极的态
度。同时，研究还证实，主观规范在感知媒体影响他人与垃圾分类意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那些认
为媒体对他人影响较大的上海市民，更倾向于感知他人将会采纳垃圾分类行为，而这种媒体效果感
知也将进一步反作用于居民自身，使其表现出更强烈的垃圾分类采纳意向。

与ＩＰＭＩ拓展模型不同的是，研究发现，描述性规范与禁令性规范在感知媒体影响他人与垃圾分
类意向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同时，本研究基于ＩＰＭＩ拓展模型构建的初始模型拟合度不高，
随后对描述性规范、禁令性规范以及主观规范等变量残差增加相关路径，模型拟合度得以改善。上述
这些结果均表明，描述性规范、禁令性规范与主观规范之间存在重复测量的可能性。而从计划行为理
论视角来看，主观规范是个体对参照群体期望的感知程度，描述性规范与禁令性规范也均涉及对参照
群体看法与行动的感知。因此，对主观规范的测量可能已经包含描述性规范与禁令性规范的因子，这
可能也是媒体信息关注与主观规范、描述性规范、禁令性规范均正相关的原因之一。

本研究对我国的环境传播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鉴于感知媒体影响他人与主观规范之间存
在积极关系，政府可尝试利用媒体的间接作用效果，促使人们形成媒体对他人影响的感知趋势，进
而影响其自身对于生态环境行为采纳的主观规范。因此，应鼓励我国居民采纳垃圾分类、节约资
源、低碳出行等生态环境行为，干预策略需强调媒体将会影响参照群体的态度与行为信念。

以垃圾分类为例，一方面，可以使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以及楼宇电视、“社区通”
等区域性媒体，采取多渠道信息传播。另一方面，可尝试在内容中增加基于家庭、社区、校园等场
景下的叙事情节。比如，校园学生从电视上学习并掌握了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知识；社区居民听完
广播后，按标志单独投放有害垃圾，分类投放其他生活垃圾；街边行人看到户外电子屏幕播放的公
益广告后，不再随手乱丢垃圾。这些发生在我国居民生活中常见的情景，能够培养人们采纳垃圾分
类的信念。更多的人们会倾向于认为，他人接触到上述媒体信息并受到影响而采取行动。在感知媒
体对他人的影响后，居民自身可能也会积极采纳垃圾分类行为，以便与社会期望保持一致。

总体来看，这种强调影响参照群体的媒体干预策略，在中国、新加坡以及其他东亚地区国家的
适用性均较强。大部分东亚国家都可尝试利用间接媒体效果，促使人们形成媒体对他人影响的感知
趋势，进而影响其自身对于生态环境行为的采纳。但鉴于不同国家的制度、社会、文化存在差异，
各国媒体在强调对参照群体的影响时，应结合本国国情，调整干预策略以实现最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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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韶君：假定媒体影响下的居民生态环境行为采纳研究———基于上海市民垃圾分类的实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