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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目的：数字时代下，网络空间作为信息传递的新平台同时拓宽了公众参与的渠道与范围，使得更多

群体纳入政治参与当中，因此本文在“公民志愿模型”的基础上，探索男性与女性个体在数字空间进行

信息获取与表达的非正式参与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弥合男性与女性数字参与差异提供科学有效的

切入口。研究方法：研究对2017年网民意识形态调查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并针对不同数字参与类型分

别构建回归模型。研究结果：第一，男性和女性网民在数字参与上依旧存在显著差异。第二，各因素对

个体不同类型数字参与的影响效果不同。第三，各因素对个体数字参与的影响在不同性别中存在差异，

具体表现在家庭平均年收入、社交频率等因素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研究结论：首先，弥合男女之

间数字参与的差距需要打破女性的思想桎梏，增强对女性政治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其次，个体数字参与

的提升需要从自身、家庭和社会多个维度出发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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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In the digital age, cyberspace, as a new platform for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has ex-
panded the channels and scop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llowing more groups to participate in po-
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formal participation of male and female 
individuals i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expression in digital spa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Citizen Volunteer Model”,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entry point for bridg-
ing the gap in digital participa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Methods: Analyze the sample data of 
the 2017 survey on netizen ideology and construct regression model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digital 
participation. Results: Firstly, there is still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gital participatio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netizens. Secondly, various factor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individual digital 
particip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Thirdly,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various factors on 
individual digital participation among different genders,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factors such as 
average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frequency, which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men and 
women. Conclusion: Firstly, bridging the digital gap between men and women requires breaking 
the ideological shackles of women and enhancing the cultivation of women’s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abilities. Secondly, the improvement of individual digital participation needs to be jointly 
promoted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of oneself, family,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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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行为和地位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两性间不同的

基因倾向和社会赋予两性不同的期望。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网络空间进出的低成本性和低权限性，使

其成为人们进行信息获取和信息传递的全新平台，进而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参与的门槛，为人们提

供了便利且多元的参与渠道，在既往研究中也发现男性与女性公众参与间的差异得到了缩减。因此，本

文通过对 2017 年网民意识形态调查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以期探索男性与女性个体在数字空间进行

信息获取与表达的非正式参与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数字参与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见解，部分学者将其广泛认为是人们使用和参

与不同互联网活动、内容和平台的方式(Helsper & Eynon, 2013)，并将其分类为网络新闻、公共服务、音

乐、参与俱乐部或组织的浏览和信息获取功能，以及通过电子邮件、社交网络和论坛的交流功能(Bakker 
& De Vreese, 201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数字参与即公民通过使用数字技术进行公民参与，是伴随数字

中国社会发展而来的公众通过网络和智能技术进行公众参与的一种线上公众参与形式，也是基于网络公

众参与发展而来的一种概念。公民在数字社会中被赋予了新的数字身份，而数字参与既是数字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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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关键因素(王佑镁等，2021)，也是数字公民素养所包含的一部分(Choi, 2016)。一方面，公民数字

参与能够起到促进社会、国家乃至全球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数字参与也是公民在数字社会中的政治

获得感、数字获得感得到满足的重要路径(陈丹引，2021)。 
因此，本文也将数字参与界定为，在数字社会环境下，具备使用数字技能的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和智

能技术与政府进行沟通对话和信息反馈，从而达到促进政策优化、社会福祉提升作用的公众参与过程。

由于互联网能够提供和储存大量信息，公众之间信息的交流互动促进了其社会网络的形成与拓展(Resnick 
& Zeckhauser, 2002)，数字平台不仅为个体提供了接触海量信息的平台，且允许信息的交换与沟通，使个

体自身的意见得到表达与传递。本文在对数字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主要借鉴黄少华等人对数字参与的

分类形式，对公众数字信息获取及数字话语表达的非行动型参与行为进行探讨(黄少华等，2016)。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本研究基于韦尔巴(Verba)提出的公民志愿模型(Citizenship Voluntary Model，简称 CVM)1，分别从资

源(Resources)、介入心理(Psychological engagement)和招募网络(Recruitment network)三个维度考察三者对

个体数字表达的影响。随着互联网及数字技术的发展，在讨论和解释数字参与行为的过程中，已有学者

将这一产生于传统公众参与的 CVM 模型进行了广泛运用，并证实了该模型在线上公众参与中依旧存在

一定的预测效力(Oni et al., 2017)。 

2.2. 变量定义及研究假设 

在不同历史背景演进下的两性个体最终在公众参与中都有着差异性的表现。即便随着社会变革和时

代发展，两性思维和社会地位也逐渐发生转变，数字赋能带来的参与便利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两者间的

差距(Brundidge et al., 2013)。有学者认为，网络空间的女性可能更愿意进行数字参与(Quintelier & Vissers, 
2008)。同时也有学者指出目前数字参与主体依旧存在着性别比例失衡的现象(王梦婷等，2020)。因此本

研究认为，个体的数字表达和数字获取行为作为非行动型参与同样具有性别上的差异，并提出下列研究

假设： 
H1：男性与女性的数字表达存在显著差异。 
H2：男性与女性数字表达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根据“公民志愿模型”，资源、介入心理和招募网络的缺失是造成个体参与欠佳的三大因素(谢榕，

2012)。其中，参与资源包括金钱、时间和技能，且认为能够支持个体进行参与的经济能力、时间支配度

和个人技能越强，则越有利于形成积极主动的参与态度，促进参与行为的发生(李秀玫等，2019)。由于问

卷针对网民身份的公民展开，因此个人使用网络技能在本研究中被认为水平相差较小，暂不加入下述分

析当中。介入心理即个体不同的心理偏好，在数字参与中可分为政治心理和信息感知两个方面(李洁，韩

啸，2019)，主要体现为政治兴趣、公民意识、对政治的认同、信任等。一般认为公众的参与偏好越强烈，

则越有可能发生参与行为。招募网络，通常指个体利用其社会网络或动员来进行参与。普遍认为社交频

率越高，拥有的社交网络越大(刘琳，赵建梅，2020)，因而个体更容易被周围群体所动员进行参与，也可

视为个体进行参与的动员网络。由此，本文提出下列研究假设： 
H3.a：资源变量对网民数字表达具有正向影响。即所拥有资源更多的个体，数字表达程度越高。 
H3.b：资源变量对网民数字获取具有正向影响。即所拥有资源更多的个体，数字获取程度越高。 

 

 

1Verba S, Schlozman K L, Brady H E.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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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a：介入心理变量对网民数字表达具有正向影响。即介入心理越强的个体，数字表达度越高。 
H4.b：介入心理变量对网民数字获取具有正向影响。即介入心理越强的个体，数字获取程度越高。 
H5.a：动员网络变量对网民数字表达具有正向影响。即拥有更广泛动员网络的个体，数字表达程度

越高。 
H5.b：动员网络变量对网民数字获取具有正向影响。即拥有更广泛动员网络的个体，数字获取程度

越高。 

3. 数据来源与变量界定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得勇教授于 2017 年展开的网民意识形态调查。该调查以网

络问卷的形式进行，将中国网民作为调研对象，通过“问卷网”平台发放，共收集了 2357 份样本，网络

问卷调查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网民社会认同、意识形态立场、政治与社会信任、民主价值观、媒体

接触和媒体信任等。根据研究需要，研究最终保留了 1214 份男性样本和 1143 份女性样本，并对两者的

数据进行了分析比较。 

3.2. 变量界定 

本研究将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对男性和女性网民政治话语数字表达和政治信息数字获取及其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与比较。 

3.2.1. 被解释变量 
经过对以往数字政治参与及其影响因素相关的文献的梳理与归纳发现，大部分学者将网络政治参与

归纳为政治信息传播、政治意见交流表达和政治行动三个方面(朱现，2018)。结合 2017“网民社会意识

调查”问卷情况，本研究对“在自己的微博、微信、博客上发言”“在网上发帖回帖”“参加网络 QQ
群、微信群的讨论”“通过邮件、聊天工具私下交流”“撰文并向媒体投稿”“观看各地方电视台的时

政新闻节目”“政务类门户网站、微博或微信公众号发的新闻”“专业论坛或网站的时政帖子”等七个

题项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因变量。 
首先，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方法进行信度检验，发现信度系数值为 0.833，大于 0.8，因而说明研

究数据信度质量较高。其次，计算发现以上题项的 KMO 值为 0.875，Bartlett’s 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

6036.220，自由度为 28，且在 0.1% (sig = 0.000)水平上显著，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详见表 1。 
 
Table 1. KMO & Bartlett test 
表 1. KMO 和 Bartlett 检验 

KMO 值 0.875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6036.220 

df 28 

p 值 0.000 

 
因子分析选取了主成分分析作为抽取因子的方法，抽取特征根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提取出 2 个因子。

因子旋转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最大方差旋转法。如表 2 所示，因子分析得出的 2 个因子方差贡献率分别

为 36.751%和 23.604%，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60.355%。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2823


顾殷嘉 等 
 

 

DOI: 10.12677/ap.2023.1312823 6450 心理学进展 
 

Table 2. The factor load matrix of digital participation (n = 2357) 
表 2. 数字参与的因子负荷矩阵(n = 2357) 

名称 数字表达 数字获取 共同度 

在自己的微博、微信、博客上发言 0.808  0.647 

在网上发帖回帖 0.784  0.512 

参加网络 QQ 群、微信群的讨论 0.772  0.681 

通过邮件、聊天工具私下交流 0.754  0.644 

撰文并向媒体投稿 0.575  0.587 

观看各地方电视台的时政新闻节目  0.787 0.627 

政务类门户网站、微博或微信公众号发的新闻  0.747 0.548 

专业论坛或网站的时政帖子  0.636 0.582 

(旋转后)特征值 2.940 1.888  

方差贡献率 36.751 23.604  

累计方差贡献率 36.751 60.355  

 
因此，基于上述因子负荷矩阵图，共提取了 2 项公因子。结合文献理论和题项内容，分别对其命名

为数字表达与数字获取，作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用于后续对数字参与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3.2.2. 解释变量 
基于“公民志愿模型”，本文选取了资源、介入心理和动员网络作为解释变量。其中，结合问卷题

项选取“家庭平均收入”代表个体拥有的金钱和时间资源。介入心理，分为“内部政治效能感”、“政

治需求”、“信息信任”和“信息感知”，分别对应问卷中 Q22_R9“我觉得我有能力参与政治或公共事

务”、Q9“总体来说，您对时政类信息感兴趣吗？”、Q16“假如发生突发事件(腐败案件、群体性事件

等)，下面这些信息渠道发布的信息您在多大程度上觉得可信？”下 7 个备选项的加总，及 Q11_R7“了

解时事政治经济社会类消息”。动员网络则以“社交频率”代表，并选用 Q11 中“跟朋友聊天”“看微

信朋友圈消息、微信群消息或聊天”两个问项得分的加总情况表示。 
另外，根据以往研究结果，将“娱乐需求”(张宁，唐嘉仪，2018)、“线下政治表达”(刘晨光，2019)，

人口学变量中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Delli Carpini, 2000; Weber et al., 2003; 郑雨逸，2023；吴

先超，陈修平，2019)五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娱乐需求用 Q11 下的备选项“您上网您经常打游戏吗？”

“上网购物”“看娱乐体育新闻、看电影电视剧”的得分加总表示。线下政治表达则选用 Q18 下题项“通

过参加游行、示威、信访、上访、投票等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想法”表示。年龄段根据问卷原有划分标

准表达。将受教育程度反向赋值。政治面貌中，非党员赋值为 0，党员赋值为 1。 

3.3. 样本基本情况 

从表 3 可知，总体样本中男女比例约为 1:1，分布均衡。样本中男性与女性各因素的指标均值相差较

小，其中男性网民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信息感知力、内部政治效能感以及政治兴趣略高于女性，信息信

任则是女性略高于男性。另外，女性的娱乐需求、受教育程度略高于男性，而男性的线下政治表达高于

女性。女性中青年人占比较中老年人偏高，男性样本年龄分布更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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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ach variable 
表 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男(n = 1214) 女(n = 1143)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平均年收入(ln) 0.970 0.378 −0.82 2.7 0.919 0.395 −1 2.3 

政治效能感 3.659 0.905 1 5 3.463 0.884 1 5 

政治兴趣 3.720 0.894 1 5 3.400 0.881 1 5 

信息信任 20.162 3.417 6 30 20.924 3.323 6 30 

信息感知 3.16 0.799 1 4 2.85 0.847 1 4 

社交频率 6.388 1.391 2 8 6.577 1.358 2 8 

娱乐需求 7.222 1.784 3 12 7.408 1.689 3 12 

线下表达 1.719 0.877 1 4 1.669 0.840 1 4 

受教育程度 5.900 1.027 1 8 5.920 0.961 1 8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年龄层 

青年人 973 80.1 1022 89.4 

中老年人 241 19.9 121 10.6 

政治面貌 

非党员 791 65.3 850 74.4 

中共党员 421 34.7 293 25.6 

4. 数据分析 

4.1. 网民数字参与行为的性别差异 

首先，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分别对男性和女性网民的数字表达与数字获取进行差异性检验。根据

表 4 结果可知，该样本中的男性与女性网民数字参与差异显著，男性数字表达程度与数字获取程度均高

于女性(t = 2.659, p < 0.01; t = 2.806, p < 0.01)。图 1 结果也表明，男性和女性在数字表达与数字获取上均

存在一定的差距，因而假设 H1 得到验证。 
 
Table 4.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for digital participation 
表 4. 数字参与的独立样本 t 检验 

因变量 男 M (SD) 女 M (SD) t 值 p 值 

数字表达 0.053 (1.012) −0.056 (0.985) 2.659 0.008 

数字获取 0.056 (1.007) −0.059 (0.989) 2.806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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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rror bar chart of digit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male and female netizens 
图 1. 男性和女性网民数字政治参与的误差条形图 

4.2. 个体数字参与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4.2.1. 全样本回归分析 
对有效全样本构建回归模型，由表 5 可知上述模型拟合效果较好，有较强的解释力。对数字表达构

建的回归模型 1 结果表明，家庭平均年收入、内部政治效能感、政治兴趣、社交频率对个体的数字表达

影响显著，且均正向显著预测数字表达；信息感知力和信息信任在模型中不显著。因而，研究结果支持

假设 H3.a、H5.a，部分支持假设 H4.a。控制变量中，娱乐需求和线下表达对个体数字表达的频率均显示

出正向影响作用，人口学变量中仅政治面貌显示出负向的显著影响。 
 
Table 5. Results of full sample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5. 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1 
数字表达(n = 2357) 

模型 2 
数字获取(n = 2357) 

常数 −2.608*** 
(−13.608) 

−2.381*** 
(−11.863) 

家庭平均年收入(ln) 0.125** 
(2.588) 

0.089 
(1.757) 

内部政治效能感 0.125*** 
(6.121) 

−0.005 
(−0.257) 

政治兴趣 0.092*** 
(4.022) 

0.109*** 
(4.519) 

信息信任 0.001 
(0.191) 

0.041*** 
(8.706) 

信息感知 0.022 
(0.837) 

0.162*** 
(5.904) 

社交频率 0.038** 
(2.692) 

−0.070*** 
(−4.782) 

娱乐需求 0.055*** 
(4.877) 

0.069*** 
(5.817)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2823


顾殷嘉 等 
 

 

DOI: 10.12677/ap.2023.1312823 6453 心理学进展 
 

Continued 

线下表达 0.542*** 
(25.650) 

0.326*** 
(14.715) 

年龄段 −0.007 
(−0.694) 

0.027** 
(2.741) 

受教育程度 0.025 
(1.266) 

−0.056** 
(−2.711) 

政治面貌(党员) −0.175*** 
(−4.312) 

0.226*** 
(5.303) 

样本量 2369 2369 

R2 0.296 0.228 

调整 R2 0.292 0.224 

F 值 F(11,2357) = 89.958, p = 0.000 F(11,2357) = 63.130, p = 0.000 

注：*p < 0.05，**p < 0.01，***p < 0.001。 
 

模型 2 的结果表明，信息感知力、政治兴趣、信息信任、社交频率均对个体的数字获取具有显著影

响，家庭平均年收入和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则不显著。研究结果支持假设 H5.b，部分支持假设 H4.b，
且拒绝了假设 H3.b。控制变量中，娱乐需求、线下表达、年龄段和政治面貌均显示出正向影响，受教育

程度显示出负向影响。 

4.2.2. 分性别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影响不同性别数字获取及表达因素的差异，运用 SPSS26.0 统计软件分别对 1214 份男

性样本数据和 1143 份女性样本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的估计结果详见表 6。统计检验结果表

明，上述回归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解释力较强，回归结果可信。不同因素对于男性和女性网民政治

话语数字表达和获取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同，因而假设 H2 得到验证。 
 
Table 6. Results of gender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6. 分性别回归分析结果 

 

数字表达 数字获取 

模型 3 
男性(n = 1214) 

模型 4 
女性(n = 1143) 

模型 5 
男性(n = 1214) 

模型 6 
女性(n = 1143) 

常数 −2.418*** 
(−9.069) 

−2.816*** 
(−10.163) 

−2.522*** 
(−9.209) 

−2.136*** 
(−7.293) 

家庭平均年收入(ln) 0.167* 
(2.359) 

0.077 
(1.174) 

0.059 
(0.813) 

0.153* 
(2.221) 

内部政治效能感 0.101*** 
(3.494) 

0.141*** 
(4.927) 

−0.066* 
(−2.229) 

0.070* 
(2.328) 

政治兴趣 0.055 
(1.667) 

0.123*** 
(3.870) 

0.083* 
(2.441) 

0.133*** 
(3.949) 

信息信任 −0.005 
(−0.710) 

0.009 
(1.386) 

0.044*** 
(6.598) 

0.038*** 
(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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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信息感知 0.067 
(1.686) 

−0.033 
(−0.928) 

0.113** 
(2.779) 

0.206*** 
(5.544) 

社交频率 0.048* 
(2.374) 

0.028 
(1.440) 

−0.026 
(−1.254) 

−0.110*** 
(−5.338) 

娱乐需求 0.046** 
(2.963) 

0.068*** 
(4.082) 

0.102*** 
(6.433) 

0.025 
(1.443) 

线下表达 0.522*** 
(17.428) 

0.562*** 
(18.740) 

0.314*** 
(10.223) 

0.332*** 
(10.491) 

年龄段 −0.012 
(−0.889) 

−0.004 
(−0.283) 

0.028* 
(2.087) 

0.028 
(1.933) 

受教育程度 0.041 
(1.523) 

0.012 
(0.412) 

−0.052 
(−1.891) 

−0.069* 
(−2.280) 

政治面貌(党员) −0.277*** 
(−4.923) 

−0.058 
(−0.978) 

0.378*** 
(6.540) 

0.044 
(0.701) 

样本量 1214 1155 1214 1155 

R2 0.272 0.332 0.231 0.254 

调整 R2 0.266 0.325 0.224 0.246 

F 值 F(11, 1202) = 40.885, 
p = 0.000 

F(11, 1143) = 51.617, 
p = 0.000 

F(11, 1202) = 32.834, 
p = 0.000 

F(11, 1143) = 35.305, 
p = 0.000 

注：*p < 0.05，**p < 0.01，***p < 0.001。 
 

模型 3 的结果表明，家庭平均年收入、内部政治效能感、社交频率均对男性个体的数字表达呈现出

正向的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家庭平均年收入越高、内部政治效能感越强、政治兴趣越高、社交频率越

高的男性网民数字表达的频率越高。控制变量中娱乐需求和线下表达均显示出正向影响，政治面貌则显

示出负向影响。模型 4 的结果表明，仅内部政治效能感、政治兴趣呈现出正向影响，即女性个体内部政

治效能感越强、政治兴趣越浓厚，其数字表达频率越高的可能性也更高；家庭平均年收入、信息感知力、

信息信任和社交频率对女性的数字表达均不显著。控制变量中仅有娱乐需求和线下表达显示出正向影响。

由此可知，个体的资源、介入心理和动员网络对其数字表达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具体表现在家庭平均年

收入、政治兴趣和社交频率 3 个变量。 
模型 5 的结果表明，信息感知力、内部政治效能感、政治兴趣、信息信任对男性个体的数字获取具

有显著影响，除内部政治效能感呈现出负向影响，其余变量均正向显著影响男性个体的数字获取，即男

性网民的信息感知能力越强、政治兴趣和信息信任度越高其在网络空间获取政治信息的频率越高，而内

部政治效能感更强的男性个体其数字获取频率反而容易更低；家庭平均年收入和社交频率的影响不显著。

控制变量中，娱乐需求、线下表达及人口学变量中的年龄段和政治面貌均呈现出正向影响。模型 6 的结

果表明，家庭平均年收入、信息感知力、内部政治效能感、政治兴趣、信息信任和社交频率均对女性个

体数字获取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仅有社交频率为负向作用，即社交频率越高的女性网民其数字获取的

频率更容易偏低，而女性网民家庭平均年收入和信息感知能力越高、介入心理(内部政治效能感、政治兴

趣和信息信任)越强的女性其数字获取的频率也越高。控制变量中，线下参与呈现出正向影响，受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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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呈现出负向影响。因而，资源、介入心理和动员网络对个体的数字获取影响同样存在性别差异，主要

体现在家庭平均年收入和社交频率 2 个变量。 

5. 研究结论 

研究分析了当前个体在数字表达和数字获取这两种非行动型数字参与行为上呈现出的性别差异，以

及基于“公民志愿模型”探索了资源、介入心理和动员网络中各变量的影响作用，得出以下结论： 
(1) 男性数字参与频率普遍高于女性个体且差异显著。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初步分析发现，男性数字表

达与数字获取程度均高于女性。虽然这种性别差异在 20 世纪后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通过研究发现，

个体数字表达和数字获取频率的性别差距依旧存在。由此能够推断，女性的数字参与可能受到自身、家

庭及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尚未摆脱传统文化对其思想与行为的束缚。 
(2) 各因素对个体不同类型数字参与的影响效果不同。资源变量中，家庭平均年收入在数字表达中呈

现出显著影响，而在数字获取中不显著；信息感知力在数字表达中不显著，而对数字获取作用显著。已

有学者在既往研究中验证了家庭经济地位对个体数字表达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卢家银，2017)，更高的家

庭经济地位不仅为个体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和时间支持，也更容易在此家庭中形成良好的政治价值观，接

触更多有效的政治信息。介入心理中，内部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兴趣对数字表达具有正向显著影响，数字

获取则更容易受到政治兴趣和信息信任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的是，本研究同样验证了内部政治

效能感是个体数字表达的重要影响因素(孟天广，季程远，2016)。社交频率对个体的数字表达和数字获取

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作用。本研究表明，群体间的交流互动形成的动员网络能够对个体数字表达和数字

获取行为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有可能是因为动员网络中意见领袖在话题引导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从

而导致个体对不同类型数字参与的倾向有所不一。 
(3) 各因素对个体数字参与的影响在不同性别中存在差异。通过分别对男性和女性样本构建回归模型

发现，经济时间资源即家庭平均年收入、社交频率在不同类型的数字参与中的影响均存在着性别差异，

且介入心理变量中的政治兴趣对不同性别个体数字表达的影响也不同。社交频率对女性的数字获取具负

向影响作用，虽正向影响其数字表达但效果不显著，而对男性的数字表达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6. 总结 

6.1. 研究贡献与启示 

在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基本支持以往的研究结果，即基于“公民志愿模型”下的资源、介入心理

及招募网络变量对公众的数字参与具有重要影响。另外，娱乐需求和线下参与也是在线参与的重要预测

因素。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又分别针对不同的数字参与类型(政治意见的数字表达与政治信息的数字获取)
构建回归模型，并分性别验证了在两项非行动型数字参与下的参与情况及各因素的影响差异。通过对研

究结果的讨论分析，本文还得到了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弥合男女之间数字参与的差距需要打破女性的思想桎梏。无论是女性个人政治素养和参与能

力，还是社会对女性参政的期望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促进数字参与的平等发展仍需增

强对女性政治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能够发现，相较于男性，女性在数字表达方面更依赖于自身技能的提

升和介入心理的强化，这也证实了女性权利意识和政治素养在近年来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个人参与意愿

的提升是促进女性在数字社会中主动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因而，对于女性而言要摆脱长期以来在

政治领域的弱势地位，不仅需要社会整体意识的转变，更需要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Quaranta, 2016)。 
其次，个体数字参与的提升需要从自身、家庭和社会多个维度推进。为解决个体能否参与的问题，

需要国家和社会在顶层设计和政策实践过程中缩减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数字鸿沟，使个体拥有充足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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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源。而解决个体是否愿意参与的问题，则需要通过营造良好的参与环境和氛围，培育个体形成良好

的数字素养和政治心理，同时注重数字空间话题方向的正确引导(Schlozman et al., 2012)，从而利用群体

动员的力量促进个体在数字空间的参与。 

6.2.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依旧存在着一些局限性，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注意和解决。第一，文章虽然通过研究发

现了男性和女性数字参与影响因素的差异，但未进一步验证差异的显著性，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运用统计

知识与软件对此进行探索与研究，以探究性别是否是造成各因素对数字参与预测效果不同的原因。第二，

本研究仅对 2017 年截面数据中男性和女性数字参与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具有一定的滞后

性。随着数字社会的不断发展，公众的数字参与情况可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而后续研究可以纵向分

析面板数据以探究男性与女性数字参与的动态情况。 
最后，需要在研究方法上有更进一步的创新，并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以提

高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方法的创新也有利于探索各影响因素间更深层次的作

用机制，进而更清晰地厘清问题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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