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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个人信息素养、群体内部因素、群体外部因素三个层次分析评估建立信息茧房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因子分析法将问卷调查收集到的数据从实证角度对预先建立的指标体系进行合理性和有效性验证，

在确立了四个公共因子并得到综合因子的评价指标模型后重新修正相关假设。借鉴最终得出的研究结果

反映的影响信息茧房形成的相关因素，从个人和信息平台两个角度分析总结提出相关指导性建议以实现

“破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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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formation coco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literacy, group internal factors and group external factors. 
The ration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re-established index system are verified by using th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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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ed from the questionnaire from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After establishing four common 
factors and obtain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model of comprehensive factors, the relevant assump-
tions are revised again. Based on the relev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co-
coon house reflected by the final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relevant 
guiding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dividual and information platform,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breaking coc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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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个性化推荐研究的理论深入和实践应用，各大主流内容分发平台逐渐从传统人工审核转变为推

荐算法把关，从传播新鲜事件转向为推荐符合用户偏好的内容。平台采用的这种“千人千面”式的个性

化推荐服务可以在爆发增长的碎片化数据中帮助用户快速找到其需要的内容，有利于节省时间，减少信

息过载所带来的困扰。而用户所看到的内容是由算法驱动的，个性化资讯分发的逻辑则是由用户的行为

特征和使用数据所决定的。在快节奏的当代，无疑这样的推送方式为用户提供了便利，但随其应用日渐

广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平台为用户分发的缺乏多样性的内容逐渐在为用户构建信息壁垒，使用户

的信息来源广度不断缩小，从而受困于“信息茧房”。 

1.1. 研究背景 

“信息茧房”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麻省理工学院技术专家尼葛洛庞帝[1]的预言：“一个完全个人化

的报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挑选我们喜欢的主题和看法。”后来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2]在《网

络共和国》中引述了尼葛洛庞蒂提到的“个人化的报纸”，就是一种“我的日报”模式。在这种模式下，

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想要阅读和接收的信息，变成一种只接受自己喜欢的内容的状态。长

此以往，便会失去接触其他信息的机会和了解其他事物的能力，不由自主地陷入“信息茧房”的困境。

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回音室效应”，相比“信息茧房”，其更强调小团体中形成的闭环所导致群体面

临信息窄化的问题以及人们丧失对公共事务客观判断的能力。2011 年，帕里泽[3]在其著作《过滤气泡：

互联网没有告诉你的事》中指出了“过滤气泡”的信息筛选现象，即新一代互联网过滤器根据浏览痕迹

推测使用者的喜好并呈现其可能感兴趣的信息，各个网站就像气泡一样将用户隔绝开来，使其沉浸在各

自偏好的信息世界里。这一现象与“信息茧房”亦相互应和。虽然今天研究者对信息茧房的定义尚未达

成共识，但基本上人们提到信息茧房时，都会涉及到信息偏食导致的视野局限，以及由此对观念、态度

与决定等的影响。 

1.2. 研究意义 

由于用户只关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容分发平台投其所好，持续、反复加深其兴趣爱好或固有观点，

“信息茧房”会不断局限个人视野，从而导致其思想固化。表面看上去“信息茧房”内部同类同质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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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传播认同度极高，但事实上这种认同并非基于理性。一旦“茧房”被打破，用户接触到外部不同

声音，就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感，甚至引起反感，进而滋生并加剧群体极化现象。比如粉丝饭圈在网络上

的“互撕”和丧失理性的“人肉”等网络暴力行为。 
如果用户受“信息茧房”效应影响严重，就会变得孤立、狭隘，总是逃避现实生活，无法与其他群

体和谐相处，既影响个人健康成长又不利于社会团结。“信息茧房”看似顺应时代潮流，强调个性化发

展，实则过于注重自我认同，不利于社会公共价值的产生，影响社会和谐发展。从狭义的角度讲，它所

带来的圈层固化问题造成了信息个人化所产生的信息偏差及残缺，广义而言甚至会危害到社会公共价值、

国家政治。 
综上所述，打破信息茧房我们势在必行。因此我们通过因子分析法研究信息茧房形成的相关因素，

以便更好地从个人和信息平台两个角度分析总结提出相关指导性建议以实现“破茧”的目的，更好地促

进信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文献综述 

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公众大多通过从媒体获取的信息来形成对外部世界的部分印象。而沃尔特·李

普曼[4]曾说，媒体对外部世界的反映不是有闻必录的，而是有目的地选择、取舍和加工，给用户提供用

户想要看到的信息。因此，呈现在媒介中的 “世界”并非客观世界，李普曼称其为“拟态环境”。众所

周知，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这毫无疑问的从源头上形成了信息茧房。胡婉婷[5]提到“信息茧房”

会造成“隐性的言论自由剥夺”，即互联网没有主动给浏览者提供他们应当获得的内容，但人们意识不

到需求这些内容，从根源上造成信息茧房的肆虐生长环境。冯秋璐[6]以聚合类新媒体为主要研究对象，

立足于凯斯·桑斯坦提出的“信息茧房”理论，探究了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信息茧房”现象，同时也

为构建健康合理的网络信息环境提供建议和意见。 
我们对于信息茧房的认知中可以看到内容智能分发平台的人工智能和人工智慧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丁晓蔚[7]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只考虑一味地学人、拟人、像人，能够代替人工作。而人工智慧则不仅要

拟人、像人、能代替人工作，而且要有人的担当、人的情怀和人的社会责任感。新闻出版企业应该通过

算法中的优化函数，求得企业价值和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的统一，求得算法和内容的统一。 
对于当今较火热的各种平台也存在信息茧房的相关问题。刘志毅[8]在文章中站在内容创作者的角度，

指出今日头条的媒体实验室通过可视化的图表向创作者展示实时热门关键词和话题等为其提供写作参考，

还能在后台分析粉丝的阅读时间、互动行为将分发内容的各项数据反馈给作者，形成一种反哺的关系。

这样的一个操作虽然能够帮助作者有针对性地改善其创作方向使其更契合读者需要，但是渐渐的读者看

到的都是他们本身希望看到的，他们不愿意接受不喜欢的内容，甚至于平台为了流量，主动去迎合用户，

那么信息茧房就形成了。秦鑫淼、赵迎红[9]就针对微博热门榜单呈现出一定的监管不力、话语权不均衡

和泛娱乐化倾向，受众逐渐蜕化为被动的信息接受者的情况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通过对相关热门微博话

题的数据采集，利用构建的指标体系，用因子分析法对微博热门榜单进行分析，得出微博热门榜单的三

大影响因素。 
信息茧房产生之后，我们需要探讨如何去应对，大多数学者认为解决信息茧房需要靠推荐算法和人

为因素两方面进行改善。彭兰[10]认为信息茧房归根结底还是由人的心理、认知与行为惯性决定的，且与

人们的惰性相关。虽然人的心理机制难以发生改变，但在某些方面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人们在封闭的信息环境中的恶性循环。彭燕林[11]指出“过滤气泡”有正反两方面影响，是推荐

算法和人为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可以从提供多样性尝试、增加信息偶然性、承担算法责任等方面进行

策略研究或实践尝试，并对研究趋势、特别是图情领域的研究优势和注重方向进行展望。对于如何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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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茧房”，陈勇[12]提出在“个性化推送”的同时进行“共性化推送”，采取人工和智能相结合的方

法，“推”、“拉”结合，从实际操作上对用户接收内容进行纠偏，强制用户关注公共议题。这些对策

的关键是坚持进行“共性化推送”，以此对局限于“个性化推送”的做法进行纠偏。 
由于本文预计会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去分析相关信息茧房的相关影响因素，并且因子分析是研究从

变量群中提取共性因子的统计技术，此时的因子分析法也显得即为合适。陶春海[13]为分析我国医药类板

块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建立了医药类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综合评价体系，并根据因子分析法构建了我

国医药类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因子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综合得分进行排名，并科

学、合理地评价其经营状况。郭翠荣，刘亮[14]则选取我国 16 家上市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因子

分析方法，对其竞争力状况进行了分析评价，实证结果客观反映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情况。田

水承，薛明月[15]为了研究矿工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通过因子分析法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建立了

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赋予一定的权重。对矿工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重要度分析。该研

究对控制矿工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3.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3.1. 群体视角下信息茧房影响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的群体视角下信息茧房影响模型如图 1 所示，图中外层大方框表示群体外部信息池，表示

宏观层次上的信息池，如官方媒体等，内层方框表示群体内部信息池，即表示个人受到身边亲朋好友等

输出的思想观念等信息的影响。虚线表示与他人之间沟通产生的信息交换，圆框内部白色区域表示个人

思想内核和知识观念等(模型中假设所有人内部圆框大小一致)。外层圆框和内层圆框中间的阴影部分表示

个人信息素养，它在个人思想和外部观念之间起到屏障作用。个人收到的外部信息会经过个人信息素养

的判断再决定是否被其思想内核吸收接纳。个人信息素养层次越高，会使阴影面积越大，更难吸收外部

思想糟粕，同时外部圆框周长也就越大，能接收到的信息也就越广泛，越不容易形成信息茧房。 
 

 
Figure 1. Impact model of information coco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图 1. 群体视角下信息茧房影响模型 

3.2. 问卷指标设计 

根据本次研究的目的，结合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笔者拟从内在、微观、宏观三个层面对于群体的信

息茧房形成原因进行分析，问卷对应分为三个部分：信息素养、群体内部因素和群体外部因素，即评价

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其中，信息素养涉及活跃表达、涉猎面、信息检索能力、质疑辩惑 4 个二级指

标；群体内部涉及群体极化、粉丝效应、易被安利度、观点输出者 4 个二级指标；群体宏观因素涉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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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舆论、娱乐至上 2 个二级指标。由于被调查对象主要是在校大学生，我们依照二级指标设计出对应的

问题，如表 1 所示。最终问卷包括 20 道题，每题有“极少”“偶尔”“一般”“经常”“频繁”或类似

的五种选项。 
 

Table 1. Questionnaire design indicators 
表 1. 问卷设计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 问题描述 

信息素养 

活跃参与 用户个人是否积极参与 
各项事件 

你是否会在社交媒体上经常表达观点？ 

对于热点事件，你倾向于积极参与讨论还是 
等待发酵？ 

涉猎面窄 用户个人涉及到的信息 
狭窄程度 

你会关心一些不在自己兴趣范围内的新闻资讯吗？ 

你常浏览的知识获取类 APP 的个数？ 

检索能力 用户个人获取自己 
所需信息的能力 

你是否经常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得想要的信息？ 

你倾向自主在互联网查找并解决问题或 
询问他人的帮助？ 

随波逐流 用户个人对话题有无独立的 
观点与立场 

你看到一个不明渠道的劲爆新闻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你在发表评论一件事情之前会去查找各种资料证实 
这件事情的可信度吗？ 

群体内部 
因素 

群体极化 用户群体对某事件产生的 
极端行为- 

针对前段时间肖战粉丝和 AO3 粉丝互撕的事件， 
你的态度是？ 

针对动物保护爱好者在高速公路强行 
拦停运狗车辆的事件，你的态度是？ 

粉丝效应 用户群体对其崇拜者的 
文化消费行为 

请你扪心自问自己喜欢的博主很狂热嘛? 

你能接受他人对你 idol 的负面评价吗？ 

易被安利度 用户个体易受群体的 
影响程度 

打开来自朋友分享链接的概率是多少？ 

你会因为好友的好恶而影响自己的立场吗？ 

观点输出者 用户在群体中倾向于 
输出自己的观点看法 

你会经常给别人安利吗？ 

自我评价一下你观点接受程度是什么？ 

群体宏观 
因素 

社会舆论 社会外部舆论环境对 
个人观点思想的影响 

你参与转发的新闻发生反转的次数多吗？ 

对于微博热评，你会经常受其影响吗？ 

娱乐至上 娱乐新闻过于占用公共资源， 
营销消息来源 

对于“嘲羊行动”、“蔡徐坤事件”时你的态度 

是什么？ 

浏览娱乐新闻在总浏览新闻的时间是多少？ 

3.3. 指标含义 

信息素养主要是从个体自身的信息能力分析其造成信息茧房的因素。用户的信息素养反应了个人面

对这个复杂的信息社会时，其自身对于信息要素的过滤以及辨别能力，是否可以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持

有自己独立理性的思考和立场。当一个人信息素养相对较高时，就会对事物有自己的判断与看法，并且

会主动的打破信息茧房，不断开拓自己的兴趣思路。其中活跃参与为用户是否愿意在社交平台或各种信

息渠道中参与各项热点事件，并且积极的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用户积极发表看法时，就会在潜移默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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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强自己的认知，形成一种固步自封的状态，造成一定程度的信息茧房。涉猎面为用户个人所涉及

的知识领域是否全面，其兴趣爱好是否广泛，并且是否乐于主动接受新鲜领域的事物，开拓自己的眼界

和对世界的认识。当个人不愿意扩大自己的涉猎面时，涉猎面很窄就会使得信息来源过于单一，就代表

其被可能存在的信息茧房所束缚。检索能力为用户是否可以快速独立精准的获取有效的信息，达到自己

的目的，解决相应问题的能力。信息检索能力差会使个人在面对问题时，不能很快的获取相关信息，自

己也不会全面的了解事件，会轻易地被他人左右，避免造成信息茧房。随波逐流为用户并非对事件本身

存在一种质疑的行为，并非拥有独立思考并进行判断的能力，对于不确定的事件不愿意主动搜集相关内

容解答自己的疑惑。当用户对事件没有抱有质疑的心态时，就不会促使自己不断求证真相，只会别动接

受相关内容，造成信息茧房。 
群体内部因素主要是从个人所处的群体环境角度分析其造成信息茧房的因素，也就是在一定范围内

去考虑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群体内部因素的影响通过群体角度去分析，反应了在群体环境中个

人是如何被一步步影响，不断强化自己群体内部的共同认知。其中群体极化为群体范围内不断的对个人

强化某一观点看法以及行为举止，使个人容易出现相对极端的行为，偏执的认同自己群体的共同认知。

而多数个人组合的群体就会造成更广泛的影响，以及更激烈的反应和行为，在群体内部很容易形成信息

茧房的问题。粉丝效应为用户群体对其崇拜的人存在的一种较为狂热的行为，他们过度维护偶像的形象，

过激传播偶像的行为，造成对其他人很大程度的困扰。并且在粉丝群体内部，也会由于各种环境因子的

影响，对偶性产生一种过度幻想，使群体无法接受偶性任何的负面影响，造成一定程度的信息茧房。易

被安利度为用户个人很容易接受群体范围内其他个体的推荐，并且非常容易的改变自己的态度与立场，

可能会因为一些流言蜚语就直接影响自己的看法。在群体内部就很容易造成对某个事件的特定观点不断

传播，使群体范围内的传播效果达到最佳，潜移默化中就会加深对事物的共同认知，就会形成信息茧房

的局面。观点输出者为用户个体是否乐意将自己的观点积极的向外输出并且使其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影响。

也就是在行为方面对群体内部带来影响，使其他人强制认同自己的观点。当用户不断强势输出时，整个

群体的环境就会被一种观念充斥，会使群体信息源变得单一，造成信息茧房。 
群体宏观因素主要是从群体外部的环境角度分析其对整个群体造成信息茧房的因素。群体宏观因素

的影响反应了用户所在群体之外的整个信息环境是否对群体造成一定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圈子”外

面对整个圈子的影响。社会舆论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形式，即为指相当数量的用户对某一问题的

共同倾向性看法或意见。外部的社会舆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某位中立客户的思想态度，使其会偏向天

平的另一端，产生一定程度上很单一的看法，也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信息茧房，使用户群体无法全面的

认识事件。娱乐至上为主要外部信息社会中过多的份额分配给了娱乐新闻，夸大了娱乐新闻的占比与重

量。在某些情况下会使用户沉迷玩乐，不能有效获得社会新闻、财经新闻、军事新闻等多种多样的新闻

信息。为其营造了一种单一的信息来源，在宏观角度就不利于用户去突破自己的思维、开拓自己的眼界，

一段时间内就会产生信息茧房的现象。 

4. 实证分析 

4.1. 数据统计 

本文的分析对象是 2020 年 6 月 15 日到 2020 年 6 月 18 日期间发放问卷采集到的数据，对 152 条有

效问卷收集结果按每题选项反映的不同程度依次赋 1 到 5 分，每个问题得分越高，则反映对应的因素对

信息茧房的形成影响程度越大。每个二级因素设置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得分的算术平均值为该因素得分，

再汇总排序各因素得分情况进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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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假设以及相关理论 

本文的模型构建的全为负面相关指标。比如：假设“活跃参与”为越不活跃参与相关活动，信息茧

房越容易形成。检索能力越差，信息来源单一，越容易被信息茧房束缚。 
相关性模型选用斯皮尔曼相关系数计算，常用希腊字母ρ表示。它是衡量两个变量的依赖性的非参

数指标。它利用单调方程评价两个统计变量的相关性。如果数据中没有重复值，并且当两变量完全单调

相关时，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1 或−1。 
斯皮尔曼相关系数被定义成等级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对于样本容量为 n 的样本，n 个原始

数据被转换成等级数据，相关系数 ρ为 

( )( )
( ) ( )2 2

i i

i i

i X X Y Y

i X X i Y Y
ρ

− −
=

− −

∑
∑ ∑

 

4.3. 问卷因子分析 

运用 SPSS 软件，对收集到的样本数据进行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Spearman’s rho 
表 2. 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 

 活跃 
参与 

涉猎面 
窄 

检索 
能力 

随波 
逐流 

群体 
极化 

粉丝 
效应 

易被 
安利度 

观点 
输出者 

社会 
舆论 

娱乐 
至上 

活跃参与 1          

涉猎面窄 −0.135 1         

检索能力 0.035 0.272** 1        

随波逐流 0.081 −0.053 0.346** 1       

群体极化 −0.094 −0.017 0.073 −0.025 1      

粉丝效应 0.286** −0.13 0.038 0.207* 0.108 1     

易被安利度 0.138 −0.036 0.046 0.036 0.104 0.356** 1    

观点输出者 0.319** −0.232** −0.152 −0.067 0.044 0.233** 0.266** 1   

社会舆论 0.179* −0.241** 0.052 0.138 0.087 0.376** 0.131 0.11 1  

娱乐至上 0.299** −0.13 −0.023 0.206* −0.016 0.243** 0.153 0.177* 0.247** 1 

注：**表示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表示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 2 显示所选取的因素之间相关度良好。尤其是“检索能力(差)”和“涉猎面窄”、“检索能力(差)”

和“随波逐流”、“粉丝效应”和“活跃参与”、“粉丝效应”和“易被安利度”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

关系较强，与预期相符。此外，“观点输出者”和“社会舆论”还有“娱乐至上”这三个因素与多个其

它因素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 
再对收集的样本数据进行 KMO 测度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中显示 KMO 值为 0.659，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为 0.000，小于 1%，两条结

果均说明了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接下来对这些因素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中的降维处理，结

果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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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KMO measure and Bartlett’s sphericity test 
表 3. KMO 测度和 Bartlert 的球形度检验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659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95.659 

自由度 45 

显著性 0.000 

 
Table 4. Common factor extr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formation 
表 4. 公共因子提取及解释信息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2.501 25.013 25.013 2.501 25.013 25.013 2.037 20.374 20.374 

2 1.491 14.914 39.927 1.491 14.914 39.927 1.542 15.424 35.799 

3 1.127 11.275 51.202 1.127 11.275 51.202 1.446 14.459 50.257 

4 1.018 10.176 61.378 1.018 10.176 61.378 1.112 11.121 61.378 

5 0.810 8.104 69.482       

6 0.742 7.416 76.897       

7 0.703 7.031 83.929       

8 0.645 6.450 90.378       

9 0.554 5.537 95.915       

10 0.408 4.085 100.000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从表 4 可以看出，前 4 个主成分的特征值，他们的累计值贡献率达到了 61%，发现此指标体系一共

可以提取 4 个公共因子，这 4 个公共因子能够分别解释信息茧房影响因素的 25.013%、14.914%、11.275%
和 10.176%，最后累计能够解释总体信息的 61.378%。 

下面进一步根据因子分析反馈的旋转成分矩阵对各个公共因子含义及构成进行分析： 
 

Table 5. Component score coefficient matrix 
表 5.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成分 

1 2 3 4 

活跃参与 0.323 0.013 0.017 −0.323 

涉猎面窄 0.124 0.074 −0.617 −0.008 

检索能力 0.048 0.451 −0.325 0.042 

随波逐流 −0.115 0.531 0.147 −0.099 

群体极化 −0.039 −0.035 0.061 0.767 

粉丝效应 0.262 0.137 0.041 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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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易被安利度 0.444 −0.070 −0.328 0.223 

观点输出者 0.388 −0.290 −0.028 −0.091 

社会舆论 −0.024 0.219 0.368 0.258 

娱乐至上 0.155 0.154 0.172 −0.194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 

 
从表 5 内容可以看出涉猎面窄和第三公共因子具有很高的负相关性，按照前文因素解释的话即涉猎

面越窄(得分越高)与信息茧房的影响因素呈负相关，而按照常理，涉猎面越宽泛(得分越低)与信息茧房的

影响因素应该是呈负相关。得分越高，涉猎面越窄，应该与信息茧房的形成呈正相关。 
综上所述，本文判断在因素设置和问卷设计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原因在于，可能越深陷信息茧房的

人越自我感觉自己“涉猎面很宽泛”，而真正涉猎广泛的人反而具有更强的求知欲，更加深知自己知识

储备的局限性，对这个问题回答得相当谨慎。并不是所有样本都会出现这种问题，但考虑到此题会受到

强主观性的影响，收集到的数据并不能客观反映真实结果，因此下面将删去“涉猎面窄”这一因素，针

对其它 9 个因素展开因子分析。 
对删除“涉猎面窄”因子的样本数据进行 KMO 测度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检测其保留的数据是否

能继续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 
 

Table 6. Delete KMO and Bartlett test with “narrow range” 
表 6. 删除“涉猎面窄”的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673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64.342 

自由度 36 

显著性 0.000 

 
表 6 中得到 KMO 值为 0.673，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为 0.000，小于 1%，两条结

果均说明了数据具有相关性，删除后的保留数据仍适合做因子分析。接下来对这些因素指标进行因子分

析中的降维处理，结果如表 7 所示所示： 
 

Table 7. Common factor extr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formation 
表 7. 公共因子提取及解释信息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2.392 26.579 26.579 2.392 26.579 26.579 1.890 21.004 21.004 

2 1.393 15.477 42.055 1.393 15.477 42.055 1.424 15.819 36.823 

3 1.110 12.333 54.389 1.110 12.333 54.389 1.385 15.390 52.212 

4 0.894 9.928 64.317 0.894 9.928 64.317 1.089 12.104 64.317 

5 0.800 8.890 73.206       

6 0.704 7.821 8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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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7 0.663 7.366 88.394       

8 0.609 6.763 95.157       

9 0.436 4.843 100.000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Figure 2. Gravel diagram 
图 2. 碎石图 

 
从表 7 可以看出，前四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 64%，发现此指标体系一共可以提取 4 个公共因

子，这 4 个公共因子能够分别解释信息茧房影响因素的 26.579%、15.477%、12.333%和 9.928%，最后累

计能够解释总体信息的 64.317%。 
图 2 为生成的碎石图，结合特征根曲线的拐点和特征值，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前两个主成分的折线

坡度比较陡，后两个主成分其次，再后面部分则趋于平缓，该图同样说明了取四个主成分为最佳。综上

所述，修改后九个因素的模型比之前十个因素的模型效果更佳。 
下面根据因子分析反馈的旋转成分矩阵对各个公共因子含义以及构成进行分析： 
 

Table 8. Component score coefficient matrix 
表 8.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成分 

1 2 3 4 

活跃参与(X1) 0.297 0.117 −0.076 −0.302 

检索能力(X2) −0.187 0.177 0.637 −0.033 

随波逐流(X3) 0.195 −0.167 0.474 −0.077 

群体极化(X4) 0.001 −0.009 −0.071 0.799 

粉丝效应(X5) 0.233 0.177 0.070 0.190 

易被安利度(X6) −0.240 0.696 0.166 0.065 

观点输出者(X7) 0.032 0.436 −0.252 −0.161 

社会舆论(X8) 0.398 −0.185 0.000 0.335 

娱乐至上(X9) 0.461 −0.177 −0.059 −0.095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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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中每一行的最高的相关系数可以判定该指标与哪个公共因子具有最高的相关性，例如第二行“检

索能力”与第三公共因子的相关系数最高，达到 0.637，具有最高相关性。同理，也可以看每一列。比如

第三公共因子的那一列中，“检索能力”和“随波逐流”有相对较高的相关关系。综上所述，总结表 8
得出以下信息：第一公共因子与“娱乐至上”和“社会舆论”有很高的相关关系；第二公共因子与“易

被安利度”和“观点输出者”有较高的相关关系；第三公共因子与“检索能力”和“随波逐流”有较高

的相关关系；而第四公共因子则与“群体极化”和“活跃参与”有较强的相关性。 
将此处的分析结果和前面按照理论依据构建的指标体系相比较可以发现，9 个指标中大部分指标的

降维结果与上文构建的信息茧房影响指标体系相符。“娱乐至上”和“社会舆论”作为公共因子 F1，代

表了群体宏观因素对信息茧房形成的影响，具有 26.579%的信息解释度；“易被安利度”和“观点输出

者”作为公共因子 F2 代表了群体内部因素对信息茧房形成的影响，具有 15.477%的信息解释度；“检索

能力”和“随波逐流”作为公共因子 F3，代表了个人信息素养，个人信息获取能力和思辨能力对信息茧

房形成的影响，具有 12.333%的内容解释度；而“群体极化”和“活跃参与”作为公共因子 F4，代表了

个人对群体行为的看法和切身的参与程度对信息茧房形成的影响，具有 9.928%的内容解释度。 
根据上文得到的信息解释度对四个公因子的共享比重，可以得到各个公共因子，也就是指标体系中

各个维度的表达式： 
F1 = 0.461 * X9 + 0.398 * X8 

F2 = 0.696 * X6 + 0.436 * X7 
F3 = 0.637 * X2 + 0.474 * X3 
F4 = 0.799 * X4 − 0.302 * X1 

再根据四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对信息茧房形成的影响力进行加权汇总，可以得到最终综合因子

F 的计算公式： 
F = (0.2658 * F1 + 0.1548 * F2 + 0.1233 * F3 + 0.0993 * F4)/0.6432 

用因子分析分析出群体宏观、群体内部、个人素养以及个人对群体行为的反应因素对信息茧房形成

的影响，较好地完成了信息茧房形成因素的分析。 

4.4. 结果分析 

前文中所提到的四个相关影响因子及假设如表 9 所示，经过验证，F1、F2、F3 都基本符合原假设，

F4 中“活跃参与”与信息茧房的形成表现为负相关，即越活跃参与、投身于相关活动，越容易得到相关

信息的个性化推荐，接触到的信息面反而更广，越难以被信息茧房所束缚，与最初的“活跃参与”越高，

信息茧房越容易形成这一假设相反。 
 

Table 9. Revised relevant factors and assumptions 
表 9. 修正的相关因子及假设[6] 

公共因子 构成成分 研究假设 

F1 
社会舆论 社会舆论对信息茧房有显著影响 
娱乐至上 娱乐至上对信息茧房有显著影响 

F2 
易被安利度 易被安利，易形成信息茧房 
观点输出者 越是观点输出者，越易形成信息茧房 

F3 
检索能力 检索能力差信息茧房易形成 
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无主见易形成信息茧房 

F4 
活跃参与 活跃参与度越高信息茧房越难形成 
群体极化 群体极化一旦形成信息茧房难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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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突破信息茧房策略 

5.1. 个人“破茧”策略 

为避免各平台的信息导向能力的强力控制，个体对于相关信息的选取要有一定的辨识、检索能力。

自我的主观价值在信息评价阶段需要了解媒介意图，并对信息内容有一定量的批判性解读，以判断其信

息价值。对于大量泛娱乐化的内容和宏观环境，个体必须有所节制的对资讯进行浏览并辅以检索求证，

禁止过度沉溺其中，迷失自我，这样信息价值才能更好地服务自身。 
在一定的个人兴趣喜好下，信息会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和框架，作为信息获取主体，个体需要明确的

构建自我的有限理性和认知边界。但其认知边界形成后，视野范围和认知方向会越来越窄。其应对方式

为适当主动采取差异化信息选取与阅读，将自己主动暴露在信息多样化的环境中，塑造认知的广度，避

免主观导致信息受传播面窄。对于个人要警惕信息消费，追求信息价值，塑造认知广度，避免舆论导向。

建设个人信息价值筛选的认知体系，可以聚合多元信息，达到冲破信息茧房的目的。 

5.2. 平台“破茧”策略 

平台与主流媒体掌控风潮走向，把握整个舆论导向。传统新闻从业者承担着“把关人”的角色，为大

众设置话题和议题，可直接追溯其相关责任。当下的互联网去中心化极大程度弱化把关人的存在，单纯

凭借推荐算法抓取并匹配相关信息，虚假新闻、低俗内容等屡见不鲜。引入把关人对于信息源头进行把

控，确保低质量内容不会到达受众；其把关人对于主流价值与舆论导向的引导，可以确保正确的主流方

向和多元文化存在合理性。 
如今各大信息、社交平台但凡涉及信息交互的，都具有媒体属性。企业需要具有责任心，更主要的

相关政策性监管，明确的法律界定其媒体性质，指导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营造更加健康的信息环境。 
作为主流价值观舆论场塑造的官方媒体，应该在各传播渠道、信息平台有稳固的发声阵地。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他主流价值观为传播指导，根据不同信息平台的受众偏好制定差异化传播策略和传

播内容，并且不断优化表达方式，达到成功传递正向价值的目的。进而在去中心化的网络中实现核心价

值观的“再中心化”，把握意识形态主动权，激发社会主体的参与热情，增强大众的社会凝聚力，最终

拆除一个个信息茧房之间的区隔。 

6. 结论和未来展望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研究对于信息茧房的研究不在于个人或团体某一方面，而是将影响因子区分

为内在、微观以及宏观三个层次。探究个人、群体内部和群体宏观的集成层面导致信息茧房形成的影响

因素。在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了关于信息茧房一、二级指标体系，然后根据指标体系收集的相应的数

据集，再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涉猎面窄”这个二级指标与模型冲突，删除

后对于余下的二级指标再次因子分析。最终的因子提取的结果和所创建的指标体系相吻合，验证了指标

体系的合理性。 
本文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比如收集的数据量较少，评价指标体系较为片面粗糙。在后续的研

究中可以通过构建更加细致的科学评价指标体系，辅以更大的数据样本验证该模型，使之更具广泛性，

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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