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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使用如何增進在線社會支持	
尋求：社會資本與心理韌性的鏈式	
中介作用

王韻、張葉

摘要

社交媒體環境下，在線社會支持尋求是個人應對逆境的重要手

段，體現了社交媒體用戶與他人、社會的在線連接傾向。本研究聚焦

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行為及影響該行為的因素，考察人們的社交媒體使

用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的影響，以及結構、關係和認知三個緯度的社

會資本和心理韌性在兩者之間是否存在連續中介作用。研究運用網絡

問卷調查法，對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用戶進行抽樣，共獲得1,069份有

效問卷。研究發現，社交媒體用戶的教育程度和年收入對在線社會支

持尋求有顯著正向影響，受教育程度和年收入水平越高的群體，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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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支持尋求的行為頻率越高。社交媒體使用能夠正向預測在線社會

支持尋求行為頻率，三個緯度的社會資本和心理韌性分別在兩者之間

發揮了中介作用，結構和認知緯度的社會資本和心理韌性在此關係中

還發揮了鏈式中介作用。

關鍵詞：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社交媒體、社會資本、心理韌性、媒介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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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edia Enhance Online Social Support 
Seeking: The Chain-Mediating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Yun WANG, Ye ZHANG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media, seeking online social support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coping with adversity, reflecting the tendency of social 

media users to connect online with others and society. This study focuses on 

online social support-seeking behavior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It also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people’s social media use on online social support, 

seeking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 continuous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tructure, 

relationship, and cognition. In this study, an online survey was used to obtain 

1,069 valid questionnaires from a nationwide sample of social media user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education level and annual income of social media user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online social support seeking.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annual income, the higher the frequency of online 

social support-seeking behavior. The dimensions of social capital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layed mediating roles, and the structural and cog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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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 of social capital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layed chain-

mediating roles in this relationship.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ocial media 

use can positively predict the frequency of online social support-seeking 

behavior. 

Keywords: online social support seeking, social media, social capital, mental 

resilience, media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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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19年12月以來，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波及全球，

給人們的生產、生活甚至生命造成了嚴重危害，高水平的感知壓力引

發了人們的信息不確定性，以及抑鬱、恐懼、焦慮等諸多負面情緒與

消極心理反應（蘇斌原等，2020）。在大流行性疾病蔓延背景下，社交

媒體成為人們尋求社會支持的渠道（Saud et al., 2020），例如信息支持、

情感支持。在信息支持層面，社交媒體是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重要的

信息傳播渠道（Tsao et al., 2021），尤其是伴隨「封鎖」成為全球範圍內

減緩疾病蔓延的有效防控策略，處於社會隔離狀態的人們面臨著信息

危機（Zhao & Basnyat, 2022），被封鎖的人們需要適應新的信息環境，

這對在大流行中的生存至關重要（Pan, S., et al., 2020）。在情感支持層

面，社交媒體上的社會支持類信息能夠幫助受眾進行心理調適，獲取

情感上的慰藉與支持（李曉靜等，2021），個體通過獲取突發公共衛生

事件的相關信息緩解心理恐慌（劉毅等，2022）。

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這一學術概念最早出現於上世紀70年

代，其後，心理學、醫學、社會學、傳播學等不同學科學者對之開展

了大量且持續的研究。概念界定上，心理學學者從個體對獲得支持的

感知視角出發，認為社會支持是他人提供的一種資源，這種資源使個

體認為他是被愛、被關心、被尊重的，是彼此溝通且資源共享的社會

網絡中的一員（Cobb, 1976），或個人在溝通和互惠的基礎上對社會網絡

產生歸屬感和價值感的程度（Gilmour et al., 2020）；社會學學者則側重

從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網絡出發，認為社會支持是人際關係網絡提供的

各種資源（Cohen & Hoberman, 1983），是兩個個體之間用來增加接受者

福祉的資源交換（Shumaker & Brownell, 1984），其本質是一種物質救

助、生活扶持、心理慰藉等社會性行為（方曙光，2013）。本文傾向於

採納社會學研究視角，認為社會支持是個人從社會關係網絡中得到的

情感、陪伴、信息、工具等方面的支持性資源。

蓬勃發展的社交媒體帶來了人們交流方式的深刻變革，亦增加了

社會支持的可得渠道，研究者們逐漸將視野從傳統面對面的線下社會

支持拓展到社交網絡空間的在線社會支持。國內外學者對在線社會支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4).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9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持已開展了大量實證研究，主要可歸納為四種路徑：一是對在線健康

社區的內容分析，研究在線社會支持類型與用戶互動特徵等；二是獲

得的在線社會支持對用戶心理健康和參與行為的影響研究；三是獲取

在線社會支持的影響因素研究；四是關注在線社會支持的尋求行為。

基於前文給出的社會支持定義，社會支持尋求是個體為應對負面情

緒、信息不確定性或困難事件，從社會關係網絡中尋求情感、陪伴、

信息、工具等支持的求助行為。國內外學者圍繞影響尋求原因、尋求

類別和策略，以及尋求行為帶來的影響等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行為展

開了一系列研究。由於「社會支持尋求」是本研究的核心命題，後文將

對已有研究展開詳細探討。

社會支持尋求行為的產生受到個體內在與外在多因素的影響，其

中，社交媒體提供了新的網絡互動空間，在人們尋求社會支持中發揮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鑒於此，本研究嘗試考察社交媒體使用與在線

社會支持尋求行為的關係，並探討兩者之間的作用機制。關注個體層

面社會支持尋求行為的影響因素，可以啟發人們在面對負面情緒或遭

遇困境時作出更為主動的「自助」，對人們獲得及時且更多的精神與物

質幫助，實現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義。

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社會支持的尋求行為

國內外學者對社會支持尋求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社會支持尋求的內容特徵和網絡結構。有學者探討了人們尋

求社會支持的內容類型（李子怡，2022；Shi & Chen, 2014），還有學者

基於在線社區和社群，通過內容分析和社會網絡分析方法研究了尋求

和提供在線社會支持的網絡結構特徵（肖亞龍等，2023；晏青、劉鈺，
2022）。

二是社會支持尋求的特徵、方式、策略如何影響社會支持的獲

得。已有研究指出，支持尋求的語言特徵（Buehler et al., 2019; Rains & 

Carter, 2023; Zhou & High, 2023）、信息類型（Rains et al., 2023）、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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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間接的請求方式（Li et al., 2020）、自我表露程度（Pan, W., et al., 

2020）均會影響社會支持的獲得。另外，尋求者自身的特點，例如與尋

求對象的關係類型和親密度（熊慧、鍾玉鑫，2020；Li & Zhang, 2021）、 

個人資料中的情感表露及性別暗示（Li, S., Coduto, K. D., & Morr, L., 

2019; Youngvorst & High, 2018）、以往的評論回覆情況（Li, S., Feng, B., 

& Wingate, V. S., 2019）、對自身痛苦的責任程度（Rains et al., 2019）等

也會影響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的效果。

三是社會支持尋求行為對其他因素的影響，主要包括心理和行為

兩個層面。從心理層面看，社會支持尋求會影響人們孤獨、抑鬱、焦

慮等負面情緒（Frison & Eggermont, 2015; Hill, 2016; Lisitsa et al., 2020; 

Murberg & Bru, 2005; Vélez et al., 2016）、健康自我效能（Oh et al., 

2013）、疾病不確定性（Kuang & Wang, 2022）和感知生活質量（Rudnick 

& Kravetz, 2001）等。從行為層面看，社會支持尋求還會影響人們應對

問題或工作的行為（Li et al., 2018; Wagstaff et al., 2015）、網絡攻擊行為

（Xie & Xie, 2019）、健康信息的媒體使用意向（賀建平等，2021）等。

四是產生社會支持尋求行為的前因。如當個體受到壓力時社會支

持尋求的水平較高（Li et al., 2018; Frison & Eggermont, 2015; Li & Yang, 

2009; Galaif et al., 2003）；不同年齡群體的社會支持尋求行為有所不

同，例如一項針對歐美人的研究發現，與18至25歲的年輕人相比，60

歲以上的老年人由於對潛在社會成本的擔憂而更少地尋求顯性的社會

支持（Jiang et al., 2018）；另外，性別（Ashton & Fuehrer, 1993）、感知

威脅（Chen et al., 2019）、健康擔憂（Oh et al., 2013）、價值觀（游潔，
2005）、家庭溝通模式（High & Scharp, 2015）、好友在線狀態與感知社

交存在（Feng & Hyun, 2012）以及不同國家或國籍的文化差異（Kim et 

al., 2006; Kim et al., 2011; Mortenson et al., 2009; Taylor et al., 2004）均

會帶來社會支持尋求行為的差異。

只有很少學者關注了社交媒體使用和社會支持尋求的關係。Lisitsa

等人（2020）探討了COVID-19大流行以來，18至34歲和35歲及以上兩

類人群如何通過社交媒體使用和社會支持尋求兩個連續中介變量對孤

獨感產生影響，但並未區分社會支持尋求的線上和線下行為，也缺少

對社交媒體使用、在線社會支持尋求兩者之間作用機制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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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使用與在線社會支持尋求

媒介效果研究肇始於上世紀20到30年代，聚焦於媒介使用對受眾

的認知、情感、態度和行為產生的影響，是傳播學領域的一個重要命

題。在經驗學派研究中，對於媒介效果研究階段劃分最具影響力的，

莫過於上世紀70年代麥奎爾（Denis McQuail）（1977）提出的三階段論，

即「媒介萬能論」到「有限效果論」再到「強效果論」。自上世紀80年代

以來，得益於測量方法的進步與使用，媒介效果經驗研究更加側重在

微觀層面進行精細化的效果考察。有學者指出，媒介效果的影響是

「大」還是「小」已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重要的在於媒介效果如何在不

同的環境下產生以及這些效果形成的「過程」（de Sola Pool, 1983）。進

入21世紀後，對社交媒體展開媒介效果研究逐漸成為這一領域的熱

點。本文依循媒介效果研究理路，在行為層面考察社交媒體使用對個

體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的影響，並挖掘制約其效果的中介變量。

媒介化社會中，社交媒體提供了激活在線關係和維持在線連接的

渠道，為人們尋求社會支持提供了平台化的基礎設施。有研究考察了

社交媒體依賴、在線支持行為對感知社會支持的影響，其中發現在中

國性少數群體（LGBT）中，社交媒體依賴程度能夠正向影響在線社會支

持尋求（Han et al., 2019）。還有研究探究了微信使用程度、微信群網絡

規模和網絡信任三個因素對意見尋求的影響，其中，微信使用程度能

夠正向影響人們的意見尋求行為（宮賀，2018）。意見尋求屬社會支持

尋求的範疇，因此，基於以上研究本文認為，社交媒體使用越多，越

可能通過社交媒體尋求社會支持，由此提出研究假設一：

H1：社交媒體使用越多，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行為的頻率越高。

社交媒體使用與社會資本、在線社會支持尋求

社會資本概念由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1986, p. 248）提出，指「在

與熟知或相識人的長期關係網絡中，與網絡中所有物相關聯的實際或

潛在資源的集合」，換言之，是人們從自身社會關係中積累的資源和利

益。學者Nahapiet和Ghoshal（1998）從結構、關係、認知三個維度定義

了社會資本。結構資本指社會互動模式或關係網絡結構，例如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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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的聯繫強度等；關係資本指通過長期社會互動而形成的一種關係

類型，如信任、規範、互惠行為等；認知資本指個人在社會關係中共

享的共同規範和語言，表明關係成員具有對問題的共同解釋和理解。

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的使用，建構了人際互動的新空間，為在線

關係建立與社會資本積累提供了網絡渠道。大量研究證明互聯網使用與

社會資本積累有關（來向武、任玉琛，2020；許丹紅，2016；Kavanaugh 

& Patterson, 2001; Wellman et al., 2001）。其中社交媒體的影響作用尤為

顯著，在線社交網站或互助社區作為一種動態演化著的社會網絡，為人

際交流提供了新途徑，用戶通過參與討論在社會關係中進行投資，彼此

交換社會資源，從而累積虛擬社區內的社會資本（潘文靜、劉迪一，
2021；Putnam, 2000; Williams, 2019），微信、臉書（Facebook）等社交媒

體的使用強度對社會資本積累呈顯著正向效應（朱曉文、鄂翌婷，
2017；周懿瑾、魏佳純，2016；潘曙雅、劉岩，2018；Ellison et al., 

2007）。從社會資本具體緯度看，有研究發現，微信使用正向促進了城

市老年人結構維度的社會資本（賀建平、黃肖肖，2020），工作中的社

交媒體使用會正向促進員工社會資本形成的潛力，這些社會資本表現為

社交網絡、信任和共享語言，即結構、關係和認知緯度的社會資本（Cao 

et al., 2015; Sun & Shang, 2014）。

與此同時，社會資本亦可能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產生影響。有研

究指出，在線健康社區中結構、認知、關係三個緯度的社會資本都對

獲得社會支持有影響（Liu et al., 2023）。社交媒體上的結構資本反映了

在線社交關係網絡中用戶之間的連接和互動模式，高水平的結構資本

代表著用戶之間高密度的互動和交流，方便了網絡資源和支持的流

動。有研究發現，結構資本顯著正向影響信息支持的獲得，用戶在微

信群會話中建立的關係連接數累計值越高、關係強度越強，其在尋求

信息支持時會有更大概率得到回答（吳江等，2020），社會資本構成了

在線社會關係的「人脈」，提高了用戶對於獲得社會支持的期望，進而

可能會提高用戶尋求在線社會支持的意願和行為頻率。關係資本反映

社交媒體用戶之間的信任和親密關係，這種信任關係會影響用戶對獲

得他人幫助的自信，進而可能會激勵用戶通過社交媒體尋求其他用戶

的在線社會支持。認知資本反映用戶在網絡社會關係中的共同規範和

語言，高水平的認知資本代表著用戶有相對統一的溝通模式、表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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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對問題的共同理解，有助於提高用戶之間的溝通效率，這種高效

交流可能會促進用戶通過社交媒體尋求在線社會支持的意願。

由此本文認為，結構、關係和認知三個緯度的社會資本既可能會

受到社交媒體使用的影響，又可能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產生正向影

響，即社交媒體使用可能會通過促進結構、關係和認知三個緯度的社

會資本積累，促進人們的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行為。據此，本文提出研

究假設二：

H2a： 結構資本在社交媒體使用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行為的影響路

徑中存在中介效應；

H2b： 關係資本在社交媒體使用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行為的影響路

徑中存在中介效應；

H2c： 認知資本在社交媒體使用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行為的影響路

徑中存在中介效應。

社交媒體使用與心理韌性、在線社會支持尋求

心理韌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是個體面對重大壓力或創傷時

自我適應或管理的過程， 是一種從逆境中「反彈」的能力（Windle, 

2011）。在中國文化中，心理韌性的結構表現為堅韌、自強和樂觀的三

位一體（Yu & Zhang, 2007）。有學者綜述了新冠疫情期間社交媒體與個

體韌性關係的相關研究，在此基礎上討論總結了社交媒體使用對個體

韌性的影響，社交媒體使用對個體韌性的影響存在積極的一面，因為

各種在線活動擴大了人際連接的深度和範圍，提高了人們獲得社會支

持的機會，進而增強了個體的韌性（Mano, 2020）。本文認為，新冠疫

情大流行期間，中國內地的「動態清零」政策使人們線下的互動交往受

到嚴格限制，社交媒體作為人們突破空間制約獲取信息和資源的渠道

作用更為顯著。人們通過社交媒體能夠積累應對逆境的各類資源，從

而提高人們在面對困難時的自我適應能力，即人們的社交媒體使用可

能對心理韌性水平有正向促進作用。

另一方面，在線社會支持尋求作為一種通過網絡進行「求助」的行

為，可能會受到個體心理韌性的影響。有研究表明，問題解決、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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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退避、求助、發洩、幻想是人們在面臨挫折和煩惱時主要採用的

應對方式（黃希庭等，2000），其中，心理韌性能顯著正向預測「求助」

行為（謝玲平、鄒維興，2015；凌華明、凌華龍，2013）。本文認為，

來自外部環境的壓力、刺激等因素激發了人們的求助動機，而高水平

的樂觀、堅韌、自強等心理韌性可以提高人們尋求幫助的主動性。因

此，心理韌性可能會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具有正向影響作用，即個體

心理韌性心理水平越高，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行為的頻率就越高。

由此本文認為，心理韌性既可能會受到社交媒體使用的影響，又

可能會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行為產生影響，即社交媒體使用可能會通

過影響心理韌性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產生間接影響，使用社交媒體越

多的用戶心理韌性可能會越強，也因此更有可能通過社交媒體尋求在

線社會支持。據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三：

H3： 心理韌性在社交媒體使用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行為的影響路

徑中存在中介效應。

社會資本與心理韌性

已有研究發現，社會資本對心理韌性有正向促進作用。例如，結

構資本、關係資本、認知資本可以幫助提高員工的心理韌性，從而減

少長期的工作倦怠（Khaksar et al., 2019）；癌症患者的社會資本對心理

韌性有正向預測作用（Kordan et al., 2019）；艾滋病患者之間的信任、互

惠、社會凝聚力等可以預測心理韌性（Dageid & Grønlie, 2015）等。由

此本文認為，用戶在社交媒體上積累的結構、關係、認知三個緯度的

社會資本可能會促進心理韌性的提高，在社交媒體使用和在線社會支

持尋求行為之間發揮鏈式中介作用，提出研究假設四：

H4a： 結構資本和心理韌性在社交媒體使用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行

為的影響路徑中存在鏈式中介效應；

H4b： 關係資本和心理韌性在社交媒體使用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行

為的影響路徑中存在鏈式中介效應；

H4c： 認知資本和心理韌性在社交媒體使用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行

為的影響路徑中存在鏈式中介效應。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4).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9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人口統計學變量與在線社會支持尋求

人口統計學變量是媒介效果研究不可忽視的控制變量，性別、年

齡、受教育程度、收入、地域等個體特徵，均有可能對在線社會支持

尋求產生影響。本研究聚焦社交媒體使用等相關因素對在線社會支持

尋求的影響，將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收入、地域等人口統計學

變量納入考察。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與社交媒體使用、社會

資本、心理韌性具有密切關係，嘗試探析人們的社交媒體使用與在線

社會支持尋求之間可能存在的中介因素。綜合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與假

設，整理出研究關係模型（圖一）：

圖一　研究假設模型

研究方法

抽樣方法與數據來源

本研究的數據來自2022年8月底至9月初收集的一手網絡問卷調查

數據。在正式調查前，研究者於8月下旬在北京某高校開展了小規模的

預調查，回收了51份前測問卷，通過對問卷數據的分析以及對填答者

的詢問，修改了部分語義模糊或易引發歧義的題項，形成最終的正式

問卷。

H4

H3H2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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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統計學變量與在線社會支持尋求

人口統計學變量是媒介效果研究不可忽視的控制變量，性別、年

齡、受教育程度、收入、地域等個體特徵，均有可能對在線社會支持

尋求產生影響。本研究聚焦社交媒體使用等相關因素對在線社會支持

尋求的影響，將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收入、地域等人口統計學

變量納入考察。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與社交媒體使用、社會

資本、心理韌性具有密切關係，嘗試探析人們的社交媒體使用與在線

社會支持尋求之間可能存在的中介因素。綜合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與假

設，整理出研究關係模型（圖一）：

圖一　研究假設模型

研究方法

抽樣方法與數據來源

本研究的數據來自2022年8月底至9月初收集的一手網絡問卷調查

數據。在正式調查前，研究者於8月下旬在北京某高校開展了小規模的

預調查，回收了51份前測問卷，通過對問卷數據的分析以及對填答者

的詢問，修改了部分語義模糊或易引發歧義的題項，形成最終的正式

問卷。

H4

H3H2 H1

為了在全國範圍內有效調查社交媒體用戶，提高樣本的代表性和

質量，本研究委託採集學術數據調查公司「極術雲」進行了全國性網絡

抽樣調查，其數據庫擁有超過一百萬個互聯網用戶，能較好地滿足調

查需要。本調查對地域、性別和年齡等人口統計學因素進行配額抽樣

（quota sampling），借助極術雲管理平台對目標人群隨機發送問卷鏈接

進行在線填寫邀請。調查樣本完整覆蓋了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不包

括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台灣）；男女各分配50%的樣本量；參

考中國互聯網絡中心2022年8月發布的《第5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

統計報告》中的網民年齡結構， 為「18–29歲」、「30–39歲」、「40–49

歲」、「50–59歲」四個年齡層各分配20%的樣本量，「18歲以下」和「60

歲及以上」各分配10%的樣本量。

正式問卷的發放時間為2022年9月2日至9月8日，共有1,124人在

線填答，在刪除數據不完整、作答時長過短等不合格樣本後，最終得

到1,069份有效問卷。樣本分布相對均衡，具體見表一。

表一　人口統計變量的描述性統計（N = 1,069）

變量 分類 頻率 百分比% 變量 分類 頻率 百分比%

性別
男 527 49.30

地域

華北地區 267 24.98

女 542 50.70 東北地區 94  8.79

年齡

18歲以下 109 10.20 華東地區 232 21.70

18–29歲 210 19.64 中南地區 335 31.34

30–39歲 215 20.11 西南地區 111 10.38

40–49歲 218 20.39 西北地區 30  2.81

50–59歲 217 20.30

年收入

1萬元以內 206 19.27

60歲及以上 100  9.35
1–5萬元 

（不包括5萬元）
223 20.86

受教育
程度

初中及以下 104  9.73
5–10萬元 

（不包括10萬元）
313 29.30

職高／高中／
中專／技校

346 32.37
10–15萬起 

（不包括15萬）
196 18.33

大專／本科 580 54.26
15–20萬 

（不包括20萬）
65  6.08

碩／博研究生 39  3.65 20萬元及以上 66  6.17

註：地域一題在問卷中包含了31個具體省市自治區，為方便進行數據分析將其按照中國行

政區劃分轉變為地區。其中華北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內蒙古；東北地區包括

遼寧、吉林和黑龍江；華東地區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和山東；中南地

區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和海南；西南地區包括重慶、四川、貴州、雲南和西

藏；西北地區包括陝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4).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98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研究變量與測量方法

I. 社交媒體使用

本研究的社交媒體使用參考Ellison等人（2007）的臉書使用強度量

表，該量表共包含八個題目，被國內外學者多次引用。首先，由於本

研究不針對單一特定平台，因此去掉「臉書好友數量」和「對告訴他人在

使用臉書感到驕傲」兩個題項。其次，針對「臉書使用時長」一題，由

於社交媒體的使用行為類型多樣，因此本研究參考Burke等人（2010）

的社會網絡行為量表和韋路與陳穩（2015）的社交媒體使用模式量表，

選取「更新個人狀態」、「進行點讚、評論」、「共享或轉載內容」等11個

具體社交媒體使用行為分別測量頻繁程度，頻繁程度採用李克特五級

量表（Likert scale；從1－從不，到5－非常頻繁），最終以11道題目的

平均值納入量表之中。剩餘五個題項將表述從針對臉書單一平台改為

針對社交媒體，例如「使用社交媒體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使用社

交媒體已經成了我的日常習慣」、「如果有一天沒有使用社交媒體，我

會感到失去聯繫」等，符合程度採用李克特五級量表（從1－非常不符

合，到5－非常符合）。

II.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的測量參考Chiu等人（2006）的社會資本量表，將社會資

本分為結構、認知、關係三個緯度。「結構資本」關注網絡聯繫及個人

在網絡聯繫中所處的位置，「認知資本」主要包括網絡個體間的共同語

言，「關係資本」指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認可程度。此量表最終形成19

道題目，符合程度採用李克特五級量表（從1－非常不符合，到5－非

常符合）。

III. 心理韌性

對心理韌性的測量使用Yu和Zhang（2007）修訂的Connor-Davidson

韌性量表，該量表共包含25個題項以及符合中國人特點的堅韌、自強

和樂觀三個維度，例如堅韌層面的「我不輕易因失敗而氣餒」、「我知道

去哪裏尋求幫助」、自強層面的「我傾向於無論如何都要盡最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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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夠適應變化」和樂觀層面的「我擁有親密、穩固的關係」、「我認為

有時候命運或神可以幫忙」等，該量表被國內學者廣泛使用。符合程度

採用李克特五級量表（從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

IV. 在線社會支持尋求

在線社會支持尋求量表的設計參考Nick等人（2018）的在線社會支

持量表，該量表是基於已有理論、研究和線下社會支持的測量開發

的，包括「情感／尊重支持」、「社交陪伴」、「信息支持」、「工具支持」

四個緯度，檢驗結果表明，線下社會支持的類型也存在於網絡世界

中，並且信度、效度等檢驗效果良好。因此，本研究借鑒其在線社會

支持量表，並對題項依次進行稍許改編，最終共形成24道題目，頻繁

程度採用李克特五級量表（從1－從不，到5－非常頻繁）。

數據分析結果

變量的信效度檢驗

研究者首先對四個量表進行了可靠性分析和因子分析，各量表的

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α）和KMO值均大於 .80，顯示問卷各變量的

信度和效度合格，量表具有較高可靠性。具體見表二。

表二　變量信效度檢驗

變量名 題項數 克隆巴赫系數 KMO

社交媒體使用 6 .85 .89

在線社會支持尋求 34 .97 .99

社會資本 19 .94 .98

心理韌性 25 .95 .98

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的人口特徵分析

對社交媒體使用、社會支持尋求、社會資本、心理韌性四個核心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顯示（表三），所有變量的均值在3與3.4之

間，其中，「社交媒體使用」（平均數＝3.34，標準差＝ .85）和「心理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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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均數＝3.34，標準差＝ .68）得分最高，「在線社會支持尋求」得

分最低（平均數＝3.02，標準差＝ .73）。

表三　核心研究變量的均值和標準差

變量 均值（M） 標準差（SD）

社交媒體使用 3.34 .85

社會資本 3.23 .71

心理韌性 3.34 .68

在線社會支持尋求 3.02 .73

之後，本研究探索了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收入和地域的人

口統計學變量是否會對因變量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產生影響。迴歸分析

發現，如表四所示，社交媒體用戶的受教育程度和年收入對在線社會

支持尋求有顯著正向影響，性別、地域和年齡無顯著影響。因此，本

文選取受教育程度和年收入水平作為後續研究假設檢驗的控制變量。

表四　人口統計學變量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的影響

人口統計學變量 β t 顯著性

性別 –.01 –.22 .83

年齡 –.03 –1.75 .08

受教育程度  .08* 2.43 .02

年收入 .07*** 4.24 .00

地域 .01 .59 .56

註：N = 1,069，β為未標準化迴歸系數，*p < .05；**p < .01；***p < .001

研究假設檢驗

I. 總體迴歸分析

為驗證研究假設1，即社交媒體使用是否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具有

正向影響，本研究採用多元迴歸分析，將社交媒體使用作為自變量、

在線社會支持尋求作為因變量，並將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作為控制變

量。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社交媒體使用對社會支持尋求具有顯著正向

預測力（β = .42, p < .001），即社交媒體使用越多，在線社會支持尋求

行為越頻繁，模型解釋力為27%。因此，假設1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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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中介效應檢驗

本研究採用Bootstrap方法（Hayes, 2017）檢驗研究假設2、3、4的

三個中介模型。首先檢驗社會資本在社交媒體使用對在線社會支持尋

求影響路徑中的中介作用。在SPSS 26軟件中運行PROCESS插件，按

照社會資本的三個緯度，分別運行三次模型4，數據結果顯示（表五），

控制人口統計學變量後，結構資本、關係資本、認知資本三個緯度的

社會資本在社交媒體使用和在線社會支持尋求之間的中介效應均達到

顯著水平，因此假設2a、2b和2c成立，結構、關係、認知三個維度的

社會資本在社交媒體使用和在線社會支持尋求之間都發揮了中介作

用，其中認知資本的中介效應最大（β = .29, 95% CI [.25, .34]），關係資

本（β = .24, 95% CI [.20, .29]）和結構資本效應次之（β = .24, 95% CI [.19, 

.27]）。

表五　社會資本中介模型檢驗結果

效應 路徑關係 β SE t p
95%置信區間

LLCI ULCI

（M1a=結構資本）

直接效應 X→M1a .46 .03 16.71 .00 .40 .51

  M1a→Y .51 .02 25.49 .00 .48 .55

  X→Y .18 .02   8.96 .00 .14 .22

中介效應 X→M1a→Y .24 .02 – – .19 .27

總效應 .42 .02 18.24 .00 .37 .46

（M1b=關係資本）

直接效應 X→M1b .43 .02 17.98 .00 .38 .47

  M1b→Y .57 .02 23.97 .00 .53 .62

  X→Y .17 .02   8.23 .00 .13 .21

中介效應 X→M1b→Y .24 .02 – – .20 .29

總效應 .42 .02 18.24 .00 .37 .46

（M1c=認知資本）

直接效應 X→M1c .49 .02 21.23 .00 .45 .54

  M1c→Y .60 .02 24.75 .00 .55 .65

  X→Y .12 .02   5.67 .00 .08 .17

中介效應 X→M1c→Y .29 .02 – – .25 .34

總效應 .42 .02 18.24 .00 .37 .46

註：N = 1,069，Boostrap次數為5,000，β為未標準化迴歸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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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檢驗心理韌性在社交媒體使用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影響路徑

中的中介作用。同樣運行PROCESS模型4，數據結果顯示（表六），控

制人口統計學變量後，社交媒體使用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的中介效應

達到顯著水平（β = .18, 95% CI [.14, .22]），因此假設3成立，心理韌性

在社交媒體使用和在線社會支持尋求之間發揮了中介作用。

表六　心理韌性中介模型檢驗結果

效應 影響路徑 β SE t p
95%置信區間

LLCI ULCI

直接效應 X→M2 .40 .02 19.31 .00 .36 .45

M2→Y .44 .03 14.24 .00 .38 .50

X→Y .24 .02  9.85 .00 .19 .29

中介效應 X→M2→Y .18 .02 – – .14 .22

總效應 .42 .02 18.24 .00 .37 .46

註：N = 1,069，Boostrap次數為5,000，β為未標準化迴歸系數

最後檢驗社會資本、心理韌性在社交媒體使用對在線社會支持尋

求影響路徑中的鏈式中介作用，按照結構資本、關係資本、認知資

本，分別運行三次PROCESS模型6。數據結果顯示（表七），控制人口

統計學變量後，在結構資本緯度檢驗中，結構資本的中介效應、心理

韌性的中介效應和兩者的鏈式中介效應均顯著（Effect = .21, 95% CI [.17, 

.24]; Effect = .05, 95% CI [.03, .07]; Effect = .03, 95% CI [.02, .04]）。在

認知資本緯度檢驗中，認知資本的中介效應、心理韌性的中介效應和

兩者的鏈式中介效應均顯著（Effect = .27, 95% CI [.22, .31]; Effect = .02, 

95% CI [.01, .03]; Effect = .03, 95% CI [.01, .05]）。在關係資本緯度的檢

驗中，關係資本的中介效應顯著（Effect = .23, 95% CI [.19, .27]），但心

理韌性的中介效應和兩者的鏈式中介效應不顯著（Effect = .01, 95% CI 

[–.00, .03]; Effect = .01, 95% CI [–.01, .04]）。因此假設4a和4c成立，假

設4b不成立，鏈式中介效應僅在結構資本、認知資本的模型中成立，

在關係資本的模型中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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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社會資本、心理韌性鏈式中介模型檢驗結果

效應 影響路徑 Effect SE
95%置信區間

LLCI ULCI

（M1a=結構資本）

直接效應 X→Y .13 .02 .09 .17

中介效應 X→M1a→Y .21 .02 .17 .24

X→M2→Y .05 .01 .03 .07

X→M1a→M2→Y .03 .01 .02 .04

總中介效應 .28 .02 .24 .33

總效應 .42 .02 .37 .46

（M1b=關係資本）

直接效應 X→Y .16 .02 .12 .21

中介效應 X→M1b→Y .23 .02 .19 .27

X→M2→Y .01 .01 –.00 .03

X→M1b→M2→Y .01 .01 –.01 .04

總中介效應 .25 .02 .21 .30

總效應 .42 .02 .37 .46

（M1c=認知資本）

直接效應 X→Y .10 .02 .06 .15

中介效應 X→M1c→Y .27 .02 .22 .31

X→M2→Y .02 .01 .01 .03

X→M1c→M2→Y .03 .01 .01 .05

總中介效應 .31 .02 .27 .36

總效應 .42 .02 .37 .46

註：N = 1,069，Boostrap次數為5,000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考察了社交媒體使用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的影響，以及結

構、關係、認知三個緯度的社會資本和心理韌性在兩者間的鏈式中介

作用。調查委託數據公司在全國範圍內收集一手經驗數據，樣本質量

及其代表性達到了較好水平，因此本研究針對概念之間關係的推論較

為有效，最終建立的鏈式中介模型能夠為後續研究提供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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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主要發現

針對人口統計學變量與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的迴歸分析發現，社交

媒體用戶的受教育程度和年收入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有顯著正向影

響，性別、年齡、地域則無顯著影響。從表四可見，受教育程度越高

的用戶群體，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行為頻率越高，這可能與社交媒體使

用的強度、能力和目的有關。有研究顯示，有大學經歷的人比高中學

歷或更低學歷的人更有可能使用社交媒體（Perrin, 2015），教育水平是

社交媒體使用量的重要預測因素，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交媒體的

使用也在增加（Özgüven & Mucan, 2013），進而可能影響在線社會支持

尋求的行為頻率。同時，社交媒體使用存在一定的技術門檻，教育程

度較高的用戶具有較強的信息搜索和識別能力（盧春天等，2017），為

人們通過社交媒體尋求在線社會支持提供了能力基礎。從年收入看，

收入水平越高的用戶群體，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行為頻率也越高。這或

是因為，收入作為一種社會經濟變量可以被轉換為對媒介產品的消

費，進而影響了個體的媒介使用和信息可得性（甘浩辰、賈雨歌，
2021），同受教育程度的影響相似，收入水平與社交媒體使用之間存在

正相關關係（Perrin, 2015; Özgüven & Mucan, 2013）。同時，收入水平

越高，人們的信息處理能力也越強（周葆華、陸曄，2008），這可能會

影響人們通過社交媒體獲得在線社會支持的信心，進而影響在線社會

支持尋求行為的頻率。

總體迴歸檢驗發現，社交媒體使用是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的預測因

素，人們使用社交媒體越多，越會通過社交媒體尋求在線社會支持。

社交媒體在建立和鞏固社會關係網絡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在線

社交的強大基礎設施為在線社會支持尋求提供了條件，突破了傳統線

下社會支持尋求的時空局限。

中介作用檢驗發現，結構、關係和認知三個緯度的社會資本在社

交媒體使用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的影響中均發揮了中介效應。從結構

資本看，社交媒體使用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通過調動在線社會關係網

絡與他人產生聯繫，在線人際傳播互動過程也是一個潛在資源積累的

過程，社交媒體使用增加了結構資本的積累，增加了人們在社會關係

網路中可調用的資源，進而促進了人們的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行為，這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4).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205

社交媒體使用如何增進在線社會支持尋求

與以往研究結果相符（賀建平、黃肖肖，2020；吳江等，2020）。從關

係資本看，社交媒體使用作為一種社會資本的維護行為，成為人們塑

造關係的一種工具（董晨宇、張恬，2019），社交媒體使用增強了用戶

間的信任、親密和互惠程度，提高了人們對從其他用戶那裏獲得幫助

的期望，進而提高了用戶主動尋求社會支持的意願。換言之，用戶在

社交媒體付出時間、精力等資源的積極程度，可以轉化為社會資本在

網絡社區中贏得互惠性關係的回報（晏青、劉鈺，2022）。從認知資本

看，由於部分社交媒體在線社群由不同背景和不熟悉的網絡用戶組

成，消除交流障礙和不確定性成為激勵人們與他人產生聯繫的重要條

件，使用共同語言可以建立起社交網絡、增強可信度，以解決人們遇

到的問題（Cao et al., 2015）。社交媒體使用培養了用戶在網絡社會關係

中的共同規範和語言，高水平的認知資本代表著用戶有相對統一的溝

通模式、表達方式和對問題的共同理解，有助於提高溝通效率，增強

了人們在應對困難時進行高效交流和資源共享的自信，進而可以促進

在線社會支持的尋求行為。綜上，社交媒體使用通過影響結構、關係

和認知三個維度的社會資本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行為產生了正向影響。

除此之外，心理韌性也在社交媒體使用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的影

響中發揮了中介效應。一方面，社交媒體使用可以影響用戶的心理韌

性，這可能與人們對在線相關信息和資源獲取的目的有關，社交媒體

為人們在「逆境」中抵抗未知和適應環境提供了在線渠道。另一方面，

心理韌性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具有正向影響。過去有關心理韌性與社

會支持的研究多集中於探討社會支持如何通過影響心理韌性對心理健

康產生正向影響（呂藝芝等，2020；葉寶娟等，2018；Labrague, 2021）， 

將心理韌性作為社會支持獲取帶來的結果，而本研究將心理韌性視為

前置變量考察其對社會支持尋求的反向影響，發現個體心理韌性水平

同樣可以促進在線社會支持的尋求，激發人們採用「求助」這一應對方

式。綜上，社交媒體使用通過影響用戶的心理韌性對在線社會支持尋

求行為產生了正向影響。

最後，鏈式中介作用檢驗發現，結構、認知兩個維度的社會資本

和心理韌性在社交媒體使用與在線社會支持尋求之間發揮了鏈式中介

作用。一方面，社交媒體使用越多，在線社交關係網絡中用戶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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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和互動就越多，使用戶積累起更多的結構資本，方便了網絡資源

和支持的流動，人們在應對困難時更加清楚從何處能夠尋得幫助，提

高了人們解決困難的自信和能力，心理韌性水平得以提高，進而促進

了用戶通過在線關係網絡尋求在線社會支持。另一方面，社交媒體使

用越多，越可能培養和提高用戶在網絡社會關係中的共同規範和語

言，使用戶積累起更多的認知資本，這種共享的規範建構了用戶之間

的認知默契，促使用戶培養起幫助他人解決問題的共同願景，增強了

人們在應對困難時解決問題的自信，心理韌性水平得以提高，進而激

發人們對在線社會支持的尋求。

在關係資本和心理韌性的鏈式中介效應檢驗中，本研究發現，「社

交媒體使用－關係資本－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的中介效應顯著，但「社

交媒體使用－心理韌性－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的中介效應和「社交媒體

使用－關係資本－心理韌性－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的鏈式中介效應均

不顯著。前文中介檢驗發現，心理韌性在社交媒體使用與在線社會支

持尋求變量間的單獨中介作用成立，卻在加入關係資本後變為不成

立，這說明，關係資本與心理韌性有很強的關聯性，且心理韌性可能

掩蓋了部分關係資本的中介效應。換言之，社交媒體使用對在線社會

支持尋求的影響主要是通過關係資本的中介作用，而不是心理韌性的

中介作用或關係資本和心理韌性的鏈式中介作用。

研究的理論貢獻

基於以上研究發現，本研究的理論貢獻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

本研究聚焦於心理健康研究領域的「在線社會支持尋求」，將研究重點

從對社會支持的內容性質、獲得社會支持對用戶心理健康和行為影響的

考察，轉向探討用戶個體在獲得社會支持前的尋求行為及其影響因素，

豐富了研究視角，拓寬了「社會支持」研究的外延。同時，研究發現了

社會資本和心理韌性兩個影響因素在社交媒體使用和在線社會支持尋求

之間的連續中介作用，擴展了在線社會支持尋求影響因素的研究。

第二，本文是對媒介效果經驗研究的拓展，考察了社交媒體使用

這一重要因素對人們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的影響。研究發現，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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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激活和拓展社會關係網絡的渠道，其使用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

聯結，增強了在線社會支持的尋求，同時，本研究確認了產生這一效

果的具體路徑，通過引入社會資本和心理韌性變量，找到了影響產生

的制約機制。

第三，本研究是對社會資本和心理韌性研究的補充。一方面，從

社會資本視角看，以往研究證實了社交媒體使用有助促進社會資本積

累（周懿瑾、魏佳純，2016；潘曙雅、劉岩，2018；Williams, 2019），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社交媒體使用可以通過影響社會資本的積累進而

影響在線社會支持尋求行為，社會資本是社交媒體使用影響在線社會

支持尋求的間接路徑。另一方面，從心理韌性視角看，已有研究發現

社會支持的獲得可以增強個體心理韌性（呂藝芝等，2020），本研究進

一步發現，高水平的心理韌性可以促進在線社會支持尋求，因此，心

理韌性與尋求在線社會支持以及獲得社會支持三者之間實際上是形成

了一種「良性循環」。

研究局限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研究局限性，未來研究可以完善改進。首先，

研究在迴歸分析中沒有考察不同社交媒體使用類別和不同使用內容對

因變量的影響，這可能導致結果效度的下降。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細

化社交媒體使用的類別與內容，比較不同社交媒體使用行為帶來的在

線社會支持尋求的差異。其次，雖然本研究對在線社會支持尋求的測

量包括了「情感／尊重支持」、「社交陪伴」、「信息支持」、「工具支持」

四個緯度，但在迴歸分析時沒有將此變量具體細化，即沒有探討社交

媒體使用、社會資本、心理韌性對不同類型在線社會支持尋求存在的

影響。未來研究可以重點探討不同社交媒體使用強度、社會資本高低

及不同緯度等對不同類型社會支持尋求的影響。

在社交媒體時代，在線社會支持尋求並非特定時期或某些群體的特

殊行為，而是一種人們長期且普遍存在的社會行為，因而值得更多跨學

科學者的關注。尋求行為發生越多，才越有可能獲得他人的支持與幫

助。在中國社會結構急劇轉型背景下，社會各界需特別燭照受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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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較低和年收入較低用戶群體的社會支持狀況，幫助其提升社交媒體使

用素養，鼓勵其使用社交媒體增益人際互動，增強其心理韌性，並建立

良好的外界社會支持系統，以促進該群體社會支持尋求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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