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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彩霞ꎬ张梦杰ꎬ赵雪雁ꎬ付汉良.消费者视角下用户评论对公众再生水消费意愿的影响机制———来自眼动实验的证据.生态学报ꎬ２０２３ꎬ４３(１４):
５７５３￣５７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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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视角下用户评论对公众再生水消费意愿的影响
机制
———来自眼动实验的证据

侯彩霞１ꎬ ２ꎬ张梦杰１ꎬ ２ꎬ ∗ꎬ赵雪雁３ꎬ付汉良１ꎬ ２

１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ꎬ 西安　 ７１００５５

２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神经工程管理实验室ꎬ 西安　 ７１００５５

３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ꎬ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再生水回用是解决水资源紧缺的有效途径ꎬ对缓解区域水资源紧缺和促进环境保护有重要的意义ꎮ 公众作为再生水的直

接使用者ꎬ其对再生水的态度是再生水回用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ꎮ 再生水作为一种再生资源产品ꎬ价格是消费者使用再生水必

须支付的货币成本ꎬ用户评论是消费者了解再生水ꎬ评估再生水质量的最直接途径ꎮ 为了更加清晰的辨明价格、用户评论对公

众再生水使用意愿的影响机制ꎬ以消费者为视角ꎬ模拟再生水购买场景ꎬ以刺激￣机体￣反应模型为理论框架ꎬ采用 ３(实验分组:
高价格、中价格和低价格)×２(评论分类:质量评论和环境评论)的眼动追踪实验ꎬ探究公众再生水购买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机理ꎬ
并进一步分析不同价格下公众再生水使用行为的差异ꎮ 研究结果表明:(１)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在中价格组最高ꎬ低价格组次

之ꎬ高价格组最低ꎮ (２)公众决策过程中ꎬ不论是再生水质量评价ꎬ还是环境评价ꎬ均偏向于注视消极评论内容ꎮ 在低价格组

中ꎬ公众对评论内容的关注程度最高ꎬ高价格组最低ꎬ中价格组中ꎬ公众更关心再生水对环境的影响ꎮ (３)消费过程中ꎬ公众对

评论内容的关注会影响消费情绪从而影响再生水使用意愿ꎮ (４)再生水价格在公众消费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ꎮ 低

价格组ꎬ评论内容通过唤起感影响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ꎬ中价格组ꎬ评论内容通过愉悦感影响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ꎬ高价格组ꎬ
影响路径均不显著ꎮ 本研究可为再生水的进一步推广与水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科学参考ꎮ
关键词:再生水ꎻ使用意愿ꎻ刺激￣机体￣反应理论ꎻ消费情绪ꎻ眼动追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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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ꎻ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ｒｅｕｓｅꎻ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ꎻ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ꎻ ｅｙ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经济快速发展ꎬ人口增长导致水资源需求量呈几何增长[１—２]ꎬ每年世界 １ / ３ 的人口受到水资源短缺影

响[３]ꎬ有 ５ 亿人全年生活在严重缺水的条件下[４]ꎬ水资源短缺问题已经成为 ２１ 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

战ꎮ 中国是世界上缺水最严重的国家之一ꎬ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极不均衡ꎬ水环境整体持续恶化ꎬ严重

威胁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ꎮ 为解决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损害问题ꎬ２０２１ 年 １ 月ꎬ国
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指出:“在城镇、工业和农业农村等领域

系统开展污水资源化利用”ꎬ再生水成为解决水资源问题的有效方案[５—６]ꎮ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ꎬ污水处理技

术已经发展到几乎能生产出满足任何水质标准的再生水ꎬ然而截至到 ２０１９ 年ꎬ我国城市再生水使用量仅占污

水处理量的 ２０％[７]ꎬ再生水的使用途径也仅限于用于道路冲撒、景观用水等ꎬ再生水的推广之路举步维艰ꎮ
缘何早已突破技术难关的再生水回用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ꎬ首当其冲的便是公众使用意愿[８]ꎮ

再生水作为一种再生资源产品ꎬ其推广使用离不开消费者ꎮ 价格是消费者使用再生水必须支付的货币成

本ꎬ是消费者评估再生水价值ꎬ影响再生水市场需求的重要线索[９—１０]ꎮ 学者们对再生水的价格问题展开了大

量研究[１１—１２]ꎬ主要聚焦于再生水定价方法、价格政策等ꎬ然而以往关于再生水价格的研究忽视了使用者的态

度ꎮ 公众是再生水的终端用户ꎬ不同价格下公众的使用意愿是再生水定价乃至再生水项目成功实施的关键要

素ꎮ 目前ꎬ再生水没有完全普及ꎬ消费者对再生水信息的了解渠道有限ꎬ用户评论成为消费者了解再生水ꎬ评
估再生水质量的最直接途径ꎮ 因此ꎬ用户评论是分析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ꎮ 相关研究再

分析公众是否使用再生水时ꎬ往往会考虑再生水产品特征、产品信息[１３—１７]ꎬ但鲜有研究分析用户评论对公众

再生水回用行为的影响程度及机理ꎮ
再生水购买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ꎮ 眼动追踪技术能够捕捉并记录消费者浏览产品详情时的眼动

过程ꎬ形成客观数据ꎬ是分析消费者信息加工过程ꎬ揭示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的有效方法[１８]ꎮ 电子商务飞速

发展便利了人们的生活ꎬ尤其是近年来网络购物ꎬ在线充值水费等业务的出现ꎮ 鉴于此ꎬ本研究以消费者为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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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ꎬ模拟再生水在线购买场景ꎬ采用眼动追踪实验方法ꎬ在明确不同价格时ꎬ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的基础之上ꎬ
分析公众对不同评论的认知加工过程ꎬ并以刺激￣机体￣反应(Ｓ￣Ｏ￣Ｒ)模型为理论框架ꎬ探究用户评论对再生水

回用行为的影响机制ꎬ并进一步分析不同价格下公众再生水使用行为的差异ꎬ为再生水的进一步推广与水资

源优化配置提供科学参考ꎮ

１　 理论基础

１.１　 用户评论

用户评论主要是指消费者在购买或使用了产品后ꎬ发表的关于产品或商家的评价ꎮ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

展ꎬ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网络购物上分享自己的观点和感受ꎮ 研究表明评论的影响力会受到评论特征的影

响[１９]ꎬ如评论内容、数量、长度、效价等因素ꎬ评论内容所揭示的信息会影响公众的认知行为[２０]ꎬ负面评论所

引发的消极效应比正面评论的积极效应更显著[２１]ꎮ 在线评论的影响力还会受到产品类型的影响ꎬ对于难以

获取产品质量信息的商品ꎬ消费者对用户评论的关注度更高[２２]ꎮ 个体的信息关注行为与偏好相关ꎬ一方面ꎬ
个体更倾向于注视感兴趣的评论内容[２３]ꎬ另一方面ꎬ用户评论影响个体的行为偏好[２４]ꎮ 他人的评价内容是

公众评估再生水的重要参考ꎬ也是影响使用意愿的重要因素ꎮ
为了进一步推广再生水回用项目ꎬ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影响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的因素进行了研究ꎮ 公

众考虑到再生水的水质和潜在健康风险而不愿意使用再生水ꎬ甚至对再生水灌溉的农产品的购买意愿也降

低[２５—２７]ꎮ 在西班牙ꎬ由于公众对再生水水质怀疑ꎬ再生水回用成为仅次于雨水收集和海水淡化的最不能接受

的替代水源[２８]ꎮ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ꎬ公众的认知行为特征也对再生水使用意愿有显著影响[２９—３０]ꎮ 再生水作

为一种特殊的环境友好型商品ꎬ对周边水环境有积极影响[３１—３２]ꎮ 公众对再生水的感知环境价值越高ꎬ使用意

愿也越强[３３]ꎮ 那些环境保护意识更强ꎬ担忧未来水资源供给状况的个体ꎬ对再生水的态度也更加积极ꎬ甚至

表示愿意接受将再生水用作饮用水[３４]ꎮ 可见ꎬ再生水质量和环境价值是分析公众使用意愿不可忽视的重要

变量ꎮ 因此ꎬ本研究选择表征再生水质量和再生水对环境影响的相关用户评价作为刺激变量ꎮ

图 １　 刺激￣机体￣反应研究模型

Ｆｉｇ.１　 Ｓ￣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ｏｄｅｌ

Ｓ: 刺激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ꎻＯ:机体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ꎻＲ:反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１.２　 Ｓ￣Ｏ￣Ｒ 模型

Ｍｅｈｒａｂｉａｎ 和 Ｒｕｓｓｅｌｌ 在环境心理学基础上提出了刺激￣机体￣反应(Ｓ￣Ｏ￣Ｒ)模型ꎬ认为处于环境中的刺激

会影响人们的情绪状态ꎬ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３５]ꎮ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ꎬＳ￣Ｏ￣Ｒ 理论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消费者

网络购物中的行为研究ꎮ 在零售环境中ꎬ刺激要素(Ｓ)代表各类情境因素ꎬ如产品价格、产品特征、促销、品牌

声誉、在线评论等ꎬ中介变量机体(Ｏ)表现为情绪的变化ꎬ而结果变量反应(Ｒ)则表示趋利或回避行为ꎮ 趋近

行为表示购物意愿、浏览意愿、停留时间增加等ꎬ回避行为则与上述行为相反ꎮ Ｓ￣Ｏ￣Ｒ 框架成功地解释了由各

种营销刺激和认知因素引起的行为差异ꎬ这对分析消费者再生水购买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机理具有重要

的启示作用ꎮ
用户评论是消费者了解再生水的重要线索ꎬ再生水

购买决策过程中ꎬ消费者在接触用户评论后ꎬ对评论内

容进行认知加工ꎬ进而引发一系列心理活动ꎮ 再生水购

买意愿是消费者对评论内容认知加工后行为结果的重

要体现ꎮ 因此ꎬ本研究选择消费者对评价内容的注视时

间为刺激变量 Ｓꎬ消费情绪作为机体变量 Ｏꎬ再生水购

买意愿为结果变量 Ｒꎮ 通过模拟实际的再生水购买场

景ꎬ建立 Ｓ￣Ｏ￣Ｒ 模型(图 １)ꎬ揭示公众再生水购买决策

过程中的行为机理ꎬ并进一步探究不同价格下公众的行

为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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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为了探究公众对再生水用户评论的认知加工过程ꎬ明确不同价格下ꎬ公众再生水购买行为的差异ꎮ 本研

究采用 ３(实验分组: 高价格、中价格、低价格)×２(评论分类: 质量评论和环境评论)的混合实验设计ꎬ其中ꎬ
价格为分组变量ꎬ实验参与人被随机分配到其中一组实验中ꎮ 参考西安市自来水价格、北京市和天津市再生

水与自来水价格的比价关系ꎬ选择 ０.８ 元 / ｍ３为低价格组ꎬ１.６ 元 / ｍ３为中价格组ꎬ２.８ 元 / ｍ３为高价格组ꎮ 实验

参与人需要在具体的实验情境中ꎬ浏览再生水购物详情界面ꎬ并做出购物决策ꎮ 实验中同时收集实验参与人

的眼动数据、行为数据和问卷数据ꎮ
２.１　 研究方法

２.１.１　 眼动追踪技术

视觉是人类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通道ꎬ认知心理学认为ꎬ视觉注意能够反映大脑的认知过程[３７]ꎬ通过眼

睛可以探究人类的心理活动ꎮ 也就是说ꎬ当消费者的眼睛注视用户评论时ꎬ其对评论内容正在进行认知加工ꎬ
并且注视时间越长表明认知加工更深ꎮ 随着信息技术与神经科学的发展ꎬ神经认知理论和神经认知心理学被

广泛应用于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的研究ꎮ 眼动追踪技术能够捕捉并记录实验参与者的眼动轨迹ꎬ是揭露消费者

认知过程ꎬ预测消费者行为决策的有效方法[１８]ꎮ 注视时间是表征消费者认知过程的重要眼动指标ꎬ被广泛应

用于消费者的行为研究ꎮ 其中ꎬ平均注视时间是兴趣区内所有注视点的持续时间的平均值ꎮ 本研究选取兴趣

区的平均注视时间作为衡量消费者认知加工过程的眼动指标ꎬ并进一步分析消费者对不同评价内容的兴趣程

度ꎮ 此外ꎬ通过将所有参与者在同一个刺激材料上的注视点进行叠加将得到热区图ꎬ热区图可以反映出公众

再生水购买决策过程中ꎬ最令人感兴趣的区域ꎮ
２.１.２　 情绪的测量

刺激会引发一系列心理的、思维的活动ꎬ进而导致消费者的决策的变化ꎮ Ｍｅｈｒａｂｉａｎ 和 Ｒｕｓｓｅｌｌ 在研究商

场环境刺激对消费者行为反应的影响时提出了 ＰＡＤ 模型ꎬ将消费情绪分为三个维度:愉悦感(Ｐｌｅａｓｕｒｅ)、唤起

感(Ａｒｏｕｓａｌ)、控制感(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３５]ꎮ Ｒｕｓｓｅｌｌ 在 １９８０ 年提出了消费情绪的双维度模式ꎬ即情绪是由愉悦￣不
愉悦ꎬ唤起￣平静两对对立面所组成的连续状态ꎬ愉悦感指消费者对刺激的积极感觉ꎬ即高兴、期待、满意的感

受ꎬ唤起感表现为个体接受环境刺激后被激活状态ꎬ如:兴奋、激动、狂热的感觉[３６]ꎮ 在消费者的行为研究中ꎬ
唤起和愉悦两维度至关重要ꎮ 因此ꎬ本研究使用 ＰＡＤ 量表中愉悦感和唤起感两维度来测量公众再生水购买

决策过程中情绪的变化ꎮ
２.２　 刺激材料设计

为了更好地观察与记录实验参与人再生水购买决策过程中的行为ꎬ本实验按照淘宝商品详情页设计了刺

激材料ꎬ以求增强参与人的沉浸感和体验感ꎮ 实验中保证被试有充足的时间浏览每一张再生水商品的界面信

息ꎮ 考虑到负向用户评论对消费者决策行为影响更大ꎬ本研究使用 ３ 条正向用户评论ꎬ２ 条负向用户评论ꎮ
考虑到注视时长也可能是被试对刺激图片理解困难导致ꎬ本研究对评论内容进行筛选ꎬ选取语言表达简洁清

楚的评论信息ꎬ并根据评论的极性把评论区域设置为四个兴趣区(图 ２)ꎮ 左上区域为再生水质量好评

(ＡＯＩ００１)ꎬ左下区域为再生水质量差评(ＡＯＩ００２)ꎬ右上区域为再生水环境好评(ＡＯＩ００３)ꎬ右下区域为再生水

环境差评(ＡＯＩ００４)ꎬ所有评论字数相近ꎮ
２.３　 实验流程

本实验使用的眼动设备是 Ｔｏｂｉｉ Ｐｒｏ Ｆｕｓｉｏｎ 型眼动仪ꎬ采样率为 ２５０Ｈｚꎬ眼动仪内置眼动追踪服务器ꎬ以捕

获实验参与者的眼睛的视频图像ꎮ 本研究选取 １１８ 名健康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学生参与了本次的眼动实

验ꎮ 其中ꎬ１２ 名参加了预实验ꎬ正式实验中ꎬ７ 人因眼动数据采集率低而被排除在外ꎬ共采用 ９９ 名实验参与人

(５６ 名男性ꎬ４３ 名女性)的数据ꎮ 低价格组共计 ３２ 人ꎬ中价格组 ３４ 人ꎬ高价格组 ３３ 人ꎮ 所有实验参与人的视

力或矫正视力正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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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刺激材料

Ｆｉｇ.２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ＯＩ:兴趣区 Ａｒｅａ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ꎻ图中 ００１ꎬ００２ꎬ００３ꎬ００４ 为兴趣区的编号

该实验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神经工程管理实验室完成ꎬ室内空气质量良好ꎬ光线和温度适宜ꎮ 实验开始

前ꎬ告知被试注意事项和操作方法ꎬ并调节眼动仪ꎬ对被试进行眼球校准ꎮ 实验开始后ꎬ屏幕中呈现实验指导语:
“假设您的小区已经完成了再生水管道改造ꎬ您只需在淘宝上充值水卡(卡免费)ꎬ便可使用再生水ꎬ同时自来水

也可正常使用(自来水价格为 ３.８ 元 / ｍ３)”ꎬ使被试进入具体的实验情境ꎮ 接下来屏幕上将呈现再生水水卡的充

值界面ꎬ实验参与人有充足的浏览时间ꎮ 每一个充值界面呈现完毕之后ꎬ被试按下“空格键”ꎬ会进入评分界面ꎬ
被试需对再生水的使用意愿从 １(非常不愿意购买)－７(非常愿意购买)进行评分ꎬ并对应做出按键反应ꎬ所有页

面浏览完毕后ꎬ实验结束ꎮ 被试须报告购物过程中情绪和感知状况ꎬ并填写问卷ꎮ 具体实验流程如图 ３ꎮ

图 ３　 实验流程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不同价格水平下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

　 　 为了进一步分析价格对再生水使用意愿的影响ꎬ本研究对不同价格组公众的购买意愿进行了配对样本 ｔ

７５７５　 １４ 期 　 　 　 侯彩霞　 等:消费者视角下用户评论对公众再生水消费意愿的影响机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４　 公众再生水购买意愿的配对 ｔ 检验:不同价格组的比较

　 Ｆｉｇ.４　 Ｐａｉｒｅｄ ｔ￣ｔｅｓ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ｉｃｅ ｇｒｏｕｐｓ

检验(图 ４)ꎮ 结果发现ꎬ公众再生水购买意愿中￣低、
中￣高价格组的均值(Ｍ)存在显著差异ꎮ 可见ꎬ公众的

使用意愿受到价格的显著影响ꎮ 中价格组中ꎬ公众再生

水使用意愿最高(Ｍ ＝ ４.９９ꎬＳＤ ＝ ０.９０１)ꎬ低价格组次之

(Ｍ＝ ４.４２ꎬＳＤ ＝ １.０４１)ꎬ高价格组最低(Ｍ ＝ ４.３６ꎬＳＤ ＝
１.１２７)ꎬ公众的再生水使用意愿并未随价格的升高而降

低ꎬ而是在价格 １.６ 元 / ｍ３时最高ꎮ
３.２　 公众对再生水的信息关注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利用热区图来直观地了解参与者的注视信

息(图 ５)ꎮ 根据热区图显示ꎬ参与者对再生水价格注视

的颜色最深ꎬ注视时间更长ꎬ可见ꎬ价格是影响公众是否

使用再生水的重要因素ꎮ 比较高价格、中价格、低价格

三组热区图可以看出ꎬ低价格组中(图 ５)ꎬ实验参与人

对评论内容的注视时长显著大于中、高价格组ꎬ这表明ꎬ
低价格组中ꎬ参与人决定是否使用再生水时ꎬ更依赖评论内容ꎻ中价格组中(图 ５)ꎬ相较于水质类型评价ꎬ实验

参与人对再生水环境效益的评价的注视范围明显更大ꎬ颜色更深ꎬ这表明ꎬ参与者在决定是否使用再生水时ꎬ
更关心再生水对环境的影响ꎻ高价格组中(图 ５)ꎬ实验参与人对评论内容的注视时长最少ꎬ颜色最浅ꎬ这表明ꎬ
在高价格组中ꎬ公众决定是否使用再生水时ꎬ较少关注再生水质量、环境影响等评价内容ꎮ

图 ５　 公众再生水购买意愿的眼动热区图

Ｆｉｇ.５　 Ｅｙ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ｍａｐ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其中红色区域表示得到的注视最多ꎬ黄色、绿色、蓝色依序次之ꎬ没有颜色表示没有得到注视

为了进一步比较购买决策过程中消费者对不同类型评论的重要程度和兴趣程度ꎬ本研究对相同价格下不

同兴趣区的平均注视时间进行了配对样本 Ｔ 检验(图 ６)ꎮ 考虑到好评数量和差评数量不一致导致数据不具

有可比性ꎬ本文使用每条评论的平均注视时间进行比较ꎮ
低价格再生水组ꎬ对于同类型的评论ꎬ质量好评与质量差评ꎬ环境好评与环境差评的注视时长均在 Ｐ<

０.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具有显著差异( ｔ＝ －４.９３１ꎬＰ＝ ０.０００)ꎬ( ｔ＝ －３.９７２ꎬＰ ＝ ０.０００)ꎬ这表明公众再生水决策

过程中ꎬ相较于积极评价ꎬ公众更关注他人的差评内容ꎮ 同种效价评论中ꎬ质量差评、环境差评两组注视时长

在 Ｐ<０.０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ｔ＝ ２.４０７ꎬＰ ＝ ０.０２２)ꎬ而质量好评和环境好评不具有统计学差异( ｔ ＝ ０.５５８ꎬ
Ｐ＝ ０.５８１)ꎬ这表明相较于环境差评ꎬ公众更关注水质差评ꎮ 可见ꎬ再生水购买决策过程中ꎬ相较于再生水的环

境效益ꎬ公众更关注再生水的水质ꎬ尤其是他人对于再生水水质的差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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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价格再生水组ꎬ对于同类型的评论ꎬ质量好评与质量差评ꎬ环境好评与环境差评的注视时长均在 Ｐ<
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具有显著差异ꎬ这表明相较于积极评价ꎬ公众更关注差评内容ꎮ 可见ꎬ公众再生水决策

过程中ꎬ公众更加关心使用再生水造成消极影响ꎮ 同种效价评论中ꎬ质量好评与环境好评、质量差评与环境差

评均不具有统计学差异ꎮ 高价格组中结果类似ꎮ

图 ６　 兴趣区平均注视时间配对 ｔ 检验:相同价格下差异比较

Ｆｉｇ.６　 Ｐａｉｒｅｄ ｔ￣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ｒｉｃｅ

３.３　 信息关注对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的影响

为了分析公众信息关注与再生水使用意愿之间的内在关系ꎬ本研究构建了 Ｓ￣Ｏ￣Ｒ 模型ꎬ考虑到样本量的

限制ꎬ选择以方差为基础的偏最小二乘法(ＰＬＳ)作为建模方法ꎬ使用 Ｓｍａｒｔ ＰＬＳ ３.０ 软件对样本进行分析ꎮ 此

外ꎬ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ＰＬＳ￣ＳＥＭ)适合进行多群组分析来分析组间差异ꎮ 因此ꎬ本研究首先采用 ＰＬＳ￣
ＳＥＭ 探究公众再生水购买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机理ꎬ并进一步使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再生水价格造成

的公众的行为差异ꎮ

图 ７　 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结构方程模型

　 Ｆｉｇ.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ｕｓｅ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表示在 ０.０５ 相关水平下的显著ꎻ ∗∗ 表示在 ０.０１ 相关水平下

的显著ꎻ ∗∗∗ 表示在 ０.００１ 相关水平下的显著

为了保证数据的信度与效度ꎬ本研究采用组合信度系数(ＣＲ)、平均提取方差值(ＡＶＥ)和克隆巴赫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来检验数据可靠性ꎮ 结果表明ꎬ所有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系数均在 ０.７２３—０.８９３ 之间ꎬ
大于阈值 ０.７ꎬ组合信度(ＣＲ)均大于阈值 ０.６ꎮ 所有的

观测变量因子负载的 Ｔ 值均在统计上显著(Ｐ<０.００１)ꎬ
另外ꎬ通过方差抽取检验来检验聚合和区别效度ꎬ结果

显示ꎬ平均提取方差(ＡＶＥ)均大于阈值 ０.５ꎬ对角线上

的 ＡＶＥ 平方根均大于同行同列其余相关系数ꎮ 因此ꎬ
可以认为本实验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聚合效度和区别

效度ꎮ
在完成对模型信度及效度检验后ꎬ本研究使用拔靴

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采用 ５０００ 次迭代)检验各潜在变量

之间的关系ꎮ 结构方程结果如图 ７ 所示ꎬ在刺激 Ｓ 对机

体 Ｏ 的作用层面ꎬ公众对再生水评论内容的关注负向

影响消费者的愉悦感和唤起感ꎬ路径系数分别为－ ０.
１７８ꎬ－０.２６５ꎮ 在机体 Ｏ 对反应 Ｒ 的作用层面ꎬ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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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ꎬ路径系数为 ０.５８０ꎬ唤起感对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的影响不显

著ꎮ 这表明ꎬ公众对评论内容的关注可以通过影响消费情绪ꎬ使再生水使用意愿产生变化ꎬ即对再生水评论内

容关注越多ꎬ公众对再生水的期待感越强ꎬ看到再生水产品信息时愉悦感和兴奋感越弱ꎬ对再生水的使用意愿

也更低ꎮ
为了分析价格对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的影响机理ꎬ本研究以价格为分组变量检验了不同价格组别中各潜

在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 ５０００ 次迭代)ꎬ并采用多群组比较的方法进一步对比分析不同再生水价格的影响

路径ꎮ
多群组结构方程结果显示(表 １)ꎬ在低价格组中ꎬ公众对再生水评论内容的关注负向影响唤起感ꎬ路径系

数为－０.３１８ꎬ唤起感显著影响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ꎬ路径系数为 ０.４４７ꎬ这表明ꎬ消费者对用户评论越关注ꎬ对
情绪的唤起就越弱ꎬ即消费者看到再生水产品信息时的兴奋感越低ꎬ再生水的使用意愿也更低ꎮ 可见ꎬ公众对

再生水质量、环境等用户评论的关注能够影响公众对再生水的情绪ꎬ进而改变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ꎮ 此外ꎬ结
果还发现ꎬ愉悦感与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显著正相关ꎬ路径系数为 ０.７３８ꎮ 可以认为ꎬ公众对再生水的愉悦感

越强ꎬ越愿意使用再生水ꎮ

表 １　 用户评论对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的影响路径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ｕｓｅ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ｕｓｅ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信息关注→愉悦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愉悦→使用意愿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

ｒｅｕｓ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信息关注→唤起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

ａｒｏｕｓａｌ

唤起→使用意愿
Ａｒｏｕｓａｌ →

ｒｅｕｓ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低价格组 Ｌｏｗ￣ｐｒｉｃｅ ｇｒｏｕｐ －０.１９４ ０.３５４∗ －０.３１８∗ ０.４４７∗∗

中价格组 Ｍｉｄｄｌｅ￣ｐｒｉｃｅ ｇｒｏｕｐ －０.３４３∗∗ ０.７３８∗∗∗ －０.３９４∗ －０.１０４

高价格组 Ｈｉｇｈ￣ｐｒｉｃｅ ｇｒｏｕｐ ０.００１ ０.５９１∗ －０.１０４ －０.０４２

　 　 ∗表示在 ０.０５ 相关水平下的显著ꎻ ∗∗ 表示在 ０.０１ 相关水平下的显著ꎻ ∗∗∗ 表示在 ０.００１ 相关水平下的显著

在中价格组中ꎬ对再生水评论内容的关注显著影响公众对再生水的愉悦感ꎬ路径系数为－０.３４３ꎬ愉悦感正

向作用于公众的使用意愿ꎬ路径系数为 ０.３７８ꎮ 这表明ꎬ对评论内容的关注会降低公众的愉悦感ꎬ即越关注评

论内容的消费者ꎬ对再生水的期待感、满意感越低ꎬ导致公众不愿意使用再生水ꎮ 结果还表明ꎬ公众对再生水

质量、环境效益等评论内容的关注显著影响唤起感ꎬ路径系数为－０.３９４ꎬ可以认为ꎬ公众对再生水评论内容关

注越多ꎬ情绪的唤起度就越弱ꎬ但是ꎬ唤起感对再生水使用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ꎮ
在高价格组中ꎬ愉悦感与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显著正相关ꎬ路径系数为 ０.５９１ꎬ但信息关注并未引起消费

者愉悦感、唤起感的变化ꎮ 这表明ꎬ在高价格组中ꎬ对再生水质量、环境相关信息的关注并未引起公众对再生

水的情绪和使用意愿变化ꎮ

４　 讨论

４.１　 用户评论对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ꎬ三组实验中ꎬ相较于质量、环境类正向评论ꎬ公众均更关注负面评论ꎮ 行为科学和心理学

认为ꎬ相较于积极信息ꎬ人们通常更重视消极信息[３８]ꎬ这也与本文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Ｆｕ 等发现ꎬ公众对再生

水持有消极的内隐态度[３９]ꎮ 一方面ꎬ由于对再生水的消极态度ꎬ消费过程中ꎬ公众可能会更加关注再生水的

差评内容ꎬ以印证自己的观点ꎮ 另外ꎬ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ꎬ公众为了规避风险ꎬ再生水购买过程中ꎬ会评估再

生水的健康风险以及对环境的影响ꎬ综合考量利弊关系后做出决策ꎮ 杜晓梦等的研究显示ꎬ对于革新性产品ꎬ
负向评价对消费者的有用性显著高于正向评价[４０]ꎮ 因此ꎬ消费者可能会更关注负向评价ꎬ对负向评论的认知

加工程度更深ꎮ
个体行为会受个人的思维和知觉的支配ꎮ 王求真等认为ꎬ网络购物中ꎬ消费者的愉悦感越强ꎬ公众的购买

意愿越高[４１]ꎬ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公众对评论内容的关注通过影响消费者的愉悦感ꎬ使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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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水使用意愿产生变化ꎮ 一方面ꎬ由于公众对再生水持有消极的态度ꎬ购买决策过程中ꎬ即使看到再生水产品

信息ꎬ也很难激发公众对产品的期待感ꎮ 另一方面ꎬ再生水是一个陌生的新商品ꎬ公众可能对再生水的了解程

度较低ꎬ为了评估再生水的质量ꎬ公众可能更依赖他人的评价ꎬ由于公众更偏向于注视负向评论ꎬ对负向评论

的认知加工程度更高ꎬ甚至ꎬ个体为了自身的安全会扩大对事物风险的感知ꎬ这可能导致对评论内容的关注负

向作用于公众的消费情绪ꎬ使公众对再生水的满意度、期待感更低ꎬ对消费者的唤起程度也更低ꎮ
４.２　 价格对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的影响

价格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金钱成本ꎬ消费者总是希望支付最少的成本ꎬ获取最高质量的商品ꎮ 但是ꎬ高质

量的商品往往需要投入更高的生产成本ꎬ价格也更高ꎬ因此ꎬ价格往往被消费者视为质量的象征ꎮ 本研究进一

步检验了不同价格组中ꎬ公众感知质量与再生水使用意愿之间的关系ꎬ结果发现ꎬ在低价格组中ꎬ公众对再生

水的感知质量与使用意愿显著正相关ꎮ 再生水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ꎬ与公众的生活密切相关ꎬ那些对再生水

水质存在疑虑ꎬ认为再生水的安全性有待考证的人ꎬ必然不会承担风险购买再生水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在不同价格组别中具有显著差异ꎮ 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在中价格组

最高ꎬ高价格组再生水使用意愿最低ꎮ Ｇａｒｃｉａ￣Ｃｕｅｒｖａ 等认为当再生水的价格显著低于自来水时ꎬ使用意愿会

明显提高[２５]ꎬ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ꎮ 价格是消费过程中的“信息传递”者ꎬ当再生水的价格显著降

低时ꎬ公众可能会受到价格的吸引ꎬ感到高度兴奋ꎬ促使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ꎮ 但是ꎬ过低的价格可能引起消

费者对再生水的质量的质疑ꎮ 当再生水的价格高于消费者心理预期时ꎬ公众可能会选择使用自来水ꎬ再生水

的使用意愿会显著降低ꎮ 因此ꎬ合理的再生水价格ꎬ可以减小公众对再生水的消极感知和情绪ꎬ从而提高公众

的再生水使用意愿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价格显著调节信息关注与再生水使用意愿之间的关系ꎮ 在低价格组中ꎬ唤起感与公众再

生水使用意愿显著正相关ꎬ在中价格组中ꎬ愉悦感与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显著正相关ꎮ Ｇａｏ 等研究发现ꎬ当再

生水满足个体心理的期望时ꎬ就会产生愉悦感ꎬ积极情绪对促使公众再生水使用行为发挥重要作用[４２]ꎬ这也

与本文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当再生水价格与公众心理预期相匹配时ꎬ公众对再生水的期待感、满意度显著提升ꎬ
再生水使用意愿更高ꎮ 在高价格组中ꎬ影响路径均不显著ꎬ这可能由于当再生水价格与自来水比较接近ꎬ公众

综合考量下ꎬ更愿意使用自来水ꎬ因此ꎬ消费者受到用户评论的影响较弱ꎮ

５　 结论与建议

再生水回用研究涉及区域水资源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ꎬ对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ꎬ且研

究公众再生水回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可为区域生态环境安全方面的研究提供科学指导ꎮ 本研究通过模拟真

实的再生水购买场景ꎬ设计公众再生水购买行为的眼动追踪实验ꎬ探求公众再生水购买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因

素和行为机理ꎬ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１)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在中价格组最高ꎬ低价格组次之ꎬ高价格最低ꎻ
(２)再生水购买决策过程中ꎬ不论是再生水质量评论ꎬ还是环境评论ꎬ公众均偏向于注视消极评论ꎮ 在低

价格组中ꎬ公众决定是否使用再生水时ꎬ对评论内容的关注程度最高ꎬ中价格组中ꎬ公众决策时更关心再生水

对环境的影响ꎬ在高价格组中ꎬ公众对用户评论的关注程度最低ꎻ
(３)公众对用户评论的关注通过影响愉悦感ꎬ使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发生改变ꎬ并且ꎬ再生水价格显著调

节用户评论与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之间的关系ꎮ
为提升公众再生水使用意愿ꎬ管理部门应严格监管再生水水质ꎬ向公众披露再生水质量标准和水质信息ꎬ

从而消除公众对再生水水质的疑虑ꎮ 同时ꎬ政策制定者应普及当前水资源和水环境现状ꎬ大力宣传再生水环

境效益ꎬ增强公众水资源和水环境保护意识ꎬ提高其再生水使用意愿ꎬ增加用户对再生水的正向评价ꎮ 公众的

再生水使用意愿还受到价格的调控作用ꎬ再生水推广过程中ꎬ应综合考虑使用者的支付意愿ꎬ合理制定再生水

的价格ꎮ 并且在未来生态环境管理和科学研究中ꎬ必须重视“人”和政府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作用ꎬ协调人、

１６７５　 １４ 期 　 　 　 侯彩霞　 等:消费者视角下用户评论对公众再生水消费意愿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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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Ｃｏｏｌｅｙ Ｓ Ｗꎬ Ｒｙａｎ Ｊ Ｃꎬ Ｓｍｉｔｈ Ｌ Ｃ. Ｈｕｍａｎ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２１ꎬ ５９１(７８４８): ７８￣８１.

[ ２ ] 　 余灏哲ꎬ 李丽娟ꎬ 李九一. 京津冀水资源承载力风险评估模型构建研究. 地理研究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０(９): ２６２３￣２６３７.

[ ３ ] 　 Ｃａｔｌｅｙ￣Ｃａｒｌｓｏｎ Ｍ. Ｔｈｅ ｎｏｎ￣ｓｔｏｐ ｗａｓ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Ｎ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１９ꎬ ５６５(７７４０): ４２６￣４２７.

[ ４ ] 　 Ｍｅｋｏｎｎｅｎ Ｍ Ｍꎬ Ｈｏｅｋｓｔｒａ Ａ Ｙ. Ｆｏｕ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ａｃ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ａｒｃ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２(２): ｅ１５００３２３.

[ ５ ] 　 Ｍａｉｅｒ Ｊꎬ Ｐａｌａｚｚｏ Ｊꎬ Ｇｅｙｅｒ Ｒꎬ Ｓｔｅｉｇｅｒｗａｌｄ Ｄ Ｇ.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ｐｏｔ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ｉｓ ｓａｖｅｄ ｂｙ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Ｑｕａｓ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ꎬ ２０２２ꎬ １７６: １０５９４８.

[ ６ ] 　 Ｍａｄａｄ Ａꎬ Ｇｈａｒａｇｏｚｌｏｕ Ａꎬ Ｍａｊｅｄｉ Ｈꎬ Ｍｏｎａｖａｒｉ Ｓ Ｍ.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６９: １０６５６２.

[ ７ ] 　 王雷ꎬ 江小平. 中国城市再生水利用及价格政策研究. 给水排水ꎬ ２０２１ꎬ ５７(７): ４８￣５３ꎬ ５９.

[ ８ ] 　 Ｈａｒｔｌｅｙ Ｋꎬ Ｔｏｒｔａｊａｄａ Ｃꎬ Ｂｉｓｗａｓ Ａ Ｋ. Ａ ｆｏｒ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ｔ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ｕ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５０: １０９５０５.

[ ９ ] 　 赵磊ꎬ 吴文智ꎬ 李健ꎬ 吴媛. 基于游客感知价值的生态旅游景区游客忠诚形成机制研究———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８(１９): ７１３５￣７１４７.

[１０] 　 王奕淇ꎬ 李国平.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流域中下游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偏好研究———以渭河流域为例.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０(９):

２８７７￣２８８５.

[１１] 　 段涛. 城市再生水定价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述评. 价格理论与实践ꎬ ２０１７(７): ８５￣８８.

[１２] 　 段涛. 城市再生水的自主定价问题及定价方法研究. 自然资源学报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９(４): ７１９￣７２５.

[１３] 　 Ｆｉｅｌｄｉｎｇ Ｋ Ｓꎬ Ｒｏｉｋｏ Ａ Ｈ.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ｐｏｔａｂｌｅ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４ꎬ ６１: ８６￣９６.

[１４] 　 Ｓｏｋｏｌｏｗ Ｓꎬ Ｇｏｄｗｉｎ Ｈꎬ Ｃｏｌｅ Ｂ 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９ꎬ ６２(１１): １９０８￣１９２８.

[１５] 　 Ｈｏｕ Ｃ Ｘꎬ Ｆｕ Ｈ Ｌꎬ Ｌｉｕ Ｘ Ｊꎬ Ｗｅｎ 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Ｘｉ＆ａｐｏｓꎻ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２０２０ꎬ ６１: １０２３５１.

[１６] 　 Ｈｏｕ Ｃ Ｘꎬ Ｗｅｎ Ｙꎬ Ｌｉｕ Ｘ Ｊꎬ Ｄｏｎｇ Ｍ Ｆ.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ａｐｏｓꎻｓ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１ꎬ ２７８: １２３９６５.

[１７] 　 Ｄｉｎｇ Ｙ Ｚꎬ Ｌｉｕ Ｘ Ｊꎬ Ｆｕ Ｈ 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ｎ Ｅｙ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ꎬ ２０２２ꎬ １８５: １０６４６４.

[１８] 　 Ｊａｃｏｂ Ｒ Ｊ Ｋꎬ Ｋａｒｎ Ｋ Ｓ. Ｅｙ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ａｐｏｓꎻｓ Ｅｙｅ.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ꎬ ２００３:

５７３￣６０５.

[１９] 　 殷国鹏. 消费者认为怎样的在线评论更有用? ———社会性因素的影响效应. 管理世界ꎬ ２０１２(１２): １１５￣１２４.

[２０] 　 Ｆｕ Ｈ Ｌꎬ Ｍａｎｏｇａｒａｎ Ｇꎬ Ｗｕ Ｋꎬ Ｃａｏ Ｍꎬ Ｊｉａｎｇ Ｓꎬ Ｙａｎｇ Ａ Ｍ.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０ꎬ ５０: ５１５￣５２５.

[２１] 　 王阳ꎬ 王伟军ꎬ 刘智宇. 在线负面评论信息对潜在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研究. 情报科学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６(１０): １５６￣１６３.

[２２] 　 刁雅静ꎬ 何有世ꎬ 王念新ꎬ 王志英. 商品类型对消费者评论认知的影响: 基于眼动实验. 管理科学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０(５): ３￣１６.

[２３] 　 亓立东ꎬ 李雨桐ꎬ 隋雪. 注视反映及影响决策偏好的眼动研究. 心理科学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４(４): ７８６￣７９２.

[２４] 　 Ｓｔｅｉｎｈａｕｓｅｒ Ｊꎬ Ｊａｎｓｓｅｎ Ｍꎬ Ｈａｍｍ Ｕ. Ｗｈｏ ｂｕｙ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ｌａｉｍｓ? Ａ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ｙ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ａｐｏｓꎻ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１(９): ２１９９.

[２５] 　 Ｇａｒｃｉａ￣Ｃｕｅｒｖａ Ｌꎬ Ｂｅｒｇｌｕｎｄ Ｅ Ｚꎬ Ｂｉｎｄｅｒ Ａ 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ｓꎬ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ꎬ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１３: １０６￣１１５.

[２６] 　 赵睿ꎬ 卜红梅ꎬ 宋献方. 再生水补水河道芦苇碳氮化学计量特征及其对环境的响应.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１(６): ２４３９￣２４５０.

[２７] 　 Ｓａｖｃｈｅｎｋｏ Ｏ Ｍꎬ Ｋｅｃｉｎｓｋｉ Ｍꎬ Ｌｉ Ｔ Ｚꎬ Ｍｅｓｓｅｒ Ｋ Ｄꎬ Ｘｕ Ｈ Ｄ. Ｆｒｅｓｈ ｆｏｏｄｓ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ａ ｆｒａｍｅｄ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Ｆ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２０１８ꎬ ８０: １０３￣１１２.

[２８] 　 Ｌóｐｅｚ￣Ｒｕｉｚ Ｓꎬ Ｍｏｙａ￣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Ｐ Ｊꎬ Ｇａｒｃíａ￣Ｒｕｂｉｏ Ｍ Ａꎬ 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Ｇóｍｅｚ Ｆ.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ｏｔ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ｕｓｅ ｆｏｒ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ｐａ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７(５): ７７２￣７９２.

[２９] 　 高旭阔ꎬ 吴思远. 西安市再生水的公众认知及接受意愿研究.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３(６): ６３￣６９.

[３０] 　 Ｌｉｕ Ｘ Ｊꎬ Ｃｈｅｎ Ｓ Ｑꎬ Ｇｕｏ Ｘ Ｔꎬ Ｆｕ Ｈ Ｌ. Ｃ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ｏｎ ｃａｍｐｕｓ?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ｅｖ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２６７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２２ꎬ １３:８１８２９２.

[３１] 　 马栋山ꎬ 郭羿宏ꎬ 张琼琼ꎬ 郭逍宇. 再生水补水对河道底泥细菌群落结构的影响.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５(２０): ６７４２￣６７４９.

[３２] 　 王志勇ꎬ 马静薇ꎬ 王立帅ꎬ 李琳ꎬ 吴珊珊. 校园再生水回用人工湿地景观绩效评价及优化设计———以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为例.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９(１６): ６０１７￣６０２８.

[３３] 　 Ａｄａｐａ 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０１: ６２４￣６３５.

[３４] 　 Ｏｒｍｅｒｏｄ Ｋ Ｊꎬ Ｒｅｄｍａｎ Ｓꎬ Ｋｅｌｌｅｙ 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ｔ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ｕｓｅ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ｎｏ￣Ｓｐａｒｋ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Ｎｅｖａｄａꎬ ＵＳＡ.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２: １０００１５.

[３５] 　 Ｍｅｈｒａｂｉａｎ Ａꎬ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Ｊ Ａ.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４.

[３６]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Ｊ Ａ. Ａ ｃｉｒｃｕｍｐｌｅｘ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ｆｆｅｃ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８０ꎬ ３９(６): １１６１.

[３７] 　 Ｊｕｓｔ Ｍ Ａꎬ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Ｐ Ａ. Ｅｙｅ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７６ꎬ ８(４): ４４１￣４８０.

[３８]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Ｄꎬ Ｔｖｅｒｓｋｙ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ｒｉｓｋ.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ꎬ １９７９ꎬ ４７(２): ２６３.

[３９] 　 Ｆｕ Ｈ Ｌꎬ Ｎｉｕ Ｊ Ｃꎬ Ｗｕ Ｚ Ｆꎬ Ｘｕｅ Ｐ Ｄꎬ Ｓｕｎ Ｍꎬ Ｚｈｕ Ｈꎬ Ｃｈｅｎｇ Ｂ 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 ｏｎ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９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Ｘｉ＆ａｐｏｓꎻ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２ꎬ ７０(３): ５２６￣５３５.

[４０] 　 杜晓梦ꎬ 赵占波ꎬ 崔晓. 评论效价、新产品类型与调节定向对在线评论有用性的影响. 心理学报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７(４): ５５５￣５６８.

[４１] 　 王求真ꎬ 姚倩ꎬ 叶盈. 网络团购情景下价格折扣与购买人数对消费者冲动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管理工程学报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８(４):

３７￣４７.

[４２] 　 Ｇａｏ Ｙꎬ Ｌｉ Ｚ Ｇꎬ Ｋｈａｎ Ｋ.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ｕ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１(８): ２２０８.

３６７５　 １４ 期 　 　 　 侯彩霞　 等:消费者视角下用户评论对公众再生水消费意愿的影响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