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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众筹项目信息对捐赠效果的影响研究

张　星１　赵　越１　肖　泉２
（１．武汉纺织大学管理学院；２．江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分析影响医疗众筹捐赠效果的信息处理中心路径和边
缘路径，并比较不同严重程度的疾病对浏览者处理信息时可能造成的差异。通过轻松筹平台
上获取的真实项目数据，用稳健标准误多元回归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研究表明：在非严
重疾病项目中，“健康”信息与捐赠金额之间是一种倒 Ｕ形关系，项目中的图片数量和资金公
示会正向影响捐赠行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获得帮助；而在严重疾病项目中不存在这些影响关
系。此外，不论疾病的严重程度如何，项目的文本长度、筹款动态和社会背书均会对捐赠金额
产生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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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众筹作为重要的互联网金融创新模式之
一，在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１］。医疗众筹是
众筹的一种，是指个体利用网站筹集资金，用于
支付医疗保健或医疗相关费用的做法［２］。它能
为受助者带来实质性的利益，使他们能够避免
因巨额医疗费用导致的“医疗破产”。所以，近

年来医疗众筹平台及其业务发展迅速。比如，
国内的轻松筹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间，为１６０万个
家庭筹集了超过２００亿元的善款［３］。

尽管医疗众筹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依然
有不少医疗众筹项目未能完成筹款目标［２］，因
此，如何提高医疗众筹项目的成功率这一问题
亟待研究。与传统的慈善募捐不同，医疗众筹
主要针对个体求助人，他们不仅可以发布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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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讲述自身的困难，还能上传图片来打动和说
服捐赠者。鉴于此，什么样的信息能够促进医

疗众筹的成功值得研究者的注意。尽管有越来
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众筹项目信息对众筹成功

的影响，但主要集中在回报型众筹上［４，５］。本研

究聚焦于医疗众筹这一情境，探索医疗众筹项
目慈善诉求的内容因素对浏览者捐赠行为的影

响，主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①医疗众筹项目的

发起者在平台发布什么样的信息更容易得到捐
赠？②医疗众筹项目信息是如何影响捐赠者信

息处理路径的选择？③求助者所患疾病的严重

程度是否会对捐赠者理解捐赠诉求造成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采用精细加工可能

性模型来构建理论框架，将影响医疗众筹捐赠

效果的项目信息区分为中心路径和边缘路径两
大类；同时，通过爬取实际的轻松筹项目信息，

并利用稳健标准误多元回归对提出的假设进行

检验。本研究旨在识别对医疗众筹捐赠有影响
的项目信息及捐赠者的信息处理路径，以期为

受助者和医疗众筹平台如何更好地呈现项目信

息提供可操作性建议。

２　理论基础

２．１　医疗众筹项目中的信息因素

医疗众筹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捐赠行为，

但与传统线下的捐赠相比，又存在着特殊性。

具体表现为：①医疗众筹的发起者或者受助者

是具体的个人，他们可以通过项目信息来展现

患者境况。相比于向某一个公益组织捐款，人
们更倾向于帮助那些有具体情况描述的对

象［６］，因此，对医疗众筹项目信息的研究就显得

尤为关键。现有文献试图理解众筹项目的信息
因素，以提高众筹项目的成功率。但是，大部分

文献都集中在回报类众筹上。比如，ＡＬＬＩＳＯＮ
等［５］通过对回报类众筹项目的研究发现，项目
信息中展现的发起者教育背景和创业经验、产

品的质量和有用性以及对产品愿景的描述，均

能显著影响众筹项目的成 功。ＰＡＲＨＡＮ－
ＫＡＮＧＡＳ等［７］实证研究发现，项目发起诉求的

语言风格对融资产生了积极影响。②医疗众筹
的捐助对象是病人这一特殊群体，过往研究识

别出来的产品质量等信息因素不适用于医疗众

筹情境，也无法单纯地将求助人的个体特质信
息作为衡量项目质量的标准。③与其他贫困类

的慈善众筹不一样，医疗众筹项目中文本内容

的专业性和指向性更强，包含大量有关个人健
康方面的信息，如所患疾病名称、症状、病理病

因等，使得浏览者需要投入更多的认知精力去
处理这些专业信息，并将此作为捐赠决策的依

据［８］。鉴于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在医疗众筹情
境下的项目信息因素及其对众筹成功的影响。

２．２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ＰＥＴＴＹ等［９］提出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是依据个体对信息深入处理详尽程度上的不

同，将信息处理的路径分为两条：中心路径和边

缘路径。当个体通过中心路径来处理信息时，

会更致力于对信息内容进行仔细查阅和深入思

考，以形成最终的态度。边缘路径指个体并不

需要太多的认知努力，而主要依据一些与信息
内容无关的周边线索，并结合自身习惯来改变

行为态度［９，１０］。用户行为态度的改变是在中心

路径和边缘路径共同影响下促成的。

个体主要通过浏览众筹项目信息来形成出

资决策，这可以看成是一个态度改变的过程，因

此，也可以使用精细加工模型来研究众筹项目信
息对浏览者的影响。例如，ＢＩ等［４］发现产品的质

量信号可以作为影响出资决策的中心路径，而电
子口碑则是影响出资决策的边缘路径。他们认

为用户在参与捐赠类众筹时，其主要动机是对捐

赠对象的同情，而不是期望获得物质奖励，用户
在处理捐赠诉求信息时不会投入太多认知努力，

因此不适合使用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然而，随

着医疗众筹项目越来越多，项目信息同质化也越
来越严重，捐赠者要从众多的项目中选择捐赠对

象并不容易，而且还存在着被骗捐的风险。捐赠

者不是仅出于同情就能做出捐赠决定，还需要投
入精力仔细审查捐赠诉求的内容，判断项目的真

实性和求助者的困难程度。由此，精细加工可能

性模型为解释医疗众筹项目信息是如何影响项
目的成功提供了理论基础。

３　模型与研究假设

３．１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的中心路径变量及

相关假设
由于众筹项目发起人试图用令人信服的故

事来说服潜在的支持者，因此项目的诉求内容

对潜在支持者理解该项目至关重要。在医疗众
筹中，捐赠者需要仔细查看项目的慈善诉求来

了解求助人的境况，因而项目的诉求内容是捐

赠者信息处理的中心路径。然而，以往研究主
要考察项目诉求的文本长度、图片和视频数量

等［４］，较少对诉求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对于

医疗众筹项目来说，筹款者主要是通过对患者
疾病治疗情况和经济困难程度的判断来决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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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额。鉴于此，本研究不仅考察诉求的文本
长度和图片数量，也将患者健康信息和家庭经

济情况信息这两类诉求的内容特征作为中心路
径的变量。

（１）文本长度　文本长度指的是筹款说明
的文本字数，文本篇幅越长，包含的信息量就越

大。较长的文本会暗示浏览者需要更加认真仔

细地进行阅读。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提出，增加
信息中论据的数量可以增强其说服性影响

力［１１］。越是详细精确的内容，越能够减轻浏览
者对于项目的不确定性，帮助他们在决策过程

中建立信心。在医疗众筹项目中，患者只有用

更多的文字去阐述患病情况、经济困难以及需
要帮助的迫切期望等，浏览者才能更好地了解

患者。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　文本长度对捐赠金额有正面影响。

（２）图片数量　除了文字之外，图片也是项

目诉求内容的重要组成。文本与图片的组合比
单纯的文本更能提高信息的感知有用性［１２］。电

子商务领域的研究表明，更丰富的产品评论展
现形式可以增强在线评论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从而对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意图产生积极影
响［１２］。慈善组织也一直通过发布图片来刺激用

户的同情心，以此提高捐赠的成功率。在医疗

众筹项目中，图片（如病历和相关诊断的照片、

银行账单以及患者照片）也能让筹款说明的内

容更形象具体，增加项目的可信度，并激发潜在
捐赠者的同情心，从而促进他们的捐赠行为。

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　图片数量对捐赠金额有正面影响。
（３）内容特征　信息的质量一直被认为是

影响人们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而与主题信息
相关的内容更被视为信息质量的重要指标［１３］。

从本质上讲，项目内容是一种信息线索，通常指
内容信息的深度和广度［１４］。在对回报类众筹和

股权类众筹的研究中，投资人往往从发起者和

产品质量两个方面来衡量项目是否值得投
资［４，５］。而在医疗众筹中，患者的健康状况和经

济境况是浏览者判断患者困难的主要依据，因
此，本研究选择将“健康”和“财务”这两种类型

的信息作为内容特征的两个变量。
“健康”信息是指诉求内容中包括患者病症

病状和治疗手段等方面的健康词汇，比如“肿

胀”“伤口”“发烧”“哮喘”“开刀”和“手术”等。

以下是一个具体例子（加黑点文字为“健康”词

汇）：“……老公腹部肿胀
��

，已经是肝硬化
���

失代偿
期。幸亏学校全体师生捐助５万多帮助我老公

渡过难关，肝硬化
���

用药物
��

控制没有恶化。而噩
运再一次来临，２０１６年３月我老公经华西诊断

患有心脏病
���

，心脏
��

长大，同时患有肝硬化
���

和心脏
��

病
�
，情况危急……”

在医疗众筹项目的内容中，增加对病人健
康状态的描述，往往能够提高项目的论据可信

度，从而促进他人的捐赠行为。但这种关系并

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健康信息与项目获得支
持的关系可能更加复杂，过多的健康信息反而

会对用户的决策过程产生负面影响。个人有效
评估和审查与问题有关的信息的能力取决于其

是否拥有特定主题的知识［１５］。在审查医疗众筹

项目内容时，由于大多数浏览者缺乏相应的专
业知识，因而项目内容中过多的专业信息往往

就会导致浏览者信息超载，最终影响其对信息
内容的认知和理解。此外，有研究发现，一条求

助信息如果被认为限制了浏览者选择的自由，

其对浏览者造成的影响就会减弱［１６］。所以，尽

管医疗众筹项目中的“健康”信息有助于提升信

息质量和促进捐赠，但“健康”信息超过一定的数
量后，过多的专业性的词汇会降低浏览者的认知

水平，甚至让他们产生被操纵感，从而减弱对捐
赠行为的影响。即“健康”信息与捐赠金额呈现

出倒Ｕ形的曲线关系。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ａ　“健康”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对捐
赠金额有正面影响，但是过多的“健康”信息会

对捐赠金额有负面影响。
“财务”信息是涉及求助人的经济状况的词

汇，比如“偿还”“欠款”和“花费”等与金钱相关

的内容。以下是一个具体例子（加黑点文字为
“财务”词汇）：“……只有换肾或透析才能维持

生命，换肾需要几十万元
�
，但我家本来就没有什

么积蓄
��

，这３年为我父亲看病花
�
的几十万元，都

是向亲朋好友借
�
的，现在我已经家徒四壁

����
，举债
��

无门
��

，已无钱
�
给父亲交医药费

���
，无奈之下只有向

大家求助……”

事实性的、统计性的以及能引起逻辑判断的
信息会吸引更多的捐赠［１７］。多次使用与“财务”

相关的词汇可以在逻辑上阐明他／她需要救助的
原因，增加受捐者家庭经济状况的真实性，更能

说服捐赠者进行捐赠［１８］。在医疗众筹情境中，陌
生的浏览者往往难以确定项目内容的真实性和

患者的经济困难程度。“财务”信息能让捐赠者

更加了解求助者的经济困难以及明确求助者需
要何种帮助，减轻两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性，从而引发捐赠行为。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ｂ　“财务”信息对捐赠金额有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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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３．２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的边缘路径变量及

相关假设
在医疗众筹平台中，除了项目慈善诉求内

容本身的文字描述外，求助者还会发布很多筹
款动态，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公示等来提高

项目的透明度，说服他人进行捐赠。同时，他人

对项目的社会背书也能增加项目的真实性。此
外，标题的长度和项目求助者的性别身份也可

能会对捐赠行为产生影响。鉴于此，本研究将
上述信息作为研究模型的边缘路径变量。

（１）项目透明度　项目的透明度一直是影

响慈善机构公信力和筹款能力的一个重要因
素。在许多医疗众筹平台上，求助者不仅可以

发布筹款动态来更新患者的最新的治疗情况，

还会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公示，这些筹款动

态和资金公示的信息能反映出项目信息的及时

性和透明度。有研究表明，信息的及时性是信
息质量的关键维度之一［１９］。已经参与过捐赠的

人可以通过这些信息了解项目的进度以及自己
的帮助是否发挥了作用，以此获得实时的信息

反馈。反馈频率的增加会让决策者能够对环境

的变化做出更迅速的反应，并看到其行动的后
果，从而增强决策者的自我效能［２０］。对项目筹

款动态和资金使用情况的及时更新，可以为捐
赠者乐于助人后的成就感和自我效能提升带来

正反馈，从而激发他们为该项目带来更多的转
发和捐赠。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４ａ　筹款动态数量对捐赠金额有正

面影响。

假设４ｂ　资金公示数量对捐赠金额有正

面影响。
（２）社会背书　之前的研究表明，在许多的

众筹平台上，虽然被发布的信息大多是可信的，

但也会存在虚假信息，因此，潜在的出资人在评
估一个慈善众筹项目并决定是否捐款时，往往

还依赖于他们对该项目可信度的评估［２１］。精细
加工可能性模型认为，信息来源可信度是评价

信息边缘路径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２２］。实证研
究表明，当他人大量为某个消息背书时，个人可

能会推翻对陌生消息来源的最初怀疑［２３］。社会

背书也可以视为一种“潮流效应”，它代表一种
集体认可，意味着人们打算同意并信任许多其

他人认可的信息［２４］。比如一些社区购物的用
户，能够通过他们过去的高质量的内容贡献得

到广泛的社会认可（如来自其他用户的大量点
赞），从而吸引更多的社区用户浏览他们对产品

的评论和推荐［２５］。在医疗众筹领域，项目由许
许多多的个体发起，项目浏览者常常难以对项

目信息的真实性做出准确的判断。医疗众筹平
台可以通过实名证实人数这一功能来显示有多

少人为该项目背书，提升该项目的来源可信度，

促进捐赠。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５　实名证实人数对捐赠金额有正面

影响。
（３）标题长度　标题的主要功能是引起读

者对一篇文章的注意和阅读兴趣。一个好的标
题通常既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项目的内容，也

能非常有效地引起读者的关注。标题越长，它

能提供的信息就越丰富，就越能有效地发挥其
功能［２６］。由于医疗众筹项目往往需要通过微博

微信等社交媒体进行转发，文章标题是否吸引
用户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文章被阅读的概率。

比如“靠透析活着的父亲恳请大家救救我们这
小家庭”这类长标题相比“救救我”“爱心筹”之

类的短标题，能更好地向读者阐述受捐赠者发

起项目的原因，更容易让浏览者对项目有一个
初步的了解，并激发他们的同情心和捐赠意愿。

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６　标题长度对捐赠金额有正面影响。

（４）患者性别　由于女性在性别上的弱势

地位，往往比男性更容易获得陌生人的信任，也
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帮助。有研究发现，与女性

患者在一起时，医生在信息传递和移情能力上
的评价得分会更高［２７］。同时，女性拥有较大的

人际网络，能得到多种来源的支持。在贫困捐

赠领域，求助内容中强调求助人的女性身份也
能获得更多支持［２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７　求助者的女性身份对捐赠金额有
正面影响。

３．３　疾病严重程度
有许多情境因素会影响到人们的帮助意

愿，如发生事件的时间距离、其他人的帮助情

况、旁观者的数量以及受困者自身对帮助的需
求程度。在某些情境之下，所处情境的严重程

度在获得帮助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
如，ＳＨＯＴＬＡＮＤ等［２９］发现，当情况紧急可能对

受困者造成更严重伤害时，人们更有可能提供
更多的帮助。基于此，本研究根据患者所患疾

病的严重程度，将其分为严重疾病与非严重疾

病两组。疾病的严重程度可以反映求助者所面
临困境的严重性，并且会影响人们对求助项目

信息处理的深入程度。下面具体分析不同疾病
组中的信息处理中心路径和边缘路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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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控制变量
在众筹项目中，目标金额会对筹款金额造

成一定影响［４］。容易达到的筹款目标通常会向
潜在的捐助者发出信号，表明还有其他捐助者
可以帮助项目发起人，从而产生了责任分散的
心理，即“即使我不捐助，也会有别人来帮助他
们”，这种旁观者效应会削弱捐赠意愿。而高目
标金额则暗示了求助人的困境和需求的迫切程
度，更容易获得捐助，因此将医疗众筹的目标金
额作为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研究模型见图１。

图１　研究模型
　

４　研究方法

４．１　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轻松筹”医疗众筹平台作为模

型的数据来源，它是目前国内用户规模最大的
医疗众筹平台。由于该平台项目信息不直接展
示，而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转发，因此，先搜索
主题为“轻松筹”的微博，然后用爬虫来获取其
中的轻松筹链接，最后再爬取具体的项目内容。

本研究团队于２０１８年７月对数据进行了爬取，

得到了２　２１０条“轻松筹”项目数据，筛选去掉了
重复的项目和还在进展期的项目后，最终得到

１　３６０条项目数据。其中，有些项目中求助人所
患疾病没有直接标明，在仔细阅读具体的筹款说
明后，笔者人工将这些缺失的信息进行填补。

４．２　数据处理
本研究需要对医疗众筹项目中的慈善诉求

内容进行文本分析，采用的文本分析词典是ＬＩ－
ＷＣ。它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由于其良好的信
效度，被国外的研究者广泛应用到各学科领域。

笔者编写了一个ＪＡＶＡ程序来调用斯坦福分
词系统，对获取的文本内容进行分词；随后将其

导入ＬＩＷＣ进行词汇分析，计算出不同文本特
性的得分。为了将内容特征的概念具体化，按

照研究模型中的内容特征变量，在ＬＩＷＣ软件

中所选择的语 言 类 别 分 别 为 健 康 相 关 的
“Ｈｅａｌｔｈ”词汇和财务相关的“Ｍｏｎｅｙ”词汇。本

研究使用的ＬＩＷＣ　２０１５版本，其提供的词典中

关于健康的词汇共有４１３个，比如：不健康、中

毒、伤疤、冠状动脉瘤、肿瘤、腹泻、阿司匹林和
癌症等；关于财务的词汇共有３３７个，比如：付

钱、储蓄、出售、开支、欠款和赔偿等。

对于所患疾病严重程度的测量，邀请了两

位研究生根据保监会规定的２５种重大疾病进

行了分类，属于这２５种疾病范畴的作为１（如

白血病），不属于这２５种的作为０（如骨折）；综

合两人的分类结果之后，邀请了相关领域的老
师以及武汉某医院的相关专家进行审核得到最

终的分类结果。其中严重疾病样本有１　０１１
条，非严重疾病样本有３４９条。同时，还区分了

患者性别，设置女性为０，男性为１。对于社会

背书这个变量，采用“实名证实人数”来进行测

量。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１。由表１可

见，已筹金额和目标金额的标准差很大，因此将

这两项数据作对数化处理（即ｌｎ（ｘ＋１），其中ｘ
为自变量）后再放入回归模型中。

表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Ｎ＝１　３６０）

变量名称 符号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已筹金额 Ａ　 ０　 １　０４７　６６６　 ５２　２６８.２１　 ７７　２３９.６１
目标金额 Ｇ　 ２７０　 １　０４７　６６６　 ２０２　６５４.２０　 １６　０７７１.７０
文本长度 Ｌ　 １６　 ３　７９７　 ５３６.３０　 ３４８.１３
图片数量 Ｐ　 ０　 ８　 ６.３８　 １.９５
健康词汇 Ｈ　 ０　 ２０　 ５.４３　 ２.２７
财务词汇 Ｍ　 ０　 １６.６７　 ２.０６　 １.４０
筹款动态 Ｕ　 ０　 ４２　 ５.４８　 ５.０５
资金公示 Ｅ　 ０　 ６０　 １.２４　 ２.４４
实证人数 Ｃ　 ０　 ５３５　 ５４.４６　 ４９.２６
标题长度 Ｔ　 ３　 ４５　 １０.４９　 ５.４５
性别 Ｓ　 ０　 １　 ０．５４　 ０．５０

４．３　回归模型

本研究采用稳健标准误多元回归对模型进

行回归分析，由于假设“健康”的内容特征与因

变量之间是在一定范围内呈现正向作用，超过
后起负向作用，即自变量与因变量是倒 Ｕ形的

非线性关系。鉴于此，在模型２和３中引入健

康词汇的平方项，仍采用线性回归［３０］。为了研

究两种路径的因素对因变量的不同影响，构建３
个模型。其中，模型１只引入控制变量，模型２
增加中心路径的变量，模型３在模型２的基础上

增加边缘路径的变量。３个模型的公式如下：

ｌｎ（Ａ＋１）＝β０＋β１ｌｎ（Ｇ＋１）＋ε；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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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Ａ＋１）＝β０＋β１ｌｎ（Ｇ＋１）＋β２Ｌ＋β３Ｐ＋

β４Ｈ＋β５Ｈ
２＋β６Ｍ＋ε； （２）

ｌｎ（Ａ＋１）＝β０＋β１ｌｎ（Ｇ＋１）＋β２Ｌ＋β３Ｐ＋β４Ｈ＋

β５Ｈ
２＋β６Ｍ＋β７Ｕ＋β８Ｅ＋β９Ｃ＋β１０Ｔ＋β１１Ｓ＋ε，

（３）

式中，β０ 为截距项，βｉ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ε
为误差项。

５　研究结果

本研究利用Ｓｔａｔａ　１４．０软件进行多元回归
分析，考虑到可能存在异方差的问题，在进行多
元回归分析时选择稳健标准误估计以得到更稳
健的结果。为了区分不同严重程度疾病可能出
现的不同结果，除对所有数据进行全样本分析
外，还分别将严重疾病和非严重疾病两组样本
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２。

表２　３组样本的回归结果（Ｎ＝１　３６０）

类别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控制
变量

ｌｎ（Ｇ＋１） ０．５３８＊＊＊ 　０．５０３＊＊＊ 　０．２９４＊＊＊

（０．４７０＊＊＊） （０．４４５＊＊＊） （０．２３０＊＊＊）
［０．６３４＊＊＊］ ［０．５５７＊＊＊］ ［０．３２１＊＊＊］

中心
路径

Ｌ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Ｐ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７８＊］ ［０．１０２＊＊＊］

Ｈ　 ０．０９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８９） （０．０４３）
［０．２７２］ ［０．３３４＊］

Ｈ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６＊］

Ｍ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３］

边缘
路径

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８＊＊］

Ｅ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６＊）
［０．３９２＊＊］

Ｃ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１］

Ｓ －０．０２４
（０．０７０）

［－０．２８６＊］

模型
摘要

Ｒ２／ΔＲ２　 ０．１４２／０．１４２　 ０．２００／０．０５８　 ０．４１１／０．２１１
（０．１２５／０．１２５） （０．１７１／０．０４６） （０．４３３／０．２６２）
［０．１５２／０．１５２］ ［０．２７７／０．１２５］ ［０．４７３／０．１９６］

注：＊、＊＊、＊＊＊分别表示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括号外的数值

为全样本结果，圆括号内的数值为严重疾病组结果，方括号内的数值为非

严重疾病组结果；Ｒ２为决定系数，ΔＲ２为决定系数的变化量。

　　（１）控制变量的作用检验　所有样本组的
目标金额对已筹金额均有正面影响（回归系数
分别为０．２９４＊＊＊，０．２３０＊＊＊，０．３２１＊＊＊）。

（２）中心路径变量的作用检验　从模型３
的全模型检验结果上来看，３组样本的文本长
度对已筹金额均为正相关 （β 系数均等于

０．００１＊＊＊），假设１得到验证，项目内容越长，浏
览者越愿意帮助患者。对于项目中的图片数，

全样本和非严重疾病样本为正向显著（回归系
数分别为０．０５３＊＊，０．１０２＊＊＊），而严重疾病样本
不显著（回归系数为０．０２５），假设２在严重疾
病组未得到支持。这说明在非严重疾病项目
中，捐赠行为才受到图片数量的影响。在全样
本和严重疾病样本中，健康词汇和健康词汇的
平方项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对于
患者是严重疾病项目中倒 Ｕ 形关系不存在。

在非严重疾病样本中，健康词汇和健康词汇的
平方项均显著，且回归系数一正一负（回归系数
分别为０．３３４＊，－０．０３６＊）。这说明在非严重
疾病项目中，项目内容中有关“健康”信息与已
筹金额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相关，超过一定范围
后呈负相关，即内容特征与已筹金额之间是倒

Ｕ形关系（见图２），假设３ａ部分成立。而对于
“财务”信息，３组样本的结果均显示不显著（回
归系数分别为－０．０１８，－０．０２０，０．０３３），说明
捐赠说明中有关“财务”的内容对已筹金额没有
影响，假设３ｂ不成立。

图２　非严重疾病样本组中健康相关词汇与

　　已筹金额的倒Ｕ形关系
　

（３）边缘路径变量的作用检验　在边缘路

径对捐赠行为的影响中，３组样本的筹款动态

数都正向影响已筹金额（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０２５＊＊＊，０．０２４＊＊＊，０．０２８＊＊），假设４ａ得到支

持。这说明在医疗众筹项目中，项目更新筹款

动态越多越有利于项目成功。严重疾病组的医

疗众筹项目的资金公示对已筹金额有负向影响
（回归系数为－０．０２６＊），而非严重疾病组的资

金公示对已筹金额有正向的影响（回归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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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９２＊＊），假设４ｂ在非严重疾病组才成立。结
果还表明，３组样本中实证人数对已筹金额的

影响均为正向显著（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０．０１５＊＊＊），假设５得到支持。标题长

度与已筹金额之间的关系中，全样本和严重疾
病样本中关系系数均为负显著（回归系数分别

为－０．０１７＊＊，－０．０１６＊＊），与假设６相反；而非
严重疾病项目中不显著，因此，假设６不成立。

这说明在严重疾病的项目中，标题越短浏览者越

愿意捐赠，而在非严重项目中则不存在这种关
系。对于患者性别来说，在全样本和严重疾病样

本中，性别的系数均不显著，而在非严重疾病样
本中系数为负向显著（回归系数为－０．２８６＊）。这

说明患者患非严重疾病时，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获
得帮助，假设７在非严重疾病组才成立。

综上可知，文本长度、筹款动态和社会背书

对捐赠金额的正向影响均得到了所有样本组的
支持。该结论与前人在回报类众筹的研究发现

一致，如ＢＩ等［４］发现，产品介绍的字数、评论数
量和他人点赞数量均可以正向影响回报型众筹

项目的筹资效果。由此，无论是哪类疾病，求助

人均需要重视项目的文本长度、筹款动态和来
自他人的社会背书的积极作用。而对于图片数

量、健康词汇、资金公示和患者性别这３个变量
而言，两组样本的结果差异较大。具体分析如

下：①严重疾病项目中，图片数量对已筹金额的

作用不显著；而在非严重疾病项目中作用显著。

这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严重疾病（如白血病）的

名称和文字描述就可以让浏览者感知到该疾病
的危急程度，而并不需要用更多的图片去描述；

非严重疾病（如烫伤）则可以利用更多的图片去
展现疾病带来的伤害，以激发浏览者的同情心。

②严重疾病项目中，健康词汇对已筹金额的作

用不显著；而在非严重疾病项目中，健康词汇与
捐赠金额呈现倒 Ｕ形的显著关系。与图片的

原因类似，由于人们经常会在微信等社交媒体
看到很多科普重大疾病危害的文章，也常会注

意到身边患上重大疾病的亲友，所以浏览者无

需过多的健康词汇描述就可以认知到该疾病的
危害和巨额花费；而对于非严重的疾病，则需要

一定的健康词汇来描述疾病的危害。但是过多
的健康词汇会给浏览者带来认知负荷，并且也

会让浏览者产生“被操纵感”，从而导致他们怀

疑项目的真实性，减少捐赠行为。③资金公示
在严重疾病项目中对已筹金额的作用不显著，

而在非严重疾病项目中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人
们对治疗严重疾病的费用额度和用途更为熟知

一些，而对非严重的疾病需要更多地了解疾病
的治疗流程和资金的去向。④性别在严重疾病

项目中对已筹金额的作用不显著，而在非严重

疾病项目中显著。这可能的一个解释是，非严
重疾病下，人们对女性会更加同情；而在对严重

疾病会造成重大损害的预期下，无论患者的性

别如何，都会给浏览者带来同样的负面感受和
同理心，不会导致已筹金额上的差异。

此外，模型２的Ｒ２ 与模型１的Ｒ２ 的差值

ΔＲ２ 代表中心路径变量的影响。在严重疾病样
本中，模型２与模型１的ΔＲ２ 为０．０４６；而非严
重疾病样本中，模型２与模型１的 ΔＲ２ 为

０．１２５，可见在非严重疾病组中，中心路径变量

带来的影响更多。模型３的Ｒ２ 与模型２的Ｒ２

的差值ΔＲ２ 代表边缘路径变量的影响。在严
重疾病样本中，模型３与模型２的 ΔＲ２ 为

０．２６２；而非严重疾病样本中，模型３与模型２
的ΔＲ２ 为０．１９６，可见在严重疾病组中，边缘路
径变量带来的影响更多。该结果说明，中心路

径因素在非严重疾病项目中比在严重疾病项目
中更能发挥作用，而边缘路径则在严重疾病项

目中更能发挥作用。这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

严重疾病给求助人带来的损害很大，浏览者无
需在中心路径上花费太多的时间来进行危害评

估；另一方面，某些严重疾病相较于非严重疾病

更加罕见，浏览者对这类疾病的了解比较少，对
疾病的病症病状不熟悉，难以从文字和图片等

中心论据的质量上做判断，反而要更多依赖边

缘路径信息的提示。

６　结语

本研究聚焦于医疗众筹项目的信息特征，

利用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构建了医疗众筹捐赠

者的信息处理中心路径和边缘路径，并利用计
量模型和文本分析来识别和检验了这两类路径

变量的作用。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①与回报

型众筹一致，文本长度和图片数量对捐赠金额
的影响在医疗众筹中同样具有显著作用。②在

对非严重疾病的医疗众筹项目的捐赠中，健康

词汇的使用与捐赠金额之间呈倒 Ｕ 形关系。

太多的医疗专业性词汇可能会带来信息过载，

并破坏捐赠者自身的信息处理过程。③揭示了

医疗众筹求助者的疾病严重情况对项目信息与
捐赠效果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发现在疾病严

重程度不同的项目中，某些信息对浏览者的影

响作用机制不尽相同。具体而言，图片数量、健
康词汇、资金公示和患者性别这些信息对非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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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疾病项目的捐赠金额有显著影响，而对严重
疾病组则无。本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精细加工
可能性模型的适用范围，也有助于加深对医疗
众筹项目内容与捐赠效果之间关系的理解。

本研究的局限与展望在于：①获取研究数
据的平台仅限于轻松筹平台，得到的研究结论
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医疗众筹平台，未来将会考
虑通过更多的医疗众筹平台获取数据来增加结
论的可信度和适用性。②本研究并没有区分具
体的“健康”信息的种类。健康信息可以分为经
验性信息、科学信息和非医学事实信息，这３类
健康信息对捐赠效果可能有不一样的影响，值
得进一步细化和探索。③本研究分析了疾病的
严重程度对项目信息与捐赠效果关系的调节作
用，未来还可以探索诸如疾病的急慢性程度和
潜在捐赠者的健康素养等调节变量，它们会对
潜在捐赠者的信息决策路径带来影响。④众筹
项目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本研究所获取的轻
松筹项目中有不少是早已完成的项目，无法获
取项目截止的具体时间，今后的研究可以通过
跟踪项目获取面板数据，了解众筹项目慈善诉
求内容对众筹目标完成的动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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