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与食品科学                                                                            2022 年第 2 卷第 2 期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Science                                                           https://jafs.oajrc.org/

- 9 -

都市居民疫情风险感知、社会孤立感与聚餐行为意愿研究—以深圳为例 

任雪佳，吴克祥*，金晓丽 

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  广东深圳 

【摘要】2019 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们过去的社会交往模式，后疫情时代佩带口罩、测量

核酸、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避免聚集将成为常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的聚餐意愿或聚餐行为。

本研究在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情感因素社会孤立感这一变量，构建了后疫情时代居民聚餐行为

意愿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通过在互联网上发放问卷的方式收集 503 份样本数据，使用 SPSS 和 AMOS 测

试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社会孤立感、态度、主观规

范、知觉行为控制显著正向影响聚餐行为意愿；新冠疫情风险感知在社会孤立感对聚餐行为意愿的影响中

存在负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丰富了计划行为理论拓展模型，从公众心理健康和外部新冠疫情环境两个角度

分析聚餐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在实践层面上，为政府部门、餐饮企业需采取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和来源，

助力疫情后人们合理交往行为的发展。 
【关键词】计划行为理论；社会孤立感；疫情风险感知；聚餐行为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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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its worldwide outbreak in late 2019, the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pneumonia pandemic has changed people’s social interaction patterns. Wearing masks and maintaining social 
distancing with other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will become the norm, which will affect people’s intentions or 
behaviour for having dinner togeth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his study adds social isolation as a 
variable and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mechanism of influence on people’s dinner together intention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503 samples using questionnaires administered via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Star platform and analysed us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isolation, 
attitudes, subjective norms, perceptual behaviour control, and dinner together intention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hereas the perception of COVID-19 risk has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solation on 
dinner together intention.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expansion model of planned behaviour and analys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dinner together int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ublic mental health and the external 
COVID-19 pandemic environment. At the practical level,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sources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catering enterprises to propose targeted measures to help the 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interaction after the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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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9 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具有变异速度

作者简介：任雪佳（1998-）女，硕士，研究方向为休闲旅游。 
*通讯作者：吴克祥（1963-）男，教授，研究方向为休闲旅游。

https://jafs.oajrc.org/


任雪佳，吴克祥，金晓丽                         都市居民疫情风险感知、社会孤立感与聚餐行为意愿研究—以深圳为例

- 10 -

快、传染性强、后遗症严重等特征，新冠肺炎疫情

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我国政府有效地采取佩

带口罩、核酸检测、与他人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以

及尽量避免公共场所聚会等措施，使新冠疫情有效

得到控制。但这些防控措施也对人们传统的社会交

往的模式产生了影响，使个体与他人、集体和社会

之间的交往受到阻碍，出现了孤僻、焦虑、恐惧等

心理不适症状[1]。聚餐是我国居民生活中交往交流

的一种方式，聚餐社交具有普遍性和方便性的特点。

人们在饭桌上联络感情，更容易拉近彼此的关系和

距离，也可以借助聚餐拓宽人际关系网，聚餐时的

聊天交流更容易维系身心平衡[2]。在疫情防控下人

们聚餐的安排将根据对安全需求的考量和风险承受

力的评估进行相应的调整[3]。为了探讨后疫情时代

居民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交往行为，本文基于计

划行为理论的拓展模型，引入社会孤立感变量作为

前置变量，疫情风险感知作为调节变量，探究深圳

居民聚餐行为意愿的影响机制。 
2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2.1 聚餐行为意愿 
聚餐是用于建构社会认同，建立或维持社会关

系的一种交往方式[4]。人们在餐桌上交往是脱离日

常秩序创造的一种平等状态，具有主体间性，通过

吃饭、喝酒、聊天等互动过程，进一步拉近彼此的

关系和距离，体现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5]。 
在聚餐情境当中，喝酒比吃饭更能表达感情，

通过敬酒或劝酒最方便最直接的行动方式，达到互

惠信任。酒消解了关系认同中的不对称性，人们“平

等”的潜意识被凸显出来，聚餐的心理和行为从内

心去除孤独或恐惧。聚餐情景下，聊天等语言表达

的，有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就餐氛围，便于直接或

间接地建立起正当的交往关系。聚餐交往的行为规

范，满足了居民安全、健康和幸福的需要[6]。 
本文对聚餐行为意愿的研究将从心理层面的行

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社会孤立感以

及新冠疫情风险感知这几个方面展开。 
2.2 计划行为理论 
Ajzen 在 1991 年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简称 TPB)，该理论是社会行为

学研究领域关于意愿与行为关系的理论[7]，绝大多

数研究证实该理论能显著提高研究对行为的解释力

与预测力[8]。经过不断地研究和发展，Perugini & 
Bagozzi (2001)提出 TPB 侧重于行为态度的分析，忽

略了个人情感部分对其产生的影响[9]。目前已有学

者将该理论引进娱乐和社交领域的研究中。TPB 理

论中，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

响意愿和行为。为了更好地应用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学者们也尝试着在具体情景下，引入新的变量，拓

展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基于此，本研究引入了社会

孤立感这一变量，用来补充后疫情时代 TPB 模型在

聚餐行为应用中的情感因素。 
（1）社会孤立感 
社会疏离感是疏离感量表中人际疏离感的子维

度。人际疏离感是一种由于人际关系变化而造成的

复杂的消极情感[10]，包括孤独感、亲人疏离感和社

会孤立感。后疫情时代，人们外出佩带口罩、与陌

生人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成为常态，个体与他人、

集体的社会交往受到阻碍，社会支持显著减少，因

此会产生社会孤立感。社会活动的减少使得人们的

外出聚餐行为意愿变得强烈[11]，因此提出假设： 
H1：社会孤立感对聚餐行为意愿显著正相关； 
（2）行为态度 
态度是个体对其所进行某项特定行为好坏的评

估，简单来说，它表示个体对某一行为积极或消极

的评价:态度越积极，表现出这种行为的意愿就越强
[12]。在 TPB 理论中，态度显著影响意愿。聚餐态度

可以认为是人们对聚餐行为所持的积极情感或消极

情感，当人们对外出聚餐活动越积极，那么聚餐行

为意愿会越强烈，因此提出假设： 
H2：聚餐态度对聚餐行为意愿显著正相关； 
（3）主观规范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执行某个特定行为时所感

知到的来自重要他人的社会压力，其反映的是重要

他人或团体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后疫情时代，

受到社会环境中关于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预测，

身边重要的人的意见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外出聚餐意

愿，当身边的家人、朋友对其聚餐行为越支持，聚

餐意愿会越强烈，反之亦然，因此提出假设： 
H3：主观规范对聚餐行为意愿显著正相关； 
（4）知觉行为控制 
知觉行为控制是个体在执行某个特定行为时所

感受到的容易或困难的程度，其所反映的是个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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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促进或阻碍这一特定行为的认知情况[13]。在后疫

情时代，人们的聚餐行为受到客观条件的约束，包

括内在条件如身体素质，和外在环境如当地防控政

策等。通常来说，人们所受到客观条件的阻碍越小，

聚餐行为越容易做到，聚餐意愿越强烈，因此提出

假设： 
H4：知觉行为控制对聚餐行为意愿显著正相关； 
2.3 新冠疫情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最早是哈佛大学的

Raymond Bauer（1960）提出的[14]。Bauer 认为,消费

者的消费意愿中隐含着对结果的不确定性,而这种

不确定性就是所谓的风险。在 Bauer 研究的基础上，

Slovic（1987）将风险感知定义为人们对某个特定

的风险事件的直觉判断，是人们对事件不确定性后

果的觉察[15]，后来将其广泛应用于人们行为意愿的

研究中。当外界环境中的风险很高时,人们会尽量避

免进行非必要的社交活动。如突发事件[16-17]、公共

卫生安全事件[18-19]等，这些负面事件会对人们进行

正常的社交行为造成很大的影响，人们可能会由于

主观感知到风险增加而取消原定社交活动或改变计

划[20]。 
当疫情风险水平很高，人们感知到外出聚餐感

染新冠的可能性很大时，则越有可能感受到环境不

安全而避免社交，聚餐意愿降低；反之，当外出聚

餐感染新冠的风险很低时，周围的环境给人的安全

感越强，外出社交聚餐行为意愿就越强。由于新冠

疫情的突发性、严重性、持续性、高传染性，将会

打乱人们正常的生活节奏，带来时间、金钱、甚至

身体上一定程度的损伤。因此认为，在疫情常态化

时期，人们对新冠疫情风险或其他风险的严重性程

度感知会影响人们的聚餐行为意愿。因此提出假设： 
H5：新冠疫情风险感知分别在社会孤立感与聚

餐行为意愿（ H5a ）、态度与聚餐行为意愿

（H5b）、主观规范与聚餐行为意愿（H5c）、知觉

行为控制与聚餐行为意愿(H5d)之间起调节作用。 
本研究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疫情常

态化时期人们的心理变化，构建了以下框架模型，

以此来探讨社会孤立感、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

为控制对聚餐意愿的影响机理（图 1）。 
3 研究设计 
3.1 量表设计 

为了获取高质量的实证数据，本文在大量文献

研究的基础上借鉴了国内外相关成熟量表，根据研

究的实际情境并结合业内 3 名专家的意见修改完善，

初步形成了后疫情时代深圳居民的聚餐行为意愿影

响因素测量量表。该量表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

新冠疫情风险感知量表、社会孤立感量表、计划行

为理论量表，以及有关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见附

录）。 
新冠疫情风险感知量表的题项在席居哲等人编

制的基础上，结合了后疫情时代人们外出聚餐行为

的背景，从期间新冠病毒易感染的可能性判断、感

染新冠病毒的心理表征两个方面出发设计了 2 个题

项[21]； 
社会孤立感量表的题项在杨东等人编制的青少

年学生疏离感量表的基础上，结合疫情期间的各种

防疫措施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影响，设计了 6 个题项
[22-24]；计划行为理论量表的编制结合了后疫情时代

的社会交往行为场景，对相关题项的表述方式进行

调整和修改，包括后疫情时代人们的聚餐态度、主

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聚餐行为意愿指标共 16 个

题项[25-28]。 
量表中全部题项均采用李克特 7 级量表测量，

采用 1 到 7 作为尺度来反映问题的符合程度。其中，

1 到 7 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有
点不同意”、“不确定”、“有点同意”、“比较同意”、“完
全同意”。 

3.2 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深圳居民，调查时间是

2021 年 3 月-5 月。由于疫情影响，本研究选择互联

网线上发放问卷。借助问卷星平台在深圳居民人群

中进行发放，调研问卷总计发放 508 份，剔除无效

样本，共回收有效问卷 503 份，有效率为 99.02%。 
3.3 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 SPSS 21.0 和 AMOS 21.0 统计程序进

行数据分析，检验量表的信效度，然后构建结构方

程模型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 process 检验

调节效应，最后进行数据结果讨论和分析。 
（1）探索性因子分析 
对数据信度的检验采用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

h's Alpha)作为判断指标。结果显示，总量表的 Cronb
ach's Alpha 值为 0.950，各分量表 Cronbach's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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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均大于 0.7，说明总量表和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

好，量表有较高的可信度。通过对相关变量采用最

大方差旋转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检验 KMO 值(Kaiser-
Meyer-Olkin)判断该样本数据是否适合进行探索性

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该样本数据的 KMO 值为 0.931，Bar
tlett 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 12750.212，P<0.001，说

明样本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由于原量表

是成熟量表，考虑到因子命名和量表的成熟度，本研

究强制萃取 6 个因子，共解释了 82.971%的方差，说

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很好。 
（2）验证性因子分析 
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

表 1 所示，可以看出每个潜在变量的观测变量标准

化因素负荷均大于 0.6，较为理想。平均方差抽取量

(AVE)是检验收敛效度的指标，一般的判别标准是

平均方差抽取量要大于 0.5。结果显示收敛效度均大

于 0.5，且各量表信度均良好，同时也验证了计划行

为理论的拓展模型在预测人们聚餐行为意愿上的可

适性。 
4 结果分析 
4.1 相关性分析 
如果各因子的 AVE 值的平方根大于其他因子

的相关系数，则说明该模型具备较好的区别效度。

结果如表 2 所示，除知觉行为控制与聚餐行为意愿

外，表中各个因子 AVE 值平方根均大于相关系数，

保证了较好的区别效度。 
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表 2）发现，

居民的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社会孤立

感与聚餐行为意愿显著正相关。 
4.2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检验整体性评价，表

3 是模型拟合度的各项指标。结果表明，CMIN/DF
小于 3，拟合良好；绝对适配度指标 GFI、AGFI 均
大于 0.8，拟合较好；增值适配度指标 CFI、IFI、TLI
均大于 0.9，拟合良好；RMSEA 小于 0.08。综上表

明模型拟合良好。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每条路径的显著性和

系数，结果显示(表 4)，社会孤立感显著正向影响聚

餐行为意愿(β=0.190,p<0.001)，即个体感受到的社

会孤立感越强，疫情期间所进行的社会活动越少，

社交意愿越强烈，外出聚餐行为意愿越强，H1 成立；

态度显著正向影响聚餐行为意愿(β=0.318,p<0.001)，
说明人们的聚餐态度越积极，聚餐行为意愿越强烈，H2
成立；主观规范显著正向影响聚餐行为意愿(β=0.126,p
<0.05)，说明疫情期间家人朋友的意见的影响是不容忽

视的，即身边的人越支持其聚餐行为，其聚餐意愿

越强烈，H3 成立；知觉行为控制显著正向影响聚餐

行为意愿(β=0.315,p<0.001)，说明人们社交聚餐活

动所受到的内在和外在条件的限制越小，即自身处

理社交活动过程中突发问题的能力越强，身体素质

越好，当地防疫政策越利好，越想增进朋友间的情

感连结，聚餐行为意愿越强烈，H4 成立。 
4.3 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分别检验社会孤立感、态度、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与聚餐行为意愿路径中新冠疫情风险

感知的调节作用，采用 SPSS 中的 process 程序。结

果表明（表 5）。新冠疫情风险感知在聚餐态度、

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聚餐行为意愿路径之间

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说明人们的聚餐行为意愿单

独受到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如

果人们对疫情期间的聚餐行为的主观态度是积极的，

那么对疫情的风险感知并不会显著影响人们的聚餐

意愿，H5b 不成立；如果家人朋友对聚餐行为大力

支持，疫情风险感知也不会对聚餐行为意愿造成显

著影响，H5c 不成立；如果有充足的条件使人们的

聚餐行为变得容易进行，那么对疫情的风险感知也

不会对聚餐意愿造成显著影响，H5d 不成立。新冠

疫情风险感知在社会孤立感与聚餐行为意愿之间存

在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说明外出聚餐感染新冠的风

险越大，会削弱社会孤立感与聚餐行为意愿之间的

效应，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H5a 成立。LLCI，
置信区间最低值；ULCI：置信区间最高值。得出的

假设检验结果如图 2 所示。 
5 结论 
基于 TPB 理论模型中的态度、主观规范、知觉

行为控制变量，引入社会孤立感构建了新冠疫情风

险感知背景下城市居民聚餐行为意愿的影响机制。

验证结果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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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模型基本架构图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及组合信效度 

因子 Factor 
题项

Item 

估计值标准误差

S.E. 
临界比 C.R. 

显著性

P 

标准化因素负荷

Estimate 

多元平方相关

SMC 

组合信度

CR 

收敛信度

AVE 

AT1    0.903 0.815 

AT2 0.031 34.315 *** 0.939 0.882 态度(AT) 

AT3 0.034 31.348 *** 0.902 0.813 

0.939 0.8369 

SN1    0.897 0.805 

SN2 0.028 38.798 *** 0.964 0.929 

SN3 0.027 38.354 *** 0.960 0.922 
主观规范(SN) 

SN4 0.031 32.324 *** 0.905 0.819 

0.9635 0.8689 

PBC1 0.090 15.017 *** 0.858 0.735 

PBC2 0.096 15.452 *** 0.898 0.806 

PBC3 0.094 15.627 *** 0.916 0.838 

PBC4 0.092 14.054 *** 0.777 0.603 

PBC5 0.071 16.282 *** 0.697 0.486 

知觉行为控制

(PBC) 

PBC6    0.607 0.369 

0.9127 0.6399 

BI1    0.815 0.664 

BI2 0.042 27.553 *** 0.963 0.928 聚餐行为意愿(DI) 

BI3 0.043 25.710 *** 0.911 0.830 

0.9259 0.8072 

SA1 0.046 23.538 *** 0.900 0.809 

SA2 0.047 25.472 *** 0.952 0.906 

SA3 0.046 25.164 *** 0.943 0.890 

SA4 0.041 27.061 *** 0.870 0.757 

SA5 0.029 34.435 *** 0.807 0.651 

社会孤立感(SA) 

SA6   *** 0.784 0.615 

0.9527 0.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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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因子 AVE 值平方根与因子间相关系数矩阵 

因子 态度 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 聚餐行为意愿 社会孤立感 

态度 0.700     

主观规范 0.707 0.755    

知觉行为控制 0.618 0.652 0.409   

聚餐行为意愿 0.684 0.615 0.659 0.652  

社会孤立感 0.356 0.351 0.303 0.408 0.595 

表 3 模型整体适配度拟合结果 

拟合指标 拟合值 拟合结果 

卡方差异值 CMIN 545.702  

自由度 DF 193  

卡方/自由度 CMIN/DF 2.827 ＜3，拟合良好 

GFI 0.909 ＞0.9，拟合好 

AGFI 0.881 ≈0.9，拟合较好 绝对适配度指标 

RMSEA 0.060 ＜0.08，拟合较好 

CFI 0.971 ＞0.9，拟合好 

IFI 0.972 ＞0.9，拟合好 增值适配度指标 

TLI 0.966 ＞0.9，拟合好 

表 4 模型路径系数及估计参数结果 

路径 标准化因素负荷 Estimate 估计值标准误差 S.E. 临界比 C.R. 显著性 P 检验结果 

社会孤立感 → 聚餐行为意愿 0.190 0.036 5.366 *** 通过 

态度 → 聚餐行为意愿 0.318 0.047 6.070 *** 通过 

主观规范 → 聚餐行为意愿 0.126 0.047 2.509 0.012 (*) 通过 

知觉行为控制 → 聚餐行为意愿 0.315 0.073 5.914 *** 通过 

表 5 调节效应检验 

 交互效应 标准化误差 S.E. t P LLCI ULCI 是否显著 

社会孤立感 x 风险感知 -0.0696 0.0231 -3.0193 0.0027 

(**) 

-0.1149 -0.0243 是 

态度 x 风险感知 -0.0134 0.0194 -0.6935 0.4883 -0.0515 0.0246 否 

主观规范 x 风险感知 -0.0263 0.0234 -1.1218 0.2625 -0.0723 0.0198 否 

知觉行为控制 x 风险感知 -0.0061 0.0182 -0.3373 0.7360 -0.0418 0.0296 否 

 
图 2 本研究理论模型检验 

注：*，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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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会孤立感驱使居民更愿意通过聚餐行

为开展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疫情时期防控措施下

人们长期在家隔离，缺乏正常的社会活动，疏远了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产生了社会孤立感。为了缓解

疫情带来的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人们更加向往

外出社交，舒缓情绪，促进身心健康。 
第二、新冠疫情风险感知下人们外出用餐行为

趋于理性，对聚餐行为意愿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疫

情常态化时期，国内聚集性疫情和散发病例时有发

生，不仅对人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对人们心理健康

的影响更是明显。当居民感受到周围环境不安全，

存在疫情扩散的风险，外出聚餐或进行其他聚集性

活动会增加感染风险时，人们的聚餐意愿会相应减

弱。同时，新冠疫情风险感知变量的引入更加全面

的从外部环境角度解释了后疫情时代人们产生聚餐

行为意愿的作用机理。 
第三、人们对待正常的社交聚餐行为态度是积

极乐观的。如今国内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时期，人

们从最初对病毒未知的恐慌，到逐渐加深了解病毒

的相关知识，面对新冠病毒变得更加冷静理智，说

明民众对国家卫生医疗体系有很大的信心和信任。

外出聚餐时与身边的家人、朋友一起会自觉遵守国

家防控措施，如佩带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人们

外出聚餐会更加注重个人卫生，助力疫情后人们合

理交往行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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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问卷题项来源表 

潜变量 观测变量（题项） 

1.在聚餐期间，我确信感染新冠病毒的概率小。 
新冠疫情风险感知 

2.在聚餐期间，我确信聚餐地点做好了新冠病毒防护措施。 

1.我认为疫情期间外出聚餐对社会交往活动有积极的意义。 

2.我认为疫情期间外出聚餐有益于舒缓心理压力。 态度 

3.疫情期间外出聚餐对我而言是很有吸引力的。 

1. 现阶段，家人和朋友对我在外出聚餐参加社会交往活动很放心。 

2. 现阶段，家人和朋友都对我外出聚餐参加社会交往活动很支持。 

3. 现阶段，家人和朋友都对我外出聚餐参加社会交往活动很同意。 
主观规范 

4. 现阶段，家人和朋友都对我外出聚餐参加社会交往活动很理解。 

1.防控措施允许的条件下，我确信外出聚餐活动一定会成行的。 

2.防控措施允许的条件下，我完全可以自我做主安排外出聚餐活动。 

3.防控措施允许的条件下，我有足够的能力处理聚餐期间出现的问题。 

4.防控措施允许的条件下，我身体条件较好时我才安排外出聚餐活动。 

5.防控措施允许的条件下，当有充足的收入时，我才参加外出聚餐活动。 

知觉行为控制 

6.防控措施允许的条件下，我时间充足才参加外出聚餐活动。 

1.平等氛围下，我愿意外出与朋友聚餐。 

2.我愿意花时间通过聚餐、喝酒增加交往中的相互间的信任。 聚餐行为意愿 

3.我愿意聚餐时主动承担费用，与朋友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1.疫情期间不能与朋友聚集，每天紧张的生活使我感到苦闷。 

2.疫情期间不能与朋友聚集，我感到被什么东西束缚了自由。 

3.疫情期间不能与朋友聚集，我有一种被什么东西逼迫的感觉。 

4.疫情期间，我觉得自己的生活缺乏充实感。 

5.疫情期间，我时常体验到一种紧张压迫感。 

社会孤立感 

6.疫情期间，我感到自己的思想压力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