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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显示板（Information Display Board, IDB）实验是一种过程跟踪技术，以 m×n 矩阵方式呈现信

息阵列，通过观测被试信息检索和浏览的一系列行为，来研究被试问题解决和决策中的信息获得

（information acquisition）过程。Mouselab 是常用的 IDB 计算机化程序。消费者是有限理性的问题解决者，

因此 IDB 实验被用于消费行为领域的研究。应用不同的 IDB 实验设置，研究者探索了消费决策中消费者信

息获得的模式和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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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是有限理性的问题解决者[1]。因而很多消费行为学领域的研究，受认知心理学信

息加工论的影响，采用决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比如Macdonald和Sharp（2000）研究了品牌

意识在消费者决策中的作用[2]，Pieters和Warlop（1999）研究了时间压力和动机在品牌选择

过程中对视觉注意的影响[3]。 

消费者的购买，也被看作是一种问题解决[4]。其中的决策过程，由信息搜寻、评价比较、

选择等基本阶段组成（如图1）。信息显示板（Information Display Board, IDB），作为一种过

程追踪（process tracing）的工具，可以用于研究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中信息的获得、检索和

比较[5]。 

 

 

 

 

 

图 1 问题解决模式下的消费者购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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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DB 简介 

口语分析技术（verbal protocol analysis）是决策研究中常用和被证明有效的过程追踪方

法[6]。研究者记录被试进行决策任务时的“出声思维”，并进行分析。被试在某一时点的口

语报告表明被试当前的知识状态或操作[7]。然而，对“出声思维”内容的分析十分不易[8]，

被试有时不能很好地“出声思维”，因而不能完全暴露某些心理过程，“出声思维”作为一

项附加任务，对决策任务本身的完成也会造成干扰[9]。于是研究者试图发展新的过程追踪技

术，来弥补口语分析的不足。IDB即是其中的一种。IDB的实验方法，是向被试展现一个结

构化的信息矩阵。该矩阵由m个备择方案在n个属性上的值组成，被试通过检索和比较备择

项的各属性值，做出选择。研究者记录、分析被试信息检索、比较的操作，来推断其信息获

得和决策的内部心理过程[10]。早期的IDB实验比较原始简陋。Payne (1976) 的研究中，呈现

给被试的是一块贴满信封的木板。备择项的各属性值被分别写在卡片上，一一装入信封。被

试在检索某一信息时，需打开信封，取出卡片，阅读完毕后，再将卡片放回信封[11]。在这

种条件下，所记录的被试信息获取的时间显然不精确，不能真正代表对信息检索加工所用的

时间，因而受到批评[12]。接着就有研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IDB基础上配合使用眼动仪，

记录、分析被试的视野固着（eye fixation）的发生顺序，次数和时间等指标[13]。此类使用眼

动仪的实验，因为需要被试固定头部，加上费用昂贵，技术也较复杂，没有广泛开展。[8,14]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研究者将IDB方法软件化，移植到了计算机上，使得IDB实验既能

精确记录时间等指标，又简单可行。Payne等人开发的Mouselab程序[5]，被公认为IDB标准实

验程序[15]。Mouselab是由Pascal语言编写，在DOS方式下运行的程序，对系统要求很低，在

配备鼠标的IBM兼容机上都可运行[5]。程序在显示屏上呈现方框矩阵。方框的内容（即备择

项的属性值）需要被试移动鼠标点击相应的方框后才能显示，当鼠标点击另一方框时，先前

显示的方框内容立刻又被隐藏。通过程序在后台记录鼠标点击方框的次数、点击的顺序、方

框内容显示的时间等，研究者尝试去了解个体如何分析整理信息并做成决策[5]。经过不断改

进，Mouselab已发展到6.0版本，除能进行备择项×属性矩阵形式的IDB实验外，还可以研究

博弈、投机、多风险选择（multiple risky choice，MRC）等问题中的信息检索、评价比较和

决策。[13, ,16,17]

2 IDB实验在消费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2.1 消费者信息检索模式和决策策略 

通过考察IDB实验程序中鼠标点击的顺序，研究者发现了两种基本的信息检索模式：（1）

基于备择项（alternative~based）的信息检索，即被试对某备择项的各属性值进行检索；（2）

基于属性（attribute~based）的信息检索，即被试对各备择项在某属性上的值进行检索[16,18]。

同时，“佩恩指数”（Payne Index）也被发展出来表示检索过程中两种方式所占比例大小[18]。

基于备择项的检索，需付出更多认知努力，在实验中表现为更多的时间花费和重复点击，这

被研究者认为意味着更深的信息加工[18]。研究发现，消费者在形成购买商品的选择集（choice 

set）时，往往采用基于属性的信息检索，并根据排除策略（elimination-by-aspects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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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某属性上表现不佳的品牌剔除出选择集[19]；在选择集中评价比较，并做出决策时，则

更多采用基于备择项的信息检索，说明消费者在产品选择阶段对各品牌信息进行了更精细的

加工[18, 19]。 

研究者对IDB实验采用的产品属性，也作了重要性程度上的区分，即引入了权重的概念。

通过参数设定，MouseLab程序可以给IDB矩阵、博弈和多风险选择的树形图中各属性赋予经

验的权重和概率值[5]。当然，也可以通过计算各属性的浏览次数和时间来区分属性的权重等

级。Weenig和Maarleveld（2002）的研究发现，在检索时间受限情境下，被试产生急迫感和

压力，其信息检索行为会产生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对重要性程度中等的属性影响最大，比

如相对更多地忽略这些属性，表现为对这些属性的浏览次数和时间减少的比例更大[20]。 

对产品属性权重概念的引入，隐含着消费者购买决策是一种类似加权求和的可补偿性模

型的观点：消费者综合某商品各属性的值，最后得到一个总的评价值。基于备择项的信息检

索，被普遍地看作是一种可补偿的检索和决策模式。而前文提到的排除策略，及基于属性的

信息检索，则是典型的非补偿检索和决策模式。研究表明，一些反映认知加工能力、动机和

加工机会方面的变量，对被试的信息检索模式都有影响。比如Lee等人就发现，卷入程度高

的被试更倾向采用补偿式的信息检索方式[21]。无论何种信息检索模式，对信息的检索和比

较都不是没有代价的。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信息检索和决策往往要投入相当大的时间、精

力和金钱。有些研究者采用经济学的观点，认为消费者对信息检索的努力程度，取决于信息

检索时知觉到的成本和收益间的权衡[22]。 

补偿式的信息检索和决策策略是把消费者当作是理性决策者的论据之一。然而

Lichtenstein和Slovic (1971)，Johnson、Payne和Bettman (1988)等人通过IDB实验，发现了消

费者偏好颠倒（preference reversal）的现象[17, 23]。在实验中，3个备择项A、B、C，在多个

属性上有不同值，配对后（AB、BC、AC）以IDB矩阵的形式，依次呈现给被试。每次，被

试经对信息的检索、评价比较后，从中选取一个偏好的备择项。由于研究者巧妙地设置了3

个备择项的属性值，结果出现了A、B相比，被试偏好A，B、C相比，偏好B，而A、C相比，

却偏好C的现象。这种A>B，B>C，C>A的现象，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偏好颠倒的现象，加

上其他不符合理性假设的实验结果的出现，使得消费行为学界逐渐确立了“有限理性的消费

者”的观点[1]。 

2.2 影响消费者信息检索模式和决策策略的因素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M）提示消费者的认知加工能力、动机和加工机会影响其对

广告信息加工的程度[24]。推论到消费者对产品信息的加工，这一模型也一样成立。 

Lee等人(1999)在IDB实验中设置购买电子产品的情景，根据被试对该类产品主、客观知

识的多少区分为高、低2类，发现高产品知识的被试基于备择项的信息检索比例较低产品知

识的被试低。此外，还发现一定的产品知识可以提高被试信息检索的效能和速度。Lee等人

认为，高产品知识的被试，在做出购买决策时，相对不依赖IDB提供的信息，并且由于具有

较强的加工能力，付出的认知努力也少 [21]。其它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结果[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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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入程度的高低表明了消费者信息加工动机的大小[24]。Lee等人探讨了卷入程度对信息

检索的作用。通过设置IDB实验指导语和产品类型，操控被试的卷入程度，结果表明高卷入

度的被试，信息检索时明显地投入更多努力，表现为更多的点击次数和时间花费，更大比例

的基于备择项的信息检索模式[21]。 

时间可以限制消费者对品牌信息的加工机会。Weenig和Maarleveld（2002）在研究中引

入了时间变量：当信息矩阵呈现时，同时呈现倒计时计时器和时钟嘀嗒声，使被试产生时间

紧迫感。当时间达到预设的限定值时，被试将再也无法移动鼠标点击IDB矩阵的白色方框来

获得新信息，只能在已检索信息基础上进行决策。通过设置不同的时间限定，发现被试的信

息检索行为会发生多种改变，比如：加快检索速度，表现为对信息的平均浏览时间大大减少；

忽略某些信息，表现为不点击浏览某些不重要属性的值；改变检索模式，表现为基于备择项

的信息检索模式减少，基于属性的检索增加[20]。 

很多研究，使用IDB实验考察了其它一些可归类于认知加工能力、动机和加工机会的变

量，对消费者信息检索的作用[15,26,27]。也有研究探索了上述变量对消费者信息检索的共同作

用。比如Lee等人发现无论产品知识高低，被试对决策的责任感都会增加信息检索的努力程

度，表现为更多的信息浏览数量和时间等；而卷入度的提高，只在低产品知识条件下，才使

被试信息检索的努力程度增加[21]。 

2.3 IDB实验技术在互联网上的应用 

Internet的发展普及，使得研究者对这一新兴的信息载体和分销渠道产生了兴趣。网上

购物站点，利用海量的贮存和链接，向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备择商品和商品属性信息。为了帮

助消费者比较和选择，很多知名购物网站都采取了类似IDB矩阵的方式呈现商品信息。

MouseLab的开发者Eric J. Johnson（2001）建议研究者用类似IDB的方法，来探索消费者网

上购物时的信息检索过程[28]。Fasolo, Barbara和McClelland (1999)进行了IDB实验网络化的尝

试[29]。他们通过操纵IDB矩阵中备择项、属性数量，时间限制等，考查消费者在网络环境中

的信息检索，并将结果与其他研究者在非网络环境下进行的相似实验比较。结果发现，消费

者的信息检索一致地会受到备择项数量的影响，即备择项越多，则检索的信息量越少，信息

检索也更困难，检索模式更多样，但决策的正确率降低。同时，网络环境下，更多的产品属

性可以帮助消费者做出更好的决策，时间限制也不会导致信息检索量和决策正确性的下降。

这和传统模式下的IDB实验结果相反。Mandel和Johnson研究了诸如网页的背景色彩和图形等

是否具有启动效应，在进行类似IDB实验的商品选择中，影响消费者的偏好形成，并最终是

否会作用于购买决策[30]。结果表明，启动效应确实存在，但对于产品知识丰富程度不同的

消费者，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结果还证明，网上购物环境的氛围，确实会对消费者的决策

产生明显作用。 

也有研究者通过改进的IDB或类似程序，或者引申IDB实验中的概念，记录和考察上网

者网页浏览的顺序、频次和时间，来测试网页设计的有效性，掌握上网者的浏览特性等[31]。

比如，IDB实验中，将备择项被检索的数量定义为信息检索的宽度（breadth），将属性被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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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数量定义为信息检索的深度。Hodkinson等人(2000)对此进行了类比，把访问不同站点的

数量作为信息检索的宽度，每个网站被浏览的页面数量作为信息检索的深度[32]。 

3 小结 

采用IDB实验的研究论文公开发表的有上百篇之多，在消费行为学领域主要涉及消费者

决策中的信息获得。但是，对于这些结果的有效性，仍有疑问[10,33]。第一，IDB的矩阵形式

的信息呈现被认为过于结构化。研究表明信息的呈现方式会影响被试对信息的加工[34]，因

此IDB的结构可能易化了信息检索过程。并且这种矩阵结构也不一定能代表消费者信息检索

的内部表征。第二，理论上IDB可以呈现备择项的所有属性，但操作中往往选取代表性的部

分属性。如果被试检索了内部线索，而非IDB呈现的属性线索，就无法观测到相应的行为指

标。第三，IDB实验通过鼠标点击次数，顺序和浏览时间等外部行为的指标来推论内部心理

过程，是一种间接的测量。这种推论是否正确有依据，仍悬而未决。当然，这些疑问也广泛

存在于决策研究的其他方法之中。 

对启发式策略的研究是当前的热点之一[35,36]。研究者们认为这些策略在现实的消费决策

中广泛存在着。如此，消费者采用这些策略进行信息检索时，和那些传统的补偿与非补偿策

略有何异同？又会有那些前因后果的作用？这可能是IDB实验今后可以探索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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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of IDB in Consumer Researches 
Ding Xiaqi, Ma Mochao, Wang Yong, Fan Chunlei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Information Display Board (IDB) is a process tracing technique, which shows an m×n information 

matrix to subjects and monitors their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behavior. Researchers employ this technique to study 

subjects’ information searching and acquiring process in problem solving and decision-making. Mouselab is the 

generally adopted software of IDB and applied in many researches. Since consumers are problem solvers with 

bounded rationality, IDB is fitted for the studies of consumer behavior. Using IDB, the patterns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some influence factors were studied in consumer decision-making studies. 

Key words: consumer decisio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process tracing, IDB, Mousel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