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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搜索需求及行为模型的实证研究

摘要：随着移动搜索技术的飞速发展，关于移动搜索的研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移动搜索

并不只是传统的互联网搜索地简单复制和延伸，它也拥有自己的用户群体和特点，从搜索需求到搜索

行为都与传统的互联网搜索有所差异。文章通过对现有信息行为经典模型的回顾和总结，结合移动搜

索自身的特点，构建了移动搜索需求及行为模型，利用实证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了研究和验证。通过网

络的方式向目前在读的大学生群体发放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07份，并对回收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

计分析、差异分析、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研究发现：移动搜索需求、移动搜索行为、移动搜索的信

息利用行为之间都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不同情境下产生移动搜索需求的用户在移动搜索行为上有明

显的差异，个人因素和搜索环境对移动搜索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对移动搜索需求

及行为模型进行了整体的验证，并且对模型作了进一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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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2011年1月19日，CNNIC发布了《第27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现阶段手

机网民已经成为拉动中国总体网民规模攀升的主要

动力。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3.03亿，较2009年底增加

了6930万人。手机网民在总体网民中的比例进一步提

高，从2009年末的60.8%提升至66.2%，移动互联网展

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2011年第一季度，我国增加

了3000万手机用户。截止到3月底，中国手机用户已达

8.89亿。作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中国市场无疑蕴

藏着巨大的商机。与此同时，手机支付、手机电子商

务、手机阅读、移动搜索等业务也风生水起，手机网民

的巨大潜在价值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在手机网民

数量不断攀升、手机业务迅速发展的同时，移动搜索业

务也开始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一些公司抓准商机开始致

力于移动搜索业务的发展，与此同时，传统的互联网

搜索引擎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移动搜索领域。

在移动搜索引擎不断发展的同时，移动通信运

营商也为移动搜索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移动互联网环

境。200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和中国联通发放了3张第三代移动通信牌照，从此开启

了我国的3G时代。中国第三代通信网已经为移动互联

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通信条件。可以搭载操作系统

的宽大屏幕智能手机的终端性能不断上升而价格却在

不断地下降，智能手机得到迅速普及，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在分别整改之后，手机上网资费正

在逐渐下降，手机上网的价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

受。这些条件给移动搜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

稳固的技术支撑。

随着移动搜索业务地发展和普及，关于移动搜索

的研究也开始得到计算机领域、通信领域、图书情报

等相关领域地关注，一些研究成果开始出现。计算机

领域的研究重点在于移动搜索涉及的相关技术，通信领

域重在研究移动搜索的市场前景和盈利模式，而我们图

书情报学领域则希望从移动搜索用户的角度出发来研究

移动搜索用户的信息行为，探索移动搜索需求的特点、

移动搜索行为的规律以及影响移动搜索需求和行为的

相关因素。本文将从用户的角度出发，来探讨用户移

动搜索需求和行为的特点，构建出移动搜索需求及行

为模型，并对其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图书情报领域

关于移动搜索的研究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

本期话题：移动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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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移动搜索的研究背景和研究现状有了一定的

了解之后，笔者发现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集中在

对移动搜索终端设备的改进、移动搜索的市场分析以及

移动搜索的盈利模式等方面，从用户角度出发来研究移

动搜索需求和行为的文献还很少。而国外学者在用户的

移动搜索需求和行为方面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并

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这样的研究现状之

下，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上来说，本文希望能够总结和借鉴国内外

学者的研究成果，从移动搜索用户的角度出发，以用

户为中心，思考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他们是如何获取

信息的；他们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行为背后有哪些影响

因素和动因；他们的移动搜索行为的规律和特点。通

过对已有信息行为模型的总结和分析，结合移动搜索

自身的特点，构建了移动搜索需求及行为模型，并以

大学生群体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调查问卷法获

取所需数据，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对模型进行了验证和修订，

希望能够丰富和发展图书情报学领域关于信息用户的

移动搜索需求与搜索行为的理论体系。

从实践方面来说，本文以大学生群体为实证研究

的对象，通过建立模型来深入分析移动搜索行为的特

点以及影响移动搜索行为的相关因素，希望对移动运

营商、移动内容提供商、手机终端提供商等相关领域有

一定的启示，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移动搜索服务，改

善用户的移动搜索体验，满足用户的移动搜索需求。

1.2 研究现状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2000年就开始出现了以短信

搜索和WAP搜索为代表的移动搜索概念和实际业务。

2004年，全球搜索引擎的领跑者Google和雅虎开始将

目光转向移动搜索领域，最初的移动搜索主要通过短

信搜索的方式来获取搜索结果。而对于移动搜索的相

关研究也伴随着移动搜索业务的兴起而出现。移动

搜索于2005年在中国开始兴起，国内的相关研究也从

2005年开始出现。在2006年，已经有相关的硕士论文

产生。通过对以往资料的调研发现，2008年和2009年
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近年来，移动搜索逐渐成为了

计算机领域、通信领域、图书情报领域的重要研究方

向。关于移动搜索的研究目前已经开始有相关的研究

成果出现。

国外学者关于移动搜索需求和行为的研究已经

取得了很重要的进展。在移动搜索需求的研究方面，

主要采用实时记录搜索需求的方式，通常会选定一些

比较有代表性的对象作为样本，让他们随时记录自己

的移动信息需求、产生移动信息需求的原因、实现移

动搜索需求的方式和手段，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真实反映用户的移动搜索需求的特点，并且也将一

些个人因素所导致的差异考虑其中。对移动搜索行为

的研究，目前来看绝大多数都是基于移动搜索引擎日

志的，所以结果一般都建立在大规模统计变量的基础

之上，忽视了个体因素在搜索行为上所反映出来的差

异，稍有遗憾。国内目前对移动搜索的研究还主要集

中在移动搜索的概念性介绍、移动搜索的市场发展、

商业模式上，真正从用户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其搜索需

求和行为的文章还比较少，该领域的研究也还处于空

白阶段。

2 移动搜索需求及行为模型的构建

2.1 信息行为经典模型和理论回顾

2.1.1 Belkin的知识混沌说

Belkin的知识混沌说，即ASK模型（Anomalous 
State of Knowledge）。该模型的基本观点是信息需求

开始于人们感知到头脑中即有的知识体系发生异常或

呈现非寻常情况时，也就是说现有的知识结构无法运

用于目前任务的情况。该模型是Belkin从认知学的角度

提出来的，他认为信息需求来源于个人模糊的知识状

态，当个人意识到个人的知识不足以处理突发的状况

时，就会相应地产生信息需求，信息寻求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他认为ASK是信息需求的支撑，同时ASK也

是在问题阐述的过程中形成的，现有的信息检索系统

就应该建立在ASK的基础之上。该模型经常被用于信

息检索系统的设计过程中，该模型对于在信息搜索过

程中获得更广的信息起到了信息桥梁的作用，可以用

于跨越知识鸿沟。

2.1.2 泰勒的问题—谈判模型

泰勒的问题—谈判模型对问题的定义是一种信息

不充分的状态，对谈判的定义是咨询者与信息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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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过程，并且把信息需求分成四个层次：

内隐阶段：在该阶段用户所产生的需求是真实

的，但是还无法陈述，表现为一种模糊的感受；

意识阶段：在该阶段用户可以清楚地意识到需

求，但是却不能够明白地描述出需求，该阶段还处于

意识化的信息需求阶段；

形成阶段：信息需求在形成阶段可以用语言文字清

楚明确地陈述出来，在该阶段形成了正式的信息需求；

妥协阶段：用信息系统所能够了解的语言来表达

需求，与系统之间进行交互。

该模型经过验证，表明人们所能感知到的需求与

所能表达出的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落差。这也就可

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进行信息搜索的过程中，对搜索

结果满意度比较低，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很难清

楚明了地表述自己的信息需求，这不但给系统增加了

负担，也会影响到搜索结果。

2.1.3 德尔文（B.Dervin）的意义建构模型

该模型的核心观点是信息需求研究应该关注日常

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生活是由一连串的行动

所构成的，信息搜寻是从人的自由行动受到阻碍时产

生的，当人面临问题，内在知识不足以理解外在事物

时，便形成知识的差距，为了弥补这些差距，需要从

其他人或其他资源获取帮助，就会去寻找信息，这样

就形成了信息需求。该模型最初由三个要素构成，它

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德尔文“意义构建”理论的三要素模型

     资料来源：朱婕,靖继鹏,窦平安. 国外信息行为模型
分析与评价[J]. 图书情报工作,2005(4):49.

该模型的基本构成是：状态—差距—使用/帮助，

德尔文用图示法形象地说明了信息需求构建的过程。

“状态”被限定在特定的时空中，反映了问题提出的

背景；“差距”可以理解为个体认识上的一个缺口，

是个体认识“不确定性”的体现；“使用或帮助”是

指问题得到解决后获得的结果。这种由状态—差距—

使用/帮助的三角形顺次构成的一个过程被德尔文称为

“意义构建”。后来该模型又进一步演变为4个要素，

即在三要素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组成要素——桥梁。

在此，“桥梁”作为一种手段，起到了弥合“状态”与

“结果”之间的“差距”作用。由初始状态到获得结

果就经历了一个意义构建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重复进

行。图2所示为德尔文意义构建理论的四要素模型。

图2 德尔文“意义构建”理论的四要素模型

      资料来源：朱婕,靖继鹏,窦平安. 国外信息行为模型
分析与评价[J]. 图书情报工作,2005(4):49.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德尔文的“意义构建”理论：

首先，该理论把个人置于时空的背景之下，并且认定

人们在现实的世界中会经常遇到认识上的差距，只有

借助于信息寻求与利用，才能获得理想的认知结果，

从而进入新的认知状态，在整个模型中，信息寻求作

为桥梁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1.4 威尔逊（T.D.Wilson）的信息行为模型

威尔逊的信息行为模型认为信息查找行为是个

体信息需求的结果，即用户为了实现对所需信息的获

取，必须对正式和非正式（如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信

息资源进行检索。成功的检索意味着用户全部或部分

地找到了满足其需要的信息，失败的检索则意味着未

找到所需信息或不满意所找到的信息，因此需要重复

查找的过程。

该模型建立在两个基本观点之上：一是意识信息

需求并非最原始的需求，而是源于更基础的需求——

即心理、认知、情感，其中任意一种需求又是处在个

人、社会角色和环境的不同背景之下的；二是在寻求

可以满足需要的信息的过程之中，信息需求者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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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来自同样背景之下的不同的障碍。后来，威尔逊

又在其基础上，对该模型进行了两次修订。

威尔逊模型从一开始就关注了信息查找行为产

生的根源——信息需求，并对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进

障碍

图3 威尔逊信息行为模型

     资料来源：朱婕,靖继鹏,窦平安. 国外信息行为模型分析与评价[J]. 图书情报工作,2005(4):50.

图4 第一次修订的威尔逊信息行为模型
     
      资料来源：朱婕,靖继鹏,窦平安. 国外信息行为模型分析与评价[J]. 图书情报工作,2005(4):50.

行了分类。这些影响因素可以构成信息需求行为的障

碍，贯穿于信息查找的各个阶段。在后来的修订版信

息行为模型中，他又进一步对信息需求与信息查找行

为的干扰变量进行了多学科的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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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埃利斯（Ellis）的信息寻求行为模型

Ellis的信息寻求模型归纳了影响信息搜寻行为的八

个特征，而并不以信息查询行为的阶段来加以区分。

Ellis的观点是不同的人在查询信息的时候，会有不同的

查询顺序，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的查询行为也有

可能有不同的顺序。其中，八个特征的关系如下：

开始：用户开始查询信息时所使用的方法，如询

问有相关知识的个人。

浏览：以“半导向”或“半结构化”的方式来查

寻信息。

链接：查看已知材料中的注释和参考文献或者从

引文索引来链接已知目录。

监视：保存对最新信息的关注和查找。

图5 第二次修订的威尔逊信息行为模型（1996）

资料来源：朱婕,靖继鹏,窦平安. 国外信息行为模型分析与评价[J]. 图书情报工作,2005(4):50.

区分：用已知的信息源之间的差别来对所获信息

进行过滤。

提取：从信息源中有鉴别地提取信息。

查核：核对所持有信息的正确性。

结束：结束整个查寻行为。

在以上八个特征中，整个查询过程从“开始”起，

经过浏览、链接和监视这三个程序，到达“区分”环

节。在区分之后是“提取”程序，所得到的信息只要再

经过“查核”这一步骤后，整个信息查询行为结束。

2.1.6 库尔斯奥（Kuhlthau）的信息寻求过程模型

该模型是以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为基础的，

并且在行为的基础上，引入了情感、认知等要

素。模型把信息搜索过程分为开始（initiation）、

选择（ selection）、探查（ exploration）、形成

（ f o r m u l a t i o n）、搜集（ c o l l e c t i o n）和陈述

（presentation）六个阶段。

开始阶段：在这一阶段，用户会意识到对某种

信息的需求，根据先前经验和个人知识去理解这个任

务，其行为表现为讨论可能的方法途径。用户针对一

般问题或不确定领域的思想是模糊不清的。

选择阶段：在这一阶段用户的任务是要判断和选图6 Ellis的信息寻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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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所要研究或调查的一般领域或主题。用户作出选择

之后，对不确定性的感知往往会让步于暂时的乐观态

度，并产生进行信息搜索的愿望。

探查阶段：对于用户来说，这是最为困难的一个

阶段，在该阶段用户的不确定性增强，但是还不能准确

地表达所需信息，用户与系统之间还存在着代沟。在这

一阶段，用户需要各个渠道的知识来与原有知识进行联

系。这个阶段容易让用户产生挫败感并放弃搜索任务。

形成阶段：用户对不确定性的感知逐渐减弱，并开

始增强信心，这是用户在信息搜索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搜集阶段：在这一阶段，用户将进行与系统之间

的互动，用户有了明确的方向感并能清楚地表达出对

特定信息的需求，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逐渐减弱。

陈述阶段：该阶段的任务就是结束搜索过程并且

完成整个搜索活动，如果用户的搜索过程成功结束，

用户会产生成就感，反之则不然。用户通常会在该阶

段对自己的整个搜索行为过程进行总结。

以上的信息行为模型都是学者们对信息行为及

其所包含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这些模型探讨了信息行为研究的起点——信息需

求，也探讨了信息行为的各个阶段，以及整个信息行

为过程中所涉及的认知、情感等心理上的活动，我们

可以看到信息行为涉及的学科领域十分宽泛。通过对

已有经典模型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经典模型研究的

角度、研究的内容都有所不同。通过对以上相关模型

的分析和研究，笔者发现信息搜索行为模型都是建立

在更为广义的信息行为模型之上的，各个领域的学者

根据自身研究的特点，在以上信息行为模型的基础之

上，建立了自己研究领域的具体的信息行为模型，如

网络用户信息搜索模型、消费者信息搜索行为模型、

学术信息搜索模型等。在情报学角度上建立的信息行

为模型给了本文很大的启示，为本文的移动搜索需求

及行为模型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些研究成果给

笔者的研究指明了一定方向，希望能够通过对以往模

型的整理和研究，构建出移动搜索需求及行为模型，

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

2.2 移动搜索需求及行为模型的构建

Choo模型将信息搜索活动分为三个过程：信息需

求、信息搜索和信息利用，并检验了认知、情感和情

境因素对这些过程的影响。威尔逊的模型从一开始就

关注了信息寻求行为产生的根源——信息需求，并对

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类。这些影响因素可以

构成信息需求行为的障碍，贯穿于信息寻求的各个阶

段。在其后来的信息行为模型中，他又进一步对信息

需求与信息寻求行为的干扰变量进行了多学科的分析

和探讨，并引入了激励机制。我们可以认为，威尔逊

采用“交叉学科”的方法进行信息行为的研究。我们

可以清楚地看到：信息行为的研究包含了信息需求、

信息寻求以及信息利用等内容，研究的方法也并非局

限在情报学领域内，而是涉及了哲学、认知科学、心

理学等学科范畴。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对人

们信息获取方式的影响不断加深，这种跨学科的信息

行为研究将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模型框架就是基于Choo的搜索模型和威

尔逊的信息寻求行为模型，将用户的移动搜索行为分

为信息需求、信息搜索和信息利用三个阶段，同时分

析出影响整个移动搜索行为过程的因素，这些影响因

素将作为模型的调节变量贯穿整个移动搜索需求及行

为模型的始终。Timothy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人们有时

候会在去哪里的路上或者办理某些事情的过程中需要

一些必要的、急需的信息。比如说某位出差的人士下

飞机以后需要找到最近的可以入住的酒店。通常这个

时候，人们都是无法使用个人计算机接入互联网的，

这个时候就会相应地产生移动搜索的需求，移动电话

等可以接入移动网络的设备给人们提供一种获取信息

的方便途径。Virpi Roto在第二届国际移动互联网用户

体验研讨会上指出：移动搜索一般服务于两类用户，

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即在紧急的情况下需要满足信

息需求的人和消磨时间的人。这也就决定了用户需要

获取的是快速准确的信息还是用来打发时间的娱乐信

息。Taylor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移动搜索用户为什么想

要通过移动网络来获取信息。作者利用5天时间了解他

们在移动过程中所需的信息，跟踪了美国的11个移动互

联网的用户，作者发现这些用户通过移动电话来获取信

息的最常见的动机是来满足他们随意的、动态的信息

需求，比如收发邮件、查看新闻、天气、购物信息等

等。作者认为为了更好地研究用户需求，我们必须了

解时间和地点对他们的需求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可

见时间、地点、所处环境、需要完成的任务等具体的

情境因素对信息需求的产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Karen Church曾指出为了更好地理解用户的搜索

需求，研究用户的搜索行为，我们最需要理解两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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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第一，用户在搜索什么，他们如何进行搜索；第

二，用户为什么要搜索。因为信息需求是信息行为的

原因和动力，所以只有更好地理解用户的搜索需求，

才能指导用户的搜索行为。Timothy在其基于需求日志

的研究中指出：理解移动搜索的需求和移动搜索行为

之间的关系，可以给用户提供更好的移动搜索用户体

验以及改善移动搜索的设备。同时通过对被调查者需求

日志的分析，作者指出用户在产生信息需求的情况下，

会利用自己的手机接入网络进行搜索来满足信息需求。

虽然移动搜索要受到输入受限、屏幕小等负面因素的影

响，但还是满足移动信息需求的很好途径。综合对已有

研究成果的整理和本文研究的特点，本文认为：信息需

求是移动搜索行为发生的动力因素，我们要想更好地理

解用户的移动搜索行为以及给用户提供更好的移动搜

索体验，就要考虑到用户的移动搜索需求。

和传统的互联网信息搜索一样，移动搜索行为也

要受到用户主体因素、搜索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时，

与传统的互联网搜索相比，移动搜索也有很多自身的

特点。例如，手机相比于个人计算机，在搜索的过程

中要考虑到屏幕的大小、翻页、不支持滚动条、信息

资费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总结移动搜索行为的影

响因素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考虑到传统的因素，同时

图7 移动搜索需求及行为模型

也要结合移动搜索自身的特点。

综合以上分析，借鉴目前已有的相关理论和模

型，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构建了如图7所
示的移动搜索需求及行为模型。

信息用户在情境的刺激下，会产生移动搜索需

求，继而用户会通过手机等移动搜索设备来执行移动

搜索行为。在用户进行移动搜索的过程中，用户个人

因素、搜索环境因素会对用户的搜索行为产生影响。

同时，不同情境下产生移动搜索需求的用户在移动搜

索行为上也会有所差异。如果用户通过移动移动搜索

能够获得自己满意的信息，用户将利用这些信息来满

足自己的移动搜索需求，至此，整个移动搜索过程结

束。本文将移动搜索需求、移动搜索行为、移动搜索

的信息利用行为作为变量，并且将移动搜索行为进一

步细分为移动搜索频率、移动搜索策略、移动搜索结

果处理、移动搜索依赖度、移动搜索满意度等五组变

量。在下一部分将对这些变量作详细解释，并且探讨

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用来指导实证研究的设计。

3 实证研究——以大学生群体的手机
搜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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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根据已经构建的模型指导实证研究，通

过设计样本、收集数据、选择合理的数据分析方法来

对移动搜索行为模型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和修订。考虑

到数据样本的可获得性和大学生群体的代表性，本文

将实证研究的对象确定为目前在校的大学生群体。移

动搜索的终端工具主要包括手机、上网本和平板电脑

等移动终端设备，但是目前我国的WiFi网络覆盖率还

比较低，所以上网本和平板电脑等其他的移动终端设

备的使用率还不高。相比较而言，电信运营商提供的

通信网络的覆盖率相对更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手机

就成为了人们首选的移动搜索工具。经过一定的调查

并且结合自己和身边同学的实际情况，笔者发现目前

大学生使用的移动搜索工具以手机为主。为了问题设

计的统一性及可操作性，本文将实证研究的移动搜索

工具确定为手机。本文以大学生群体的手机搜索行为

为例来对用户的移动搜索需求及行为模型进行实证研

究。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调查问卷法和统计分析

法。通过对获得的有效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希望能够

对模型进行整体的验证和进一步的修订。

3.1 实证研究的设计

本文在上一部分构建了移动搜索需求及行为模

型，并且确定了模型所涉及的变量。本部分将在模型

的基础上，对所涉及的变量作具体分析，在进一步明

确了各个变量之后，通过设计调查问卷来对变量进行

测量，获取实证研究所需的数据。

3.1.1 变量分析

（1）情境

移动搜索与传统搜索的不同不仅是因为搜索设备

的不同，还因为其信息搜索需求的不同。相对于传统

搜索，移动搜索需求产生的原因和它自身的特点都有

所不同。Sohn在其研究中曾经指出，72%的参与者的

信息需求都是在情境因素的刺激下产生的。很多研究

都表明“地点”因素对被调查者的信息需求产生有着

重要的影响，因为“地点”因素决定了用户要选择什

么样的设备，并且会在检索式中加入地理性的条目。

Annika在Contextual Queries Express Mobile Information 
Needs中通过对参与者记录的日志分析，验证了他们

的信息需求的产生与他们所处的地点、需求产生的时

间、他们当时所在进行的活动以及他们下一项要执行

的任务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总结和研究，本文认为用

户在情境的刺激下会产生信息需求，笔者将情境理解

为用户在产生一定搜索需求时候的实际情况，并且设

计了相应的问卷项来描述情境。

（2）移动搜索需求

信息需求与信息行为的关系一直都是学者们重点

研究的内容。需求与行为密切相关，是人的行为积极

性的心理源泉，动机是需求的表现形式，产生需求才

会激发人去行动，朝着一定方向，追寻一定的对象目

标，直到需求得到满足。因此，用户的移动搜索行为

不可避免地也要受到需求的影响，需求越强烈，搜索

行为执行的动力越强，搜索行为的成功率也越大。本

文将需求这一变量具体分解为用户产生移动搜索需求

的频率、用户产生移动搜索信息需求的动因、移动搜

索需求向移动搜索行为转化的效率，并且通过相应的

问卷项来测量，希望通过变量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移动

搜索需求和整个移动搜索行为之间的关系。

（3）用户个人因素

信息搜索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有很高个性特征的活

动，用户从定义自己的信息需求、确定搜索策略、执

行搜索、直到最后对搜索结果的满意程度，都是因人

而异的。手机搜索与传统的互联网搜索相比，个性化

特点更加明显。所以个人因素在搜索过程中的影响也

就更加明显。Wilson曾经将信息需求产生到信息使用

的整个信息活动循环中的影响变量归纳为心理变量、

人口统计变量、人际变量和环境变量、信息资源特征

变量。心理变量包括生活观、价值观、政治倾向、态

度、习惯、兴趣、爱好、知识、任务等；人口统计变

量包括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教育背

景、工作背景等；人际变量包括工作角色、规则、限

制、在组织中的职责等；环境变量包括国家立法、经

济状况、稳定程度、文化环境、IT技术发展程度、信

息资源的分布等；信息资源特征变量包括信息的流

通、适量性和可靠性等。本文将以此为依据，根据本

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意义，选取其中与移动搜索行为

相关度较高的因素作为研究对象，最终本文将用户个

人因素所包含的具体因素确定为年龄、性别、学历、

使用手机的年限、手机上网的年限、手机搜索的年

限、对手机搜索的态度、对手机搜索的认知程度等具

体因素。本文在对已有研究总结和分析的基础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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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了能够测量个人因素的选项，并希望通过这些问卷

项来了解用户个人移动搜索的基本情况，并且进一步

探讨个人因素对移动搜索行为的影响。

（4）搜索环境

移动搜索本身就是在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和

移动终端设备不断发展和升级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

中国第三代通信网已经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通信条件，模拟制式通信手机到搭载操作系统和

宽大屏幕的智能手机，终端性能整体不断提升，价格

不断下降，移动互联网的内容提供商也逐渐重视移动

搜索领域。这些相关技术的发展为移动搜索提供了一

个良好平台，但也正因为如此，移动搜索行为除了要

受到用户个人因素影响以外，还要受到搜索环境的影

响，而且移动搜索所涉及的技术环境也比传统的互联

网搜索更加复杂。

移动搜索所涉及的技术环境包括移动搜索内容提

供商、通信服务运营商以及搜索设备终端提供商。移

动搜索内容提供商涉及的内容包括用户界面可用性、

搜索结果的可用性、移动搜索的时间成本；通信服务运

营商涉及的因素包括运营商服务的稳定性、移动搜索的

费用成本等；手机终端设备提供商所涉及的因素包括手

机屏幕的大小、手机的易用性、接入网络速度等。本文

围绕着移动搜索环境所涉及的各个要素，主要从这些

要素对搜索行为的影响方面来设计了相关问卷项。

（5）移动搜索行为

国内外很多有关用户搜索行为的研究都是基于搜

索引擎日志的分析。在这些研究中，一般都以整体行

为的研究为主，忽略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移动搜索

行为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也是移动搜索行为模型

中的核心变量。根据现有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分析，本

文将用户的移动搜索行为分解为移动搜索频率、移动

搜索策略、移动搜索结果的处理、移动搜索依赖度、

移动搜索满意度等五组变量。在移动搜索行为问卷项

的设计上，本文参照了传统的移动搜索行为调查问卷

的设计，同时也结合移动搜索自身的特点，作了一定

的改进和创新。

（6）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

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是整个移动搜索行为模

型的最后一个变量，具体是指移动搜索用户对通过移动

搜索所获得的结果信息进行吸收和利用的过程。在调查

问卷中，设计了关于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的问卷

项，探讨搜索结果的满意度、对搜索结果的可用性判

断程度等因素对信息利用行为的影响，以此来验证移

动搜索行为与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之间的关系。

3.1.2 问卷结构

本文的调查问卷由用户的个人信息、用户的移动

搜索行为两部分构成。用户的个人信息主要包括用户

的性别、学历、使用手机时间、手机上网时间、使用

手机搜索时间、手机搜索的频率、手机搜索的主要内

容、使用的搜索引擎等。具体的移动搜索行为包括用

户的移动搜索需求、用户的移动搜索行为过程、用户

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三个部分。

问卷的个人信息部分采用单项选择和多项选择

的方式，用户的移动行为部分全部使用5级李克特量

表的方式进行测量。量表由一组陈述组成，每一陈述

有“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

意”、“非常同意”五种回答，分别记为1、2、3、
4、5，每个被调查者的态度总分就是他对各道题的回

答所得分数的总和，这一总分可说明他的态度强弱或

在这一量表上的不同状态。李克特量表的操作比较简

单，而且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调查中被广泛应用，所以

本文的调查问卷也选取了该方法来进行设计。

3.2 数据收集及信度分析

3.2.1 样本来源

艾瑞咨询在《2010年中国手机上网用户行为报

告》中指出：2010年具有大学本科和专科学历的手机

网民占比分别为22.9%和20.9%，分别较2009年增加

3.6%和3.0%，增速较快。与此对应，高中及高中以

下学历的用户占比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滑，其中高中

学历的网民占比，由2009年的31.6%下降到了2010年
的27.9%，降幅达3.7%。2010年上半年，中国大学生

人数达到了2800万，高校学生中手机上网用户呈上升

趋势，中国大学生所代表的市场潜力也将变得越来越

庞大。我国高校学生的手机普及率一直处于很高的水

平，同时大学生用户相比于其他用户群体更乐于接受

新事物，对手机搜索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考虑到大

学生群体在移动搜索领域的代表性、问卷的回收和质

量、数据的可靠性等实际因素，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有

移动搜索经验的在校大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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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博士研究生。通过网络向北京地区各所高校的在

校生发放调查问卷，回收问卷207份。

3.2.2 前测检验

为了保证调查问卷的有效性，在正式的大规模问

卷发放之前，首先利用前测的方式对问卷的有效性进

行了测评，根据得到的结果和反馈的意见对问卷进行

了进一步的修订，使其更加符合研究的目的。笔者在

前测阶段有针对性地发放了问卷30份，选取的对象在

性别、学历和学科方面都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与被

调查者做了深入的访谈，来了解被调查者关于问卷的

一些疑义，采纳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建议。通过反

馈的信息，消除了问卷的歧义和不明确之处，并且对

部分选项进行了调整和改动。在修订之后，通过网络

进行了正式的大规模发放。

3.2.3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又称可靠性分析，

是一种度量综合评价体系是否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可靠

性的有效分析方法。检测信度的方法有很多种，主要

的方法有重测信度法、拆半信度法和Cronbach's α系数

法，最常用的是第三种Cronbach's α系数法，所以本

文的信度检测也采取第三种方法。本文利用SPSS统计

软件中的Reliability Analysis功能得到量表的α值，移

动搜索需求部分α值为.613，属于勉强可以接受的范

围。经过排查，剔除了信度比较低的第14题，修改后

的α值为.712，为可接受范围。移动搜索行为部分α值

为.712，移动搜索满意度为.854，移动搜索的影响因素

部分α值为.749，问卷的总体的α值为.870，因此可以

认为本问卷的信度良好。

3.3 数据分析

3.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对样本有清楚的了解，本文利用SPSS软件

对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包括性别、学历、使用手

机时间、使用手机上网时间、使用手机进行搜索的时

间、主要使用的移动搜索引擎、移动搜索的主要内容

等基本特性。本次调查对象为有过移动搜索经验的移

动搜索用户，他们完成本调查的前提是有过利用手机

搜索的行为。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1）样本的性别统计

本次调查中，男生有110人，占总人数的53.1%；

女生有97人，占总人数的46.9%，男生所占比例略高于

女生。

表1 样本的性别统计

性别 样本数 百分比

男

女

110

97

53.1%

46.9%

表2 样本的学历统计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87

107

42%

51.7%

博士研究生 13 6.3%

学历 样本数 百分比

（2）样本的学历统计

如表2所示，样本的学历组成情况是：本科生87
人，占样本总体的42%；硕士研究生107人，占样本总

体的51.7%；博士研究生为13人，占样本总体的6.3%。

表3 样本的手机使用时间统计

手机使用

时间
样本数 百分比

1-3年

3-5年

9

56

4.3%

27.1%

5-8年 114 55.1%

8年以上 26 13.5%

（3）样本的手机使用经验统计

样本的手机使用经验通过使用手机的年限来测

量。由表3可见，有1～3年手机使用经验的被调查者

只占总体的4.3%；有3～5年手机使用经验的被调查者

占总体的27.1%；有55.1%的被调查者有5～8年的手机

使用经验；有13.5%的被调查者有8年以上的手机使用

经验。由此可见，大学生群体的手机使用时间集中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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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年。一般来说，很多学生从高中或者大学阶段开

始使用手机，这个结果这与他们的年龄也比较符合。

同时也可以看出大学生群体的手机使用经验还是比较

丰富的。

（4）样本的手机上网经验统计

样本的手机上网经验通过被调查者使用手机上网

的年限来测量。如表4所示，有30%的被调查者有1年以

下的手机上网经验；有41.5%的被调查者有1～3年的手

机上网经验；有20.8%的被调查者有3～5年的手机上网

经验；有7.7%的被调查者有5年以上的手机上网经验。

由于手机上网的资费是在最近3年内才开始大幅度下降

的，而智能手机也是同步普及的，所以绝大多数的被

调查者都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使用手机上网，有3年以

下手机上网经验的被调查者占了总体的71.5%。

（6）用户主要使用的移动搜索方式

如图8所示，有98.6%的被调查者使用过网页搜

索，9.2%的用户使用过短信搜索，23.7%的用户使用过

IVR搜索。由此可见，网页搜索是目前移动搜索最主要

的形式，有绝对的优势，但是短信搜索和IVR搜索也并

没有被完全忽略，依然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和发展空间。

表4 样本的手机上网时间统计

手机上网

时间
样本数 百分比

1年以下

1-3年

62

86

30%

41.5%

3-5年 43 20.8%

5年以上 16 7.7%

（5）样本的手机搜索经验统计

从表5可以看出，有1年以下移动搜索经验的被调

查者占总体的48.3%；1～3年移动搜索经验的占总体的

37.2%；有3～5年移动搜索经验的占总体的11.6%；有5
年以上移动搜索经验的只有2.9%。有3年以下移动搜索

经验的用户占了被调查者总体的85.5%，这说明移动搜

索的用户群体是在近年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且绝

大多数用户的手机搜索经验并不是很丰富，还处于初

期阶段。

表5 样本的移动搜索时间统计

移动搜索

时间
样本数 百分比

1年以下

1-3年

100

77

48.3%

37.2%

3-5年 24 11.6%

5年以上 6 2.9%

图8 样本的移动搜索方式统计

（7）用户主要使用的移动搜索引擎

移动搜索引擎的发展十分迅速，有专业的移动搜

索引擎，也有传统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向移动搜索领域

的转移。由图9可以看出，在移动搜索方面，被调查者

最常使用的搜索引擎中百度和Google依然属于领跑者，

但是与传统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占有率略有不同，百度占

据了绝对的领先优势。这说明在移动搜索领域，百度是

学生群体在进行移动搜索的过程中首选的搜索引擎。

这与移动搜索本身的特点也有一定的关系。

图9 被调查者使用的移动搜索引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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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信息、社区信息。同时被调查者也补

充了一些信息，具体有微博、健康信

息、体育资讯等信息，对本文的答案

予以了一定程度的补充。该结果在一

定程度上揭示了移动搜索可以快速方

便地获取所需信息的特点，可以满足

人们在特殊时间、特殊地点的一些移动

搜索需求。

（9）影响移动搜索的技术因素分

析

在影响移动搜索的主要技术因素

中，如表6所示，手机接入网络的速度

对用户的移动搜索影响最大，其次是移

动网络的稳定性，对移动搜索影响最小

的是手机的输入方式。在目前的情况

下，手机接入网络的速度和移动网络的

稳定性会受到自身手机设备和移动运营

商服务稳定性的影响。因此，相关领域

应该加大对这方面的关注，将技术因素

对移动搜索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10）用户移动搜索的满意度分析

用户对移动搜索的满意度最高的是

搜索结果的有用性，满意度最低的是搜

索结果的全面性。从表7中可以看出，

用户对移动搜索的满意度总体结果都比

较低，移动搜索的用户满意度还有待

提高。

3.3.2 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差异分

析

（1）性别

性别是影响移动搜索需求及行为的

重要因素，下面将分析性别在移动搜索

需求、移动搜索行为和移动搜索的信息

利用行为上的差异性。

● 移动搜索需求

如表8所示，通过均值比较可以看

出，男生的移动搜索需求产生的频率要

略高于女性，而女性在产生了移动搜索

需求后倾向于将移动搜索需求转化为移

动搜索行为。

图10 被调查者搜索的主要内容统计

表6 影响移动搜索的技术因素

影响移动搜索的技术因素 平均值 标准差

移动网络的稳定性

移动数据业务资费

手机屏幕的大小

手机的输入方式

手机接入网络的速度

.937

1.099

.941

.956

.823

4.15

3.96

3.91

3.77

4.48

表7 用户移动搜索的满意度

用户移动搜索的满意度 平均值 标准差

搜索界面的友好性

搜索结果的排序

搜索结果的全面性

搜索结果的可靠性

搜索结果的时效性

.954

.952

.901

.855

.931

3.40

3.15

3.12

3.34

3.38

搜索结果的有用性 .8243.49

（8）用户搜索的主要内容

如图10所示，人们使用移动搜索的最主要的内容依次为网页、新

闻时事、本地生活信息、娱乐信息、旅游信息、资源、文学小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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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这一差异是否具有显著性，对整体是否

适用，对样本数据进行了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

经检验P值均大于0.05，所以性别和移动搜索需求两者

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 移动搜索行为

如表9所示，男生的移动搜索频率略高于女生，男

生更倾向于在移动搜索的过程中使用检索策略，女生

对检索结果的处理更加耐心，男生的移动搜索依赖度

和移动搜索的满意度都高于女生。这些结果可能与男

生和女生之间的性格特质有关系，男生一般比较乐于

思考但是缺乏耐心，女生则恰好相反。

同样，为了检验这一差异是否具有显著性，对整

体是否适用，对样本数据进行了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

检验。结果显示两两变量之间的P值均大于0.05，这说

明不同性别在移动搜索行为上不具有显著差异。

● 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

如表10所示，男生对移动搜索结果信息的利用要

比女生更加积极。

为了检验这一差异是否具有显著性，对整体是否

适用，对样本数据进行了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

结果显示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变量的P值为.702，
大于0.05，因此这一差异不具有显著性。

（2）学历

● 移动搜索需求

如表11所示，本科生的移动搜索需求最大，博士

生次之，硕士研究生最小；硕士生在产生了移动搜索

需求后倾向于将移动搜索需求转化为移动搜索行为，

博士生次之，本科生最小。

对样本数据进行了K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移

动搜索需求的频率和移动搜索需求向行为转化的效率

的相伴概率均大于显著性水平0.05，所以说学历在移动

搜索需求上不具有显著差异。

● 移动搜索行为

如表12所示，博士生的搜索频率最高，本科生次

之，硕士生最低。本科生更乐于对搜索策略进行思

考，这可能与他们的搜索经验不足有关，为了更好地

获取搜索结果，他们需要对检索策略作更多的思考，

而硕士生和博士生在这方面的经验则更加丰富一些，

用在思考检索策略上的精力则更少一些。硕士生更

男 3.81

3.84女

移动搜索需求向行为转化的效率

3.25

3.21

表8 性别在移动搜索需求上的均值统计

移动搜索需求的频率性别

男

表9 性别在移动搜索行为上的均值统计

女

3.25

3.23

24.32 7.55 20.21 20.19

23.93 7.74 19.74 19.51

性别 移动搜索频率 移动搜索策略
移动搜索
结果处理

移动搜索依赖度
移动搜索
满意度

表10 性别在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上的均值统计

性别

男 3.50

3.41

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

女

表11 学历在移动搜索需求上的均值统计

本科

硕士研究生

3.34 3.82

博士研究生

学历
移动搜索需

求的频率

移动搜索需求向

行为转化的效率

3.10

3.23

3.86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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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对搜索结果进行处理，博士生的搜索依赖度和搜

索满意度都远远高于本科生和硕士生，这与他们的搜

索频率最高是相一致的。博士生相比于本科生和硕士

生，手机使用经验和移动搜索经验都要相对更加丰富

一些，所以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搜索

行为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

对样本数据进行了K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移

动搜索频率、移动搜索策略、移动搜索结果处理、移动

搜索依赖度、移动搜索满意度等变量的P值均大于0.05，
所以说不同学历在移动搜索行为上不具有显著差异。

● 移动搜索信息利用行为

博士生由于自身的背景和特点，他们在执行方面

要比其他学历层次的被调查者更强，所以博士生在对搜

索信息的利用上要比本科生和硕士生高很多，本科生和

硕士生没有太大区别。经检验，P值为.528，大于0.05，
因此学历上的差异在移动搜索行为上不具有显著差异。

3.3.3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是研究现象之间

是否存在某种依存关系，并对具体有依存关系的现象

探讨其相关方向以及相关程度，是研究随机变量之间

的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用相关系数来描述，本

文采用普通相关系数（Pearson）进行研究，主要探讨

移动搜索需求、移动搜索行为、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

行为等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1）移动搜索需求与移动搜索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将移动搜索需求分解成移动搜索需求的频率

和移动搜索需求向行为转化的效率两个变量；将移动

搜索行为分解成移动搜索频率、移动搜索策略、对移

动搜索结果的处理、移动搜索依赖度、移动搜索满意

度五组变量，分别对这些变量进行相关分析。

表12 学历在移动搜索行为上的均值统计

硕士生 3.13 23.76 7.71 16.98 19.97

本科 3.34 24.31 7.56 17.21 19.38

博士生 3.46 24.15 7.63 18.39 22.30

学历 移动搜索频率 移动搜索策略
移动搜索
结果处理

移动搜索依赖度
移动搜索
满意度

表13 学历在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上的均值统计

.289**
我经常使用移动搜索

表14 移动搜索需求与移动搜索频率的相关分析结果

移动搜索需求的频率
移动搜索需求向行
为转化的效率

.759**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000 .000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学历

本科 3.43

3.45

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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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2-tailed）.

表15 移动搜索需求与移动搜索策略的相关分析结果

.012我在进行移动搜索的时候倾

向于只使用一个检索词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移动搜索需求向
行为转化的效率

.116

移动搜索需求的频率

.184**我在进行移动搜索的时候倾向于

使用两个及以上检索词的组合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275**

.394**
我会在选择检索词之前有一定的思考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154*

.394**如果搜索结果的第一页没有我

需要的信息，我会向后翻页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138*

.867.097

.0080.00

.000.027

.001.048

.374如果对搜索结果不满意，我

会更换检索词重新搜索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236**

.000.001

.184**如果对搜索结果不满意，我会

更换搜索引擎重新搜索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124

.008.074

-.013
如果对搜索结果不满意，我会放弃搜索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126

.847.071

.393**我能够对搜索结果

作出自己的判断

表16 移动搜索需求与移动搜索结果处理的相关分析结果

移动搜索需求的频率
移动搜索需求向行
为转化的效率

.199**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004 .000

.332**.270**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0.00 .000

我认为大多数的搜索结

果对我来说是有用的

表17 移动搜索需求与移动搜索依赖度的相关分析结果

.409**我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

会继续使用移动搜索

.395**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000 .000

.169*.483**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0.00 .015
我在日常生活中非常依赖移动搜索

移动搜索需求向
行为转化的效率

移动搜索需求的频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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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移动搜索需求与移动搜索

频率、移动搜索依赖度、移动搜索信息的利用行为之

间都呈现显著相关的关系。所以说，移动搜索需求与

移动搜索行为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移动搜索需

求越强的人移动搜索的频率就越大，同时对移动搜索

表17 移动搜索需求与移动搜索依赖度的相关分析结果（续）

.250**我认为移动搜索是我在日常学习

和生活中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448**

.286**我认为移动搜索是我在日常学习

和生活中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412**

.000.000

.0000.00

移动搜索需求向
行为转化的效率

移动搜索需求的频率

Sig. （2-tailed）

表18 移动搜索需求与移动搜索满意度的相关分析结果

.107
搜索界面的友好性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247**

.017
搜索结果的排序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201**

.000
搜索结果的全面性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199**

-.008
搜索结果的可靠性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248**

.126.000

.8120.04

.996.004

.911.000

.020
搜索结果的时效性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201**

.771.004

.234**
搜索结果的有用性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209**

.001.003

移动搜索需求向
行为转化的效率 移动搜索需求的频率

.348**

表19 移动搜索需求与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的相关分析结果

移动搜索需求的频率
移动搜索需求向行
为转化的效率 

.420**

.000 .000

我会使用移动搜索的结

果来帮助我完成任务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的依赖性越大，从而对移动搜索结果信息的利用也更

加积极。

 （2）移动搜索行为与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的

相关性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移动搜索频率与移动搜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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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与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显

著相关；移动搜索的依赖度与移动

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显著相关且相

关性较强；移动搜索的满意度与移

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显著相关。

从总体上看，移动搜索行为与移动

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显著相关。对

移动搜索频率大、搜索策略积极思

考、对搜索结果有自己的判断和处

理并且对移动搜索有依赖度的用户

更加倾向于利用移动搜索的结果来

帮助自己完成搜索需求。同时，对

搜索结果信息的利用也要受到移动

搜索满意度的影响。

3.3.4 因子分析

本文对搜索需求产生的原因

进行了测量，现在对这些问题进行

因子分析，聚合出有意义的变量因

子。从8道测量搜索需求的问题中

挑选出表征搜索需求的动因的问

题，根据因子得分，我们可以看出

在有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产生移动

搜索需求、在希望获取某方面知识

的时候产生移动搜索需求和在某些

特殊的地点产生移动搜索需求三道

问题属于第一个因子。该因子的特

点是移动搜索需求的产生都是在有

目的性的情况下产生的，是为了解

决任务满足需求的，所以我们将其

定义为在任务驱动情况下产生的移

动搜索需求，下面将简称为任务驱

动型；第10题“我会为了消磨时间

产生移动搜索需求”单独属于第二

表20 移动搜索频率与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的相关分析结果

我经常使用移动搜索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移动搜索信

息的利用

.411**

.000

表21 移动搜索策略与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的相关分析结果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083

移动搜索信
息的利用

我在进行移动搜索的时候倾

向于只使用一个检索词

我在进行移动搜索的时候倾向于

使用两个及以上检索词的组合

我会在选择检索词之前有一定的思考

如果搜索结果的第一页没有我

需要的信息，我会向后翻页

如果对搜索结果不满意，我

会更换检索词重新搜索

如果对搜索结果不满意，我

会更换搜索引擎重新搜索

如果对搜索结果不满

意，我会放弃搜索

.247

.313**

0.00

.445**

.027

.339**

.000

.345**

.000

.255**

.000

-.044

.530

.351**

表22 移动搜索结果处理与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的相关分析结果

我认为大多数的搜索结
果对我来说是有用的

.000
移动搜索信息的利用

我能够对搜索结果
作出自己的判断

.377**

.000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的信息利用行为显著相关；移动搜索策略中除了第18（我在进行移动搜索

的时候倾向于只使用一个检索词）和24题（如果对搜索结果不满意，我会

放弃搜索）外均与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显著相关，而不相关的这两道

题是移动搜索策略中态度比较消极的两题，这说明对移动搜索策略思考越

积极的用户越倾向于更好地利用移动搜索的结果信息。对移动搜索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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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分析之前，笔者对搜索

策略部分同样也进行了因子分析。

检索策略部分共有7道问题，笔者

也对这7道测量检索策略的问题进

行了因子分析，发现生成的三个因

子可以很好地解释用户在搜索策略

上的差异，通过对每个因子特点的

分析将其分别命名为积极搜索、简

单搜索、消极搜索，各因子得分如

表26所示。

● 积极搜索：积极搜索的人

倾向于使用多个检索词进行搜索，

在搜索之前对检索词会进行一定的

思考，对得到的搜索结果作翻页处

理。如果对搜索结果不满意，会更

换搜索引擎重新搜索，对待搜索比

较积极。

● 简单搜索：简单搜索的用

户倾向于只使用一个检索词来获取

自己所需的信息。

● 消极搜索：消极搜索的用

户一旦搜索引擎不能返回自己满意

的搜索结果便会放弃搜索，不愿再

作其他的尝试。

基于以上的总结和分析，下面

将对两个因子在移动搜索行为上的

差异作详细的分析：

（1）移动搜索频率

如表27，任务驱动型与移动搜

索频率显著相关，用户移动搜索的

频率受到任务驱动的影响，需要解

决的问题和完成的任务影响着用户移

动搜索的频率。如果需要完成的任务

多，那么相应的移动搜索发生的频

率就会大；相反，移动搜索发生的

频率则会更小。消磨时间变量与搜索

频率无显著相关性。由此可以看出任

务驱动型和消磨时间型两个因子在

移动搜索频率上有明显的差异。

（2）移动搜索策略

如表28，任务驱动型与积极搜

索和简单搜索显著相关，与积极搜

表23 移动搜索依赖度与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的相关分析结果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555**
我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

会继续使用移动搜索

我在日常生活中非常依赖移动搜索

我认为移动搜索是我在日常学习

和生活中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000

.479**

0.00

.624**

.000

.552**

.000

我认为移动搜索是我在日常学习

和生活中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

移动搜索信
息的利用

表24 移动搜索用户满意度与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的相关分析结果

.385**

.000

.186**

0.07

.151**

.030

.177*

.011

.232**

.001

.285**

.000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搜索界面的友好性

搜索结果的排序

搜索结果的全面性

搜索结果的可靠性

搜索结果的时效性

搜索结果的有用性

移动搜索信
息的利用

个因子，其特点就是用户在没有目的的情况下为了消磨时间而产生移动搜

索需求，我们将其定义为为了消磨时间而产生的移动搜索需求，下面将简

称为消磨时间型。

本文之前已经将移动搜索行为分为移动搜索频率、移动搜索策略、移

动搜索结果处理、移动搜索依赖度、移动搜索满意度等五组变量，为了更

好地分析两个因子在移动搜索行为上的特点有哪些异同点，本文将依次对

四组变量进行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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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移动搜索需求的因子得分

Component

我会在有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产生移动搜索的需求 -.330

.907

-.183

.237

21

.733

.249

.780

.669

我会为了消磨时间产生移动搜索的需求

我会在希望获取某方面知识的时候产生移动搜索的需求

我会在某些特殊的地点（比如在去某个目

的地的路上）产生移动搜索的需求

表26 移动搜索策略的因子得分

Component
积极搜索

-.330

消极搜索简单搜索

.849 -.032

.628 .309 .380

.618 .186 .161

.784 .166 -.081

.608 .265 -.310

-.204 .037 .885

.674 -.464 .124

我在进行移动搜索的时候倾向于只使用一个检索词

我在进行移动搜索的时候倾向于使

用两个及以上检索词的组合

我会在选择检索词之前有一定的思考

如果搜索结果的第一页没有我需要的信息，我会向后翻页

如果对搜索结果不满意，我会更换检索词重新搜索

如果对搜索结果不满意，我会更换搜索引擎重新搜索

如果对搜索结果不满意，我会放弃搜索

索的相关性强于简单搜索。如果用

户需要通过移动搜索来解决某一问

题，那么他们在进行移动搜索的过

程中就会对移动搜索结果有很高的

预期，希望移动搜索的结果能够很

好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为了获得

快速有效的检索结果，在检索策略

的使用上就会作出一定的思考。所

以在任务驱动情况下产生移动搜索

需求的用户在进行移动搜索的时候

会积极地使用搜索策略来帮助自己

完成搜索，他们也会只进行一些简

单的搜索，但是很少会直接放弃搜

索。而相比较之下，消磨时间型与

搜索策略没有呈现显著相关性，这

说明用户如果只是出于打发时间的

目的而进行移动搜索，他们不会认

真地思考检索策略，这与在任务驱动

情况下产生移动搜索需求的用户恰

好相反。我们可以看出，出于不同

的动因而产生移动搜索需求的用户

在对检索策略的态度上存在着明显

差异。

（3）移动搜索结果处理

如表29，任务驱动型与搜索结

果处理显著相关，消磨时间型与搜

索结果处理非显著相关。这说明在

任务驱动情况下产生移动搜索需求

的用户能够对搜索结果作出自己的

判断，这与他们在搜索之初就带有

很强的目的性是密切相关的。而

用户出于消磨时间的目的产生了移

表27 两个因子与移动搜索频率的相关分析结果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326**
任务驱动型

.000

.125

.073

移动搜索频率

消磨时间型

.232**

表28 两个因子与移动搜索策略的相关分析结果

.374**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任务驱动型

消磨时间型

积极搜索 简单搜索

.037

.000.000 .599

.076-.125 -.061

.274.073 .384

消极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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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两个因子与移动搜索结果处理的相关分析结果

任务驱动型
.384**

.000

-.070

.318
消磨时间型

.361**

.000

.013

.858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我能够对搜索结果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认为大多数的搜索结
果对我来说是有用的

动搜索的需求进而进行移动搜索，他们不会对自己的

搜索结果作出过多的判断，而检索结果有用与否对他

们来说意义也不大，他们进行搜索的目的只是打发时

间，所以对搜索结果并不看重。

（4）移动搜索依赖度

如表30，任务驱动型与移动搜索依赖度的各个变

量指标均显著相关，因此任务驱动与移动搜索依赖度

显著相关。在任务驱动的情况下产生移动搜索需求的

用户通常都是对移动搜索非常依赖的，对于这样的用

户而言，移动搜索是他们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获取信息

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在遇到问题时解决问题的有效

手段，通过移动搜索很好地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完成

了任务，所以对移动搜索的忠诚度也比较高，倾向于

将移动搜索推荐给身边的其他人。消磨时间型与搜索

依赖度各个变量之间均无显著相关的关系，这与任务

驱动变量所得到的结果刚好相对。在消磨时间的目的

下产生移动搜索需求的用户并不依赖移动搜索，移动

搜索是他们经常用来打发时间的工具，而不是获取信

息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任务驱动情况下产生移动搜索

需求的用户和在消磨时间的情况下产生移动搜索需求

的用户在移动搜索依赖度上有明显的差异。

（5）移动搜索满意度

如表31，任务驱动型与搜索结果的全面性无显著

相关，与搜索界面的友好性、搜索结果的排序、搜索

结果的可靠性、搜索结果的时效性、搜索结果的有用

性均显著相关。用户在有问题需求解决的情况下产生

移动搜索需求，所以对搜索结果的全面与否并不关

注，只要能够获得自己需求的信息便可完成搜索。

消磨时间型与搜索满意度各个变量均无显著相关的关

系，为了消磨时间而产生移动搜索需求的用户对搜索

结果很少会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对满意度也没有更

多的关注。他们整个移动搜索的过程都不带有目的

性，只是简单的信息浏览行为，因此对搜索界面、搜

索结果排序、搜索结果可靠性这些问题都不会作出自

己的判断。

（6）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

如表32，任务驱动型与移动搜索信息的利用行为

显著相关，这说明如果用户是在任务驱动的情况下产

生移动搜索需求，那么该因子会对移动搜索的信息利

用行为产生影响。正常情况下，如果用户是带着任务

或者问题而进行移动搜索，那么他们势必会对搜索结

果进行利用，从而完成自己的任务，帮助自己解决问

题。消磨时间型与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非显著相

关，这说明在该状态下产生移动搜索需求的用户对移动

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没有影响。一般情况下，用户出于

消磨时间的目的而产生移动搜索需求，无法保证其对移动

搜索结果的利用。由此可见，在不同情境下产生移动搜

索需求的用户在信息利用行为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任务驱动的

情况下产生移动搜索需求的用户在搜索行为上表现活

跃。这部分用户产生移动搜索的频率会受到任务多少

的直接影响，他们会积极地思考检索策略来获取到更

加快速有效的信息。由于他们的移动搜索在最初带有

解决问题的目的性，因此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地放弃

移动搜索行为。这类用户通常对检索结果会作出自己

的判断，对移动搜索有很高的依赖度，同时也会对移

动搜索各方面的指标作出自己的衡量。对于这部分用

户来说，移动搜索是他们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解决问

题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同时，他们的移动搜索需求也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搜

索结果信息的利用。这部分用户是移动搜索目前重要

的用户群体。移动搜索内容提供商、移动通信运营

商、手机设备制造商等需要深刻挖掘这部分用户的信

息需求，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移动搜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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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两个因子与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的相关分析结果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423**
任务驱动型

.000

-.127

.068

移动搜索的信
息利用行为

消磨时间型

表30 两个因子与移动搜索依赖度的相关分析结果

任务驱动型

消磨时间型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59** .498** .240** .423** .316** .330**

-.041 -.051 .108 -.127 -.025 -.011

.560 .462 .122 .068 .720 .877

我会推荐
其他人
使用移
动搜索

我在以后
的学习和
生活中会
继续使用
移动搜索

我在日常
生活中非
常依赖移
动搜索

我会使用
移动搜索
的结果来
帮助我完
成任务

我认为移
动搜索是
我在日常
学习和生
活中获取
信息的重
要渠道

我认为移
动搜索是
我在日常
学习和生
活中解决
问题的重
要手段

表31 两个因子与搜索满意度相关分析结果

搜索界面的友好性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286**

搜索结果的排序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170*

搜索结果的全面性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062

搜索结果的可靠性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213**

.000

.014

.377

.002

搜索结果的时效性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192**

.005

搜索结果的有用性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ig. （2-tailed）

.247**

.000

任务驱动型

.026

.037

.074

.058

.708

.595

.292

.405

.005

.944

-.024

.736

消磨时间型

相对比较而言，以消磨时间

为目的而产生移动搜索需求的用户

在移动搜索行为上则呈现出完全不

同的特点，他们进行移动搜索的目

的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没有明确的

目的性，因此对移动搜索的结果也

没有期待值，不关心移动搜索的结

果。因此他们的搜索频率和移动搜

索需求的各个变量无显著相关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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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检索的过程中，不会积极地思考移动搜索的策

略，不会花费精力对搜索结果的各项指标进行判断。

对于这类用户而言，移动搜索并不是他们日常学习和

生活中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他们对移动搜索没有很

高的依赖度。相对任务驱动型而言，他们在对搜索结

果信息的利用上也无法保证。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这

部分用户已经开始接触并使用移动搜索，所以说努力

提高这部分用户对移动搜索的依赖度对移动搜索用户

群体的扩大和未来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

3.4 对模型的整体验证

（1）移动搜索需求与移动搜索行为显著相关

移动搜索需求与移动搜索频率、移动搜索策略、

移动搜索结果处理、移动搜索依赖度和移动搜索的满

意度都有显著相关的关系。在移动搜索的过程中，移

动搜索需求是移动搜索行为发生的基础，同时也是移

动搜索行为顺利进行的动力。

（2）移动搜索需求与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显

著相关

用户在产生了移动搜索需求以后，会根据自己

需求的特点和目的来进行移动搜索，移动搜索需求的

特点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本次移动搜索行为的目的和意

义。所以，移动搜索需求不同的用户对移动搜索结果

信息的利用上会有所差异。本文通过验证发现移动搜

索需求与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之间呈现显著相关

的关系。

（3）移动搜索行为与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显

著相关

本文将移动搜索行为拆分成了移动搜索频率、移

动搜索策略、移动搜索结果处理、移动搜索依赖度、

移动搜索满意度五组变量。这五组变量中与移动搜索

的信息利用行为均呈现显著相关的关系。其中移动搜

索频率、移动搜索依赖度、移动搜索结果处理等变量

与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显著性较明显。这说明用

户移动搜索的频率、对移动搜索的态度、移动搜索的

策略和对移动搜索结果的满意程度都会影响到其对搜

索结果的利用。

（4）不同情境下产生移动搜索需求的用户在移动

搜索行为上差异明显

本文通过因子分析将移动搜索需求的产生分为

了两种情境，一种是在任务驱动的情况下产生的移动

搜索需求，一种是为了消磨时间而产生的移动搜索需

求。在这两种动因下产生移动搜索需求的用户在移动

搜索行为的表现上差异明显。在任务驱动的情况下，

用户的整个搜索过程都表现积极，而出于消磨时间的

目的而产生移动搜索需求的用户则在移动搜索的过程

中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在对移动搜索结果

信息的利用上两者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情境

不仅是刺激用户产生移动搜索需求的基本动因，同时

也对整个移动搜索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贯

穿了用户的整个移动搜索过程。

（5）个人因素在移动搜索行为中存在差异

本文对性别、学历等个人因素在搜索行为中的表

现作了差异分析。通过样本的分析表明不同性别、不

同学历的样本之间在移动搜索行为上存在着一定的差

异，但是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的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

验并没有通过，说明不同性别和学历在移动搜索行为

上不具有显著差异。

（6）技术因素对移动搜索行为的影响依旧存在

通过对影响移动搜索行为的技术因素所作的描述

性统计分析，笔者发现在影响移动搜索行为的五个因

素中，得分最高的是手机接入网络的速度，其次是移

动网络的稳定性。手机输入方式、移动数据资费、手

机屏幕大小等因素对移动搜索行为的影响的平均得分

依然很高，这说明技术因素对移动搜索行为的影响依

旧存在。对于技术上所存在的问题，要求相关的研究

人员不断努力来克服移动搜索在技术上的阻碍。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验证，笔者对之前所构建的移

动搜索行为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调整后的模型

如图11所示。

4 本文的研究成果

（1）构建了移动搜索需求及行为模型并且进行了

实证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信息行为经典模型的回顾和总结，

结合移动搜索自身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移动搜

索需求及行为的模型。为了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和修订，通过网络的方式收集了207份调查问卷，用

SPSS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对模型进行了

整体的验证。根据验证的结果，对移动搜索需求及行

为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通过验证，笔者发现，

在不同的情境下产生移动搜索需求的用户在整个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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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修订后的移动搜索需求及行为模型

搜索过程中的行为差异比较明显；用户的移动搜索需

求是移动搜索行为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并且对整

个移动搜索行为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移动搜索行为的

各个环节对移动搜索的信息利用行为也有着重要的影

响。从用户产生移动搜索需求到用户利用移动搜索结

果信息来完成搜索任务满足自己的移动搜索需求，这

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中的各个变量之

间相互影响。所以，我们在研究移动搜索的过程中，

需要关注移动搜索的每一个环节，这样才能够更好地

把握用户的移动搜索行为。

（2）总结影响移动搜索行为的因素

本文提出用户的移动搜索行为主要受两方面因素

的影响：一是用户的自身因素，另一个是搜索环境。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性别、学历等人口

统计学变量在移动搜索行为上的表现有所差异，但是

通过对其进行非显著性检验，我们发现并不存在显著

差异。除了人口统计学特征之外，移动搜索行为还受

到用户对移动搜索的态度、接触移动搜索的时间、对

移动搜索的满意度等自身因素的影响。从统计数据来

看，绝大多数被调查者的移动搜索经验并不丰富，接

触移动搜索的时间也不长，但是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移

动搜索未来的发展空间。虽然通信技术、移动终端技

术等的不断发展给移动搜索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是

通过数据分析，笔者发现环境因素对移动搜索的影响

依然存在，很多技术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还在阻碍用户

对移动搜索的使用。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来源于移动

通信运营商服务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3）对移动搜索的发展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给移动搜索研究和移动搜索的发

展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 深度挖掘移动搜索用户的需求；

● 以用户为中心，了解用户的移动搜索行为，为

用户提供更好的移动搜索服务；

● 各方面共同努力，克服用户在移动搜索过程中

所遇到的技术阻碍；

● 努力提高用户对移动搜索的满意度；

● 优化移动搜索服务，提高用户的移动搜索依赖

度；

● 关注移动搜索过程中的个人因素，努力实现移

动搜索的个性化需求；

● 在研究的过程中，明确移动搜索自身的特点，

注意移动搜索与传统互联网搜索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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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Model of Mobile Search Needs and Behavior

Zhang Yan /China Telecom Corporation Limited Beijing Branch, Beijing, 100010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bile search, the study of mobile search draws much greater attention. Mobile search is not just the simple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Internet search. It has its own features and group of users, and it differs from Internet search in the aspects of search needs and behavior. Based on 
the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classical information behavior model an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mobile search,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model 
of mobile search needs and behavior, and validates the model with the method of empirical study. This study enrolled questionnaires from the 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207 usable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Through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variance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factor analysi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obile search needs, mobile search behavior and mobile search information use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ive. The user's mobile search 
behaviors in the different contexts are diversified. Personal features and research circumstance still have great impact on the mobile search behavior. After the validation of 
mobile search needs and behavior, we revise th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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