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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使用移动APP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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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智能终端、移动网络的快速发展，移动应用程序（APP）层出不穷，但是APP的质量参差不齐，用

户下载、卸载APP越来越频繁，持续使用同一款APP的时间越来越短，因此探寻用户持续使用和卸载APP的影

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双因素理论为基础，从感知易用性、广告侵犯性、风险性、满意度以及忠诚

度等方面对影响用户持续使用和卸载移动APP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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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种智能终端技术的发展和移动用户的快速

增加，各领域逐渐趋向移动化。CNNIC发布的第35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
年12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较2013年底增加

5672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3年的

81.0%提升至85.8%[1]。可见，移动设备已经成为人们日

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移动APP作为一种基本

的、方便的应用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下载和使用移动应

用的用户数量快速攀升。然而，不少用户在下载后难以

维持对移动应用的持续使用，其卸载频率也很高。用户

不确定的APP卸载行为让APP开发者始终处于一个被

动地位，如何满足用户需求并保证持久使用率，已成为

APP开发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如移动图书馆通过各种

便携移动设备灵活地提供图书馆信息查询、浏览和获取

资源服务，对大学生而言，其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但是在

经历最初的好奇和新鲜感之后，能否持续使用移动图

书馆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发展方向。

因此，本文在研究持续使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

影响卸载的因素。用户的持续使用与卸载并不是反向

关系，影响卸载的因素并不能只是用持续使用的反方

向来表示。以往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影响手机应

用持续使用的因素，对影响卸载的因素关注较少。本文

以双因素理论为基础，研究影响用户持续使用和卸载

的因素对这两者的影响强度，借此判断该因素是保健

因素还是激励因素，从而为APP开发提供参考。

1 国内外研究综述

1.1 移动APP的相关研究

在移动APP应用研究方面，常常会与其它学科的研

究产生交叉，如软件工程、交互设计、用户研究、设计心

理学等。随着智能手机产业的不断发展，国内外学者及

专业研究机构对移动APP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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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学者Hee-Woong Kim等人[2]将智能手机APP
划分为产品型、娱乐型、信息型和网络型，在访谈调查

的基础上，将用户购买决定因素根据调查结果从高

到低依次排列为口碑、有用性、用户评分、费用、试用

表现、娱乐性、易用性。Hammad Khalid[3]通过对APP 
Store上的20个APP的相关评论进行了定量研究，将IOS
用户对APP的抱怨统计分为12大类：功能错误、配置要

求、APP冲突、网络问题、内部设计、配置变动、隐藏费

用、兼容性、隐私伦理、响应时间、无趣的内容、资源占

有高。其中功能性错误、配置要求和APP冲突这三类用

户抱怨最为严重，为IOS的APP开发者的有效开发提供了

很好的借鉴。

从营销角度，国内学者黄华[4]就有关手机广告效果

进行了优化路径的研究。结果发现，很多时候用户在面

对手机广告的时候会存在一些抵触因素，所以就需要针

对大众的这些抵触因素制定一定的对策，来打消人们的

这种抵触心理，以便提供给用户更好的广告效果。

移动APP付费方面，朱阁等[5]采用改进的TAM模型

对手机移动支付系统的使用者接受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作为正向价值的功能价值和移动支付的社会价值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手机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意愿，同时，感

知费用对用户态度也有一定程度的刺激。

移动图书馆方面，张慧萍[6]认为随着4G技术的逐

渐成熟，4G用户量将大幅度增加，图书馆的移动服务

将会吸引更多的用户。因此，移动信息服务应是未来图

书馆发展的重点。薛健[7]从移动APP开发缺乏创新性和

品质感、移动APP不能提供个性化服务、移动APP界面

设计难以吸引用户、移动APP在高校用户中尚未形成

集群效应等四个方面分析高校图书馆移动APP服务现

状，提出改进高校图书馆移动APP服务应加大图书馆

对移动APP的技术投入、注重界面人性化设计、加强宣

传推广和后期经费支持等建议。

可见，移动APP研究是一个近几年兴起的新领域，

其涉及的问题角度广、范围宽，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

研究。

1.2 用户下载和持续使用意愿的研究

目前，关于移动APP的用户使用研究主要分为两个

方面。一是对用户下载意愿的研究。张燕[8]将下载意愿

定义为直接使用移动终端从移动网络上把所需要资源

转移或保存到指定手机存储器磁盘上的主观可能性程

度，是用户使用手机下载移动应用前的一种准备状态。

范宇峰、张燕等[9]基于自我效能理论分析出在所有影响

手机下载意愿的因素中，用户的自我效能感对态度的影

响和贡献作用最大，其次是感知娱乐性，而感知有用性

的影响最小。

持续使用意愿是用户心理与行为研究的另一重要

方面。如Bhattacherjee[10]认为，用户的初始接受行为和

持续使用行为是不同的，二者属于信息系统使用的不同

阶段，并认为信息系统用户的持续使用行为类似于重复

购买行为。持续使用的研究涉及领域广泛，大多分布于

几类业务，包括了用户在线服务、信息系统、数字图书

馆以及社交网络等。

在线服务方面，Kang[11]等通过对400位韩国在线

服务使用者的持续使用意向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

用户自我印象对感知娱乐性、感知有用性和持续使用

意向具有显著影响作用，而后悔则对满意和持续使用意

向有显著负向影响；信息系统使用方面，舒杰[12]研究表

明，政府机关单位公务人员受到多因素影响，而政府内

部办公系统的来源与系统匹配程度之间存在强正相关

关系，而系统与工作之间的匹配程度则会正向影响公务

人员对系统的确认程度，并进而对其它因素和持续使

用意愿产生影响。杨菲[13]认为电子政务信息服务也属

于信息系统的一种，因此，电子政务信息服务是否成功

的关键也取决于公众的持续使用。

移动图书馆的持续使用领域，研究者郭晴[14]构建

了高校移动图书馆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研究模型，发

现任务-技术匹配是影响用户感知有用性和满意度的

关键因素；范岚[15]以期望确认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微

信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型并进行了实

证分析，结果表明感知有用性、感知娱乐性、满意度、

感知用户性均能对持续使用意愿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

作用。另外邓李君[16]从用户因素角度研究了大学生对

移动图书馆的持续使用行为。她认为，影响大学生持

续使用移动图书馆的主要因素除了信息质量、系统质

量与服务质量外，用户因素也是主要因素，影响力仅次

于信息质量，高于信息质量与服务质量。

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持续使用方面，严安[17]将在

信息系统领域中得到广泛论证和应用的信息系统持续

使用模型和信息系统成功模型集成应用到高校图书

馆电子资源使用环境中，他认为高校图书馆通过开展

嵌入式学科服务，可以为电子资源用户的持续使用行

为提供强大的动力，并有助于提高用户的信息分析和



2015年第3期（总第130期） ��

用户使用移动APP影响因素研究赵海平，杨诗姝，邓胜利

创新能力、拓宽用户获得信息的广度和深度、增强用

户的资源利用效率和效果。雷秋红[18]将图书馆智能服

务终端看成是一种特殊的智能化信息系统，以武汉大

学图书馆为例，对用户持续使用图书馆智能服务终端

的行为意愿进行了研究，认为应从加强智能化设备使

用的宣传和讲解、加大对智能化设备的推广、加强对

智能化服务设备的维护三个方面增强用户持续使用

意愿。

到目前为止，关于用户对移动APP的卸载意愿的

研究还比较缺乏，但在用户心理与行为的研究中，卸载

意愿是与持续使用意愿同样重要。本文将卸载意愿定

义为用户对已下载的移动APP不再想要继续使用的意

图。由定义可看出卸载意愿与下载意愿、持续使用意愿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智能终端快速发展以及手机应

用用户迅速增加的时代背景下，对于移动APP开发商来

说，了解用户不再想要持续使用移动APP的意愿显得尤

为重要。

1.3 双因素理论的应用研究

传统的理论认为，满意的对立面是不满意，二者是

不能共存的，而Frederick Herzberg[15]认为，满意的对立

面是没有满意，不满意的对立面是没有不满意。双因素

包括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激励因素是指能造成员工感

到满意的因素。保健因素是指造成员工不满的因素。

双因素理论主要应用于现代管理对员工的激励机

制研究中。当前，也有学者将其应用于信息系统用户使

用行为研究中。周蕊[16]提出推动因素可以用来预测一个

用户是否采纳信息系统——激励因素的缺失可能会预

测系统的抵制决定；反之，保健因素也可以用来预测一

个用户的系统抵制行为，但是保健因素的缺失不可以

用来预测系统的采纳行为。

图1 用户对手机应用持续使用和卸载模型

基于双因素理论，在手机应用的相关研究中，下载

意愿的对立面是不下载意愿。在本研究中，用户的持续

使用意愿与非持续使用意愿（即卸载意愿）相互对立。双

因素中的激励因素能够对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产生促

进作用，而保健因素则会对用户的卸载意愿产生促进

作用。在前人的研究中，并没有将双因素理论与手机应

用研究结合起来，本文则研究双因素理论在用户对手

机应用的持续使用意愿和卸载意愿研究中的应用。

2 模型构建与理论假设

2.1 理论模型构建

综合以上模型和理论，提出了用户对移动APP持续

使用和卸载模型（如图1所示）。本研究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用户对手机应用持续使用意向研究模型，第

二部分是用户对手机应用卸载意向研究模型。

2.2 模型假设

2.2.1 感知易用性

期望确认理论（E x p e c t a t i o n  C o n f i r m a t i o n 
Theory，ECT）是由Oliver[17]提出的用于研究消费者满

意度的一个基本理论，该理论认为消费者是以购前期望

（Expectation)与购后绩效（Perceived Performance）
表现的比较结果（Confirmation）来判断是否对产品或

服务满意（Satisfaction)），而满意度成为下次再度购买

或使用（Repurchase Intention）的参考。该理论强调事

后接受期望在决定信息系统使用者满意度水平方面的

作用要强于事前接受期望，而后续接受行为取决于初次

使用后的期望证实、事后感知有用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使

用满意度三个因素。

感知易用性反映了个人感受的使用一个具体的系统

的容易程度。在手机应用中，用户若能较快地学会这款

APP的玩法，不一定能让用户持续使用这款APP，但若

用户认为该APP使用起来很困难，则有可能促使用户

产生卸载意向。

因此根据双因素理论提出假设：

假设1a（H1a）：移动APP用户的感知易用性正向影

响用户的持续使用意向。假设1b（H1b）：移动APP用户

的感知易用性负向影响用户的卸载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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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广告侵犯性和风险性

广告侵犯性指社会化广告分散了移动APP用户的

注意力或者该用户认为APP中的社会化广告对他们造

成了一定的侵犯。受众对广告的感知侵犯性是激发其对

广告产生负面情绪的源头，因此移动APP中的社会化广

告对用户使用移动APP的行为能产生一定影响，用户可

能会因为广告对其造成了干扰，导致用户卸载该APP，但
不会因没有广告而作为支持用户持续使用下去的原因。

风险性指移动APP用户认为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填

写的资料被泄露；使用某款APP会增添不明费用。在用

户使用移动APP时，这些风险性很有可能使他们对这

款APP产生消极态度。用户会因该移动APP存在风险性

而卸载这款APP，却不会因这款APP没有风险性而持

续使用。

因此根据双因素理论提出假设：

假设2（H2）：移动APP的广告侵犯性对用户卸载

意向的影响强于对持续使用意向的影响，广告侵犯性

是保健因素。

假设3（H3）：移动APP的风险性对用户卸载意向的

影响强于对持续使用意向的影响，风险性是保健因素。

2.2.3 忠诚度

忠诚度指用户对该APP表现出来的偏向性，与用户

的使用经历有关。用户对APP的忠诚度，能使用户对这款

APP产生好感并能原谅它的微小不足。用户对移动APP的
忠诚度也因此能影响用户的持续使用和卸载意向。基于

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a（H4a）：移动APP用户对该APP的忠诚度

正向影响用户的持续使用意向。

假设4b（H4b）：移动APP用户对该APP的忠诚度

负向影响用户的卸载意向。

2.2.4 满意度

满意度是指用户对所使用的APP及其服务的满意

程度以及能够期待他们未来继续使用的可能性。用户

满意度高，则继续使用该APP的可能性高。反之，用户

可能卸载该APP。因此，用户对APP的满意程度影响着

用户的持续使用和卸载意向。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a（H5a）：移动APP用户对该APP的满意度

对用户卸载意向的影响强于对持续使用意向的影响，

满意度是保健因素。

假设5b（H5b）：移动APP用户对该APP的满意度

正向影响用户的忠诚度。

2.3 变量的测量问项设计

本研究的量表大部分采用现有文献中已经使用过

的变量，其中卸载意愿的测量问项参考了持续使用意

愿的测量问项。为了符合本文的研究内容，作者改动了

部分测量变量。模型变量和测量问项如表1所示。

3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3.1 问卷设计

本研究通过在2014年4月15日到2014年4月22日间

进行的问卷调查，对上述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调查问

卷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个人基本信息、主体问卷。个人

基本信息主要是对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

年龄、学历）进行收集。问卷的主体部分主要是对概念

模型涉及的变量进行测度。Churchill[18]指出一份科学

的量表，每个变量至少需要由两个或以上的问题来表

述和测量。因此对于本研究中的9个变量，都由3-6个问

项从不同的侧面来测量。所有问项都采用Likert7级量

表的形式，分值“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

意，1-7程度逐渐增加。

在这一阶段，首先设计问卷的框架，为模型的9个
变量设计出可操作的测量量表，形成初始问卷。然后进

行小范围的预调查，修改了提问的语句和易造成歧义的

选项，形成最终问卷，开展调查收集数据。

3.2 调查方法

在进行正式的问卷调查之前，通过网络问卷的形

式，在同学和老师间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调查。经过问

卷前测，初始问卷主体部分的测量问项由50个问项变

为39个问项，形成正式问卷。

本研究选用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由于移动APP
用户数量庞大，本研究采取便利抽样的抽样方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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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问卷部分使用专业的问卷调查网站问卷星（ht tp://
www.sojump.com/）进行。问卷以链接的形式反复地

发放在以下网站：社交网站（人人网、QQ空间、朋友圈

等）、即时通讯（QQ、微信等)，通过发帖和站内消息的

形式邀请微移动APP使用者填答。最终，共回收242份
有效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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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性别、年龄及学历结构分析

问项 频数 频率

男

女

18岁（含）及以下

19-21岁

22-24岁

25-27岁

高中及以下

专科

本科

硕士及以上

101

141

13

214

11

4

4

12

219

7

42%

58%

5.4%

88.4%

4.5%

1.7%

1.7%

 5%

90.4%

2.9%

性别

年龄

学历

表3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相关指标

卸载意愿

广告侵犯性

忠诚度

感知易用性

感知风险性

持续使用

满意度

AVE
（方差均值）

0.727

0.978

0.736

0.787

0.774

0.757

0.805

0.914

0.993

0.893

0.937

0.932

0.926

0.925

0.873

0.989

0.821

0.910

0.903

0.892

0.879

Composite Reliability
（组合信度）

Cronbachs Alpha
（Cronbach Alpha系数）

3.3 研究样本

有效问卷中性别结构、年龄结构以及学历结构分

析如表2所示。

当CR值与CA系数达到0.7时，表明该模型具有良

好的内部一致性。经检验，所有变量的CA系数均大于

0.80，说明测量题项的设计是可靠的。组合信度CR值均

大于0.8，并且许多在0.9左右，说明测量题项具有良好

的内部一致性，问卷的信度得到验证。

4.1.2 问卷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平均萃取方差（AVE）来检验模型的

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AVE是因子解释的方差与测量

误差解释的方差之间的比率，一般认为：如果所有因子

的AVE均大于0.5（即平方根大于0.707），则认为模型

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如果所有因子AVE的平方根大

于各个因子间的相关系数，则认为模型具有较好的区

分效度。相关系数矩阵如下：

如表4所示，位于对角线上的AVE的平方根均约等

于1，说明问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对角线上的AVE平
方根均大于各个因子间的相关系数，符合要求，说明问

卷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从验证性因子分析可以看出，

本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

表4 相关系数矩阵

卸载意愿

广告侵犯性

忠诚度

感知易用性

感知风险性

持续使用

满意度

卸载

意愿

0.852

0.225

-0.516

-0.215

0.106

-0.561

-0.338

满意度

　

　

　

　

　

　

0.897

持续

使用

　

　

　

　

　

0.870

0.691

感知

风险性

　

　

　

　

0.880

-0.193

-0.308

感知

易用性

　

　

　

0.887

-0.249

0.276

0.282

忠诚度

　

　

0.858

0.082

-0.003

0.650

0.466

广告

侵犯性

　

0.989

-0.132

-0.082

0.171

-0.189

-0.141

4 数据分析与假设验证

4.1 问卷信度与效度分析

4.1.1 问卷信度分析

本研究只对内部信度进行检验，表3是方差均

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CR）和Cronbach’s Alpha（CA）
值。CA和CR是目前衡量内部一致性最常用的标准。

4.2 结构模型路径与假设检验分析

4.2.1 结构模型

本研究的假设检验主要采用Smar tPLS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和模型的验证。结构方程模型是应用线性方

程系统表示观测变量和潜在变量之间的一种统计方

法。本文采用结构方程对模型进行处理，计算每条路

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和显著性，并构建模型的路径关



2015年第3期（总第130期） 51

用户使用移动APP影响因素研究赵海平，杨诗姝，邓胜利

性的界定不清晰，从而导致调查结果不准。

（5）满意度对用户卸载意向的影响弱于对持续使

用意向的影响，满意度是激励因素，同时用户对A PP
的满意度正向影响忠诚度。用户对某款A PP满意则

说明该A PP满足其需求或符合其使用的基本要求，

就会持续使用该A PP。即使该A PP存在用户不满意

之处，用户也不会仅凭此就卸载该A PP。另外，当用

户满意度足够高时，就会产生对该APP的忠诚度，进

而影响用户对APP的持续使用和卸载意向。满意度直

接影响用户卸载意向和持续使用意向的研究结论与

假设相反。可能的原因有：一、目前很多APP已不再是

实现单一功能，用户对APP功能的要求也不再是单一

的。用户对一款APP某种功能不满意的同时，可能需

要该APP提供的其他功能，因此也会选择持续使用该

APP。二、可能是测量项的问题，对满意度的测量不太

清晰，使调查对象对满意度的界定不清晰，从而导致

调查结果不准。

系图，从而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构

模型如图2所示：

4.2.2  假设检验分析

（1）广告侵犯性对用户卸载意向的影响强于持续

使用意向，广告侵犯性是保健因素。没有广告的存在是

不足以作为支撑用户持续使用意向的，但若广告频繁出

现，就可能给用户厌烦感，从而促使用户卸载该APP。
（2）用户对移动APP的忠诚度正向影响持续使用

意向，负向影响卸载意向，并且对两者的影响程度差不

多。用户长期使用某一款APP会产生一定的依赖，从而

产生对该APP的忠诚度，忠诚度一旦建立起来，用户

能体谅该APP的细小缺点，从而支持用户继续使用该

APP，并且不会产生卸载意向。忠诚度越高，持续使用

意向越强，卸载意向越弱。

（3）感知易用性对用户持续使用意向存在正向影

响，对于用户卸载意向存在负向影响。用户若有较高的

感知易用性体验，其使用APP的时间会更长久，即产生

持续使用的行为；相反地，如果用户的感知易用性不能

得到满足，则容易产生不满情绪，从而有可能使用户卸

载该APP。
（4）感知风险性对用户卸载意向的影响弱于对持

续使用意向的影响，风险性是激励因素。用户可以因没

有风险性而持续使用该APP，但如果存在风险性，用户

也不会因这一点而卸载该APP。结论与假设相反，可能

的原因有：一、目前移动APP普遍存在风险性，用户对

有风险性已产生一种习惯，因此存在风险性也不会促使

用户卸载它；相反，若某APP不存在风险性，可能会使

用户对该APP产生好感并持续使用。二、可能是测量项

的问题，对风险性的测量不太清晰，使调查对象对风险

图2 结构模型

表5 检验分析结果

广告侵犯性 -> 卸载意愿

广告侵犯性 -> 持续使用

忠诚度 -> 卸载意愿

忠诚度 -> 持续使用

感知易用性 -> 卸载意愿

感知易用性 -> 持续使用

感知风险性 -> 卸载意愿

感知风险性 -> 持续使用

满意度 -> 卸载意愿

满意度 -> 持续使用

满意度 -> 忠诚度

是否支

持假设

是

显著性t-value

2.623

1.471

7.135

8.126

2.416

2.395

0.439

0.368

0.755

7.463

8.070

路径系数假设

0.140

-0.057

-0.460

0.424

-0.143

0.105

0.029

-0.017

-0.055

0.451

0.466

是

是

否

注：*为p<0.05,**为p<0.01,***为p<0.001

**

不显著

***

***

*

*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

***

否

是

5 研究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在归纳总结双因素理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构建了用户对移动APP的持续使用和卸载意向模

型，并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模型进行验证，相比前人主

要对移动APP下载、持续使用、移动APP种类使用现状

及发展趋势等的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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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知易用性对用户卸载意向的影响和对持续

使用意向的影响同等显著。易用性是移动APP必须具备

的基本性能，如果其易用性达不到用户的要求，则用户

更多地可能选择卸载该APP。APP开发商应尽量开发功

能易学的APP，使用说明应尽量简单，这样使用户能够

直观地认识到某一功能使用后的效果，从而更好地吸引

用户。

（2）假如一款APP没有任何形式的广告，则用户

对该APP的评价会从其他方面入手，当该APP有频繁的

广告出现时，用户则会感到厌烦，即使该APP的其他功

能让用户满意，用户还是会卸载它。应尽量减少广告对

用户侵犯。比如使用横幅广告来代替插屏广告。

（3）移动APP的风险性包括个人信息泄漏风险及

个人账户安全风险。但目前移动APP乃至整个互联网都

存在风险性，用户早已习以为常，因此APP的风险性并

不足以成为用户卸载它的主要因素。

（4）当用户建立起对某APP的忠诚度时，则能够

原谅其微小的不足，并且长期使用。忠诚度越高持续使

用意向越强，卸载意向越弱。

（5）应尽量提高用户满意度，当用户满意度足够高

时能够建立起对某APP的忠诚度，则其给用户带来的不

满意因素也会尽量被接受。

根据双因素理论，消除不满意因素及满足保健因

素并不意味着能带来激励的效果，但如果不满足保健

因素，却可能挫伤工作积极性，在本研究中即为会导致

用户卸载该软件。因此在开发移动APP时，应重视保健

因素，尽可能地予以满足。

在移动APP的开发中，开发者同样也应该重视能

给用户带来满意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带来激励

效应，而这种激励效应又可以转化为用户对APP的满

意度。通过不断地加强和完善激励因素，就能维持用户

对手机游戏APP的持续使用意向。另外在移动APP的
持续使用方面，根据不同APP的类型应该有不同的策

略。如移动图书馆，研究者不仅要从APP自身出发，提

高APP信息质量、系统质量和服务质量，还应从用户着

手，提高用户对APP的了解和依赖性。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突破点：一、目前国内外研究主

要集中于对手机APP的持续使用因素的研究，很少有

研究卸载因素；二、本研究主要着重于研究不同因素对

用户持续使用和卸载因素的影响程度大小比较，应用

双因素理论进行分析，得出影响用户持续使用意向的

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为该领域在持续使用和卸载关

系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一些局限：（1）研究仅在

大学生中展开，样本较小，仅能代表大学生群体的意

向，能否扩展到不同年龄层，还需要在之后的调查中

进一步研究；（2）不能完全覆盖所有类型的APP，不
同类型的APP其影响因素侧重不同；（3）本研究基于

中国国情，这些影响因素也只能代表中国手机应用市

场，比如国外的手机应用上可能就不存在国内那么普

遍的风险性因素，因此，还不能把研究结果扩展到国

外；（4）理论上可能存在局限，我们自身的理论基础尚

不完善，结论分析和总结时会受到限制，比如对风险

性是激励因素这一结论的解释可能就显得不太到位，

这就需要在未来的实验中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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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factors of mobile APP users' continuance usage intention and uninstalling behavior.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wo-factor theory，we use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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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APP users' continuance usage intention and uninstalling behavior.

Keywords: Mobile App; Continuance usage; Uninstalling intention; Two-factor theory

（收稿日期：2015-02-12；编辑：雷雪）

[16] 邓李君, 杨文建. 大学生使用移动图书馆的行为持续性的影响因

素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扩展持续使用模型[J].图书馆论坛, 

2014(02):63-68.

[17] 严安, 严亚兰. 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

究[J].图书馆论坛, 2013(03): 43-50,30.

[18] 雷秋红. 图书馆智能服务系统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实证研究——以

武汉大学图书馆为例[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14(04):78-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