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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阅读平台的用户体验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摘要：基于技术接受模型、信息构建理论和需求理论，探讨了数字阅读平台的用户体验影响因素，通过使用

WarpPLS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结合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阅读平台的有用性、易用

性、享乐性、信息构建与需求满足对用户体验有正向影响，信息构建对易用性和享乐性有正向影响。基于上述结

论得出了数字阅读平台建设的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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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全民阅读稳步推进的步伐，新兴数字阅读

体系在阅读广度和阅读成本方面更具优势，既能大大

加快全民阅读的普及，又能利用科技手段缩小阅读的

“贫富鸿沟”，因而成为支撑全民阅读的新阵地。

数字阅读泛指阅读的数字化，包括阅读对象的数

字化和阅读方式的数字化。阅读对象的数字化是指阅

读的内容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阅读方式的数字化则

是指数字阅读以数字设备为载体而非纸张。数字阅读

平台正好实现了两者的结合，它是一种“实现数字内容

的聚合、管理和分发并为用户提供书籍、杂志、网络媒

体等数字内容服务的平台”。如今，数字阅读平台建设

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在商业领域，如云中书城、多看阅

读、豆瓣阅读、百度阅读等，提供了运营渠道更综合、

覆盖面与受众面更广的服务；在公共服务领域，以地

方性政府和公共图书馆建设的数字阅读平台为主要代

表，如“书香宁夏•全民阅读”[1]平台、“书香湖南•数字

阅读”[2]移动阅读平台、温州市图书馆数字资源服务平

台[3]、济南市图书馆建设的“书香泉城”[4]等；在垂直服

务领域，以提供电子杂志、电子期刊的数字阅读平台为

主，如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学术期刊数据库，三联

生活周刊、新周刊、南都周刊等传统纸质期刊建设的在

线杂志阅读平台等。

然而，在大力建设各类数字阅读平台的同时必须

深刻认识到，阅读体验的好坏将成为读者选择数字阅

读平台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有部分读者会为了好的阅

读体验而放弃高质量的内容信息[5]。为此，探索数字阅

读平台用户体验的影响因素，借以改进数字阅读平台的

设计，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用户体验是人机交互和交互设计领域流行的概念[6]，

它是指用户在使用产品或者服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涵盖了用户的认知、情绪、偏好、

知觉、生理与心理、行为等方面，并且贯穿于产品或服

务使用的前、中、后期[7-8]。具体到数字阅读平台的用户

体验，目前的研究主要从用户的阅读需求、阅读行为模

式、用户体验评价因素等方面展开。AnnetteAdler等[9]

针对不同职业的15个人在连续五天工作期间的阅读行

为进行日记分析，发现阅读更多时候是和写作结合在一

起的，而不是单独出现，所以阅读设备能够支持对文档

的标记和写作是很重要的。KentonO'Hara等[10]认为注

释（annotation）是阅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聂磊[11]研

究了移动阅读产品中积极和消极的用户体验因素，同时

提出移动阅读的体验目标为：舒适的阅读界面、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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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内容、清晰的信息呈现、良好的细节处理、终端间

一致性的用户体验。刘影[12]研究了影响女大学生移动阅

读设备用户体验的十大评价因素。杨根福[13]以内容聚合

类APP为例，引入感知娱乐性、感知费用水平、服务质

量、界面质量、内容质量5个变量共同构建了移动阅读

用户满意度与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模型。虞玲玲[14]

认为用户的社会化阅读需求包括易用与实用、个性化需

求、情感满足。总体来看，当前的研究注重分析或评估

具体的功能设计对提升用户体验的作用，缺少对用户实

际感知的考虑和从整体上对用户体验影响要素的概括

和实证。鉴于此，本文尝试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整

合技术接受模型、信息构建理论与需求理论，结合数字

阅读平台的特征，构建用户体验影响因素模型，并通过

实证研究对该模型进行验证，探究影响因素对用户体

验的影响路径及影响系数。

1 理论基础与模型假设

1.1 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doption Model，
TA M）是Davis [15]在理性行为理论基础上提出的用

户信息系统接受模型，旨在解释说明用户对计算机

接受意愿的影响因素。该模型认为对系统的使用意

向（Behavioral  Intent ion，BI）决定实际的系统使

用行为，态度（Attitude，A）和对系统的感知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PU）决定使用意向，感知有用

性和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EOU）共同

决定使用态度，且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产生影响，

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由一系列的外部变量决定，如

系统特征、用户特征、行为特征等。后续研究通过加入

外部变量、调节变量等方式不断扩展着该模型。

对于数字阅读平台来说，用户选择使用数字阅读

平台进行阅读主要是由于其数字内容丰富、获取方便，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阅读效率，读者在使用过程中认

为数字阅读平台在各方面是对自己是有用的，由此产生

正向的、积极的情感，形成好的用户体验的一部分。基

于此，本研究提出有关感知有用性的研究假设：

H1：数字阅读平台的感知有用性对用户体验有正

向影响

同时，难以学习和操作的平台势必会花费大量的学

习成本，导致时间和相关资源的浪费，从而使用户产生

负面情绪，带来消极的用户体验，甚至很可能导致用户

放弃使用数字阅读平台。因此，简单易学且容易熟练掌

握的平台能够让用户很快的上手操作，并在后续使用过

程中顺利无障碍，带来正向的用户体验。基于此，本研

究提出有关感知易用性的研究假设：

H2：数字阅读平台的感知易用性对用户体验有正

向影响

此外，Hassenzahl[16]认为享乐质量是指产品满足

用户使用时的愉悦感和拥有感的能力的判断，涵盖了使

用信息技术给用户带来的愉悦、有趣、乐趣、好玩、快

乐等感知，感知享乐性与完成任务无关，关注的是非实

用性方面的质量。Hassenzahl的研究表明好的感知享

乐性使用户对产品做出更好的评价，从而给用户带来好

的情绪产出，如满意等。由于阅读本身的特点，用户在

使用数字阅读平台时普遍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平台的

享乐性价值就更加重要，枯燥、乏味的数字阅读平台

更容易使用户在使用或阅读过程中产生负面情绪，影

响用户体验。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有关感知享乐性的

研究假设：

H3：数字阅读平台的感知享乐性对用户体验有正

向影响

1.2 信息构建理论

信息构建（Information Architecture，IA）最早由

Wurman于1975年提出，目前被广泛应用于用户体验设

计、人机交互设计、网站设计等计算机领域。Roseef l和
Movrille[17]认为信息构建主要包括组织系统、标识系

统、导航系统和检索系统：组织系统负责信息分类，确

定信息的组织和逻辑结构，是信息构建的核心部分；标

识系统负责信息内容的表达，如内容名称、标签或链接

等；导航系统负责信息之间的路径显示，使用户明确其

所在位置；搜索系统负责信息检索，根据用户的搜索需

求返回搜索结果。信息构建的目标是为用户提供积极的

用户体验，通过使用户能快速、及时、高效、轻松的获

取所需信息让用户满意，有效的信息构建能够给用户带

来正向的、积极的体验。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有关信息

构建的研究假设：

H4：数字阅读平台的信息构建对用户体验有正向

影响

此外，有效的导航、检索系统能有效引导用户发现

所需信息，尽快掌握系统的使用，而优美的界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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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交互等会给用户使用系统增加乐趣。基于此，本

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数字阅读平台的信息构建对感知易用性有正

向影响

H6：数字阅读平台的信息构建对感知享乐性有正

向影响

1.3 需求理论

由于能够广泛解释人类表达的各种行为，需求成

为心理学经久不衰的话题和研究热点。在人机交互的

情景模式下，众多的用户体验模型都假设了需求满足能

带来积极的体验，即某种特定的心理需求的满足可以

被认为是积极体验的原因。数字阅读平台以为用户提

供数字阅读内容为主，用户通过阅读来获得信息或知

识，对个人来说能够促进自身成长，获得更好的工作表

现或学习表现，对社会关系来说能够增加与别人的交

流，维护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有关需求满足的研

究假设：

H7：需求满足对数字阅读平台的用户体验有正向

影响

图1 数字阅读平台的用户体验影响因素模型

在上述假设基础上，本文构建数字阅读平台用户

体验影响因素模型如图1所示。

2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通过调查问卷获得。在问卷初设阶

段，参考大量已有文献及其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结合

数字阅读平台自身特点加以调整，设置了所构建模型6大
潜变量的24个测度项，如表1所示。问项的测量采用李克

特七级量表，分值由1分到7分依次代表完全不同意、不同

意、比较不同意、不确定、比较同意、同意、完全同意。

表1 模型中变量及其测度项

变量名称 代码 问项 文献来源

感知有用性

PU
Bhattacherjee[18] Davis等[15]

感知易用性

EOU

感知享乐性

HQ

信息构建

IA

Davis等[15]

Hassenzahl[16,19]

Rosenfe和Morville[17]

PU1

PU2

PU3

PU4

EOU1

EOU2

EOU3

EOU4

HQ1

HQ2

HQ3

IA1

IA2

IA3

IA4

我觉得使用数字阅读平台增加了我的阅读量

我觉得使用数字阅读平台扩大我的阅读范围

我觉得使用数字阅读平台方便了我的阅读

我觉得数字阅读平台是有用的

对我来说学习使用数字阅读平台是容易的

对我来说熟练使用数字阅读平台是容易的

对我来说是容易从数字阅读平台获得我所需内容的

对我来说数字阅读平台是容易使用的

我觉得数字阅读平台是有价值的

我觉得数字阅读平台是有吸引力的

我觉得数字阅读平台是新颖的、不守旧的

我觉得数字阅读平台的结构层次清晰、布局合理

我觉得数字阅读平台的导航清晰、方便浏览

我觉得数字阅读平台的界面展示是得体大方的

我觉得数字阅读平台提供的信息是可获得的

HQ4
我觉得使用数字阅读平台不用花销太多的费用

（此处指获取数字内容的花费，不包括购买硬件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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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问卷形成后先在小范围内进行了访谈和前测。

访谈阶段随机访问5名数字阅读平台的使用者，针对反

馈对语意不清、有歧义、表达不完整的问项进行完善修

改。前测阶段通过问卷星平台发布问卷，样本数量为

50。问卷信度检验参照Cronbach's α系数值，分析得出

各潜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均达到或高于0.7，可认为

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检验主要参照KMO系数和

Bartllet球形检验结果，分析得出KMO值为0.774（大于

0.5），P=0.000（小于0.05），通过效度检验。

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本次问卷发放采

用线上（问卷星）线下（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国

民数字阅读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成年数字化阅读

接触者中92.6%是18-49周岁人群”，因此本次调查选

取18-49周岁的人群作为样本。问卷的正式发放时间为

2015年3月5日至2015年4月1日，线上线下共回收问卷

299份，剔除不合格问卷后共得到有效问卷230份，问卷

有效率76.9%。

3 模型检验与分析

3.1 信度与效度分析

（1）信度检验

信度即可靠性，指采取同样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

测量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本研究对问卷数据的

信度分析使用Cronbach's α系数、个别项目信度、潜

在变量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进

行综合检验。一般认为Cronbach's α系数大于0.6，信
度即可以接受[24]，在个别项目信度系数大于0.5、组合

续表

NF1

NF2

NF3

NF4

UX1

UX2

UX3

UX4

需求满足

NF
Gaver等[20]  Sheldon等[21]

我觉得使用数字阅读平台可以拓展知识，促进自身成长

我觉得使用数字阅读平台可以充实我的生活，是有意义的

我觉得使用数字阅读平台使我获得了享受和乐趣

总的来说，我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我觉得使用数字阅读平台是愉悦的

我觉得使用数字阅读平台是轻松的

我觉得使用数字阅读平台是有趣的

总的来说，使用数字阅读平台给我的感觉是好的

用户体验

UX
Watson等[22]  Mehrabian[23]

信度系数大于0.7的情况下具有较高的信度。本研究

使用War pPLS4.0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2
所示。

由表2可知，各个潜变量的α系数整体处于可接

受水平之上（>0.6），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信息

构建的信度很高（>0.8），用户体验的信度则非常理想

（>0.9）。此外，各潜变量的C.R.值都大于0.8，可认为

具有非常好的组合信度；各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都大

于0.5，也证明了个别项目具有良好的信度。综合分析可

认为本问卷信度较好。

（2）效度检验

效度即有效性，指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确测出

所需测量事物的程度。本研究主要考察问卷的建构效

度（Construct-Related Validity），具体又可分为聚合效

度和区分效度。

聚合效度检验包括因子载荷、组合信度以及平均

提取方差值三个方面。由表2可知各观测变量的因子载

荷都大于0.5，潜变量的组合信度系数都大于0.7，且各潜

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值AVE皆大于0.5。根据Hair等[25]在

其关于SEM和多元统计分析一书中提出的阈值设定，可

认为问卷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各观测变量收敛于各

自对应的潜变量。

区分效度检验也包含三方面：一是符合For nel l-
Larker法则[26]，即潜变量的AVE平方根值大于该潜

变量与其他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二是各观测变

量的因子载荷大于在其他潜变量上的负荷 [25]；三是

Kerhnger[27]提出的每一个项目在其所属的构面中只能

出现一个大于0.5以上的因子负荷值，符合这个条件的

项目越多，则量表的区分效度越高。基于此，本研究利

变量名称 代码 问项 文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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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潜变量相关系数表

表4 观测变量交叉负荷表

表2 信度检验结果

注：C.R. -Composite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组合信度系数；

C.A.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 Cronbach'sα系数；

AVE-Average Variances Extracted, 平均提取方差值；VIF-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方差膨胀因子

用WarpPLS4.0软件分析得出了问卷的相关系数（表3）
和观测变量的交叉负荷表（表4）。

表3中对角线上的加粗数据表示各潜变量的AVE
平方根，其余数字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分析表中

数据可知每个潜变量的平方根值均大于该潜变量与其

他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符合区分效度的第一条检

验。表4显示了各观测变量在各潜变量上的负荷值，由

表中数据可知每个观测变量在其自身的潜变量上的负

荷值皆大于在其他潜变量上的负荷值，即表中灰色单元

格内的数据为其所在行数据中的最大值，因此符合区

分效度的第二条检验。同时表4中的数据显示每个观测

变量在且只在自身潜变量上的负荷值大于0.5，符合区

分效度的第三条检验。由此可知本研究问卷具有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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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模型总体适配度指标结果

注：***表示在0.0 01的水平上显著；A PC:  Ave r age  Pa t h 

Coefficient；ARS: Average R-Squared；AVIF: Average block VIF, 

Acceptable if<= 5, Ideally<= 3.3

表6 路径检验分析结果

注：**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

图2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

（注：**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

由表6数据可知，构建的潜变量的相关关系均是显

著影响关系，其中感知有用性和感知享乐性对用户体

验的影响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感知易用性、信息构建

和需求满足对用户体验的影响，信息构建对感知易用

性和感知享乐性的影响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初始

理论模型的拟合结果如图2所示。由前文的模型拟合分

析及路径分析可知，初始理论模型提出的7条假设全部

得到数据支持，通过验证。

区分效度，潜变量对应的观测变量组与其他观测变量

组之间有明显区别。综合对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的分

析可以得知，本问卷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适合进行进

一步的模型拟合分析。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而在一

般的线性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之间往往由于存在精

确相关关系或高度相关关系而使模型估计失真或难以

估计准确，即出现所谓的多重共线性。一般采用方差膨

胀因子（Variance Inf lation Factor，VIF）即容忍度的

倒数对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程度进行判断。表2
中的数据显示各潜变量的VIF值皆小于10，即本研究的

潜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模型拟合的结果具

有准确性。

3.2 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包含拟合度分析和路径分析两

部分，模型拟合度检验观测数据拟合得到的模型与理

论模型的符合程度，模型路径分析检验各潜变量之间

的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本研究使用WarpPLS4.0
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平均解释度（ARS）用来

表示模型的拟合程度，平均路径系数（APC）用来表

示模型的各变量间的平均相关性，平均方差膨胀因子

（AVIF）用来表示模型整体的多重共线性程度。各指

标值见表5。

表5数据表明，模型整体的平均路径系数为0.247，
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平均解释度为0.295，在0.001
的水平上显著，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2.359，小于理想水

平的阈值3.3，由此认为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利用

WarpPLS4.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模型构建及拟合后的

路径系数与显著性水平见表6。

4 结论与启示

4.1 理论贡献

本文以技术接受模型为基础，引入需求理论与信息

构建理论的相关变量构建数字阅读的用户体验模型，扩

展了模型和理论的适用范围，从用户体验的影响因素角

度进行实证分析，充实了数字阅读平台用户体验的实证

研究内容，丰富了用户体验研究的体系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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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践启示

（1）本研究证明了感知有用性对用户体验具有正向

影响作用，但与其他因素相比，感知有用性与用户体验之

间的显著性水平并不高，从双因素理论视角考虑，有用

性可能更多起到保健因素的作用，用户认为有用性如方

便阅读、扩大阅读范围等是数字阅读平台理所应当具

有的，而当用户一旦选择使用某个数字阅读平台后，有

用性就无法成为产生积极阅读体验的原因。

（2）无论从置信水平还是相关系数来看，感知易

用性对用户体验的影响都要高于感知有用性。从潜变

量的角度考察，易用性更容易理解、更容易对用户感知

形成影响。信息技术是复杂多变的，呈现在用户面前的

是经过封装的、经过组织的信息展示，任何一个产品都

试图通过各种交互设计和不断地更新来有效地向用户

提供其服务，这对用户来说将产生一定的学习成本。这

种学习成本不仅存在于接触使用之初，随着使用的深

入也要不断学习产生熟悉成本，产品及技术的不断更

新更需要大量重新学习，重新学习的用户来说是个不小

的负担。因此，容易上手、容易熟悉的产品无形中减轻

了用户使用产品的压力，节约用户的时间成本、精力成

本等，对形成好的用户体验有重要意义。

（3）本研究表明数字阅读平台的感知享乐性正向

影响用户体验。对于阅读行为来说，大部分阅读是长时

间的、沉浸式的，因此很容易使用户感到枯燥乏味，而

在互联网内容免费的思维模式下，对数字内容的收费会

引起用户的排斥，为了盈利投放的众多广告也会给用户

带来干扰。互联网上的内容庞杂纷繁，良莠不齐，垃圾

信息随处可见，质量低劣的数字内容势必引起读者的反

感。由此，数字阅读平台的趣味性、享乐性、价值性等

享乐质量都会对用户体验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

（4）本研究证明信息构建对用户体验有正向影响

作用。用户使用数字阅读平台最主要的行为就是寻找

所需的数字内容，Kim和Hirtle[28]在研究中指出“迷路”

（Disor ientat ion）是影响超文本阅读绩效的重要因

素，而采用适宜的导航可降低用户的认知负荷，减少迷

路现象[29]。检索系统影响搜索数字内容的准确率和查

全率，标识系统影响用户对数字内容的理解和把握，组

织系统影响用户管理数字内容的效率，信息构建的各

个部分都与用户的直接使用紧密联系，数字阅读平台

的信息构建质量越高，用户的信息获取、信息管理的效

率越高，产生的正向情感越丰富，从而带来越好的用户

体验。同时，用户通过界面达到与数字阅读平台系统的

交互，信息构建是交互设计的方法准则之一，而易用性

则是对交互设计成果的评价，也是对信息构建的评价，

反过来，信息构建则会对易用性产生影响。本研究基于

此提出了研究假设并验证了信息构建正向影响感知易

用性，数字阅读平台的信息构建质量越高，用户对平台

的感知易用性越高。此外，信息构建不仅在宏观上涉

及到四个系统的设计，在细节上也要考虑具体的信息

呈现方式，即界面设计如字体、字号、颜色、图片等影响

视觉效果的元素，或整体的布局、框架等影响平台吸引

力的元素。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假设并验证了信息构建

正向影响感知享乐性，数字阅读平台的信息构建质量越

高，用户对平台的感知享乐性越高。友好的界面设计、个

性化的信息展示、合理的布局、清晰的层次结构等都能

形成用户在使用数字阅读平台过程中的享乐性感知。

（5）需求的满足意味着心理的满足，由此产生正

向的情感，本研究验证了平台对用户需求的满足正向影

响用户体验。就数字阅读平台来说，用户的使用动机是满

足阅读需求以及由阅读带来的相关需求的满足。用户使

用阅读平台是为了获得知识、提高个人素养从而促进自身

成长，在完成某项工作或某项活动中有足够胜任的能力，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疏解生活压力，获得快乐与享受。这几

方面的需求被满足后就会给用户带来积极的体验。

4.3 研究局限

尽管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仍存在

研究局限。①从模型构建来看，本研究构建的数字阅读

平台用户体验影响因素模型的潜变量主要来自技术接

受模型、需求理论和信息构建理论，而影响用户体验的

因素远非这些。此外，本研究中影响用户体验的因变量

都是一级变量，并未考虑到可能存在的调节变量和中

介变量，或是对一级变量进行深度划分形成二级变

量。未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对潜变量进行扩展，同时可

根据因变量的已有研究对其进一步划分，形成低阶变

量和高阶变量，并引入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丰富模型

层次。②从问卷设计来看，本研究问卷的观测变量大部

分由已有的成熟量表改进而来，如有用性、易用性、需

求满足等相关变量，但少量变量如信息构建由于缺乏

实证研究无法获得较为成熟的观测变量量表，本文在

少量已有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理论的深度梳理

提炼出量表，虽在本研究中通过信度效度检验，但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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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普适性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

对观测变量进行改进，进一步阅读并分析数字阅读平台与

用户体验的相关文献，结合数字阅读平台的特点，改进问

项设置以得到更科学更合理的样本数据。③本次研究虽然

采用了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取样，但样本群体主要还是以学生

为主，年龄、职业等略显单一，样本代表性有待加强。此外，

本研究的样本数量略微偏少，后续研究可以结合使用的分

析工具和潜变量的个数，合理改善调查方法，扩大样本数

量，优化样本结构，以获得更有效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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