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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数字图书馆接受研究综述

摘要：国内外一些学者将技术接受模型纳入到数字图书馆接受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果，构建了用户接受

数字图书馆模型，得出了一些用户接受数字图书馆的影响因素。将用户接受数字图书馆的影响因素分为核心影

响因子、用户因素、系统因素三类，重点分析个体差异、界面特征和组织环境三个方面。分析数字图书馆接受

模型两种形成方式——扩展变量和引入新理论。最后指出现有研究的局限性，提出后续研究的新思路，以期

为该领域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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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图书馆难以满足

信息社会不断增长的信息需求，于是，数字图书馆应

运而生。1994年美国正式启动了“数字图书馆创始”计

划，开创了数字图书馆时代。随后，全世界掀起了建设

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热潮，各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发展数字图书馆。与人们对数字图书馆投入的巨大资

源和精力相比，到目前为止，用户对数字图书馆的理解

和使用并没有与其投入成正比。许多学者经调查发现，

虽然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资源建设数字图书馆，虽然

数字图书馆有许多优势，用户仍然会忽略甚至无视其

有用性，不予使用或者初次接受后不再继续使用，使

得数字图书馆的接受度和利用率低下，达不到与数字

图书馆建设的根本目的。因此，为提高数字图书馆接受

度，有必要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开展用户接受数字图书

馆的研究，确定影响用户接受数字图书馆的因素。

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 M）是19 8 9年美国学者D a v i s在理性行为理论

（TRA）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专门用于解释和预测

用户对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的模型[1]（见图1）。考虑到

TAM结构简单，解释力较强，且广泛应用于各种信息

系统的接受研究，国内外一些学者将其纳入到数字图

书馆接受研究中，通过修订或扩展该模型来研究数字

图书馆接受的影响因素问题。 

本文对国内外相关主题研究文献进行了全面

检索。在查找英文文献过程中，用“ t e c h n o l o g y 
acceptance model”和“digital library”、“electronic 
library”、“e-library”、“online library”作为检索

词在Elsevier ScienceDirect、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Wiley InterScience、PQDT、SpecialSciDBS
和Google Scholar进行摘要检索，经过去重和主题筛

选，共检索到学术论文16篇。在查找中文文献的过程

中，以“技术接受模型”和“数字图书馆”、“数据库”、

“网络信息资源”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

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摘要检索，经筛选共

得到相关论文10篇。可见，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处于初

图1 技术接受模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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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成果较少。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学者Thong是该领

域研究的开拓者，最早采用TAM探讨用户接受数字图

书馆的影响因素，弥补了研究空白，为此后的研究提

供了借鉴。本文主要从基于TA M数字图书馆接受影

响因素和数字图书馆接受模型的形成形式这两个方

面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最后指出现有研究的局限

性，提出后续研究的新思路，以期为该领域研究提供

借鉴与参考。

2 基于TAM数字图书馆接受影响因素研
究

用户接受数字图书馆影响因素有很多，可归纳为

三类因素，分别是核心影响因子、用户因素与系统因

素，这些因素涉及的内容有：（1）核心影响因子包括感

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使用意向；

（2）用户因素，主要指个体差异，包括年龄、性别、学

术角色、检索领域知识、计算机自我效能感、计算机焦

虑、计算机使用经验、英文读写能力、主观规范、信任、

抵制变化、检索需求、检索能力等；（3）系统因素，包

括界面特征、系统特征和服务因素等，如术语、界面设

计、导航、相关性、系统可访问性、系统可见性、系统内

容质量、系统功能质量、信息陈列、可靠性、设备条件

等。用户因素和系统因素统一作为外部变量，通过感知

易用性或感知有用性间接地影响使用意向。以下仅重

点分析个体差异、界面特征和组织环境三个方面。

2.1 个体差异

个体差异指的是数字图书馆利用和最终成功的用

户之间存在的差异。Zmud (1979)首次在理论结构中阐

述了个体差异和信息系统的成功之间的关系。Pare和
Elam (1995)发现当采纳行为是自愿时，个人因素对计

算机利用的影响会比社会或环境因素的影响更大。可

见，个体差异是信息系统成功和人机交互的最重要的

决定因素，它们在决定用户行为对信息检索系统的影响

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个体差异主要包括检索领域知

识、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和计算机使用经验等。

（1）检索领域知识

在信息检索系统的背景下，检索领域知识的差异

会导致不同的用户行为。信息检索系统的早期研究表

明，更好的领域知识能帮助用户区分相关与不相关的信

息，从而使检索变得更有效率。在超文本的环境下，用

户没有可咨询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用户检索领域的

背景知识极大地促进了与数字图书馆的互动。在超文

本环境下的信息检索行为的研究中，人们发现领域专

家比新手行动更快，而且更重视检索。检索领域的知识

是一个重要的个体差异因素，Thong (2002)[2]、Hong和
Thong等(2002)[3]、Thong等(2004)[4]、Jeong (2011)[5]、

Ramayah等(2006b)[6]、Yusof f等(2009)[7]、Park等
(2009)[8]均发现领域知识对感知数字图书馆的易用性产

生积极的影响。

（2）计算机自我效能

计算机自我效能是个人对自身使用计算机完成任

务的能力的感觉或评价。基于社会认知理论，许多学

者发现计算机自我效能感会通过意向影响系统的使

用。早期研究表明计算机自我效能对感知易用性产生

积极的影响，但与感知有用性没有直接的联系。Thong 
(2002)[2]、Jeong (2011)[5]、Yusoff等(2009)[7]、Hong
和Thong等(2002)[3]、Nov和Ye (2008)[9]、Ramayah
等(2006b)[6]、Mil ler和K hera (2010)[10]、姚公安等

(2008)[11]、陈忆金和曹树金(2008)[12]的研究结果与之一

致，发现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只对感知数字图书馆的易

用性产生影响。然而，Ramayah等(2004)[13]通过调查马

来西亚公立大学四个学院的704名大学生，研究了自我

效能对数字图书馆的影响，结果显示自我效能感对感

知有用和感知易用都产生重要的直接影响。

（3）计算机使用经验

计算机使用经验会影响个人与计算机、万维网和信

息检索系统的成功互动。在各种研究中，人们会采纳不

同的标准作为先前计算机使用经验的指标。Thompson
等(1994)[14]认为计算机使用的时间长度是其客观的指

标之一。更多的计算机经验通常意味着更多地接触不

同类型的应用程序和更熟悉各种软件。虽然这些经验

可能与数字图书馆不直接相关，但它们能帮助用户学

习如何更容易地使用新系统。Thong (2002)[2]、Park等
(2009)[8]、Thong等(2004)[4]、Ramayah等(2006b)[6]经研

究证实了计算机使用经验对感知数字图书馆的易用性

产生正向的影响。

2.2 界面特征

界面特征关注系统与用户之间的互动。作为系统

和用户之间的媒介，界面为用户行为提供平台。一个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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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优良的界面往往能减少用户识别界面特殊物体的努

力，或在界面中提供顺利的导航，从而帮助用户更轻易

地使用系统。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研究者指出，系统界面

对于信息检索系统中的用户行为有着重要作用。Thong 
(2002)[2]根据Lindgaard's (1994)[15]对界面可用性因素的

分类，提出界面特征包括术语、界面设计和导航。

（1）术语

术语指的是一个系统所用的词语、句子和缩略语。

术语对用户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掌握得好，用户即能正

确、清楚地理解数字图书馆中的描述、指示和检索结

果[3]。然而，用户的词汇库和数字图书馆提供的术语之

间存在着差异，不正确地使用术语是数字图书馆系统

的一个重要问题。数字图书馆所用的术语有普通用户

不熟悉的官方术语、技术术语和专业术语。在这种情

况下，用户可能很难有效地检索到期望的信息。表达

清晰且易于理解的术语能减少用户的检索努力，提高

信息检索的效率，使得数字图书馆更易于使用。Thong 
(2002)[2]、Hong和Thong等(2002)[3]、Jeong (2011)[5]、

Vaidyanathan等(2005)[16]、Lee等(2005)[17]、Thong等
(2004)[4]、Ramayah (2006a)[17]、Ramayah等(2006b)[6]

在其论文中指出术语积极地影响感知数字图书馆易

用性。

（2）界面设计

界面设计是信息在屏幕上的呈现方式，安排的

内容有布局、链接、色彩方案、段落的格式、图标、按

钮、字体尺寸和行间距等。先前的研究发现：即便是

相同的内容，信息在屏幕上呈现的方式会影响用户信

息检索的策略和绩效。一个组织良好和精心设计的

界面会帮助用户更容易地浏览和确定相关信息。在

数字图书馆系统的背景下，Thong (2002)[2]、Hong和
Thong等(2002)[3]、Jeong (2011)[5]、Thong等(2004)[4]、

Vaidyanathan等(2005)[16]研究结果表明界面设计同

时影响数字图书馆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而

Ramayah等(2006a)[17]、Ramayah等(2006b)[6]、Nov和
Ye(2008)[9]发现界面设计只对感知易用产生影响，Lee
等(2005)[18]却发现界面设计对感知易用和感知有用都

影响不大。

（3）导航

导航是用户在系统中移动的容易程度。用户常常

会在寻找数字信息时，遭遇到迷航。迷航的主要原因

是在概念空间中导航形成的认知负担和独特标志较

少。为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打算完善各种各样信息系

统（如在线信息系统，万维网，数字图书馆）的导航。

数字图书馆通过提供导航帮助或增加独特地标的数

量，使用户更容易地遵循信息的逻辑流动，从而进行

更有效的信息检索。Thong (2002)[2]、Jeong (2011)[5]、

Hong和Thong等(2002)[3]、Thong等(2004)[4]、Ramayah 
(2006a)[17]、Ramayah (2006b)[6]都在研究中指出导

航对感知数字图书馆的易用性有重要的影响。Lee等
(2005)[18]的研究结果却与之相反，他发现导航对感知易

用影响不大。

2.3 组织环境

与界面特征关注与用户互动不同，组织环境关注

的是系统和组织环境的互动。回顾系统在数字图书馆

研究和发展的地位，Davies (1997)[19]探讨各种组织环

境变量对数字图书馆的潜在影响。接受数字图书馆的

目的是满足一些组织的需要。除了系统的设计，一些其

他的因素，如系统功能是否符合组织需求和用户是否

能轻易地访问系统，对于系统的成功采纳也很重要。

然而，即便组织环境很重要，关于测量它对系统接受

的影响的研究十分少。Thong (2002)[2]基于Elliot t等
(1994)[20]和Lindgaard (1994)[15]的可用性分类和Davies 
(1997)[19]的综述，提出测量三个组织环境变量：相关

性、系统可访问性和系统可见性。

（1）相关性

相关性是信息检索的基本方面，它反映系统与任

务之间的匹配程度，也指系统融入工作实践的能力或

者系统灵活地适应个人或小组的工作实践。当相关性

被应用于数字图书馆环境时，就是系统内容和个人用户

的信息需求的匹配。Thong等(2002)[2]、Hong和Thong
等(2002)[3]、Jeong (2011)[5]、Park等(2009)[8]、Thong等
(2004)[4]、Miller和Khera (2010)[10]的研究都揭示了相关

性直接影响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而Vaidyanathan
等(2005)[16]、Nov和Ye (2008)[9]、Ramayah等(2006b)[6]发

现相关性只是感知数字图书馆易用的重要影响因素。

（2）系统可访问性

系统可访问性是指人们定位特定的计算机系统的

容易程度。信息系统研究已经关注数据和信息的可访

问性（而不是计算机系统）。可访问性是影响用户使

用信息资源频率和选择信息频道的重要因素之一。访

问性差会对电子资源的使用，尤其是数字图书馆提供

的在线资源带来负面的影响。Thong (2002)[2]、Par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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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扩展TAM变量形成数字图书馆接受模

型

数字图书馆接受模型研究均以个体的使用态度、

使用意图和使用行为作为因变量，但也存在着区别：变

量的选择与认识上的不同；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

描述与认识上的不同[22]。这些模型都是在TAM的基础

上扩展而来的，Wixom和Todd (2005)[23]总结了模型的

主要三种扩展途径（见图2）。 
（1）扩展外部变量

引入新的外部变量，作为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

的前置变量或相关关系的调节变量，如个体差异、人口

统计特征等。Yingnan Xu和Liren Gan (2010)[24]基于用

户认知和TAM，从外部环境、个体差异、系统特征和服

务因素这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数字图书馆接受模型，

引入了许多新的外部变量，如在线环境、检索需求、检

索能力、计算机能力、系统功能质量、系统内容质量、

服务质量。Nov和Ye (2008)[9]考虑到以往技术接受研究

没有考虑到的基本个性特点，加入了抵制变化这一新外

部变量。

（2）补充信念要素

引入其他信念变量，主要是创新扩散模型中的关

键因素，如兼容性、可视性、结果展示性等。郑大庆和

王佳(2011)[25]在研究数字图书馆接受时，考虑到信任的

问题，于是在TAM基础上，引入信任这一新的信念要

素，主要有基于网络的信任和基于制度的信任，不过研

究发现信任对接受态度的影响不显著。

（3）增加相关模型中的变量

引入相关模型中的变量，如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

(2009)[8]、Thong等(2004)[4]、Ramayah等(2006b)[6]、

Miller和Khera (2010)[10]发现系统可访问性会影响用户

对数字图书馆易用性的感知。

（3）系统可见性

系统可见性来源于系统可观察性的概念，系统可

观察是技术创新的重要特征之一。可观察性被定义为

创新的结果对于其他人可见和可沟通的程度。与其他

技术创新类似，使用数字图书馆的优势和系统的存在

对于潜在用户是未知的。因此，增加数字图书馆的可

见性是十分重要的。根据Moore和Benbasat (1991)[21]，

“潜在接受者越多看见创新，他越有可能接受它。”这

种现象的心理基础叫做纯粹接触效应，它表明接触一

个对象次数越频繁，个人对该对象将越喜欢。虽然系统

可见性不会增加数字图书馆功能对于用户的实际价值，

但它能帮助用户感知这些功能更加有用，从而增加他们

使用该系统的意向。Thong (2002)[2]、Park等(2009)[8]、

Thong等(2004)[4]、Miller和Khera (2010)[10]提出数字图

书馆可见性越高，感知数字图书馆的有用性就越高。

3 基于TAM的数字图书馆接受模型的形
成研究

国内外学者在TAM的基础上构建了许多数字图书

馆接受模型，至于这些模型的形成方式，是对TAM的

修改与完善。具体而言，从微观来看，它们是对TAM的

变量的进一步扩展与完善，而从宏观来说，则是理论的

整合与修正。因此，这部分从两个角度来阐述基于TAM
的数字图书馆接受模型的形成，分别是扩展变量和引

入新理论。

实际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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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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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性等）

相关模型变量
（主观规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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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TAM的三种扩展途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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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自我效能等。李贺等(2010)[26]研究数字图书馆资源

的利用效率时，在TAM基础上补充了计划行为理论中

变量——主观规范，研究发现：主观规范是影响本科

生利用数字图书馆意图的重要因素。陈忆金和曹树金

(2008)[12]将使用和满意理论中的用户满意度这一变量

纳入到TAM中，构成用户利用数据库资源满意度，研

究表明其对用户利用数据库查寻信息的意向产生正向

的影响。Yingnan Xu和Liren Gan (2010)[24]同样也引入

了用户满意度，并提出假设：用户满意度对积极的使用

意图产生影响。

3.2 向TAM引入新理论形成数字图书馆接

受模型

近十年间，TAM被众多学者所青睐，广泛地应用

于各种信息系统的接受研究。但人们很快发现原来的

TAM难以解释不同对象人群面对各种网络信息系统时

的复杂情况，因此，研究人员除了继续吸收TRA和TPB
既有的成果，还向TAM中引入了其他学科的理论模型，

如创新扩散理论、使用和满意理论、可用性理论等，不

断修正TAM，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7]。数字图书馆接受研

究借鉴了这些成果，向TAM引入新的理论，形成更成

熟、解释能力更强的数字图书馆接受模型。

（1）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对TAM的修正

创新扩散理论揭示了新的技术在社会中传播的过

程，关注的是新技术与社会行为，而TAM更多关注技

术与用户行为。郑大庆和王佳(2011)[25]将创新扩散理论

引入到TAM中，新增了信任这个关键因素，提出新的数

字图书馆接受模型。Miller和Khera (2010)[10]根据创新

扩散理论，在数字图书馆接受模型中增加了信任和可见

性这两个变量。

（2）基于使用和满意理论对TAM的修正

使用和满意理论揭示了用户使用和用户感知自身

需求被满足的程度之间的关系，Meiling Luo[28]根据该

理论向TAM引入了两个因素：动机和满意程度，提出

了因特网信息服务接受模型。动机与行为意图不同，它

不受感知有用和感知易用的影响，直接由用户产生并

对使用行为产生影响；而满意程度是使用行为的最终

影响结果。陈忆金和曹树金(2008)[12]和Yingnan Xu等
(2010)[24]都基于使用和满意理论对TAM进行修正，新

增了用户满意度这一变量，构建出用户接受数字图书馆

的模型。

（3）基于可用性对TAM的修正

可用性是“让人们轻易且有效地使用的能力”，由

此可看出可用性的主要属性是“容易”和“有效”，与易

用和有用相一致。Thong等(2004)[4]将可用性作为用户

接受数字图书馆的前置变量引入到TAM中，还将可用

性分为易用性和有用性，他认为有用性以及易用性是考

察数字图书馆是否能被接受的重要指标，经研究得出

结论：界面特征、组织环境和个体差异这三个类别因素

对数字图书馆可用性产生重要的影响，而数字图书馆

可用性直接决定用户是否接受数字图书馆。

（4）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对TAM的修正

社会认知理论从“三方互惠交互作用”的视角来解

释人类的行为，在这一模式中，认知、个体因素、行为和

环境事件都是相互影响的，其主要的维度是效果预期、

自我效能、感情与忧虑。姚公安等(2008)[11]基于社会认

知理论，将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引入技术接受模型，建立

了信息检索数据库使用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并通过实

证研究来验证该模型，最后得出结论：计算机自我效能

与感知有用性、感知灵活性、感知易用性之间存在着显

著的正向关系。Nov和Ye (2008)[9]则在数字图书馆接受

模型中引入了另一个社会认知理论的变量——计算机

焦虑，证明了计算机焦虑对感知易用产生负面的影响。

（5）将TAM与TIF相结合

任务技术适配模型（Task-Technology Fit，简称

TIF）来源于感知合适理论，由Good Hue和Thompson
于1995年提出，通过描述认知心理和认知行为来揭示

信息技术与用户的适配程度对个人取得任务绩效的重

要性[29]。叶晓飞[30]将TTF模型作为外部变量，提出一个

TAM和TIF的整合模型。利用该模型对LISA数据库用

户使用行为进行分析，通过似然比检验值来验证假说，

得出外部因素影响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及易用性并最终

影响用户使用行为的结论。

4 研究局限与展望

基于TAM的数字图书馆接受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构建了用户接受数字图书馆模型，得出了用户接受

数字图书馆的影响因素，对增加数字图书馆接受度有

较大的意义。虽然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该领域的

研究仍不充分，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性，需要在后续研究

中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大多数研究都没有将实际使用行为纳入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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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模型中，但这并不是一个严重的局限性，因为目前

已有大量的关于意图和行为的因果关联的实证研究。

未来的研究可以将使用行为纳入研究模型。

（2）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以大学生为样本，研究

的数字图书馆也是仅限于高校数字图书馆，涉及的面

太窄，研究结果是否能推广到其他群体、其他数字图

书馆仍不清楚，缺乏普遍意义。在将来的进一步研究

中，研究者可以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大

学生，还可以考虑将用户类型和数字图书馆类型纳入

模型中。

（3）对于跨国界、跨文化环境下的数字图书馆接

受研究还比较少，导致研究结果很难准确地扩展到其

他国家。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下，选取的变量是不同

的。未来的研究中，应选取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

的样本进行跨文化研究，使得研究模型在不同国家、不

同文化背景的环境下都适用。

（4）还有很多潜在因素没有考虑到，在未来，可

以对其他的潜在因素进行研究来完善数字图书馆接

受模型。

（5）研究无一例外都采用了问卷调查方法，虽能

较好地研究对象的不同类型在某一时点的全貌，但对

数字图书馆接受过程及影响因素不能做出全面而系统

的分析，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辅以现场研究、案例研

究等方法加以研究。

（6）量表中的指标可能不能完全涵盖数字图书馆

系统的所有特征，可能带来问卷设计的不足。后续研究

可以针对量表中的各种指标做进一步细化和筛选。

（7）大量文献对数字图书馆接受的研究只停留在

接受前的阶段，而忽视了接受后的持续使用行为，但初

次接受只是数字图书馆成功的第一步，实际的成功需

要持续使用。因此，后续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数字图书

馆的持续使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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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Review of Digital Libray Acceptance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Han Jinfeng, Tan Dajun /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Abstract: Some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used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o explain digital library acceptance and made some achievements, forming 
the digital library acceptance model, concluding the factors that lead to user acceptance of digital library. The factor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including core 
influence factors, user factor, system factors. 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individual difference, interface characteristics and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The ways the 
digital library acceptance models form are extensing variables and introducing a new theory.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research limitations, puts forward the 
new idea of the following study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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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12-09-01）

38


	ú”•/¥×!‰—pWþfƒ¥×�vü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