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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技术接受研究：特征、问题与展望∗

李月琳　 何鹏飞

摘　 要　 文章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国内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发表的 ４６４ 篇技术接受研究文献进行分析。 根据文献的

内容特征，构建了文献类型、研究主题、实证研究三类内容分析编码表，基于此对文献进行编码及统计分析。 研究

发现：①国内技术接受研究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②技术接受研究呈现学科交叉的趋势，学者在不同的领域应用

技术接受理论和模型，推动了技术接受研究的发展；③技术接受理论模型具有普适性和可拓展性，适用于不同领

域新技术用户的技术接受和使用意愿研究，同时不断吸纳与领域相关的新要素；④ 实证研究是该领域的主流研

究途径，新变量和新理论的融入与拓展及新模型的构建是研究的主要模式；⑤当前技术接受的实证研究存在一定

的问题，如理性思考缺失、研究方法单一、中介变量及调节变量的忽略、技术接受理论本身研究的弱化等。 随着新

技术的不断涌现，技术接受理论的应用领域将不断扩大，研究方法将日趋多元，不断推动具有领域特征的整合模

型的提出。 此外，技术接受理论本身的研究也将得到加强。 图 ３。 表 １２。 参考文献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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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ｉａ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ｎｅｗ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ｈｅｍ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ｎｌｙ ｃｏｖｅ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ｔｈｅｓｅｓ ｏｒ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ｔｒｙ
ｔｏ ｆｉｌｌ ｉｎ ｔｈｉｓ ｇａｐ ｂｙ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ｚ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３ ｆｉｇｓ． １２ ｔａｂｓ． ４６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０　 引言

图书情报领域一直是信息技术应用的重要

领域，图书馆更是计算机技术应用最早的领域

之一，技术接受研究对该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接受研究是信息系统以及用户行为研究的

交叉领域。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就有学者探讨

用户使用或不使用新技术的原因、使用意愿以

及影响用户采纳或者使用信息技术的因素等问

题。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技术接受和使用研究

领域已经相对成熟［１］ ，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力

的理论和研究模型，其中，技术接受模型（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ＴＡＭ）是目前信息系统

研究领域使用最广泛的理论模型之一。
ＴＡＭ 是 Ｄａｖｉｓ 于 １９８９ 年首次提出的［２］ ，旨

在解释当时信息技术的高投入与低使用率的问

题。 他们通过研究影响用户使用态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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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和预测用户对信息系统和技术的接受程度

和使用意愿。 技术接受模型经历了从 ＴＡＭ 到

ＴＡＭ２［３］ 再到 ＴＡＭ３［４］ 的演化和发展，每一次模

型的更新和发展均有新的变量整合进来，模型

中的核心变量感知有用性（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
ＰＵ） 和 感 知 易 用 性 （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Ｅａｓｅ ｏｆ Ｕｓｅ，
ＰＥＯＵ） 一直被保留。 随后， 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 和 Ｄａｖｉｓ
在 ＴＡＭ 的基础上，整合了任务技术适配模型

（Ｔａｓｋ－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ｉｔ，ＴＴＦ）、创新扩散理论（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ＤＴ）、理性行为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ＴＲＡ）、计划行为理

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ＰＢ）、动机模型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ＭＭ）、ＰＣ 利用模型（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Ｃ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ＰＣＵ） 以及社会认知理论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ＳＣＴ）等模型中的观点，
提出了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理论［５］ （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ＵＴＡ⁃
ＵＴ），把技术接受的研究推向另一个新的高峰。
ＵＴＡＵＴ 整合了多个模型的影响因素，是多种理

论模型的集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早期关于技术接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

国家，２１ 世纪初，技术接受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

的关注，经过十多年的耕耘，积累了较丰硕的研

究成果。 然而，当前国内技术接受研究的现状

如何，技术接受理论和模型应用在哪些领域，不
同的领域在构建模型时引入了哪些新变量或新

理论，模型的选择、整合的方式有哪些，学者在

实证研究时采用了哪些数据收集、分析的方法？
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研究人员了解该领域的

现状和趋势，对技术接受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

要价值。 为此，本研究通过内容分析法分析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国内发表的技术接受相关文

献，探讨以上问题。

１　 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采用多种方式对技术接受领域

已有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相关的研究可分

为以下几类。

（１）技术接受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采用

引文分析、共词、共引分析等文献计量研究方

法，以文献的外部特征如题名、关键词等为分析

对象揭示技术接受理论的概貌，Ｈｓｉａｏ 等以 ＩＳＩ
Ｗｅｂ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数据库为数据源［６］ ，对 １９８９
年到 ２００６ 年间发表的技术接受研究相关文献进

行共引分析，指出技术接受研究的子领域包括

任务相关的信息系统、电子商务信息系统以及

娱乐信息系统（ Ｈｅｄｏｎ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文献计量研

究通常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技术接受研究领

域的核心文献、核心期刊与核心著者的分布情

况［７］ ，以及技术接受研究所关注的主题［８］ 。
（ ２ ） 技 术 接 受 模 型 的 元 分 析 （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采用各种统计分析方法对技术接受

实证研究文献进行综合、系统的定性与定量分

析，最后评价分析结果。 Ｋｉｎｇ 等以 ＳＳＣＩ 收录的

图书情报学以及管理学领域的 ８８ 篇技术接受实

证研究文献为研究对象［９］ ，通过分析文献中所

采用模型的路径系数、模型中的调节效应及效

果规模值（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ｚｅ），比较模型中不同变量对

行为意愿的影响程度；指出技术接受模型在不

同使用情境下有很好的稳健性；此外，该研究还

分析了被调查者群体的类型，受研究可近性影

响，学者是被调查最多的群体。 Ｓｃｈｅｐｅｒｓ 等分析

了 ６１ 项关于技术接受研究文献中的“主观规

范”（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变量与个体因素、技术相

关因素及权变因素等三类调节变量对感知有用

性和用户行为意愿的影响［１０］ 。
（３）文献综述与述评。 国内的文献综述梳

理了国外技术接受相关研究的概况，包括技术

接受模型在国外不同领域的应用［１１］ ，以及不同

的技术接受模型存在的不足［１２］ 。
（４）少量研究以时间为主线揭示技术接受理

论模型的演化和相关理论的发展［１３－１４］ ，阐述技术

接受理论的基础［１５］ ，对比技术接受理论下不同模

型的效力。 如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等采用最小二乘法分析

了智利移动互联网用户在使用社交网站、搜索引

擎时的数据，比较了技术接受研究的主要模型

（ＴＲＡ、ＴＡＭ、ＴＡＭ２、ＴＡＭ３、ＵＴＡＵＴ、ＵＴＡＵＴ２）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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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互联网使用情境下的解释力， 结 果 显 示

ＵＴＡＵＴ２ 比其他几类模型有更高的解释力［１］ 。
已有研究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研究

方法对技术接受研究领域进行不同程度的揭

示，为当前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综

观几类研究不难发现，技术接受模型在不同情

境下的应用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技术接受模

型被运用到不同的信息系统与技术中，探究使

用群体的态度和行为意愿，模型中感知有用性

对行为意愿的影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验

证［１６］ ，但是模型中的另一核心变量———感知易

用性的影响作用不太稳定［１７－１８］ ，因而，有必要进

一步研究。 此外，技术接受模型的应用要结合

研究领域的特征，同时也要考虑被调查群体的

个体特征［１９］ 以及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２０］ 。
目前，国内尚缺乏对技术接受理论相关研

究较为全面的总结与梳理，不利于全方位地审

视国内研究的现状。 因此，本研究试图弥补这

一缺憾，采用内容分析法，剖析相关文献，揭示

当前研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为国内技术接受

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

２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一般

包括以下几步：决定是否采纳内容分析，确定分

析的内容，选取分析单元，制定编码目录，对文

本进行编码，分析和解释结果［１７，２１］ 。 内容分析

法的目的是要分析或者测度出文献中有关主题

的本质性的事实及其关联的发展趋势［１５，２２］ ，通
过对文献内容进行“量”的分析，找出反映文献

内容本质的易于计数的特征，达到对文献“质”
的认识［１６，２３］ 。 该方法在图书情报学领域亦有广

泛的应用，如用于分析情报学中理论的应用［２４］ 、
情报学学科的研究进展［２５－２６］ 、研究动态与前

沿［２７－２８］ 、研究方法的使用［２９］ 、 信息组织与分

类［３０］ 、信息行为［３１］ 等。 内容分析法是进行文献

分析可靠且有效的研究方法［２４，３２］ ，因而适用于

本研究。

２．１　 分析样本

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

台收录的 ＣＳＳＣＩ 总库为数据来源，以“技术接

受”“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接受理论” “技术采

纳”“ＴＡＭ” “ ＵＴＡＵＴ”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

时间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共检索到 ５１８ 篇

文献，经过初步筛选后，去除不相关文献 ５４ 篇，
共获得 ４６４ 篇期刊文献。 检索结果显示，国内技

术接受模型的研究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呈现出逐年

递增的趋势（见图 １）。 ２０１５ 年相关研究的数量

达到峰值（２０１６ 年的发文量尚不可知），共发表

了 ８５ 篇文献，说明相关研究成果已累积到一定

的程度，有必要对已有研究进行分析，以检视此

前研究的得失，更好地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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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技术接受相关文献发表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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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分析类目

内容分析的核心是分析类目的构建。 分析

类目既可以按照研究问题的本质进行构建，也
可以按照所分析的文献进行构建［２９］ ，这两种构

建方式各有优点。 本研究采用第二种方式，构
建文献类型、研究主题、实证研究三种内容分析

编码表。
文献类型和研究主题类目表用于反映技术

接受模型国内研究的现状及分布状况，实证研

究类目表的构建主要是基于实证研究的过程，
用于反映技术接受实证研究文献的特征。

文献类型可以依据文献的载体、知识内容

等相关要素进行多种划分［３３］ ，本研究中文献类

型类目是按文献的研究取向进行划分的，形成

三个一级类目（见表 １）。

表 １　 文献类型类目表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解　 　 释 编码

非实证研究

观点性论文
对技术接受理论本身的研究，或对该理论下的不同模型进行研究，
展示作者的观点和理解

Ａ１

模型构建
仅针对某一信息技术 ／ 系统构建技术接受理论模型，并未进行实证

研究
Ａ２

实证研究 先构建理论模型，再通过数据收集、分析对模型进行验证、修饰等 Ａ３

文献计量研究 采用文献计量法揭示技术接受研究领域的现状、趋势等 Ａ４

元分析
采用元分析法（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对技术接受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分析

与评价
Ａ５

综述与述评 文献综述与述评 Ａ６

　 　 研究主题类目表，即文献内容所涉及的研

究主题，是基于文献的关键词而生成。 关键词

是对文献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３４］ ，基于关键词

的研究常见于文献计量相关研究中，如共词分

析、共现分析等。 通过关键词共现、词频等提取

文献的研究主题，进而揭示领域的研究热点和

发展动向［３５］ 。 为构建研究主题类目表，本研究

首先提取文献中的关键词，然后对关键词进行

统计、排序，最后在归纳和综合的基础上获得研

究主题，进而形成研究主题类目表（见表 ２）。
实证研究类目表由 ４ 个一级类目、１１ 个二

级类目和 ３４ 个三级类目组成，涵盖了技术接受

实证研究的科学研究过程，并能反映文献的内

容（见表 ３）。 实证研究类目表的构建主要基于

实证研究的科学研究过程。 实证研究是从理论

层次到经验层次，再从经验层次到理论层次的

不断循环往复的研究过程［３６］ 。 一般情况下，实
证研究通常涵盖构建理论模型、提出理论假设、

表 ２　 研究主题类目表

研究主题 编码

电子商务 Ｂ１

电子政务 Ｂ２

农村 ／ 农业信息技术 Ｂ３

企业 ／ 公司信息系统 Ｂ４

数据库与网络信息资源 Ｂ５

网络教育 Ｂ６

网站及 ＰＣ 软件 Ｂ７

数字图书馆 Ｂ８

移动应用 ／ ＡＰＰ Ｂ９

移动学习 ／ 阅读 Ｂ１０

其他 Ｂ１１

收集数据 ／ 资料、假设检验、修正理论模型、讨论

与结论等科学研究步骤，详见表 ３。
表 ３ 中列举的一级类目“讨论”下设 ２ 个二

级类目。 其中“讨论缺失”是指研究者仅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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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数据分析的结果，未能深入挖掘“结果”背后

的原因、意义以及研究启示，也未指出研究存在

的局限性；“讨论充分”是指文献对数据分析的

结果有详细的解释，并且根据数据处理的结果

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意见或者改进措施”，对研

究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有清晰的阐述。

表 ３　 实证研究类目表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三级类目 编码

研究设计

基准模型

研究模型的类型

研究对象

研究样本大小

ＴＡＭ 原模型 Ｃ１
ＵＴＡＵＴ 原模型 Ｃ２

其他模型 Ｃ３
技术接受模型中引入其他变量 Ｃ４

不同模型 ／ 理论整合 Ｃ５
无中介及调节变量 Ｄ１

仅有中介变量 Ｄ２
仅有调节变量 Ｄ３

既有中介变量又有调节变量 Ｄ４
高校师生 Ｅ１
企业职工 Ｅ２
中小学生 Ｅ３
农村居民 Ｅ４
城市居民 Ｅ５
网络用户 Ｅ６

其他 Ｅ７
未指明 Ｅ８
小于 １００ Ｆ１

１００—２００ 之间 Ｆ２
２００—３００ 之间 Ｆ３

３００ 以上 Ｆ４
未指明 Ｆ５

研究方法

数据收集方法

数据分析

实地调查 Ｇ１
电话问卷 Ｇ２
邮件问卷 Ｇ３
邮寄问卷 Ｇ４

问卷调查网站 Ｇ５
即时通讯软件 Ｇ６

访谈法 Ｇ７
实验法 Ｇ８
未指明 Ｇ９

信度检验 Ｈ１
效度检验 Ｈ２

回归分析 ／ 方差检验 Ｈ３
结构方程 Ｈ４

其他分析方法 Ｈ５

假设检验

无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全部支持

研究假设部分支持

Ｉ１
Ｉ２

解释原因 Ｉ３
未解释原因 Ｉ４

讨论
讨论缺失 Ｊ１
讨论充分 Ｊ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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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编码的信度

根据本研究构建的类目体系对 ４６４ 篇文献实

施编码，编码是由两位编码者分别完成。 两位编码

者先独立完成编码，然后互相审核编码的结果，对
意见不一致的内容进行讨论，如果不能取得一致意

见，则引入第三人。 编码完成后采用 Ｃｏｈｅｎｓ Ｋａｐｐａ
法检验编码信度［３７］ ，以 Ｋａｐｐａ 值衡量两名编码者

度量的一致性。 表 ４ 列出了“文献类型”、“研究主

题”、“实证研究”三大类目表，Ｋａｐｐａ 值均高于 ０．７，
表明两位编码员编码结果一致性较高。

表 ４　 编码信度检验结果

ＫＡＰＰＡ 检验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Ｋａｐｐａ Ｎ ｏｆ Ｖａｌｉｄ Ｃａｓｅｓ
Ａｓｙｍｐ．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ａ Ａｐｐｒｏｘ．Ｔｂ Ａｐｐｒｏｘ．

Ｓｉｇ．

文献类型编码表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４６４ ０．０００

研究主题编码表 ０．８９７ ０．９６ ８．４９１ ０．０００

实证研究编码表 ０．８３９ ０．５９ ２５．５０６ ０．０００

３　 研究结果及分析

３．１　 文献类型类目分析

在 ４６４ 篇文献中，２１．５５％的文献是非实证

研究文献，其中，１３．１５％的文献仅仅构建了理论

模型，未对模型进行验证（见图 ２）。 在这部分文

献中，部分研究探讨技术接受模型本身，涉及技

术接受理论和模型的发展，模型中存在的不足，

以及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等。 ７８．４５％的文献是

实证研究文献，这与技术接受理论一经提出就

被广泛用于多种信息技术和系统的研究有密切

关系。 可见，该领域实证研究取向十分突出。
构建理论模型，提出研究假设，通过研究获

取数据以验证模型及利用其解释社会现象，解
决实际问题，是本领域研究的重要过程和目的。
因此，以下部分针对实证研究类文献 （共 ３６４
篇）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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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文献类型分布

３．２　 研究主题类目分析

３．２．１　 研究主题分布

分析表明，国内技术接受理论和模型的实

证类研究主要集中在移动应用（１９．２３％）、电子

商务（１８．９６％）、网站及 ＰＣ 软件（１３．７４％）、网络

教育（１０．７１％）、数字图书馆（ ９．０７％） 等一些受

技术发展影响显著的领域，在各领域分布较均

衡，详见图 ３。 仅有 ３．８５％的研究关注农村信息

系统采纳与使用，农村居民对信息技术采纳主

题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一些研究主题如网络道

德、电动汽车等，在分析的文献中仅出现一次，
这些文献归入“其他”类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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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研究主题分布

　 　 相比之下，移动应用 ／ ＡＰＰ 和电子商务的技

术采纳研究最受关注。 随着计算机及网络的发

展，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以及网络教育等领域

技术的变化日新月异，发展迅猛，了解该领域的

用户对新技术、新事物的态度和采纳意愿，有助

于系统或者技术的设计者和开发者更好地了解

用户的行为，辨明市场的走向，推出更个性化、
更易用的产品或者服务。 此外，２０００ 年以来，数
字图书馆在国内兴起，２００６ 年移动图书馆在国

内诞生，相关的研究成果逐年上升。 由此可见，
技术的应用是催生技术接受研究的源动力。
３．２．２　 引入的新变量

在技术接受的初始模型中引入新变量对模

型进行拓展，是理论模型构建的主要方式之一。
引入变量的目的是为了拓展模型，使其更加适

合具体的研究情境和研究目的。 本节分析学者

们在理论模型构建时引入的新变量，由此比较

不同研究主题的侧重点。
首先，本研究对影响因素的名称进行规范。

调查中发现，不同的文献在描述相同的影响因

素时使用的称谓不一致，因此在统计分析前，有
必要规范影响因素的称谓。 如“感知风险” “感

知风险性”，统一称为“感知风险”。

其次，对影响因素进行分类。 第一类是与

用户相关的因素，主要有个人 ／ 心理因素和情

感 ／ 体验因素；第二类是与技术相关的因素，技
术 ／ 系统因素；第三类是社会 ／ 环境因素；第四类

为领域特征因素，这类因素仅出现在某一研究

主题下，带有明显的领域特征，如数字图书馆研

究主题下的图书因素。 此外，一些因素无法归

入以上类别，命名为“其他”（见表 ５）。
由于不同的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在使用上存

在一定的迁移、共通的方面，使得同一变量在不同

使用情境下都会对用户的行为意愿产生影响，从而

出现相同的影响因素。 然而，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

目的不同，研究人员在研究不同主题时对变量的选

取存在明显的差异。 考虑到不同的技术与信息系

统在“使用情境、使用群体和用户”方面的差异，研
究人员往往会根据研究的需求引入其他理论中的

变量，例如商家声誉。 使得不同的研究主题出现了

一些“特色”鲜明的研究变量，如网络教育中的“课
程 ／ 学习因素”、数字图书馆中的“图书因素”等。
此外，不同的研究主题也会有相似的变量，例如在

个体 ／ 心理、情感 ／ 体验因素下的个体特征和满意度

等。 因此，考察这些变量，不难发现三类因素，即共

同因素、相似因素及领域特征因素。

０３６



李月琳　 何鹏飞： 国内技术接受研究： 特征、 问题与展望
ＬＩ Ｙｕｅｌｉｎ ＆ ＨＥ Ｐｅｎｇｆｅ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

表
５　

模
型
构
建
阶
段
引
入
的
新
变
量

共
同

因
素

相
似

因
素

领
域

特
征

因
素

其
他

主
题

个
体

／心
理

因
素

情
感

／体
验

因
素

技
术

／系
统

因
素

社
会

／环
境

因
素

电
子

商
务

信
任

；感
知

成
本

；感
知

风
险

；个
人

创
新

性

个
体

内
部

动
机
；参

与
动

机
、用

户
数

量
；个

体
差

异
、

个
体

特
性
；人

格
特

质
、网

络
经

验
；反

馈
沟

通
、认

同

感
；互

动
性
、协

同
性
；预

期

收
益
、支

付
能

力

沉
浸

体
验

、外
部

奖
励

；群
体

交
互

、
感

知
价

格
；
感

知
隐

私
、感

知
安

全
；
感

知
匹

配

度
；感

知
专

业
性

；感
知

收
益

信
息

质
量

、系
统

质
量

；服
务

质
量

、信
息

搜
寻

结
果

满
意

；
组

织
因

素
、网

站
因

素
；网

站

选
择

、界
面

设
计

；网
站

效
应

监
管

政
策

；技
术

创
新

；
市

场
需

要
；购

物
导

向
；

环
境

因
素

企
业

／商
品

因
素

企
业

家
特

质
；
企

业
形

象
、品

牌
认

知
；品

牌
信

任
、地

区
文

化
；企

业
诚

信
、商

家
声

誉
；产

品
选

择
、
商

品
特

性
；

产
品

特
性

信
用

卡
态

度
；

自
服

务
技

术
；

网
络

道
德

电
子

政
务

信
任

；感
知

价
值

；感
知

风
险

平
台

认
知

焦
虑

、满
意

度
；满

足
需

求
；

参
与

动
机

；互
联

网
经

验

提
示

引
导

、宣
传

培
训

；互
动

反
馈

、
提

高
效

率
；
信

息
质

量
、网

站
构

建
；网

站
特

性
、

技
术

要
素

外
部

压
力

；社
会

评
价

；
环

境
要

素
政

府
／政

策
因

素

政
府

干
预

；政
治

信
任

；
政

治
参

与
态

度

农
村

／
农

业

信
息

技
术

信
任

；感
知

风
险

；感
知

成
本

自
信

心
；农

户
特

征
；教

育
程

度
；心

理
特

征

满
意

度
；
感

知
价

格
；
获

利

感
知

技
术

特
征

政
策

环
境

；环
境

因
素

；
外

部
环

境
；基

础
设

施
；

采
纳

条
件

；家
庭

特
征

资
金

／市
场

因
素

利
益

保
障

；投
资

风
险

；
市

场
条

件
；经

营
特

征

信
息

可
获

性
；

耕
作

面
积

企
业

／
公

司

信
息

系
统

感
知

风
险

；
感

知
成

本
；

感
知

价
值

满
意

习
惯

；员
工

素
质

；
性

格
特

质
；
用

户
参

与

度
；
沟

通
能

力
；

沟
通

模
式

积
极

情
绪

；感
知

适
用

性
系

统
特

性
；信

息
质

量
；技

术

因
素

；技
术

条
件

；技
术

应
用

效
果

制
度

与
外

部
环

境
；内

外
部

支
持

；教
育

培
训

企
业

／组
织

因
素

企
业

文
化
、团

队
氛

围
；利

益
共

识
、管

理
措

施
；组

织

支
持

、组
织

因
素
；领

导
支

持
；持

续
性

承
诺
；管

理
者

意
愿

；组
织

变
革

惰
性

；组
织

变
革

动
力

数
据

库
与

网
络

信
息

资
源

感
知

风
险

；
感

知
成

本
；

个
人

创

新
性

个
体

差
异

；网
络

知
识

；
网

络
经

历
；科

研
信

仰
；

先
前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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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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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感

；
感

知
灵

活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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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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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收

益

信
息

质
量

；系
统

质
量

；系
统

因
素

；服
务

质
量

；服
务

因
素

沟
通

有
效

性
；网

络
外

部
性

知
识

／内
容

因
素

知
识

质
量

；
知

识
兼

容

性
；
知

识
增

长
；

内
容

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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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共
同

因
素

相
似

因
素

领
域

特
征

因
素

其
他

主
题

个
体

／心
理

因
素

情
感

／体
验

因
素

技
术

／系
统

因
素

社
会

／环
境

因
素

网
络

教
育

感
知

成
本

；
个

人
创

新
性

个
人

因
素

；个
人

兴
趣

；
个

人
特

质
；教

师
特

点
；

分
享

态
度

；心
理

需
要

焦
虑

、情
绪

；沉
浸

体
验

、社
会

认
同

；人
机

交
互

感
知

；稳
定

性
能

感
知

；感
知

参
与

性
；

对
结

果
的

期
待

技
术

特
点

；技
术

支
持

；服
务

支
持

家
庭

支
持

；经
费

支
持

；
社

会
因

素
课

程
／学

习
因

素

资
源

因
素

、资
源

质
量

；
学

习
方

法
、学

习
环

境
；

计
算

机
知

识
；网

络
课

程

因
素

；教
学

工
作

任
务

游
戏

特
性

网
站

及
ＰＣ

软
件

信
任

；感
知

风
险

；感
知

价
值

个
体

差
异

；
接

受
者

特

征
；信

息
素

质
；互

联
网

使
用

时
间

；享
乐

动
机

；
内

在
动

机
；信

息
性

动
机

认
同
、激

励
；感

知
流

行
性
；满

意
度
、感

知
品

质
；感

知
优

势
、

感
知

分
享
；消

费
体

验
、沉

浸
体

验
；效

率
感

知
、用

户
体

验
；游

戏
成

瘾
、游

戏
体

验
；隐

私
关

注

界
面

可
用

性
；版

块
内

容
、网

站
特

征
；发

布
方

式
、信

息
来

源
；信

息
质

量
、服

务
质

量
；

系
统

质
量

、
交

互
性

；
知

识

性
、回

馈
性

政
府

行
业

支
持

；培
训

；
网

络
外

部
性

社
交

／认
同

因
素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社
会

交

互
、社

交
倾

向
；社

会
认

可
、环

境
认

同

沉
浸

成
本

数
字

图
书 馆

信
任

；感
知

价
值

；感
知

成
本

；个
人

创
新

性

个
体

差
异

；用
户

特
征

；
检

索
能

力

激
励

；感
知

相
关

性
内

容
质

量
、服

务
质

量
；信

息

质
量

、
交

互
质

量
；
服

务
质

量
、服

务
内

容
；服

务
能

力
、

界
面

特
征

；系
统

因
素

、技
术

因
素

；信
息

安
全

环
境

质
量

；环
境

因
素

；
网

络
外

部
性

图
书

因
素

图
书

因
素

移
动

应
用

／
ＡＰ

Ｐ

信
任

；感
知

价
值

；感
知

风
险

；感
知

成
本

；个
人

创
新

性

个
人

差
异

；个
体

因
素

；
个

性
化

需
求

；
性

格
特

质
；互

动
性

焦
虑

、激
励

；沉
浸

体
验

、服
务

体
验

；
情

感
体

验
、
满

意

度
；感

知
价

格
、需

求
感

知
；

消
费

感
知

、情
境

感
知

；感
知

安
全

性
；感

知
可

靠
性

；感
知

便
捷

性
；社

会
临

场
感

；感
知

使
用

能
力

；感
知

参
与

能
力

信
息

质
量

；服
务

质
量

；系
统

质
量

；
系

统
因

素
；
技

术
因

素
；技

术
准

备

环
境

因
素

；外
部

影
响

；
网

络
外

部
性

产
品

／情
境

因
素

产
品

因
素

、产
品

特
征

；
内

容
因

素
、使

用
情

境
；

情
景

价
值

便
利

性
；

商
家

声
誉

移
动

学
习

／
阅

读

感
知

价
值

；
感

知
成

本
；

感
知

风
险

；
个

人
创

新
性

个
人

特
征

；个
性

化
系

统
经

验
、沉

浸
体

验
；满

意

度
、认

知
调

节
；
感

知
实

用

性
；感

知
移

动
性

；感
知

服
务

商
品

质
量

操
作

简
单

；帮
助

条
件

；信
息

质
量

；
系

统
质

量
；
服

务
质

量
；技

术
环

境

网
络

外
部

性
；使

用
情

境
；集

体
效

能

学
习

／阅
读

因
素

数
字

化
阅

读
特

性
；网

络

学
习

依
从

动
机

；相
互

关

系
动

机
；
自

我
学

习
管

理
；学

习
规

范
信

念
；生

存
动

机
、任

务
负

载
；路

径
依

赖
、资

源
优

化
性

成
就

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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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技术接受研究背景下，共同因素与相似

因素体现了不同研究主题下的共性和交集，而
领域特征因素则体现了研究主题之间的差异。

在共同因素中，出现最多的是信任与感知

风险，这两个因素在模型中一般以外部变量存

在。 想要让用户接受和使用一项新技术，首先

要打破用户对技术的顾虑，让用户信任技术，给
用户安全感，用户才会愿意“接触”技术，才有机

会感知技术的有用性和易用性，从而才能接受

和使用技术或系统。
领域特征因素最能反映出各自研究主题的

核心和特质，如电子商务领域，往往要通过技术

给用户呈现产品的特性，通过品牌、企业形象打

动消费者，促进购买。 因此，领域特征因素包括

“企业家特质”“企业形象” “品牌认知” “品牌信

任”等。 其他领域特征因素也凸显该领域技术

应用的特性，充分体现了该领域研究中环境与

情境因素的重要性。
３．２．３　 引入的新理论

引入新理论与原有的模型整合是模型构建

的另一种方式。 表 ６ 列举了不同主题下研究人

员在模型构建时借鉴的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模型。

表 ６　 引入的理论或模型

序号 研究主题 文献数量 引入理论

１ 电子商务 ６９
任务技术匹配模型、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品牌延伸理论、ＳＥ⁃
ＲＶＱＵＡＬ 模型、创新扩散理论

２ 电子政务 １６ 任务技术匹配模型、期望差异理论、创新扩散理论

３ 企业 ／ 公司信息系统 ２６ 任务技术匹配模型、组织变革模型、双因素理论、卡诺模型

４ 数据库与网络信息资源 １７ 任务技术匹配模型、计划行为理论

５ 网络教育 ３９
任务技术匹配模型、学科教学法知识理论、期望价值理论、动机

理论

６ 网站及 ＰＣ 软件 ５０ 任务技术匹配模型、创新扩散理论、社会交换理论

７ 移动应用 ／ ＡＰＰ ７０
任务技术匹配模型、社会交换理论、媒介丰富度理论、主观幸福感

理论

　 　 在模型整合中，出现较多的是任务技术匹

配模型，与“引入变量”相似，不同的研究主题下

也有一些有“特色”的理论和模型，如网络教育

主题下的学科教学法知识理论，企业信息系统

主题下的组织变革模型等。 然而，并非所有的

领域在开展技术接受研究时均引入新的理论，
本研究并未发现数字图书馆、移动学习 ／ 阅读、
农村信息技术等研究主题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

或模型。

３．３　 实证研究类目分析

３．３．１　 模型的选择和模型的结构

理论模型的构建是技术接受实证研究的核

心，模型越精简，模型所包含的变量越少，越能

突出模型中的主要研究变量或者因素对用户态

度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模型越简约，测量变

量的测量项就越少，越能减轻被调查者的负担，
减小数据收集的难度。 在理论模型构建中，绝
大多数研究人员会根据具体的研究情境在模型

中添加新变量， 对初始模型进行拓展， 只有

３ ８５％的研究直接使用 ＴＡＭ，４ １２％的研究使用

了 ＵＴＡＵＴ 原模型。 同时，引入新变量和理论的

研究占比为 ８２ ６９％（见表 ７）。 可见，拓展原有

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是该领域研究的主

要模式。 另外，在构建研究模型的过程中，只有

１ １％的研究既考虑中介变量，又考虑调节变量，
并对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进行了分析。

０３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三卷　 第二二七期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２２７

表 ７　 模型的选择与结构统计结果

二级类目 三级类目 编码 篇数 百分比（％）

基准模型

ＴＡＭ 原模型 Ｃ１ １５ ４．１２

ＵＴＡＵＴ 原模型 Ｃ２ １５ ４．１２

其他模型 Ｃ３ ２２ ６．０４

技术接受模型中引入其他变量 Ｃ４ ２１３ ５８．５２

不同模型 ／ 理论整合 Ｃ５ ９９ ２７．２０

研究模型

的类型

无中介及调节变量 Ｄ１ ２８３ ７７．７５

仅有中介变量 Ｄ２ ２３ ６．３２

仅有调节变量 Ｄ３ ５３ １４．５６

既有中介变量 ／ 又有调节变量 Ｄ４ ５ １．３７

３．３．２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选择取决于研究的问题与目

的。 在网络教育、移动学习 ／ 阅读、移动图书馆

以及学术数据库与网络信息资源相关文献中，
被调查的对象主要是高校师生和中小学生，因

此，研究对象中高校师生所占的比率较高

（４５ ０５％），其次是中小学生（ １７ ３１％）。 其他

的研究群体比例偏低，如企业职工和农村居民

所占的比率分别为 ６ ５９％和 ５ ４９％，可见他们

是相对被忽略的研究对象（见表 ８）。

表 ８　 研究对象统计结果

二级类目 三级类目 编码 篇数 百分比（％）

研究对象

高校师生 Ｅ１ １６４ ４５．０５
企业职工 Ｅ２ ２４ ６．５９
中小学生 Ｅ３ ６３ １７．３１
农村居民 Ｅ４ ２０ ５．４９
城市居民 Ｅ５ ５２ １４．２９
网络用户 Ｅ６ ５１ １４．０１

其他 Ｅ７ ８ ２．２０
未指明 Ｅ８ １７ ４．６７

３．３．３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技术接受实证研究文献中采用最多的数据

收集方法是问卷调查法。 其中，实地调查占

６１ ２６％（见表 ９）。 有些研究采用多种方式发放

问卷，其中，９％的研究采用了网络问卷与实地调

查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 数据分析方面，
２５ ８２％的研究采用方差分析或回归分析等数理

统计的分析方法。 采用结构方程分析的研究占

６４ ０１％，结构方程分析多用于处理多变量和模

型中存在潜变量的情况，因此，在态度或者行为

意愿的研究中使用广泛。 可见，定量分析方法

是该领域的主流。 另有两项研究分别采用神经

网络分析以及仿真法进行数据分析。
样本量直接影响研究的精确度和可靠性，

合理的样本量非常重要。 样本量的大小在一定

程度上与数据收集的方法有关，对于问卷调查

法，一般认为超过 ２００ 就是中型样本［３８］ ，表 １０
显示，７０ ３３％的研究样本量超过了 ２００，而样本

量超过 ３００ 的调查研究占 ４０ １１％，可见该领域

的研究样本量大部分属于中型样本。 此外有

５ ２２％的研究样本量少于 １００。 过小的样本量

会影响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影响调查的效果。
另外，样本量的大小也跟数据分析方法有关，当
采用结构方程分析时，一般要求每一个测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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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测量项不少于 ３ 个，随着测量项增多，样本

量也会增大，虽然结构方程分析在小样本分析

中有优势，但是样本量仍然不宜过小［３９］ 。

表 ９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统计结果

二级类目 三级类目 编码 篇数 百分比（％）

数据收集方法

实地调查 Ｇ１ ２２３ ６１．２６

电话问卷 Ｇ２ ３ ０．８２

邮件问卷 Ｇ３ ３２ ８．７９

邮寄问卷 Ｇ４ ８ ２．２０

问卷调查网站 Ｇ５ １３４ ３６．８１

即时通讯软件 Ｇ６ １８ ４．９５

访谈法 Ｇ７ ２９ ７．９７

实验法 Ｇ８ ２ ０．５５

未指明 Ｇ９ ３ ０．８２

数据分析

信度检验 Ｈ１ ３２１ ８８．１９

效度检验 Ｈ２ ３２６ ８９．５６

回归分析 ／ 方差检验 Ｈ３ ９４ ２５．８２

结构方程 Ｈ４ ２３３ ６４．０１

其他分析方法 Ｈ５ ３ ０．８２

表 １０　 样本量统计结果

二级类目 三级类目 编码 篇数 百分比（％）

样本量

小于 １００ Ｆ１ １９ ５．２２
１００—２００ 之间 Ｆ２ ８４ ２３．０８
２００—３００ 之间 Ｆ３ １１０ ３０．２２

３００ 以上 Ｆ４ １４６ ４０．１１
未指明 Ｆ５ ５ １．３７

３．３．４　 假设检验

表 １１ 显示，６７．３１％的研究假设检验的结果

是部分成立，这些研究中，５９．１８％的研究并未深

入讨论不支持研究假设的原因，没有对变量间

的影响关系，尤其是没有对自变量与因变量间

不显著的影响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释。 实

证研究通常会在研究的开始明确研究的问题和

假设，但是仍然有 １１．８１％的研究缺乏研究假设，
主要是因为此类研究带有一定探索性质，研究

者一开始不能确定研究的变量或影响因素是否

会对用户的态度或者行为产生影响。

表 １１　 假设检验统计结果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三级类目 编码 篇数 百分比（％）

假设检验结果

无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全部支持

研究假设部分支持
解释原因

未解释原因

Ｉ１ ４３ １１．８１

Ｉ２ ７６ ２０．８８

Ｉ３ １００ ２７．４７

Ｉ４ １４５ ３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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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５　 技术接受实证研究文献的讨论部分

讨论部分是科学研究的关键部分。 一般情

况下，研究论文在数据分析完成后，研究者会用

图表的形式报告回归系数、结构方程的拟合指

数等结果，讨论部分则进一步分析数据所代表

的变量或者因素，以及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和

程度。 本研究根据讨论部分的翔实程度将讨论

部分分成“讨论欠缺”和“讨论充分”。 表 １２ 显

示，７１．９８％的文献讨论部分充分，但有 ２８．０２％
的研究文献在数据分析完成后，只报告了数据

分析的结果，讨论部分略显薄弱，未能反映出研

究的意义和价值。

表 １２　 讨论部分统计结果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编码 篇数 百分比（％）

讨论部分
讨论欠缺 Ｊ１ １０２ ２８．０２

讨论充分 Ｊ２ ２６２ ７１．９８

４　 讨论

４．１　 当前技术接受领域的研究特点

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国内技术接受相关研

究文献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涉及的研究主

题较为广泛，学者们在不同的情境下探讨了技

术接受理论与模型的适用性，对技术接受研究

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使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 本研究通过内容分析法，分析 ４６４ 篇

相关文献，揭示国内该领域研究的特点。
（１）总体而言，技术接受研究在信息技术应

用的各领域分布比较均衡。 技术接受理论和模

型应用在新技术应用的不同领域，包括电子商

务、电子政务、农村 ／ 农业信息技术、企业 ／ 公司

信息系统、数据库与网络信息资源、网络教育等

领域。 其中，在移动应用 ／ ＡＰＰ 及电子商务领域

最受关注，而在农村 ／ 农业信息技术、电子政务、
移动学习 ／ 阅读等领域的研究则有待加强。

（２）引入新变量和新理论，充实或整合原有

的技术接受理论模型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是
该领域研究普遍采取的研究思路和模式。 这种

方式一方面表明原有模型的普适性和可拓展

性，另一方面也表明研究情境与环境对用户技

术接受的影响。
（３）引入的新变量包括适于不同领域的共

有因素、在不同领域存在相似之处的相似因素，

以及只适用于特定领域的领域特征因素。 引入

的新理论来源较为广泛，包括社会学、心理学、
管理学、教育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

（４）实证研究是该领域研究的主流；问卷

调查是主流的研究方法；中型样本量居多；高
校师生是主要研究对象；定量数据分析，包括

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尤其是结构方程分析是数

据分析的主要途径；多数研究中只有部分假设

获得支持；多数研究注重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和

讨论。

４．２　 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基于本研究可窥见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
（１）理论思考相对欠缺。 技术接受模型简

约、扩展性好，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意图

对模型进行拓展，调查中约 ８５．７２％的研究引入

新变量或者引入了其他学科中的理论，但是相

关研究在引入新变量或理论时存在以下问题。
①缺乏对引入新变量或理论的原因的解释和说

明。 实证研究注重理论验证，技术接受模型就

是要验证已建立的模型中各个变量对用户行为

和意愿的影响，包括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程度

有多大。 因此，引入新变量需具备一定的理论

基础，缺乏理论解释将会导致研究的理论基础

薄弱。 ②引入变量在模型中的作用和影响关系

不明。 经过数十年的实证研究，技术接受模型

０４２



李月琳　 何鹏飞： 国内技术接受研究： 特征、 问题与展望
ＬＩ Ｙｕｅｌｉｎ ＆ ＨＥ Ｐｅｎｇｆｅ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

中主要变量间的关系已经被验证［２４］ ，在引入一

个或多个新变量后，随着模型中的变量增多，模
型的结构会更为复杂，变量间的影响关系也因

此更复杂。 然而，当前的研究对前因变量、中间

变量以及变量与变量之间关系的探讨并未引起

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从而削弱研究的理论性，错
失发展原有理论或发现新理论的良机。 ③缺乏

对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关注。 调查显示，技
术接受研究文献中将近 ７７．７５％没有考虑中介变

量和调节变量，当模型结构比较繁杂，变量间指

向关系众多时，应该考虑模型的中介、调节效

应，以使变量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晰，并可通过对

中介和调节变量的考察，验证技术接受模型中

变量的因果关系。 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是揭示

复杂因果关系的重要变量，有助于间接分析截

面研究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４０－４１］ 。 中介变量用

于揭示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原因和作用机

制，调节变量用于界定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

系的边界条件。 因此，这两类变量的分析应该

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２）研究方法单一，定性研究缺乏。 如前所

述，当前的技术接受理论相关研究中，大部分研

究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缺失，这与大部分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数据有直接关系。 对定

量的数据处理和分析经常用到数理分析的工具

及软件，这些分析工具大大减轻了数据处理的

负担，对科学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然而，另一方

面研究者过度依赖分析工具分析的结果，致使

研究结果单一，同时缺少定性数据的支持和补

充，从而无法深入了解用户技术接受或拒绝的

深层次原因。 此外，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往往止

于揭示研究假设成立或不成立，没有对研究假

设不成立的原因进行深入探究、解释或说明，在
数据分析结果的解读和阐释上有欠缺。 在 １８ 项

涉及模型修正的研究中，只有一项研究指出了

模型修正的理论依据。 一些研究在模型修正时

利用结构方程分析的特点，仅依据数据，而非理

论修正模型，这样构建的理论模型可能存在缺

陷。 针对这些问题，后续研究应采用多种研究

方法，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基于定

量研究结果与理论分析，使构建的理论模型更

为科学、可靠。
（３）对人口统计学特征关注不够。 被调查

群体的个体特征，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在研究

中一般起着调节作用。 然而，当前研究缺乏对

调查群体的人口统计学影响因素的关注。 随着

社会的发展，技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很
多“新”技术已经完全融入人们的生活当中，出
现了如数字土著、数字原住民等人群［４２］ ，他们的

技术接受和使用习惯往往不同于普通大众，因
此有必要考查个体因素对技术接受的影响。 此

外，除性别、经验等因素外，文化差异也一定程

度上影响用户的技术接受［１０］ 。 虽然技术接受理

论在国内的运用已经趋于“本土化”，然而技术

接受模型是西方国家提出的，来源于对西方国

家技术用户的调查数据，因此国内学者在引入

相关理论和模型时，应考虑中西方文化差异可

能导致的影响。
（４）缺乏对技术接受理论本身的研究。 当

前大多数研究模式是基于技术接受相关理论模

型，在不同领域开展用户技术接受和使用意愿

研究，对原有模型的理论提升有限。 研究结果

显示，只有 ２．５９％的研究是专门针对技术接受理

论本身的研究，研究主题涉及技术接受理论和

模型的演化、技术接受理论的研究进展、模型中

存在的不足和局限等，这些研究对技术接受领

域的发展非常重要。 技术接受理论经过数十年

的发展，趋于成熟，但也在反复的验证和实践中

暴露出模型存在的不足，如对信息技术的二次

接受［４３］ 问题的忽略。 技术接受的研究主要针对

用户在使用之前对新技术的态度和使用意愿，
然而，一项新技术，用户对它的采纳往往是一个

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个体在初次接受技术

后还存在对新技术的二次接受以及持续的使用

问题。 而当前的研究多为静态、横向的研究，无
法深入探讨用户在技术接受过程中态度和使用

意愿的变化对其使用行为的影响。 此类问题往

往比较复杂，然而对于深入了解用户技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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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和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应
该引起足够的关注。

（５）部分研究的规范性欠缺。 研究过程不

规范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客观性。 调查

中，４．６７％的研究未指明研究的对象，有 ３ 项研

究没有说明研究样本量的大小，还有 ４ 项研究

没有提及数据收集的方法。 在数据的分析阶

段，有 １１．８１％的研究没有信度分析，有 １０．４４％
的研究没有效度分析，信度分析与效度分析的

缺失会影响实证研究的效力。 这些都是未来的

研究中应着力避免的问题，研究的规范、研究过

程和研究结果的可靠是实证研究质量的重要

保证。

５　 技术接受理论研究的未来展望

技术接受理论与相关模型是用于解释和预

测信息技术能否被用户采纳和使用的有效方

法，对于了解用户对技术的态度和行为意愿有

着重要意义。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技术接受

理论与模型也不断发展和完善，未来研究呈现

出以下特点与趋势。
（１）应用领域不断扩大。 技术接受理论始

终走在技术的最前沿，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
技术接受理论将会应用于研究用户对更新的技

术的使用态度及接纳意愿，如可穿戴设备、虚拟

现实技术等。 此外，对一些关注不够的领域和

研究对象，如农村居民、企业职工等技术接受研

究应得到加强。
（２）研究方法及途径的多元化。 目前，技术

接受的相关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数据收集方法是

问卷调查法，然而单一的研究方法获取的截面

数据，难以解释动态、复杂的研究问题。 在技术

接受过程中，随着用户使用经验的增加，感知易

用性的影响逐渐减弱［４４］ ，而且用户的自我效能、
感知有用性也不是恒定不变的，这些因素都会

随着使用经验的增加而变化［４５］ 。 因此，采用不

同的研究方法及历时研究的途径将会成为该领

域研究的趋势。 这种趋势已经出现，本研究获

取的文献中，已有 ７．９％的研究采用访谈法或实

验法收集数据。 此外，一些学者采用神经网络

分析法和计算机仿真法分析数据。 研究设计不

再局限于某一种方法，而是根据研究的需要，采
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共同解释某一现象，通过多

种方法彼此验证得出的结论，增加研究结论的

可靠性，弥补单一方法造成的不足。
（３）出现具有领域特征的整合模型。 技术

接受实证研究已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主

题，不同的研究主题下反复出现一些理论和影

响因素，如网络教育下的学科教学法知识理论

以及学习 ／ 任务影响因素。 当这些因素的影响

作用被反复验证并最终证实之后，将会出现适

用于该主题的技术接受整合模型，这一模型应

融合该主题下独特的影响因素和理论，使得这

一模型有别于其他领域的技术接受模型。 因

此，不同研究领域出现带有明显领域特征的技

术接受整合模型将成为趋势。
（４）技术接受基础理论研究不断加强。 技

术接受相关模型在被广泛应用的同时，也受到

很多质疑，如模型的解释力问题。 一些学者已

做出尝试来回应这些质疑，如 ＵＴＡＵＴ 吸收了理

性行 为 理 论 等 其 他 理 论 的 合 理 内 核， 经

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 等 证 实 其 解 释 能 力 高 达 ７０％；
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 在 ＵＴＡＵＴ 的基础上增加了“享乐动

机、价格和习惯”因素，提出了 ＵＴＡＵＴ２，使模型

的解释力上升至 ７４％，但这种提升只是在消费

者信息技术接受领域，而在其他领域尚未得到

证实［４６］ 。 此外，用户对技术的接受和采纳是一

个复杂的、动态变化的过程，还有很多问题尚未

解决，包括用户技术的二次接受、技术接受过程

中间歇性中辍、持续使用等，需要纵向的研究数

据加以解释，这些问题都应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６　 结语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了国内技术接

受研究领域的 ４６４ 篇文献，揭示了国内该领域研

究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同时展望未来的研究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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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以下内容。 ①国内

技术接受研究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②技术接

受研究呈现学科交叉的趋势，学者在不同的领

域应用技术接受理论和模型，推动了技术接受

研究的发展。 ③技术接受理论模型具有普适

性，可适用于不同领域的信息技术的接受和使

用问题研究；同时，当该理论模型应用于不同的

环境时，例如网络教育，一些与网络教育相关的

变量即被引入，以充实或修正已有模型，形成具

有新的解释力的理论模型。 这同时体现了技术

接受理论模型的可拓展性。 ④ 实证研究是该领

域的主流研究途径，模型的引入、新变量的融入

与拓展是研究的主要模式。 ⑤ 尽管国内在该领

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当前技术接受的

实证研究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理性思考缺失，
研究方法单一，中介变量、调节变量的忽略，技
术接受理论本身研究的弱化，这妨碍了新理论

的开发与构建，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着力避免。

不同于以往的文献计量和综述性研究，本
研究着重关注技术接受研究的科学研究过程、
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以及技术接受相关研究

中出现的新变量和新理论，聚焦技术接受相关

文献的研究内容和引入的外部变量和理论，从
文献的表面特征和内容特质两个方面审视当前

研究。 当然，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研究

样本的选取上，只选择了期刊文献，缺乏对博硕

士论文的分析；此外，由于聚焦国内的研究，没
有分析国外的文献，缺乏国内外比较分析。 未

来的研究将弥补这些不足，深入技术接受模型

“内部”，探讨变量的类别、变量的中介效应、核
心变量的效应量等问题，持续推进技术接受领

域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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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ＩＣＭＥＣＧ０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ＥＥＥ，２００９：２８－３１．

［２１］ 闫慧．我国信息资源公益性开发与利用政策的发展趋势———一项基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 Ｊ］ ． 图书情报工

作，２００９（１４）：４９－５３．（Ｙａｎ Ｈｕｉ．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ｅｎｅ⁃

ｆｉ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０９（１４）：４９－５３．）

［２２］ 李纲．公共政策内容分析方法：理论与应用［Ｍ］．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７－１０．（Ｌｉ Ｇａ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７－１０．）

［２３］ 王曰芬，路菲，吴小雷． 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的比较与综合研究［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５（ ９）：７２ － ７５．

（ Ｗａｎｇ Ｙｕｅｆｅｎ，Ｌｕ Ｆｅｉ，Ｗｕ Ｘｉａｏｌｅｉ．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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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琳　 何鹏飞： 国内技术接受研究： 特征、 问题与展望
ＬＩ Ｙｕｅｌｉｎ ＆ ＨＥ Ｐｅｎｇｆｅ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０５（９）：７２－７５．）

［２４］ 王芳，史海燕，纪雪梅． 我国情报学研究中理论的应用：基于《情报学报》的内容分析［ Ｊ］ ． 情报学报，２０１５，

３４（６）：５８１－５９１．（Ｗａｎｇ Ｆａｎｇ，Ｓｈｉ Ｈａｉｙａｎ，Ｊｉ Ｘｕｅｍｅｉ．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３４（６）：５８１－５９１．）

［２５］ Ａｈａｒｏｎｙ 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ｓ：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ｏｐ １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２００７－８［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４４（１）：２７－３５．

［２６］ 冷伏海，于微微．从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 ＡＲＩＳＴ 及《情报学进展》载文内容看情报学研究动态与发展［ Ｊ］ ． 情报学

报，２０１３，３２ （ １０ ）： １０１２ － １０２５． （ Ｌｅｎｇ Ｆｕｈａｉ， Ｙｕ Ｗｅｉｗｅ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ＡＲＩＳＴ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３２（１０）：１０１２－１０２５．）

［２７］ Ｔｕｏｍａａｌａ Ｏ，Ｊäｒｖｅｌｉｎ Ｋ，Ｖａｋｋａｒｉ Ｐ．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６５－２０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６５（７）：１４４６－１４６２．

［２８］ 沙勇忠，牛春华．当代情报学进展及学术前沿探寻———近十年国外情报学研究论文内容分析［ Ｊ］ ． 情报学

报，２００５， ２４ （ １２ ）： ６４４ － ６５０． （ Ｓｈａ Ｙｏｎｇｚｈｏｎｇ， Ｎｉｕ Ｃｈｕｎｈｕａ．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ｂｒｏａｄ［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２４（１２）：６４４－６５０．）

［２９］ Ｈｉｄｅｒ Ｐ，Ｐｙｍｍ Ｂ．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 ｈｉｇｈ－ｐｒｏｆｉｌｅ Ｌ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８，３０（２）：１０８－１１４．

［３０］ Ｍａｄｄｅｎ Ａ，Ｒｕｔｈｖｅｎ Ｉ，ＭｃＭｅｎｅｍｙ Ｄ． Ａ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ｖｉｄｅｏ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６９（５）：６９３－７１４．

［３１］ Ｊｕｌｉｅｎ Ｈ，Ｐｅｃｏｓｋｉｅ Ｊ Ｊ Ｌ，Ｒｅｅｄ Ｋ．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９－２００８：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 Ｌｉ⁃

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３３（１）：１９－２４．

［３２］ 万映红，刘潇，曹小鹏．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国内客户关系管理研究文献分析［ Ｊ］ ． 情报学报，２０１１，３０（１１）：

１２１９－１２２５．（Ｗａｎ Ｙｉｎｇｈｏｎｇ，Ｌｉｕ Ｘｉａｏ，Ｃａｏ Ｘｉａｏｐｅ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３０ （ １１）：

１２１９－１２２５．）

［３３］ 王心裁． 社会科学文献类型、特点与用户需求研究［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１９９４（ ５）：１１－ １５．（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ｃａ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ｄ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ｕｓｅｒ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１９９４（５）：１１－１５．）

［３４］ 马费成，张勤．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热点———基于词频的统计分析［ Ｊ］ ． 情报学报，２００６，２５（ ２）：１６３－ １７１．

（ Ｍａ Ｆｅｉｃ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 Ｑ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ａ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２５（２）：

１６３－１７１．）

［３５］ 钟伟金，李佳． 共词分析法研究（一）———共词分析的过程与方式［ Ｊ］ ． 情报杂志，２００８（ ５）：７０－ ７２．（ Ｚｈｏｎｇ

Ｗｅｉｊｉｎ，Ｌｉ Ｊｉａ．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ｃｏ－ｗｏｒ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ｏ－ｗｏｒ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５）：７０－７２．）

０４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三卷　 第二二七期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２２７

［３６］ 蔡禾，赵巍． 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辨析［ Ｊ］ ． 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４（ ３）：８ － １２． （ Ｃａｉ Ｈｅ，Ｚｈａｏ Ｗｅｉ．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Ｊ］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４（３）：８－１２．）

［３７］ Ｌｏｍｂａｒｄ Ｍ，Ｓｎｙｄｅｒ－Ｄｕｃｈ Ｊ，Ｂｒａｃｋｅｎ Ｃ 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ｏｄｅｒ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Ｊ］ ．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２，２８（４）：５８７－６０４．

［３８］ 李武．开放存取的两种实现途径研究：ＯＡ 期刊和 ＯＡ 知识库［ Ｍ］．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６２－

１６３．（ Ｌｉ Ｗｕ．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Ｏ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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