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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持续使用意愿及发生

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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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借鉴信息系统持续使用模型（ＥＣＭ 模型），构建了研究用户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持续使用意愿及其

发生机理的概念模型，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所得的数据进行分析。 调查结

果表明：①用户在使用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过程中所形成的期望确认程度和满意度是影响他们继续使用该类应用的

重要因素；②大学生在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使用过程中所形成的阅读有用性认知显著影响他们对该类应用的满意度

和持续使用意愿，但社交有用性认知对他们不存在预期的显著影响；③大学生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持续使用意愿

不仅取决于 ＥＣＭ 模型所囊括的变量，同时也受诸如主观规范等其他变量的影响；④除对大学生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持续使用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外，主观规范也对他们的阅读有用性认知和社交有用性认知具有重要的作用。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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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社会化阅读” （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这

一术语开始进入公众和学术界的视野。 其实社

会化阅读并不是新鲜事物，读者之间的互动和

分享行为在传统的读书俱乐部和沙龙中已经存

在多年［１］ 。 不过，只有近些年来随着数字化文

本和社会化媒体的发展，社会化阅读才真正获

得实质性进展［２］ 。 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所谓

的“社会化阅读”往往特指借助阅读社区或者阅

读平台开展的数字阅读活动。 借助这些新系

统，读者可以在线添加注释和撰写评论，参加同

他人的在线讨论，彼此分享信息和交换观点。
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是目前读者开展社会化阅

读活动的重要渠道。 自从 Ｆｌｉｐｂｏａｒｄ 问世以来，
该类 ＡＰＰ 相继涌现，它们通常为用户提供聚合

信息、定制推送和社会交往功能。 Ｚａｋｅｒ 是国内

模仿 Ｆｌｉｐｂｏａｒｄ 最成功的社会化阅读软件。 自

２０１０ 年底上线以来，该 ＡＰＰ 将来自报纸、杂志、
微信等信息源的文本和图片按照用户意愿聚合

到一起，实现个性化定制。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Ｚａｋｅｒ
又推出具有“好友分享”功能的版本，满足用户

基于不同阅读兴趣的互动话题讨论。 据统计，
当前 Ｚａｋｅｒ 用户已经超过 １． ３ 亿，活跃用户达

１ ２００万［３］ 。 除此之外，市场上还活跃着其他知

名的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比如国外的 Ｚｉｔｅ、Ｔａｐｔｕ 和

国内的鲜果、网易阅读等），它们均拥有一定数

量的使用者。 在一项针对 ２ ０００ 多名受访者的

调查中，一半被调查者坦言，“社会化媒体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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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自己的阅读方式” ［４］ 。
技术创新与扩散的实践和研究表明，一项

新的信息系统的最终成功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

先进与否，还取决于用户对该系统的认知和接

受行为［５］ 。 尽管用户的初始采纳是新系统迈向

成功的重要一步，但是用户持续使用才是其最

终成功的关键驱动力［６－７］ ，因为用户的使用意愿

和行为在整个过程中会发生变化。 目前很多

ＡＰＰ 推广者把 ８０％的精力用于获取新用户，而
在维护与已有用户的关系方面却投入有限［８］ 。
Ｆｌｕｒｒｙ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针对 ２３ 万款高下载量的

ＡＰＰ 的分析表明，它们在用户手机上一个月、两
个月和三个月的平均存留率呈现递减趋势（分

别为 ５４％、４３％和 ３５％） ［９］ 。 由此可见，如何在

第一时间留住现有用户也是 ＡＰＰ 发展过程中必

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为此，本文以大学生

为研究对象，聚焦于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用户的持

续使用意愿及其发生机理的探讨。

１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１．１　 理论基础

在过去的 ２０ 年中，信息系统研究者一直重

视探讨用户对新的信息系统的采纳和使用行为

规律。 基于创新扩散理论（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 ［１０］ 、 技 术 接 受 模 型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１１］ 和计划行为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１２］ ，研究者深入考察影响个体

用户初始采纳一项新系统的相关变量以及具体

的影响方式［１３］ 。 近年来正在兴起的信息系统持

续使用研究，则聚焦于用户对某一特定系统初

始采纳后并未中断使用的持续意愿和行为，与
之相似的提法有继续使用、采纳后行为、实施后

阶段等［１４－１６］ 。 持续使用这个概念描述了用户对

特定信息系统继续使用的行为模式，它与初始

采纳概念同样非常重要。
期 望 确 认 理 论 （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ＥＣＴ）是用于研究消费者的重新购买意

愿的重要理论［１７］ 。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ｅｒｊｅｅ 认为用户对信

息系统的持续使用意愿与消费者是否继续购买

产品或服务非常类似，他突破传统针对信息系

统的用户采纳理论的研究框架，基于期望确认

理论构建了全新的信息系统持续使用模型（ Ｅｘ⁃
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ｎｃｅ，
ＥＣＭ） ［１８］ 。 ＥＣＭ 模型的四个核心概念（有用性

认知、期望确认程度、满意度和持续使用意愿）
之间的关系如图 １ 所示。 该模型最大的贡献在

于真正区分了初始采纳和持续使用这两种不同

的意愿和行为，并将用户满意度和期望确认程

度整合到我们对用户信息系统使用行为的理解

框架中。 ＥＣＭ 模型被提出以来，已被相关学者

运用于不同主题的研究中，比如门户网站［１９］ 、移
动互联网［２０］ 、即时通信系统［２１］ 、ＳＮＳ 网站［２２－２３］ ，
以及用户基于虚拟社区的知识创建或分享

意愿［２４－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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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ＥＣＭ 理论模型［１８］

１．２　 研究假设

前期先导访谈发现，大学生对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使用绩效期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
阅读本身的期望和对社会交往的期望，这与我

们对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动机的研究结果不谋而

合［２６］ 。 因此，为了更好地体现所研究主题的特

性，本研究将 ＥＣＭ 模型中的“有用性认知”变量

细化为阅读有用性认知和社交有用性认知。 前

者是指用户认为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能为他们在阅

读方面所带来的收获，后者是指用户认为社会

化阅读 ＡＰＰ 能为他们在社交方面所带来的益

处。 至于 ＥＣＭ 中的其他三个核心变量，我们直

接采纳并引用它们的工作定义。
根据 ＥＣＭ 模型，本研究首先提出下列研究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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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Ｈ１：用户在初始使用阶段所形成的满意度

显著正向影响他们对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持续使

用意愿；
Ｈ２：用户的期望确认程度显著正向影响他

们对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满意度；
Ｈ３ａ：用户对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阅读有用

性认知程度显著正向影响他们对该类 ＡＰＰ 的满

意度；
Ｈ３ｂ：用户对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社交有用

性认知程度显著正向影响他们对该类 ＡＰＰ 的满

意度；
Ｈ４ａ：用户对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阅读有用

性认知程度显著正向影响他们对该类 ＡＰＰ 的持

续使用意愿；
Ｈ４ｂ：用户对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社交有用

性认知程度显著正向影响他们对该类 ＡＰＰ 的持

续使用意愿；
Ｈ５ａ：用户的期望确认程度显著正向影响他

们对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阅读有用性认知程度；
Ｈ５ｂ：用户的期望确认程度显著正向影响他

们对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社交有用性认知程度。
基于理性行为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ｅｄ Ａｃ⁃

ｔｉｏｎ）的框架［２７］ ，ＴＡＭ２ 对原始 ＴＡ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技术采纳模型）模型进行了扩

展，其中增加了社会影响对用户采纳行为的作

用，而主观规范（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则是测量社会

影响的重要变量。 该变量被界定为 “个人对对

自己来说重要的他人认为自己是否应该实施某

一行为的认知” ［２８］ 。 在此基础上，技术接受和

使用整合理论（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提出了直接影响用户行为意

愿的三大要素：绩效期望、努力期望和社群影

响［２９］ 。 这三个变量大致对应 ＴＡＭ 模型中的有

用性认知、易用性认知和主观规范。 这三个变

量是影响用户对新的信息系统初始采纳的主要

因素，所以它们也有可能影响到用户对该系统

的持续使用意愿和行为。 可以说，有用性认知

考察的是用户对信息系统效用的认知，而易用

性认知指向的是用户自我效能维度。 相关实证

研究表明，前者在信息系统采纳前和采纳后这

两个阶段都能显著影响用户的态度和意愿，而
后者在后续使用阶段的作用则日益减弱［１１，１６］ 。
同时考虑到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善于接受和使

用新系统的大学生，所以同 ＥＣＭ 模型一样，并未

将易用性认知变量纳入其中。 但也正考虑到研

究对象的特殊性———大学生是一个相对容易受

他人影响的群体，中国学生又是成长在集体主

义文化背景之下的［３０－３１］ ，所以主观规范在他们

是否决定继续使用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过程中应该

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本研究提出第六个研究假设：
Ｈ６：用户的主观规范显著正向影响他们对

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持续使用意愿。
由此最终构建的概念模型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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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持续使用意愿概念模型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和步骤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数据，目标调

研人群为正在使用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大学生。
由于目前对由 ＥＣＭ 模型中“有用性认知”变量

细化而来的“阅读有用性认知”和“社交有用性

认知”这两个变量的测量缺乏成熟的量表，我们

首先通过立意抽样原则在上海某高校征募 １６ 名

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使用者，通过焦点小组方式

对他们进行访谈，最终结合相关文献和访谈结

果设置相应问项。 对“满意度”“期望确认程度”
“主观规范”和“持续使用意愿”测量量表的问项

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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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则直接援引现成的量表，以保证研究的信

效度。 在问卷初稿完成之后，在同一所高校开

展预测试，共有 ５８ 名学生填写了问卷。
本研究的正式问卷调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份

开展，在上海地区的三所大学同时进行（分别

为：一所 ９８５ 重点大学、一所 ２１１ 非 ９８５ 重点大

学和一所上海市属一般院校） 。 调研人员在上

述三所大学的公共场合（主要是图书馆和公共

自习教室）现场发放和回收问卷。 在问卷的最

前面，设置一道是非题：“你是否正在使用下列

任何一款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共列出了目前市

场上较为流行的包括 Ｆｌｉｐｂｏａｒｄ 和 Ｚａｋｅｒ 在内的

八款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 通过这道题目，过滤

了目前没有使用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大学生用

户。 对于回答缺失的问题，调研人员现场提醒

被调查者补充完成，由被调查者自行决定是否

继续填答。 本研究没有为被调查者提供物质

奖品。

２．２　 测量量表开发

为保证本研究测量量表的信效度，测量问

项基本上借鉴已有文献，并根据社会化阅读的

主题特性略做调整。 除了对满意度的测量采用

语义差异表之外，问卷中对其他变量的测量均

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１ ＝ 完全反对，５ ＝ 完

全赞成）。 测量量表问项见表 １，量表分值的计

算采用求均值法。 整份问卷的克朗巴哈 α 系数

高达 ０．９０，内部信度非常理想。

表 １　 测量变量、问项、来源及信度检验

变量 测量问项 参考文献或来源 信度检验 因子负荷

ＳＲＡ 有助于我全面地获取自己感兴趣的阅读内容。 Ｄａｖｉｓ 等人（１９８９） ［１１］ ０．７２

ＳＲＡ 有助于我精准地获取自己感兴趣的阅读内容。 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 等人（２００３）［２９］ ０．６５

阅读有用

性认知

ＳＲＡ 有助于我提高获取阅读内容的效率。 访谈资料 ０．８５ ０．６４

使用 ＳＲＡ 提高了我的阅读收获。 ０．６８

使用 ＳＲＡ 提升了我的阅读体验。 ０．６８

总体而言，我觉得 ＳＲＡ 是相当有用的阅读应用软件。 ０．７４

使用 ＳＲＡ 有助于我跟爱好阅读的好友保持互动和联系。 Ｄｕｎｎｅ 等人（２０１０） ［３２］ ０．８３
社交有用

性认知
使用 ＳＲＡ 可以使我容易找到爱好阅读的潜在朋友。 Ｌｅｅ 等人（２０１２） ［３３］ ０．８２ ０．８６

使用 ＳＲＡ 能让我更有效地与他人分享文章或交换意见。 访谈资料 ０．７２

我在使用 ＳＲＡ 过程中所获得的体验超过了我的预期。 Ｙｉ（１９９０） ［３４］ ０．７３
期望确认

程度
ＳＲＡ 所提供的服务质量超过我的预期。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ｅｒｊｅｅ（２００１）［１８］ ０．７７ ０．８２

我对 ＳＲＡ 的大多数期望在使用过程中都得到了满足。 ０．６９

总体而言，您在使用社会化阅读软件的过程中感受如何 Ｓｐｒｅｎｇ 等人（１９９６） ［３５］

非常不满意 ／ 非常满意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ｅｒｊｅｅ（２００１）［１８］ ０．８１

满意度 非常不愉快 ／ 非常愉快 ０．８０ ０．８５

非常郁闷 ／ 非常惬意 ０．８２

极为糟糕 ／ 甚是欣喜 ０．８３

在我的同学 ／ 朋友中，相当多的人在使用 ＳＲＡ。 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 等人（２０００）［２８］ ０．８２

主观规范 在我的同学 ／ 朋友中，相当多的人认为我应该使用 ＳＲＡ。 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 等人（２００３）［２９］ ０．８３ ０．７１

在我认识的人中，相当多的人认为使用 ＳＲＡ 是个好主意。 ０．７０

我打算继续使用 ＳＲＡ（不会放弃使用这类软件）。 Ｍａｔｈｉｅｓｏｎ（１９９１） ［３６］ ０．５５
持续使用

意愿
我打算继续使用 ＳＲＡ（不会寻找其他替代的阅读途径）。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ｅｒｊｅｅ（２００１）［１８］ ０．８５ ０．６０

今后我有可能不再使用 ＳＲＡ。 ０．６２

　 　 注：ＳＲＡ 是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ｐｐｓ 的简称

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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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数据分析及结果

３．１　 描述统计分析

历经半个月，我们共成功收集到 ５７６ 份问

卷，删除填写不完整的问卷，保留 ５０８ 份有效问

卷，用于后续的数据分析。 在被调查者中，男生

占比 ５３．１％，略高于女生（４６．９％）；理工科学生

（包括农林医等学科大类） 占比 ５８．７％，人文学

科和社会科学的学生占比 ４１．３％。 年级分布情

况为：１５．７％为大一新生，２０．３％为大二学生，大
三学生所占比例最高（３４．１％），大四学生所占比

例最低（６．３％），２３．６％为研究生（其中硕士研究

生占 １８．７％）。
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

计分析，主要结果如下。 ①最为常用的数字阅

读终端设备： ６０％ 的大学生选用智能手机，
２３．２％选用台式机或笔记本，１３．３％选用平板电

脑，只有 ３．５％的用户选用电子阅读器（如 Ｋｉｎ⁃
ｄｌｅ）。 ②最经常阅读的内容类型：最经常的是资

讯 新 闻 类 （ ４４． ９％）， 其 次 是 消 遣 娱 乐 类

（２７．２％），其他诸如实用信息类和学习参考类内

容的比例较低。 ③每周阅读频率：在过去一周

内，将近一半的大学生（４６．５％）每天多次进行社

会化阅读，２６．４％每天进行社会化阅读的次数为

一次，剩余的 ２７．２％则数日才有一次社会化阅

读。 ④平均每次阅读时长：大学生在这个方面

的表现呈现典型的橄榄型，每次平均阅读时长

为“１６—３０ 分钟”的用户最多（占 ２８．９％），位于

两端的“１ 个小时以上”（占 １４．２％）和“５ 分钟或

以下”（占 １２．２％）的用户比例最低（见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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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大学生社会化阅读时间（阅读频率和阅读时长）

　 　 表 ２ 提供了本研究中六个主要变量的均值

和标准差，以及双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核心的变量两两之间都

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表 ２　 核心变量之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及基本描述统计数据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均值 标准差

１．阅读有用性认知 １．００ ３．６０ ０．７２

２．社交有用性认知 ０．３４∗∗ １．００ ３．２６ ０．８５

３．期望确认程度 ０．４３∗∗ ０．３８∗∗ １．００ ３．２７ ０．６９

４．满意度 ０．３０∗∗ ０．１９∗∗ ０．３０∗∗ １．００ ３．７８ ０．６４

５．主观规范 ０．３２∗∗ ０．３９∗∗ ０．３７∗∗ ０．２５∗∗ １．００ ３．６６ ０．７７

６． 持续使用意愿 ０．４４∗∗ ０．２８∗∗ ０．４４∗∗ ０．３１∗∗ ０．５０∗∗ ３．６５ ０．７６

　 　 注：∗∗ ｐ＜０ ０１

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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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结构方程模型

利用 ＡＭＯＳ ２１．０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问项组合（Ｉｔｅｍｓ Ｐａｒｃｅｌｉｎｇ）是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过程中将若干个显性变量进行整合并形成新的

观测指标的过程，问项组合一般由两个或更多

的问项组成。 研究表明，当问项具有单一维度

结构特征的时候，使用问项组合可以使模型的

拟合度更好，同时对结构参数的估量也会更准

确［３７］ 。 因素分析表明本研究考察的六个核心变

量均为单一维度，因此我们使用问项组合进行

方程模型分析。
３．２．１　 初始预测模式

图 ４ 展示了预测模型中的标准化路径系

数。 除了 Ｈ３ｂ 和 Ｈ４ｂ 之外，其他假设都与我们

的理论模型相符。 具体而言，在统计学上具有

显著作用的研究路径包括：①满意度对持续使

用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β ＝ ０．１５，ｐ＜ ０．００１）
（Ｈ１）；②期望确认程度对满意度（ β ＝ ０．１８，ｐ＜
０ ００１）（ Ｈ２）、阅读有用性认知 （ β ＝ ０． ４５， ｐ ＜
０ ００１）（Ｈ５ａ） 和社交有用性认知（ β ＝ ０．４７，ｐ＜
０ ００１）（Ｈ５ｂ） 均有显著正向影响；③阅读有用

性认知对满意度（β ＝ ０．１８，ｐ＜０ ００１） （ Ｈ３ａ）和持

续使用意愿（β ＝ ０．２９，ｐ＜０ ００１） （ Ｈ４ａ）均有显著

正向影响；④主观规范对持续使用意愿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β ＝ ０．３６，ｐ＜０ ００１） （ Ｈ６）。 但是，研
究发现社交有用性认知对满意度（ β ＝ ０ ０４，ｐ ＝
０．３０３） （ Ｈ３ｂ） 和持续使用意愿 （ β ＝ ０ ０２， ｐ ＝
０ ５８９）（Ｈ４ｂ）均没有预期的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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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持续使用意愿预测模型（标准化系数）

　 　 为确保数据与假设模型相符，模型拟合度

指标必须符合相关的规定。 通常而言，作为一

个拟合度理想的模型，χ２ 值对应的显著性概率

大于 ０ ０５（未达显著水平），ＡＧＦＩ 要大于 ０ ９０，
ＲＭＳＥＡ 要小于 ０ ０８（适配合理）或者小于 ０ ０５
（适配良好），ＮＦＩ、ＣＦＩ 和 ＴＬＩ 等增值适配度指数

要大于 ０ ９０［３８］ 。 本研究中的预测模型各项拟

合度指标都不太理想。 χ２ （ ５） ＝ １０５． ８２， ｐ ＜
０ ００１；ＡＧＦＩ ＝ ０ ７１；ＲＭＳＥＡ ＝ ０ ２０；ＮＦＩ ＝ ０ ８４；
ＣＦＩ ＝ ０ ８４；ＴＬＩ ＝ ０ ５３。 该模型对大学生社会化

阅读 ＡＰＰ 持续使用意愿的解释量为 ３１％。
３．２．２　 修正后的模型

为了提高预测模型的拟合度，我们查看了

修正指标。 进行模型修正时，一次只对一个参

数进行修正为宜，修正完再重新执行模型估计。
在对模型进行修正的时候，增列的参数关系也

不能违反结构方程模型的假定［３９］ 。 参考修正指

标并结合上述原则，我们依次做了如下处理：
①为阅读有用性认知和社交有用性认知这两个

变量的残差项建立共变关系 （ 可降低卡方值

２２ ７７），②增加主观规范对社交有用性认知的

影响这条路径（可降低卡方值 ２８．３７），③增加主

观规范对阅读有用性认知的影响这条路径（可

降低卡方值 １５．９３），④增加期望确认程度对持

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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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使用意愿的影响这条路径 （ 可降低卡方值

１４ ７８）。 增加主观规范对社交有用性认知的影

响、主观规范对阅读有用性认知的影响、期望确

认程度对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这三条路径，在
理论上也是合理的。

另外，为了实现模型的简洁性要求，我们删

除了原始预测模型中没有显著影响的两条路

径———社交有用性认知对满意度的影响和社交

有用性认知对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 最终确定

的理论模型如图 ５ 所示。 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

理想： χ２ （ ３ ） ＝ ７． ４４， ｐ ＝ ０ ０６； ＡＧＦＩ ＝ ０ ９７；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 ＮＦＩ ＝ ０ ９９； ＣＦＩ ＝ ０ ９９； ＴＬＩ ＝
０ ９７。 同时，模型中各变量对大学生社会化阅

读 ＡＰＰ 持续使用意愿的解释力也从原来的 ３１％
提高至 ３７％。 与原始模型相比，该模型增加了

三条具有显著影响的路径，它们分别是：主观规

范对阅读有用性认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β ＝
０ １９，ｐ＜０ ００１），主观规范对社交有用性认知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 β ＝ ０ ２９，ｐ＜０ ００１），期望确认

程度对持续使用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β ＝
０ １９，ｐ＜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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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持续使用意愿修正模型（标准化系数）

４　 讨论

ＥＣＭ 模型表明，用户在决定是否继续使用

某特定新的信息系统的时候，期望确认程度和

满意度这两个变量起到重要作用。 本研究的调

查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大学生在初始使用社会

化阅读 ＡＰＰ 阶段所形成的期望确认程度显著影

响他们对该类 ＡＰＰ 的满意度，并进而显著影响

他们对该类 ＡＰＰ 的持续使用意愿。 不仅如此，
本研究在证实 ＥＣＭ 模型所确定的期望确认程

度、满意度和持续使用意愿三者关系的同时，还
明确了期望确认程度对持续使用意愿存在直接

影响。 大学生对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期望确认程

度对他们持续使用该类应用意愿的直接效果值

为 １９．３％，而总效果值为 ３０ １％。 显而易见，期
望确认程度对持续使用意愿的直接影响是非常

重要的， 不可忽视。 ＥＣＭ 是在 Ｏｌｉｖｅｒ 提出的

ＥＣＴ 基础上提出的，根据 ＥＣＴ 的理论框架［１７］ ，
消费者再购买意愿的形成基于如下四个步骤：
首先，消费者在购买之前形成对某特定产品或

服务的初始预期；然后，他们购买和使用该产品

或服务，基于实际使用经验形成对它的表现认

知；其次，他们根据在第二阶段所形成的对产品

或服务的表现认识，评估自己的初始预期是否

得以确认或满足；最后，他们基于期望确认程度

和满意度形成自己的再购买意愿。 根据该理论

框架，对购买产品或服务前的预期和购买后对

产品或服务的表现认知进行比较后得出的期望

确认程度，不仅可以通过满意度变量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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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而且可以直接对后者

产生影响。 从统计分析的角度来看，本研究也

认为存在期望确认程度直接作用于持续使用意

愿这条路径的可能性，因为满意度作为这两个

变量的中介变量，也完全有可能扮演完全中介

或部分中介的角色［４０］ 。
同时本研究发现， 大学生对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期望确认程度显著正向影响他们对该类

应用的有用性认知（包括阅读有用性认知和社

交有用性认知），这为 ＥＣＭ 模型所确定的两者

之间的关系再次提供了实证基础。 大学生最初

对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期望值可能会比较低，因
为他们不太确定能从中获取什么，但他们有可

能仍然愿意去采纳和使用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并
希望借此形成对该类应用更为具体的效用感

知。 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如果大学生发现社

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效用与他们的预期值存在差距

的话，就会根据实际使用经验重新调整对社会

化阅读 ＡＰＰ 效用的期望，即采纳后的有用性感

知。 认知不协调理论（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ｉｓｓｏ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
ｒｙ）可以为本研究发现的这种期望确认程度与有

用性认知的关系提供理论依据。 根据该理

论［４１－４２］ ，如果用户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对新

的信息系统的有用性认知与采纳之前的感知存

在差距，就会产生认知上的不协调性，或导致心

理上的紧张状态。 为了克服这种由认知失调引

起的紧张，理性的用户就会采取各种方法，比如

重新调整自己对新系统的有用性认知，使之与

自己的使用经验趋向一致。 自我认知理论（ Ｓｅｌｆ⁃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也可为这种现象提供很好的

解释。 该理论认为，当用户通过观察自己和他

人的行为获取关于某特定事物新信息的时候，
自身就会根据这些新信息不断调整对该事物

的原 始 认 知 （ 比 如 对 该 事 物 的 初 始 期 望

值） ［４３］ 。
在 ＥＣＭ 模型中，有用性认知对用户的满意

度和持续使用意愿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根据

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主题特性，本研究将大学生

对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有用性认知细化为阅读有用

性认知和社交有用性认知。 有趣的是，本次调

研的数据分析表明，大学生在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使用过程中所形成的阅读有用性认知显著影响

用户对该类 ＡＰＰ 的满意度和持续使用意愿，但
社交有用性认知对它们却不存在预期的显著影

响。 不论是知识类阅读还是审美类阅读，每本

图书或每篇文章的读者都是某类兴趣爱好或是

思想情感的志同道合者，这意味着阅读具有天

然的社交基因。 但受限于技术和空间问题，阅
读和社交的这种纽带关系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

上被人为割裂了［１］ ，以至于人们潜意识地认为

“阅读和社交根本是两码事”。 换言之，当大学

生在利用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时候，他们认为自

己在从事“阅读”活动，社交元素的介入非但不

能提升阅读质量，而且有可能会干扰“阅读”活

动。 本次调研也发现，大学生在利用社会化阅

读 ＡＰＰ 时并不太开展社交活动，他们分享（ Ｍ ＝
２．８８，ＳＤ ＝ ０ ９９）、点赞（Ｍ ＝ ２．８１，ＳＤ ＝ １．０４）和评

论（Ｍ ＝ ２．５３，ＳＤ ＝ ０ ９８）的频次均不到中等水平

（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法）。 反之，当用户利用

诸如微信这类以社交为功能导向的应用开展阅

读活动的时候，社交性目的就成为他们最主要

的动机［４４］ 。 这就从用户对阅读和社交关系认知

的角度为本研究的这一发现提供了注脚。 当

然，这一现象也有可能是由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开

发过程中所存在的技术问题造成的。 社会化阅

读网站 ＢｏｏｋＧｌｕｔｔｏｎ 认为，“新技术是社会化阅读

发展的助推器，是培育这种阅读活动的天然场

所” ［４５］ 。 遗憾的是，众多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开发

商尽管在信息聚合和定制推荐方面做了大量的

努力，但他们并未真正意识到如何将阅读和社

交进行有机融合和无缝链接，现有的点赞、分享

和评论按钮往往成为可有可无的“鸡肋”。 本次

关于用户社交有用性认知（ Ｍ ＝ ３．２６，ＳＤ ＝ ０ ７２）
和阅读有用性认知（ Ｍ ＝ ３．６０，ＳＤ ＝ ０ ８５）的调查

数据也说明大学生对前者的评价显著低于后者

（ｔ ＝ ８．２３∗∗∗ ）。
在 ＥＣＭ 模型所确定的核心变量之外，本研

究在构建概念模型时增加了主观规范变量。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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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调研结果充分说明，大学生社会化阅读的

持续使用意愿不仅取决于 ＥＣＭ 模型所囊括的变

量（比如期望确认程度和满意度），同时也受诸

如主观规范等其他变量的影响。 事实上，主观

规范对持续使用意愿影响的总效果值是所有变

量中最高的一个（０ ３８）。 ＴＡＭ２ 模型认为主观

规范通过内在化过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可以影响

有用性认知变量［２８］ 。 所谓内在化过程是指，当
个人感知到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他人觉得自己应

该使用该新的信息系统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把

他人的信念整合到自己的信念结构中［４６－４７］ 。 比

如说，当大学生觉得对他 ／ 她来说重要的他人都

在使用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或认为使用该类 ＡＰＰ
是个好主意的时候，自己或许也开始会相信社

会化阅读 ＡＰＰ 确实是有用的。 通常而言，这种

影响主要是发生在初始采纳阶段，因为用户尚

未真正使用过某特定新系统，他们对系统的感

知形成主要依赖于来自他人、媒体或其他来源

的二手资料。 当用户已经开始使用某特定系统

的时候，他们对该系统的有用性判断则更多地

来自自身的使用经验，而非他人影响。 所以，当
修正指标建议在模型中增加主观规范对阅读有

用性认知和社交有用性认知这两条路径的时

候，直观上似乎不太合理，但恰好反映了社会化

阅读不同于传统阅读的某些特点。 例如，在社

会化阅读过程中，用户获取内容和解读内容往

往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完成的。 具体而言，
在利用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时候，大学生希望通

过他人的转发和推荐获取感兴趣的文章，通过

与他人的交流和评论来完成对文本的解读。 在

这种情况下，即使大学生本身已经对社会化阅

读 ＡＰＰ 有使用经验，周遭的他人（尤其是对自己

来说重要的家人、朋友、老师和同学） 是否使用

该类 ＡＰＰ，仍然可能对他们判断该类 ＡＰＰ 是否

有用发挥重要的作用。

５　 贡献及不足

本研究基于 ＥＣＭ 模型研究大学生社会化阅

读的持续使用意愿及其发生机理，具有一定的

理论和实践价值。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首先，本
研究验证了 ＥＣＭ 模型在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用户

持续使用研究议题上的适用性。 比如说，确认

了期望确认程度和满意度是有效预测用户持续

使用意愿的重要变量，证实了期望确认程度能

够有效作用于用户的有用性认知。 其次，本研

究借助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用户持续意愿这一特

定案例丰富和扩展了 ＥＣＭ 模型。 具体而言，本
研究将主观规范有机地整合到现有 ＥＣＭ 模型

中，有效提高了该模型的解释力；本研究在证实

期望确认程度通过满意度作用于持续使用意愿

的同时，确定了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作用路径。
最后，本研究从用户接受的角度充实了关于社

会化阅读议题的现有研究成果。 目前，针对该

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与图书馆阅

读推广的关系、对数字出版的影响等方面［４８］ ，鲜
有学者从用户角度系统开展研究。 本研究基于

ＥＣＭ 模型深入研究社会化阅读的用户持续使用

意愿及其发生机理，为我们理解社会化阅读的

本质，洞察阅读和社交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

启发。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本研究对于社会化阅

读 ＡＰＰ 如何留住现有用户也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 例如在系统的开发和更新方面，开发者应

该在继续加强信息聚合和定制推荐功能的同

时，更要重新思考和调整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在提

供社交服务方面的发展思路和实现手段。 根据

《２０１３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报告》，社会化分

享已逐渐成为 ＡＰＰ 开发的“标准配置” ［４９］ 。 但

作为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开发者，不仅只是为用

户提供一个分享按钮而已，而要深入系统地思

考社会化阅读中阅读和社交的关系，并真正基

于兴趣实现阅读和社交的有机融合和无缝链

接，比如实现针对更小内容单元（如段落和句

子）的动态注释、评论、互动和分享功能。 在推

广和营销方面，推广者首先要倡导“阅读本质上

就是互动和交流的过程”这一理念，改变部分用

户关于“阅读与社交根本是两码事” 的固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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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然后需要有意识地区别发展潜在用户和维

护现有用户这两种不同的营销活动。 针对现有

用户，阅读服务提供商不仅要继续告知他们使

用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所带来的益处，同时也要引

导他们有效使用这类应用，以最大程度提高用

户的期望确认程度和满意度，从而提升现有用

户的持续使用意愿和用户黏性。 另外，在维持

现有用户方面，阅读服务提供商仍然需要重视

主观规范对他们的影响，比如充分发挥口碑传

播和意见领袖的作用。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

三点。 第一，本研究采用的是基于某一时间节

点对研究对象开展的横截面研究，为了更好地

把握初始采纳和持续使用之间的复杂动态关

系，今后可设计一套历时性的研究方案，就同一

批研究对象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开展追

踪研究，考察和对比用户在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不

同使用阶段对其有用性认知和其他方面的感知

变化，从而确定影响用户初始采纳和持续使用

意愿的不同因素或同一因素在不同阶段的变化

情况。 第二，本研究将用户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

持续使用意愿作为研究的因变量，但对于持续

使用行为来说，持续使用意愿是必要但非充分

条件［５０］ ，为系统了解用户社会化阅读持续使用

行为，需要将研究变量从使用意图进一步扩展

到使用行为，探讨影响用户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持

续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理。 第

三，出于调研成本考虑，本研究以上海地区大学

生为研究对象，但是，社会化阅读 ＡＰＰ 的使用人

群较为多样，今后的研究可扩展样本的地域和

职业范围，从不同视角检验并丰富本研究构建

的概念模型，同时也为社会化阅读服务商提升

系统功能和推广效果提供更为全面的调研数据

和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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