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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 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9年 6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8.47亿，

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 99.1%，学生依然是中国网

民的最大群体，占比 26%。2018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

的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成年国

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 76.2%，远超传统阅读率，手机

阅读国民占比 73.7%，电子阅读器阅读占比 20.8%[1]。易观智

库发布《2018中国移动互联网数据盘点 & 预测专题分析报

告》显示：移动阅读高速增长，市场规模达到 153.2 亿元。

移动阅读既是阅读的一种主要途径，又是移动终端的一

项主要功能，移动图书馆本应成为移动阅读的主要客体，却在

移动阅读浪潮中被大众忽视。全面了解用户移动阅读行为特

征及使用影响因素，并与当前移动图书馆服务对比研究是非

常有必要的，以期探索出更符合用户移动阅读行为特征、更符

合用户移动阅读使用意愿的移动图书馆服务，为进一步建设

适应社会化阅读的移动图书馆提供理论参考。

2 研究设计与数据采集

2.1 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问题集中于大学生移动阅读行为特征表现及移

动阅读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这些行为特征挖掘移动阅读渗

透率高的原因；并将当前高校移动阅读服务与大学生移动阅

读行为和影响因素进行对照分析，找出高校移动图书馆低使

用率的原因，并提出能迎合大学生移动阅读行为的移动图书

馆服务策略。

2.2 数据采集

本研究主要采用访谈法和问卷法进行研究数据获取。首

先通过访谈 5名大学生移动阅读和移动图书馆使用时间、频

次、情景及相关体验等问题，并结合文献调研结果和详细的概

念操作设计调查问卷，问卷题项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

主要调查大学生的个人背景信息与移动阅读的行为特征；第

二部分是以可能影响大学生移动阅读行为的各种因素作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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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情景 人数 占比 阅读需要 人数 占比 阅读内容 人数 占比 内容格式 人数 占比

睡觉前 141 78.6% 打发时间 136 76.2% 社交软件 142 79.3% 文本 179 100%
等候时间 131 73.3% 消遣娱乐 110 61.5% 小说 108 60.3% 图片 179 100%
乘坐通工具 128 71.5% 形成习惯 94 52.5% 新闻 76 42.5% 视频 128 71.5%
上厕所 114 63.6% 学习求知 72 40.3% 学习资料 38 21.2% 音频 76 60.3%

不感兴趣课堂

课间休息

吃饭

73
63
33

42.4%
35.2%
18.7%

调节心情 41 23.1% 文学作品 23 12.8% 动画 43 24%

表 1 阅读情景、需要与内容统计

础，通过操作化处理形成的测量量表；第三部分主要调查大学

生移动图书馆使用体验。问卷以随机方式在大学自习室、图书

馆发放 230份，回收有效问卷 189份。

3 数据分析

3.1 大学生移动阅读行为特征描述

基于有效样本统计，179位大学生进行过移动阅读，占总

样本量的 94.7%，10 位同学未进行过移动阅读，占总样本量

的 5.3%。本研究对移动阅读行为表现的统计描述以样本中进

行过移动阅读的 179人为依据。大学生移动阅读频率主要是

每天 1~3 次、每天 3 次以上，每次移动阅读市场主要集中在

15~30分钟、30~60 分钟和小于 15 分钟。从数据可以看出，大

学生移动阅读时间状态主要表现为短时与多频次的特点。

在调查大学生移动阅读情景，超过 70%被调查同学选择

在“睡觉前”“等候时间”“乘坐交通工具”会进行移动阅读；其

次是在“工作或课间休息”“不感兴趣课堂”“上厕所”会进行移

动阅读；被问及为何会在自己选择的情景选择移动阅读时，超

过 76%的同学选择了打发时间，其他原因则是消遣娱乐、形

成习惯，40%的同学选择了学习求知，详细数据统计见表 1。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在选择为什么进行移动阅读时超过半

数同学认为是已经习惯在闲散时间进行移动阅读，这是移动

阅读渗透率高的核心原因，丰富的、符合大学生移动阅读需要

的资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进行移动阅读，大学生在移

动阅读中满足了自己阅读需要，便会在有需要时继续进行移

动阅读，然后继续被满足然后继续进行移动阅读，这样周而复

始，用户对移动阅读产生路径依赖，移动阅读的用户黏性越来

越高，便形成习惯。

大学生移动阅读内容大部分为社交软件、小说、新闻等。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进行移动阅读的情景大部分是

闲散时间，且大部分还伴有外界噪音（如课间休息）或心有牵

挂（如等公交车），这种短时闲散时间不宜进行需要动脑思考、

深层理解的学习。社交软件推送的资源、小说、新闻等都是碎

片化、休闲化、娱乐化的信息，这部分信息只需浅层次阅读、浏

览即可，因此能成为移动阅读内容的主体。与之相适应的，

65%以上的被调查者愿意使用移动终端阅读内容偏休闲性的

小说，而仅 30%左右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使用移动终端阅读

内容偏学习性的考试资料和学术论文。

3.2 大学生移动阅读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问卷中可能影响大学生移动阅读行为的 25 种
因素作为原始变量进行因子分析，以便于清晰了解影响大学

生移动阅读行为的维度结构。为使量表结果具有可用性和可

靠性，首先应对量表进行信度分析，采用 Cronbach’s Alpha系
数对问卷内部做一致性检验，作为衡量问卷信度的指标。经

SPSS信度分析得到量表信度系数为 0.7944，可认为量表具有

较高信度。

因子分析前需要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的球形检验，以确

定原始变量之间是否具备较强的相关性，从原始变量中找出

代表性公因子。KMO测量值为 0.771，且 Bartlett 的球形检验

的相伴概率为 0.000，表明相关数据不是单位矩阵，即原始变

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可认为原始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

KMO和 Bartlett 的球形检验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

因子，公因子析取结果如表 2所示，在提取出 8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公因子，这 8 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7.056豫，也
就是说用这 8个公因子代替 25个变量可以概括原始变量所

包含的将近 7成的信息，因此这 8个公因子可以描述大学生

移动阅读的影响因素。

经过 Varimax 方差最大法旋转后，得出各因子载荷量，如

表 3 所示。除“移动阅读内容可获取性”“以往边读边做笔记或

画横线”因子载荷量分别为 0.451，0.461外，其他都达到 0.5以
上，分析结果总体上基本令人满意。移动阅读资源的丰富程

度、价值高低等均是对移动阅读内容是否能够满足用户闲散

时间阅读需求的描述，因此该公因子为“资源的用户需求满足

度”；终端配置对阅读的支持程度等均是用户使用移动终端进

行阅读的体验是否愉悦、是否优于纸本阅读，因此该公因子为

“移动终端阅读体验愉悦度”；流量费用、资源获取成本等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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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1 5.785 23.139 23.139 5.785 23.139 23.139 2.694 10.778 10.778
2 2.250 9.001 32.141 2.250 9.001 32.141 2.283 9.130 19.908
3 1.893 7.593 39.713 1.893 7.573 39.713 2.232 8.928 28.836
4 1.747 6.988 46.702 1.747 6.988 46.702 2.157 8.628 37.464
5 1.499 5.994 52.696 1.499 5.994 52.696 2.155 8.619 46.083
6 1.328 5.312 58.008 1.328 5.312 58.008 1.968 7.871 53.954
7 1.244 4.978 62.986 1.244 4.978 62.986 1.783 7.131 61.085
8 1.017 4.070 67.056 1.017 4.070 67.056 1.493 5.971 67.056
9 .852 3.409 70.465

表 2 主成分析取解释的方差总和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成分

1 2 3 4 5 6 7 8

资源的用户需求满足度

资源的丰富程度 .812 .054 -.045 .047 .171 .145 .003 .134
资源的价值高低 .802 .251 .241 .011 .009 .028 -.021 -.015
资源的可理解程度 .716 .031 .125 .180 .268 .075 .052 .095
移动阅读效果 .611 -.171 .072 .050 .165 .311 .013 .297
资源的可获取性 .451 .150 .364 .300 .368 -.101 .040 .049

移动终端阅读体验愉悦度

终端配置对阅读的支持程度 .013 .735 .113 -.183 .022 .023 .053 -.053
终端大小亮度产生的阅读舒适性 .097 .732 .105 .122 .172 .094 -.076 -.091

移动终端运行和响应速度 .235 .638 -.084 .229 .062 .095 -.128 .265
终端阅读的便捷性 .093 .592 .007 .135 .129 -.011 -.128 .401

阅读成本

流量费用 .118 .018 .822 .216 .124 .152 .086 .023
内容获取的成本 .404 .148 .718 -.001 .039 -.030 -.068 .098
移动终端价格 -.058 .080 .670 .234 .130 .405 .057 -.002

阅读安全

病毒的威胁 .104 -.050 .165 .844 .031 .065 .043 .010
个人隐私安全 .046 .181 .053 .824 .051 .056 .026 .031
财产安全 .216 -.013 .322 .533 .266 -.253 -.158 .267

个人信息需求

体验新事物的欲望 .041 .086 .095 .052 .799 .013 .060 -.015
了解他人动向的欲望 .302 .151 .072 .086 .716 .046 .127 .053

及时查询 .265 .118 .021 .055 .537 .105 -.146 .349
阅读环境

周围人的移动阅读情况 .054 .072 .077 -.073 .170 .807 .049 -.090
社会移动阅读环境 .011 .207 .165 .095 -.178 .747 .009 .144

纸本依赖

对纸质的触感依赖 -.014 .026 -.019 -.029 .008 -.052 .852 -.043
保存纸质较有真实感 .079 -.157 .030 .118 .113 .106 .817 .016

以往边读边做笔记或画横线 -.097 -.067 .381 -.199 -.088 .085 .461 .336
移动阅读路径依赖

对移动终端的依赖程度 .243 .376 .032 .227 -.079 .045 .207 .825
对移动阅读应用的依赖程度 .052 -.052 .132 -.039 .454 .179 -.044 .725

表 3 旋转成分矩阵

对用户移动阅读成本的衡量，该公因子为“阅读成本”；病毒

威胁等是对用户进行移动阅读风险的衡量，该公因子为“阅

读安全”；体验新事物的欲望等是对用户进行移动阅读时信

息需求的描述，该公因子为“个人信息需求”；周围人移动阅

读情况、社会移动阅读环境是对移动阅读社会环境的衡量，

该公因子为“阅读环境”；对纸质的触感依赖等都是对纸质资

源的依赖程度，越依赖纸质越抵制移动阅读，该公因子为“纸

本依赖”；移动终端的依赖程度和移动阅读应用的依赖程度

是衡量用户移动阅读的路径依赖程度，该公因子为“移动阅

读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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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学生移动图书馆使用情况描述

基于有效样本统计，141 位大学生未使用过移动图书馆

（两所调查学校使用的超星移动图书馆），占总样本量的

74.6%，48位同学使用过移动图书馆，占总样本量的 26.8%，
使用过移动图书馆的大学生其使用频率大部分为每周 2~3次、
每月 2~3 次、每学期 2~3 次，由此课间移动图书馆在两所学

校的使用力度还有待加强。使用过的移动图书馆服务主要是

图书全文阅读、馆藏及借阅信息查询，仅有 7位同学使用过移

动图书馆中公开课和视频资源。未使用过移动图书馆的同学

选择的原因大部分是资源不吸引自己、资源并非不可替代、使

用不便捷、不知道有移动图书馆。

4 研究结果

通过上述大学生移动阅读行为和影响因素研究可粗略分

析出大学生移动阅读普及率高的原因主要为以下三点。

淤零碎时间的浅层次阅读需要。经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

移动阅读需要主要为打发时间、消遣娱乐，阅读内容以休闲放

松类资源为主，丰富的网络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大学生

零碎时间的浅阅读需求；

于对移动终端的路径依赖。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得

大学生随时随地都能接触丰富的网络资源，在碎片化的间歇

时间，移动阅读更能吸引易于接受新事物的大学生；移动终端

的大屏、高清、快速运转使大学生在利用移动终端进行信息获

取、信息阅读时具有良好的移动阅读体验。无疑，移动终端是

大学生在零碎时间可选的一条优良路径，良好的体验致使大

学生在零碎时间对移动终端产生路径依赖。

盂移动应用软件的高用户黏性。各移动应用产品为了抢

夺用户资源，不断分析用户行为、提高用户体验，根据用户属

性、习惯等不断优化应用功能，推出各种个性化服务，提供用

户最感兴趣、最可能需要的信息供大学生阅读，致使大学生对

这些移动应用软件具有较高的用户黏性。

反观目前样本学校使用的超星移动图书馆客户端，其服

务主要有馆藏查询、借阅查询，电子图书、期刊、报纸阅读，公

开课学习。依据大学生移动阅读行为特征和影响因素，本研究

认为超星移动图书馆在被调查者中使用率低的原因主要有以

下几点：淤超星移动图书馆目前提供的资源主要是具有系统

性、完整性的电子图书、期刊、报纸等，这些本都是非常适合大

学生校园学习和生活的数字资源，但却并不能满足大学生在

零碎时间的浅层次阅读需要；于虽然超星移动图书馆中的数

字资源也有符合大学生浅层次阅读需求的电子小说类图书、

休闲娱乐类期刊、关注实时类报纸，但大部分大学生不知道有

移动图书馆或者对移动图书馆并不了解，在需要移动阅读时

就自然不会想到移动图书馆；盂移动图书馆目前提供的服务

并不是大学生在其他地方所不能获取的，抑或者并不是大学

生获取信息最便捷最全面最准确的，移动图书馆相较于其他

的移动应用没有特别突出之处，对大学生没有足够吸引力，大

学生对移动图书馆的用户黏性并不高。

针对上述移动图书馆使用率低的原因，本研究认为在未

来移动图书馆服务应主要从资源建设、用户黏性两方面着手。

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提出过许多优秀的移动图书馆服务，包括

业务功能多元化、服务需求个性化、服务推广全面化等，本研

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淤高校移动图书馆应做好适合浅阅读的中小资源块建

设。调查发现大学生更愿意用收阅读小说，而更愿意用平板电

脑阅读学习资料和学术论文。因此，大学生如果需要利用图书

馆学习时更会愿意通过电脑终端访问数字图书馆或者直接到

实体图书馆。本研究认为完整、系统的数字资源并不能适应大

学生移动阅读行为特征，至少在当前移动图书馆建设的初始

阶段，不应追求资源的多而全，而应做好资源划分，以适合建

设大学生浅层次阅读的中小资源块为主。

于高校移动图书馆应注重索引、向导功能的建设。调查发

现使用过移动图书馆的大学生主要是使用全文阅读、馆藏查

询、借阅查询功能，全文阅读内容主要为歌德电子图书借阅机

上扫描下载的人文社科类图书，这部分图书是符合读者浅阅

读需求的，本研究认为目前全文建设应主要集中在人文社科

类非学术性质的图书全文阅读建设，待移动图书馆更加成熟，

用户量更大之后再适时建设其他图书全文阅读功能。高校移

动图书馆更应承担实体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的推广责任，当

前亟需做好的是移动图书馆的索引、向导功能，用户可以利用

零碎时间查询、检索、浏览（如大学生可通过移动图书馆检索

数字图书馆中是否有自己感兴趣的课程的在线学习视频），根

据检索到的信息更好地使用数字图书馆和实体图书馆。

盂高校移动图书馆应成为大学生校园生活百事通，增强

大学生使用黏性。高校移动图书馆提供的服务不过不是在别

的地方所以不能获取到的，就一定要提供最便捷获取的、最全

面的、最贴近大学生校园生活的信息，成为大学生校园生活百

事通，大学生需要了解校园的学习、生活各方面信息都会想到

移动图书馆，通过这些全面的校园生活信息服务拉动移动图

书馆其他服务的使用，进而提高移动图书馆的使用率，慢慢培

养大学生对移动图书馆的路径依赖和使用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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