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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调查的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文献中的原始内容进行编码

分析，探讨多设备环境下网络用户信息搜索行为的研究进展。 研究发现：用户搜索活动跨越不同类型的设备

成为一种趋势；用户的网络信息搜索行为受搜索内容、时间、地点、设备种类等因素交叉影响；用户搜索数据的

共享能够支持用户的搜索活动在不同设备间转移。 针对现有研究的一些问题，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内

容：深化理论研究，构建相关的搜索行为模型；选择更多的设备类型；收集更多类型的用户数据；在数据描述基

础上，探讨深层原因，分析用户行为的个性化差异；开发多设备环境下支持跨设备搜索的系统、应用等。 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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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时代，信息搜索行为是用户网络行

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显示，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我国搜

索引擎用户规模达 ５ ２２ 亿，手机搜索用户达

４ ２９ 亿，使用率达 ７７ １％ ［１］ 。 ２０１５ 年百度发布

的数据显示，移动搜索成为仅次于社交通讯应

用的第二大应用类目，过去三年里，人均移动搜

索次数增长达 ４７％ ［２］ 。 互联网用户的移动搜索

行为日益普遍，网络信息搜索活动开始从桌面

端向移动终端转移。
同时，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智能终端设备

成本降低，用户持有智能终端设备的种类也更

加丰富。 Ｐｅａｒｓｏｎ 于 ２０１４ 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

示，大学生中拥有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的比例分别为 ８９％、８４％、４５％ ［３］ 。 用户拥

有智能终端设备数量和种类增多，使得用户的

搜索行为不再局限于一种设备，而是会在不同

的设备间进行转移［４］ ，呈现出的跨越不同设备

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研究者们逐渐关注到，多设备环境下，用户

的搜索行为和单一设备上的搜索行为相比发

生了变化，并对该环境下用户的搜索行为展开

了研究。 本文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对文献内

容进行深入分析，探讨用户在不同设备上的搜

索行为特征，以及搜索活动在不同设备间的

转移。

１　 研究概况及编码方法

１ １　 文献调研情况

本文的相关文献主要来源有 ＡＣ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Ｅｍｅｒａｌｄ、ＷＯＳ、
ＥＢＳＣＯ、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中国知网，以及百度、谷
歌等搜索引擎。 与多设备搜索相关的术语主要

有“ ｍｕｌｔｉ － ｄｅｖｉｃｅ ｓｅａｒｃｈ” “ ｃｒｏｓｓ － ｄｅｖｉｃ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ｒｏｓｓ －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ｅａｒｃｈ” “ ｍｕｌｔｉ ｓｃｒｅｅｎ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ｒｏｓｓ－ｓｃｒｅｅｎ ｓｅａｒｃｈ” “跨设备搜索” “多设备搜

索”“跨平台搜索” “跨屏搜索” “多屏搜索” “跨

会话搜索”等，本文以这些术语为关键词进行文

献检索（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 经过

剔除后，筛选出与本文研究主题高度相关的文

献共计 ７２ 篇，大多为国外的研究成果，国内该领

域研究较少。 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计算机

科学、信息科学领域。
在研究者中，谷歌实验室和哥伦比亚大学

的 Ｋａｍｖａｒ 等人、都柏林大学的 Ｃｈｕｒｃｈ 等人对移

动搜索行为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加州大学的

Ｓｏｈｎ 等人关注用户网络数据在不同设备间的分

享；来自微软的 Ｗｈｉｔｅ、Ｈｕａｎｇ 等人对跨设备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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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进行了探索。 微软、谷歌、雅虎等由于自身强大

的科研实力和海量数据，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处

于领先地位。

１ ２　 相关概念辨析

“多设备搜索” （ ｍｕｌｔｉ⁃ｄｅｖｉｃｅ ｓｅａｒｃｈ）是对用

户在不同设备上的搜索行为，从查询词、搜索的

时间和地点等方面进行研究。 有一些研究者或

研究机构采用“多屏搜索”（ｍｕｌｔｉ⁃ｓｃｒｅｅｎｓ ｓｅａｒｃｈ）
来表述，如今的用户每天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

各种屏幕前，如平板电脑屏幕、手机屏幕、电视

屏幕等［５］ ，用户会在不同的屏幕上发生搜索行

为。 两者更侧重对用户在不同设备上搜索行为

的比较，并不强调同一搜索行为是否跨越不同

设备。
“跨 设 备 搜 索 ” （ ｃｒｏｓｓ⁃ｄｅｖｉｃｅ ｓｅａｒｃｈ 或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ｓｐａｎ ｄｅｖｉｃｅｓ） 是从用户在同一搜索任

务中使用不同设备的角度进行研究。 多设备环

境下，用户的搜索行为会跨越不同类型的设备，
并可能在不同设备间发生转移；一些复杂的搜

索任务往往需要多个搜索会话，跨越多种类型

的设备［６］ 。 “跨屏搜索”（ｃｒｏｓｓ－ｓｃｒｅｅｎ ｓｅａｒｃｈ）和

“跨设备搜索”的概念没有实质性差别，两者强

调的都是同一搜索行为在不同种类设备或屏幕

间发生转移或切换，如今用户的多屏幕切换行

为已经十分普遍［５］ 。
“跨平台搜索” （ ｃｒｏｓ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ｅａｒｃｈ）中的

“平台”一般有两个维度的解释，指不同终端的

设备，或者不同类型的操作系统［７］ 。 例如，用户

在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电视上的网络

信息 搜 索 行 为， 或 者 在 搭 载 了 安 卓 系 统、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Ｐｈｏｎｅ 系统等设备上的网络信息搜索

行为。 因此， “跨平台搜索” 和“跨设备搜索”
“跨屏搜索”的概念相差不大，只是突出了不同

操作系统的差异。
综上，“多设备搜索” “多屏搜索”的概念范

围要更广，“跨设备搜索” “跨屏搜索” “跨平台

搜索”的概念范围相对较小，强调搜索行为的

转移。 因此，本文综合研究了当前多设备环境

下，用户在不同设备上的搜索行为，也兼顾探

讨用户搜索行为的转移，以期实现综述的全

面性。

１ ３　 本文编码方法

研究者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用户的网络信

息搜索行为进行研究。 在本文参考文献中，有
２８ 篇采用搜索引擎日志挖掘方法，有 ２６ 篇采用

用户实验日志的研究方法，有 ２１ 篇采用用户调

查问卷的方法，有 １２ 篇采用访谈方法，其中一些

研究综合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
这些用户行为研究都涉及实验数据的分析

结果、用户访谈或问卷调查结果、研究性结论

等，因此，本文采用经典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
对参考文献中实验数据的分析结果、用户访谈

或问卷调查结果、研究性结论等原始内容，使用

ＡＴＬＡＳ ｔｉ 软件进行编码分析。
在文献调查中发现，上述一些原始内容中

不同形式的表述，表达的是相同含义。 笔者将

这些相同含义的表述进行归纳整理，如在一些

结论性阐述中，有的采用“网民的搜索内容种类

多样” ［８］ 的表述，有的则采用“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ｒｉｅ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ｅａｒｃｈ” ［９］ 等表述，均表达的是网络用户搜索内

容的主题类型广泛的意思，故将这两种表述分

别计为一条规范化的“陈述”，并统一编码为“多

设备环境下用户搜索的主题类型总体上分布广

泛”，该编码视作一级编码。 笔者从上述相关文

献中共抽取了 ２２８ 条“陈述”，分别对这些“陈

述”进行一级编码。 在一级编码的基础上，根据

编码内容归纳为 ５ 个二级编码。

１ ４　 编码结果

通过上述方法，笔者将抽取的 ２２８ 条 “陈

述”分类、归纳、分析，并逐级编码，从定量的角

度探讨在多设备环境下对用户网络信息搜索行

为的主要研究主题分布，具体的“陈述”分类见

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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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编码分类及其频次统计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编码频次 编码频率（％）

多设备环境下查询

词的特征

多设备环境下用户使用不同设备查询输入的词数、字母数

总体相差不大
２２ ９ ６５

多设备环境下搜索

内容的主题分布

多设备环境下用户搜索的主题类型总体上分布广泛 ３２ １４ ０４

用户在不同设备上搜索内容的主题类型存在差异 １８ ７ ８９

用户搜索某些类型的网络信息时会引发一些后续行为 ２３ １０ ０９

多设备环境下搜索

活动的时间分布

用户在不同设备上搜索活动发生的时间整体上呈现出碎片

化和集中性的特点
１７ ７ ４６

一些搜索活动呈现出即时性的特点 ７ ３ ０７

多设备环境下用户在不同时间搜索的网络信息类型存在

差异
１７ ７ ４６

多设备环境下搜索

活动的地点分布

用户使用不同设备时搜索活动发生的地点总体上分布广泛 １５ ６ ５８

用户使用不同设备搜索时的地点分布存在差异 １３ ５ ７０

基于用户地理位置的本地信息搜索逐渐普遍 １７ ７ ４６

用户在不同地点搜索的网络信息的类型存在差异 ６ ２ ６３

基于设备转移的跨

设备搜索行为

多设备环境下用户的搜索行为会在不同类型的设备间发生

转移
２７ １１ ８４

如何帮助用户在不同设备间实现跨设备搜索 １４ ６ １４

２　 多设备环境下查询词的特征

用户输入的查询词，是反映用户搜索内容主

题分类的最基础数据。 研究者对用户查询词的数

据进行分析，探讨多设备环境下用户搜索内容的主

题分布特征。 笔者按照前文的编码方法将与用户

查询词相关的“陈述”进行整理（见表 ２）。

表 ２　 编码及“陈述”举例（１）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陈述”举例 频次

多设备

环境下

查询词

的特征

多设备环境下

用户使用不同

设备查询输入

的词数、字母数

总体相差不大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ｑｕｅｒｉｅ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Ｐｈ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ｓ，ｂｏｔｈ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ＱＷＥＲＴＹ ｋｅｙｂｏａｒｄｓ［１０］ ．
Ｑｕｅｒｙ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ｓ ｖｅｒ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Ｐｈｏｎｅ ｓｅａｒｃｈ，ｂｕｔ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ｆ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ｓｅａｒｃｈ［１０］ ．
总体来看，我国移动用户输入的查询串长度并没有因输入终端不同而减少

输入内容［１１］ 。
Ｗ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ａｔ ｍｏｂｉｌｅ ｕｓｅｒ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ｌｏｎｇｅｒ ｑｕｅｒｉｅｓ ｔｈａｎ ｔａｂｌｅｔ ａｎｄ
ｄｅｓｋｔｏｐ ｕｓｅｒｓ［１２］ ．
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ｓｔａｔｅｄ，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ｕｓｅ ｑｕｅｒ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ｌｙ ｓｈｏｒ⁃
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ｉｒ Ｗｅｂ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１３］ ．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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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从原始内容的编码情况来看，用户在不同

设备上搜索网络信息时，使用查询词的长度是

动态变化的，ＰＣ 端和移动端的查询词长度总体

区别不大。
Ｋａｍｖａｒ 等对用户输入的查询词进行持续研

究，通过不同设备的对比，发现用户在不同设备

上使用的查询词长度总体差别不大，具体到某

一个搜索会话中， ＰＣ 机上的搜索查询词最

多［９－１０］ 。 王继民等也发现，用户在移动端和 ＰＣ
端搜索时输入的汉字查询词的数量相差不

大［１１］ 。 Ｂａｅｚａ－Ｙａｔｅｓ 等发现日本手机用户在移

动端设备上的查询词长度长于桌面端［１４］ 。 而

Ｙｉ 等发现查询词的长度是动态变化的［１５］ ，用户

在不同设备上输入的查询词长度没有明显的

区别［１６］ 。
随着搜索推荐功能的使用逐渐普遍，用户

在搜索框内不再需要输入完整的查询词，而由

于不同设备功能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不同

设备上查询词的比较结果。 王继民等发现移动

用户使用下拉框的搜索提示等查询推荐功能的

比例并不高［１１］ ，Ｓｏｎｇ 等发现用户在平板电脑上

和 ＰＣ 机上使用搜索推荐的概率较高［１２］ ，这些

因素可能会影响用户输入查询词的长度。
同时，用户还可以通过语音识别、条形码扫

描、图片搜索等多种方式查找网络信息。 搜索

查询方式更加丰富，因此搜索行为也更加复杂。
例如，用户在使用语音搜索时，经常通过词汇或

者语音等方式修正之前的查询［１７］ 。 但是现有搜

索行为的研究中，尚未对用户的语音识别搜索、
图片搜索等数据进行充分记录、分析。

３　 多设备环境下搜索内容的主题分布

研究者对用户输入的查询词进行分析，总
结出多设备环境下用户搜索内容在主题分布方

面的一些特征。

３ １　 总体分布广泛

采用前文的编码方法，笔者将与用户在多

设备环境下搜索内容相关的“陈述”进行整理和

频次统计，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编码及“陈述”举例（２）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陈述”举例 频次

多设备

环境下

搜索内

容的主

题分布

多设备环境下

用户搜索的主

题类型总体上

分布广泛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ｒｉｅ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ｅａｒｃｈ［９］ ．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 ＆ ｃｏｍ⁃
ｍｕｔｉｎｇ［１８］ ．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ｗ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ｉｎｔｏ ｅｉｇｈｔ ｃａｔｅｇｏ⁃
ｒｉｅｓ［１９］ ．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１５ ７６％ ｏｆ ｕｎｉｑｕｅ ｑｕｅｒｉｅｓ ｂｅｌｏｎｇ ｔｏ ａｄｕｌ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ｗｉｔｈ １８ ７４％ ｏｆ ａｌｌ 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ｂｅｉｎｇ ｑｕ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２０］ ．
Ｍｏｂｉｌｅ ｕｓｅｒ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ａ ｗｉｄ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１］ ．
高校在校学生的移动搜索内容具有多样化的特点［２２］ 。
……

３２

　 　 从表 ３ 的编码结果可以看出，研究者对用

户搜索网络信息的主题类型进行了最深入的研

究，相关编码的“陈述”占比最高。 总体来看，多
设备环境下用户搜索内容的主题分布十分

广泛。
Ｙｉ 等对雅虎移动搜索的用户研究发现，个

人娱乐类信息的搜索占比最高［１５］ 。 研究者将用

户搜索的内容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Ｋｏｍａｋｉ 等将用户搜索内容分为“琐事搜索” “个

人信息” “ 交通信息” “ 新闻 ／ 天气” 等 ８ 个类

别［１９］ 。 Ｓｏｈｎ 等将其分为“个人琐事” “购物”等

１６ 个种类［２３］ 。 Ｈｉｎｚｅ 等将搜索内容分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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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指导型”两大类［２４］ 。 艾媒咨询发现中国

用户使用不同设备搜索最多的内容为：新闻、小
说、本地服务、软件应用、图片等［２５］ 。

为体现上述调查结论，此处采用前文所述

的编码方法，将文献中与搜索内容主题分布有

关的原始内容抽取出来，并对表达相同含义的

表述进行统一编码，如将“股票” “金融”等表达

财经类信息的表述统一编码为“财经”，以此来

反映研究者对用户搜索内容的分类情况，并将

频次统计结果显示在表 ４ 中。 可以看出，现有研

究中，用户搜索内容的主题类型主要有 ２６ 类，涵
盖种类丰富，包含用户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

表 ４　 多设备环境下搜索内容的主题分类频次统计

类别编号 搜索内容分类 频次 百分比（％） 类别编号 搜索内容分类 频次 百分比（％）

１ 购物 １７ １３ １８ １４ 艺术 ３ ２ ３３

２ 本地信息 １２ ９ ３０ １５ 汽车 ３ ２ ３３

３ 新闻 １１ ８ ５３ １６ 社交 ３ ２ ３３

４ 地图 ／ 导航 １０ ７ ７５ １７ 个人琐事 ３ ２ ３３

５ 食品 ８ ６ ２０ １８ 教育 ３ ２ ３３

６ 财经 ７ ５ ４３ １９ 电影 ３ ２ ３３

７ 天气 ７ ５ ４３ ２０ 健康 ２ １ ５５

８ 娱乐 ６ ４ ６５ ２１ 成人 ２ １ ５５

９ 旅游 ５ ３ ８８ ２２ 招聘 ２ １ ５５

１０ 体育 ５ ３ ８８ ２３ 法律 ２ １ ５５

１１ 科技 ４ ３ １０ ２４ 美容 １ ０ ７８

１２ 常识 ４ ３ １０ ２５ 游戏 １ ０ ７８

１３ 酒店 ４ ３ １０ ２６ 公共服务 １ ０ ７８

３ ２　 基于不同设备的搜索内容的差异

在多设备环境下，由于设备功能、用户使用

习惯的不同，用户在不同设备上搜索内容的分

布存在一些差异：用户使用设备的功能种类越

多，搜索内容的分布也就越广泛。
笔者将与本节相关的“陈述”抽取出来，并

进行频次统计，相关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编码及“陈述”举例（３）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陈述”举例 频次

多设备

环境下

搜索内

容的主

题分布

用户在不同设

备上搜索内容

的主题类型存

在差异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ｑｕｅｒｉｅ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ｓ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ｔ ｏｆ ｉＰｈ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１０］ ．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ｏｂｉｌｅ ｕｓｅｒｓ ａｒｅ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２３ ５％） ｔｏ ｉｓｓｕｅ ａｄｕｌｔ－ｃｏｎｔｅｎｔ
ｑｕｅｒｉｅｓ ｔｈａｎ ｔａｂｌｅｔ ａｎｄ ｄｅｓｋｔｏｐ ｕｓｅｒｓ，ｗｈｉｃｈ ａｌｉｇ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ｆｏｕｎｄ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ｌｙ［１２］ ．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ｍ ｆａｃｔｏ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ａｂｌｅｔ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ｈａｓ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ｈｏｗ ｐｅｏｐｌｅ ｕｓｅ ｔｈｅｍ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ｂ ｓｅａｒｃｈ［２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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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移动搜索发展早期，由于移动设备的功

能有限，移动应用较少，用户在移动端搜索内容

不如桌面端多样［９］ 。 随着智能移动设备的迅速

发展，功能越来越丰富，用户使用智能手机搜索

主题的多样性，要强于普通手机［１０］ 。 而用户使

用平板电脑和 ＰＣ 机搜索内容的主题分类相似，
手机和 ＰＣ 机的区别较大［１２］ 。 艾媒咨询发现用

户使用平板电脑和 ＰＣ 机时，对视频、音乐的搜

索量要高于手机［２５］ ，这和设备屏幕的尺寸、接入

网络的方式等因素有关。
由于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智能终端设备

成本降低，功能日趋丰富，与 ＰＣ 机的功能差异

逐渐缩小，用户的搜索行为从桌面端向移动端

转移。 现有对移动搜索行为的研究较多，并且

将其与 ＰＣ 搜索行为进行对比。

３ ３　 搜索内容引发后续行为

在多设备环境下，研究者发现，用户在搜索

一些特定类型的信息时，会引发一些后续行为，
这些后续行为反映了用户对于搜索结果的满意

度和处理情况。 由于移动端设备便携、连接网

络方式多样等特点，引发的后续行为较多。 笔

者将与用户搜索活动引发后续行为相关的“陈

述”进行整理，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编码及“陈述”举例（４）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陈述”举例 频次

多设备

环境下

搜索内

容的主

题分布

用户搜索某些

类型的网络信

息时会引发一

些后续行为

Ｓｏｍ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ｍｏｒｅ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ａｃｔｉｏｎｓ［２１］ ．
购物决策和周边消费是用户使用移动搜索生活化的需求，也能直接产生经

济效益［２２］ 。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ｄｒｉｖｅｓ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２７］ ．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 ｏｕｔ ｏｆ ｆｉｖ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ｅａｒ⁃
ｃｈｅｓ 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ａ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２８］ ．
５０％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ｗｈ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ｌｏｃ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ａ
ｓｔｏｒ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ｄａｙ，ａｎｄ ３４％ ｗｈｏ ｓｅａｒｃｈ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 ｔａｂｌｅｔ ｄｉ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２９］ ．
……

２３

　 　 用户使用移动端设备时，５５％的移动搜索会

产生打电话、购物等后续行为，且发生在一小时

内；多设备环境下，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智能

手机进行移动搜索，使用智能手机时产生的后

续行为最多，其次是同时使用智能手机和 ＰＣ 机

时［２７］ 。 Ｎｅｕｓｔａｒ 发现在对本地类信息进行搜索

时，８０％的搜索活动都会产生购物消费［２８］ 。 同

时，Ｇｏｏｇｌｅ 和 Ｉｐｓｏｓ 研究发现，５０％的智能手机用

户会在一天内访问他们所搜索的商铺，而 ＰＣ 机

和平板电脑用户的这一比例只有 ３４％ ［２９］ 。 用户

的搜索行为还会引发一些其他活动，比如搜索

与用户需求相关的其他信息［３０］ ， 访问某地

址［３１］ ，使用其他设备继续搜索等［３２］ 。
采用前文所述的编码方法，对现有研究中

与后续行为类型相关的表述统一编码并分类统

计，图 １ 反映了用户使用不同设备进行搜索时

产生的后续行为的类型和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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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后续行为的类型和频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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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图 １ 可以看出，用户的后续行为主要

有两类：一类是用户的实体或线下行为，如购物

消费，访问店铺、景点，拨打电话等；另一类仍然

是网络或线上活动，如访问某网站、持续搜索、
信息分享等。

４　 多设备环境下搜索活动的时间分布

研究者选取一天当中的不同时刻、一周当

中的不同时间，对用户使用不同设备进行搜索

的时间特征进行分析。 经过文献调查，笔者总

结出用户搜索时间分布的三个特征。

４ １　 碎片化与集中性

不论是桌面端设备还是移动端设备，用户

搜索活动发生的时间整体上呈碎片化分布的趋

势；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集中性，如搜索峰值现

象。 与用户搜索活动发生的时间分布总体特点

相关的“陈述”共有 １７ 条（见表 ７）。

表 ７　 编码及“陈述”举例（５）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陈述”举例 频次

多设备

环境下

搜索活

动的时

间分布

用户在不同设

备上搜索活动

发生的时间整

体上呈现出碎

片化和集中性

的特点 　 　 　
　 　

Ｈａｌｆ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ｔａｋｅ ｐｌａ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ｈｏｕｒｓ［２１］ ．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ｓｉｚｅ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ｍａ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 ｗｅｅｋｅｎｄ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ｇｏ ａｎｄ ｔｅｎｄ ｔｏ ｕｓ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ａｂｌｅｔｓ［２６］ ．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ｉｎｇ［２７］ ．
休息时间成为大学生进行移动搜索的主要时段［３３］ 。
Ｔｈｕｓ，ｍｏｂｉｌｅ ｕｓ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ｐｅａｋｓ ｌａｔ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ｎ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ｓ，ｗｈｅｒｅａｓ
ｆｉｘｅｄ ｕｓｅ ｐｅａ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ｎ Ｗｅｄｎｅｓｄａｙｓ［３４］ ．
每天 ２１ 时、２２ 时或 ２３ 时是全天的最高峰［３５］ 。
……

１７

　 　 笔者将具体内容再次进行调查，发现表示

碎片化特点的“陈述”有 ９ 条，表示集中性的“陈

述”有 ８ 条。
移动用户的搜索活动分散于一天中的不同

时刻，但往往会在某一时间点达到高峰［２０］ 。
Ｇｏｏｇｌｅ 和 Ｎｉｅｌｓｅｎ 发现，在晚上 ８ 点以后的搜索

查询量最多［２７］ 。 Ｓｏｎｇ 等发现，平板电脑在晚上

的使用率高于白天，因此用户使用平板电脑的

搜索查询多分布在 １７ 点以后［１２］ 。 用户习惯使

用某种设备的时间不同，也会影响搜索时间的

分布［３４］ ，如用户使用 ＰＣ 机和手机的搜索时间

分布是不同的。
综上可以发现，用户在多设备环境下，搜索时

间的碎片化和集中性的特征与用户对不同设备的

使用习惯、用户的生活作息时间等因素有关。

４ ２　 即时性

在实际生活中，用户往往会产生一些即时

性的信息需求，比如用户在运动受伤后搜索如

何紧急处理，这些需求需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完

成搜索，不能耽延。 表 ８ 反映了与用户搜索时间

即时性特征相关的“陈述”。
表 ８ 中显示，一些搜索活动呈现出即时性的

特点，在原始内容中有“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等表示即时性特点的相关

表述。
Ａｍｉｎ 等人对用户搜索引擎日志的分析发

现，超过一半的搜索查询都是用户短时间内的

即时性需求引发的［３６］ 。 ＣＮＮＩＣ 发现中国网民对

新闻热点会进行较多的即时性搜索［３７］ 。 Ｍｉｓｈｒａ
等人认为很多搜索行为是由突发性信息需求引

起的，并针对用户可能出现的紧急信息需求提

出了预测［３８］ 。 由于移动端设备的便携性，网络

连接受地理空间影响小，即时性的搜索行为更

多发生在移动端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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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编码及“陈述”举例（６）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陈述”举例 频次

多设备

环境下

搜索活

动的时

间分布

一些搜索活动

呈现出即时性

的特点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８９％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ｔｏ ｖｉｓｉｔ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ｄａｙ ａｓ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４４％ ｗｈｏ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ｔｏ ｖｉｓｉｔ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２９％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ｉｐ［３１］ ．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ｗｆｏｕｎｄ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ｑｕｉｃｋｌｙ［３１］ ．
Ｉｎｓｔｅａｄ，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ｔ ｒａｎｄｏｍ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ｉｓｅ ａｔ ｔｈａｔ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ｍｏ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ｕｃｈ ｎｅｅｄｓ ａｒｅ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ｕｓｅｒ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ｈｏ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ｈａｖｉｎｇ，ｅｔｃ［３９］ ．
……

７

４ ３　 搜索时间和搜索内容相互影响

用户在不同设备上的搜索时间和其搜索的

信息类型相互影响。 表示用户在不同时间搜索

内容差异的“陈述”共 １７ 条，占比达 ７ ４６％ （见

表 ９）。

表 ９　 编码及“陈述”举例（７）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陈述”举例 频次

多设备

环境下

搜索活

动的时

间分布

多设备环境下

用户在不同时

间搜索的网络

信息类型存在

差异

Ｌａｓｔｌｙ，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ｄａｙ ｗａｓ ｏｆｔｅｎ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ｔｈｅ ｑｕｅｒｙ［３１］ ．
Ｄｕｒ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ｈｏｕｒｓ （９ＡＭ－ ５ＰＭ） ｏｎ ｗｅｅｋｄａｙｓ，ｐｅｏｐｌｅ ｍａｙ ｂｅ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３８］ ．
Ｗｅ ａｌｓｏ ｆｏｕｎｄ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ａｒｙ ｅｎｔｒｉｅ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ｅｍ⁃
ｐｏｒ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４０］ ．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ｄａｙ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４１］ ．
……

１７

　 　 用户搜索不同类型信息的时间分布是不同

的，一些特殊的日期，如节假日［２９］ ，会影响用户

的搜索行为，一天当中不同时刻的需求也会引

发用户的搜索行为，如用户在早餐或晚餐的时

间搜索餐饮类内容［３１］ 。 Ｂｅｉｔｚｅｌ 等发现用户对娱

乐信息的搜索查询主要分布在 １８ 点以后，而对

个人理财类的搜索查询主要分布在上午 ９ 点前

后［４１］ 。 Ｈａｌｖｅｙ 等发现用户搜索的信息会随着时

间发生变化［４２］ 。
受用户使用不同设备的习惯、用户的生活

作息时间、工作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对同一主题

类型网络信息的搜索，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时间

分布规律。 研究者发现，用户使用平板电脑对

游戏进行搜索主要集中在白天，使用 ＰＣ 机搜索

游戏主要集中在夜晚［４］ 。 Ｓｏｎｇ 等人也发现，用
户使用不同设备时，对于相同类型信息的搜索

时间分布是有差异的［１２］ 。

５　 多设备环境下搜索活动的地点分布

经过文献调查，笔者发现多设备环境下用

户搜索地点分布的四个特征。

５ １　 总体分布广泛

研究发现，用户网络信息行为的发生地点

分布十分广泛，表 １０ 的编码结果中，与用户使用

不同设备搜索的地点分布相关的 “ 陈述” 共

１５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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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编码及“陈述”举例（８）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陈述”举例 频次

多设备

环境下

用户搜

索活动

的地点

分布

用户使用不同

设备时搜索活

动发生的地点

总体上分布广

泛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ｉｅｓ （＞ ６７％） ｗｈｅ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ｕｓｅｒ ｗａｓ ｍｏｂｉｌｅ［１８］ ．
Ｕｓｅｒ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１９］ ．
８ ／ １０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ｃｃｕｒ ａｔ ｈｏｍｅ ｏｒ ａｔ ｗｏｒｋ［２１］ ．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ｏｎ，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ｇｏ ｏｒ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２７］ ．
……

１５

　 　 Ｈｉｎｚｅ 等人发现，用户在家中、工作场所、朋
友家、交通工具内等地理环境下的搜索量最

高［２４］ 。 Ｔｅｅｖａｎ 等认为，在多设备环境下，用户使

用移动设备的频率越来越高，用户进行搜索行

为的地点，可能是处于动态变化中，主要分布于

家中、走路时、交通工具中等［３１］ 。 Ａｍｉｎ 等人［３６］

的研究结论和 Ｈｉｎｚｅ 等［２４］ 相似。
采用前文所述的编码方法，将与多设备环

境下用户搜索地点分布有关的“陈述”抽取出来

统一编码，把反映搜索行为的发生地点做频次

统计。 图 ２ 反映用户搜索地点分布类型的频次

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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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搜索活动发生地点的类型和频次统计

　 　 从图 ２ 可以看出，搜索活动发生的地点主

要有固定场所和移动场所两种类型。 在家里、
餐厅、学习场所等固定场所中，用户会使用多种

不同设备进行搜索；在行走时、交通中等移动场

所，用户会较多使用移动设备搜索。

５ ２　 设备种类影响搜索地点分布

采用前文所述的编码方法，笔者将与用户

使用不同设备搜索的地点分布差异相关的“陈

述”进行整理并做频次统计（见表 １１）。

表 １１　 编码及“陈述”举例（９）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陈述”举例 频次

多设备

环境下

用户搜

索活动

的地点

分布

用户使用不同

设备搜索时的

地点分布存在

差异

Ｗ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ａｔ ｍｏｂｉｌｅ ｕｓｅｒｓ ｉｎｄｅｅｄ ｉｓｓｕｅｄ ｑｕｅｒｉｅｓ ａｔ ｍａｎｙ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ｎ ｔａｂｌｅｔ ｕｓｅｒｓ：４３％ ｏｆ ｑｕｅｒｉｅ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ａｔ ｈｏｍｅ ｖｅｒｓｕｓ ７９％，ｗｈｉｃｈ ｎｅａｒｌｙ
ｄｏｕｂｌｅｄ［１２］ ．
５３％ ｏｆ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ｈｏｍｅ［２９］ ．
１６％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 ｔａｂｌｅ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ｇｏ［２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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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用户使用不同设备搜索的地点分布情况是

不同的［４３］ ，移动设备用户搜索地点分布的多样

性强于桌面端用户［１２］ 。 Ｍüｌｌｅｒ 等人发现平板电

脑用户多在相对固定的场所进行搜索活动［３２］ ，
因为尽管平板电脑比 ＰＣ 机的便携性好，但连接

网络的方式不如手机多样。
在多设备环境下，尽管用户搜索地点的分

布总体较为广泛，但由于不同类型的设备在便

携性、功能、联网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用户使用

不同设备时搜索地点的分布也会不同。 移动设

备便于携带，网络受地理制约较少，因此用户的

地点处于动态变化时，如乘坐公共交通、走路

时，更倾向于使用移动设备进行搜索。

５ ３　 基于地理位置的本地搜索日趋普遍

笔者将反映与本地信息搜索相关的“陈述”
进行整理，如表 １２ 所示。

表 １２　 编码及“陈述”举例（１０）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陈述”举例 频次

多设备

环境下

用户搜

索活动

的地点

分布

基于用户地理位

置的本地信息搜

索逐渐普遍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ｖａ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２１］ ．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ｓｔ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ｕｐｏｎ 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３６］ ．
３０％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ｑｕｅｒ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ｓｏｍ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ｒｓ［３９］ ．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ｖｅｒ ３０％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ｗｅｒ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４０］ ．
６９％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ｅｘｐｅｃ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ｔｏ ｂｅ ｗｉｔｈｉｎ ５ ｍｉ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４４］ ．
……

１７

　 　 在表 １２ 的编码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研究

者对基于地理位置的本地类信息的搜索关注较

多，相关的“陈述” 共 １７ 条，如“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ｂａｓｅｄ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ａｓｋ”“ｎｅａｒ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等。 同时，从表 ４ 中也可看出，用户对

本地信息的搜索占比较高。
研究者很早就关注到用户对本地生活信息

的搜索，如地图、黄页、列车时刻、天气预报、酒
店等本地信息［４５－４６］ 。 艾媒咨询的调查发现，中
国用户更多地使用移动设备来搜索地图、交通

等信息和服务［２５］ 。 多设备环境下，ＰＣ 端一些网

页通过 ＩＰ 地址识别用户的地理位置，移动端设

备的 ＧＰＳ 定位等功能可以帮助用户对身边的餐

厅、景点、超市等信息进行搜索［２８］ ，基于设备地

理位置的本地类信息的搜索逐渐成为用户网络

信息搜索的主要内容。 Ｃｈｕｒｃｈ 等发现，用户搜

索最多的是基于地理位置的本地服务［３９－４０］ 。
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已经实现地图搜索

与本地信息的结合，未来用户对本地信息的搜

索将更加方便，这将成为用户网络信息搜索的

一个重要方面。

５ ４　 搜索地点和搜索内容相互影响

用户的搜索地点和搜索网络信息内容的主

题类型存在着一定联系。 表 １３ 中的相关“陈

述”共计 ６ 条。

表 １３　 编码及“陈述”举例（１１）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陈述”举例 频次

多设备环境

下用户搜索

活动的地点

分布　 　 　

用户在不同地

点搜索的网络

信息的类型存

在差异

Ｗｅ ｃａｎ ｓｅｅ ｔｈａ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ｈｏｕｒ ａｎｄ ｒｏｕｔ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ｗｅ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ｗｈｉｌｅ ｔｒｉｖｉａ ａｎｄ ＰＩＭ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ａｔ ｈｏｍｅ［１９］ ．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ｒｙ ｅｎｔｒ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ｗｈｅｎ ｕｓｅｒｓ ｗｈｅｒｅ ａ⁃
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１８］ ．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ｗｅ ｃａｎ ｆｉ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４５］ ．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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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地点和环境，用户所搜索网络信

息的主题类型存在差异，比如当用户的地理位

置发生变化时，对交通、导航等信息的搜索较

多［１９］ 。 Ｇｏｏｇｌｅ 和 Ｎｉｅｌｓｅｎ 等也认为用户搜索活

动的地点和搜索的内容存在联系，如用户在商

店时，对于食物、衣服等信息的查询要远远高于

对交通、艺术、旅行等信息的查询［２７］ 。
对搜索地点与搜索内容关系的研究，有助

于结合用户的地理位置，针对用户的搜索请求，
为用户提供符合其地理位置、环境的搜索结果。

６　 基于设备转移的跨设备搜索行为

６ １　 搜索行为在多设备间的转移

在用户使用设备类型多样化、数量逐渐增

多的背景下，用户的搜索行为不再局限于某一

种设备。 从表 １４ 的编码结果来看，与搜索行为

在不同类型设备间发生转移相关的“陈述”共计

２７ 条，占比较高。

表 １４　 编码及“陈述”举例（１２）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陈述”举例 频次

基于设

备转移

的跨设

备搜索

行为

多设备环境下

用户的搜索行

为会在不同类

型的设备间发

生转移 　 　 　
　 　

Ａ ｄｅｖｉｃｅ ｓｗｉｔｃｈ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ｆ 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ｐａｉｒ ｏｆ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ｅ ｇ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 ［４７］ ．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ｌｙ，ｄｅｓｋｔｏｐ⁃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ｍａｙ ｏｃｃｕｒ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ｒ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ｈｉ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ｒｅｓｕｍｉｎｇ［４７］ ．
Ｍａｎｙ ｏｆ ｏｕ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ｗｅｂ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Ｃｓ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ｂｕｔ ｏｆｔｅｎ ｕｓｅｄ ｃｕｍｂｅｒｓｏｍｅ ｍａｎｕ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ｄｏ ｓｏ［４８］ ．
７７％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ｓｋｔｏｐ ／ ｌａｐｔｏｐ ｕｓａｇ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ｙ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ａ ｔａｂｌｅｔ［４９］ ．
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ｓｃｒｅｅｎｓ ａｌｌｏｗ ｕｓ ｔｏ ｍｏｖ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ｄｅｖｉｃｅ ｔ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ｔａｓｋ［５０］ ．
……

２７

　 　 用户的搜索任务，会由于地理位置的移动、
设备的功能、突发事件等因素的影响暂时中断，
恢复搜索任务时可能会跨越不同类型的设

备［５１－５２］ 。 Ｗａｎｇ 等将这种搜索行为的转移定义

为“用户在某两种或某几种不同类型设备间的

切换使用活动” ［４７］ 。 而一些复杂的搜索任务，
需要进行多次搜索查询或需要多个搜索会话，
以及对搜索结果进行处理才能完成，容易产生

跨设备的情形。
Ｇｏｏｇｌｅ 在研究用户在不同屏幕间的转移活

动时，从“跨屏幕”角度探讨用户的跨屏搜索行

为［５０］ ，调查发现，用户在搜索购物类信息时，会
出现在不同屏幕之间转移的情况，是由于用户

所处环境的变化；同时，用户初次搜索使用的设

备、恢复搜索任务时使用的设备和搜索完成时

使用的设备可能不是同一个类型［５］ 。 Ｇｏｏｇｌｅ 从

人机交互的角度分析这种转移行为，因此他们

采用的是“屏幕” 的概念，其实和 Ｗａｎｇ 定义的

“设备转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Ｄｅａｒｍａｎ 等早在 ２００８ 年时就发现，用户的

搜索活动会从一种类型的设备转移到另一种类

型的设备［４３］ 。 多设备环境下，不同类型设备间

的互联性更强，比如用户会在手机和平板电脑

上搜索视频信息，将搜索结果通过电视显示

出来［５３］ 。
同时，用户在不同类型设备间的搜索转移

有一定的规律性。 用户在 ＰＣ 机上恢复、完成由

手机发起的搜索任务的情况较为普遍［５２］ ，这也

说明不同类型的设备在搜索过程中可能扮演不

同的角色。 Ｍｏｎｔａñｅｚ 等也发现最常见的跨设备

转移发生在 ＰＣ 机与智能手机、ＰＣ 机与平板电

脑之间；此外，一些用户选择在同一设备上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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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行为［４］ 。 Ｗａｎｇ 等发现用户的搜索行为从

ＰＣ 机向智能手机转移这种情况多发生在用户

的地理位置发生变化时；而搜索行为从智能手

机向 ＰＣ 机转移往往意味着用户完成其他活动

后，开始恢复之前的搜索任务［４７］ 。
笔者采用前文所述的方法进行编码，如将表

示用户的搜索行为在 ＰＣ、手机、平板电脑间转移的

表述编码为“ＰＣ—手机—平板电脑”，并分类进行

频次统计，图 ３ 反映了用户的搜索行为在不同设备

间转移类型的频次统计结果。 由于用户对 ＰＣ 机

和手机的拥有量较高，使用率较高，因此，对搜索行

为在 ＰＣ 机和手机间转移的研究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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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搜索行为在不同设备间转移的类型和频次统计

６ ２　 实现跨设备搜索的途径

笔者采用前文的编码方法，将与实现跨设

备搜索相关的“陈述”整理汇总，相关的“陈述”
共 １４ 条（如表 １５ 所示）。

表 １５　 编码及“陈述”举例（１３）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陈述”举例 频次

基于设

备转移

的跨设

备搜索

行为

如何帮助用户在

不同设备间实现

跨设备搜索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ａ ｎｏｖｅ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ｓｕｂ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Ｔ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ｕｓｅ ｉ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ｗｅｂ ｓｅａｒ⁃
ｃ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ｋｔｏｐ ｓｅｓｓｉｏｎ［６］ ．
Ｏｎ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ｌ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ａｌｌ ｄｅｖｉｃｅｓ［４７］ ．
Ｏｖｅｒａｌｌ，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ｕｓｅｄ ｂｏｏｋｍａｒｋｓ ｏｒ ｌｉｎｋ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ｗｅｂ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４８］ ．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ｃｒｏｓｓ－ｄｅｖｉｃｅ ｒｅａｃｃｅｓｓ ｗｅ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ＵＲ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５４］ ．
Ｍｙｎｇｌ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ｕｓ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ｂｙ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ｗｅｂ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ｄｅｖｉｃｅ［５５］ ．
……

１４

６ ２ １　 跨设备搜索的相关理论

近年来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为实现跨设备

搜索提供了技术支持。 现有对实现跨设备搜索

的理论探讨、系统开发等研究工作，本质上都运

用了云的理念。
研究者认为，用户跨越不同设备进行搜索

时的所有用户数据，都可以通过云同步在不同

设备间共享，实现搜索行为跨设备的无缝对接。
这些用户数据包括两个方面：①用户的设备操

作数据，如用户在具有触摸功能的设备上的触

控热点数据［５６－５７］ ，用户在桌面端设备上的键鼠

操作记录［５８］ ，用户在平板电脑上的手势操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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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５９］ ；②用户的网络搜索活动数据，比如用户长

期的搜索历史记录、查询词输入、访问站点记

录、搜索时间记录等［６０］ 。
Ｋａｎｅ 等认为在不同设备间共享用户的搜

索、浏览数据，能够帮助用户在不同设备间不间

断完成网络活动［４８］ 。 但用户当前主要采用保存

网页、发送链接等较为繁琐的方式［５４］ 。 同时，用
户的查询历史和查询结果的点击记录中蕴含了

反映用户搜索偏好的信息，能够帮助恢复搜索

行为［６１－６２］ 。 在理论方面，实现不同设备间的数

据共享，是支持跨设备搜索的前提与基础［６３－６４］ 。
６ ２ ２　 跨设备搜索系统的开发

随着多设备、多屏时代的到来，研究者探索

开发了一些支持用户实现跨设备互动或跨设备

搜索的系统和工具。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等提出了一系列支持用户分享信

息、链接跨设备任务、管理跨设备会话的交互方

法，开发了一个名为 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的原始框架［６５］ 。
Ｐａｔｅｒｎò 等认为分布式用户界面或点对点式的架

构能够支持跨设备交互［６６］ 。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 等引入

元应用程序的概念来实现跨设备、跨平台应用

的开发［６７］ 。 Ｂａｄａｍ 等提出一个创建可跨设备

的、基于网络的、 协同可视化的应用程序框

架［６８］ 。 Ｇｈｉａｎｉ 等提出多设备环境下动态推拉交

互式的跨设备应用程序架构模式［６９］ 。 Ｈｅｉｋｋｉｎｅｎ
等认为，运用基于代理的工具包，帮助开发者创

建在线应用程序，能够协调和管理多设备、多用

户的在线浏览内容［７０］ 。
诺基亚研究中心的 Ｓｏｈｎ 等人于 ２０１０ 年提

出“客户端—服务器”的设计模型，通过浏览器

插件的作用，上传用户所访问网页的数据至服

务器，在手机和车载屏幕间实现跨设备搜索［７１］ 。
在此基础上，他们设计了一个支持用户进行跨

设备搜索的系统［６４］ ，用户可以通过一个移动应

用将浏览数据上传到服务器，在个人的不同设

备间共享网络历史记录，由此用户可以在连接

该服务器的不同设备间继续之前暂停的网络搜

索或浏览活动。 ２０１１ 年，他们开发了一个支持

桌面端和移动端设备间跨设备搜索系统———

“Ｍｙｎｇｌｅ” ［５５］ ，由后台服务器、桌面客户端、手机

客户端组成，用户可以将客户端搜索到的网页，
通过标签将访问时间、ＵＲＬ 等数据发送到后台

服务器，之后用户可以通过一个 Ｗｅｂ 应用程序

或者移动应用程序查看标签的网页内容。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等人开发了一个能够监控 ＰＣ 用户

数据的系统———“ ＧｕｒｕｎＧｏ” ［７２］ ，它采用“ ＰＣ 端

系统数据—数据检测器—数据传输组件—移动

端设备”的系统架构模式，将 ＰＣ 端用户的搜索

数据复制到移动端设备上，实现 ＰＣ 端与移动设

备的无缝对接。 匹兹堡大学和雅虎实验室的研

究者开发了一个支持跨设备和跨会话网页搜索

的系统———“ ＣｒｏｓｓＳｅａｒｃｈ” ［６］ ，它采用“设备—工

作区—设备”的模式，用户在两种设备上保存相

关网页，存储在“工作区”，然后通过在其他设备

刷新工作区获得之前保存的网页，为跨设备搜

索提供支持。
通过以上调查我们发现，当前支持用户实

现跨设备互动或搜索的系统和工具，本质上都

是采纳了云技术的理念，无论是服务器还是数

据传输设备，都相当于一个可以存储用户数据

的云存储设备，在系统的架构模式方面也大多

采用“客户端—服务器”的模式。

７　 结语

７ １　 多设备环境下用户网络信息搜索行为特点

随着用户持有移动设备种类、数量的增多，
用户的搜索行为跨越了不同的终端设备，研究

者开始关注用户在多设备环境下的网络信息搜

索行为。 用户在这种环境下的搜索行为呈现出

以下特点。 ①用户的信息需求更加丰富、多元

化，网络信息搜索任务也更为复杂，可能需要多

个会话搜索才能完成；搜索时间跨度更长，用户

会使用不同的设备来进行搜索。 ②用户的网络

信息搜索行为呈现出受搜索内容、搜索时间、搜
索地点等因素交叉影响的趋势。 ③用户的网络

信息搜索行为会受到外界环境、设备功能等因

素的影响而中断，需要在其他设备上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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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任务；特别是用户在长搜索会话中，或不能

通过几次简单的查询就能满足较为复杂的信息

需求时，搜索过程中往往跨越不同的设备类型，
跨设备搜索成为用户搜索网络信息的一个趋

势。 ④用户在多设备环境下的搜索活动中发生

的设备转移，与用户使用设备的功能、用户搜索

任务的类型和进程以及用户所处的环境等因素

有关。

７ ２　 研究展望

未来对多设备环境下用户网络信息搜索行

为的研究，应包括以下几点。 ①对相关理论的

探讨还应更加深入，构建多设备环境下用户的

网络信息搜索行为模型，为今后的用户行为研

究提供理论支撑。 ②研究设备的选择应更加全

面。 用户使用的设备更加多元化，如电视、可穿

戴手表等都可以进行网络信息搜索，今后的研

究应将用户交叉使用更多不同设备进行搜索的

情况考虑进来。 ③用户行为数据收集方式应更

加多元化。 现有搜索引擎日志、网络日志大多

只记录了用户的键盘输入记录，随着互联网的

发展，用户可以通过语音识别、二维码扫描、图
像识别、拍照等方式进行搜索，如何将这些多元

化的搜索行为记录保存，为进一步的用户行为

研究提供数据支撑，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④在

数据描述、分析的基础上，重视个性化差异，探
讨深层原因。 当前的研究主要对大规模用户或

实验用户的搜索行为进行描述，但没有对个体

的差异进行分析，另外，目前研究仅限于对用户

的搜索行为等数据进行大量的描述性分析，未
对其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行理论概括。 ⑤对行为

影响因素进行交叉、综合分析。 多设备环境下，
用户的网络信息搜索行为受到用户搜索内容、
搜索时间、搜索地点、设备类型等多因素的交叉

影响，未来的研究应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交叉、
综合分析。 ⑥支持跨设备搜索的系统、应用的

开发。 当前实现跨设备搜索主要是通过云计算

技术的运用，采用“客户端—服务器”的架构模

式，用户同步并获取搜索历史等数据的路径较

为繁琐，未来对跨设备搜索系统、引擎的创新升

级，也是本领域的一个前沿课题；同时，跨设备

搜索系统的应用将不再局限于搜索引擎，音乐、
视频、购物类网站均已开发出跨平台应用程序，
如何在这些应用程序内实现跨平台、跨设备搜

索，也具有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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