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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纸媒到数字媒介的用户阅读转移行为研究
———基于 ＭＥＣ 理论的探索∗

徐孝娟　 赵宇翔　 朱庆华

摘　 要　 传统纸质阅读虽然能满足读者在阅读深度和阅读习惯方面的需求，但数字阅读，尤其是移动互联环境下

的数字阅读，在阅读广度和阅读成本方面更具优势，能利用科技手段缩小阅读的“贫富鸿沟”，因而成为全民阅读

重要的助推力和新阵地。 本研究采用结构化访谈的方式，从“用户价值导向”探索个人价值视角下用户从传统纸

质媒体到数字阅读媒体转移的动机。 研究表明：用户从传统纸媒转移到数字媒介情景阅读时，更多的是受到功能

性价值、机会性价值、社会性价值以及情感性价值的影响，其中，对情感性维度的关注已超过功能性维度；与价值

维度匹配的要素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功能类层面，已延伸到环保意识层面。 研究揭示，随着读者价值观的改变，阅
读行为动机也有了新的变化，需要对数字媒介相关的资源、产品及系统的设计、服务等倾注更多的人文关怀。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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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数字媒体技术及电子书籍的飞速发

展，读者阅读的媒介载体及阅读环境发生了巨

大变化。 尽管传统纸质阅读能在很大程度上满

足读者在阅读深度和阅读习惯方面的需求，但
数字阅读，尤其是移动互联环境下的数字阅读

在阅读广度和阅读成本方面更具优势，具有随

时随地阅读、多媒体展示和多手段交互、购买与

阅读即时便捷、携带方便等特点，既能大大加快

全民阅读的普及，又能利用科技手段缩小阅读

的“贫富鸿沟”，因而成为全民阅读重要的助推

力和新阵地。 同时，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

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也指出，需要探索新

型教育服务供给模式［１］ ，鼓励开发数字教育资

源，逐步探索网络化教育新模式，扩大优质教育

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公平。 在“互联网＋”的教

育平台上不仅解决“学”的问题，更满足“教”的

需求，有利于推动数字媒体资源的建设和利用。
在大力推进数字资源建设的同时，如何吸引读

者转移到数字阅读平台，进而提高数字资源的

利用率变得非常重要。
阅读作为一项复杂和难以察觉的认知活

动，其涉及的要素及关系会进一步影响用户的

阅读行为［２］ 。 目前有关数字阅读行为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采纳［３］ 、持续使用［４］ 、个体的统计学因

素对阅读行为的影响［２］ 以及传统阅读和数字阅

读行为的对比［５］ 等。 然而，不少学者过于依赖

ＴＡ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及其相关的

扩展模型，在探索用户新时期所表现的行为特

征方面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影响用户

阅读转移行为的有关机理需要进一步拓展研

究。 本 研 究 主 要 基 于 手 段—目 的 链 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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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ｎｓ－Ｅｎｄ Ｃｈａｉｎ，ＭＥＣ）中的核心观点：“价值

观是影响消费行为的内在驱动力” ［６］ ，利用访谈

的方式探索性地分析个人价值视角下用户从传

统纸质媒体到数字阅读媒体转移的动机，研究

范围为广义上的数字阅读（即借助于移动互联

网进行阅读的方式，广义上使用手机、上网本、
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来进行阅读）。 本文中有

关用户转移行为的研究，是对现有阅读行为研

究的扩充，拟通过访谈获取要素及其关系，对用

户阅读这一复杂且难以察觉的认知活动进行量

化，以期帮助我们有效分析读者阅读转移的认

知过程，进而为产品的设计、管理，为人员、服务

机构以及政府相关的数字出版和文化部门提供

策略指导。

１　 相关研究述评

国外有关用户阅读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社会学、认知心理学、图书情报学以及计算机等

学科，研究的主题包括纸质媒介和数字媒介。
随着数字媒介的兴起，目前多关注数字媒介采

纳行为、数字媒介持续使用行为、用户的人口统

计学因素和数字媒介的设计排版等对阅读行为

的影响，以及传统纸媒和数字媒介使用的异同。
Ｌｉｕ 作为数字媒介阅读行为的早期研究者，主要

利用调研和分析的方法探索 Ｓｃｒｅｅｎ－ｂａｓｅｄ 阅读

行为的基本特征、Ｓｃｒｅｅｎ－ｂａｓｅｄ 阅读和纸质媒介

阅读的异同［７］ 。 随之产生了诸多有关数字媒介

阅读行为方面的研究，包括：采纳及持续使用行

为的研究，如 Ｐａｒｋ 等［８］ 及 Ｍｉｌｌｅｒ 和 Ｋｈｅｒａ［３］ 利用

技术采纳模型对数字图书馆使用方面的研究；
利用眼动实验研究数字媒介的设计排版等对阅

读行为的影响，如 Ｓｗｅｔｓ 和 Ｋｕｒｂｙ 的研究［９］ ；人
口统计学因素对阅读的影响，如性别、收入等［１０］

对阅读行为的影响；在数字媒介和纸质媒介并

存的时代，有学者就两者的异同展开探索［１１］ 。
以往研究面向的研究对象虽包括不同年龄段的

用户，但对于用户从传统纸媒转向数字媒介的

动机关注不够。

国内学者在研究学科、研究主题及关注领

域上和国外学者基本相同，但实证研究多集中

在数字媒介采纳行为、数字媒介持续使用行为

上，其他方面多以描述性研究为主。 实证方面，
如杨涛［１２］ 和朱多刚等［１３］ 对采纳行为及持续使

用行为的研究；描述性分析方面，如杨军对传统

纸媒和数字媒介异同的研究［１４］ 。 不同于国外针

对某一具体要素对阅读行为的探索性研究，国
内还扩展到新媒介给用户阅读带来的影响研

究［１５］ 。 然而，对于用户阅读转移行为的直接性

研究较少。 笔者在 ２０１４ 年从 ＰＰＭ（ Ｐｕｓｈ－Ｐｕｌｌ－
Ｍｏｏｒｉｎｇ）视角出发，利用访谈方法，梳理并构建

了由传统图书馆到数字图书馆的用户转移行为

研究框架［１６］ 。 但此研究关注的仍是系统层面，
对于阅读转移行为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并未提

及。 袁曦临等［１７］ 采用实验的方法分析纸质和数

字平台的阅读理解和记忆保持时间，范畴上仍

属于数字媒介和纸质媒介阅读异同的比较。
综上所述，数字媒介层面阅读行为的研究

对数字媒介的功能、设计、资源利用方面的改善

有很大帮助，但仍需关注如何进一步提高数字

资源利用率。 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用户从纸

质媒介转向数字媒介的动机，进一步推动用户

向数字媒介层面转移。 有关用户转移行为的研

究，最早由市场营销学的学者开展，多关注商业

产品间的转移［１８］ 。 后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逐渐扩展到信息系统领域，研究线下和线上

服务之间［１９］ 以及不同媒介间［２０］ 转移的动机。
涉及的理论主要来自于社会学［２１］ 、质量（经济）
学［１８］ 、移民学［２２］ 及信息系统领域［２３］ ，尚未形成

指导相关研究的统一的用户转移行为研究框

架。 因此，本研究在参考以往用户转移行为研

究的基础上，开展探索性研究，引入手段—目的

链理论，通过访谈的方式获取用户从传统纸媒

转向数字媒介的阅读行为动机。

２　 研究方案设计

本研究基于手段—目的链理论，通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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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ｒｏｍ Ｐａｐｅｒ Ｍｅｄｉａ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ｅａｎｓ－Ｅｎｄ Ｃｈａ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６

访谈和攀梯法，抽取出要素及其关系，并利用解

释结构模型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ＳＭ）的原理，通过自编的程序对关系进行分层，
最终依据关系形成阶层分级地图。 在方法上采

用混 合 方 法 研 究 （ Ｍｉｘ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ＭＲ）中“定性→定量”的范式［２４］ ，从理论推演

出发，基于采集到的用户访谈数据来研究用户

动机问题，并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Ｕｃｉｎｅｔ 等软件工具

进行可视化分析。

２．１　 手段—目的链理论

Ｇｕｔｍａｎ 于 １９８２ 年提出手段—目的链理论

（Ｍｅａｎｓ－Ｅｎｄ Ｃｈａｉｎ，ＭＥＣ），其中手段是用户参与

的对象或者活动，而目的是最终带来的价值，如

幸福、安全及成就感等要素。 Ｇｕｔｍａｎ 解释了

ＭＥＣ 的核心理念，即消费者总是以价值为导向，
决定消费者最终产生某种行为的是消费者价值

和产品属性之间的匹配关系［６］ 。 Ｂｏｔｓｃｈｅｎ 等［２５］

认为用户是否购买产品是由产品所具备的属性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Ａ）决定，在产品“属性”的使用过程

中， 用 户 产 生 情 感 或 功 能 上 的 结 果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Ｃ ）， 最 终 上 升 到 价 值 维 度

（Ｖａｌｕｅｓ，Ｖ）。 本研究正是基于“用户价值导向”
这一前提，对阅读行为人从传统纸媒转移到数

字媒介过程中的阅读动机进行深入探索。 理论

上，ＭＥＣ 可以有效挖掘用户离开纸媒转移到数

字媒介产品或服务时涉及的属性、情感及价值。
各要素内涵的详细解释［２６］ 见表 １。

表 １　 ＭＥＣ 理论的 Ａ－Ｃ－Ｖ 内涵

属性（Ａ）
具体属性 外观、颜色、功能特性、形状及特征等

抽象属性 由具体属性带来的产品高层次属性

结果（Ｃ）
功能结果 一般是指消费者使用某种产品直接带来的具体结果

心理结果 是指消费者使用产品后在社会或心理上带来的变化或结果

价值（Ｖ）
工具价值 是实现终极价值的过程

终极价值 是消费者消费某种产品所能达到的最终状态和目的

　 　 为了保证价值要素更加精炼，本研究在分

析过程中采用 Ｓｈｅｔｈ 等［２７］ 提出的消费者价值理

论中的五个价值理论，即功能性价值、机会性价

值、社会性价值、情感性价值及尝新性价值。 其

中功能性价值（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是指来自于功

能的、使用的或物理层面的感知绩效价值，是通

过产品的功能或物理属性实现的；机会性价值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是在某一条件或环境具备的

情况下可以实现的价值，如所处的环境较好时，
附带的产品可以带来的价值； 社会性价值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是从群体关系和组群中可以带来

的价值，如用户处于某虚拟社区中感到的社会

认同感、社会临场感和社区归属感等；情感性价

值（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是用户情感方面的价值，如
愉快、高兴等心理状态或心理投射；尝新性价值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是用户的内在动因所驱动的

好奇心、兴趣和新鲜感等认知层面的感知价值。

２．２　 攀梯法

Ｇｕｔｍａｎ 首次提出了基于 ＭＥＣ 思想的深度

访谈方法，即攀梯法（ Ｌａｄｄｅｒｉｎｇ） ［６］ 。 攀梯法包

括两个步骤：抽取相关属性和建立 Ａ－Ｃ－Ｖ 的属

性攀梯。 第一步是从访谈中获取商品或服务的

属性，并区分不同的商品或服务；第二步是依据

访谈素材的回答顺序获取商品或服务的属性、
用户的功能 ／ 心理结果与用户价值之间的关系，
并基于此生成相应的 Ａ－Ｃ－Ｖ 属性攀梯。 访谈

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哪些属性因素是吸引 ／ 离开

的原因（Ｗｈａｔ），为什么这些属性因素对你是重

要的（Ｗｈｙ），为什么这样的回答对你是重要的

（Ｗｈｙ）。 重复这一过程，直到受访谈者回答“我

不清楚”或是“我认为就是这样子的”为止，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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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分别对应 Ａ－Ｃ－Ｖ 层级。
目前，ＭＥＣ 理论和攀梯法在国际信息管理

研究中已经得到较多的关注和运用。 譬如，
Ｃｒｕｄｇｅ 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８］ 利用 ＭＥＣ 研究用户使用搜

索引擎的影响要素，以此形成相应的影响要素

模型；Ｊｕｎｇ 和 Ｋａｎｇ［２９］ 应用 ＭＥＣ 方法调查用户

在虚拟世界中的需求，对于用户需求的研究具

有较强的说服力；Ｇｕｏ 等［３０］ 调查学生对互联网

技术的使用动机，将 ＭＥＣ 理论和使用满足（ 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方法结合，可以将获取的要素

表示为一组相互关联的、分层次的组织关系图；
Ｖｏｓｓ 和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３１］ 利用攀梯法，访谈 １７ 位男性

和 １４ 位女性，以了解其使用 Ｇｏｏｇｌｅ＋的动机，同
时获取使用动机的要素及要素间的关系。 以上

研究说明，ＭＥＣ 视角的攀梯法作为访谈和要素的

抽取方法，可以同时抽取行为动机中的要素及要

素关系。 因此，将 ＭＥＣ 理论及其方法运用到本

研究中可以更好地理解阅读行为转移情景下用

户的决策过程，具有方法和操作上的可行性。

２．３　 解释结构模型

解释结构模型（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
ｅｌｉｎｇ，ＩＳＭ）主要是运用图论理论形成一种概念

模型，目的是将模糊不清的看法或者思想进行

逐步转化，形成具有层次结构关系的直观模型，
并利用有向图描述系统构成元素间的关系。
Ｗａｒｆｉｅｌｄ［３２－３３］ 对解释结构模型的原理、步骤进行

阐述，指出该模型主要应用于分析复杂社会经

济系统中的关系结构，将系统中无序的关系转

换为关系矩阵，进而进行分解，结合专业知识和

实践经验对分解后的要素或者系统进行概念认

识，并在相关数据处理软件的帮助下，形成多级

阶层地图，最后再结合所属问题进行模型分析。
ＩＳＭ 在管理和营销学中作为分析变量因果关系

的有效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如，Ｍａｎｄａｌ 和

Ｄｅｓｈｍｕｋｈ［３４］ 基于解释结构模型分析影响供应

商选择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间的联系；Ｋｈａｎ 和

Ｒａｈｍａｎ［３５］ 分析影响品牌体验的变量，搭建变量

之间的模型，并获得了较好的结果展示。

使用 ＩＳＭ 模型主要包括将复杂关系（有向

图）转变为邻接矩阵，再用 ＩＳＭ 法计算出可达矩

阵，进而生成多级阶梯模型。 本研究基于 ＩＳＭ
模型，首先将访谈问题获得的结果结合本次研

究问题的专业知识转成相应的要素，其次将要

素中的两两关系整理出来，并由此生成关系邻

接矩阵，最终算出所有要素的分层结构以及阶

层分级地图，具体步骤如下。
（１）将 ＭＥＣ 访谈中涉及的三个问题转换成

有向连接图的三个点 Ｑｉ（ ｉ ＝ １，２，３）以及节点间

的关系 Ｑ ＝ ｛［Ｑ１，Ｑ２］，［Ｑ２，Ｑ３］，［ Ｑ１，Ｑ３］｝，其
中［Ｑ１，Ｑ２］表示有箭头 Ｑ１ 指向 Ｑ２。

（２）将节点间相邻关系转为邻接矩阵 Ａ，一
个包含 Ｎ 个节点的有向图，可用 Ｎ 阶矩阵表示，
有向图中的每个关系都可以在邻接矩阵中找到

对应的点。
（３）生成可达矩阵 Ｔ，可达矩阵可以有效反

映各节点之间是否有可以联通的矩阵，具体算

法如下：
Ｔ ＝ （Ａ＋Ｅ） ｒ

Ｔ ＝ （Ａ＋Ｅ） ｒ－１ ＝ （Ａ＋Ｅ） ｒ ＝ （Ａ＋Ｅ） ｒ＋１ ＝ ｜ ｔｉｊ ｜ Ｎ∗Ｎ

所求得 Ｔ 即为可达矩阵，Ｅ 为单位矩阵，对
可达矩阵进行区域分解，即可得到要素编号的

分层，将编号转换为相应的要素，即为要素的阶

层分级表。 通过在 ＭＡＴＬＡＢ 中自编程序获得各

要素的分层，进而形成阶层分级地图，该图可以

直观反映各要素间的结构关系。

３　 数据获取及地图生成

３．１　 样本选取及访谈过程

（１）访谈人员选取

本研究中的样本来源为江苏省四所高校

２０１４ 级大一新生，访谈集中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到 １２
月。 访谈对象的选择主要集中在四所高校新生

入学有关图书馆资源使用的报告会上。 访谈的

目的是了解用户为何从传统纸质媒介转移到数

字媒介。 在样本筛选的基础上访谈了 ５６ 位用户，
男女各半，每位用户的访谈时间为 ３０—６０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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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访谈的实施

确认受访者的资格后，研究者以面谈的方

式向这 ５６ 名用户发送本次研究的主题简介，明
确用户访谈需要完成的任务以及注意事项。 借

鉴 Ｂｏｔｓｃｈｅｎ 等［２５］ 的观点，本研究认为用户从传

统纸质媒介转移到数字阅读媒介时，是比较过

前后两种媒介属性的体验之后，获得自身在情

感或功能上的结果，进而达到更深层次的价值

选择。 获取的属性、结果及价值恰是需要抽取

的因素。 本研究主要用攀梯法完成对用户转移

要素的获取，具体样例见表 ２。

表 ２　 受访者 ００１ 的访谈记录样例

用户 访谈问题、内容及要素

受访者 ００１

Ｑ１：请描述一下您选择和采纳数字阅读的想法和原因。
我选择数字阅览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阅读时携带方便，可以适应各种环境的阅读，并且从环

保的角度可以节约纸张。

Ｑ２：为什么携带方便及节约纸张对你很重要？
我觉得携带方便可以让我随时随地阅读，节约纸张可以培养我的环保意识。

Ｑ３：为什么随时随地阅读及环保意识对你很重要？
随时随地阅读可以让我足不出户就能获取所需的资源；培养我的环保意识，我认为是一个

合格公民的体现，对社会更加负责。

反复提问（针对回答的答案，反复询问“为什么”），直到受访者 ００１ 回答“我不清楚”或是

“我认为就是这样子的”为止。

３．２　 要素及其关系抽取

依据上述访谈过程获取的素材，依次对要

素及其关系进行抽取。 本研究中为了不人为割

裂要素所属的层级，并未按照三个问题回答的

顺序定义固定的层级，而是考虑到攀梯法问题

的顺序性，抽取的过程即是按照问题回答的顺

序，结合相关文献，提炼相应的要素以及对应关

系，最后利用解释结构模型处理要素关系，从而

自动生成相应的层级，这更加符合开放式访谈

的目的。 首先对 ５６ 份素材进行编号 ０１—５６，由
两位研究者分别提炼 ０１—２３ 和 ２４—４６ 的素材，
抽取的部分要素及关系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标准要素关系（部分）

名称 具体要素及其关系

要素及关系 １
阅读更轻捷→随时随地阅读→情感

性价值

要素及关系 ２ 节约纸张→环保意识→社会性价值

要素及关系 ３ 携带方便→功能性价值

第一轮抽取结束，研究者 １ 共获取 ２７ 个要

素和 ６７ 个关系，研究者 ２ 共获取 ２９ 个要素和 ６３
个关系。 通过对二者的要素及关系的比对，对
因抽取时产生的要素条目重复、要素概念重叠

及要素条目不精练等问题进行调整，最终共抽

取 ２９ 个要素和 ６１ 个关系。 最后将 ４７—５６ 的访

谈素材和获取的要素及关系进行比对分析，内
容信度高达 ９２％。 同时，为了得到影响用户阅

读转移行为的核心要素，本研究根据 Ｂｏｔｓｃｈｅｎ
等［２５］ 的理念获取最终要素：“若有超过 １ ／ ３ 的受

访者提到该要素，并且有超过 １ ／ ４ 的受访者提到

该要素关系，就可保留该要素，否则就删除该要

素”。 完成要素和要素关系的遴选后，据遴选结

果构建要素矩阵，最终共获得 ２１ 个要素（具体

见表 ４）和 ４６ 个要素关系。
将表 ４ 中的要素替换为相应的编号（１ ／ ２ ／ ３

……），依据 ＩＳＭ 法的规则转换成邻接矩阵。 其

中，受访者重复提到的概念间联系按照一次处

理及ＩＳＭ 法的规则，将邻接矩阵转换成可达矩阵，
对可达矩阵进行区域分解， 计算出可达集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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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转移行为影响要素编码

要素 编码 要素 编码

节约时间 １ 环保意识 １２

功能性价值 ２ 检索快 １３

资源获取较易 ３ 充分利用资源 １４

资源质量提高 ４ 检索更全面 １５

资源丰富 ５ 节约纸张 １６

随时随地阅读 ６ 获得更多资源 １７

情感性价值 ７ 节省空间 １８

机会性价值 ８ 节省体力 １９

阅读成本降低 ９ 资源共享性强 ２０

携带方便 １０ 随时随地评论 ２１

社会性价值 １１

因集并进行分解，最终得到要素元素编号的分

层，再将编号转换为相应的要素，即为访谈要素

层次（见表 ５）。
资源丰富和携带方便，以及资源获取较易、

阅读成本降低、检索快和资源共享性强，分别作

为具体属性和抽象属性，带来资源质量提高、随
时随地阅读、环保意识等结果层面的影响，及最

终价值层面的影响，如社会性价值、情感性价值

等。 用户最终产生的行为恰是用户价值和产品

属性之间匹配的结果。

３．３　 阶层分级地图生成

依据要素间的关系可以整理出要素的 ０—１
关系矩阵，结合要素的层次表，最终生成阶层分

级地图（见图 １）。

表 ５　 访谈要素层次

价值层 社会性价值、情感性价值、机会性价值、功能性价值 ２，７，８，１１

心理结果层 资源质量提高、环保意识、充分利用资源、获得更多资源、节省体力、随时随地评论 ４，１２，１４，１７，１９，２１

功能结果层 节约时间、检索更全面、节省空间、节约纸张、随时随地阅读 １，１５，１８，１６，６

抽象属性层 资源获取较易、阅读成本降低、检索快、资源共享性强 ３，９，１３，２０

具体属性层 资源丰富、携带方便 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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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转移行为要素关系的阶层分级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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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１ 可以看出：５ 层关系，从底层到上层

（１→５）分别对应具体属性层、抽象属性层、功能

结果层、心理结果层及价值层。 其中 ３、４ 层属于

结果维度，３ 层作为功能性结果层面，与机会性

价值和功能性价值维度的关联较多，４ 层作为用

户转移到数字媒介产品后在心理上的变化结

果，与社会性价值和情感性价值维度的关联较

多。 同时，部分属性层面直接和价值维度要素

相关。

４　 讨论和分析

用户阅读是一项复杂和难以察觉的认知活

动，访谈中的这些要素及关系生成的阶层分级地

图正是这一认知过程的量化体现，可以帮助我们

有效分析读者阅读转移的认知过程，进而为产品

的设计、管理和人员、服务机构以及政府相关的

数字出版和文化部门提供策略指导，包括产品的

可用性改进、用户体验、版权共享以及图书扶持

政策等，从而有效提升数字资源的利用率，并进

一步促进和推动全民阅读。 依据 ＭＥＣ 的核心理

念，即用户总是以价值为导向，决定用户最终产

生某种行为的是用户感知价值和产品属性之间

的匹配关系。 同时，结合转移行为要素关系的阶

层分级地图，本研究对地图中属性—结果、结

果—价值以及属性—价值三个层面进行讨论。
然而，由于四个价值维度基本都是由属性的全部

要素引发的（见图 ２ 和图 ３），因此，本研究重点从

属性（属性—结果）和价值（结果—价值）两个维

度展开讨论，并将结果层面的要素分别融入到属

性、价值维度的讨论中。 其中图 ２ 和图 ３ 中要素

方框中的“－”代表“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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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情感性及社会性价值维度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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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功能性和机会性价值维度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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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属性维度

本研究中属性和结果层共有 １７ 个要素，资
源丰富、携带方便、检索快、资源共享性强及节

约纸张 ５ 个要素，属于转移行为要素关系阶层

分级地图中的起点，由这 ５ 个要素和其他 １２ 个

要素产生联系，并生成 １９ 条关系链，这些关系的

末端均是访谈者对“为什么这 ５ 个要素很重要”
问题的直接回答或回答的延伸。

基于 ５ 个起点要素，共形成六类属性—结

果路径：①资源丰富→阅读成本低→充分利用

资源 ／ 获得更多资源；②资源丰富→随时随地阅

读 ／ 检索更全面→随时随地评论 ／ 资源质量提

高；③检索快→资源质量提高；④携带方便→资

源获取较易→随时随地阅读 ／ 检索更全面 ／ 节省

空间 ／ 节约时间→节省体力 ／ 随时随地评论 ／ 资
源质量提高；⑤节约纸张→环保意识；⑥资源共

享性强→节约时间。 第一，从资源丰富和检索

快的路径可看出，在全民阅读的时代背景下，特
别是对于数字资源的最初构建者，需要进一步

加大传统资源的数字化转化；同时，资源的架构

必须易于读者检索，对于信息弱势群体和信息

素养不高的数字移民和数字难民而言，更加“自

然的交互检索方式”具有一定的迫切性。 第二，
携带方便作为具体属性之一，反映了读者渴望

更加便利的阅读载体。 第三，节约纸张反映出

当代读者不再停留于关注系统功能层面，开始

上升到社会生态层面，如环境保护，为阅读行为

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要素。 第四，节约时间和资

源质量提高是属性—结果路径中被关联最多的

两个要素，二者相辅相成，“碎片时间”成就数字

阅读，读者可以有效利用诸如搭公车、排队的时

间进行浅阅读，考虑到浅阅读和深阅读的环境、
阅读粒度的不同，需要媒介产品设计者及资源

构建者根据不同的阅读环境、采用灵活可控的

方式将电子书籍展示给读者，进而让读者有更

多的空间和交互体验。 第五，资源共享性强反

映出用户对于数字资源开放和流通的需求，数
字版权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大数字资源的开放力

度，提升资源间的流通度，从而有效节约用户的

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综上所述，用户从传统

纸媒转移到数字媒介时，需要数字产业各相关

领域的积极参与，特别是数字资源的构建者、数
字媒介产品的设计者以及相关版权管理部门

等。 同时，读者价值维度的匹配要素不再局限

于传统的功能类层面，已延伸到环保意识层面。

４．２　 价值维度

图 １ 中第 ３ 层作为功能性结果层面，与机会

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维度的关联较多，第 ４ 层作

为用户转移到数字媒介产品后在社会或心理上

的变化结果，与社会性价值和情感性价值维度

的关联较多。 本研究依据影响各价值维度的要

素分类结果，将图 １ 进行分解，可以发现影响用

户转移的价值中，社会性价值层面的属性—结

果脉络重叠于情感性价值维度的属性—结果的

绝大部分脉络，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性价值

与情感性价值有较强的依附关系（见图 ２）；机会

性价值维度的属性—结果的脉络基本重叠于功

能性价值维度的属性—结果的脉络，说明机会

性价值维度更多是来源于功能性价值维度衍生

的价值（见图 ３）。 因此，下面就社会性价值和情

感性价值、机会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两个方面

展开讨论。 同时，对影响价值维度的要素联系

总和进行排序，在本研究中导致情感性价值维

度的联系之和排序最高，意味着“互联网＋”环境

下用户转移动机情感需求已超过功能需求，这
说明数字媒介在满足功能性需求的同时，需要

关注数字阅读产品在人文情感层面的设计和投

入，更多关注心理构建和人文关怀。
４．２．１　 情感性及社会性价值维度

情感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主要是由心理结

果层的要素发起，同时共用结果层的 ４ 个要素。
从传统纸媒迁移到数字媒介的情景下，社会性

价值和情感性价值的属性—结果链重叠较多，
但二者反映的价值层面不同，前者更多来自于

社会认可，后者更多来自于心理上的满足、愉

快。 二者共享的结果要素所引发的情感性价值

和社会性价值，为本研究提供了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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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节约纸张→环保意识链。 当下的大学

生群体中，节约纸张、环保意识已成为影响其转

移的重要因素，这是以往阅读行为研究中很少

关注的要素。 与传统阅读媒介相比，数字阅读

更有利于环保。 因此，在关于数字阅读的推广

中，数字阅读的出版商和提供者，如 Ｋｉｎｄｌｅ 营销

商、图书馆等可以在广告或宣传中嵌入环保词

语，和用户产生理念上的共鸣，最终带来阅读行

为的转变，从而推动用户从传统媒介向数字媒

介转移。
（２）随时随地阅读和随时随地评论。 当下

的用户已经沉浸于泛在网络环境，追求在任何

时间、任何地点都能顺畅通信，渴望获取即时阅

读和即时评论的体验。 考虑到本研究的访谈对

象主要是 ９５ 后的大学生，而随时随地评论是 ９５
后“评论才是本体”的心理反映，如访谈素材中

出现评论可以带来“同伴认可”等内心感受，吸
引其他读者浏览或关注。 同时，随时随地阅读

及评论的需求对数字资源的组织和储存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数字图书馆将是无边界

的泛在知识空间，里面储存的不再仅仅是传统

意义上的图书资源，而还可能是读者评论（图

片、标签等）资源，这恰是集群智慧与群体协作

思想精髓的体现。 因此，“众包”和“社交”理念

将会在未来的数字阅读推广中发挥重要的

作用。
４．２．２　 功能性和机会性价值维度

功能性和机会性价值维度主要由功能结果

层的要素发起，共用结果层的 ３ 个要素（资源质

量提高、检索更全面和节省时间），其中功能性

价值维度需要加上随时随地阅读和节省空间两

个结果层要素（见图 ３）。
功能性价值和机会性价值作为用户转移行

为的驱动维度，主要和数字媒介产品的功能性

属性和结果要素相关，二者在属性层和结果层

的影响要素都具有较高的相似度。 在数字阅读

情景下，功能产品所附带的价值会随之展现，可
知目前数字媒介产品功能方面设计已经取得了

较高的满意度。 然而，结合机会性价值的 Σ 排

序可知，数字媒介产品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以
此让功能（属性）所附带的产品价值发挥出来。
这就需要数字媒介的设计者持续关注资源丰

富、携带方便以及资源获取较易、检索快、资源

共享性强这 ５ 个属性层要素。

５　 结语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为 １７—１９ 岁的大学生，
其文化属性呈现明显的“世代特征”，文化属性决

定用户价值观，进而影响阅读产业的商业模式和

社会发展。 当下大学生的文化属性已经发生了

改变，针对他们的阅读行为动机研究也有了新的

内容，因此整个数字媒介的设计理念需要改变。
本研究所得到的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结论，可
以很好地印证“用户的价值观”是影响其从传统

纸媒到数字媒介阅读转移行为的内在驱动力。
（１）本研究通过对用户转移行为的访谈，发

现用户从传统纸媒转移到数字媒介情景阅读时，
更多的是受功能性价值、机会性价值、社会性价

值以及情感性价值的影响。 在转移阶段，用户对

创新性（尝新性价值）的要求相对弱一些。 “互联

网＋”环境下的用户，需求已有较大的改变，对情

感性维度的需求关注度较高，这就需要数字媒介

类资源及产品的提供者关注人文关怀层面。
（２）资源丰富、携带方便、检索快、资源共享

强及节约纸张 ５ 个要素是阶层分级地图的 ５ 个

起点，基于 ５ 个起点要素，在属性—结果链上与

其他 １２ 个要素关联，并生成 １９ 条关系，进而形

成六类属性—结果路径。 对于当代的大学生

（数字原住民）来说，用户从传统纸媒转移到数

字媒介需要数字产业各相关领域的合作，特别

是数字资源的构建者、数字媒介产品的设计者

以及相关版权部门等。 同时，发现以往研究很

少关注的“节约纸张→环保意识”这一转移要素

关系链，读者价值维度的匹配要素不再局限于

传统的功能类层面，已延伸到环保意识层面，并
且“众包”和“社交”理念将会在未来的数字阅读

推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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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本研究中的访谈样本为 ９５ 后，研究

结论具有较强的“世代特征”，结论的可推广性

尚有待商榷。 因此，接下来将对数字移民、数字

难民的阅读行为展开研究，以此缩小群间、群内

的“数字鸿沟”，推动全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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