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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 交互视角下的大学生移动搜索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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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移动搜索日趋普遍和手机应用（ＡＰＰ）数量迅速增长的背景下，研究用户移动搜索行为与 ＡＰＰ 交互之

间的关联，可以掌握用户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搜索习惯，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移动搜索服务。 本文通过对在校大

学生 １５ 天的手机日志挖掘和调查，分析了大学生的移动搜索会话、查询式与 ＡＰＰ 交互之间的关系，以及搜索时

间、搜索主题与 ＡＰＰ 类型要素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大学生在移动搜索会话中，会较多地发生与其他 ＡＰＰ 的交

互，其搜索途径更加丰富，查询式提交过程中的跨应用特征较为明显；大学生使用不同 ＡＰＰ 以及搜索不同主题信

息时，搜索持续时长存在差异；大学生搜索参考类、购物类等信息时会偏向使用垂直类搜索引擎，而使用浏览与搜

索类 ＡＰＰ 和社交类 ＡＰＰ 时，搜索主题十分广泛；大学生对同一主题类型信息的搜索，搜索时间不同也会影响 ＡＰＰ
的使用类型。 图 ７。 表 ２。 参考文献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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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ｂｉｔｓ．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ｉｓ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ａｒｅ ａｌ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ｅ ｗｉｌｌ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ＡＰ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ｗｅ ｗｉｌｌ ｂｕｉｌｄ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ｓｅ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ｏｄｅｌ． ７ ｆｉｇｓ． ２ ｔａｂｓ． ３０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ＰＰ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 ｕｓａｇｅ．

０　 引言

自智能手机问世以来，用户的网络活动逐

渐向智能手机转移，移动互联网服务深刻地改

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用户信息获取和沟通

娱乐需求为导向的个性化网络服务日趋兴盛。
移动互联网应用场景日益丰富，搜索作为基础

网络服务，已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网络信

息行为的一种常态。 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截
至 ２０１６ 年第三季度，中国移动搜索用户规模达

到 ６．２８ 亿，相比上季度增长 １．２９％ ［１］ ，移动搜索

与用户日常生活关系日趋紧密，并已成为常态。
用户的移动搜索行为研究，也成为计算机科学、
信息科学等领域广泛关注的一个课题。 目前相

关研究已经较为丰富，如 Ｙｉ 等［２］ 和 Ｂａｅｚａ－Ｙａｔｅｓ
等［３］ 对来自不同国家的 Ｙａｈｏｏ！ 移动搜索用户

行为的研究，Ｃｈｕｒｃｈ 等对欧洲某搜索引擎用户

的移动搜索行为研究［４］ ，Ｋａｍｖａｒ 等对谷歌移动

搜索用户行为的研究［５］ ，Ｈｉｎｚｅ 等对用户每天的

移动搜索需求的研究［６］ 。 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移

动搜索过程中的查询式、信息需求、搜索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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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情境等行为特征。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智

能手机功能的不断丰富，传统的通过浏览器访

问网络的方式已不能满足用户在移动互联网环

境下的多元化需求，各类手机应用（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本文简称 ＡＰＰ） 为用户提供了更丰富

的交互渠道，如 Ａｐｐ Ｓｔｏｒｅ、Ｇｏｏｇｌｅ Ｐｌａｙ 等应用商

店中的各类型 ＡＰＰ 下载量不断递增［７］ 。 在移动

互联网环境下，ＡＰＰ 分类众多，针对不同的用户

信息与服务需求，诞生了各类综合性、专业性的

ＡＰＰ，给用户的搜索入口和方式带来了更多的选

择。 在各种 ＡＰＰ 上，用户都会发生搜索活动，垂
直类或专业类的 ＡＰＰ 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更加

精细化的搜索需求，移动搜索活动分布于不同

的 ＡＰＰ 上也已成为常态［１］ 。 因此，相比分析单

个搜索引擎的用户行为，对用户使用手机通过

不同 ＡＰＰ 交互而产生的移动搜索进行研究十分

必要，也更符合当前环境下用户的移动搜索习

惯［８－９］ 。 用户的移动搜索活动也会在不同 ＡＰＰ
间转换，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搜索任务，用户还

需要访问多个不同类型的 ＡＰＰ 才能满足其信息

需求。 如用户搜索视频信息，可能选择影音播

放类 ＡＰＰ 搜索具体的播放源，选择浏览与搜索

类 ＡＰＰ 详细了解视频信息，通过社交类 ＡＰＰ 搜

索其他用户对视频信息的评价。
在用户的移动搜索与不同类型 ＡＰＰ 交互逐

渐频繁的背景下，将移动搜索的研究范围扩展

到 ＡＰＰ 的视角，对于掌握用户在移动互联网环

境下的搜索习惯，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移动搜索

服务十分必要。 本文针对用户日常真实场景下

的移动搜索与 ＡＰＰ 交互的关系展开研究。

１　 相关研究

１．１　 用户 ＡＰＰ 交互行为特征研究

现有研究中较多关注了用户的手机交互搜

索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中用户与 ＡＰＰ 交

互的时间特征是研究的重点内容。 Ｆａｌａｋｉ 等人

发现，用户在一天中与各种 ＡＰＰ 交互时长可持

续 ３０—５００ 分钟；每天平均会有 １０—２００ 个 ＡＰＰ
会话，每一个会话可以持续几分钟到 １ 个小时；
而具体到每一类 ＡＰＰ，与地图类 ＡＰＰ 的交互最

耗费用户的时间［１０］ 。 Ｊｅｓｄａｂｏｄｉ 等人研究发现，
用户平均与一个 ＡＰＰ 的交互时长为 ６４． ８５
秒［１１］ 。 Ｂöｈｍｅｒ 等人研究了 ４ １００ 名安卓用户的

ＡＰＰ 交互行为，发现用户在一个 ＡＰＰ 上的平均

使用时长为 ３６．３７ 秒；用户与 ＡＰＰ 交互的时长

也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如在早晨时，用户与

ＡＰＰ 交互的平均时长最长［１２］ 。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等人的

研究表明，４０％的用户与 ＡＰＰ 的平均交互时长

都少于 １５ 秒，同时他们发现，当用户在家或独处

等场景下时，用户的 ＡＰＰ 交互更为短暂［１３］ 。 总

之，在移动环境下，用户与 ＡＰＰ 的交互时长总体

偏短，这和用户日常使用手机的习惯有关。
用户与 ＡＰＰ 的交互表现在数量和类型上各

有特征，用户在手机上安装各种 ＡＰＰ 并不意味

着用户会同等地使用每一个 ＡＰＰ。 Ｂöｈｍｅｒ 等依

据 ＡＰＰ 交互活动的不同阶段总结了 ＡＰＰ 生命

周期的五个主要因素：安装、更新、卸载、打开、
关闭［１２］ ，发现用户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安装的所

有 ＡＰＰ 中的若干个 ＡＰＰ［１０］ 。 Ｆａｌａｋｉ 等人发现

９０％的交互会话只使用了 １ 个 ＡＰＰ，表明用户与

手机的交互倾向于使用 １ 个 ＡＰＰ 完成单独的任

务，并且大多数任务只需要使用 １ 个 ＡＰＰ［１０］ 。

Ｊｅｓｄａｂｏｄｉ 等人［１１］ 研究发现社交类 ＡＰＰ 是用户

最主要的 ＡＰＰ 交互类型，这和 Ｂöｈｍｅｒ 等人［１２］

的研究结果相同；而具体到一个会话中，用户可

能会用到多个不同的 ＡＰＰ，平均与 ２．１２ 个 ＡＰＰ
发生交互［１１］ 。

另外，用户所处的情境如时间、地点等，影
响用户 ＡＰＰ 交互行为和用户使用的 ＡＰＰ 类型。
与移动设备的使用一样，用户在一天中的 ＡＰＰ
交互，也呈现出昼夜差异化的特征［１０，１４］ 。 即一

天中的不同时刻， ＡＰＰ 交互的频率是不同的。
在不同的时间段，用户会倾向使用不同类型的

ＡＰＰ。 通讯类 ＡＰＰ 使用在一天中呈现均匀分布

的特征，在早上频繁使用新闻和天气类 ＡＰＰ［１５］ ，
在晚间使用社交类 ＡＰＰ 最频繁［１２］ 。 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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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用户在白天的 ＡＰＰ 交互时长要多于夜晚，然
而对于一些用户使用率很高的 ＡＰＰ，如娱乐类、
多媒体类 ＡＰＰ 在全天中的交互都比较活跃［１４］ 。
地点 因 素 也 会 影 响 用 户 ＡＰＰ 交 互 行 为，
Ｖｅｒｋａｓａｌｏ 研究发现用户 ＡＰＰ 交互行为呈现移动

模式，一些 ＡＰＰ 在用户地理位置移动时使用较

为频繁，如音乐和视频播放类 ＡＰＰ［１５］ 。
学者们还探讨了 ＡＰＰ 在用户生活中发挥的

作用，如即时通讯 ＡＰＰ 能够在课堂等教育场景

下，提升学生的积极参与度［１６］ ；同时，对社交类

ＡＰＰ 交互活动的因素分析能有效优化本地类信

息移动搜索的排序算法［１７］ 。 此外，关于 ＡＰＰ 的

用户评价也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方面。 了解用

户对于 ＡＰＰ 的评价，提升 ＡＰＰ 的用户友好度，
是 ＡＰＰ 吸引用户的核心［１８］ 。 Ｆｕ 等也通过对某

应用商店内评价较差的 ＡＰＰ，总结评价较差

ＡＰＰ 的若干原因，如功能错误、运行卡顿等［１９］ 。

１．２　 移动搜索与 ＡＰＰ 使用的关联研究

各类型 ＡＰＰ 内置搜索功能已成为趋势，移
动搜索行为的研究从侧重对用户查询式等行为

的研究，逐渐扩展到关注移动搜索与 ＡＰＰ 交互

之间的关联，如移动搜索使用的 ＡＰＰ 类型，移动

搜索活动与 ＡＰＰ 的交互，以及移动搜索过程中

不同 ＡＰＰ 间的切换交互。
移动搜索行为的研究已开始深入探讨用户

全天候 ＡＰＰ 使用过程中的移动搜索行为，包括

用户使用单一类型或垂直类搜索引擎 ＡＰＰ 的搜

索活动。 宋环宇认为 ＡＰＰ 应用内的移动搜索属

于垂直搜索的范畴，搜索的是特定类型的内容

和服务，用户更加注重本地信息搜索［２０］ 。 Ｘｕ 等

人发现即使用户在搜索相同类型的信息时，也
会使用到不同的 ＡＰＰ［１４］ 。 在搜索的情境下，用
户倾向使用更多的 ＡＰＰ，与浏览、社交、购物以

及娱乐相关的 ＡＰＰ 在移动搜索时使用的最多；
搜索活动后，用户还会继续发生一系列的 ＡＰＰ
交互活动［２１］ 。 同样，Ｗｕ 等人的研究表明，用户

在同一个搜索会话中的其他 ＡＰＰ 交互和移动搜

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如移动搜索引发的购物

等活动［２２］ 。 另外，用户在单一 ＡＰＰ 内的搜索行

为有助于改善 ＡＰＰ 功能的设计，例如侯志晗等

人［２３］ 研究了购物类 ＡＰＰ 中用户搜索行为对

ＡＰＰ 引导功能设计的影响，表明 ＡＰＰ 搜索功能

有利于提升用户体验。
随着研究的深入，用户在移动搜索过程中

在不同 ＡＰＰ 间切换的行为也开始受到研究者关

注。 用户往往会同时在某些 ＡＰＰ 之间频繁地切

换交互，如新闻类和娱乐类 ＡＰＰ、旅游类和导航

类 ＡＰＰ、天气类和新闻类 ＡＰＰ 等［１４］ 。 Ｂöｈｍｅｒ 等
人发现用户在移动搜索后使用即时通讯类 ＡＰＰ
的概率最高［１２］ 。 Ｃａｒｒａｓｃａｌ 等通过对用户使用手

机过程中“应用链（ＡＰＰ Ｃｈａｉｎ）”的分析，发现在

频繁的 ＡＰＰ 交互中，会引发用户的移动搜索活

动［２１］ ，但缺乏对移动搜索和 ＡＰＰ 切换之间关系

的探讨。 研究者也开始通过利用情境模型［２４］ ，
以及基于马尔科夫链的历史交互记录数据挖

掘［２５］ 等方法对用户使用 ＡＰＰ 过程中的转换进

行预测研究。
综合来看，国内外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用

户的信息需求、查询式的构造、用户搜索活动的

时空分布、移动搜索中 ＡＰＰ 的类型等方面的行

为特征，以及对用户移动搜索过程中出现的其

他 ＡＰＰ 交互现象进行描述性分析。 现有研究缺

乏对用户使用 ＡＰＰ 进行移动搜索时各种影响因

素，如搜索主题、搜索时间、ＡＰＰ 类型等因素的

交叉分析。 本文将对这些因素展开综合的交叉

分析，并探讨用户相关行为特征的深层原因。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问题

搜索会话是用户在某段时间内，通过搜索

引擎提交单个或多个查询式，满足其信息需求

的过程［２６］ 。 与传统的桌面端搜索不同，目前的

移动搜索主要是通过不同的 ＡＰＰ 完成。 移动搜

索会话中包含了用户在一段时间内的手机操作

记录，如查询式文本输入记录［２７］ ，ＡＰＰ 使用记

录［２１］ ，以及其他手机屏幕触控操作记录［２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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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对于分析用户的移动搜索行为十分重

要。 用户会通过不同的 ＡＰＰ 提交查询式，也会

通过一个或多个 ＡＰＰ 进行交互操作，如浏览、通
讯等。 在移动搜索会话中，将用户的多种 ＡＰＰ
交互活动与移动搜索活动结合研究，能够掌握

用户的移动搜索和 ＡＰＰ 使用之间的关系。 对用

户的搜索主题、搜索时间，以及使用的 ＡＰＰ 类型

进行交叉分析，也有助于了解用户在使用不同

ＡＰＰ 时的搜索策略，掌握用户的搜索偏好。
本研究将回答两个研究问题：大学生的移

动搜索会话、查询式与 ＡＰＰ 交互行为之间存在

着怎样的关联关系？ 大学生移动搜索的时间因

素、主题因素，以及 ＡＰＰ 的类型之间存在着怎样

的关联关系？
本文中 ３．１ 部分对实验用户的基础日志数

据进行介绍，３．２ 部分主要回应研究问题一，３．３
部分主要回应研究问题二。

２．２　 实验用户

本文通过开展一次为期 １５ 天的用户实验，
调查大学生在实验期间的日常手机移动搜索使

用行为。 为了获取更多的用户行为数据进行分

析，本实验通过前期问卷调查在校大学生的日

常移动搜索频率、搜索方式、安装 ＡＰＰ 的数量

等，从中挑选 ３０ 名日均使用移动搜索次数在 ５
次以上的大学生作为实验用户。 这些用户的平

均年龄为 ２１．２３ 岁，受教育程度均为大学本科及

以上，其中研究生 ９ 人。 实验用户分别来自中国

的 ７ 所高等院校，专业分布有计算机科学、语言

学、经济学、心理学等 １５ 个专业。 本实验中，用
户使用的手机均为安卓系统，其中小米手机占

比最多（ ４７％），其次是三星手机（ ２０％） 和魅族

手机 （ １３％）。 本 实 验 中 ３０ 名 用 户 分 别 记

为 Ｐｉ（ ｉ＝ １，２，…３０） 。

２．３　 数据收集方法

２．３．１　 用户手机日志数据

大规模搜索引擎日志，往往是单个移动搜

索引擎中的用户移动搜索行为数据，不能完整

地涵盖用户在智能手机上的所有移动搜索行

为，因此本研究通过在每一名实验用户的手机

上安装 ＡＷＡＲＥ 软件，记录其真实手机使用日志

数据，来分析移动搜索与多个 ＡＰＰ 之间的交互。
该软件是一款日志数据收集应用，记录的数据

形成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数据集和 Ｋｅｙｂｏａｒｄ 数据集两个

部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数据集会反映 ＡＰＰ 的使用情

况，Ｋｅｙｂｏａｒｄ 数据集中记录了用户的键盘输入内

容。 考虑到用户隐私，不记录用户的通讯记录、
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
２．３．２　 用户访谈

由于 ＡＷＡＲＥ 软件记录的是用户使用手机

过程中的客观数据，只能对用户的数据进行定

量分析，不利于对数据分析中发现的一些行为

特征进行定性探讨。 因此，本文在用户实验结

束后的一周内，在基本数据处理分析的基础上，
针对所有实验用户进行了一次开放式的访谈，
针对用户使用不同 ＡＰＰ 时的移动搜索等活动，
对搜索情境进行还原与再现，以分析实验过程

中用户搜索行为相关特征的形成因素。
用户日志数据的定量分析和用户访谈两种

方式的结合，便于分析实验过程中用户搜索行

为相关特征的形成因素，为研究用户移动搜索

和 ＡＰＰ 使用的关联关系提供定性的依据。

２．４　 数据分析方法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数据集中包含的数据字段有：①
ＩＤ：数据记录编号；②ｔｉｍｅｓｔａｍｐ：记录的时间戳；
③ｐａｃｋａｇｅ＿ｎａｍｅ：移动应用程序名称；④ｄｏｕｂｌｅ＿
ｅｎｄ＿ｔｉｍｅｓｔａｍｐ：该条记录结束的时间戳； ⑤ ｉｓ ＿
ｓｙｓｔｅｍ＿ａｐｐ：区分系统应用和非系统应用。 Ｋｅｙ⁃
ｂｏａｒｄ 数据集中包含的数据字段有：①ＩＤ：数据记

录编号；②ｔｉｍｅｓｔａｍｐ：记录的时间戳；③ｐａｃｋａｇｅ＿
ｎａｍｅ：移动应用程序名称；④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ｅｘｔ：键盘输

入的文本记录。 本文通过 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 数据库导

出数据，先对数据进行预处理，然后通过时间戳

实现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数据集和 Ｋｅｙｂｏａｒｄ 数据集的

关联。
对用户搜索会话研究的前提是划分搜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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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大多数研究通过 ＩＰ 地址、时间来划分搜索会

话。 前人研究发现会话平均持续时间一般在 １２
分钟左右［２９］ 。 结合本实验的用户访谈，８０％的

用户都表示使用手机进行搜索时往往会较快完

成搜索任务，同时为了避免将不同的搜索任务

划分到一个搜索会话中，本文采用 １５ 分钟的时

间间隔来划分搜索会话，并表示为 Ｓｉ（ ｉ＝ １，２…） ，搜
索会话中用户提交的查询式记为 Ｑｉ（ ｉ＝ １，２…） ，搜索

会话中包含的查询式数量为搜索会话长度。
同时， 本 文 通 过 “ 点 互 信 息 ” （ Ｐｏｉｎｔｗｉｓ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概念［３０］ ，来探讨用户移动

搜索的搜索时间、搜索主题和用户使用的 ＡＰＰ
种类之间的交叉相关关系。 这是一种在信息论

和统计学中常用的方法，可用来衡量两个或多

个因素的相关性。 其公式为： ＰＭＩ（ｘ；ｙ） ＝ ｌｏｇ
ｐ（ｘ，ｙ）

ｐ（ｘ）ｐ（ｙ）
＝ ｌｏｇ ｐ（ｘ ｜ ｙ）

ｐ（ｘ）
。 当 ＰＭＩ 值为正时，表

明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较强，且越大表示越

强，反之则相反。
此外，本文在客观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

对用户访谈中的用户表述进行内容分析，总结

用户移动搜索行为特征的影响因素、原因等，实
现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结合。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用户 ＡＰＰ 交互数据

实验共获得了 ３０ 名大学生实验用户的

１ ０２３ ７０９条数据记录，每个用户日均产生２ ２７４
条 ＡＰＰ 使用记录。 在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数据集中，用
户总共使用了 １ ０３０ 个不同的 ＡＰＰ，平均每个实

验用户使用了 ３４．３ 个不同的 ＡＰＰ（包含系统应

用），相比 Ｃａｒｒａｓｃａｌ 和 Ｃｈｕｒｃｈ 的研究结论［２１］（每

个用户平均使用 ５３．６ 个不同的 ＡＰＰ），这一数量

有所减少。
本文借鉴前人研究［２１］ 对 ＡＰＰ 的分类方法，

并结合安卓市场应用商店的分类体系，将 １ ０３０
个不同的 ＡＰＰ 分为 ２４ 个类型，表 １ 中列举了用

户启动次数最多的前十类 ＡＰＰ 及其占比，及其

类下不同 ＡＰＰ 的数量，和每类使用最多的 ＡＰＰ
实例。

表 １　 用户 ＡＰＰ 交互基础数据统计

ＡＰＰ 类型 启动次数 启动占比（％） ＡＰＰ 个数 ＡＰＰ 举例

手机管理 １９３ １７４ １８．８７ １３９ 百度云、３６０ 手机助手

实用工具 １３３ ４９２ １３．０４ １３３ 百度输入法、３６０ 日历

聊天 １１７ ３１７ １１．４６ １１ 微信、手机 ＱＱ

系统和设置 ９６ ８４３ ９．４６ ２０１ 设置、更新

通讯 ７６ ８８１ ７．５１ ３７ 短信、电话

个性化 ５５ ０７６ ５．３８ ２８ 单词锁屏、旅行墙纸

社交 ４５ ７６０ ４．４７ ３１ 微博、知乎

影音播放 ４３ ２０１ ４．２２ ５６ 酷狗音乐、爱奇艺

办公与效率 ３４ ９０８ ３．４１ ３４ 有道云笔记、有道词典

购物 ３１ ５３０ ３．０８ ３３ 淘宝、美团

　 　 此外，本文借鉴 Ｂöｈｍｅｒ 等人提出的“应用

链（ＡＰＰ Ｃｈａｉｎ）” 的概念［１２］ ，确定了采用 ３０ 秒

的划分标准，即用户手机在非待机状态下，当手

机 ３０ 秒内没有数据记录显示，后续发生的 ＡＰＰ
交互行为将归为下一个“应用链”。 由于手机开

机状态下，系统后台一直保持运行，故本研究在

进行“应用链”划分时剔除了此类数据。 本文共

划分出 １２０ １０２ 个 ＡＰＰ 使用链，有 ５２． ２４％ 的

ＡＰＰ 使用链中用户只使用了一个 ＡＰＰ，其次是

使用 ２ 个不同的 ＡＰＰ（２２．４９％），见图 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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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用户“应用链”统计情况

　 　 如图 １（ａ）所示，“应用链”中 ＡＰＰ 数量较少

的占比最高，说明用户在使用手机时，更偏向于

长时间使用一个 ＡＰＰ，但这一数据低于 Ｆａｌａｋｉ 等
人的研究结论［１０］ 。 图 １（ｂ）则反映了在一个“应

用链”中，ＡＰＰ 启动次数的频率分布，用户在一

个“应用链” 中启动 ＡＰＰ ３ 次以上的占比达

６３ ０３％，其中启动 ＡＰＰ １０ 次及以上的占比也高

达 １２．５％。 结合实验后的用户访谈，有 ２８ 名用

户表示，会经常与不同 ＡＰＰ 发生交互，如用户

Ｐ７表示“当使用完一个 ＡＰＰ 时，往往还会打开其

他在后台运行的 ＡＰＰ 浏览一下”。 这反映出用

户在使用手机时，会频繁地与 ＡＰＰ 发生交互

活动。

３．２　 移动搜索会话、查询式与 ＡＰＰ 交互

３．２．１　 移动搜索会话与 ＡＰＰ 交互的关系

在本研究中，依据前文所述划分标准，共将

２ ８７５条查询式划分为 １ ７８１ 个搜索会话。 这些

搜索会话包括查询式文本输入记录，以及未输

入文本记录时的 ＡＰＰ 使用记录。 图 ２ 反映了

用户 Ｐ１在一个搜索会话（ Ｓ４４ ） 中的全部活动，
该用户在搜索会话开始时通过搜狐视频 ＡＰＰ
输入了查询式“晓松奇谈” （Ｑ６０ ） ，并继续使用

该 ＡＰＰ；然后使用了微信，随后便打开百度手

机浏览器，继续提交查询式“晓松奇谈” （Ｑ６１ ） ，
并使用百度手机浏览器进行交互。 该用户打

开小米应用商店 ＡＰＰ，并输入查询式“ 优酷”
（Ｑ６２ ） ，随后再次打开微信。 接着，用户打开优

酷 ＡＰＰ，并输入查询式“晓松奇谈” （Ｑ６３ ）后，持
续使用该 ＡＰＰ 达 ２．５ 分钟。 然后，用户再次打

开爱奇艺 ＡＰＰ，输入查询式“晓松奇谈” （Ｑ６４ ）
后继续使用该 ＡＰＰ。

图 ２ 反映该次搜索会话记录中，共有 ７ 条

ＡＰＰ 应用数据。 该用户共使用了 ６ 个不同的

图 ２　 用户 Ｐ１搜索会话内 ＡＰＰ 交互实例

０７８



吴　 丹　 梁少博　 唐　 源： ＡＰＰ 交互视角下的大学生移动搜索行为研究
ＷＵ Ｄａｎ， ＬＩＡＮＧ Ｓｈａｏｂｏ ＆ ＴＡＮＧ Ｙｕ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ＰＰ Ｕｓａｇｅ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７

ＡＰＰ，根据前文对 ＡＰＰ 类型的分类，使用的 ６ 个

ＡＰＰ 属于 ４ 个不同类型。 受智能手机功能多样

性的影响，尤其是即时通讯 ＡＰＰ 的普及，用户在

移动搜索过程中会同时进行多种交互活动。
本次实验用户产生的 １ ７８１ 个搜索会话中，

共有 ２１ ３７２ 条 ＡＰＰ 使用记录，用户共使用了

１１９ 个不同的 ＡＰＰ。 而用户的每个搜索会话中

平均使用了 ３．４ 个不同的 ＡＰＰ，包含 １２ 条 ＡＰＰ
记录，而且平均每个搜索会话中包含 １．６１ 条查

询式，这一结果高于前人的研究结论［４］ 。
同时，在全部搜索会话中，用户共使用了 ２０

个类型的 ＡＰＰ，接近本实验用户使用的 ＡＰＰ 类

型总数。 总体上，有 ９７．５３％的搜索会话中存在

着除查询式提交外的多条 ＡＰＰ 记录，其中仅有

１７．５２％的搜索会话只发生在一个 ＡＰＰ 上，其他

的搜索会话中均存在着多种 ＡＰＰ 交互的记录。
用户在一个搜索会话中，使用 ２ 种 ＡＰＰ 类型的

占比最高，为 ５２％；其中最多的是一个搜索会话

用户使用了 ５ 种不同类型的 ＡＰＰ。
以上数据表明，用户的移动搜索往往伴随

着其他活动，也更容易受到其他 ＡＰＰ 交互活动

的影响。 因此，将传统的查询式提交、搜索主

题、搜索时间与 ＡＰＰ 的使用进行结合，全面分

析用户发生在不同 ＡＰＰ 上的搜索行为十分

必要。
３．２．２　 查询式与 ＡＰＰ 交互的关系

对用户提交查询式时所使用的 ＡＰＰ 统计发

现，用户共使用了 １３ 个类型的 ＡＰＰ，表 ２ 列举了

使用最多的 ５ 个类型的 ＡＰＰ。 笔者发现，浏览

与搜索类 ＡＰＰ 的个数最少，但 ４６．１２％的查询式

均通过该类 ＡＰＰ 提交，而 ８．３８％的查询式通过

１８ 个不同的影音播放类 ＡＰＰ 提交。 实验结束

后，笔者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用户访谈，用户 Ｐ２

解释了其使用过 ７ 个不同的影音播放类 ＡＰＰ 进

行搜索的原因：“因为经常搞不清楚想看的节

目、综艺的版权是哪个平台的，所以经常会下载

很多 ＡＰＰ 去看不同的视频”；另外，有 １４ 名用户

表示，“一般都会用手机默认的浏览器去搜索信

息”，因此，浏览与搜索类 ＡＰＰ 的个数最少。

表 ２　 用户提交查询式时的 ＡＰＰ 数据统计

ＡＰＰ 类型 提交查询式数量 ＡＰＰ 个数 占比（％）

浏览与搜索 １ ３２６ ７ ４６．１２

办公与效率 ４９０ １２ １７．０４

购物 ２６４ ９ ９．１８

影音播放 ２４１ １８ ８．３８

手机管理 １７３ １６ ６．０２

　 　 此外，用户还通过社交类（４．５２％）、旅游及

本地类（４ ３５％）、生活服务类（２ ５４％）、金融理

财 类 （ ０ ９％）、 天 气 类 （ ０ ４５％）、 阅 读 类

（０ ３８％）、 游 戏 类 （ ０ ０７％）、 实 用 工 具 类

（０ ０３％）ＡＰＰ 进行移动搜索。 由此看出，相比

桌面搜索主要采用浏览器的方式，用户在移动

搜索时的入口选择更加丰富。

３．３　 时间因素、主题因素与 ＡＰＰ 类型的关系

３．３．１　 搜索时长与 ＡＰＰ 类型的关系

本文对实验中包含 １ 个以上查询式的搜索

会话进行分析，对用户使用不同类型 ＡＰＰ 提交

查询式后在该类 ＡＰＰ 上的停留时长进行了统

计，结果见图 ３。 从图 ３ 可看出，用户在较为复

杂的搜索会话中，在使用不同的 ＡＰＰ 进行移动

搜索时，平均停留时长的差异较为明显。 如使

用浏览和搜索类 ＡＰＰ 时，用户的平均停留时长

最长，而使用天气类 ＡＰＰ 时，用户的平均停留时

长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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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用户在不同 ＡＰＰ 上的平均停留时长

　 　 由于本实验未能记录用户在输入查询式后

的网址点击记录，因此只能通过判断用户在某

类 ＡＰＰ 上提交查询式后的停留时长来判断用户

是否对该搜索结果满意。 停留时间较长，同时

未继续提交查询式，能够侧面反映出用户对移

动搜索结果的满意度较高。
同时，在包含多个查询式的搜索会话中，用

户会通过多次 ＡＰＰ 交互来提交查询式。 本文还

统计了复杂搜索会话中用户多次提交查询式所

用 ＡＰＰ 上的停留时长，统计结果见图 ４。 笔者

前期研究发现，８９．２２％的查询式输入耗费时间

均小于 １０ 秒［９］ ，结合本文图 ４ 中用户在搜索会

话中使用第一个 ＡＰＰ 时的停留时长，可知用户

提交完查询式后，并不会立刻结束搜索活动，还
会继续使用该 ＡＰＰ。 同时，在搜索会话开始阶

段，用户与 ＡＰＰ 的交互时间较长，用户在搜索会

话中第一个 ＡＰＰ 上的交互时间最长（平均 ２０４
秒）；而随着移动搜索的进行，用户与 ＡＰＰ 的交

图 ４　 用户在搜索会话中的 ＡＰＰ 平均停留时长

互时长逐渐减少。 结合实验后访谈，９０％的用户

都表示“使用手机搜索的内容大多都是比较容

易搜索的，基本上通过一两次搜索就能找到答

案”，而用户 Ｐ１４ 则表示“越往后，一般都搜不出

来什么太有用的了，所以不太仔细浏览页面，会
考虑使用电脑搜索，可能手机不太适合”。
３．３．２　 搜索主题与搜索时长的关系

对用户的查询式进行主题分类，可以反映

用户的信息需求及兴趣。 本文采用 ＤＭＯＺ 开

放式分类目录的分类体系对查询式进行主题

分类，将用户的搜索主题分为 １４ 个类型。 图 ５
反映了在包含多个查询式的搜索会话中，在搜

索不同类型主题的信息时，用户的平均搜索

时长。
当用户搜索健康类信息时，耗费的平均时

长最多，为 ６４３ 秒。 但此类型主题的查询式在全

部查询式中的比例并不高。 因此在实验后，笔
者对搜索了该类型主题信息的用户进行了访

谈，用户 Ｐ２ 在访谈中谈到“因为身体不舒服，所
以搜索了一些病症，但不是很清楚，所以看了很

多网友的回答”，用户 Ｐ２１则表示“搜索了一些药

物，查到后仔细查看了使用的病症以及注意事

项，因为事关身体健康，所以花费时间长一些”。
而对于体育类、地区类、儿童与青少年类、新闻

类等主题信息的搜索耗时较少。
因此，用户搜索不同类型的信息时，由于信

息需求、搜索动机以及搜索任务的紧迫程度不

同，所耗费的平均时长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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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搜索不同主题时的移动搜索平均时长

３．３．３　 搜索主题与 ＡＰＰ 类型的关系

本文选取用户提交查询式时使用最多的前

６ 类 ＡＰＰ 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 ＰＭＩ （搜索主

题，ＡＰＰ 类型）的值，分析用户使用这些 ＡＰＰ 和

搜索主题之间的相关关系，如图 ６ 所示。 当用户

搜索不同主题的信息时，ＰＭＩ 值的分布差异较

大，反映出用户搜索特定的主题信息与某些类

型的 ＡＰＰ 之间的相关关系。

图 ６　 搜索主题与 ＡＰＰ 类型的相关性分析

　 　 在垂直类 ＡＰＰ 日趋普遍的背景下，用户搜

索信息的主题类型往往和其使用的 ＡＰＰ 类型相

一致。 本研究中，使用垂直类 ＡＰＰ 的比例达

５３ ８８％，其中最明显的是当用户使用办公与效

率类 ＡＰＰ 时，只和参考类信息的搜索存在正相

关关系，与其他类型信息的搜索均是负相关的

关系。 当用户搜索计算机类信息时，如搜索一

个手机应用，则会更多地使用手机管理类 ＡＰＰ，
其 ＰＭＩ 值最高，为 ４ ９６２；当用户搜索艺术类信

息时，则与影音播放类 ＡＰＰ 之间的相关关系最

强，ＰＭＩ 值为 ４ ７４４；当用户使用购物类 ＡＰＰ 时，
与购物主题的搜索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ＰＭＩ
值为 ４ ７１７。 这些数据反映出用户在搜索参考

类、购物类、艺术类、计算机类信息时，更倾向于

使用专业化的垂直类 ＡＰＰ。
另一方面，用户在搜索某些类型主题信息

时，并没有倾向于同一类型的 ＡＰＰ，这一比例达

到了 １７ ５７％。 其中最明显的是，用户使用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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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搜索类 ＡＰＰ 和社交类 ＡＰＰ 时，与不同的搜索

主题之间没有出现明显的差异化分布。 如用户

使用浏览与搜索类 ＡＰＰ 时，与不同类型的搜索

主题间的 ＰＭＩ 值均为正值，且分布较为均匀，特
别是对于科学类、新闻类、健康类、游戏类、地区

类、体育类等主题信息，和浏览与搜索类 ＡＰＰ 的

相关性较强，ＰＭＩ 值均大于 ２ ５，说明用户在搜

索各类主题信息时都会使用到浏览与搜索类

ＡＰＰ。 其次，用户使用社交类 ＡＰＰ 时，也与较多

主题类型的查询存在相关关系，当用户在查询

社会类、新闻类、体育类、儿童与青少年类信息

时会优先选择社交类 ＡＰＰ，如用户 Ｐ１７在访谈中

提到“当出现突发新闻时，一般喜欢在微博上

搜，因为更新比较快，而且还有视频、图片等资

源”。 正是由于微博、知乎等社交类 ＡＰＰ 均具有

应用内搜索功能，且由于用户群广大，信息更新

速率快，因此在某些领域相比传统的搜索引擎

具有一定的优势。
ＡＰＰ 的多元化为用户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移

动搜索入口。 然而，某些搜索主题和用户使用

的 ＡＰＰ 类型间存在着较弱的相关性。 如用户对

计算机类信息的搜索与购物类 ＡＰＰ 之间的相关

性较弱，ＰＭＩ 值为－２ ７３。 当用户搜索商业类信

息时， 与购物类 ＡＰＰ 的相关性很弱 （ ＰＭＩ ＝
－２ ７３５），而与浏览与搜索类 ＡＰＰ 的相关性较

强（ＰＭＩ ＝ ２ ５８１）。 结合用户提交的查询式进行

分析，当用户搜索商业类信息时，使用浏览与搜

索类 ＡＰＰ 的比例达到了 ６４ ３７％，而使用金融理

财类 ＡＰＰ 的比例仅为 ２８ ８９％。 另外，本实验中

用户对于新闻类主题信息的搜索，均没有使用

新闻杂志类 ＡＰＰ，反而使用社交类 ＡＰＰ 较多，这
反映出新闻阅读类 ＡＰＰ 在应用内搜索功能的

欠缺。
总体来看，在移动环境下，用户会更偏向使

用垂直类 ＡＰＰ 进行搜索，而非浏览器或一般搜

索引擎。 垂直类 ＡＰＰ 的推出以及应用内搜索功

能的完善，使得用户可选择的搜索途径更加多

元化，也更倾向于使用垂直类搜索 ＡＰＰ 获得准

确、快速的搜索结果，提升搜索体验效果。

３．３．４　 搜索主题、搜索时间与 ＡＰＰ 类型的交叉

分析

如前文所述，用户的搜索主题和使用的垂

直类 ＡＰＰ 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是正相关的关

系。 掌握用户使用某类 ＡＰＰ 进行移动搜索的使

用时间，可以帮助网络信息服务商了解用户的

搜索偏好，在用户需求较高的时间段优化网络，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因此，本节中笔者将时间

变量也纳入到 ＰＭＩ 值的计算过程中，探讨用户

在不同时间维度下，搜索主题和 ＡＰＰ 类型之间

的相关性。
由于用户使用不同类型的 ＡＰＰ 所提交的

查询式主题分布范围存在差异，本文选取了

查询 式 主 题 分 布 较 为 广 泛 的 ４ 个 类 型 的

ＡＰＰ，并选取用户使用该类型 ＡＰＰ 搜索时提

交查询式数量排名前三的搜索主题，进行交

叉分析，结果如图 ７ 所示。 为了显示效果更

好，图中将同一类型的搜索主题选取同一颜

色的线条表示。
通过图 ７ 中四个子图可以发现，用户使用办

公与效率类 ＡＰＰ 搜索与科学相关的信息时，主
要集中在凌晨 ３ 时、上午 ９ 时、下午 ６ 时，在这三

个时间点，三者的相关性较强；而使用浏览与搜

索类 ＡＰＰ 时，对与科学相关的信息搜索，仅在下

午两个时间段的 ＰＭＩ 值为正值，其相关关系

较弱。
当用户使用社交类 ＡＰＰ 搜索社会类信息

时，在上午 ６—７ 时出现一个峰值，其余大部分

时间段，ＰＭＩ 值也呈现反映较强相关性的正值；
而同一时间，用户使用浏览与搜索类 ＡＰＰ 对社

会类信息搜索的情况正好相反，其 ＰＭＩ 值为

负，相关关系很弱。 这反映出用户对于某些类

型主题信息进行搜索时，存在着一定的选择性

偏好。
对于艺术类信息的搜索，当用户使用办公

与效率类 ＡＰＰ 和手机管理类 ＡＰＰ 时，时间分布

存在差异，反映出在对同一类型信息的搜索中，
用户使用的 ＡＰＰ 不同，呈现的时间分布特征也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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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搜索主题、搜索时间与 ＡＰＰ 类型的关联分析

　 　 图 ７ 反映了用户在移动环境中，使用不同

类型的 ＡＰＰ 搜索同一类型信息时的时间分布，
这为掌握用户使用不同类型 ＡＰＰ 进行搜索的偏

好提供了数据支撑。

４　 讨论

４．１　 发现一：移动搜索呈现跨 ＡＰＰ 交互特征

在本研究中，用户在移动搜索会话中使用

的 ＡＰＰ 种类（与移动搜索有关的手机日志数

据）已接近本实验中用户使用 ＡＰＰ 种类的总数

（所有的手机日志数据），这反映出在移动环境

中，用户的移动搜索往往伴随着其他 ＡＰＰ 交互

活动，也更易受到其他 ＡＰＰ 交互的影响，呈现出

跨多种 ＡＰＰ 交互的特征。 实验发现，大学生用

户的移动搜索会话中，往往会提交多个查询式，
并且高于一般用户［４］ ，经常伴随着多个 ＡＰＰ 的

反复交互，这些 ＡＰＰ 的反复交互和搜索活动密

切相关，如切换 ＡＰＰ 进行搜索、浏览与分享搜索

结果等。
同时，移动搜索跨 ＡＰＰ 交互的特征也导致

用户的移动搜索行为更加复杂。 各类 ＡＰＰ 的迅

速发展，以及应用内搜索功能的完善，使得用户

在移动搜索时会使用更多的 ＡＰＰ，如社交类

ＡＰＰ、影音播放类 ＡＰＰ、阅读类 ＡＰＰ 等，而单一

网站的用户数据未能包含用户的完整移动搜

索、ＡＰＰ 交互数据，这也给传统的依赖单一搜索

引擎的用户日志数据研究带来了挑战。 以往的

移动搜索研究大多围绕查询式展开，如查询式

提交的时间、地点，查询式主题分布，较少关注

到整个搜索会话中其他 ＡＰＰ 的使用活动。 因

此，对移动搜索会话的研究不应再局限于单独

对查询式输入的分析，而需进一步探讨其他

ＡＰＰ 活动对移动搜索的影响。

４．２　 发现二：大学生更倾向使用垂直类 ＡＰＰ 移

动搜索

对本实验中大学生移动搜索时使用的 ＡＰＰ
类型和搜索主题分析发现，相比于普通用户更

多地在 ＰＣ 端使用浏览器进行搜索，大学生用户

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多种 ＡＰＰ 来进行移动搜

索，并且更加偏向于使用垂直类 ＡＰＰ 搜索（如使

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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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淘宝等 ＡＰＰ 搜索购物类信息，使用优酷等

ＡＰＰ 搜索视频类信息）；而在同一搜索会话中，
大学生也会使用多个不同的垂直类 ＡＰＰ。 如在

搜索购物类信息时，垂直类 ＡＰＰ 搜索能够为用

户提供更好的搜索体验。
本研究还发现，当大学生在搜索科学类、新

闻类、健康类、游戏类等信息时，和相应的垂直类

ＡＰＰ 之间（如新闻类 ＡＰＰ、医疗健康类 ＡＰＰ）的相

关性较弱。 这说明，这些类型的垂直类 ＡＰＰ 还应

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搜索功能，以吸引用户量。 这

些特征的发现对互联网、ＡＰＰ 开发具有实践指导

意义，如 ＡＰＰ 之间应该开放接口，使用户能够方

便地在不同 ＡＰＰ 之间进行移动搜索。 另外，一些

互联网大型企业如百度等，应尝试搭建其 ＡＰＰ 生

态圈，发挥其资源整合优势，打通旗下各类 ＡＰＰ
间的接口，整合为统一的搜索入口，为用户提供

更加高效的搜索服务。

４．３　 发现三：时间因素和 ＡＰＰ 类型互相影响

首先，大学生在移动搜索中使用的 ＡＰＰ 类

型会导致搜索时长分布的差异，在复杂搜索会

话中，使用不同 ＡＰＰ 时移动搜索的停留时长分

布存在较大差异，在浏览和搜索类 ＡＰＰ 上耗费

的平均时长最长，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类似［１２］ 。
总体来看，相比一般用户［１０］ ，大学生用户在移动

搜索中更倾向于长时间使用一种 ＡＰＰ。 其次，
搜索主题会影响搜索时长的分布。 当大学生搜

索不同类型主题信息时，其移动搜索耗费的时

长存在差异。 特别是大学生对于健康类信息的

搜索，会耗费用户较多的时间。

４．４ 　 发现四：ＡＰＰ 类型影响搜索主题及时间

分布

本文在对查询式主题分布较为广泛的 ４ 个

类型的 ＡＰＰ 及若干个搜索主题分析后发现，当

大学生使用不同类型的 ＡＰＰ 时，其搜索兴趣与

信息需求也存在差异化分布。 用户对于同一类

型主题的网络信息进行搜索，当其使用的 ＡＰＰ
类型不同时，其搜索活动的时间分布也往往不

同。 这一特征可应用于垂直类搜索引擎的开

发，可以根据用户搜索时间的不同，构建用户的

个性化搜索习惯，主动为用户在其搜索需求较

为旺盛的时间段提供推荐信息，提升用户体验。

５　 结论

本文通过用户实验来收集大学生在真实生

活场景下手机使用情况的客观数据，对实验中

用户提交查询式所使用的 ＡＰＰ 类型进行了统

计，并从搜索会话的角度进行分析，探索用户搜

索会话中的复杂行为。 同时，通过实验后用户

访谈调查了用户行为特征的形成原因。 通过计

算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对用户在移动环境下的

搜索主题、搜索时间与使用的 ＡＰＰ 类型之间的

交叉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用户搜索购物类等

信息时更偏向垂直搜索引擎，而对健康类、科学

类等信息的搜索并不局限于使用一种 ＡＰＰ。 用

户对同一主题类型信息进行搜索时，搜索时间

的不同也会影响使用 ＡＰＰ 的类型。
针对研究中的用户移动搜索行为特征，垂

直类搜索引擎应提供更好的搜索服务，互联网

企业应尝试整合 ＡＰＰ 生态圈，整合搜索入口，并
结合用户的搜索习惯主动提供信息推荐服务。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用户量较小，且研究对

象主要为在校大学生，产生的研究结论不能涵

盖所有的用户群体，在普遍性上有所欠缺。 未

来还需针对大规模数据集展开相关研究，并对

用户在移动搜索中出现 ＡＰＰ 反复切换的行为特

征展开原因分析，探讨其深层次动机，构建更为

丰富的用户移动搜索行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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