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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AM的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使用数字化信息

资源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申胡日查袁 赛罕格日乐 *

（内蒙古工业大学 图书馆，呼和浩特 010051）

摘 要院 [目的 /意义]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学生的学习、科研研究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从用户的角度展开

研究，能深入了解用户使用数字资源行为意愿，精准建设数字资源。[方法 /过程]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对国

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定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民族地区高校学生用户使用数字资源行为意愿模型并对此进

行了结构方程路径分析并对不同民族大学进行了特定群体分析。[结果 / 结论]结果发现数字信息系统的有用

性和易用性等对学生使用行为有显著的影响。特定群体分析结果发现系统特征、个体差异和信息内容质量等

因素对民族地区高校汉族大学生使用数字资源有正向影响，而影响蒙古族大学生使用信息系统的因素主要有

系统特征、自我效能感和易用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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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A digital libra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udents' learn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behavior of users and actual usage of digita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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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数字化与数字资源建设是高校图书馆主要工作之

一遥 互联网环境下袁 数字化信息资源建设得到了十足

的发展遥 国内一些高校早已实现数字资源统一检索及

一站式服务袁 并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开展移动数字图

书馆服务遥 民族地区高校数字资源建设主要以数据库

为主袁 并逐年增加经费投入于数字化建设遥 以用户服

务为中心的数字化建设中袁 有必要了解用户的信息需

求及信息行为遥 为此文章以技术接受模型 渊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冤 为理论基础袁 对用户使用数字信息

资源行为进行深入了解袁 并以此为基础为提升用户对

图书馆满意度尧 优化数字信息资源服务提供参考遥

2 文献综述

DAVIS[1]在 1989 年以理性行为理论为基础袁 提出

了技术接受模型 渊TAM冤 [2]遥 技术接受模型通过用户

对技术的感知来解释接受行为用于解释用户信息系统

接受行为遥 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技术接受模型

的两个最重要的预测变量并受一系列外部变量的影响遥
感知有用性指使用系统后提高工作效率及绩效的程度曰
感知易用性指使用系统的难易程度[3]遥 当用户感知使用

信息系统既简单又方便并感知能提升工作效率时会增

强用户持续使用信息系统的意愿遥 由于模型简洁尧 解

释力强等优势袁 技术接受模型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青

睐[4]遥 技术接受模型提出以来 DAVIS[5]和 VENKATESH[6]

等对模型不断进行修正及扩展使之发展和完善遥 现如

今袁 技术接受模型理论广泛应用于微信[7]尧 微博等社交

媒体[8]尧 数字图书馆[9]尧 教育教学相关技术[10]尧 电子商

务[11]尧 及移动 app 应用[12]等不同的学科领域研究用户行

为遥 如袁 邓李君等对在线学习系统 MOOC 系统的用户

使用意愿进行实证研究袁 研究结果发现信息系统质量尧
社会因素等对大学生使用 MOOC 系统的感知有用性有

正向影响袁 便利条件尧 服务质量等显著影响大学生对

MOOC 系统的感知易用性[10]遥 陈明红等以技术接受模

型为基础结合任务技术匹配模型对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用户使用学术博客的满意度进行了研究袁 研究证实

了科研任务与学术博客之间的适配度对用户满意度和

利用效果的正向影响[8]遥 王伟赟等以整合技术接受模型

为基础对用户使用电子资源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袁
研究结果发现期望效应尧 努力期望和社会影响等因素

对用户的使用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袁 此外研究还发现年

龄和经验等个体差异因素影响用户使用行为[13]遥 张培

以技术接受模型为理论基础结合信息成功模型对高校

学生用户学术数据库使用意愿的研究袁 证实了感知有

用性对使用意向的正向影响并指出方便快捷尧 满足需

求尧 有益性等因素是影响用户使用意向的重要指标[14]遥
SCHERER 等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对挪威 1 190 名教师课

braries. It will lead to the complete and comprehensive digital library construction.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n the research works, the research first proposes the

digital resources utilization behavioral model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by including the factors

of th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interfac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adding the information

quality factors, and then, carries out path analysis wit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sults/Conclusions] The re-

sults show that the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the perceived ease of use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students' acceptance

of digital information system. System characteristic, personal difference and the information quality factors positive-

ly affect the Han students' us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whil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self-efficacy and the perceived

ease of use positively affect the Mongolian university students' acceptance and use of system.

TAM;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ethnic groups; us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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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使用通信科技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袁 并以自我效

能感尧 年龄和感知有用性等因素对使用行为的影响袁
研究证实了教学与学习中使用信息及通信科技能提升

学生的兴趣及学习尧 增强交流与合作尧 提高信息检索

效率这些因素对教师使用信息及通信科技的感知有用

性有正向影响[15]遥 王文韬等以技术接受模型为基础以

全面性尧 创新型和趣味性为感知有用性的外部因素曰
又以稳定性尧 简易性为感知易用性的外部因素并加入

可观察性因素袁 结合信息系统成功模型解释大学生的

移动图书馆使用行为[16]遥
这些研究都较好地解释了用户使用行为袁 同时也

丰富了技术接受模型理论遥 然而目前还没有对民族地

区高校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用户的使用行为意向的研

究遥 为此文章以民族地区高校学生用户为例袁 运用技

术接受模型袁 建构民族地区高校学生用户数字信息资

源使用行为意愿模型袁 并对模型进行验证遥

3 模型建构及研究假设

3.1 研究模型

根据 TAM 感知有用性 渊Perceived Usefulness冤尧 感

知易用性 渊Perceived Ease of Use冤 是使用意向的两个

重要预测变量遥 本文使用意愿主要指学生持续使用数

字信息资源的意向遥 感知有用性 渊PU冤 和感知易用性

渊PEOU冤 是技术接受模型两个中介作用袁 外部变量通

过中介变量影响用户使用行为遥 本文建构的研究模型

中感知易用性是指使用数字信息资源时感知的难易程

度袁 数字信息资源检索简单尧 易操作时学生会感知易

用的同时感知数字信息资源的有用性遥 同时学生对数

字资源的易用感强化使用意愿遥 感知有用性是指当数

字资源满足学生的学习尧 科研的信息需求时学生就感

知数字信息资源的有用性从而增强学生持续使用数字

信息资源意愿遥 根据相关研究文章假设如下遥
假设 H1院 学生对数字化信息资源的感知易用性正

向影响感知有用性曰
假设 H2院 学生对数字化信息资源的感知易用性正

向影响使用意愿曰
假设 H3院 学生对数字信息资源的感知有用性正向

影响使用意愿遥
3.2 影响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外部变量

本文根据相关研究选取影响学生对数字信息资源

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外部因素遥 引入可访问

性尧 相关性和明显性等系统特征为感知有用性的外部

变量遥 野可访问性冶 是指用户使用信息系统获取相关

信息的方便程度袁 可访问性越高袁 越使用户接受并增

强使用意向[17]遥 野相关性冶 是指数字信息系统提供的

信息与用户信息需求的匹配程度袁 当通过使用数字信息

系统用户信息需求得到满足时能提升用户感知[18]遥 赵玉

明[19]尧 明均仁[20]尧 余世英[21]等分别以技术接受模型为理

论基础袁 研究用户接受和使用移动图书馆的行为意向袁
模型以可访问性尧 相关性和系统帮助为系统特征并证

实了系统特征对用户的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遥 野明显

性冶 主要指数字信息系统的知晓度袁 即数字信息系统

被用户周围人群所接受和使用的程度遥 知晓度越高袁
越容易被潜在用户接受和使用遥 MILLER 等基于技术

接受模型并以相关性尧 社会准则和信任等因素为感知

有用性的外部变量对不同国家用户接受使用数字图书

馆的行为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袁 研究发现明显性正向

影响用户对数字图书馆系统的感知有用性[22]遥
感知易用性的外部变量引入术语尧 定制化和屏幕

设定等界面特征为影响学生对数字信息资源的感知易

用性的外部变量遥 杨雅芬等把界面特征进一步细化为

术语 渊Terminology冤尧 屏幕设计 渊Screen Design冤尧 导

航 渊Navigation冤 以及定制化 渊Screen Personalization冤
等并对以上变量做了详细的界定[18]遥 此外袁 个体差异

因素也影响用户感知易用性遥 文章个体差异因素选取

自我效能感和领域知识遥 领域知识是影响用户使用数

字信息系统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袁 领域知识能帮助学

生有效区别有用信息与无关信息并协助用户熟悉系统

检索相关规定袁 同时袁 辅助学生形成准确有效的检索

式遥 自我效能指人们对自身可以组织并执行某一行动

从而达成特定目标的能力的评估和信念遥 姚公安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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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检索数据库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证实了自我效

能对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正向影响 [23]遥 此外袁
文章还引入了信息内容质量因素袁 信息质量主要指数

字信息资源提供的信息的时效性尧 有效性和准确等遥
黄传慧等对移动用户学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证实

了信息质量对使用态度的正向影响[24]遥 其建构的研究

模型如图 1 所示遥

图 1 理论模型及相关假设

假设 H4院 数字信息系统的系统特征对学生的感知

有用性有正向影响曰
假设 H5院 数字信息系统的界面特征对学生感知易

用性有正向影响曰
假设 H6院 学生的专业主题领域对感知易用性有正

向影响曰
假设 H7院 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感知易用

性曰
假设 H8院 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对使用意愿有正向影

响曰
假设 H9院 信息内容质量正向影响学生对数字信息

系统的感知有用性曰
假设 H10院 信息内容质量正向影响学生对数字信

息系统的感知易用性曰
假设 H11院 信息内容质量对学生使用意愿有正向

影响遥

4 研究设计及数据分析

4.1 数据收集及信度尧 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袁 问卷采用 Likert 七星量

表遥 调查样本来源于内蒙古工业大学本科生采用随机

抽样方法遥 问卷的收集采用发放纸质调查问卷袁 共发

放 270 份问卷袁 回收 253 份袁 有效问卷 221 份袁 有效

率为 81%以上遥 调查样本人口学变量特征如表 1 所示遥
利用 SPSS25.0 对量表进行信度及效度分析袁 信度分析

采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法袁 根据吴明隆等[25]的建议

总量表的信度最好在 0.8 以上袁 信度分析结果显示总量

表的标准化系数为 0.925袁 说明量表的信度良好袁 表明

各项指标的内部一致性较好遥 结构效度分析采用探索

性因子分析法袁 利用 SPSS25.0 进行因子分析袁 因子分

析之前需进行 KMO 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确定是否适

合进行因子分析遥 其 KMO 值为 0.922袁 Bartlett 球形检

验结果达到了显著水平袁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遥 其次袁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每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袁 大部

分因子载荷达到 0.5 以上袁 效度检验结果较好遥
4.2 结构模型验证

本文采用 AMOS26.0 对该模型的路径关系进行了

分析袁 整体模型的拟合度要达到一定的指标是进行结

 

H9

H4

H10H5

H6
H7

H3

H2

H8

H1

信息质量

系统特征

界面特征

领域知识

自我效能感

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

H11

使用意愿

民族        人数  年级      人数  使用计算机       人数  进馆次数           人数 

汉族 147  大一   9  1～2 年 28  几乎不去  8 

蒙古族  74  大二 129  2～4 年 43  一月一次 14 

   大三  70  4～6 年 48  两周一次 16 

   大四  13  6～8 年 42  一周一次 11 

      8 年以上 60  一周两三次 67 

         一天一次 41 

               一天一两次 64 

 

表 1 人口学变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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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理论模型验证结果

构方程路径分析的前提遥 模型拟合度指标主要参照吴

明隆[26]等的建议袁 其建议值参见表 2袁 本文模型拟合分

析结果显示其卡方自由度比为 2.43尧 良适性适配度指

数渊GFI冤>0.932尧 规准适配指数渊NFI冤为 0.908尧 增值适

配指数 渊 IFI冤 为 0.944尧 非规准适配指数 渊TLI冤 为

0.902尧 和比较适配指数 渊CFI冤 为 >0.942尧 调整后良适

性拟合指标 渊AGFI冤 为 0.864尧 简约适配度指数 渊PGFI冤
为 0.557尧 简约调整后标准拟合指标 渊PNFI冤 为 0.537袁
总体来看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遥

首先在对全体群体样本进行结构方程分析的基础

上袁 为了进一步揭示汉族大学生和蒙古族大学生在接

受和使用行为影响因素上存在的差异袁 文章对两个群

体进行特定群体模型验证袁 其结果如图 2 所示遥 全体

群体模型验证结果显示除假设 H5尧 H9 验证不成功外袁
假设 H1尧 H2尧 H3尧 H4尧 H6尧 H7尧 H8尧 H10尧 H11 验

证成功遥 特定群体分析结果显示汉族大学生的假设

H1尧 H3尧 H5 和 H9 不成功袁 假设 H2尧 H4尧 H6尧 H7尧
H8尧 H10 和 H11 验证成功曰 蒙古族大学生的假设 H2尧
H4 和 H11 验证成功遥

5 结 论

从全体群体来看感知有用性对使用意向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袁 表明学生使用数字信息系统时会考虑系统

是否满足信息需求从而提升学习效率和顺利完成学习

相关任务遥 然而袁 特定群体路径分析结果显示汉族大

学生和蒙古族大学生的路径系数都为正向袁 但都没达

到显著水平遥 汉族大学生和蒙古族大学生的感知易用

性对使用意向的路径系数都达到了显著水平袁 该结论

与以往诸多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27,28]袁 表明汉族大学生

和蒙古族大学生使用数字信息系统时主要考虑系统是

否简单尧 易操作尧 省时省力遥 再实次证了简单尧 易操

作并能满足用户各种信息需求的数字化信息资源能增

强用户的使用意向遥
汉族大学生和蒙古族大学生的系统特征对感知有

用性的路径系数都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袁 即系统特

征正向影响学生接受和使用数字信息系统的行为意图遥
当数字信息系统易于访问尧 运行可靠且性能稳定时袁
学生就会感知系统有用并将提升他们接受和使用系统

的意愿遥 因此图书馆应通过各种有效途径提高数字信

息系统的可访问性袁 如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向学生提

供移动 app 数字信息服务尧 微信尧 微图书馆等信息服

务来提高信息系统的可访问性遥 此外图书馆应向学生

提供简单而易于检索的智能一站式信息服务提升学生

使用数字信息的效率和准确率遥 相关性是影响学生使

拟合指数 建议值 指标值 拟合结果 

卡方自由度比 2～5 2.43 理想 

良适性拟合指标 GFI ＞0.90 0.932 理想 

调整后良适性拟合指标 AGFI ＞0.80 0.864 理想 

比较拟合指标 CFI ＞0.90 0.942 理想 

简约调整后标准拟合指标 PNFI ＞0.50 0.537 理想 

简约适配度指数 PGFI ＞0.50 0.557 理想 

增值适配指标 IFI ＞0.90 0.944 理想 

规准适配指标 NFI ＞0.90 0.908 理想 

非规准适配指数 TLI ＞0.90 0.902 理想 

 

表 2 结构模型拟合度分析结果

 

0.142***
0.105

0.289

-0.093
-0.202

-0.173
0.688***
0.826***

0.929***
0.331***
0.391***

-0.067
0.111
0.105

0.835

0.202***
0.154**

-0.023
0.314***
0.291***

0.176

0.168**
0.13

-0.019
0.181**
0.209**

0.084**

0.25***
0.334***

0.085

信息质量

系统特征

界面特征

领域知识

自我效能感

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

0.239***
0.185**

0.349***

使用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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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字信息系统的重要因素遥 当数字信息系统能满足

学生的各种信息需求袁 提升学生完成学习和科研任务

的效率时能增强学生接受和使用信息系统的意图和实

际使用遥
全体群体和汉族大学生领域知识对感知易用性的

正向影响达到了显著水平袁 表明学生对所检索的主题

或专业领域知识越熟悉袁 越有可能编写出符合数字资

源系统的检索式曰 能根据领域知识正确解读所检索到

的信息从而提高用户对数字资源的感知易用性和使用

意愿遥 领域知识有助于学生使用数字资源袁 能提升学

生对数据库的感知易用性曰 能帮助学生快速有效地辨

认相关信息和无关信息袁 从而提升学生学习和科研效

率遥 汉族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影响感知易用性的同时

影响使用意愿遥 THONG 等认为用户对使用计算机互联

网的信心越高袁 越有可能感知数字图书易用[29]遥
全体群体和汉族大学生的信息内容质量对感知易

用性的路径系数达到了显著水平的同时对使用意愿的

路径系数也达到了显著袁 表明自我效能即影响汉族大

学生对数字信息系统的感知易用性同时直接影响使用

意图曰 而自我效能对蒙古族大学生的使用行为意愿产

生直接的影响遥 数字信息资源的全面性尧 时效性和准

确性等影响学生使用信息系统遥 因此袁 有必要加强数

字信息资源内容建设袁 提供及时尧 有效的信息服务将

会提高学生使用信息系统的意愿遥
文章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实证研究揭示学生使用数

字资源的行为意愿影响因素遥 以技术接受模型和信息

成功模型为理论基础袁 建构了学生使用数字资源行为

意愿结构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对模型进行

了实证研究遥 研究结果发现学生对信息系统的感知有

用性尧 感知易用性等对信息系统使用行为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袁 明显性尧 相关性及可访问性等系统因素显著

影响汉族大学生接受使用行为袁 同时也受到领域知识尧
自我效能等个体差异因素的影响遥 此外袁 信息内容质

量也是影响汉族大学生使用行为的重要因素袁 而蒙古

族大学生的信息系统使用行为主要由数字信息系统的

易用性和系统特征因素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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