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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图书馆在推动全民阅读中具有重要意义，厘清影响用户持续性使用数字图书馆的因素及其实践路径，

对于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文献回顾梳理了影响用户持续性阅读行为的影

响因素，运用解释结构模型探究了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影响用户持续性阅读行为的

因素可以归纳为14个核心因素，根据各要素之间的层次关系，可以分为底层因素(L4)、重要因素(L3)、
核心因素(L2)、枢纽因素(L1)四个递进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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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library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promoting reading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libraries, it is crucial to identify the fac-
tors that affect users’ sustainable use of the digital library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Throug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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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users’ continuous reading behavior were identified,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as explored using the interpretative structure model. The study found that 
users’ continuous reading behavior is influenced by 14 core factors, which are hierarchically re-
lated and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progressive levels: bottom factor (L4), important factor (L3), 
core factor (L2), and hub factor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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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 5G 技术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互联互通，极大程度

地提高了信息的传播效率。《2021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我国数字出版行业的

营收规模达了 415.7 亿元，同比增幅 18.23% [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同时也要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由此可见，推动数

字图书馆的建设既是贯彻落实二十大报告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对于实现

数字赋能，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和信息化建设的具有重要意义。 
在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手段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完善对于推

动全民阅读、提高公民素质和推进数字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数字图书馆打破了时空限制，读

者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丰富的数字信息资源，能够提高信息的传播效率。调查显示，2021 年我国成年国民

综合阅读率为 81.6%，其中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 79.6% [2]。另一方面，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

传统出版行业的管理模式、管理理念正在发生结构性调整[3]，数字出版物已经成为了图书出版的主要渠

道之一，这从供给侧角度说明了发展数字图书馆的必要性。但是，在实践中，尽管对数字化图书馆的建

设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但效果却不尽人意。首先，数字图书馆具有建设投资较大、建设周期长的特点[4]。
这使得很多地方图书馆在建设初期仅关注数字技术对文献资源的储存功能，而忽视了读者的使用效果。

其次，数字场景中信息的传播具有密集化、碎片化和浅表化的特征[5]。这对于如何吸引读者的兴趣，提

高用户粘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后，数字图书馆建设需要高水平的技术支持以及专业人员长期维护和

管理[6]。部分地方图书馆缺乏这类人才，难以推进数字图书馆建设，降低了用户的使用体验。 
综上，本文基于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on Structural Model, ISM)，分析影响读者使用数字图书馆进

行持续性阅读行为的影响因子集，并探究其相互作用的路径，厘清影响持续性阅读行为的发生机制，为

推出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提出对策和建议。 

2. 数字图书馆持续性阅读行为影响因子集构建 

根据石姝莉等的观点，持续性行为被广泛定义为一以贯之的执行、结合和行为的常规化[7]。本文所

探究的数字图书馆持续性阅读行为，是指读者接入数字图书馆并进行长期、有规律的连续性文本阅读的

行为。这一阅读方式具有连贯性，关注于读者的思考而非简单的情绪调动，并能够借此改变读者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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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领域的持续性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中，韩飞飞等指出，用户对阅读平台的感知易用性与

感知有用性等会影响到其持续阅读意愿[8]；徐晓晨提出，阅读对象的类别、阅读载体的特点以及外界环

境的干扰等因素都会影响读者的持续性阅读行为[9]；孙梦玥等则认为，读者的受教育程度、阅读目的与

阅读习惯会也是影响其使用电子书的重要因素[10]。因此，本文采用通过文献分析，从个人特征、系统特

征、环境特征、行为特征四个维度出发，共提炼出 30 项关于数字图书馆持续性阅读行为的影响因素，见

表 1。 
 

Table 1. Factor coding 
表 1. 因子编码 

维度 因子编码 文献来源 维度 因子编码 文献来源 

个人特征 

A1 阅读需要 

董瑜[11] 

系统特征 

A16 感知可用性 
刘澜等[12]； 
陆文慧[13] A2 阅读任务 A17 阅读材料呈现方式 

A3 阅读深度 A18 平台功能 

刘澜等[12]； 
徐晓晨[9]； 
董瑜[11]； 
韩飞飞等[8] 

A4 阅读动机 A19 图书数量 

A5 阅读兴趣 董瑜[11]； 
韩飞飞等[8] A20 载体特质 

A6 时间压力 

徐晓晨[9]； 
刘澜等[12] 

A21 图书种类 

A7 阅读能力 A22 图书质量 

A8 消费水平 

环境特征 

A23 信息推送 

董瑜[11]； 
陆文慧[13] 

A9 阅读目的 A24 外界干扰 

A10 受教育程度 A25 阅读推荐 

A11 持续性阅读期望 

陆文慧[13]； 
韩飞飞等[8] 

A26 阅读社群 

A12 持续性阅读意愿 A27 阅读氛围 

A13 阅读态度 

行为特征 

A28 关系建立 

吴言悔[14] A14 认知水平 A29 交际期望 

系统特征 A15 感知易用性 韩飞飞等[8]； 
陆文慧[13] A30 阅读反馈 

 
为了进一步分析因子集内的要素，对表内因子进行以下处理：1) 合并本质相同的因子。例如由于阅

读需要(A1)、阅读任务(A2)、阅读兴趣(A5)与阅读目的(A9)本质上都是引发读者阅读行为的原因，故将其解

释为阅读动机(F1)。2) 合并含义相近的因子。例如将信息推送(A23)与阅读推荐(A25)合并为阅读推荐(F4)。
3) 删除不适用的因子。例如由于载体特质主要影响的是读者接入数字图书馆的方式(如电脑、手机、电子

阅读器等)，而本研究的目标要素“数字图书馆持续性阅读行为”未区分接入类型，故将其删除。 
经过分析整理，最终共形成 14 个核心要素，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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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Factors sets influencing persistent reading behaviour in digital libraries 
表 2. 数字图书馆持续性阅读行为影响因子集 

序号 因子名称 概念解释 

F1 阅读动机 由与阅读有关的目标所引导、激发和维持的个体阅读活动的内在心理过程

和内部动力过程。 

F2 阅读态度 个人对阅读活动所产生的感觉倾向。 

F3 阅读环境 数字图书馆线上环境，包括信息环境和人文气氛等，对自身阅读行为的影

响及其程度。 

F4 阅读推荐 个人能够获得的图书咨询、指导、推送信息。 

F5 数字资源与服务 数字图书馆能够提供的数字图书资源与服务。 

F6 知识与认知能力 个人目前所拥有的知识体系与接受、理解信息的能力。 

F7 个人资源 个人能够应用于阅读的资源，包括时间、精力与金钱等。 

F8 阅读深度 读者对文本意义完全解读并在此之上对文本的信息不断评估、修正、扩展

和完善，凭借已有图式对文本意义进行重构的程度。 

F9 阅读反馈 阅读过程中与其他参与者(包括作者、读者、潜在阅读者)互动交流的行为。 

F10 关系建立 借助阅读社区或者阅读平台开展的强调基于社交网络环境的阅读互动与共

享的阅读活动。 

F11 感知易用性 使用者对数字阅读系统使用难度的感受。 

F12 感知可用性 使用者对数字阅读系统可获得性与价值的主观感受。 

F13 持续性阅读期望 基于个人对自身与外界情况的认知产生的对自身保持长期阅读行为并获得

阅读效果的评估。 

F14 持续性阅读意愿 个人愿意保持长期阅读行为的意愿的强烈程度。 

3. 影响因子分析 

解释结构模型适用于复杂不清晰的系统分析，能够厘清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与相互关系，建立多层

递阶的系统架构模型[15] [16]。其基本步骤包括 1) 明确研究问题的因子集；2) 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因子之

间的相互关系并构建邻接矩阵(Adjacency Matrix)；3) 通过数学运算，从邻接矩阵中求出可达矩阵

(Accessibility Matrix)；4) 对可达矩阵进行分析，划分不同层级；5) 绘制解释结构模型，直观展示复杂系

统的整体架构。当前，解释结构模型在系统用户采纳、使用意愿、服务质量等方面已经有了广泛应用[15] 
[16] [17]。 

依据解释结构模型构建的基本步骤，现构建数字图书馆持续性阅读行为的解释结构模型。在表 2 提

取的影响因子集的基础上，首先建立邻接矩阵 A，再利用 Python 编程计算得到用以表示因子关系的可达

矩阵 M；然后针对可达矩阵 M 分解层级关系，根据层级关系绘制包含 14 个影响因子的模型；最后对模

型中的因子联系进行分析，辨别因子间的主次关系，识别出影响数字图书馆持续性阅读行为的关键路径。 

3.1. 邻接矩阵 

依据因子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关系，建立邻接矩阵 A。邻接矩阵 A 中元素 Fij 的取值规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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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i j

ij
i j

F F
F

F F

= 


因素 对 没有影响

因素 对 有影响
 ( , 1,2, ,14i j = � )                      (1) 

根据取值规则，当 1ijF = 成立，则 iF 对 jF 有影响；当 0ijF = 成立，则 iF 对 jF 没有影响。为保证评分

结果的科学性，减少由于研究者主观意识引起的偏差，采用“背对背”的方法邀请专家对 14 个因子(表
2)的关系进行独立评分。最终，通过整理，可以得到邻接矩阵 A 如表 3 所示。 

 
Table 3. Adjacency matrix A 
表 3. 邻接矩阵 A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0 F11 F12 F13 F14 

F1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F2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1 

F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F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F5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F6 0 1 1 0 0 0 0 1 0 0 1 0 0 0 

F7 0 0 1 0 0 0 0 0 1 1 0 0 0 0 

F8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F9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F1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F1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F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F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F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可达矩阵 

基于邻接矩阵 A，通过布尔运算法可以推导骨架矩阵，它反应了各因子之间是否存在影响路径。根

据定义，如果存在： 

( ) ( ) ( )1 1k k kM A I A I A I+ −= + = + ≠ +                           (2) 

那么，M 即为邻接矩阵 A 的可达矩阵。其中，I 为 i 行 j 列的单位矩阵；k 为正整数。 
使用 Python 语言中的 Numpy 扩展程序库，依据可达矩阵的计算规则编程计算，可以得到本研究的

可达矩阵 M，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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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Accessibility matrix M 
表 4. 可达矩阵 M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0 F11 F12 F13 F14 

F1 1 1 0 0 0 0 0 1 0 0 1 1 1 1 

F2 0 1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F3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F4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1 

F5 0 0 0 1 1 0 0 0 1 0 1 1 1 1 

F6 0 1 1 0 0 1 0 1 0 0 1 1 1 1 

F7 0 0 1 0 0 0 1 0 1 1 1 1 1 1 

F8 0 0 0 0 0 0 0 1 0 0 1 1 1 1 

F9 0 0 0 0 0 0 0 0 1 0 1 1 1 1 

F1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F1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1 

F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F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F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3.3. 层级关系分解 

在可达矩阵 M 中，令可达集为 ( )iR F ，表示因子 iF 可达到 jF 的因素集合，即行 i 可到达的因子集；

前因集为 ( )jQ F ，表示因子 jF 可达到 iF 的因素集合，即列 j 可到达的因子集；两者的交集表示为

( ) ( )i jR F Q F∩ ，即可相互到达的因子集。由此，得到的所有要素的可达集、前因集以及其交集见表 5。 
根据表 5 对可达矩阵进行层级划分与排序。当 ( ) ( ) ( )i i jR F R F Q F= ∩ 时，得到顶层影响因子。在表

5 中，F13 与 F14 的可达集与交集相同，故顶层影响因子为 F13 与 F14。然后暂时删除其在可达矩阵对应的

行和列，根据删除后的表格，采用相同方法求出第二层影响因子，即 F11 与 F12。依此循环，直至完成所

有因子的划分。 
 

Table 5. Reachable sets, antecedent sets and their intersection 
表 5. 可达集、前因集及其交集 

因素 可达集 ( )iR F  前因集 ( )jQ F  交集 ( ) ( )i jR F Q F∩  

F1 1, 2, 8, 11, 12, 13, 14 1 1 

F2 2, 11, 12, 13, 14 1, 2, 6 2 

F3 3, 13, 14 3, 6,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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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F4 4, 13, 14 4, 5 4 

F5 4, 5, 9, 11, 12, 13, 14 5 5 

F6 2, 3, 6, 8, 11, 12, 13, 14 6 6 

F7 3, 7, 9, 10, 11, 12, 13, 14 7 7 

F8 8, 11, 12, 13, 14 1, 6, 8 8 

F9 9, 11, 12, 13, 14 5, 7, 9 9 

F10 10, 11, 12, 13, 14 7, 10 10 

F11 11, 13, 14 1, 2, 5, 6, 7, 8, 9, 10, 11 11 

F12 12, 13, 14 1, 2, 5, 6, 7, 8, 9, 10, 12 12 

F13 1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3 

F14 1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4 14 

3.4. 解释结构模型构建与分析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绘制解释结构模型图，见图 1。 
 

 
Figure 1. ISM of factors influencing continuous persistent reading behaviour in digital libraries 
图 1. 数字图书馆持续性阅读行为影响因素解释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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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14 个影响因子被划分为四个层级。其中：枢纽因素(L1)包括持续性阅读意愿(F14)
与持续性阅读期望(F13)，是数字图书馆持续性阅读行为的直接影响因素。读者对于个人阅读喜好的认知

和自身保持阅读行为的评价将直接作用于其行为决策。核心因素(L2)包括了感知可用性(F12)与感知易用性

(F11)两个因素，是读者对数字图书馆系统的价值的主观感受，将对读者的自身评估产生影响。重要因素

(L3)是数字图书馆能够提供的促进读者阅读意愿，同时削弱读者阅读阻碍的因素，包括阅读推荐(F4)、阅

读环境(F3)、阅读态度(F2)、阅读深度(F8)、阅读反馈(F9)与关系建立(F10)。底层因素(L4)由数字资源与服

务(F5)、阅读动机(F1)、个人资源(F7)和知识与认知能力(F6)四个因素构成，这些因素决定了读者将怎样利

用数字图书馆进行阅读行为。 

4. 研究结果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依据图 1 建立的解释结构模型，本文梳理出了 14 个影响数字图书馆持续性阅读行为的因素及其作用

路径。具体来说，得到以下结论： 
1) 数字资源和服务质量是提高数字图书馆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基础。 
数字资源与服务(F5)是决定数字图书馆的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前提，也是影响读者体验的基础。数字资

源包括数字图书、期刊、报纸、音视频等，需要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处理，以便读者可以随时随地访问

和利用。如果数字图书馆资源匮乏，读者无法获取所需的信息，自然无法持续阅读行为。数字服务包括

检索、借阅、购买、交互、个性化服务等，这些服务需满足读者阅读体验的需求，使得读者能继续进行

数字阅读行为。 
2) 读者的阅读动机、所具资源和知识与认知能力是数字图书馆需要把握的关键信息。 
面对不同类型的读者，数字图书馆应该采取不同的推广策略。而阅读动机(F1)、个人资源(F7)和知识

与认知能力(F6)是将读者划分成不同类型的关键。阅读动机是读者阅读的动力，拥有不同动机的读者从最

开始就抱有不同的期待。例如，在老师要求下进行阅读的青少年可能以完成读书报告为目的，其阅读态

度自然不及以个人进步为目的进行学习性质的阅读的读者。与此同时，读者个人拥有的时间、精力、金

钱等资源从客观上限制着读者的阅读行为。另外，读者在知识储备和认知技能方面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影

响读者对数字资源的理解、吸收和应用，从而对数字图书馆持续性阅读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数字图书馆

需要根据这些信息，为不同需求的读者提供不同的资源与服务，满足他们的阅读体验。 
3) 读者接受数字资源与服务后的体验反馈决定了其数字图书馆持续性阅读行为 
数字图书馆通过提供优质资源与服务帮助读者增强阅读动力、缓和阅读限制、提高阅读效率。而这

一效果取决于读者对数字图书馆的感知体验。如果读者认为数字图书馆提供的资源与服务能够良好地适

用于自己，就会提高对自身进行数字图书馆持续性阅读行为的信心，更愿意持续使用数字图书馆深入阅

读。因此，数字图书馆应该从多角度收集这些体验反馈，不断改进功能，促进数字图书馆持续性阅读行

为的发展和维持。 

4.2. 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想要提高读者使用数字图书馆进行持续性阅读的行为，可以加强数字图书馆唤起读

者阅读兴趣和帮助读者缓解阅读阻力的能力。具体而言： 
第一，利用大数据推送个性化的图书服务。读者过去的阅读行为反映了其个体特征，数字图书馆可

以利用大数据，通过算法实现个性化定制的相关图书推荐，进一步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例如，若读者

常在深夜阅读情感书籍，那么可以推送情感类小说，并主动弹出“深夜模式”建议。数字图书馆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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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读者使用不同功能的时长推算读者的体验反馈，以此来进行服务推荐。例如，常听有声书的读者可

能对广播剧同样感兴趣。 
第二，根据读者类型设计多种用户交互界面。读者的知识与认知能力不同，对数字图书馆系统操作

的难易程度感知也不同：对青年用户来说阅读中的社交属性非常重要；对中年用户来说经典著作与名师

注释更具吸引力；对老年用户来说简单方便的功能和辅助阅读工具更为实用。数字图书馆应关注到这一

问题，可以推出针对不同层次读者的不同界面设计，降低数字图书馆使用门槛，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 
第三，推出更多辅助阅读工具。相较于传统图书馆，接入快捷方便、交互性强是数字图书馆的一大

优势。数字图书馆应当继续发扬自身优势，推出点击查看注释、视频了解作者背景等辅助阅读工具，降

低读者阅读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目前，很多读者使用数字图书馆的场景仍是碎片化的。数字图书馆可以

推出有声听书等辅助工具，帮助读者整合碎片化的时间，专注于图书内容。此外，数字图书馆还可以从

趣味性出发，推出朗读书句等交互工具，帮助读者维持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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