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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基于小红书APP探究中文版SUPR-Q和UMUX两个量表在中国本土的适用性以及中国大学生使用小

红书APP的用户体验特点。方法：在全国范围首先选取911名大学生被试，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

性因子分析检验SUPR-Q量表因子维度结构，并对SUPR-Q量表和UMUX量表进行相关信效度检验。然后

再筛选902名有效被试分析对小红书APP的用户体验评价。结论：1) 经过修订的中文版SUPQ-Q量表和

UMUX量表符合测量学标准，具有合理的结构，表现出在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较好的适用性。2) 中国大

学生群体对小红书APP的使用体验整体呈积极态势，特别是那些长期且频繁登录小红书的用户。这一趋

势中存在性别差异：男生在使用时间长、频率高时，评价更偏正面，且中低使用频率的男生，使用时间

增长将提升其积极评价：女生整体评价低于男生，但在使用频率低或时间短的情况下，也可能给出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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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Based on the Little Red Book APP,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UPR-Q and UMUX scales in China and the user experienc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using the Little Red Book APP. Methods: Firstly, 911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
cruited nationwid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were 
used to test the factor dimension structure of the SUPR-Q scale, and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UPR-Q scale and UMUX scale were tested. Then, 902 valid participants were selected to ana-
lyze the user experience evaluation of the Little Red Book APP. Conclusion: 1) The revised Chinese 
SUPQ-Q scale and UMUX scale meet the criteria of psychometrics, have a reasonable structure, and 
show good applicability in the Chinese local cultural background. 2) The overall experience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on the Little Red Book APP shows a positive trend, especially those who 
log in to this APP platform frequently for a long time. There is a gender difference in this trend: 
Male students are more positive when they use for a long time and have a high frequency of use, 
and for male students with medium to low frequency of use, the increase of use time will increase 
their positive evaluation. Females rated it lower overall than males but were also likely to give 
positive reviews when using it less frequently or for a shor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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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以算法技术为核心的大批网络平台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逐渐成为我国数字经济的中坚力量[1]。这些平台通过提供新闻、娱乐、购物及交流等服务，

旨在平衡供需两侧的需求，从而成为信息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载体。网络平台的核心在于用户，用户在使

用产品、系统或服务过程中的主观感知与反馈，即用户体验[2]，是网络平台应用开发、升级及运营的核

心关注点。 
“小红书 APP”是我国主要针对热爱购物和生活的年轻网络用户的社会化信息交流与电商平台。在

这个平台上，用户可以搜索全球各地的优秀商品，浏览达人总结的购买攻略以及各种考试、旅行等活动

的经验分享。此外，用户还可实现在线购物[3]。自 2013 年正式上线以来，小红书迅速积累了庞大用户基

础，短短一年时间内用户数量便突破了 1500 万[4]。据官方最新数据，截至 2023 年 4 月，小红书 APP 的

下载量已达到 53 亿，拥有超过 3 亿用户。其中，一二线城市人口占比达到 50%，总人数达 4300 万，男

性用户比例上升至 30%，进一步丰富了用户群体结构。随着用户体量的增长和平台多元化发展，小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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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已广泛渗透到用户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衣食住行等。任何用户都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形

式，分享自己在购物、消费等方面的经验和心得[1]。 
当前，小红书作为一个崛起的网络应用，其运营模式、市场营销策略以及用户创造的内容愈发受到

广泛关注和研究。尽管已有众多研究对其进行定性分析，但定量分析尚属少数。周宇阳[5]基于马斯洛的

“需求层级”与“位置”理论，深入剖析小红书 APP 的成功及其满足的差异化需求。王旭、徐艟[6]以小

红书跨境平台的发展历程为依据，探讨该平台在关键节点上的模式创新，在将社交媒体与跨境电商相结

合基础上，采用海外直邮和保税仓两种模式，缩短用户等待时间，提升用户体验。曹增栋[7]等研究团队

对小红书用户的粘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使用习惯、社会经验等因素对用户持续使用意向具有显著的

积极影响，进而促进用户粘性的形成。朱浩然、周昭雄[8]采用系统聚类法对小红书 APP 进行定量分析，

使我们能够评估跨境电商平台的用户体验质量，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其在用户体验方面的优势与不足。 
在当今的用户体验评价研究领域，问卷调查法已成为一种广泛应用的评估工具。这种方法的核心目

标在于将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中的主观感受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以便对产品的功能性和实用性进行深

入洞察。通过这种手段，研究者能够更好地理解用户的需求和期望，从而对产品的使用体验进行精准的

把握和提升[9]。全球范围内，系统可用性量表(System Usability Scale, SUS) [10]被广泛认为是用户体验评

估的经典工具，这个量表简洁而全面，能有效地衡量用户在使用产品或服务过程中的满意度和体验质量。

并且已有研究表明该量表在中国具有可靠的信度和效度基础(具体检验数据见方法部分)。尽管如此，大部

分现有的用户体验测评量表都是基于国外编制，且尚未在中国本土进行信效度检验，这使得这些量表在

本土应用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评估工具未能全面考虑应用领域的特点、具体情境的多样性以

及语言文化的差异性等因素，那么其评估结果就可能出现适用性和完整性受损。这是因为评估工具的普

适性和完整性须建立在深入理解被评估对象的基础之上[11]。标准通用百分等级问卷(Standardized Uni-
versal Percentile Rank Questionnaire, SUPR-Q) [12]是一种用于评估网站可用性、可信性/信任、外观和忠诚

度的量表，它已经在英语的大样本中展示了较高的信度[13]；用户体验的可用性量表(Usability Metric for 
User Experience, UMUX)被视为 SUS 量表的一个变式，是整合了 ISO 的相关标准，形成的一个用于评估

感知可用性的量表[14]，并在英语与意大利语语境下取得了较好的信效度指标[15] [16]。然而，这两个量

表目前尚未有基于中文语境的心理测量评估数据支持。 
鉴于此，本研究旨在解决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探讨中文版 SUPR-Q 量表和 UMUX 量表在中国文化

背景下的有效性及适用性；其次，通过实际调查，了解中国大学生对小红书 APP 的使用体验。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国内多所高校采用方便取样方法，结合线上与线下方式进行了两次测试。第一次测试共有

1076 名大学生参与，经过筛选后，有效数据为 911 份，有效回收率为 84.67%。其中，男性被试 446 名，

女性被试 465 名，年龄分布在 18~23 岁之间。数据被分为两部分进行处理：第一部分包括 455 份问卷，

分别进行了 SUPR-Q 和 UMUX 两个量表的项目分析及 SUPR-Q 的探索性因素分析(EFA)；第二部分包括

456 份问卷，对 SUPR-Q 第一部分数据建立的模型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CFA)，并对 SUPR-Q 与 UMUX
两个量表的相关信效度进行了检验。此外，从第二部分被试中随机选取 60 名被试，进行了重测信度分析，

以评估量表的稳定性。本研究采用 SPSS26.0 软件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以及相关信效度检验，

并运用 Amos24.0 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其中聚合效度由两个软件联合分析而得。 
第二次测试使用经过验证的两个量表对小红书 APP 的用户体验现状进行调查，共收集到 902 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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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男性被试 449 名，女性被试 453 名，性别比例均衡。通过 SPSS26.0 对量表结果进行描述统计与多

因素方差分析，并运用 GPower 3.1.9.2 分析效应量。同时，随机抽取了 40 名被试进行访谈，运用 NVivo11.0
生成词云图对访谈文本进行深入分析。 

2.2. 研究工具 

2.2.1. 标准通用百分等级问卷(Standardized Universal Percentile Rank Questionnaire, SUPR-Q) 
SUPR-Q 是等级量表，旨在测量网站感知的可用性、可信性/信任、外观、忠诚度四个方面，共 13

项，其中 1~12 项是 5 点计分(从“1 = 非常不同意”到“5 = 非常同意”)，第 13 项关于推荐的可能性则

为 11 点计分(从“1 = 非常不同意”到“11 = 非常同意”)。计算方式是将前 12 项的反应加上第 13 项的

一半分数(推荐的可能性) [12]。 

2.2.2. 用户体验的可用性量表(Usability Metric for User Experience, UMUX) 
UMUX 被视为 SUS 量表的一个变式，是一套标准化可用性调查表，主要目标在于采用较少的题量，

获得符合 ISO 有用性定义的可用性感知度量[14]。UMUX 最初的题目数量有 12 个，步距是 7，从 1 (非常

不同意)到 7 (非常同意)，最终的 UMUX 为 4 个题目的单维测试工具：1 个题目测量综合体验问题，另外

3 个题目分别测量 ISO 可用性定义(满意度–第 2 题、有用性–第 3 题、高效性–第 4 题)。第 2 和第 4 题

为反向表述题目。UMUX 总分是通过将四个问题答案的得分相加后除以 24，再乘以 100 计算得出。这样

的转换使得 UMUX 的得分能够与 SUS 评分系统相同的 0~100 分区间对应，其中分数越高，表明用户的

可用性体验越佳[14]。 

2.2.3. 系统可用性量表(System Usability Scale, SUS) 
SUS (Subjective Usability Scale)是一种广泛用于评估用户对产品可用性主观感受的工具，由 John 

Brooke 于 1986 年开发，并于 1996 年正式发表[10]。最初版本并未进行详细的信度和效度分析，但研究

表明其项目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0.7 < r < 0.9)。后续的心理测量研究证实了 SUS 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其 α系数达到 0.850 [17]。由于 SUS 问卷可根据具体研究领域进行调整，因此其应用范围极为广泛，并

在学术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2020 年，Wang 等人对 SUS 进行了中文翻译和修订，确保了所有项目表达

清晰、无歧义，并验证了其可靠性和有效性[18]。该问卷采用 Likert 5 分量表，包含 10 个项目，评分从

“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α系数为 0.840。分数越高，表明受试者认为产品的可用性越强。其中，

偶数题目为反向描述题，每题的转换分值范围为 0~4。正向题目的转换分值为原始分减 1，而反向题目的

转换分值为 5 减去原始分。所有题目的转换分值相加后乘以 2.5，即可得到 SUS 的总分，分数范围为 0~100 
[18]。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的中文版 SUS 的 α系数为 0.818，作为效标问卷，用于评估 SUPR-Q 和 UMUX
两个量表的效标效度。 

2.3. 翻译与回译 

本研究对 SUPR-Q 和 UMUX 量表进行了翻译和回译，以确保量表内容在中文环境中的准确性和适用

性。具体翻译过程如下：首先，我们邀请了两名语言学教授和一名具有英语教育背景的心理学教授共同

将量表从英文翻译成中文。随后，一名心理学教授对三份翻译稿进行仔细比较和整合，以形成一份初步

的中文版量表。接下来，两位英语专业的教授将两份中文量表回译成英文，以确保翻译过程中的准确性。

然后，我们另邀请了一名心理学专家对原版量表和回译量表进行对比和分析，并根据比较结果对量表内

容进行调整和修改。最后，我们选择了 10 位小红书 APP 用户再次填写量表填写，根据用户反馈对量表

题目进行进一步修订，以形成最终的中文版 SUPR-Q 和 UMUX 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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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分析及结果 

3.1. 中文版 SUPR-Q 量表和 UMUX 量表适用性检验 

3.1.1. SUPR-Q 量表研究结果与分析 
1) 项目分析 
对第一次测试的第一部分样本(n = 455)做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各题项与总分的相关 0.01 水平上达到

显著，相关系数处于 0.627~0.809 之间。对高低分组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19]，结果表明两组样本在 13 个

题项的得分均差异显著(p < 0.001)，这说明中文版 SUPR-Q 量表的 13 个题项具有较好的区分度。 
2) 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 KMO 法及巴特莱特球形检验，结果表明，KMO = 0.948，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达到显

著性水平(χ2 = 3914.562, df = 78, p < 0.001)，说明施测样本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20]。据此，采用直交转轴法，设置提取 4 个因子，解释总变异量为 75.75%，但是，

第 4 因子仅包含第 4 题和第 8 题项 2 个题项，结合碎石图(见图 1)，发现第 3 个因子以后曲线趋于平缓，

第 4 个因子不适合单独列出，且第 4 个因子仅有 2 道题，难以构成维度，故对上述 2 个题项予以删除。

再次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 = 0.941，p < 0.001，共抽取 3 个因子，解释总变异量的 73.61%，最终

形成了 11 个题项、3 个因子维度的正式量表。根据题项所表达的内容，结合上述理论分析，我们将从可

用性、可信性和满意度三个因子维度对网站进行评估(见表 1)：可用性指的是网站提供的功能是否满足用

户的需求；满意度则是指网站是否能够给予用户良好的视觉和功能体验，从而使用户愿意再次访问该网

站；可信性涉及网站的稳定性以及用户对其的信赖程度。 
 
Table 1. Results of EFA of SUPR-Q 
表 1. SUPR-Q 量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项目 共同度 
因子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负荷 

因子 1 可用性  6.719 25.912 25.912 

1 0.787 0.775 这个网站容易使用   
2 0.828 0.841 在这个网站内导航很简单   
4 0.718 0.642 我能够很快在这个网站中找到我需要的   

因子 2 满意度  0.758 24.148 50.060 

3 0.796 0.754 我喜欢使用这个网站   
6 0.756 0.741 我发现这个网站有吸引力   
10 0.733 0.579 将来我还愿意再访这个网站   
11 0.744 0.740 我愿意将这个网站推荐给朋友或同事的程度   

因子 3 可信性  0.62 23.55 73.610 

5 0.652 0.649 我相信在这个网站得到的信息   
7 0.667 0.600 这个网站的演示清晰而简单   
8 0.731 0.731 这个网站的信息是有价值的   
9 0.711 0.783 这个网站遵守对我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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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FA screen plot of SUPR-Q 
图 1. SUPR-Q 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碎石图 

 
3) 验证性因子分析 
依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我们对第一次测试的第二部分样本数据(n = 456)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检验三个因子的拟合程度(见表 2)。结果显示，χ2/df 为 3.979，介于

3 和 5 之间，虽然略大于 3，但由于样本量较大，仍然符合拟合指数的基本要求；RMSEA 为 0.080，满

足拟合指数的要求；GFI、NFI、CFI、IFI、TFI 分别为 0.939、0.940、0.960、0.961、0.947，均大于 0.8，
表现理想，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Table 2. The main fitness index of SUPR-Q  
表 2. SUPR-Q 量表主要拟合指数 

卡方/自由度(χ2/df) NFI 值 IFI 值 TLI 值 CFI 值 RMAES 值 GFI 值 

3.979 0.940 0.961 0.947 0.960 0.080 0.939 

 
4) 信度分析 
依据所建立的三因子维度模型，本研究依托第二部分样本数据(n = 456)进行信度检验，各因子与总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均高于 0.800，三个维度的组合信度分别为 0.856、0.862 和 0.841，总量表组合

信度为 0.945 (见表 3)。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757。 
 
Table 3. The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SUPR-Q 
表 3. SUPR-Q 量表信度分析 

维度 克隆巴赫 Alpha (α) 组合信度 题目数 

可用性 0.857 0.856 3 

满意度 0.841 0.841 4 

可信性 0.863 0.862 4 

量表总体 0.981 0.98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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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效度分析 
① 聚合效度 
由表 4 可知，每个潜变量对应的题目因子负荷都大于 0.700，这表明它们在所属潜变量方面具有极高

的代表性。此外，每个潜变量的平均方差变异(AVE)值都大于 0.500，而且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 0.800，
这表明聚合效度非常理想[21]。 
 
Table 4. Factor loading of SUPR-Q 
表 4. SUPR-Q 量表因子负荷数表 

路径 Estimate AVE CR 总量表 AVE 总量表 CR 

SUPR Q1 ← 可用性 0.811 

0.666 0.856 

0.610 0.945 

SUPR Q2 ← 可用性 0.804 

SUPR Q4 ← 可用性 0.832 

SUPR Q3 ← 满意度 0.802 

0.610 0.862 
SUPR Q6 ← 满意度 0.819 

SUPR Q10 ← 满意度 0.783 

SUPR Q11 ← 满意度 0.716 

SUPR Q5 ← 可信性 0.764 

0.569 0.841 
SUPR Q7 ← 可信性 0.759 

SUPR Q8 ← 可信性 0.780 

SUPR Q9 ← 可信性 0.712 

 
② 结构效度 
表 5 显示，三个因子维度与总量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它们共同衡量了一个特定的特质。

同时，三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减低，表明每个维度又具有独立的测量作用[19]。因此，中文版 SUPR-Q
量表显现良好的结构效度。 
 
Table 5.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ach factor and the total score of SUPR-Q 
表 5. SUPR-Q 量表各因子与总分之间的相关性 

 可用性 满意度 可信性 总量表 

可用性 1    

满意度 0.691** 1   

可信性 0.764** 0.767** 1  

总量表 0.841** 0.909** 0.921** 1 

注：***代表 p < 0.001，**代表 p < 0.01，*代表 p < 0.05。 
 

③ 效标效度 
本研究选用 SUS 量表作为效标，测得 SUPR-Q 量表各因子维度和总量表的得分与该效标的得分呈现

显著的正相关(r 可用性 = 0.869, r 满意度 = 0.857, r 可信性 = 0.836, r 总 = 0.841)，说明该量表效标效度良好。 

https://doi.org/10.12677/sa.2024.132047


葛缨 等 
 

 

DOI: 10.12677/sa.2024.132047 481 统计学与应用 
 

3.1.2. UMUX 量表研究结果与分析 
1) 项目分析 
研究过程同 SUPR-Q 量表，结果表明各题项与总分的相关 0.01 水平上达到显著，相关系数于

0.627~0.809 之间。对高分组与低分组样本在 4 个题项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两组样本在

4 个题项的得分均差异显著(p < 0.001)，这说明中文版 UMUX 量表所有题项具有较好的区分度。 
2) 信度分析 
UMUX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高于 0.700，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762。本量表仅一个维度，由 4

道题组成。根据杨强等人单维测验合成信度的方法，计算出量表的合成信度为 0.912 [22] (见表 6)。 
 
Table 6. The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UMUX 
表 6. UMUX 量表信度分析 

题项 克隆巴赫 Alpha (α) 重测信度 合成信度 项数 

量表整体 0.704 0.762 0.912 4 

 
3) 效度分析 
同样选择 SUS 量表作为效标，测得 UMUX 量表得分与该效标的相关系数为 0.798，p < 0.001，表明

效标效度良好。 

3.2. SUPR-Q 量表和 UMUX 量表用户体验现状调查 

3.2.1.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7 显示，SUPR-Q 量表的可用性、满意度、可信性三因子的均值都接近 4，UMUX 量表 4 个题项

的均值在 4.454~5.381 之间，表明用户对小红书 APP 的使用体验较为理想。 
 
Table 7.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wo scales 
表 7. 两个量表的描述性分析 

  N Min Max M ± SD 

SUPR-Q 量表 

可用性 902 1.00 5.00 3.956 ± 0.774 

满意度 902 0.88 5.00 3.810 ± 0.825 

可信性 902 1.00 5.00 3.686 ± 0.738 

UMUX 量表 

综合体验 902 1.00 7.00 5.294 ± 1.190 

满意度 902 1.00 7.00 4.849 ± 1.574 

有用性 902 1.00 7.00 5.381 ± 1.195 

高效性 902 1.00 7.00 4.454 ± 1.530 

3.2.2. 差异分析 
1) SUPR-Q 量表 
在 SUPR-Q 量表可用性上，性别的差异显著(F(1，910) = 15.982, p < 0.001, ηΡ

2 = 0.018)，男生对小红书

APP 的可用性评价显著高于女生；使用频率对可用性评价也有显著影响(F(3，910) = 25.124, p < 0.001, ηΡ
2 = 

0.009)，频繁使用小红书 APP 的用户对其可用性有更高的评价。 
性别、使用时间与使用频率在 SUPR-Q 量表的满意度(F(9，902) = 2.888, p = 0.002, ηΡ

2 = 0.029)、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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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902) = 2.118, p = 0.026, ηΡ
2 = 0.021)和量表总分(F(9，902) = 2.569, p = 0.006, ηΡ

2 = 0.026)上交互作用显著。

具体表现为：在不同使用时间段上两性均表现出使用频率越高，满意度、可信性和量表总分越高的特点；

在中等使用频率的女生中，使用时长与满意度、可信度以及量表总分呈现正相关趋势，而高频使用的男

生表现出使用时长与量表总分之间的正比例关系；在使用时间中等时长以上的各使用频率段，男生的满

意度、可信度和量表总分均高于女生，但使用时间短、使用频率低的男生的总分则低于女生。 
2) UMUX 量表 
调查结果发现，长时间和频繁使用小红书 APP 的用户在 UMUX 量表的高效性(F 使用时间(3，902) = 3.466，

p = 0.016，ηΡ
2 = 0.012；F 使用频率(3，902) = 5.420，p = 0.001，ηΡ

2 = 0.018)和满意度(F 使用时间(3，902) = 3.217，p = 0.022，
ηΡ

2 = 0.011；F 使用频率(3，902) = 5.724，p = 0.001，ηΡ
2 = 0.001)上拥有更高的直接好评，并且高频使用者的综

合体验也较好(F 使用频率(3，902) = 26.688，p < 0.001，ηΡ
2 = 0.082)。 

使用时间与使用频率在 UMUX 量表总分上存在交互作用(F(9，902) = 1.932，p = 0.044，ηΡ
2 = 0.019)，

呈现出使用时间长、使用频率高的用户有更高的用户体验。 
在综合体验上，男生显著高于女生(F(1，902) = 24.643，p < 0.001，ηΡ

2 = 0.027)。在 APP 的有用性方面，

显示出性别与使用时间和使用频率交互作用后的性别差异效应(F(9，902) = 2.120，p = 0.026，ηΡ
2 = 0.021)，

使用时间超过一年的男生，其 APP 使用频率越高，对小红书 APP 的有用性体验越积极，而使用时间不足

一年的女生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对于中低使用频率的男生，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他们对小红书 APP
的体验评价会变得更加积极。 

3.3. 用户体验访谈结果分析 

在对小红书 APP 用户访谈文本进行词频统计和词云图生成后，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位于词云图中

心且字体较大的词汇表示在访谈中被提及的频率较高、重要性较强。根据词云图结果(参见图 2)，我们可

以看出“容易”、“推荐”、“功能”、“有用”、“满意”、“简单”、“愉快”等为频繁出现的词

汇。 
 

 
Figure 2. The user experience interview word cloud map of little red book app 
图 2. 小红书 APP 用户体验访谈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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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关于中文版 SUPR-Q 量表和 UMUX 量表的修订与检验 

本研究对中文版 SUPR-Q 量表进行了结构与内容、信度与效度的检验，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理想的

信度、效度和合理的结构。我们对包含 13 个题项的量表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 4 个因子，但第 4
因子仅包含第 4 题和第 8 题 2 个题项。题项 4 指的是“在小红书 APP 上购物我感到很舒适”、而题项 8
是“使用小红书 APP 进行交易我很有信心”都与购物体验紧密相关，但鉴于小红书 APP 用户主要使用场

景是信息搜索和社交互动，而非实际购买与交易，因此在本研究中这两个题项不太适用。在删除这 2 个

题项后，我们再次做探索性因子分析，累积解释总变异的 73.61%，最终形成了 11 个题项，3 个维度(可
用性、满意度和可信性)的正式量表，且各因子所对应的题目在意义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并未存在明显

的命名障碍。为了进一步验证中文版 SUPR-Q 量表的三因子结构模型，我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

了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模型拟合的各项指标均达到了理想标准，证实了量表结构模型的有

效性。 
我们对中文版 UMUX 量表进行了项目分析和信度分析，并将其与 SUS 量表进行了效标效度检验。

结果显示，UMUX 量表与 SUS 量表之间存在较高的一致性，整体指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4.2. 两个量表的用户体验评价 

总体上看，SUPR-Q 量表中，可用性、满意度、可信性三个因子的均值都大于中间值 3，接近 4；UMUX
量表中，各题项和总分均值大于中间值 3，处于 4.454~5.381 之间，各变量的标准偏差较小，数据离散程

度较小，表明小红书 APP 的用户对该平台的整体体验和满意度较高。 
使用时间长、使用频率高的用户对小红书 APP 的用户体验评价较高。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长时间使用和频繁的登录使得这些用户对 APP 的功能和操作方法有了深入的了解和熟练的掌握。

因此，他们能更充分而高效地利用应用提供的功能和优势，这直接提升了他们的满意度和体验质量。其

次，这些老用户已经与小红书 APP 建立了一种习惯性的联系和情感上的纽带，这促使他们更愿意投入时

间和精力在平台上进行互动和内容的探索。这种习惯和联结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

APP 的理解和使用愉悦感。 
在使用时间和频率对体验值提升的影响上，男女之间呈现出差异性：男生在使用时间较长、频率较

高的情况下，普遍对小红书 APP 的评价较为积极；特别是那些使用频率中低等的男生，随着使用时间的

增加，他们对该 APP 的正面评价倾向更为明显。而女性用户的评价则更为多元，整体评价不如男生，但

在使用频率较低或时间不长的情境下，她们也可能给出正面的评价。这显现出不同性别用户在认知和情

绪加工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23]。男性用户倾向于理性模式，“日渐生情”，他们需要一段时间去逐渐体

验和了解，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和频率的提高，他们可能会感受到越来越好的使用体验。相反，女性用

户则倾向于感性模式，“一见钟情”，她们更容易迅速产生强烈的兴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深入的使

用，她们可能会有更挑剔的高要求，这会降低她们的体验值。这些认知和情感加工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在

平台使用目的和使用习惯上存在显著不同。访谈结果显示，女性用户期望在小红书 APP 中获取到专业且

有品味的美学体验；在浏览和阅读小红书的资讯内容时，她们更加注重视觉设计和内容质量；她们更倾

向于获取来自权威、专业且高质量来源的产品评测和使用心得。此外，女性用户对小红书 APP 的社交功

能有更高的期待。而小红书的内容实用性对于男性用户更为重要。他们更倾向于查看关于电子产品、户

外运动、健身和美食等领域的推荐和资讯。同时，小红书 APP 在用户界面和使用体验上注重简约和实用

性，这符合更多男性用户的审美和喜好。目前，使用小红书 APP 的男女比例为 3:7 左右[24]，因此，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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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书 APP 应深入探索并针对女性用户的独特需求和偏好进行产品设计和运营策略的优化。 

4.3. 用户体验访谈评价 

用户访谈文本词云图结果显示“容易”、“推荐”、“功能”、“有用”、“满意”、“简单”、

“愉快”等为高频率词汇，揭示了访谈中的核心议题，同时也反映出用户对小红书 APP 的整体态度：认

为其易于学习和使用、值得推荐、功能丰富、使用体验轻松愉快且满意度较高。 

5. 结论 

1) 经过修订的中文版 SUPQ-Q 量表和 UMUX 量表符合测量学标准，具有合理的结构，并已证明在

中国具有文化适用性，适用于用户体验相关内容的测试。 
2) 中国大学生群体对小红书 APP 的使用体验整体呈积极态势，特别是那些长期且频繁登录小红书的

用户。这一趋势中存在性别差异：男生在使用时间长、频率高时，评价更偏正面，且中低使用频率的男

生，使用时间增长将提升其积极评价。女生整体评价低于男生，但在使用频率低或时间短的情况下，也

可能给出好评价。 

6. 总结与建议 

小红书 APP 需要更加精准地定位女性用户的需求，提高其用户体验感和忠诚度。建议策略包括：1) 强
化内容监管：小红书 APP 应加大对低质量及低价值内容的审查力度，确保女性用户的信息安全和权益得

到保护。同时，重视隐私保护措施，增强女性用户对 APP 的信任度。2) 丰富品类与优化搜索功能：APP
应拓展女性用户关注的产品类别，如化妆品、健康、美容、时尚等，并优化搜索引擎，使用户更便捷地

获取感兴趣的内容。3) 精准个性化推荐：利用 AI 技术和数据分析，小红书 APP 可针对女性用户喜好进

行精准内容推荐，提高用户活跃度和粘性。4) 增加社交互动功能：考虑到女性用户对社交的重视，APP
应增设如即时通讯、关注好友、内容分享等社交功能，以提升用户体验和互动性。5) 提升品牌信誉：通

过与高端品牌合作及实施严格的验证机制，小红书 APP 可以提高平台推荐的商品或服务的可信度，从而

增强女性用户的购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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