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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越来越重视用户体验的当下，移动阅读平台通过优化用户体验达到提高用户付费意愿的目的，从而

实现盈利。采用问卷调查法，构建用户体验和付费意愿之间的关系模型，通过社会科学统计软件 SPSS 对收

集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得到易得性、易用性、有用性和交互性与付费意愿成正相关的结论，

在此基础上提出移动阅读付费意愿提升策略，以期对移动阅读运营商的实际操作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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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mobile reading platformattach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ce to user experience, and it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users' willingness to pay by improving user experience so as to achieve profitabilit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used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model between the user experience and the willingness 
to pay, and the data collected by the social science statistical software SPSS was used for factor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to obtain accessibility, ease of use, usefulness, and interactivity. The willingness to pay is 
positively related. Based on this, it proposes a strategy to increase the willingness of users to pay for mobile reading,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mobile reading op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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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NIC 发布的第 4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中国手机

网民规模达 7.72 亿，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 97.5％
[1]。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为 66.1%，连续三年

超过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并逐渐拉开距离[2]。移

动阅读以其即时、碎片化等特点，日益成为当下成

年人主要的阅读方式之一。但是，由于移动阅读是

近几年手机互联网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新事物，导致

移动阅读产业缺乏统一的标准，服务质量良莠不齐，

对移动阅读用户体验产生不利影响；用户体验是促

成移动阅读用户规模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优化用

户体验将对移动阅读市场规模扩大有重要影响。较

大的市场规模使移动阅读产业有很大的盈利潜力，

但消费者习惯于免费获取数字内容资源，较大的用

户规模未必能带来较高的营收。通过问卷调查法，

探索移动阅读用户体验和付费意愿之间的关系，提

出相关可行性策略，以期为移动阅读实现盈利提供

借鉴。 

1. 移动阅读付费意愿概述 

移动阅读要实现盈利，需要结合用户体验，有

针对性地开展一系列经营活动，为用户创造最大化

价值，从而获得收益。 

1.1 移动阅读发展现状 

移动阅读是利用手机、平板电脑、电纸书等移

动终端载体进行的阅读行为[3]。目前，我国移动阅

读市场竞争激烈，主要包括 BAT 等传统互联网企业、

主营移动阅读的互联网企业、电信运营商、电商平

台等运营主体。随着数字技术和移动媒介的不断兴

起，移动阅读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据《2016～

2017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6 年我

国移动阅读增长势头明显，其中，互联网期刊收入

达 17.5 亿元，电子书达 52 亿元，数字报纸（不含

手机报）达 9 亿元，博客类应用达 45.3 亿元[4]。据

易观智库发布的《2017 中国移动阅读市场年度综合

分析》显示，截至 2016 年末，中国移动阅读市场规

模已达到 118.6 亿元，预计至 2019 年年末，市场规

模可达 205 亿元。基于目前商业模式稳定、产业发

展相对成熟的发展情况可以推测，未来行业收入增

速将保持匀速增长。由此可见，移动阅读市场仍将

成为推动数字出版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 
 

 
图 1 中国移动阅读市场规模预测图 

 
1.2 基于用户体验的移动阅读付费意愿研究假设 

用户体验一词源于计算机技术领域，近年来其

内涵不断扩张，并逐渐渗透进出版领域。目前学界

对用户体验一词的定义分歧较大，其中最具影响力

的是 ISO 9241-210 标准的定义“用户体验是人们对

于针对使用或期望使用的产品、系统或者服务的认

知印象和回应[5]”，该定义指出用户体验是用户与产

品交互过程中产生的，包括用户的心理感觉、肢体

感觉以及用户体验为用户所带来的结果，体验结果

主要是用户的感知和反应，包括情绪和生理反应等。 

基于用户体验的标准，结合移动阅读自身特殊

性，将用户移动阅读的流程大致分为：获取——阅

读——分享三个步骤。从用户移动阅读流程入手，

通过优化三步骤的用户体验，达到提高移动阅读付

费意愿的目的。首先，在用户获取环节上，根据易

得性直觉理论，用户喜欢偏向于自己熟悉或者容易

提取的信息来对某事进行决策；在移动阅读领域，

强大的检索系统、细致多样的分类和庞大的图书资

源库能较好降低用户搜寻成本，促使用户决策，因

此，假设 1：移动阅读易得性对移动阅读用户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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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有正向影响。其次，用户阅读是用户实际感知

内容产品的环节，朱静雯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法得

出，感知易用性能促使用户使用移动阅读产生沉浸

体验[6]，友好的界面、流畅的操作感受等可以提高

用户移动阅读舒适度，对付费意愿的提高可能有正

向相关，因此，假设 2：移动阅读易用性对移动阅

读用户付费意愿有正向影响；同时，在用户阅读环

节，由于用户移动阅读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内容资源，

故内容资源本身的质量可能对用户付费意愿有一定

影响，程晓宇等学者通过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及实

际调研，得到有用性和娱乐性等内容产品本身特性

会对个人付费态度产生影响的结论[7]，因此，假设 3：

移动阅读有用性对移动阅读用户付费意愿有正向影

响。最后，在完成阅读活动后，用户会通过交互机

制进行推荐、评论、打赏等行为，王丙炎等学者认

为，移动阅读交互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用户体验，

提高用户对移动阅读平台的整体评价[8]，较强的交

互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用户付费行为，甚至通

过提高整体评价在用户间形成口碑，吸引新用户，

扩大交互规模，进一步提高用户付费意愿，因此，

假设 4：移动阅读交互性对移动阅读用户付费意愿

有正向影响。 

2. 用户体验调查研究设计和模型建立 

结合国内较成熟的量表，将用户体验具体分解

为四大要素和十六个具体指标，构建用户体验和付

费意愿关系模型，为移动阅读盈利模式探究创新路

径。 

2.1 构建基于用户体验的指标体系 

针对移动阅读自身的特殊性，并为保证最终构

想和题项的内容效度，所选取用户体验的相关指标

改编自国内较成熟的量表[6] [7] [8]。 

 
表 1 用户体验指标体系量表 

目标层 要素层 指标层 

付 
 

费 
 
意 
 

愿 

易 

得 

性 
A1 

想读的书都能搜索到并且下载方便 Q1 

移动阅读平台分类细致、分类角度多样，可以较为容易地按不同类别找书 Q2 

移动阅读平台有足够丰富的图书资源 Q3 

易 

用 

性 
A2 

移动阅读的界面友好，容易理解和使用 Q4 

移动阅读功能比较全面并容易使用 Q5 

移动阅读平台格式兼容，支持本地导入的不同文件格式 Q6 

移动阅读操作按钮位置清晰、形状颜色容易辨识、命名一目了然、指向性明确、切换流畅 Q7 

移动阅读支付安全、便捷 Q8 

移动阅读翻阅流畅、翻页反应速度快 Q9 

有 

用 

性 
A3 

移动阅读使我阅读能力提高 Q10 

移动阅读使我更加热爱学习 Q11 

移动阅读的内容通常具有趣味性和娱乐性 Q12 

移动阅读可以使我获得所需要的知识 Q13 

交 

互 

性 
A4 

移动阅读平台能够根据我的账户信息、浏览记录进行个性化推荐 Q14 

移动阅读平台可以进行打标签、评论、收藏、打赏、催更等 Q15 

移动阅读平台支持分享渠道、社区互动 Q16 

 
2.2 研究设计和模型建立 

 
图 2 用户体验与付费意愿关系模型图 

 
首先，将用户体验指标体系量表的十六个变量

整合，归纳出变量间的共性，将其分为四个能够较

好展现用户体验指标的因子，建立“易得性”“易用

性”“有用性”“交互性”四个要素层，并进行因子分析，

确定因子能够反映变量情况。其次，设计问卷，将

问题设置为如表 1 的十六个指标，即 Q1-Q16，对涉

及多个问题的指标分别设问，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

进行测量；问卷末尾增加移动阅读用户付费意愿和

可接受月消费金额调查，以更好把握我国移动阅读

付费意愿现状。再次，在用户体验指标体系量表的

基础上，构建如图 2 所示用户体验与付费意愿关系

模型，假设用户体验与付费意愿呈正相关。最后，

发放问卷，收集数据，运用 SPSS 相关性分析验证

模型假设。 

3. 数据收集与分析 

通过移动阅读用户付费意愿和可接受月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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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调查分析，得出移动阅读实现盈利难度大的结

论。SPSS 的相关性分析证明模型假设成立，移动阅

读用户体验与付费意愿呈正相关。 

3.1 数据收集 

调查先发放 20 份问卷进行问卷的试行，通过

SPSS 软件测算得到克隆巴赫系数 0.891（＞0.8），

并根据预调查中受访者的反馈进行问卷的修改和调

整。为进一步保证内容效度，运用专家判断法进行

问卷的验证，对设问进行调整。 

问卷采用问卷星进行线上发放，共回收 183 份

问卷，有效问卷 154 份。通过平均数指标不重复抽

样算得理论所需样本量，实际有效问卷数大于理论

所需样本量。通过 SPSS 软件测算信度，得到克隆

巴赫系数为 0.867（＞0.8），有较高的信度。 
 

表 2 样本基本信息汇总表 
基本信息 题项 样本数 所占百分比 

性别 
男 81 52.60％ 

女 73 47.40％ 

 
 

年龄 

＜18 岁 3 1.95％ 

18-25 岁 101 65.58％ 

25-35 岁 17 11.04％ 

35-45 岁 24 15.58％ 

45 岁以上 9 5.84％ 

 
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5 3.25％ 

专科和本科 109 70.78％ 

硕士 29 18.83％ 

博士及以上 11 7.14％ 

 
3.2 付费意愿分析 

 

 
图 3 移动阅读用户付费意愿统计图 

 
如图 3 所示，调查发现，有 53.9%的调研对象

从未为移动阅读付费，39.61％的调研对象每月会付

费 1-3 次，而每月为移动阅读付费 3 次以上的调研

仅占 6.49%。总体而言，移动阅读用户付费意愿较

低，移动阅读实现盈利难度较大。 

如图 4 所示，在有付费意愿的调研对象中，可

接受移动阅读的月消费金额在 10 元以下的占比

63.38％，10-20 元的占比 21.13％，20-30 元的占比

14.08％，30 元以上的占比 1.4％。总体而言移动阅

读用户付费金额偏低，盈利难度较大。  
 

 
图 4 移动阅读用户可接受月消费金额图 

 
3.3 因子分析 
 

表 3 因子分析表 
因子编号 变量编号 方差贡献率（％） 
A1 Q1 Q2 Q3 22.457 
A2 Q4 Q5 Q6 Q7 Q8 Q9 29.821 
A3 Q10 Q11 Q12 Q13 12.831 
A4 Q14 Q15 Q16 5.457 

累计方差贡献率（％） 70.566 

 

如表 3 所示，A1 至 A4 分别代表“易得性”“易

用性”“有用性”“交互性”四个因子，Q1 至 Q16 分别

代表 16 个方面的题项。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反映因子

对原有变量信息的涵盖程度，方差贡献率越高，因

子对原有变量所涵盖的信息越多。本次计算结果显

示，累计解释总方差为 70.566％，说明 A1 至 A4 四

个因子可以解释 16 个变量 70.566％的特征，基本能

解释原有变量的信息，即使用该四个因子能够基本

代表用户体验的相关指标。 

3.4 相关性分析 

如表 4 所示，易得性与付费意愿之间呈现正相

关关系（0.324），移动阅读易得性越高，用户的付

费意愿越高；易用性与付费意愿之间呈现正相关关

系（0.191），友好的界面、容易操作的功能等易用

性越高，付费意愿越高；有用性与付费意愿之间呈

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0.433），移动阅读有用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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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用户的付费意愿越高，说明有用、有趣的知识

内容是用户体验影响付费意愿的重要正向因素；交

互性与付费意愿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0.360），移

动阅读交互性越高，付费意愿越高，这主要体现在

打赏等交互性功能上。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路径

系数均达到了 95％的置信水平，模型相关性假设得

到验证。基于此，移动阅读平台应注重用户体验的

四大因子，实施相应对策，实现盈利。 
 
表 4 移动阅读用户体验与付费意愿相关性分析表 
  付费意愿 

易得性 Pearson 相关性 .324★★ 

易用性 Pearson 相关性 .191★ 

有用性 Pearson 相关性 .433★★ 

交互性 Pearson 相关性 .360★★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5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图 5 移动阅读用户体验与付费意愿相关性模型图 

 
4.基于用户体验调查的移动阅读付费意愿提升策略 

基于调研结果，提出应从用户体验的四个因子

入手优化移动阅读平台，提高用户付费意愿，从而

加强移动阅读盈利能力。 

4.1 移动阅读+人工智能：着眼易得性，提升付费意

愿 

移动阅读平台应善用人工智能，着力丰富图书

资源，进行细致分类，提高移动阅读易得性。人工

智能是指根据对环境的感知，做出合理的行动，并

获得最大收益的计算机程序[9]。我国移动阅读平台

多脱胎于大型互联网企业，企业本身有一定人工智

能技术基础，随着人工智能运用领域的不断拓宽，

移动阅读平台有必要尝试将其运用于优化用户体验

上。移动阅读编辑流程仍较为依赖人力资源，而人

员的匮乏和庞大的图书基数导致“编辑——审查

——校对——印制——销售”等传统图书编辑环节

在移动阅读平台较难开展，致使移动阅读分类较差、

编辑效率较低。人工智能依托大数据、深度学习和

互联网，能够有效实现出版流程再造，建立互联网

环境下移动阅读编校共同体的数字化协同生产，提

高移动阅读生产效率，丰富图书资源，同时实现智

能标引，自动分类。在此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特

有的智能搜索和语音识别技术，降低用户检索门槛，

减少用户搜寻成本，提高移动阅读易得性，优化用

户体验，从而提升用户付费意愿。 

4.2 移动阅读+云计算：重视易用性，增强付费意愿 

易用性直接关乎移动阅读使用的难易程度，较

高的易用性才能带来良好的用户体验，提高用户付

费意愿；移动阅读平台要把握云计算发展潮流，利

用云计算优势为高质量内容服务的提供奠定技术基

础。“云计算”是一种 IT基础设施的交付和使用模式，

指通过网络像消费水、电、煤等基础设施一样，以

按需使用和付费的方式获得所需的服务或资源[10]。

对于移动阅读平台而言，云计算可以快速分配资源

以满足应用和用户规模增长的需要，当需求增加时，

不用担心购置新的软件。对于用户而言，云计算支

持用户在任意位置、使用各种终端获取应用服务[10]，

降低格式不兼容风险，提高界面友好程度，加强易

用性。同时，移动阅读云平台能够记忆用户数据，

实现终端系统云同步，并通过云存储节省用户硬件

空间。此外，云计算通过云端监测，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保证支付的安全和便捷。移动阅读平台应加强

移动阅读+云计算建设，打造或加盟云计算平台，实

现技术对接，利用跨平台合作优势实现规模效应，

提高移动阅读易用性，增强用户付费意愿。 

4.3 移动阅读+版权生态：立足有用性，提高付费意

愿 

移动阅读平台需从内容出发，改善供给侧，加

大原创版权生态开发，提升移动阅读有用性，提高

用户付费意愿，实现移动阅读盈利。从表 4 和图 5

可以看出，“有用性”与用户付费意愿正相关趋势明

显，说明移动阅读很大程度上仍是“内容为王”。目

前移动阅读存在版权混乱、跟风严重、高质量内容

产品匮乏等问题[11]，在移动阅读产业日趋激烈的竞

争中，同质化、低质量的内容产品将难以提高用户

付费意愿，实现内容变现。移动阅读平台需注重内

容质量，加大有价值的原创版权投资力度，提高移

动阅读产品文化涵养；同时，找准定位，差异化发

展，避免内容同质化引起的行业间恶性竞争。以阅

文集团为例，它通过完善的作家孵化和培养体系，

打造作家、读者、平台互生共荣的版权文化生态体

系，以 QQ 阅读为中心，以网络原创为特色，大力

加强高质量原创版权开发，其原创小说已覆盖行业

半壁江山，涵盖 200 多种内容品类，成为目前国内

首屈一指的移动阅读平台，实现较高盈利[12]。 

4.4 移动阅读+大数据：注重交互性，加强付费意愿 

移动阅读应从用户个性化需求角度出发，利用

大数据技术加强移动阅读交互性，优化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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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用户付费意愿，实现移动阅读盈利。首先，收

集用户行为信息并进行分析，利用大数据技术充分

研究用户喜好和资源使用情况，进而挖掘用户与产

品间的内在关联，实现对用户的划分与监控，根据

用户偏好有针对性地向其推送移动阅读产品；其次，

在网络技术的支撑下，数字阅读一个典型的优势，

就是可以实现作者、出版方和用户之间的即时互动，

移动阅读平台可根据大数据反馈，监测用户喜爱的

内容产品及其移动阅读“朋友圈”，推出和完善打标

签、评论、收藏、打赏、催更等互动性功能，满足

用户互动性需求，提升用户体验。互动的增加，使

阅读超越个人的兴趣和修养，逐步变成一种社交网

络下的人际交往。网络互动将写作变成了一种“独乐

乐不如众乐乐”的行为[13]，通过提高交互性，提升作

者和用户两方面的积极性和平台的用户黏性，提高

用户付费意愿，进一步为移动阅读实现盈利提供动

力支持。 
 
5.结语 

通过调查分析，得到用户体验与移动阅读用户

付费意愿呈正相关的结论，由此提出移动阅读付费

意愿提升策略，以实现移动阅读盈利。除此之外，

移动阅读平台还应做好市场调研，把握好用户价格

接受程度，合理定价，促使付费意愿最终转化为付

费的实现。 

但是，对用户体验的调查还存在一定局限：第

一，样本量偏少，限制结论普适性；第二，移动阅

读付费意愿还与用户年龄、职业等因素有关，调查

仅从用户体验出发，探索移动阅读付费意愿提升策

略。今后会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该调查，得出更加合

理完整的结果，为移动阅读付费意愿研究提供更好

的思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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