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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微媒体使用与互动行为研究 

——以上海大学生手机新闻客户端使用为例
*1 

刘林沙,付诗瑶 

(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611756) 

【摘 要】: 手机新闻客户端在当代大学生中被广泛使用｡ 为了解当代大学生手机新闻客户端的使用现状和媒介

接触习惯,利用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和使用与满足理论的使用意图与行为假设模型,以及采用文献法､ 问卷调查法和

深度访谈法对上海大学生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进行调查,发现: 对于新闻客户端的使用,上海大学生的使用意图最

重视易用性,且意图影响使用时长; 使用态度积极,态度与使用意图呈正相关关系; 使用行为则以时间长短､ 频率

低､ 互动少为其特点｡ 为了更好地满足大学生的这些使用特点,新闻客户端需要加强内容建设,发力深度报道; 净

化评论互动环境,建立评论互动奖励机制,设置专门的辩论版块,给予用户更多话语权; 加强精准推送､ 流量节约设

计与功能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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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手机新闻客户端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网民获得新闻资讯的重要工具｡比达

( BigData-Research) 移动用户调查数据显示,2015 年第二季度国内手机新闻客户端在智能手机用户的渗透率达62. 02%,用户

规模达5. 38 亿｡主流手机新闻客户端如搜狐新闻､腾讯新闻､网易新闻和今日头条的日均活跃用户数均超过1000 万
〔1〕

｡ 

同年5 月,中国大学生传媒节组委会､上海交通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发布了《2015 年中国大学生媒体使用习惯调查报告》
〔2〕

｡

据调查报告数据显示,超过90%的大学生每天接触互联网超过两个小时,12. 2%的大学生每天使用互联网超过8 小时｡ 

作为我国最活跃的互联网媒体受众群体,同时也是我国最具消费潜能的群体,大学生的手机新闻客户端使用选择倾向､价值

倾向和消费倾向,都将影响手机新闻客户端现在乃至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本文对上海大学生手机新闻客户端的使用与互动行

为进行分析与研究,试图发现大学生区别于普通受众的手机新闻客户端使用特征,并揭示这些特征的成因,以期对新闻客户端的

未来发展提出有借鉴意义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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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理论与模型､方法与假设 

( 一) 研究理论与模型简述 

1. 使用与满足理论 

“使用与满足理论”是传播学著名的受众传播效果研究理论,该理论将研究关注的焦点从传播者的目标转向接收者的目标｡

研究视角从“效果研究”转向了“使用研究”,受众是有特定需求的个人,其接触和使用媒介的活动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和动机,

为使这项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
〔3〕

｡ 

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最早起源于美国,早期的研究归纳了“使用”和“满足”的基本类型｡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哥伦

比亚大学广播研究室的H·赫卓格通过对广播节目的使用形态的研究,将人们喜爱知识竞赛节目的需求总结为: ( 1) 竞争心理需

求; ( 2) 获得新知的需求; ( 3) 自我评价的需求〔4〕｡1949 年贝雷尔森在《没有报纸意味着什么》的研究论文中认为,报纸

的六种利用形态包括: ( 1)获得外界消息的信息来源; ( 2) 日常生活工具; ( 3)休憩的手段; ( 4) 获得社会威信的手段; ( 5) 

社交的手段; ( 6) 读报本身的目的化｡在上世纪60 年代,美国的麦奎尔通过对电视节目的调查,集合了多种节目类型,并在受众

样本抽选､数据分析上更为严格,最终得出共通的四种需求,即信息需求､娱乐需求､社会关系需求和精神需求
〔3〕

｡ 

随着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个人属性对于使用行为与满足态度的影响,因此进一步完善了该理

论｡如图 1 所示,该理论阐述了受众需求根源及其被设定的方式,指出媒介接触和使用行为受到两方面的制约和影响: 一是受众

的内在原因,包括自身的性格､兴趣爱好等个人因素; 二是受众所受的外在影响,如社会环境､生存条件等因素｡受众需求的内外

因素相结合,解释了人类的媒介接触､期待以及媒介的使用等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图 1 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
〔5〕

 

卡茨､格里维奇和赫斯在1973 年将大众传播媒介的需求分为五大类: 认知的需要; 情感的需要;个人整合的需要; 社会整

合的需要; 舒解压力的需要
〔6〕

｡这五大类需求也为问卷变量的设置提供了支持和方向,成为本研究中“使用意图”变量的重要组

成部分｡ 

使用过后的结果有两种,分别是需求得到了满足和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得到满足的,则满意度较高; 没有得到满足的,满意度

较低｡使用满意度会进一步影响到以后的使用行为,即选择继续使用或停止使用｡人们会根据满意度修正自己的意愿,即影响后续

的使用意愿｡使用满意度与意愿都归结为本研究中“使用态度”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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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简称 TAM) 是美国学者戴维斯( Fred D. Davis) 1989 年研究用户对信息系

统接受情况时,为了论证､解释和预测影响人们接受､使用计算机的决定性因素,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理性行为理论(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 而提出的一个模型( 见图 2) ｡这一模型认为,外部变量影响感知,感知中的两个因素分别为感知有用性和

感知易用性,这两点综合起来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使用态度,使用态度进而影响到使用的行为意愿,最终决定了实际的使用行为
〔7〕

｡ 

 

图 2 技术接受模型( TAM) 

由图 2 模型可以看出,感知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PU) 和感知易用性( Perceived Ease of Use,PEOU) 这两个认

知因素是影响用户决定使用某一特定系统或技术的态度的最主要的两个因素｡感知有用性指的是在使用某一新的特定的系统或

者技术的时候,用户主观上认为工作绩效和信息获取程度都得到了提升; 感知易用性指的是在使用这一系统和技术的时候,用户

在主观上认为是好操作的､容易的｡除此以外,加入了外部变量,就可了解如个人差异等因素与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TAM 模型操作比较简单,变量简洁易懂,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通常在新的技术和系统出现的时候可以用这一模型检验用户

的接受行为｡但是,随着技术接受模型应用范围和领域的不断扩展,许多学者认为,该模型过于简洁,不能有效解释具体环境的复

杂性和多样性｡例如在某种情况下,用户选择使用某项新的科技或系统,并不是因有用性和易用性两个因素,决定使用行为的因素

往往是很复杂的,例如产品的质量､使用效果､他人推荐等等｡因此,这一模型需要不断补充和修正完善｡总体而言,对TAM 模型的

修正共有四种类型( 见图3) : 增加前置变量,如先前的经验､自我效能､便利条件等; 根据其他理论,延伸相关因素,如主观规范､

感知风险､网格外部性等; 增加背景因素,如国家文化､技术特征等; 增加结果测量,如实际使用等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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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TAM 的4 种修正方法 

在全球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当下,新技术和新工具不断地出现,该模型经常被学者用于新媒介的采纳和使用研究当中,分析影

响受众接受､使用新媒介的因素,例如研究微信､微博等新媒介的使用行为及意图,网络购物的接受等｡由于手机新闻客户端是一

种颠覆传统媒体与门户网站的新的信息传递形式,是基于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新媒介形态,因此,技术接受模型为研究大学

生手机新闻客户端的媒介接受和使用提供了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理论支撑｡ 

根据此模型,“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愿”均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因此在本研究中作为使用意图变量进

行研究｡ 

3. 本研究的修正模型 

根据对文献的梳理和研究对象的确认,本研究的研究模型如4 图所示: 

 

图 4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修正模型 

如图4 所示,本研究沿用戴维斯等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中的信念( 对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评估) —态度框架,认为感

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会影响使用态度,同时引入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相关变量,即基于卡茨､格里维奇和赫斯媒介需求的四个变

量: 信息获取､个人情感满足､社会交往和舒解压力
〔3〕

,共同形成使用意图的各分变量｡ 

使用意图影响使用态度和使用行为,使用态度影响使用行为,个人特征在外围构成对整体模型的影响,本研究参考《2011 中

国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互联网用户受众测量报告》
〔9〕

中对不同用户特征的描述和分类,将用户特征定为性别､年级､专业类型､籍

贯和月可支配收入五点｡ 

在本研究最终的修正模型中,控制变量为个人特征( 性别､年级､专业类型､籍贯和月可支配收入) ,自变量为使用意图( 感知

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信息获取､个人情感满足､社会交往､舒解压力) ,中介变量为使用态度( 使用满意度､使用意愿) ,因变量为

使用行为( 使用时长､使用频率､互动频率) ｡ 

本研究所有的研究方法､假设与分析验检都将依据此修正模型进行｡ 

( 二) 调查对象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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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上海在校大学生,预计抽样 800 份｡因上海高校按照学校类型划分为 211或 985 重点高校､普通高校､民

办高校､专科学校,所以抽样采用不同类型学校分层抽样的方法进行,以保障数据的客观性和有效性｡每类学校抽取 2所,每所学校

又抽取 100 个样本｡其中第一类重点高校抽取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第二类普通高校抽取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海事大学; 第

三类民办高校抽取上海杉达学院､上海建桥学院; 第四类专科学校抽取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调查问卷的发放时间为2015 年10 月15 日至2015 年11 月21 日,共计发放问卷800 份,收回有效问卷748 份,有效问卷回

收率为93. 5%,符合统计分析的要求｡为了达到研究目的,本研究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 19. 0 软件,对所筛选出的有效数据

进行分析,包括信度分析､效度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平均数差异检验和回归性分析,并对研究假设进行相关验证｡ 

本研究使用SPSS Statistics 19. 0 软件度量可靠性分析中的克朗巴哈Cronbach’s) α 系数法,得出本研究各个变量维度

的系数｡除感知有用性变量以外,其他6 个变量的克朗巴哈( Cronbach’s) α 系数全部大于0. 80,系数值较低的感知有用性变

量,也达到了0. 765,仍然在可接受的信度范围内｡整体而言,本问卷数据的信度非常好,具有很好的可靠度,可以使用｡ 

本文将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探讨调查数据背后的成因,以更好地支撑研究结论｡本次深度访谈采取的是一对一面谈,共选择

了不同学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性别分布均衡的 6 位对象,被选对象使用新闻端时长均超过半年｡ 

（三) 研究问题及假设 

本研究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Q1: 用户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差异是否会显著影响手机新闻客户端使用意图和使用态度? 

Q2: 大学生用户群体对于手机新闻客户端的使用意图与使用态度和使用行为( 参与水平､参与层次) 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 

Q3: 大学生用户群体对于手机新闻客户端的使用态度是否会对使用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问题,提出以下主要假设: 

H1: 用户人口统计学特征差异会显著影响用户的使用意图和使用态度｡ 

H2: 大学生用户群体对于手机新闻客户端的使用意图､使用意愿对其使用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即用户的使用意图或使

用意愿越强烈,满意度越正向｡ 

H3: 大学生用户群体对于手机新闻客户端的使用意图对其使用时长､使用频率､参与互动频率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即用户的

使用意图越强烈,使用时间越长､使用频率与参与互动频率越高｡ 

H4: 使用满意度对其使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关系｡ 

H5: 使用意愿对其使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关系｡ 

二､研究分析与发现 

手机新闻客户端在上海高校中的普及率很高,在被调查的上海大学生中,有 95. 19% 的被调查者表示会使用手机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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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手机客户端已成为大学生接收新闻资讯的重要途径｡在使用类型方面,首先由于庞大的网页用户基数,门户网站类手机新闻

客户端的用户最多,如网易､搜狐,有 59. 63%,这类新闻客户端内容多由自己的编辑团队采写,稿件有一定质量,且 24 小时不断更

新新闻消息,发展较好,缺陷是同质化严重,竞争胶着; 其次是使用聚合类如今日头条､ZAKER 的用户,有 28. 88%,这类客户端依靠

大数据和算法,为用户推送定制化新闻,短期内获得了巨大发展,缺陷是自我审查机制不完善,内容较劣质,容易流失用户; 最后

使用人数相对最少的是传统媒体类,如南方周末,只有 11. 50%,这类新闻客户端依托于传统媒体的采编团队,新闻内容质量高,适

合做深度报道,但在即时性上有一定缺陷｡本研究除了了解上海大学生手机新闻客户端的基本使用情况外,还对使用意图､使用态

度､使用行为和人口统计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1. 在大学生新闻客户端的使用意图中感知易用性最为突出,意图同时也影响使用时长 

( 1) 易用是选择使用新闻客户端的首要目的,但其社交功能仍有待提升｡通过 SPSS 软件对问卷选项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表明

被调查者使用手机新闻客户端的感知易用性的使用意图最为明显( 均值为 3. 91,总分为 5 分,见表 1) ,其次是情感需求( 均值

为 3. 69 分,见表 2) ､信息获取( 均值为 3. 6775 分,见表 3) ,而社会交往( 均值为 3. 27 分,见表 4)和感知有用性( 均值为

2. 922 分,见表 5) 的使用意图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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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较少使用新闻客户端进行社会交互｡其中,参与评论均值最低,仅为 3. 02( 见表 4) ｡在感知有用性方面,使用新闻客

户端对于大学生结识朋友､拓展社交圈的用处也较低,均值仅为 2. 922 ( 见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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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大学生访谈调查的结果研究发现,大学生用户较少评论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点: 一方面,由于手机新闻客户端庞大的

用户数量,大学生用户发现自己的观点往往“已经被抒发”,因此不会再次评论,点赞或差评成了主要表达形式; 另一方面,大学

生用户既会担心观点不一致造成冲突,引发网络舆论暴力,也担心观点不一致造成社会孤立,因而保持沉默｡ 

在社会交往与互动方面,大学生更习惯利用微信与微博对新闻信息进行评论与互动｡其原因在于微信､微博提供了相对封闭

与熟悉的网络社交环境,大学生更愿意在这种环境中畅所欲言,手机新闻客户端的社交环境则显得开放和陌生｡ 

( 2) 使用意图影响使用时长､使用频率和互动频率｡使用行为包括使用时长､使用频率和互动频率,本研究通过对使用意图与

使用行为的相关性分析发现( 见表 6) ,使用意图中的五个维度对使用时长均有不同程度的正向相关关系( 当显著性双尾检验值

大于 0. 01 或 0. 05,person 相关性系数为正值时) ,即使用意图越强烈,新闻客户端使用时长越长｡但是使用意图与使用频率和

互动频率却呈负向相关关系( 当显著性双尾检验值大于 0. 01 或 0. 05,person 相关性系数为负值时) ,即使用意图越强烈,新

闻客户端使用频率越小,参与互动越少｡ 

 

使用意图是用户使用手机新闻客户端过程中,需求得到满足的变量,当使用意图强烈且得到满足的时候,使用时长会增加,这

与假设是一致的｡ 

使用意图之所以与使用频率呈负相关,是因为手机新闻客户端短时间内( 通常以天为单位) 内容更新有限｡用户在单位时间

( 如一天) 内多次使用新闻客户端,往往只能看到相同内容｡于是,用户使用频率会倾向于与客户端更新频率一致,新闻客户端在

使用上更接近为用户的每日新闻概览｡如果用户对某一新闻信息的需求意愿强烈,单一新闻客户端的固定信源不能满足需求,用

户往往是首选大型的门户网站､搜索网站,通过其广泛地搜索获取多种新闻信息,新闻客户端的使用频率会因此降低｡ 

使用意图与互动频率呈负相关关系则是因为新闻客户端互动功能简单,监控严格,用户的个体意见很难受到重视和回应｡用

户越是使用意图需求强烈,特别是评论意见强烈时,越是倾向于通过微信､论坛等互动及时的渠道迅速得以表达并获取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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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学生新闻客户端的使用态度积极,与使用意图和时长呈正相关关系 

( 1) 使用态度较积极,但忠诚度低｡本文调查 

了上海大学生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的使用态度,并将使用态度划分为好感忠诚度､消费态度两个维度｡通过描述分析可以看

出,好感与忠诚度的均值高于消费态度,其均值分别为 3. 62 分和 3. 41 分( 见表 7 和表 8) ｡整体而言,使用态度比较正向｡ 

 

 

在好感度与忠诚度变量中,大部分题项的平均值都超过了3. 6｡其中,表示未来继续使用的忠诚度平均值最高,达到了3. 77; 

其次是认为手机新闻客户端是很有价值,持支持态度的评价,均值为3. 71,说明用户对手机新闻客户端的态度和持续使用意愿都

是较为积极､正面的,被较为广泛接受的｡手机新闻客户端的下载与操作､资讯便捷性也很好地满足了用户的需求,具有较高的满

意度｡未来将推荐他人使用的均值较低,为3. 34｡ 

虽然在描述分析中,好感度与忠诚度变量的均值较高,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深度访谈中受访者普遍表示使用时长短､频率低､

互动少,这些都说明忠诚度有限｡手机新闻客户端功能少､可替代性强,这些都会影响到忠诚度,制约其更深远的发展｡ 

( 2) 使用态度受使用意图影响,使用态度影响使用时长｡此外,研究通过对用户的使用意图和使用态度进一步的相关分析,发

现使用意图与使用态度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使用意图越强烈,说明手机新闻客户端越能够满足使用者需求,其使用

态度就越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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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使用态度和使用行为的相关性分析发现,用户的使用态度会对他们的使用时长产生影响,使用态度越正向,使用时长越长｡

使用态度正面说明较满意,因此时长更长｡而使用态度对使用频率和互动频率不会产生影响,这与使用频率､互动频率本身较低有

关｡使用态度具有中介作用,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使用意图影响使用时长是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的: 一是直接影响; 二

是先影响使用态度,再间接影响使用时长｡ 

3. 大学生的新闻客户端使用行为具有时长短､频率低､互动少的特点 

( 1) 上海大学生用户的使用时长较短,男性的使用时长高于女性的使用时长｡经过对使用行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用户

使用时长在 30 分钟以下的占使用人数的 71. 93%,使用时长在 30 ~ 60 分钟的占 26. 20%,可见使用时长在 60 分钟以下的共有

98. 13%的用户,说明整体使用时长较短｡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深度访问可以得知,大部分用户都是在碎片化的时间使用新闻

客户端,因此他们的使用时间较短,而且在短时间内新闻内容的更新是有限的,读者不会重复阅读相同的内容,这就必然会影响使

用时间｡ 

通过人口统计特征中性别变量与使用行为的交叉分析可以看出( 见表9) ,在使用时长上,男性选择30 分钟以下选项的用户

有63. 30%,而选择这一选项的女性用户有80. 65%,可见相对于男性用户,更多女性用户选择每次使用手机新闻客户端时长低于30 

分钟; 同时在其他大于30 分钟的选项中男性用户比例都高于女性用户｡由此说明相对于女性用户,更多的男性用户每次使用新

闻客户端的时长更长,这与男性用户对于新闻资讯的需求更强､更关注时事新闻动态有关｡ 

 

( 2) 上海大学生用户的使用频率固定,男性高于女性｡从使用频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看出( 见表 10) ,用户使用手机新

闻客户端的频率非常高,有 51. 34% 的用户每天使用,有 22. 99% 的用户每隔 2 ~ 3 天就使用,这说明手机新闻客户端使用渗透

率较高,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但是具体到使用者每天的使用频率来看,他们每天使用频率不高,远低于微博､微信等社交类

APP 的使用频率｡ 

通过比较被调查用户使用手机新闻客户端的频率与使用行为( 见表 10) 可以看出,在使用频率的“每天都使用”这一选项

上,男性占65. 43%,女性占37. 10%,男性百分比高于女性｡在使用频率较低的其他四个选项中,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9. 68%､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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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8% 和 11. 22%,均高于男性的比例｡说明使用新闻客户端频繁的用户,男性比例高于女性｡ 

 

( 3) 上海大学生用户的互动频率低｡从互动频率上看( 见表 11) ,只有 4. 28% 的被调查者表示总是参与到互动评论中去,

表示从不参与到互动评论的有 20. 86%,且通过深度访问可以看出用户对互动持消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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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用户手机新闻客户端互动频率与性别的交叉分析可以看出( 见表 11) ,在互动频率上男性在选项“总是”和“经常”上

面的比例均高于女性,分别为男性 6. 38%､女性 2. 15% 和男性 12. 23%､女性 8. 60%; 而女性在选项“极少”和“从不”上面的

比例则高于男性,分别为男性 27. 13%､女性 27. 42% 和男性 18. 62%､女性 23. 12%｡可以看出,男性在手机新闻客户端上的互动

更加积极和主动,更倾向于在评论区发表自己针对某一新闻的见解和看法,并与他人进行交流; 而女性则倾向于沉默的浏览,参

与互动频率低｡ 

三､手机新闻客户端的发展策略与启示 

结合问卷与深度访问调查的结果,手机新闻客户端可以从内容､互动与技术三方面探索和思考未来的发展策略｡ 

1. 内容上: 加强内容建设,做好深度报道手机新闻客户端由于内容单一､功能单一,在使用上很容易被微信､微博和网页版

新闻所取代,为突破这一限制,在内容上可以增加深度报道数量｡手机新闻客户端现在逐步发展,基本都具有自己的新闻采编团队,

在新闻撰写方面也不应只局限于对新闻现象表面的描述,要做与微博､微信差异化的新闻内容｡ 

第一,针对重大新闻可以做专题性的报道,发掘新闻事件的侧重点,进行专题编排; 第二,深度报道,南方周末的手机端 APP 

基于自己的传统媒体平台的内容转移,保留了杂志特色,在新闻事件上深挖背后的逻辑,这一特点使得其能够在手机新闻客户端

中具有一席之地; 第三,相较于传统媒体,手机新闻客户端的新闻不用考虑版面限制问题｡通过超链接,某一条新闻可链接跳转到

更多的新闻页面,如背景知识､相关新闻､历史新闻等等,从而扩大新闻阅读的深度与广度｡ 

2. 互动上: 净化评论互动环境,建立评论互动奖励机制,设置专门的辩论版块,给予用户更多话语权 

通过前文的调查可以发现,用户对于客户端互动功能的参与度是很低的,整体评价也比较负面｡这是由于评论版块缺乏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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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的素质参差不齐,在面对不同声音的时候,很多网友缺乏理性控制,不能够保持友好的交流沟通,在评论版块充斥着大量的网

络暴力,例如人身攻击､地域攻击｡有网友将互动评论作为泄愤的途径,表达激进､偏颇的意见,甚至是造谣,这些都使得本应作为

交流平台的互动评论版块变得污浊不堪,严重影响了用户的参与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手机新闻客户端运营者应向贴吧､论坛等

管理者学习经验,在保护用户话语权的前提下,提出参与互动评论的规则,净化评论互动环境,对跟帖内容加强监管,要对违反评

论规则的网友进行删帖和警告,对屡教不改的网友采取禁言､封号等措施,严重者如造谣等要追究其法律责任,真正将评论互动区

打造成用户正常交流沟通的净土｡ 

3. 技术上: 加强精准推送､流量节约设计与功能拓展 

要改变手机新闻客户端使用频率低､忠诚度低的现状,除了在内容上和互动上进行改善以外,同时需要在技术上进行提高｡ 

除了用户自己的兴趣设置和订阅以外,手机新闻客户端还需要对用户的精准推送进行更深入的挖掘｡手机新闻客户端可以根

据用户的人口社会特征进行分析,在大数据基础上进行兴趣点的挖掘,并对用户的阅读习惯进行长时间的跟踪挖掘,例如可对用

户对于不同新闻类型的阅读时间､点击次数等进行挖掘,还可以加强手机新闻客户端与紧密社交圈的融合,通过长期不间断追踪

紧密社交联系人的兴趣点､分析用户的阅读兴趣,最终尽可能保证用户“所看即所需”｡ 

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手机新闻客户端拥有大量的视频､静态与动态图片,用户使用手机新闻客户端的流量会急剧增加,相对

应的流量成本的增加会减少用户对客户端的使用｡在这一点上,设计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用户的需求和习惯,设计更加符合用户

需要的产品,例如可以设置流量节约模式,那么在流量环境使用手机新闻客户端的时候,自动不加载图片( 或图片清晰度较低) ､

新闻,而只以文字方式呈现新闻,甚至可以有专门的较短篇幅的新闻稿件,供流量环境下的用户阅读; 或者设计便捷的新闻缓存

方式,用户在免费的WIFI 环境下下载存储感兴趣的新闻报道,在无网络环境下,用户也能够阅读已缓存好的新闻内容,既节约流

量,又不影响阅读｡ 

手机新闻客户端的发展也可以从拓展功能性方面入手,同时开通更多的功能入口,例如商城､游戏､支付等,或者与打车软件､

购物软件进行合作,将其功能引入新闻客户端,方便用户使用｡扩展手机新闻客户端功能,将其庞大的用户资源加以利用,拓展使

用价值,能促进手机新闻客户端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艾媒咨询. 2015 上半年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市场研究报告〔EB/OL〕. ( 2015-09-10) 〔2016-06-10〕. http: / /www. 

imxdata. com/archives /11588. 

〔2〕上海交通大学. 2015 年中国大学生媒体使用习惯调查报告〔EB/OL〕. ( 2015-07-19) 〔2016-06-10〕. http: / /news. 

sina. com. cn /m/dq /2015-07-20 /docifxfccux2802905.shtm. 

〔3〕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82 - 183, 182 - 183, 182 - 183. 

〔4〕樊昌志,王勇,唐晓玲. 传播学应用教程〔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314. 

〔5〕山根常男,森岡清美,本間康平,竹内郁郎,高橋勇悦,天野郁夫編,ﾃｷｽﾄﾌﾞ ｯｸ社会学( 6) -ﾏｽｺﾐ〔M〕.東京: 有斐閣ﾌﾞ ｯｸ

ｽ, 1977: 113. 



 

 14 

〔6〕戴元光. 传播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28 - 30. 

〔7〕Davis F,Bagozzi R,Warshaw P. Use Acceptance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 Comparison of Two Theoretical Models

〔J〕. Management Science,1989,35 ( 8 ) : 982 -1003. 

〔8〕林家宝,鲁耀斌,张金隆. 基于TAM 的移动证券消费者信任实证研究〔J〕. 管理科学, 2009, 22( 10) : 61 - 71. 

〔9〕中国报告大厅,宇博智业: 2011 中国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互联网用户受众测量报告.〔EB/OL〕. ( 2011-05-01)

〔2016-06-10 〕. http: / /www. chinabgao. com/report /204181. 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