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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学者用户对学术型产品使用行为的

实证分析

摘要：在学术型产品同品竞争日益激烈的互联网环境下，科研用户作为学术型产品的目标用户，其需求调研

已成必然。本文通过对人文社科领域内学者用户信息需求的调查与实证分析，掌握学者用户针对学术型产品的

使用行为特点，为学术型网站的导航设计、功能设计以及培训沟通等方面的构建提供定量的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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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标用户的信息需求分析是学术网站建设的重

要基础，在学术网站构建过程中，用户信息需求调研是

为学者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保障。当前，信息技术与信

息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得信息获取渠道更广泛、信息载

体更多样、信息资源更丰富。在这种信息环境下，只有

深入了解学者用户的科研和社交需求，才能有效提升为

其提供信息服务乃至知识服务的能力，进而确保满足有

效、可用、可理解的用户需求。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人文

社科领域内学者用户信息需求的调查与分析，掌握学者

用户针对学术型产品使用所需的信息获取、使用行为、

所期望获得的信息服务等方面规律，为学术型网站的

构建提供定量事实依据。

1 研究综述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用户对网络各类资源的搜寻和

利用行为成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领域的研究重点。学

术型网站作为专门存储各类专业性学术资源、发布学

术资讯、会议信息、项目信息，提供同行学者科研交流

的网络平台，为学者用户的信息获取和信息交流提供丰

富资源。随着学术型网站数量日益增多，如何了解学者

需求，改进学术型网站功能，构建更好地为用户服务的

学术产品，在同品竞争日益激烈的互联网环境下该课题

的研究成为必然。

学者对学术数字资源的利用表现在图书馆数

字资源和网络资源的利用两部分。在对数字图书馆

资源利用方面，Sheeja[1]、Tahir [2]、Hemminger[3]、

Haglund等[4]学者对高校科研工作者的信息检索和信

息利用行为进行详细研究，指出由于对电子资源获取

便捷，使高校科研人员信息搜索、检索和阅读方式呈

现明显的偏好，即对网络资源呈绝对性依赖，到馆查

阅资料占比很低。目前，国内外对科研用户网络信息

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搜索、信息选择、信息浏

览和信息使用四方面（见表1）。国外学者大多从网络

资源的可用性和易用性角度，研究影响学者用户信息

行为选择、浏览和使用的因素；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内

容大多从宏观层面出发，着重定性研究科研人员进行

信息行为活动的需求、规律、特点和影响因子等方面

的内容，较缺乏对各影响因子交互作用方面的定量研

究。虽然以上关于科研用户网络行为研究成果颇丰，

但在不同情境和文化的时代背景下，不同学科领域的

专家学者会产生不同的学术需求和信息行为，因此在

构建设计网络学术型产品前，进行有效地用户行为分

析十分必要。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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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外网络信息行为代表性文献研究

文献来源

文献[5]

文献[6]

文献[7]

文献[8]

文献[9]

文献[10]

文献[11]

文献[12]

文献[13]

文献[14]

文献[15]

文献[16]

文献[17]

文献[18]

文献[19]

文献[20]

文献[21]

行为类型时  间

2002年

2002年

2004年

2011年

2003年

2004年

2006年

2007年

2011年

2009年

2011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5年

2009年

2012年

研究主题

基于不同学科背景用户对网络信息质量、认知权威性和

信息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网络环境中健康信息质量评价研究

不同信息获取渠道对用户搜寻行为的影响

个人因素和背景因素对用户网络搜寻过程的影响

基于网络用户行为特征的用户需求行为认知过程模型的构建

用户网络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信息搜索规律研究

基于行为日志的科研人员信息行为量化指标和行为特征

研究

科技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用户的网络学术信息查询框架和行为过程研究

基于学术网站的用户科学交流模式影响因素研究

科研人员信息共享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关键事件的科研人员信息搜寻过程中信息偶遇的影

响因素

影响科研人员网络搜寻结果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

对Kuhlthau信息搜寻行为模型修正和扩展的实证研究

对科研教师和研究生群体的信息行为研究

高校教师信息需求和信息搜寻行为的特点和规律研究

科研人员在线社交网络使用行为规律研究

理论基础

扎根理论

信息评价相关理论

信息质量相关理论

技术接受相关理论

社会认知理论

信息需求动机

-

行为动机理论

信息需求动机和

信息评价相关理论

-

计划行为理论

扎根理论

信息需求动机

和认知理论

Kuhlthau’s ISP模型

意义构建理论

信息需求动机

-

信息搜寻和信息选择行为

信息搜寻行为

信息搜寻行为

信息使用行为

信息搜寻行为和

信息浏览行为

信息搜寻行为

信息搜寻行为和

信息利用行为

信息搜寻行为

信息搜寻行为

信息交流行为

信息共享行为

信息偶遇行为

信息搜寻行为

信息搜寻行为和

信息交流行为

信息关注行为、信息获

取行为、信息发布行为

信息需求和信息搜寻行为

内容发布和信息获取行为

2 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人文社科类学者，因此将

调查范围确定为以人文社科类专业为主的高校和科

研机构。对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教师、学者（共210名）进

行线上和线下的行为调研，内容涵盖用户的基本情况，

用户对学术型产品的需求、意愿、使用情况，以及用户

科研行为习惯和偏好等方面。共发放问卷210份，得到

有效问卷200份，回收率95.2%，有效回收率100%。每

份问卷54个问题，均为选择题（包括单选和多选），数

据收集时间为2015年2月1日—7月10日。

3 调查对象的总体背景情况

在用户岗位方面，被调查人员中71.5%从事教学科

研岗位，偏教学工作；从事专职科研岗位工作的人员占

24.5%；4.0%的被调查者从事管理科研岗。在年龄方面，

本次调查的学者用户主要为中青年，占总人数的85.0%。

在教育背景方面，用户群中教育程度为硕士和博士的人

数分别占总人数的30.0%和47.5%。在职称方面，具有

教授或研究员职称的用户占总被调查人数的26.7%，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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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副教授职称的用户占35.0%，具有讲师职称的用户占

30.0%。在学科方面，哲学学科的用户占总被调查人数的

6.0%，经济学占8.0%，法学占8.0%，教育学占10.0%，文

学占24.0%，历史学占5.0%，管理学占16.0%，艺术学占

18.0%，其他占7.0%。以上分析显示调查对象主要是来

自高校或研究所的教学科研人员，对各年龄层、学历、

学科的用户均有覆盖，确保调查结果具备全面性、准确

性和可靠性。

4 用户信息需求调查结果

4.1 用户学术服务需求调研

本部分主要对目标用户的学术信息服务、数据分析

服务、科研管理、职称岗位考核、学术成果发表等进行

问卷调查，以便在了解学者用户具体需求的基础上，设

计产品功能，完善信息服务。

根据调研，网络是用户获取学术信息的主要途径。

87.0%的用户表示需要经常获取科研、教学方面的最新

资源，与信息环境时代下信息更新速度加快的时代需求

相符合。被调查者获取最新资源主要通过网络资源和资

源数据库，通过纸质图书、期刊获取资源的不足半数，可

见获取信息的方便性和时效性会影响用户对信息源的选

择。在数据分析工具或服务使用方面，选择Excel、权威

数据库自带计量分析评价工具和SPSS的用户占大部分，

学术用户或团队缺少对数据分析工具的研发和使用（见

图1）。在科研管理服务使用方面，用户倾向获取对个人

科研成果管理的服务，其次为对项目课题建设管理的需

求，而对协同科研环境的需求较低。在职称岗位的业务

素养提升方面，选择主要集中在“国内外该支撑岗位的

教学、科研交流”，需求率69.5%；“针对相应职称岗位

的业务培训”和“该领域名家教学视频或PPT”，需求率

分别为54.5%和46.5%。在基金科研项目信息需求方面，

“国家各级项目申报机构最新项目资讯”的需求率最高

（68.0%），其后依次为政府、研究院、企业项目相关信

息和项目成果的推广。在学术成果发表需求方面，主要

集中在“期刊征稿信息”和“会议征稿信息”，对开放存

取出版平台的接受度还不高（见图2）。

4.2 学者用户使用意愿调研

本部分主要调研学者在学术型网站上的成果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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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用户对学术成果发表需求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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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用户使用数据分析工具类型统计

人文社科学者用户对学术型产品使用行为的实证分析冯向梅

意愿、使用功能意愿、学术资讯类型获取意愿、科研同

行交流意愿等方面内容，具体了解用户使用学术型网站

的行为，便于网站活动和服务的改进。

95.0%的被调查学者愿意在学术型网站上展示其

研究成果，但78.0%的学者表示不会把学术型网站作为

首选渠道。展示成果的类型中“已发表论文”选项需求

量最大，其次为“结题项目”和“最新研究方向”。顾虑

最多的原因是“绩效考核认可与否不明晰”，“版权保

护未知”和“传播效果未知”的原因次之。对于学术型

网站提供的服务，学者期望网站成为重要的科研学术

交流平台，对学者圈、论文投稿、项目基金申报、会议资

讯等功能的需求次之，而“学者推荐给相关机构”需求

率相对较低（见图3）。在对不同类型学术资讯获取方

面，有58.5%的被调查者认为“研究方向最新动态”是

最重要的，其次为“研究成果应用”“交叉学科动态”

“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出台”等。

在对学术资讯导航需求方面，学术资讯导航倾向按

学科呈现（见图4）。对寻找科研伙伴的筛选条件方面，学

者更加注重科研伙伴的内涵实力，认为发表论文学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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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过往项目经历、社会知名度、研究方向相关程度、

获奖情况方面重要性递减（见图5）。在对多种线上交流

模式的使用方面，与“同研究方向学者交流”为主要形

式，其次为与“跨界学者交流”，而使用“分享、聊天、群

组”的交流较少。此外75.5%的被调查用户表示“可以考

虑”和“很感兴趣”参与到MOOC的制作中。

4.3 学者用户使用的学术信息服务产品调研

本部分为了解学者用户对学术信息服务产品的使

用情况，便于对学术型网站的功能设计和易用性方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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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用户对学术资讯的导航需求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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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用户对网络寻找科研合作伙伴条件的统计

行改进。学术信息服务产品主要包括基于大型数据库

平台的个性化服务产品、面向图书馆市场的软件企业

研制的各具功能特点的“参考文献管理工具”和“个人

知识管理工具”等[22]。

人文社科类学者使用“万方数据库”和“中国知

网”较多，文献数据库平台使用依然占据绝对优势；

“小木虫”和“Web of science”次之；对“ICPSR”和

“ResearchGate”利用较低。在对科研工具的使用方

面，“知网翻译助手”的使用率最高，对各科研产品均

有一定的使用率（见图6）。

图 6 用户对科研工具类产品的使用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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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用户对学术型网站服务需求情况统计

42.0%46.5%
49.0%

36.0%

53.0%

48.0%

20.5%

60%

40%

20%

0

学者对科研管理类产品的使用主要来自“互联网

免费开放平台”和“数据服务商提供”两个渠道，免费

类平台最受用户青睐。在对会议信息和项目信息获取方

面，学者获取会议信息的渠道，按照需求程度排列主要

包括搜索引擎、机构通知，会议资讯网站、会议邀请；

获得项目信息的渠道，主要是从学校通知上获得，其次

为项目申报官网，最后为相关部门官网以及同行推荐。

4.4 用户从事学术活动的习惯偏好

本部分主要调查学者用户的上网习惯、资讯获取方

式、学术同行交流等内容，以便为学者提供熟悉、习惯、

便捷的信息服务。

在对各种学术型平台产品的使用方面，学者普遍

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学术搜索引擎”，对“电子期刊”

“数字图书馆”的使用较多，对“学科资讯类网站”

“网络学术社区和论坛”“科研辅助工具”的使用次

之；对“网络出版平台”“开放存取期刊或机构库”

“电子版预印本服务”“协同科研环境”等平台的使

用较少。

对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学术资讯的情况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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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微信公众号是最常用的互联网获取渠道，其次

为APP、资讯网站客户端、微博等。同时，根据互联网

平台资讯浏览时间的情况显示，学者主要利用碎片化

时间对“研究进展”“轻学术资源”“学术文献查阅”

“征稿信息”“项目申报信息”和“学术会议信息”进行

关注（见图7）。在对学术资讯推送方式的偏好方面，首

选电子邮件，其后依次为短信、微信、微博私信等工具

（见图8）。在对提升工作效率的学术类科研工具使用

方面，单位采购的科研管理系统最易用。在科研成果

整理方式方面，采用“本地文件夹存档”的人数占总调

查人数的63.0%，呈绝对优势；其次为“邮箱、网盘等

网络存档”方式，占总调查人数的29.0%；选择“机构

内部成果管理平台”和“找人代为整理”方式的人数占

比较低，分别为7.5%和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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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用户对互联网平台资讯浏览时间使用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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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用户对学术资讯推送方式偏好的情况统计

人文社科学者用户对学术型产品使用行为的实证分析冯向梅

5 结论

通过调研发现，网络是用户获取学术信息的主要

途径，而文献数据库平台依然是用户获取学术信息服务

的主要渠道。同时，对个人科研成果的管理和获取学术

科研信息是最主要的信息需求。尽管绝大多数学者有

在网络平台展示学术成果的意愿，但网络平台还未成

为学者展示学术成果的首选渠道，亟待保护作者知识

产权和个人利益的相关条款和政策措施的出台与完善，

促进科研数据及成果的分享和公开。通过了解和分析

人文社科学者使用行为的特点，对学术型网站平台的

构建也有一定启示。

（1）对构建学术型网站导航系统的启示。学者首

先偏好学术资讯是按照学科排列的，其次是按照行业、

主题等组织，这就要求网络构建者以用户习惯和偏好为

依据，将数据库内容资源通过多种方式、多种维度加以

组织和呈现，将学者最关心的内容呈现到网站首页或

其他醒目的位置，重构学术型网站导航系统设计，便于

学者查找、使用和浏览。

（2）对构建学术型网站服务功能的启示。在线上

交流功能方面，学者在学术型网站进行交流时，常用的

社交工具为E-mail、微信、QQ等即时社交工具，但通过

社交工具使用群组、评论或回复等交流行为较少；在学

术型网站推送功能方面，据调查学者最偏好的接收方

式同样首选电子邮件，这就要求网站线上交流功能的设

计一方面要加强电邮功能的建设，另一方面可适当弱化

对群组、评论等功能的构建，将对网站社交功能的构建

往精细化方向发展，避免网络空间、开发成本、人力资

源等方面的浪费，实现利用效率最优化。另外，学者用

户较喜欢一对一定制的主动服务，因此在设计产品推送

功能时可将网站所有内容标签按照所属分类组织，依据

用户个人兴趣进行个性化的定制和推送，或者根据用户

的搜索行为、查询行为进行主动的数据分析与挖掘，与

网站平台内容库中的资源相匹配，找到目标资源，这样

既满足了用户的信息需求，提高了用户体验感，又能节

约资源，便于网络建设者更好的优化信息服务。

（3）加强对科研学者用户的交流和培训，学术型

网站产品要和用户间构建起良性互动关系。调研得知，

科研用户对较为熟悉的学术型平台使用较频繁，对新

兴的教研工具和科研工具使用较少，但对新兴工具有

很强的使用意愿，因而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因此，产

品设计和生产者需加强对所设计产品的推广和培训工

作，重点介绍产品的使用和功能，消除用户对产品功能

效用的怀疑，破除用户使用该产品获取信息或管理信

息的障碍；学者需增强自身信息素养，提高对新事物和

新观念的接受能力，掌握对新兴产品的使用技巧，这样

不仅能更好地服务目标用户，还有利于产品功能的改进

和产品竞争价值的提升。

综上，本文就人文社科领域内学者对学术型产品

的使用行为进行统计分析，为学术型产品的研发和构建



2017年第1期（总第152期）66

提供事实依据和数据支持。但限于时间和工作条件的原

因，仍存在两点不足：一是未对修改和提升后的产品功

能或内容进行验证；二是未能挖掘影响科研用户行为选

择结果的原因，还需采用其他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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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creasing competitive internet environment of the similar academic products, the demand of the scholar user as a target is become inevitably. A 
surve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is for the academic users' needs in the field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The aim is to know and master th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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