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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主题检索和引文追溯方式查找相关文献，基于此，从电子书的定义及类型、电子书的感知与阅读

动机、阅读偏好及用户体验、获取途径、阅读效果、影响因素等方面分析归纳用户电子书阅读行为的研究主题和

现状，并指出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拓展研究内容的深度和情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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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电子书阅读行为研究进展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电子书出现至今，国际图书出版

业经历重大变化。2011年亚马逊宣布，其网站的电子

书购买量首次超过纸质书，显示出电子书迅猛的发展

趋势 [1]。2010年起，美国《图书馆杂志》每年分别对

300余家公共图书馆、学术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的电子

书使用情况进行调查，范围涉及电子书馆藏发展、用户

需求、获取与利用、供应与授权模式等内容。2015年，

317家美国公共图书馆的调查结果显示，电子书的收藏

及其流通总量呈上升趋势，成年人、青少年及儿童对

电子书的需求有不同程度的增长[2]；2016年，346家学

术图书馆的调查数据显示，学术图书馆用户可获取的

电子书平均数量由2012年的91 900册增长至2016年的

111 092册[3]。

随着电子书的日益普及，电子书的阅读行为引起学

者们的广泛关注。电子书作为数字阅读的客体[4]，其用

户阅读感知与体验、过程特性、技术依赖性等具有不

同于传统纸本图书阅读的特点，对用户终身学习习惯、

文化素养培养，对信息服务机构（如图书馆）的信息资

源建设、服务提供，以及对出版商的出版方式变化等会

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从电子书的定义及类型、用户对

电子书的感知及阅读动机、阅读偏好及用户体验、获取

途径、阅读效果、阅读影响因素、研究方法等维度进行

系统梳理并总结当前国内外研究的进展，以期为进一步

展开研究提供借鉴。

1  数据源的选择

本研究的国内数据来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重庆维普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用“电子书”分

别与“阅读”“阅读行为”“使用行为”“用户”进行组

配，在主题字段中检索，统计时间段为2001—2017年
（截至2017年7月20日），通过去重等人工筛选，辅以引

文追溯补遗，最终收集整理为67篇中文文献。

国外文献，分别选取Web of Science、LISA、

Emerald、Taylor & Francis，以“e-book”“ebooks”
“electronic book”“e-textbook”“digital books”分
别与“read*”“user*”“information behavior”“user 
behavior”进行组配，并在主题字段下检索。通过去重等人

工筛选，辅以引文追溯补遗，最终搜集到66篇外文文献。

所得全部文献整理结果显示，国外在20世纪70年
代便开始电子书研究，而国内相对较晚，于1993年才出

现电子书相关研究文献，其内容多是对国外电子书出版

状况介绍及未来发展的探讨。2010年国内外迎来电子

书研究的高峰，其中电子书阅读器的研究成果较丰富，

但电子书用户阅读行为研究相对欠缺，因此，本文对此

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

2  电子书阅读行为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电子书阅读行为是指读者在获取、选择、阅读、评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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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电子书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行为活动及相关的心理反

应。宁璐嘉等[5]根据“行为—认知—情感”维度将阅读

行为划分为行为过程、认知效果、阅读体验三种研究

导向。本研究参考上述阅读行为概念框架，对电子书阅

读行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提炼出图1所
示的研究框架模型。当前国内外电子书阅读行为研究

主要从读者心理反应、行为过程、影响因素、电子书

界定等角度展开，研究框架中虚线部分表示相关研究

缺乏。

图1  电子书阅读行为的研究框架

2.1  电子书定义及类型

目前，关于电子书的定义还没有一个权威一致的界

定。关于电子书的类型，不同学者从产生方式、阅读目的、

收费方式等多个维度进行细致划分，本研究总结归纳为

表1。一般而言，电子书即数字形式的纸本书[6]，也有学者

将其定义为以数字格式展示于计算机屏幕的图书[7]。电子

书扩展了纸质媒体的功能，增加一些超文本链接、检索、

跨参考文献功能及多媒体特点。Vassiliou等[8]围绕电子书

定义的演进做了较细致的研究，利用内容分析法，从数字

/电子、内容、与书的类比、技术、用户特征等维度抽取和

分析电子书的关键属性，最终形成包括两个方面的定义：

①电子书是一个具有文本和其他内容的数字对象，整合

传统书的概念和特征，能够在电子环境下提供阅读；②电

子书具有检索、交叉查阅、超文本链接、书签、注释、突出

显示、多媒体对象和交互工具的特性和功能。该定义一方

面强调电子书内容的稳定特性；另一方面，突出了基于信

息技术发展，电子书技术功能的演进特征。

当前学者们对于电子书的界定，主要强调数字化内

容和数字化阅读设备两个要素。Whalley[9]指出，电子书

一词应包括硬件，或者一种适合阅读电子媒体的设备，

可称之为电子书阅读器；Borgman[10]认为电子书是包

含读取电子数据的硬件及软件的组合；持相同观点的还

表1  电子书的类型划分

产生方式

阅读形式

文本呈现形式

收费方式

阅读设备

阅读目的

文献出版类型

发展进程

划分依据 划分类型

数字化、原生数字化电子书

线性、超文本电子书

纯文本、增值文本电子书

免费/付费电子书

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电脑、

专用电子书阅读器

与工作学习、休闲有关

-

E-book1.0、E-book2.0、 

E-book3.0

说  明

从印刷类型转化为数字化类型的电子书，直接以数字化形式创建的

电子书，先前并不存在印刷型

从第一页开始，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阅读；采用超链接方法，将各

种不同空间的文字信息组织在一起的网状文本

由文字和图片构成，可以视为纸质文本的数字化；将文本变为具有

无限延伸、扩展功能的立体文本，构成一个信息网

没有获取、访问、阅读、复制或使用的直接成本；需要付出相应费用

采用电子墨水技术，以模拟书的形态和阅读方式为特征的电子器件

研究专著、与工作学习相关的非小说类流行书、课本/教材及参考工

具书，或与工作学习无关的非小说类流行书、小说等

教科书、参考资料（字典、学术专著、名录）、灰色文献（技术报

告）、工作论文、标准、会议论文和会议录、正式出版物、贸易文献、

私人出版资料、论文、翻译及绝版电子书等

数字化电子书、原生电子书、增强型电子书（指除文字、图等静态阅

读要素以外，集成声音、视频、动画及其他功能模块等要素的多媒

体读物）

参考来源

Armstrong[12]

Armstrong[12]

Armstrong[12]

Vassiliou等[8]

杨志刚等[14]

王素芳等[6]

2015 survey of 

ebook usage 

in U.S. public 

libraries[2]

程三国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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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Sawyer[11]，其认为电子书目前更强调的是硬件和软

件，而不是内容；Armstrong[12]主张在定义电子书时，应

该关注电子书的内容本身；Pace[13]提出“没有良好内容

的技术是没有实质内容的形式，电子书营销人员未来的

成功取决于提供有价值内容的能力”。

以上总结可以看出，不同学者针对具体的阅读情境、

研究目的对电子书做了多角度的类分，说明电子书在内

容特性、载体形态特征、技术功能上不断演进的特点。

2.2  电子书阅读的读者心理反应

2.2.1  电子书阅读动机与阅读感知

从已有研究结果看，目前大多数用户阅读电子书的

动机集中在学术及休闲娱乐两类。如Wu等[16]选取来自

人文、社会科学、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的20名研究生

进行访谈，发现学术研究是研究生使用电子书的主要

动机。Rowlands等[17]对伦敦大学学院1 818名学生及工

作人员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结果，被调查人员中，有71%
表示使用电子书的主要目的是工作及学习，有15%是休

闲。目前针对多情境对比的电子书阅读调查相对较少。

国内外对于电子书用户感知问题的调查，较多是在

学术情境中展开，调研对象多以高校师生等学术用户群

体为主，调查结果显示，电子书存在认知高、使用率低的

问题。赵秀君[18]以北京科技大学856名学生为对象进行

调查发现，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声称听说过电子书，但日

常使用比例偏低。造成电子书使用率低的原因很多，如

高校图书馆宣传推广不到位、电子书搜索和发现困难、

用户需求不足、电子书技术和阅读习惯有待改进等。

2.2.2  电子书的阅读偏好与用户体验

用户阅读偏好包含阅读载体偏好和电子书阅读设

备偏好。前者指用户在不同情境中对电子书及纸质书的

选择，后者指电子书阅读时用户习惯选用何种设备。

目前，对于用户载体选择偏好的研究多基于单一情

境。在学术情境中，Walton[19]、Carlock[20]、Brinkman[21]等

学者对本科生、高校教师、艺术家和史学家的调查均显

示其对纸质书使用的偏好。被调研对象普遍认为通过阅

读器读书千篇一律，不具有视觉上的冲击，并且缺乏历

史文化感；而印刷书可以弥补这些不足，更好地帮助用户

进行视觉记忆，同时，他们也更喜欢印刷书籍的触感。也

有研究结果得出不同结论，D’Ambra等[22]对新南威尔士

大学的研究表明，医学专业的学术人员认为电子书可以

促进学术任务的开展，使其更具成效。

在休闲娱乐情境方面，王素芳等[6]的调查证实大

学生在看休闲类书籍时，更倾向选择电子书，原因是

电子书既方便又省钱。此外，针对儿童及老年人的研

究发现，目前儿童群体传统阅读时间正在减少，但小

学及学前儿童仍以传统阅读方式为主[23]。日本Toppan 
Pringting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总体而言，在文化观念

及行为习惯的影响下，老年人仍然对纸质书有很高认同

感[24]。Zhang等[25]的研究很好地对上述问题进行总结。

该研究使用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数据，涵盖2 986名16
岁及以上公民，对用户不同阅读情境下的载体偏好进行

剖析发现，情境因素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当用户陪孩

子一起阅读或是与他人分享书籍时，通常会选择纸质

书；而当用户需要快速浏览或出行中，通常更倾向于选

择电子书。显然，电子书及纸质书在不同阅读情境中具

有各自优势，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在设备偏好方面，当前电子书的阅读设备主要集

中在手机移动终端、电脑、专用的电子书阅读器（如

Kindle、汉王等）等方面，研究多是针对大学生或是普

通民众的大样本量调查。结果显示，国内用户主要使用

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阅读电子书，其次是电脑，电子阅

读器使用率虽然在增加，但使用人数依然占比很低，这

与用户自身经济状况有很大关系[26]。国外该方面的研究

也得到相似结论。调查发现，国外用户虽然使用移动设

备阅读的比例在近几年迅速上升[27]，但总体上仍以使用

电脑为主[28]。Kindle等电子书阅读器的使用同样受到

经济因素的制约[29]。

2.2.3  电子书的阅读效果

不同的阅读情境下，用户阅读需求会发生相应变

化，用户会根据自身需求及纸质书与电子书的特点，

选择合适的书籍载体进行阅读。Liu[30]、D’Ambra[22]、

Hartzell[31]等从阅读效率的维度探究纸质书及电子书的

不同，发现相同内容在电子书阅读环境中需要更多的阅

读时间，且相对于纸质文本，电子书存在难理解及易出

现眼疲劳等问题。Kang等[32]针对性别因素对电子书阅

读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选择没有电子书使用经验的

16~18岁的10名男生和10名女生进行实验，测试阅读速

度及阅读准确性，最终女性展示出比男性更好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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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在针对儿童的此项研究中，学者们却得到相反结

论。Huang等[33]对166名小学生量身订制了电子书阅读

环境，并调查电子书阅读效率的差异，最终结果是男童

在测试中优于女童。

袁曦临等[34]通过实验法对纸质阅读及数字阅读的理

解效果进行研究，虽然调查结果显示纸质阅读在理解、

认知效果上要优于数字阅读，但研究者也提出网络环境

下生长的年轻一代已经习惯于屏幕数字阅读方式，并逐

渐形成一套适合于浏览、屏扫、略读和跳读的新型阅读方

式。在阅读的注释便捷性方面，赵珊珊[26]发现读者更倾向

于将电子书打印出来进行阅读，更喜欢在纸质书上进行

注释。此外，苏秦等[35]从电子书及纸质书的更新速度、整

体质量、容量、历史收藏价值、环保性等维度进行对比，

以方便读者根据自身的阅读需求，选择合适的书籍。

2.3  电子书阅读的行为过程

电子书的获取途径多样，网络搜索引擎、资料共享

平台、图书馆网站、网络论坛、小说网站等是常见的内容

获取及下载途径，其中以搜索引擎最为广泛。2008年，

Ebrary[36]对全球范围高校学生电子书获取途径的研究证

明了这一结论。用户认知和获取电子书的途径多样化，

总体上以搜索引擎、网络等开放获取途径为主，图书馆

次之。HWANG等[37]的研究结果得出不同结论，针对韩

国首尔大学、浦项工科大学等5所高校图书馆959名大学

生用户调查表明，90.5％的用户都知道电子书可通过大

学图书馆网站获得，较多研究证实图书馆网站是多数

本科生电子书内容获取和下载的主要途径[17,38]。此外，

王素芳等[6]针对用户年级和学科与电子书获取途径进

行交叉分析，发现研究生用户更喜欢从图书馆网站获取

和下载电子书，而本科生用户更偏向从课堂或讲座获得

电子书信息。在不同学科方面，医科、农学学生在除搜

索引擎外更偏向从图书馆目录获取电子书信息，人文学

科学生更愿意从课堂或讲座上由教师推荐获得电子书

信息[39-40]，综合而言，目前搜索引擎及图书馆网站是用

户获取电子书的首选途径，学历及学科背景等影响因素

会造成一定差异。

2.4  电子书阅读的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从学科、设备便携性、价格、性别等多方

面对用户使用电子书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本文进一

步将这些影响因素划分为个体背景因素、环境因素及

系统因素3种类型。

（1）个体背景因素。主要指用户的个人特性，既包

括其学科专业背景，也包括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学特

征。Cordón-García[41]、Aucoin[42]等对不同专业的大学生

进行电子书使用频率调查，得到相似的研究结论：运用

电子书较多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图书馆和信息科学、

生物学、经济与管理学、化学及语言学；法律、数学及医

学专业的学生使用电子书比较普遍，而社会学、历史和

艺术表现等专业相对较少。这可能是由两点原因所致：

一是不同学科信息更新速度不同；二是不同专业学科的

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存在差异。

（2）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图书馆电子书服务及电

子书的价格等。D’Ambra等[22]对224名新南威尔士大学

医学院的学生进行调查，探究电子书在何种程度上才

能满足其学术需求，以及学生们对当前学校图书馆电子

书服务的满意度，结果显示，该校图书馆电子书服务仍

存在资源不足等问题。Foasberg[29]的相关研究认为，影

响学生电子书阅读的一个很大障碍是电子阅读器的价

格。高校图书馆电子书服务还不能完全满足读者需求。

（3）系统因素。主要是用户对电子书所使用的硬

件及软件的技术特性感知。大多学者用感知有用性、感

知易用性等指标进行衡量，Tri-Agif等[43]对高校学生电

子书持续使用意向的调查证明，感知有用性及感知易

用性积极影响用户的持续使用意向。沈海娇等[44]以山

东省6 672名具有电子书使用经验的小学生为研究对

象，从年级、电子书使用时间、性别等维度分析其感知

有用和感知易用性现状，研究发现小学生普遍认为电子

书能够增强他们的学业表现，但同时认为电子书的易用

性较差，教师的指导及电子书设计者对其产品的改良将

有助于解决该问题。其他方面，Huang[45]证实用户在阅

读电子书时所使用的阅读设备尺寸会对其使用满意度

造成影响。Pattuelli等[46]选择图书馆及信息科学的学生

为其研究对象，结果发现，设备的便携性及其使用便利

性是增强学生阅读体验的关键因素。

3  相关研究方法

目前针对电子书阅读行为的研究，众多学者普遍采

用问卷调查、访谈、日志分析等研究方法。本文选择代

表性文献，对其研究情境、样本数量、数据收集方法、

研究视角等概括总结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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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电子书阅读行为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Nicholas等[47]

Wu等[16]

Hoseth等[48]

Huang等[33]

Chanlin[49]

Corlettrivera等[50]

作  者 研究情境

日常生活

学术情境

日常生活、学校相

关的主题信息等

非学术的布置任务

学术情境及休闲情境

学术情境

样本数量 数据收集方法 研究视角 研究内容

英国120多所高校的在校

学生22 437人

台湾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的研

究生20人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有社科

背景的教师及研究生19人

小学生，第一轮实验166

人，第二轮实验23人

大学生访谈8人，此外调查

问卷200份

马里兰大学的教师、研究

生及本科生1 300人

在线问卷调查、

定量分析

访谈法/定性分析

焦点小组讨论、

定性分析

实验法、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

深入访谈、调查问卷、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在线问卷调查、

定量分析

行为视角

行为视角

服务视角

行为视角

行为视角

行为视角

电子书阅读行为，获取电子书

的方法及使用原因

研究生使用电子书的目的，类

型偏好，阅读障碍及图书馆电

子书服务

电子书或者图书馆电子书服务

的态度及使用障碍

儿童对电子书的态度及阅读行

为的性别差异

大学生学术、休闲阅读策略的

对比与该群体阅读策略的总结

对电子书的使用态度，载体选

择偏好

从表2可以看出，电子书阅读行为的相关研究对象

主要涉及学术用户（大学本科生、研究生、教师等）和青

少年群体，研究情境从学术延伸至日常生活；研究方法

呈现由单一数据分析方法向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混合型

方法转变的趋势。调查问卷及访谈法是用户自我报告电

子书认知和使用行为，与实际使用行为之间存在一定偏

差，混合研究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缺陷。

4  研究总结与展望

电子书的日益普及，引起计算机软件及应用技术、

编辑出版、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图书情报等多学科学

者的普遍关注。针对电子书阅读设备、编辑出版方式、

学习理论、资源建设及服务提供等多方面的研究广泛

开展，电子书用户阅读行为是其中关注焦点。

研究规模上，国内外研究呈现由对单一机构的案例

调查逐渐转变为全国性的大样本量调查的趋势。

研究用户群体上，目前研究涉及的人群主要分为学

术用户和一般用户两个类别。学术用户主要包含高校师

生、学者等，而一般用户主要包含儿童、老年人、普通职

员等。对其他用户群体，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族群、不

同年龄段用户群体的电子书阅读行为对比研究较为缺

乏。更广泛的用户类型研究有助于电子书设计者、出版

商及图书馆进一步完善电子书系统设计、资源建设及阅

读服务策略改进。

研究主题上，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议题：

①用户对电子书的认知及发现机制；②用户电子书的

阅读行为，包括阅读目的、使用载体、阅读频次、主题

偏好等；③用户对电子书的态度及对纸质书和电子书

的偏好选择；④影响用户阅读电子书因素。

研究内容上，当前研究较多局限在是否阅读、阅读

内容等浅层次描述、统计方面的特征调查，针对电子书

阅读的过程模型，阅读模式，综合社会学、经济学、认

知心理学、用户行为学等跨学科、多视角的心理行为机

制，阅读理解与反馈等深层次研究还较为缺乏，针对网

络电子书资源建设与服务现状的调查也需加强。大多是

针对用户在特定情境中电子书阅读调查研究，缺乏多种

情境下的电子书阅读对比研究，影响因素分析也需要进

一步扩充和丰富。

研究方法上，目前逐渐转变为以定性研究为主，并

随相关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逐渐重视由单一方法（如问

卷调查、访谈等）向多种混合性方法跨越，也有研究从

大规模调查转向小样本行为实验和任务观察分析的趋

势。多种研究方法组合、定性与定量方法结合，有助于

展开更细微层面、更丰富的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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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llect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documents through thematic search and citation retrospective methods,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 theme and status from the definition and types of e-books, cognition of e-book and motivation of reading, reading preferences and user experience, ob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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