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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用户参与行为研究
∗

　 ———以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为例

郑德俊　 王　 敏　 李　 杨　 沈军威

摘　 要　 用户参与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的建设与发展有助于提升学科服务水平，增强学科服务平

台的生命力。 文章采用实验方法，以 Ｓ 大学的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为例，构建观测指标，对用户参与高校图书

馆学科服务平台的行为进行深入研究。 通过观察和测量用户在不同参与阶段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表现

发现，用户参与程度的加深会促进用户认知水平的提升，促进用户对学科服务平台情感的增强，同时也

有助于推动用户进行“信息获取”“信息共享”“价值共创”等行为。 总体来看，用户参与程度的加深会

提升“用户满意度”和“用户持续使用意愿”。 图 ３。 表 ８。 参考文献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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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服务是高校图书馆的前沿阵地，在支撑

学校学科建设、开展信息素养教育、提供科研支

持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教育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印发的《普通高等院校图书馆规

程》第三十条规定：“图书馆应积极拓展信息服务

领域，提供数字信息服务，嵌入教学和科研过程，
开展学科化服务，根据需求积极探索开展新服

务。” ［１］ 自从 １９９８ 年清华大学图书馆率先引入学

科馆员制度［２］ 以来，学科馆员专业能力、学科服

务内容和学科服务平台建设等议题引发了研究

人员的分析讨论，在实践发展中也涌现出一批学

科服务平台。 尽管嵌入式学科服务帮助图书馆与

用户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但学科服务平台的利用

情况并不乐观。 根据李志芳的一项调查，各个高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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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１９ＢＴＱ０３６）研究成果之一。



·管理与服务·

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平台虽然开通了评论功能，
但用户访问量和评论数却很少， 有的甚至为

零［３］ 。 当前我国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还主要集

中于科技查新、学科评价和机构知识库建设层

次［４，５］ ，无法满足用户的多元化和深层次需求，也
得不到用户的有效使用［６］ 。 由此，以图书馆固有

的资源体系和学科馆员队伍为支撑的传统学科

服务方式正面临着供给乏力的困境，如何提升学

科服务的效能成为国内高校图书馆普遍关注的

热门话题。
目前有关学科服务的研究主要围绕宣传推

广［７］ 、学科馆员能力提升［８］ 、服务内容深化［９］ 、学
科服务平台优化升级［１０］ 等方面展开，也有部分学

者对学科服务中的用户参与行为进行了初步的

探索，主要集中于用户参与的价值和前景［１１］ 、用
户利用 Ｗｅｂ２．０ 工具的情况［１２］ 以及用户协作式学

科平台建设［１３］ 等方面，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有待

进一步提升。 Ｈｏｒｎ 等［１４］ 研究者发现，用户参与

程度是图书馆学科服务效果提升的重要推动力

量。 为此，吸引用户参与，借助用户的智慧来解决

图书馆学科服务发展中的瓶颈，将成为高校图书

馆学科服务新的实践方向。 本文以全球较具影

响力的学科知识服务平台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为依托，以我

国 Ｓ 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的建设实践为具体

案例，通过实验方法对用户参与高校图书馆学科

服务平台的行为进行系统分析，以期为高校图书

馆提升学科服务的效能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１　 学科服务平台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相关研究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是由 ＳｐｒｉｎｇＳｈａｒｅ 公司在 ２００７ 年推

出的内容管理系统，也被称为“ Ｌｉｂ２．０ 知识共享

系统” ，图书馆员可利用它来创建和维护网站，
组织、管理某一主题的信息资源，从而达到知识

分享交流的目的［１５］ 。 根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 官方网站数据，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已成为国际图书

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科导航服务工具，被全球

５６ 个国家的 ４７４９ 个机构使用，有 １８２，７９４ 名学

科馆员创建了 ６１５，６８３ 个专题导航［１６］ 。 为充分

了解国内外有关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的研究情况，本文以

“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为篇名进行检索，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
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检索到文献 ２９ 篇，在中

国知网（ ＣＮＫＩ）数据库检索到文献 ５１ 篇。 在国

内的研究中， 另有 １５ 篇文献标题 虽 未 显 示

“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也非专门针对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而展开，
但实际涉及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的来历、优缺点、应用现状

调查及与其他学科服务平台的比较等内容。 国

内外有关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的研究文献的年代数量分布

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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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国内外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研究文献时间分布

　 　 相比于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在图书馆实践中的广泛应

用，国内外对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进行分析研究的热情存在

差异。 图 １ 显示，国外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研究要比国内开

始的早且总体呈增长趋势，而国内在经历了 ２０１３
年的研究高潮后，文献数量有明显下降，进入调整

期，这反映出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在国内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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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减小。
国外对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的研究涉及平台作用、平台

改进和服务效果等方面。 在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的作用方

面，Ａｎｎａ 和 Ｐｈｉｌ 分析了其对图书馆员自我发展产

生的影响［１７］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和 Ｓｃｏｔｔ 讨论了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在医学领域的作用及价值［１８］ 。 同时，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作为信息素养支持平台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也得

到了研究［１９］ 。 而针对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导航可用性［２０］

和导航界面使用感受［２１］ 的测评，则将研究视角转

移到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服务效果上来，成为国外近期的研

究热点。
国内的研究主要关注国外的应用案例、平台

特性介绍和现状调查。 如：对美国使用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的多所大学图书馆的应用案例的调查［２２］ ，对
美国杜克大学学科导航嵌入课程管理系统的具

体实践的介绍［２３］ ，对西交利物浦大学运用 Ｌｉｂ⁃
Ｇｕｉｄｅｓ 提升和延伸图书馆服务的探析［２４］ ，对 Ｌｉｂ⁃
Ｇｕｉｄｅｓ 特性及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迭代更新的数据迁

移方式的讨论［２５］ ，对将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运用到公共性

信息检索课程网络教学的必要性的讨论［２６］ ，对基

于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的图书情报学科资源导引建设现状

的调查［２７］ ，对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在国内图书馆应用经验

的总结［２８］ ，对国内外大学图书馆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

应用对比分析［２９］ 等。
从国内的应用实践来看，李志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对教育部网站公布的 ４２ 所一流高校图书馆的调

研发现，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在国内 ４２ 所“双一流”建设高

校图书馆得到应用的有 １６ 所，占比为 ３８ １％ ［３］ 。
有些“双一流”建设高校图书馆的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

已开始停更， 原因是用户使用率低。 Ｉｎｕｗａ 和

Ａｂｒｉｚａｈ 认为在学科服务中重视并与用户建立更

加深入的合作关系是发展方向［３０］ 。 鼓励用户参

与学科服务，尝试与用户建立持续深层次的情感

联结将成为研究趋势。 基于此，本文将从用户参

与方面着力，借助图书馆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通过实验

的方式分析用户在不同参与阶段的行为变化及

感受，探究用户参与程度与用户满意度之间的关

系，进而提出深化用户参与学科服务的针对性

策略。

２　 学科服务平台用户参与的内涵及相关

量表

“用户参与”源于工商管理学界对顾客参与

的关注，研究人员认为顾客参与对服务的过程和

结果会产生影响［３１，３２］ ，有时服务过程中顾客的重

要性胜于专业人员［３３］ 。 图书馆界无“顾客参与”
的表述，一般将之称为“用户参与”。 Ｋｒｏｓｋｉ 指出，
大学图书馆的用户具有许多潜在的作用［３４］ ，诸如

可以利用 Ｗｅｂ２． ０ 工具参与内容创建（照片、评

论、书签、视频） 等。 学者们还认为，用户参与是

通过特定的平台进行展示或分享的一种活动［３５］ ，
用户为资源或服务的生产和传递投入了时间、精
力、情感，这影响着用户体验质量，包括持续使用

性、感知可控性和感知认同性［３６］ 。 综合来看，用
户参与涉及用户的认知结构、情感体验、行为表

现，它们共同影响用户满意度［３７］ 和用户持续使用

意愿。 用户参与能够促进学科资源建设、优化学

科服务模式［３８］ ，没有用户参与的学科知识服务会

失去针对性，甚至难以为继［３９］ 。 为便于实验观测

和结果分析，针对用户参与所涉及的认知、情感、
行为表现建立观测量表，同时也构建用户满意度

及用户持续使用意愿量表［４０］ 。

２ １　 学科服务平台用户感知参与量表

　 　 在态度理论中，认知和情感被看成是态度的

决定性因子， 对行为的发生有重要影响［４１］ 。
Ｚａｉｃｈｋｏｗｓｋｙ［４２］ 认为用户的认知与情感会影响

用户的介入水平或参与程度。 本文主要借鉴

Ｚａｉｃｈｋｏｗｓｋｙ修订后的 ＲＰＩＩ（Ｒｅｖｉｓ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量表［４３］ ，但为了让实验对象更好地

理解题项，在测量维度、基本思想以及计算方法保

持不变的基础上对 ＲＰＩＩ 量表进行了同义修改，并
将原来 １０ 个题项的顺序进行了调整，形成如表 １
所示的图书馆学科服务用户感知参与量表。 表 １
中“认知” 维度和“情感” 维度各有 ５ 个测量题

项，并使用李克特 ７ 分量表进行评分，按照评分

高低来判断用户的参与程度。 同时参考 Ｚａｉｃｈ⁃
ｋｏｗｓｋｙ 对量表测评结果的类型划分和 Ｂｉｔｎｅｒ 等

人［４４］ 提出的顾客参与三个层次，将均值在 ３ 分以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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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归为“低度参与”，３—５ 分之间为“中度参 与”，５ 分以上为“高度参与”。

表 １　 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的用户感知参与测评量表

对我来说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学科服务平台是： 题项编码 对我来说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学科服务平台是： 题项编码

认
知
维
度

相关的 Ｃ１

重要的 Ｃ２

需要的 Ｃ３

有价值的 Ｃ４

有意义的 Ｃ５

情
感
维
度

有趣的 Ｅ１

吸引人的 Ｅ２

令人依赖的 Ｅ３

令人惊喜的 Ｅ４

令人沉浸的 Ｅ５

２ ２　 学科服务平台用户参与行为表现量表

　 　 Ｂｉｔｎｅｒ 等人［４４］ 将用户参与分为低度、中度、
高度三个层次，这种划分对应于用户在服务中角

色转换的三个阶段：服务接受者、资源提供者、共
同创造者。 Ｌｅａｖｉｔｔ 等人将低度参与的主要表现描

述为是否注意到参与对象［４５］ ，Ｌａｌｍａｓ 等研究者认

为互动交流是中度参与的主要特征［４６］ ，Ｖａｒｇｏ 和

Ｌｕｓｃｈ 则认为共同创造是高水平参与［４７］ 。 参考上

述研究成果，本文将低度参与、中度参与、高度参

与三个抽象度量概念具体化为“信息获取” “信息

共享”“价值共创”三个行为表现，构建如表 ２ 所

示的观测量表。 其中，“信息获取”维度从用户对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学科服务平台的关注了解程度、参加培

训情况、以及浏览利用情况三方面进行测评；“信

息共享” 维度则从需求表达、互动交流、资源分

享、配合调研程度四方面进行测量；“价值共创”
维度主要从合作关系、主动创造、共同讨论、贡献

资源等方面来测量用户的参与情况。

表 ２　 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用户参与行为表现测评量表

维度 测量题项 题项编码

行
为
表
现

信息获取

我关注了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的相关信息 ＩＡ１

我曾参加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服务指南的培训 ＩＡ２

我经常浏览利用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 ＩＡ３

信息共享

我曾在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上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 ＩＳ１

我与图书馆工作人员进行了良好的互动交流 ＩＳ２

我曾将自认为好的资源与其他用户分享 ＩＳ３

我配合图书馆员完成了相关的调研工作 ＩＳ４

价值共创

我与图书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ＶＣ１

我为改善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服务质量而提供创意 ＶＣ２

我会与图书馆共同讨论制定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问题的解决方案 ＶＣ３

我为提升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服务水平而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智力资源 ＶＣ４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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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学科服务平台用户满意度量表

　 　 在用户使用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的过程中，
用户满意度用于评估图书馆所提供的资源或服

务与用户期望的匹配程度，是用户对平台本身或

者服务体验的一种心理评价。 本文主要从用户

使用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的整体满意度（考察平台利

用的基本情况）、用户对馆员的认同度（侧面反映

馆员与用户关系的培养情况）、用户的使用体验

（预测用户是否能够进一步深入参与平台的建

设）三个方面对“用户满意度”进行测量，具体如

表 ３ 所示。
表 ３　 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用户满意度测评量表

维度 测量题项 题项编码

用
户
满
意
度

我对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的整体使用情

况表示满意
Ｓ１

我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努

力付出表示认可
Ｓ２

我认为参与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相关活

动是个很好的体验经历
Ｓ３

表 ４　 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测评量表

维度 测量题项 题项编码

用户持

续使用

意愿

我愿意使用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获

取信息
ＣＵＩ１

我愿意在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上参与互

动并分享资源
ＣＵＩ２

我愿意与图书馆合作共同建

设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
ＣＵＩ３

我愿意持续使用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服

务平台
ＣＵＩ４

２ ４　 学科服务平台用户持续使用意愿

量表
　 　 虽然通过测量用户满意度可以清楚地了解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的当前使用状态，但平台的生命

力在于用户使用的可持续性。 因而本文不仅测

量用户使用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过程中的满意度，而
且还测量用户对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的持续使用意

愿。 参照用户行为表现的三种类型， 本文从信

息获取、互动分享、合作共建等方面编制如表 ４
所示的“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测量题项。

３　 学科服务平台用户参与实验

３ １　 实验设计

本研究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方面观察用

户参与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的不同程度，继而探讨其对用户

满意度和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 为了有效分

析用户参与行为表现（信息获取、信息共享、价值

共创）是否在低度参与、中度参与和高度参与三

个阶段分别发挥不同的作用，本文依据图书情报

领域实验研究的一般范式和标准操作规程（ ＳＯＰ）
模型［４８］ ，通过实施不同的激励措施推动用户从低

度参与到高度参与，从而探索用户参与程度对满

意度和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作用。 具体的实验设

计过程如图 ２ 所示。

３ ２　 实验样本

为了有效分析用户参与在图书馆学科服务

中的作用，本研究选择较为重视学科服务创新的

Ｓ 高校图书馆进行实验。 Ｓ 高校图书馆已基于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搭建了多个学科的导航资源平台，这为

实验开展提供了平台支撑。 而在调研对象选择

上，研究生的学科服务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高于本

科生，所以将受测对象群体定位为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并以图书馆通知公告的方式征集参与实验

的用户。 对 ５０ 余位报名对象的身份信息进行筛

选，确定 ２３ 位研究生参与实验，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完成三个阶段的实验，最终有 ２０
人完成整个实验流程。 完成实验的这 ２０ 名受测

对象，男女比例持平，其中有 １３ 名用户是首次接

触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学科服务平台，占比 ６５％，其余 ３５％
的用户对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有所耳闻，但了解程度并不深

入。 总体来看，本实验所有受测对象要么是“冰

点用户”（指拥有接受服务的权益却不去行使的

用户，在图书馆的服务项目中没有参与行为和意

识），要么是参与度极低的用户，符合实验推演要

求。 同时，为了使受测对象能够真实表达自己的

想法，避免实验偏差，实验前向其告知本实验数据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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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于科学研究，而且会对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实验过程中，每一位受测对象都在自己的学习场

所独立完成测验，实验中用户感受数据均由用户

匿名填写，并递交到数据采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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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用户参与实验流程

３ ３　 低度参与阶段

由于用户对学科服务平台的不了解或不使

用，因而这一阶段的实验目的是促进用户对 Ｌｉｂ⁃
Ｇｕｉｄｅｓ 的关注，激发用户的参与兴趣。 该阶段的

主要工作是向实验对象推送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相关访问

路径、发放培训教程，并给予实验对象一定时间

了解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相关信息，以激发他们使用 Ｌｉｂ⁃
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的兴趣，形成初步的认知。 在此基础

之上，又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判断受测对象是否

处于“信息获取”的行为状态，仅当超过 ２ ／ ３ 的人

产生尝试了解、关注和使用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的意愿，并
感受到馆员对自己需求的重视的时候，使用表

１—表 ４ 的量表进行第一次问卷调查，测量他们对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的直观感受。

３ ４　 中度参与阶段

根据第一次问卷调查结果，统计分析得出

“信息获取”的平均值为 ４ １７，在 ７ 级评分中属于

一般偏上，这说明实验对象虽然接触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

台不久，但已初步具备了“信息获取” 行为的特

征，实验进入中度参与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工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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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鼓励并引导用户针对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导航资源及

服务发表评论，并以图书馆员对评论进行的实时

回复作为实验控制变量，以激励用户主动地表达

自己的想法与意见。 随着交流和互动次数的增

加，用户能够感觉到图书馆员在学科服务中的付

出和努力，进而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服务产生

认同感。 间隔一周后，仍使用表 １—表 ４ 的量表

开展 第 二 次 问 卷 调 查， 再 次 测 量 用 户 关 于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的直观感受。

３ ５　 高度参与阶段

第二次问卷调查数据显示，用户“信息获取”
行为的均值为 ４ ９８，相较第一阶段的均值 ４ １７
有了提升，这说明用户对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的了解程

度在加深。 同时第二次问卷调查还发现“信息共

享”的均值增长到 ５ ０，较第一次的调查均值 ３ ０６
有了较大的增长，这说明馆员积极沟通和鼓励用

户互动这一激励措施对用户参与程度的提升发

挥出了应有的作用。 因此，实验进入高度参与阶

段。 本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激励用户创造内容，具
体通过策划实施“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首页改版意见”
的创意征集活动来实现，促进他们积极主动地贡

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知识，进而使实验对象与

图书馆建立起合作关系。 创意征集活动结束后，
继续使用表 １—表 ４ 的量表开展第三次问卷

调查。

４　 实验数据结果分析

４ １　 三个阶段实验数据结果对比统计

本研究实验旨在通过激励控制措施实现 Ｌｉｂ⁃
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用户从低度参与到高度参与的演变，
这是分析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用户不同参与程度对用

户满意度和持续使用意愿作用差异的前提，因而

首先分析完成实验的 ２０ 位用户在三个阶段的使

用频率的变化。 根据图 ３ 可以看出，第一阶段实

验对象的使用频率集中在 １—２ 次，而第二阶段则

集中在 ３—５ 次，第三阶段的使用频率分布趋势与

第二阶段基本一致，但在 ６—１０ 次和 １０ 次以上的

实验对象数量有所增加。 这表明实验所设计的

控制措施能够有效激励用户参与程度的变化，而
且三个阶段的用户参与程度确实实现了从低度

参与到高度参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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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三个阶段实验对象使用频率分布

　 　 在通过使用频率变化情况证实用户参与程

度从低到高变化的基础上，可以根据三个阶段获

取的实验数据计算得出用户低度参与、中度参

与、高度参与三个阶段中感知参与（认知维度、情

感维度）、行为表现（信息获取、信息共享、价值共

创）以及两个因变量（用户满意度、用户持续使用

意愿）的平均值（如表 ５ 所示），据此分析用户参

与程度的具体变化情况。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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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三个阶段实验结果的平均值

　 　 　 　 　 　 　 　 维度

　 阶段　 　 　
认知维度 情绪维度

行为表现

信息获取 信息共享 价值共创
用户满意度

用户持续

使用意愿

第一阶段（低度参与） ４ ７５０ ３ ８２０ ４ １６７ ３ ０６３ ３ ８６２ ４ ６５０ ５ ０８８

第二阶段（中度参与） ５ １９０ ４ ４９０ ４ ９８３ ５ ０００ ５ ０８８ ５ ５５０ ５ ４９０

第三阶段（高度参与） ５ ４５０ ４ ７９０ ５ １８３ ５ ３３７ ５ ４５０ ６ ０００ ５ ８３８

　 　 由表 ５ 可以看出，从低度参与阶段到高度参

与阶段，实验对象的认知、情感及其行为表现的

得分均值都呈现出上升趋势。 而且随着用户参

与程度从低到高的变化，实验对象的用户满意度

和持续使用意愿的得分均值也是依次升高的。
为进一步分析用户参与在不同阶段对用户

满意度的影响，本研究还进行了成对样本检验。

如表 ６ 所示，低度参与阶段的用户满意度（ ＦＳ）、
中度参与阶段的用户满意度（ ＳＳ）、高度参与阶段

的用户满意度（ ＴＳ）这三组相互比对后双尾概率

均小于或等于 ０ ０５，这说明三组实验之后“用户

满意度”出现了显著性差异。 结合表 ５ 中三个阶

段用户满意度逐步提升的表现，可以得出“参与

程度越高、用户满意度也就越高”的结论。

表 ６　 三个阶段用户满意度成对样本检验

序号 组对 平均数 标准偏差 标准误 Ｔ ｄｆ 显著性

对组 １ ＦＳ － ＳＳ － ９００ １ １１４ ０ ２４９ －３ ６１３ １９ ０ ００２

对组 ２ ＳＳ － ＴＳ － ４５０ ０ ６４２ ０ １４４ －３ １３３ １９ ０ ００５

对组 ３ ＦＳ － ＴＳ －１ ３５０ １ １４７ ０ ２５６ －５ ２６４ １９ ＜０ ００１

注：ＦＳ：低度参与后的满意度；ＳＳ：中度参与后的满意度；ＴＳ：高度参与后的满意度

　 　 同样，采用成对样本检验进一步分析用户参

与在不同阶段对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 如

表 ７ 所示， 低度参与后的用户持续使用意愿

（ＦＣＵＩ） 与中度参与后的用户持续使用意愿

（ＳＣＵＩ）的差异性检验的双尾概率为 ０ ０８０＞０ ０５，
这两个阶段的“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差异性未

达显著。 但低度参与后用户 持 续 使 用 意 愿

（ＦＣＵＩ）与高度参与后用户持续使用意愿（ ＴＣＵＩ）
之间、中度参与后用户持续使用意愿（ＳＣＵＩ）与高

度参与后用户持续使用意愿（ ＴＣＵＩ）之间的差异

性检验结果均呈显著性， 其双尾概率分别为

０ ００３ 和 ０ ０３９，均小于 ０ ０５。 这说明一方面用户

持续使用意愿总体上随着参与程度的提升也得

到了相应的提升，另一方面，这种提升是一个螺

旋上升的过程，但对于如何实现用户从单向的信

息获取到双向的互动交流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

分析。

表 ７　 三个阶段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成对样本检验

序号 组对 平均数 标准偏差 标准误 Ｔ ｄｆ 显著性

对组 １ ＦＣＵＩ－ＳＣＵＩ － ４００  ９６８  ２１６ －１ ８４８ １９ ０ ０８０

对组 ２ ＳＣＵＩ－ＴＣＵＩ － ３５０  ７０４  １５７ －２ ２２２ １９ ０ ０３９

对组 ３ ＦＣＵＩ－ＴＣＵＩ － ７５０  ９９７  ２２３ －３ ３６５ １９ ０ ００３

注：ＦＣＵＩ：低度参与后的持续使用意愿；ＳＣＵＩ：中度参与后的持续使用意愿；ＴＣＵＩ：高度参与后的持续使用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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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相关性分析

在分析出用户参与在不同阶段都对用户满

意度、用户持续使用意愿产生影响之后，本研究

通过计算用户参与自变量及其因变量之间的相

关性，进一步分析低度参与、中度参与和高度参

与三个阶段中，用户感知参与、用户参与行为表

现（信息获取、信息共享、价值共创）对用户满意

度和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差异性。 表 ８ 汇总了用

户参与自变量及其因变量在不同阶段的具体相

关性。

表 ８　 三个阶段用户参与自变量及其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观察指标 Ｃ Ｅ ＩＡ ＩＳ ＶＣ Ｓ ＣＵＩ

Ｃ（认知）

低阶 １ ０ ４０４ ０ ６３３∗∗ ０ １１３ ０ １９１ ０ ６２３∗∗ ０ ６３９∗∗

中阶 １ ０ ６２８∗∗ ０ ５７０∗∗ ０ ４７７∗ ０ ３８３ ０ ４００ ０ ４８２∗

高阶 １ ０ ６９３∗∗ ０ ５４７∗ ０ ６１１∗∗ ０ ５７８∗∗ ０ ４０９ ０ ４８９∗

Ｅ（情感）

低阶 １ ０ ４９８∗ ０ ０６０ ０ ３２６ ０ ４８２∗ ０ ５５２∗

中阶 １ ０ ５１１∗ ０ ５７３∗ ０ ４２０ ０ ２９８ ０ ２９５

高阶 １ ０ ４７４∗ ０ ６１６∗∗ ０ ４５０∗ ０ ６１２∗∗ ０ ６９６∗∗

行
为
表
现

ＩＡ（信息获取）

低阶 １ ０ ２９１ ０ ２７５ ０ ７４７∗∗ ０ ７７７∗∗

中阶 １ ０ ５３４∗ ０ ４８２∗ －０ ０４３ ０ ２６６

高阶 １ ０ ７３５∗∗ ０ ４５３∗ ０ ４８１∗ ０ ５６１∗

ＩＳ（信息共享）

低阶 １ ０ ４５１∗ ０ ３３４ ０ １７１

中阶 １ ０ ６２７∗ ０ ０２４ ０ １８８

高阶 １ ０ ７２７∗∗ ０ ４４１∗ ０ ６０４∗∗

ＶＣ（价值共创）

低阶 １ ０ ３０４ ０ ４６９∗

中阶 １ ０ ０３４ ０ ５４１∗

高阶 １ ０ ５９６∗∗ ０ ４６７∗

Ｓ（用户满意度）

低阶 １ ０ ８１２∗∗

中阶 １ ０ ３４５

高阶 １ ０ ７３６∗∗

ＣＵＩ（用户持续使用意愿）

低阶 １

中阶 １

高阶 １

注：１ 低价＝低度参与阶段，中阶＝中度参与阶段，高阶＝高度参与阶段

２ ∗∗代表在 ０ ０１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代表在 ０ ０５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由表 ８ 可以发现，在低度参与阶段，用户行为

表现中的“信息获取” （ＩＡ）与“用户满意度” （Ｓ）、
“用户持续使用意愿” （ ＣＵＩ）两者相关度高，相关

系数均大于 ０ ７，而“信息共享” （ ＩＳ）、 “价值共

创”（ＶＣ）与“用户满意度” （ Ｓ） 的相关性都不显

著；用户感知参与的“认知” （ Ｃ）、与“用户满意

度”（Ｓ）、“用户持续使用意愿” （ＣＵＩ）均为明显正

相关，相关性系数均大于 ０ ６。 在中度参与阶段，
除了用户感知参与的“认知”（Ｃ）和用户行为表现

中的“价值共创” （ ＶＣ） 与“用户持续使用意愿”
（ＣＵＩ）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 ４８２ 和 ０ ５４１）外，
其他测评维度都与“用户满意度” （ Ｓ）和“用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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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使用意愿”（ＣＵＩ）不相关。 与之相反的是，在高

度参与阶段，除了用户感知参与的“认知” （ Ｃ）与

“用户满意度”（ Ｓ）不相关外，其他测评维度都与

“用户满意度”（Ｓ）和“用户持续使用意愿” （ ＣＵＩ）
相关。

５　 讨论与思考

５ １　 实验结论

综合实验结果的数据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对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中用户参与行为可得到以下三个

方面的基本判定：
（１）用户认知的作用。 随着用户参与程度的

加深，用户的认知水平是不断提高的，表 ５ 中用户

认知的均值在三个阶段的稳定增长给出了有力

证明。 另根据表 ８ 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随着

用户参与程度的加深，用户“认知”对用户“情感”
的影响力不断加强；用户“认知”对用户行为表现

中的“信息共享”“价值共创”的影响也随着参与程

度的加深越来越强。 因此，在用户参与学科服务

平台的初期（低级参与阶段），增强用户“认知”对

“用户满意度”和“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具有很好的

引导作用；但随着参与程度的不断加深，用户“认

知”对“用户满意度”和“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直

接影响力会被弱化，其作用方式主要是通过用户

“情感”和用户行为表现来间接发挥作用。
（２）用户情感的作用。 根据表 ５ 的统计结

果，随着用户参与程度的加深，用户“情感”的调

查均值不断增大，说明用户的情感依赖程度不断

提高。 另根据表 ８ 及其相关性分析结果，用户

“情感”增强受用户“认知” 的持续影响，且用户

“情感”会稳定影响用户行为表现中的“信息获

取”“信息共享”，但对“价值共创”行为的促进是

缓慢的。 用户“情感”与“用户满意度”及“用户持

续使用意愿”的 Ｕ 形影响关系，说明用户“情感”
在信息行为发生过程中的影响力是存在波峰与

波谷的，服务平台与用户在初级阶段建立起来的

情感连接不太稳定，而持久的情感稳定性可能还

需要不断优化学科服务平台的用户体验。 但随

着学科服务平台注重吸纳用户意见，重视与用户

的交互，加深用户的参与程度，“情感”对“用户满

意度”及“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将发挥较强的影响

作用。
（３）用户参与深度的价值。 根据表 ５ 的统计

结果，我们发现，随着从低度参与到高度参与的阶

段变化，用户参与所表现出的价值较大。 用户参

与深度的加深会促进用户认知水平的提升，也会

促进用户对学科服务平台的情感增强，同时也有

助于推动用户进行“信息获取”“信息共享”“价值

共创”等行为活动。 根据表 ６ 和表 ７ 的综合结果

来看，用户参与深度的增强会提升“用户满意度”
和“用户持续使用意愿”。 根据表 ８ 的相关性分

析结果，本研究所列举的观察指标在不同的用户

参与阶段对“用户满意度” 和“用户持续使用意

愿”的影响有时呈 Ｕ 形影响关系，但只要进入用

户高度参与阶段，所有观察指标都显示出对“用

户满意度” 和“用户持续使用意愿” 较好的影响

力。 同时，Ｕ 形影响关系可能也说明“用户满意

度”和“用户持续使用意愿”还存在受观察指标之

外的其他调节因素的影响，这些都需要后续的研

究来验证。

５ ２　 启示与建议

（１）加强学科服务平台的应用与宣传推广，

鼓励用户参与

国内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学科服务平台的增长乏力既

有图书馆认识不足、从事学科内容建设的学科馆

员队伍不足的影响，也有与用户相隔太远、未能捕

捉到用户的关注重点、用户极少参与等原因。 前

文的研究表明，加强参与能够增强用户对学科服

务平台的认知且在利用初期作用较大，有助于增

强用户的使用情感，提高用户持续使用意愿。 顾

佐佐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提高用户认知对用户

持续使用意愿有显著影响［４９］ 。 因此，有意愿继续

使用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或者新购类似学科服务平台

的图书馆，应通过举办多种多样的交流活动来吸

引用户参与。 一方面，可以在平台设置不同类型

的话题讨论区域，推动用户针对某方面的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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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流，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另一方面，图书

馆也应定期发布一些关于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建设、界
面设计、服务创意等话题，并通过一定的推广措

施吸引用户参与其中。
（２）重视服务创新和增进与用户的互动，增

强用户使用情感

上文实验数据表明，对用户的引导和互动能

够促进用户参与的深度，而用户参与深度的加深

又会进一步增强用户的认知和情感水平，同时也

有利于推动用户信息获取、共享和共创等活动。
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的优化需要立足于用户体

验，注意通过服务创新和增进互动来加强与用户

的情感连接。 服务创新的重点是立足于用户需

求，突出平台的服务定位，不断开发满足不同用

户群体需求的特色模块与个性化功能，防止因服

务定位模糊而导致用户内容体验不佳。 增进互

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增进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互

动，及时对用户留言和评论进行反馈，提供解决

方案；二是促进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互动，鼓励用

户积极交流使用心得和分享自己的资源与知识，
形成价值共创的氛围。

（３）推进用户深度参与学科服务，重视用户

激励和价值共创

从“信息获取” 到“信息共享” 再到“价值共

创”，体现了用户在不同参与程度中的行为表现。
实验结果表明，用户参与程度与用户的满意度存

在正向的对应关系。 图书馆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中学

科导航内容的选择与组织及知识更新涉及到特

定领域的专业知识，相应的学科用户群体才是真

正的 专 家。 图 书 馆 应 将 用 户 参 与 看 成 是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平台建设的出发点，通过物质激励和精

神激励相结合的方式吸引用户参与，特别是鼓励

用户进入到高度参与阶段，产生“价值共创” 行

为，在图书馆员的引导下参与学科导航中知识内

容的识别、判定，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学科服务平

台的价值不断增长。 由于不同用户群体的参与

动机有所差异，为了让更多用户参与到学科服务

当中，激励需要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进行，知乎、
百度知道等商业化平台的用户等级制度、积分制

度、荣誉称号、权限系统等都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激励的本质不只是提高用户留存，还要促进用户

活跃，因而图书馆也要定期在线上或线下举办一

些活动，增强用户之间的联络，维护核心用户

群体。
本研究使用实验方法证实了随着参与程度

的提升，用户满意度和用户持续使用意愿也会随

之提升，但用户参与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表

现”在不同阶段的作用则有所差异。 这种差异可

能受到用户个体因素、外部情景因素的影响，今后

需要进一步深化对用户参与作用演化的探索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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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ｓｐｒｉｎｇｓｈａｒｅ．ｃｏｍ ／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 ．

１６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１２－０５ ．
ｈｔｔ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ｃｏｍ ／ ．

１７ 　 Ａｎｎａ Ｂ Ｐｈｉｌ Ｙ Ｂ．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ｓ ａｓ ａ ｓｔａｆ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６７ １  ３１－４１．

１８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Ｖ Ｊ Ｓｃｏｔｔ Ｙ Ｊ．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
ｃ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ａ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７ ３６ ４  ３２３－３３３．

１９ Ｄａｌｔｏｎ Ｍ Ｐａｎ Ｒ． Ｓｎａｋｅｓ ｏｒ ｌａｄｄｅｒ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ａ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ｐｉｌｏｔ ａｔ ＵＣ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２０１４ ４０  ５   
５１５－５２０．

２０ Ｔｈｏｒｎｇａｔｅ Ｓ Ｈｏｄｅｎ Ａ．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ｕｓ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２
 Ｊ  ． Ｃｏｌｌｅｇｅ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７ ７８
 ６  ８４４－８６１．

２１ Ｂｏｗｅｎ Ａ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 ｎａｖ ｏｒ ｓｈｏｒｔ ｎａ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ｉｎ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２０１８ ４４ ３  
３９１－４０３．

２２　 张洁，黄敏．基于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学科服务平台应用

调查分析———以美国 ８ 所大学图书馆为例

［Ｊ］ ．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１（６）：２９－３３．
２３　 李晓娟，刘兰．杜克大学学科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嵌入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的启示 ［ Ｊ］ ． 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１４
（１）：７１－７４．

２４ 　 杨丽萍，等． 运用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提升图书馆服

务———西交利物浦大学案例分析［ Ｊ］ ．新世纪

图书馆，２０１５（１）：２６－３０．
２５　 翟中会，等．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１．０ 迁移到 ２．０ 的相关问

题研 究 ［ Ｊ］ ． 图 书 馆 学 研 究， ２０１５ （ １９ ）：
３９－４３．

２６　 梁正华，张长恒．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嵌入信息检索课网

络教学系统的探索与实践［ Ｊ］ ． 图书情报工

作，２０１５（５）：７６－８１．
２７　 盛东方．基于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的国内高校图书馆图

书情报学科导引建设研究［ Ｊ］ ．图书馆杂志，
２０１７（４）：６３－７０．

２８　 袁晔，等．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学科服务平台的应用实践

和优化策略 ［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３ （ ２）：
１９－２３．

２９　 傅天珍，郑江平．国内外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应用差异分

析及启示［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３（５）：６１ －

６５，９３．
３０　 Ｉｎｕｗａ Ｓ Ａｂｒｉｚａｈ Ａ．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２０１８ ４４  ６   
７３８－７４６．

３１　 Ｅｎｎｅｗ Ｃ Ｔ Ｂｉｎｋｓ Ｍ 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９ ４６ ２  １２１－１３２．

３２　 Ｓｋａｇｇｓ Ｂ Ｃ Ｙｏｕｎｄｔ 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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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４ ２５
 １  ８５－９９．

３３ 　 Ｍａｔｔｈｉｎｇ Ｊ ｅｔ ａｌ． Ｎｅｗ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４ 
１５ ５  ４７９－４９８．

３４　 Ｋｒｏｓｋｉ 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ｏｏｌｓ ｏｆ Ｗｅｂ ２．０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
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ａｒｉｅ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２－２７ ． ｈｔｔｐ ／ ／ ｅｐｒｉｎｔｓ． ｒｃｌｉｓ． ｏｒｇ ／ ３８５２ ／ １ ／ ｗｅｂ＿
２．０．ｐｄｆ．

３５　 赵宇翔，等．用户生成内容（ＵＧＣ）概念解析及

研究进展 ［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２ （ ５）：
６８－８１．

３６　 杨梦晴，等．基于扎根理论的移动图书馆社群

化服务用户参与影响因素研究［ Ｊ］ ．图书情报

工作，２０１８（６）：８５－９２．
３７　 Ｂｅｎｄａｐｕｄｉ Ｎ Ｌｅｏｎｅ Ｒ Ｐ．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００３ ６７ １  １４－２８．

３８　 王金秀，闫文轩．基于用户需求的学科化服务

模式研究———以武汉纺织大学纺织学科为例

［Ｊ］ ．情报探索，２０１３（７）：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３．
３９　 李广平，等． 用户参与图书馆知识服务研究

［Ｊ］ ．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７（１０）：４０－４５．
４０　 王敏．学科服务平台用户参与机制研究［Ｄ］ ．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２０１８．
４１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Ｍ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Ｍ ．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０６ 
１３７－１６４．

４２　 Ｚａｉｃｈｋｏｗｓｋｙ Ｊ 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ｕｐｄ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ｋｓ ｔｏ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 ／ ／

Ｗｅｌｌｓ Ｖ Ｆｏｘａｌｌ Ｇ．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２ ５２３－５４６．

４３　 Ｚａｉｃｈｋｏｗｓｋｙ Ｊ Ｌ．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ｖｅｎｔｏｒ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１９９４ ２３
 ４  ５９－７０．

４４ 　 Ｂｉｔｎｅｒ Ｍ Ｊ ｅｔ 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９７ ８  ３  
１９３－２０５．

４５　 Ｌｅａｖｉｔｔ Ｃ ｅｔ ａｌ． Ｗｈａｔ ｉｓ ｌｏｗ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ｌｏｗ
ｉｎ  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８１ 
１３ １５－１９．

４６ 　 Ｌａｌｍａｓ Ｍ ｅｔ 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ｕｓｅｒ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 ． Ｓａｎ Ｒａｆａｅｌ Ｍｏｒｇａｎ ＆ Ｃｌａｙｐｏｏ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１４ ３．

４７　 Ｖａｒｇｏ Ｓ Ｌ Ｌｕｓｃｈ Ｒ Ｆ．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ｏ ａ ｎｅｗ ｄｏｍｉ⁃
ｎａｎｔ ｌｏｇｉｃ ｆ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００４ ６８ １  １－１７．

４８　 刘丽敏，等．图书馆情报学实验研究范式及其

应用实践［Ｊ］ ．图书馆，２０１７（７）：１－５．
４９　 顾佐佐，等．大学生群体对学科导航工具 Ｌｉｂ⁃

Ｇｕｉｄｅｓ 的持续使用行为研究［ Ｊ］ ．图书馆学研

究，２０１５（１０）：６８－７８．

（郑德俊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系， 王

敏　 助理馆员 　 宁波大学图书馆与信息中心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系 ２０１６ 级图书情报专业

硕士研究生， 李 杨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系

信息资源管理专业 ２０１８ 级博士研究生， 沈军威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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