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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网络直播平台接入鸿沟的影响因素
———基于技术采纳与持续使用的视角

马志浩　 葛进平

摘　 要: 网络直播平台吸引了以青年为主体的巨大受众群体ꎬ 但是ꎬ 网络直播平台的采

纳在青年群体内部形成了显著的数字接入鸿沟ꎮ 目前ꎬ 由于网络直播产业的崛起速度很快ꎬ
学界对数字鸿沟的产生因素了解甚少ꎮ 文章使用计划行为理论、 技术接受模型、 期望满足理

论来作为理论框架ꎬ 通过两个独立的探索性的调查来考察影响青年群体采纳意图及持续使用

网络直播平台的因素ꎮ 发现产生这种数字鸿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采纳者对直播平台的态

度能够促进其持续使用的意图ꎬ 但非采纳者的态度与其采纳意图负相关ꎻ 采纳者的主观规范

能够促进其持续使用的意图ꎬ 而非采纳者的主观规范与其采纳意图无关ꎮ 从社交网络内部的

互动来看ꎬ 基于身边社群的互动均能够促进群体内部主观规范的形成ꎬ 但对于采纳者和非采

纳者来说ꎬ 形成的主观规范是对立的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青年群体因为网络直播平台的数字接

入鸿沟已经发展成为显著的文化分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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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网络直播是指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信息直播的传播活动ꎮ 近年来ꎬ 随着社交媒体和无线网络的不断

发展ꎬ 除了以直播为主要业务服务的平台大量出现以外ꎬ 诸多在线视频分享平台也纷纷推出直播业

务ꎮ 尤其是在 ２０１６ 年ꎬ 以游戏直播和泛娱乐直播为主要服务业务的直播平台赚足了公众的眼球ꎮ 一

方面是其用户规模增长速度极快ꎬ 其 ＰＣ 端和移动端在 ２０１６ 年的活跃用户均超过了一亿人[１]ꎻ 另一

方面ꎬ 媒体时有关于直播用户巨额打赏平台主播以及直播涉嫌违法的报道[２ꎬ３]ꎮ 面对如此庞大的受众

群体和潜在的风险因素ꎬ 文化部、 网信办、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继出台了诸多关于网络直播产业的管

理规定ꎮ
虽然网络直播本身并未脱离社交媒体“用户生产内容、 建立联系、 分享信息ꎬ 与其他用户进行互

动并消费他们自身所生产内容” [４]的特征ꎬ 但相比于微信、 微博ꎬ 用户对主播的打赏行为和弹幕互动

是其最大的特点ꎮ 打赏行为和弹幕互动内容消费行为ꎬ 对受众不仅仅是瞬时的影响ꎬ 而是有着长期继

续使用的吸引力ꎮ 对于直播平台用户来说ꎬ 网络直播平台的使用已经成为其互联网使用的主要行

为[５]ꎬ 并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６ꎬ７]ꎮ 他们每周甚至每天花费数个小时进行相关的媒介使用行

为[８]ꎬ 并用其来进行信息搜寻和建立社会联系[９ꎬ１０]ꎮ
但是ꎬ 对于网络直播这一新兴的社交媒体ꎬ 不同用户对其采纳的情况截然不同ꎬ 即便是相同群

体ꎬ 对其也存在着显著的接入鸿沟[１]ꎮ 这一技术接入的鸿沟ꎬ 直接导致的是受众在媒介内容消费上



的文化分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ꎮ 文化分隔不仅会使得社会整体变得更加割裂ꎬ 也会进一步影响人们的

政治行为和态度ꎮ[１１]与传统的数字鸿沟研究关注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因素不同ꎬ 特定媒介技术接入产

生文化分隔在同质群体中依然存在 ꎮ[１２] 本研究将视角放在青年群体对网络直播平台的采纳及持续使

用情况上面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国务院发布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５)»ꎬ 尤其关注位于该年龄段

青年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１３]ꎮ 网络直播在青年群体中的使用情况也存在着显著的接入沟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网络直播平台的用户中有 ７５ ６％是年龄低于 ３５ 周岁的青年群体[１]ꎬ 总人数大概在

７０００ 万人ꎮ 但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的同期数据中ꎬ 该年龄段的网络青年用户已经超过了

四亿人[１４]ꎬ 且这一数字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仍然保持稳定[１５]ꎮ 在长期的数字鸿沟下ꎬ 青年群体已经且正

在发生显著的文化分隔现象ꎮ[１１]因此ꎬ 在网络直播流行的今天ꎬ 学界有必要为此未雨绸缪ꎬ 了解青年

群体产生这种鸿沟的生成机制ꎮ
综上ꎬ 针对青年群体在社交媒体时代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接入沟是本研究关注的焦点ꎮ 传统的技

术扩散和采纳的研究多采用创新扩散的理论范式ꎮ[１６]但该范式往往是针对一个社会整体进行的拆解和

分析ꎬ 但较少讨论造成这种鸿沟的心理机制ꎮ 目前ꎬ 针对技术采纳方面的研究更加关注微观层次的变

量ꎮ 针对同质群体的技术接入沟ꎬ 需要考虑影响采纳意图和持续使用的人际传播、 技术感知及主观规

范因素ꎮ[１７]本研究尝试以理论驱动的探索性研究[１８]ꎬ 结合经典技术采纳意图及持续使用的视角ꎬ 对

同质人群的采纳意图、 持续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ꎬ 来回答网络直播平台的接入沟的

问题ꎮ

二、 研究一: 影响青年不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因素

研究一的目的是探索青年人不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因素ꎬ 传统技术采纳理论建议从关注采纳行为

发生前的采纳意图影响入手[１７ꎬ１９]ꎬ 故本研究将使用如下框架来展开研究:
(一)研究一的理论框架及假设

对于媒介技术的采纳意图及使用的研究大多借鉴于信息系统科学与社会心理学ꎮ 其中被广泛用于

研究技术采纳的理论模型有理性行为理论 (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ＴＲＡꎬ) [２０]、 技术接受模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ꎬ ＴＡＭ) [２１]与计划行为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ＴＰＢ) [１９]ꎮ 这三

个理论模型均以意图作为技术采纳的决定变量ꎬ 而影响媒介使用意图的模式各不相同: 其中 ＴＲＡ 将

态度和主观规范作为意图的决定变量ꎬ ＴＰＢ 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感知行为控制变量ꎻ 而 ＴＡＭ 则完全从

个体对技术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进行考虑ꎬ 两者影响个体对技术采纳的态度ꎬ 进而影响个体采

纳技术的意图ꎮ 因为这三个理论模型可以根据研究情景被加入更多的变量ꎬ 基于采纳前的“信念￣态
度￣行为”范式ꎬ 作为理解技术采纳的框架非常有意义ꎮ 因此ꎬ 该类理论模型被广泛用于研究各类媒介

技术的采纳ꎬ 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２２]、 Ｔｗｉｔｔｅｒ[２３]等社交媒体的采纳ꎮ
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出可以用于预测和解释用户对网络直播平台采纳意图的影响因素ꎬ 因

此ꎬ 本研究将结合 ＴＰＢ 和 ＴＡＭ 的基本理论逻辑来建立研究的理论框架ꎮ 其中ꎬ 应用于技术采纳研究

的 ＴＰＢ 框架里ꎬ 感知行为控制是作为技术感知的指标ꎬ 意在解释个体对某项技术采纳能力的主观认

知ꎻ 态度是个体采纳该技术的支持或反对的程度ꎻ 主观规范是个体接纳主观认知重要的人所认为自己

应当采纳该技术的程度ꎮ[１９]在针对青年群体的采纳行为研究中ꎬ 这三个变量被发现与技术(如网络购

物、 网络学习系统、 网络游戏等)采纳的意图正相关[２４￣２６]ꎮ 因此ꎬ 本研究首先提出三个假设:
Ｈ１: 青年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态度与其对网络平台的采纳意图正相关

Ｈ２: 青年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感知行为控制与其对网络平台的采纳意图正相关

Ｈ３: 青年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主观规范与其对网络平台的采纳意图正相关

尽管多数情况下态度、 感知行为控制与主观规范均能够显著预测技术采纳的意图ꎬ 但也存在着很

多结果不一致的发现ꎬ 研究者常常变换其中的变量组合来力求寻找更多的潜在机制ꎮ 在早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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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 研究者发现在这三个变量中ꎬ 主观规范对于预测个体技术采纳的意图解释力最低[２７]ꎬ 在很多情

境下甚至与采纳意图并未有显著关联[２８]ꎮ 研究者建议将主观规范区分为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以

解决这种研究不一致的问题[２９]ꎮ 描述性规范指的是个体所感知别人所做的事情是什么ꎬ 这在概念上

是对主观规范的补充ꎻ 指令性规范在概念和操作上均与主观规范一致ꎬ 指的是个体所感知的对其重要

的人认为其应该做的事情[３０]ꎮ 在针对互联网播客采纳意图的研究中ꎬ 研究者将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

规范进行区分考量ꎬ 发现描述性规范与播客采纳意图正相关ꎬ 指令性规范与播客采纳意图不相关[１７]ꎮ
本研究亦使用该方式ꎬ 将主观规范划分为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ꎬ 故假设 ３ 被拆分为:

Ｈ３ａ: 青年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描述性规范与其对网络平台的采纳意图正相关

Ｈ３ｂ: 青年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指令性规范与其对网络平台的采纳意图正相关

根据技术采纳研究的经验ꎬ 当考察对某一具体行为或技术采纳的态度或感知易用性等主观态度

时ꎬ 来自个体社交网络的社会影响是无法避免的[３１]ꎮ 但是在初始的 ＴＰＢ 中ꎬ 态度、 主观规范和感知

行为控制三者之间并没有相互关联假设[１９]ꎮ 而实际上ꎬ 主观规范是受到个体社会网络的显著影响的

变量ꎬ 应该会对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产生潜在的影响ꎮ 因此ꎬ 在针对互联网播客采纳意图的研究中ꎬ
考察主观规范(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与态度和感知行为规范的关系[１７]ꎬ 故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ａ: 青年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描述性规范与其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态度正相关

Ｈ４ｂ: 青年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指令性规范与其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态度正相关

Ｈ５ａ: 青年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描述性规范与其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感知行为控制正相关

Ｈ５ｂ: 青年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指令性规范与其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感知行为控制正相关

在讨论影响技术采纳意图的理论模型中ꎬ ＴＡＭ 提供了另一种考察策略ꎮ ＴＡＭ 同样关注态度对采

纳意图的影响ꎬ 但在影响态度的因素上ꎬ ＴＡＭ 加入了对技术的感知因素ꎬ 分别是感知有用性和感知

易用性[２１]ꎮ 感知有用性指的是个体认为采纳该技术对其自身工作或相关用途提高的程度ꎬ 感知易用

性是个体认为使用该技术的容易程度ꎮ[２１] 这两个因素均被证实与使用该技术的态度显著相关[３２ꎬ３３]ꎮ
此外ꎬ 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正相关[２１]ꎮ 在概念上来说ꎬ 感知易用性与感知行为控制本身具有相

类似的属性ꎬ 所以ꎬ 实际操作上ꎬ 这两者也往往被认为是有正相关的关系[１９]ꎮ 因此ꎬ 本研究将 ＴＡＭ
框架中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变量纳入考察ꎬ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６: 青年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感知有用性与其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态度正相关

Ｈ７: 青年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感知易用性与其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态度正相关

Ｈ８: 青年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感知易用性与其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感知有用性正相关

Ｈ９: 青年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感知易用性与其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感知行为控制正相关

在针对青年研究的领域里ꎬ 社会网络内部的互动关系被认为是青年进行某类行为的决定变量ꎮ 因

为个体会依据其参照群体或同侪群体的行动来进行某类行为或某个技术采纳的选择ꎮ[３４￣３８] 该研究范式

假设在社会网络内部成员对某类行为或某技术采纳的程度上升的时候ꎬ 个体采纳的可能性也会增加ꎮ
该研究假设在不同领域和研究语境下得到验证ꎬ 如在研究青少年教育[３９ꎬ４０]、 青少年犯罪[４１ꎬ４２]、 青少

年吸烟行为[４３ꎬ４４]等方面ꎬ 均发现这种社会网络的互动对其相关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ꎮ 在技术采

纳的研究框架里ꎬ 这种社会网络内部的互动影响可能来自两个方面ꎮ 其一ꎬ 是个体通过朋友、 亲人、
熟人的交流和了解来影响其对技术采纳的主观规范[１７]ꎻ 另一方面ꎬ 个体通过这种互动来获得对技术

本身的了解和熟悉ꎬ 作为潜在的外部变量影响个体对技术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２１]ꎮ 而这种社

会网络内部的互动ꎬ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个体的人际传播行为[１７]ꎬ 因此ꎬ 本研究继续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０ａ: 人际传播行为与青年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描述性规范正相关

Ｈ１０ｂ: 人际传播行为与青年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指令性规范正相关

Ｈ１１: 人际传播行为与青年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感知有用性正相关

Ｈ１２: 人际传播行为与青年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感知易用性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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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讨论ꎬ 研究一所需要进行检验的理论框架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研究一的理论框架及假设

(二)研究一的研究方法

１ 被试采集

根据以往研究的建议ꎬ 以理论为导向的探索性研究可以通过适当的便利样本进行探索[１８]ꎬ 且需

要满足中等大小的样本量[４５]ꎮ 因此ꎬ 考虑到研究针对的是网络直播平台的适用对象ꎬ 本研究通过网

络问卷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ꎬ 问卷通过在线调查平台 Ｑｕａｌｔｒｉｃｓ 发布ꎮ 所有被试均通过由自媒体转发的

问卷链接或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进行问卷填写ꎮ 根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５)»的认定标

准[１４]ꎬ 年龄在 １４ 至 ３５ 岁的被试为有效青年样本ꎮ 同时ꎬ 因为本研究是为了讨论不使用网络直播平

台的原因ꎬ 所以ꎬ 在所有被调查者中回答“从未使用过网络直播平台”及“曾经用过但现在不再使用”
的被试被判作有效被试ꎬ 共采集到有效被试 ４６０ 人ꎬ 其中男 １８８ 人ꎬ 女 ２７２ 人ꎬ 农村户籍 １８９ 人ꎬ 城

市户籍 ２７１ 人ꎬ 被试年龄均值为 １９ ６６(ＳＤ ＝ １ ８１８)ꎮ 在所有这些被试中ꎬ 从未使用过网络直播平台

的有 １４３ 人ꎬ 曾经用过但现在不再使用的有 ３１７ 人ꎮ
２ 变量测量

本研究除了以上人口统计学变量外ꎬ 根据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假设ꎬ ８ 组变量结构测量情况如下:
网络直播平台的采纳意图: 根据 ＴＰＢ 的研究传统及对于媒介采纳意图的相关测量建议[２７ꎬ２８]ꎬ 本

研究使用正向、 逆向陈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青年对网络直播平台采纳意图的测量ꎬ 共有 ３ 个陈述ꎬ 分

别是: ①我觉得未来我不会使用直播平台来获得咨询ꎻ ②我将来会使用直播平台来进行娱乐消遣ꎻ ③
总的来说ꎬ 我认为我没有使用直播平台的可能ꎮ 每个陈述均为 ７ 级量表ꎬ １ 为非常不同意ꎬ ７ 为非常

同意ꎮ 因为陈述 １ 和陈述 ３ 为逆向陈述ꎬ 所以在计算量表的得分时将这两个陈述得分逆向处理后再进

行后续操作ꎮ 该部分量表的平均指标为: Ｍ＝ ３ ８３ꎬ ＳＤ＝ １ １３５ꎮ
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态度: 以往针对网络播客平台使用的态度测量给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

本[１７]ꎬ 因此ꎬ 本研究通过对以往研究量表的改编ꎬ 使用 ５ 个陈述来进行态度测量ꎬ 分别是: ①我认

为直播平台应该对生活来说没什么用ꎻ ②使用直播平台应该会让我接触更多的新闻资讯和其他信息ꎻ
③使用直播平台应该能够让我得到娱乐消遣ꎻ ④使用直播平台应该会消除生活中的乏味ꎻ ⑤使用直播

平台的弹幕、 送礼物等功能对我来说很无聊ꎮ 每个陈述均为 ７ 级量表ꎬ １ 为非常不同意ꎬ ７ 为非常同

意ꎮ 其中陈述 １ 和陈述 ５ 是逆向测量的陈述ꎬ 所以在计算量表的得分时将这两个陈述得分逆向处理后

再进行后续操作ꎮ 该部分量表的平均指标为: Ｍ＝ ３ ８４ꎬ ＳＤ＝ ０ ８８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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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感知行为控制: 根据 ＴＰＢ 研究的测量[１９]ꎬ 本研究使用 ３ 个陈述来测量感知

行为控制: ①如果我愿意ꎬ 我可以靠自己很容易地使用直播平台ꎻ ②即便身边没人教我ꎬ 我也可以自

己来使用直播平台ꎻ ③即便是第一次使用ꎬ 我应该也可以轻松地使用直播平台ꎮ 每个陈述均为 ７ 级量

表ꎬ １ 为非常不同意ꎬ ７ 为非常同意ꎮ 该部分量表的平均指标为: Ｍ＝ ４ ３０ꎬ ＳＤ＝ １ ６２０ꎮ
使用直播平台的描述性规范: 根据以往研究测量[４６]ꎬ 改编得到 ３ 个陈述用以测量描述性规范:

①我知道有很多跟我比较类似的人使用直播平台来获得咨询或进行娱乐消遣ꎻ ②我知道很多平时跟我

差不多一个圈子的人使用直播平台来获得咨询或进行娱乐消遣ꎻ ③我知道很多跟我同龄的人使用直播

平台来获得咨询或进行娱乐消遣ꎮ 每个陈述均为 ７ 级量表ꎬ １ 为非常不同意ꎬ ７ 为非常同意ꎮ 该部分

量表的平均指标为: Ｍ＝ ３ ９０ꎬ ＳＤ＝ １ ２９０ꎮ
使用直播平台的指令性规范: 改编以往研究[４６]ꎬ 本研究获得测量指令性规范的 ３ 个陈述: ①我

的家人认为我应该使用直播平台来获得咨询或进行娱乐消遣ꎻ ②我的朋友认为我应该使用直播平台来

获得咨询或进行娱乐消遣ꎻ ③其他对我重要的人认为我应该使用直播平台来获得咨询或进行娱乐消

遣ꎮ 每个陈述均为 ７ 级量表ꎬ １ 为非常不同意ꎬ ７ 为非常同意ꎮ 该部分量表的平均指标为: Ｍ＝ ２ ５６ꎬ
ＳＤ＝ １ ３７４ꎮ

感知有用性: 根据 ＴＡＭ 的测量[２１]ꎬ 本研究使用 ３ 个陈述来进行感知有用性的测量: ①使用直播

平台不会帮助我更快地完成我想做的事情ꎻ ②使用直播平台不会让我要做的事情变得更轻松ꎻ ③整体

来看ꎬ 直播平台对我目前从事的事情没有什么用处ꎮ 每个陈述均为 ７ 级量表ꎬ １ 为非常不同意ꎬ ７ 为

非常同意ꎮ 因为这三个陈述均为逆向测量ꎬ 所以在数据处理中首先将三个测量的得分进行逆向处理ꎮ
该部分量表的平均指标为: Ｍ＝ ４ ８６ꎬ ＳＤ＝ １ ５１２ꎮ

感知易用性: 感知易用性的测量同样改编自 ＴＡＭ 的量表[２１]ꎬ 本研究共获得 ３ 个陈述: ①学会使

用直播平台对我来说是容易的ꎻ ②对我来说熟练地使用直播平台不是难事ꎻ ③我认为直播平台是一个

很容易使用的产品ꎮ 每个陈述均为 ７ 级量表ꎬ １ 为非常不同意ꎬ ７ 为非常同意ꎮ 该部分量表的平均指

标为: Ｍ＝ ４ ６５ꎬ ＳＤ＝ １ ４７６ꎮ
人际传播: 根据网络播客中测量社会网络互动中传播频率的测量量表[１７]ꎬ 本研究使用 ４ 个陈述

对被试的人际传播行为进行测量: ①我平日与学校里朋友交流直播平台的频率ꎻ ②我平日与家人交流

直播平台的频率ꎻ ③我平日里与校外的朋友交流直播平台的频率ꎻ ④我平日里与其他熟悉的人交流直

播平台的频率ꎮ 每个陈述均为 ７ 级量表ꎬ １ 为从不ꎬ ７ 为非常多ꎮ 该部分量表的平均指标为: Ｍ ＝
１ ９４ꎬ ＳＤ＝ １ １３３ꎮ

(三)研究一的结果

１ 研究一的测量模型

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进行假设的验证ꎬ 根据以往研究建议ꎬ 首先ꎬ 需要用结构方程模型进

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来对测量模型的整体模型拟合、 结构信度、 效度进行验证ꎮ 之后ꎬ 再通过结构方程

模型对结构模型进行验证来作为检验理论框架及假设的证据[４７]ꎮ
测量模型的相关拟合指标为: χ２ / ｄｆ ＝ ２ ０３０ꎬ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３ꎬ ＣＦＩ ＝ ０ ９４４ꎬ ＴＬＩ ＝ ０ ９３０ꎬ 说明测

量模型拥有很好的拟合情况[４８]ꎮ 测量的内部一致性通过组合信度(ＣＲ)来进行检验ꎬ 所有测量项目的

ＣＲ 均超过 ０ ７ꎬ 表示测量具有很好的信度[４８]ꎮ 聚合效度由因子负荷量、 平均方差抽取量(ＡＶＥ)、 复

相关平方(ＳＭＣ)来进行检验[４８]ꎮ 因子负荷量高说明聚合效度好ꎬ 所有陈述的负荷量均在 ０ ７１４ 到

０ ９１７ 之间ꎬ 均超过了参考标准 ０ ７ꎻ 同时ꎬ ＳＭＣ 均超过了参考标准 ０ ５ꎬ ＡＶＥ 也均超过了参考标

准 ０ ５[４８]ꎮ
区别效度的检验应通过 ＡＶＥ 与测量结构的相关系数平方进行比较来进行判断ꎮ[４８] 本研究中ꎬ

ＡＶＥ 均大于相关系数平方ꎬ 可以认为本研究的测量有良好的区别效度ꎮ 综上ꎬ 可以认为本研究的测

量模型展示了良好的拟合、 信度和效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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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一的结构模型

图 ２ 和表 １ 均为结构模型的验证结果ꎬ 用以验证研究一提出的理论框架ꎮ

图 ２　 研究一的结构模型统计结果

注: 虚线表示为路径系数不显著ꎬ 实线表示为路径系数显著ꎻ ∗表示 ｐ<０ ０５ꎬ ∗∗表示 ｐ<０ ０１ꎮ

表 １　 研究一的结构模型统计结果及拟合指数

假设 路径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Ｚ 统计量

Ｈ１ 态度→采纳意图 －０ ９６９∗∗ ０ １２０ －８ ０７

Ｈ２ 感知行为控制→采纳意图 ０ ０５４ ０ ０７１ ０ ７６

Ｈ３ａ 描述性规范→采纳意图 －０ ０６９ ０ １４２ －０ ４９

Ｈ３ｂ 指令性规范→采纳意图 ０ １１２ ０ １１４ ０ ９８

Ｈ４ａ 描述性规范→态度 ０ ３６１∗∗ ０ ０６８ ５ ３１

Ｈ４ｂ 指令性规范→态度 ０ ２９１∗∗ ０ ０６８ ４ ３２

Ｈ５ａ 描述性规范→感知行为控制 ０ １２９∗ ０ ０５３ ２ ４４

Ｈ５ｂ 指令性规范→感知行为控制 ０ ００１ ０ ０５１ ０ ０２

Ｈ６ 感知有用性→态度 －０ ２１６∗∗ ０ ０６４ －３ ３８

Ｈ７ 感知易用性→态度 ０ １１６ ０ ０６２ １ ８９

Ｈ８ 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 ０ ３７５∗∗ ０ ０５１ ７ ３２

Ｈ９ 感知易用性→感知行为控制 ０ ７３８∗∗ ０ ０３３ ２２ ４２

Ｈ１０ａ 人际传播→描述性规范 ０ ２６１∗∗ ０ ０６１ ４ ２８

Ｈ１０ｂ 人际传播→指令性规范 ０ ５２１∗∗ ０ ０４８ １０ ９６

Ｈ１１ 人际传播→感知有用性 －０ １６７∗∗ ０ ０５５ －３ ０２

Ｈ１２ 人际传播→感知易用性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６ －１ ０９

Ｎ ４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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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假设 路径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Ｚ 统计量

χ２ / ｄｆ ２ ３７１

ｐ ０ ０００

ＣＦＩ ０ ９２１

ＴＬＩ ０ ９０２

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６２

　 　 注: ∗为 ｐ<０ ０５ꎻ ∗∗为 ｐ<０ ０１ꎮ

表 １ 中ꎬ 结构模型的各类拟合指数分别为: χ２ / ｄｆ ＝ ２ ３７１ꎬ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６２ꎬ ＣＦＩ ＝ ０ ９２１ꎬ ＴＬＩ ＝
０ ９０２ꎬ 说明结构模型拥有很好的拟合情况[４８]ꎮ 表 １ 和图 ２ 中显示了经过检验的路径系数ꎬ 可以看

出ꎬ 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态度与网络直播平台的采纳意图负相关ꎬ 假设 Ｈ１ 得到相反的证实ꎻ 直播平

台的采纳意图与使用直播平台的感知行为控制、 描述性规范、 指令性规范均不相关ꎬ 假设 Ｈ２、 Ｈ３ａ、
Ｈ３ｂ 均未得到证实ꎻ 描述性规范与指令性规范与态度正相关ꎬ 假设 Ｈ４ａ 和 Ｈ４ｂ 得到证实ꎻ 描述性规

范与感知行为控制正相关ꎬ 指令性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不相关ꎬ 假设 Ｈ５ａ 得到证实ꎬ Ｈ５ｂ 未得到证

实ꎻ 感知有用性与态度负相关ꎬ 假设 Ｈ６ 得到相反的证实ꎻ 感知易用性与态度不相关ꎬ 假设 Ｈ７ 未得

到证实ꎻ 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 感知行为控制正相关ꎬ 假设 Ｈ８ 和 Ｈ９ 得到证实ꎻ 人际传播与描

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正相关ꎬ 假设 Ｈ１０ａ 和 Ｈ１０ｂ 得到证实ꎻ 人际传播与感知有用性负相关ꎬ 假设

Ｈ１１ 得到相反的证实ꎻ 人际传播与感知易用性不相关ꎬ 假设 Ｈ１２ 未得到证实ꎮ
(四)研究一的小结

研究一的整个研究模型的决定系数(Ｒ２)为 ０ ９１２ꎬ 说明全部模型变量的拟合非常好[４８]ꎮ 同时ꎬ
对于最终的被解释变量———网络直播平台的采纳意图的方差解释程度也非常理想(Ｒ２ ＝ ０ ６０８)ꎮ 但

是ꎬ 对采纳意图直接影响的四个预测变量里ꎬ 仅有态度表现为显著相关ꎬ 而描述性规范、 指令性规

范、 感知行为控制均表现不相关ꎮ 这与过去对媒介采纳的研究得到的结果有较大出入[１７ꎬ２７]ꎬ 但在情

理之中ꎮ 因为测量的对象是不使用网络直播的青年ꎮ 这说明对于不采纳网络直播平台的青年来说ꎬ 自

身感知到的技术采纳规范与自己能够使用技术的能力均不与直播平台的采纳意图有关联ꎮ 但态度与意

图负相关ꎬ 这与研究的初始假设相反ꎬ 说明不采纳网络直播平台的青年群体对现阶段的网络直播平台

有非常消极的态度和评价ꎮ
在 ＴＡＭ 的框架中ꎬ 感知有用性与态度(β ＝ －０ ２２ꎬ ｐ<０ ０１ꎻ Ｒ２ ＝ ０ ３１４)显著相关ꎬ 但相关系数

均是负的ꎬ 这回应了刚刚所提及的该部分青年群体自身对于网络直播平台消极评价的态度ꎮ 感知易用

性与感知有用性和感知行为控制正相关ꎬ 同以往的研究发现一致[２１ꎬ４９]ꎮ 说明从技术接受模型视角来

看ꎬ 即便是不采纳网络直播平台的青年群体ꎬ 因网络直播平台的简单易用而认可网络直播平台对其是

有用的ꎬ 也更容易认为自己有能力去使用网络直播平台ꎮ
在人际社交网络内部互动的表现上ꎬ 人际传播可以显著预测描述性规范(β ＝ ０ ２６ꎬ ｐ<０ ０１ꎻ Ｒ２

＝ ０ ０７４)、 指令性规范(β＝ ０ ５２ꎬ ｐ<０ ０１ꎻ Ｒ２ ＝ ０ ２３６)ꎮ 这说明对于网络直播平台的人际社交讨论

和交流会促成青年群体人际网络内对网络直播平台这一社交媒体的群体主观规范(包括描述性规范和

指令性规范)ꎬ 而且ꎬ 主观规范的两个指标变量均与态度正相关ꎬ 也为人际传播对态度的影响提供了

潜在证据ꎮ 在与技术感知的变量上ꎬ 人际传播与感知有用性(β ＝ －０ １７ꎬ ｐ<０ ０１ꎻ Ｒ２ ＝ ０ １７５)相关ꎬ
与感知易用性不相关(β＝ －０ ０６ꎬ ｐ>０ ０５ꎻ Ｒ２ ＝ ０ ００３)ꎮ 这一方面说明不采纳网络直播平台的青年群

体在社交网络内ꎬ 对网络直播平台的讨论会导致其对该社交工具的有用性评价降低ꎻ 另一方面也说

明ꎬ 对于该青年群体ꎬ 一个新的媒介技术工具是否易用ꎬ 并不是他们日常人际讨论的话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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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二: 影响青年持续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因素

研究二的研究目的是探索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青年人持续使用因素ꎬ 为了能够与研究一结果进行

合理比较ꎬ 研究二的设计也遵循社会心理学的技术框架理论进行ꎬ 具体理论框架如下:
(一)研究二的理论框架及假设

在研究一的文献梳理里提到了经典的三个技术采纳模型: ＴＲＡ、 ＴＰＢ 和 ＴＡＭꎮ 但相对于技术的

采纳ꎬ 技术的持续使用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领域[４９]ꎬ ＴＲＡ、 ＴＰＢ 和 ＴＡＭ 这三种理论模型在应用于

技术采纳后的持续使用情景时存在很多局限ꎬ 这是因为对技术一开始采纳的决定因素并不能被理解为

持续使用的因素[５０ꎬ５１]ꎮ 同样ꎬ 对于回答青年持续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问题ꎬ 需要更稳健的理论框架

来进行理解ꎮ 为应对这三种理论模型的局限ꎬ 研究者基于期望确认理论发展出了期望确认模型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ꎬ ＥＣＭ)ꎬ 用以讨论人们在采纳技术之后的持续使用的影响因素[４９]ꎮ
与 ＴＲＡ、 ＴＡＭ、 ＴＰＢ 三个理论模型相一致的是ꎬ 研究者同样将意图作为使用行为的决定变量ꎬ

由于 ＥＣＭ 中关注的是持续使用行为ꎬ 故该模型中的意图为持续使用意图[４９]ꎮ 而对于持续使用意图产

生作用的决定变量ꎬ 则是使用者满足(指的是个体对所采纳的技术是否满意的一种情绪)、 感知有用

性(指个体认为使用某项技术对其工作学习或生活等方面是否有帮助)与期望确认(指个体实际采纳某

项技术后ꎬ 将其感知到的效用与未使用前的期望相比较ꎬ 认为感知效用与期望符合的程度)ꎮ
首先直接影响持续使用意图的变量是使用者满足ꎮ 研究相关的文献发现ꎬ 若技术表现满足或超过

了个体的期望ꎬ 个体更可能对技术本身表现满意[５２ꎬ５３]ꎮ 同样ꎬ 诸多研究也证实ꎬ 个体对技术使用的

使用者满足对于建立起个体与技术服务方的长期关系至关重要[４９ꎬ５４]ꎮ 因此 ＥＣＭ 假设技术使用的使用

者满足是影响个体技术持续使用意图的核心因素ꎮ 目前有研究针对移动电子图书[５５]] 和网络知识生产

社区[５４]发现对技术的使用者满足与技术的持续使用意图正相关ꎬ 但也有研究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

不显著[５６]ꎮ 考虑到网络直播平台本身ꎬ 若直播平台的个体体验无法让个体达到满足ꎬ 那么个体也不会

有持续使用的意图ꎮ 网络直播平台作为一种新的技术业态ꎬ 本研究基于以上文献提出两个研究假设:
Ｈ１３: 青年对网络直播平台的实际使用与其对网络直播平台继续使用的意图正相关

Ｈ１４: 青年对网络直播平台的使用者满足与其对网络直播平台继续使用的意图正相关

其次要讨论的变量是感知有用性ꎬ ＥＣＭ 中的感知有用性来自 ＴＡＭꎬ 在 ＴＡＭ 中ꎬ 感知易用性被定

义为采纳前个体对技术的有用性的感知和期望[２１]ꎬ 而在 ＥＣＭ 中ꎬ 研究者将感知有用性视作采纳后的

期望并认为它在个体持续使用的行为中起到决定作用ꎬ 它不仅仅可以直接影响个体对技术的持续使用

意图ꎬ 也会影响个体对技术的使用者满足[４９]ꎮ 这在社交媒体的持续使用研究中得到证实ꎬ 社交媒体

的感知有用性显著影响个体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者满足[５７ꎬ５８]ꎬ 社交媒体的感知有用性也与个体对社交

媒体的持续使用意图正相关[５４ꎬ５６]ꎮ 对于网络直播平台的个体来说ꎬ 感知有用性也可能存在着类似的

影响机制ꎬ 本研究基于此继续提出两个假设:
Ｈ１５: 网络直播平台的感知有用性与青年对网络直播平台的继续使用意图正相关

Ｈ１６: 网络直播平台的感知有用性与青年对网络直播平台的使用者满足正相关

最后讨论的是 ＥＣＭ 中的期望确认变量ꎬ 该变量是个体对于技术在采纳之后的认知评估[４９]ꎮ 根据

认知不和谐理论[５９]ꎬ 当个体对技术采纳前的期望高于技术被采纳后的表现的时候就会产生明显的认

知不和谐ꎮ 然而ꎬ 若个体所感知到的实际使用体验高于自身之前的期望的时候ꎬ 期望确认就会显著正

向影响感知有用性ꎬ 个体会更容易认为技术对自己是有用的[４９ꎬ５４]ꎮ 同时ꎬ 研究也发现期望确认与个

体对技术的使用者满足之间也为显著的正相关[４９ꎬ５１]ꎬ 因为个体一般通过直接对技术的使用体验来获

得收益ꎬ 当个体的体验要高于采纳前的期望时ꎬ 就会更容易表达对技术的高度满意ꎮ 同样ꎬ 基于社交

媒体的研究也均证实期望确认分别与感知有用性和个体的使用者满足正相关[５４ꎬ５６]ꎬ 所以ꎬ 针对网络

直播平台的情景ꎬ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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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１７: 青年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期望确认与个体对网络直播平台的使用者满足正相关

Ｈ１８: 青年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期望确认与网络直播平台的感知有用性正相关

接下来进行的是对 ＥＣＭ 的理论进行模型扩展ꎬ 与研究一的策略一样ꎬ 研究二也将青年人群体之

间的社会网络互动纳入考量[３４￣３８]ꎮ 因此ꎬ 在扩展模型的部分同样需要加入 ＴＰＢ 中的主观规范因素对

继续使用的意图的影响ꎮ 考虑到在研究一中ꎬ 无论是描述性规范还是指令性规范均未与意图有显著相

关关系ꎬ 因此ꎬ 研究二不再对这两类规范进行区分ꎮ 同时ꎬ 沿袭研究一的推理ꎬ 针对技术相关感知的

变量均可能与人际网络内部的互动产生相关关系[４９]ꎬ 且主观规范也受到人际传播的影响[１７]ꎬ 本研究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９: 青年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主观规范与其继续使用的意图正相关

Ｈ２０: 人际传播与青年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主观规范正相关

Ｈ２１: 人际传播与青年对网络直播平台的使用者满足正相关

Ｈ２２: 人际传播与青年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感知有用性正相关

Ｈ２３: 人际传播与青年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期望确认正相关

基于以上讨论ꎬ 研究二所需要进行检验的理论框架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研究二的理论框架及假设

(二)研究二的研究方法

１ 被试采集

研究二采取的数据采集策略与研究一一样ꎬ 遵循使用便利样本进行理论导向的探索性研究且满足

中等大小样本量的原则[１８ꎬ４５]ꎮ 研究二根据研究一的经验通过发送网络问卷链接及扫描二维码的方式

填写问卷ꎮ 凡筛选问题回答“现在仍在使用网络直播平台”且年龄在 １４ ~ ３５ 岁之间的被试为有效ꎬ 共

采集到有效被试 ３２７ 个ꎮ 其中男 １３１ 人ꎬ 女 １９６ 人ꎬ 农村户籍 １２２ 人ꎬ 城市户籍 ２０５ 人ꎬ 被试年龄均

值为 １９ ６９(ＳＤ＝ ２ ８８２)ꎮ 同时ꎬ 每个被试被询问其使用直播最常收看的节目内容ꎬ 其中被试最多收看

的前三类的直播内容分别是游戏电竞(５６ ３％)、 真人聊天秀(３９ ４％)、 演唱会(３０ ６％)ꎻ 在日均网络直

播平台的使用频率上ꎬ ４２ ８％的被试每天使用 １０~６０ 分钟ꎬ ２７ ２％的被试每天使用超过 １ 个小时ꎮ
２ 变量测量

本研究除了以上人口统计学变量及直播平台收看内容的测量外ꎬ 根据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假设ꎬ ７
组变量结构测量情况如下:

直播平台的持续使用: 埃里森(Ｅｌｌｉｓｏｎ)等人的社交媒体使用强度测量量表ꎬ 该量表包含的陈述可

以作为长期及持续使用社交媒体的测量ꎬ 被广泛采纳于社交媒体的研究ꎬ 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６０ꎬ６１]ꎮ
本研究改编后共有 ３ 个陈述ꎬ 分别是: ①我很自豪地告诉别人我在使用直播平台ꎻ ②如果不使用直播

平台我会觉得难过ꎻ ③我觉得我是直播平台社区中的一分子ꎮ 每个陈述均为 ７ 级量表ꎬ １ 为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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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ꎬ ７ 为非常同意ꎮ 该部分量表的平均指标为: Ｍ＝ ２ ５８ꎬ ＳＤ＝ １ ４２９ꎮ
持续使用的意图: 持续使用意图的测量改编自 ＥＣＭ 的原始量表的相关部分[４９]及其后研究者在社

交媒体领域的改编量表[５６]ꎬ 共包含 ３ 个陈述ꎬ 分别是: ①我想要在将来继续直播平台的使用ꎻ ②我

想要在将来增加直播平台的使用ꎻ ③我会像现在一样继续保持定期使用直播平台ꎮ 每个陈述均为 ７ 级

量表ꎬ １ 为非常不同意ꎬ ７ 为非常同意ꎮ 该部分量表的平均指标为: Ｍ＝ ４ ０２ꎬ ＳＤ＝ １ ３９７ꎮ
使用者满足: 使用者满足的测量也改编自 ＥＣＭ 的原始量表的相关部分[４９]ꎬ 为 ４ 个 ７ 级的语意差

别量表ꎬ 被试被要求分别回答———你使用直播平台的感受是: ①非常不令人满意 ｖｓ 非常令人满意ꎻ
②非常不愉快 ｖｓ 非常愉快ꎻ ③非常有挫败感 ｖｓ 非常有满足感ꎻ ④非常失望 ｖｓ 非常高兴ꎮ １ 为最接近

消极词汇的感受ꎬ ７ 为最接近积极词汇的感受ꎮ 该部分量表的平均指标为: Ｍ＝ ４ ７１ꎬ ＳＤ＝ １ １３８ꎮ
感知有用性: 感知有用性的测量改编自 ＴＡＭ 中对感知有用性测量的量表[２１]ꎬ 包含 ３ 个陈述ꎬ 分

别是: ①使用直播平台帮助我更快地完成我想做的事情ꎻ ②使用直播平台让我要做的事情变得更加轻

松ꎻ ③整体来看ꎬ 直播平台是很有用的ꎮ 每个陈述均为 ７ 级量表ꎬ １ 为非常不同意ꎬ ７ 为非常同意ꎮ
该部分量表的平均指标为: Ｍ＝ ３ ４５ꎬ ＳＤ＝ １ ５１３ꎮ

期望确认: 期望确认的测量也改编自 ＥＣＭ 的原始量表的相关部分[４９]ꎬ 包含 ３ 个陈述ꎬ 分别是:
①我使用直播平台的体验要比我预想的要好ꎻ ②直播平台提供的服务水平比我预想的要好ꎻ ③整体来

说ꎬ 我使用直播平台的大部分期望是得到满足的ꎮ 每个陈述均为 ７ 级量表ꎬ １ 为非常不同意ꎬ ７ 为非

常同意ꎮ 该部分量表的平均指标为: Ｍ＝ ３ ７８ꎬ ＳＤ＝ １ ３８４ꎮ
主观规范: 根据 ＴＰＢ 中对主观规范的测量建议以及后续关注社交媒体的主观规范测量[１９ꎬ５６]ꎬ 本

研究共使用 ３ 个陈述来进行测量ꎬ 分别是: ①对我来说重要的人希望我使用直播平台ꎻ ②能够影响我

行为的认为我应该使用直播平台ꎻ ③给我提有价值建议的人认为我应该使用直播平台ꎮ 每个陈述均为

７ 级量表ꎬ １ 为非常不同意ꎬ ７ 为非常同意ꎮ 该部分量表的平均指标为: Ｍ＝ ２ ６９ꎬ ＳＤ＝ １ ５７２ꎮ
人际传播: 这里采用与研究一相同的策略ꎬ 使用 ４ 个相同的陈述ꎬ 获得的测量平均指标为: Ｍ＝

２ ６４ꎬ ＳＤ＝ １ ３７１ꎮ
(三)研究二的结果

１ 研究二的测量模型

同样使用与研究一相同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结果拟合ꎮ 测量模型的相关拟合指标为: χ２ / ｄｆ ＝
２ １７１ꎬ 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６０ꎬ ＣＦＩ ＝ ０ ９６０ꎬ ＴＬＩ ＝ ０ ９４９ꎬ 说明测量模型拥有很好的拟合情况[４８]ꎮ 测量的内

部一致性通过组合信度(ＣＲ)来进行检验ꎬ 所有测量项目的 ＣＲ 均超过 ０ ７ꎬ 表示测量具有很好的信

度[４８]ꎮ 所有陈述的负荷量均在 ０ ７６４ 到 ０ ９５２ 之间ꎬ 均超过了参考标准 ０ ７ꎻ 同时ꎬ ＳＭＣ 均超过了参

考标准 ０ ５ꎬ ＡＶＥ 也均超过了参考标准 ０ ５[４７]ꎮ 本研究中ꎬ ＡＶＥ 均大于相关系数平方ꎬ 可以认为本

研究的测量有良好的区别效度ꎮ 所以ꎬ 可以认为本研究的测量模型展示了良好的拟合、 信度和效度ꎮ
２ 研究二的结构模型

图 ４ 和表 ２ 均为结构模型的验证结果ꎬ 用以验证研究二提出的理论框架ꎮ

表 ２　 研究二的结构模型统计结果及拟合指数

假设 路径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Ｚ 统计量

Ｈ１３ 继续使用的意图→实际使用 １ ０４７∗∗ ０ ０９５ １１ ０４

Ｈ１４ 使用者满足→继续使用的意图 ０ １０８∗∗ ０ ０３７ ２ ９３

Ｈ１５ 感知有用性→继续使用的意图 ０ ３８０∗∗ ０ ０６３ ６ ００

Ｈ１６ 感知有用性→使用者满足 －０ ０７１ ０ １６６ －０ ４３

Ｈ１７ 确认→使用者满足 ０ ５６８∗∗ ０ １６０ ３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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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假设 路径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Ｚ 统计量

Ｈ１８ 确认→感知有用性 ０ ８６７∗∗ ０ ０４１ ２１ １４

Ｈ１９ 主观规范→继续使用的意图 ０ ４５９∗∗ ０ ０３９ １１ ８３

Ｈ２０ 人际传播→主观规范 ０ ７１８∗∗ ０ ０３４ ２１ ４０

Ｈ２１ 人际传播→使用者满足 ０ １２６∗ ０ ０６０ ２ １１

Ｈ２２ 人际传播→感知有用性 ０ ０２３ ０ ０５６ ０ ４１

Ｈ２３ 人际传播→确认 ０ ５０８∗∗ ０ ０４６ １０ ９７

Ｎ ３２７
χ２ / ｄｆ ２ ７７６

ｐ ０ ０００

ＣＦＩ ０ ９３７

ＴＬＩ ０ ９２３

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７４

　 　 注: ∗为 ｐ<０ ０５ꎻ ∗∗为 ｐ<０ ０１ꎮ

图 ４　 研究二的结构模型统计结果

注: 虚线表示为路径系数不显著ꎬ 实线表示为路径系数显著ꎻ ∗表示 ｐ<０ ０５ꎬ ∗∗表示 ｐ<０ ０１ꎮ

表 ２ 中ꎬ 结构模型的各类拟合指数分别为: χ２ / ｄｆ ＝ ２ ７７６ꎬ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７４ꎬ ＣＦＩ ＝ ０ ９３７ꎬ ＴＬＩ ＝
０ ９２３ꎬ 说明结构模型拥有很好的拟合情况[４８]ꎮ 表 ２ 和图 ４ 中显示了经过检验的路径系数ꎬ 可以看

出ꎬ 继续使用的意图与实际使用、 使用者满足、 感知有用性、 主观规范正相关ꎬ 故假设 Ｈ１３、 Ｈ１４、
Ｈ１５ 和 Ｈ１９ 得到证实ꎻ 感知有用性与满足感不相关ꎬ 假设 Ｈ１６ 未得到证实ꎻ 期望确认与使用者满足、
感知有用性正相关ꎬ 故假设 Ｈ１７、 Ｈ１８ 得到证实ꎻ 人际传播与主观规范、 使用者满足和期望确认正相

关ꎬ 故假设 Ｈ２０、 Ｈ２１、 Ｈ２３ 得到证实ꎻ 人际传播与感知有用性不相关ꎬ 故假设 Ｈ２２ 未得到证实ꎮ
(四)研究二的小结

整个结构模型的决定系数(Ｒ２)是 ０ ８９８ꎬ 说明模型对整个框架变量之间的关系有足够的解释

力[４７]ꎮ 首先ꎬ 对网络直播平台的实际使用情况与继续使用的意图高度相关ꎬ 且方差解释比例很高

(β＝ １ ０５ꎬ ｐ<０ ０１ꎬ Ｒ２ ＝ ０ ９９７)ꎮ 这一发现与以往研究的发现结果一致[４９ꎬ５４ꎬ５６]ꎬ 这一发现不仅仅是

ＥＣＭ 的理论预设的验证ꎬ 也是 ＴＡＭ、 ＴＲＡ、 ＴＰＢ 等诸多理论的基本假设[１９ꎬ２６ꎬ３２ꎬ６２ꎬ６３]ꎮ 对直播平台持续

使用意图的预测ꎬ 本模型中也得到了很高的解释力(Ｒ２ ＝ ０ ７０１)ꎬ 感知有用性、 使用者满足、 主观规

范均与其正相关ꎮ 采纳网络直播平台的青年群体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期望确认与感知有用性和使用者满

足正相关ꎬ 说明他们在网络直播平台的使用体验达到期望的情况下ꎬ 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有用性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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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有更积极的评价ꎮ
在人际社交网络的内部互动层面ꎬ 人际传播可以直接预测主观规范(β ＝ ０ ７２ꎬ ｐ<０ ０１ꎬ Ｒ２ ＝

０ ４８３)ꎬ 结合主观规范和持续使用的意图正相关这一证据ꎬ 可以说明采纳网络直播平台的青年通过

社交网络内部的互动形成了持续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规范ꎮ 而人际传播与期望确认和使用者满足正相

关ꎬ 与感知有用性没有关联ꎬ 说明青年群体在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社交圈子里讨论更多的是网络直播

平台的直接体验ꎬ 而非该社交工具对自己是否有用ꎮ

四、 讨论

(一)研究发现

本研究通过两个独立的研究分别对青年群体中网络直播平台的非采纳者、 采纳者进行了考察ꎬ 以

探究造成青年群体之间网络直播平台接入沟的因素ꎬ 得到了如下有益的发现:
１ 主观规范与非采纳者的采纳意图无关ꎬ 与采纳者的持续使用意图相关

在探讨技术的采纳及持续使用意图这一方面ꎬ 两个研究均考察了主观规范在其中的机制ꎮ 研究一

发现ꎬ 未采纳的青年群体ꎬ 无论是描述性规范还是指令性规范ꎬ 均与网络直播平台的采纳意图无关ꎻ
而研究二发现ꎬ 已采纳青年的主观规范与其持续使用意图正相关ꎮ 这说明ꎬ 对于已经成为网络直播平

台的青年ꎬ 网络直播平台的日常使用已经成为其个体与所属人际社交网络内部的日常使用工具ꎬ 人们

之间形成了使用习惯的规范ꎮ 而对于未采纳的青年群体ꎬ 其对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主观规范与使用意

图并不能形成稳健的联系ꎬ 主观规范对采纳意图的影响很微弱[２６ꎬ２７]ꎮ
２ 非采纳者态度与采纳意图负相关ꎬ 采纳者态度与持续使用意图正相关

研究二中的使用中满足是态度的正向指标[４９]ꎬ 其直接预测采纳网络直播平台的青年群体的持续

使用意图且正相关ꎮ 但研究一中的态度表现为与采纳意图的显著负相关ꎮ 这说明青年群体中对待网络

直播平台的态度已经形成了两个截然对立的态度ꎬ 且这种态度直接影响到各自的采纳及持续使用情

况ꎮ 结合研究一中感知有用性与态度负相关而研究二中感知有用性与使用者满足不相关的数据ꎬ 本研

究认为ꎬ 对于不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青年来说ꎬ 直播平台并不能够满足其日常工作、 生活相关的社交

需求ꎬ 即便他们认为这个工具是有用的ꎬ 但仍然保持这种负面的态度ꎮ 而对于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青

年来说ꎬ 情况则极大不同ꎬ 首先ꎬ 直播平台的有用性与使用者满足虽然统计不显著ꎬ 但系数仍然是负

的ꎬ 这说明他们在使用直播平台的体验中将这种感知上的联系进行了主动弱化ꎮ 对于他们来说ꎬ 感知有

用性是作为持续使用的外部动机而存在[５６ꎬ６４]ꎬ 并不涉及因为自身兴趣或爱好相关的内部动机属性[６３]ꎮ
３ 直播平台的采纳者、 非采纳者的社交网络内部的人际互动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不同

本研究对现有技术采纳及持续使用的理论贡献是提供了更多来自人际网络内部互动的影响机制ꎮ
研究一发现ꎬ 人际传播与感知有用性负相关ꎻ 研究二发现ꎬ 人际传播与感知有用性不相关ꎮ 这一组证

据可以解释为ꎬ 在社交网络的内部互动过程中ꎬ 未采纳网络直播平台的青年群体非常关注这一媒介技

术是否对自己的生活工作有潜在的益处ꎬ 而已经采纳网络直播平台的青年群体则并不会通过社交网络

内部互动来关心这方面的因素ꎮ 对于后者来说ꎬ 只要网络直播的使用体验达到了自己的期望ꎬ 那么这

个媒介工具就是有用的ꎮ 但是ꎬ 未采纳网络直播的青年则会表现得非常慎重ꎬ 并在人际讨论交流之后

对该媒介技术的有用性持更加消极的态度ꎮ
４ 青年群体之间的鸿沟已经由单纯的数字接入鸿沟进化为文化分隔

无论是研究一还是研究二ꎬ 人际传播均与主观规范正相关ꎬ 这与之前针对网络播客采纳的研究获

得一致的发现[１７]ꎮ 这说明青年群体内部的人际社交网络对群体内部的规范形成起到非常核心的作用ꎮ
无论是直播平台的采纳者ꎬ 还是非采纳者ꎬ 都通过这种社交网络的内部互动强化了自身的主观规范ꎮ
这也能解释为何后续变量中非采纳者和采纳者能产生迥异机制逻辑ꎬ 因为各自群体内部之间已经形成

了不同的规范和秩序ꎬ 可以说ꎬ 青年群体之间的鸿沟已经由单纯的数字接入鸿沟进化为文化分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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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ꎬ 网络直播平台是流行的网络社交媒介工具ꎬ 也是当下显著的青年亚文化之一ꎮ 青年群体

在之间已经形成了网络社交平台的数字接入鸿沟ꎬ 产生这种数字鸿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ꎮ 从技术采

纳和持续使用的角度看ꎬ 采纳者对直播平台的态度(使用者满足、 感知有用性)能够促进其持续使用

的意图ꎬ 但非采纳者的态度与其采纳意图负相关ꎮ 采纳者的主观规范能够促进其持续使用的意图ꎬ 而

非采纳者的主观规范与其采纳意图无关ꎮ 从社交网络内部的互动来看ꎬ 基于身边社群的互动均能够促

进群体内部主观规范的形成ꎬ 但对于采纳者和非采纳者来说ꎬ 形成的主观规范是对立的ꎮ 在这种情况

下ꎬ 青年群体因为网络直播平台的数字接入鸿沟已经发展成为显著的文化分隔ꎮ

图 ５　 基于本研究发现的青年网络直播平台采纳心理流程及文化分隔模式图

图 ５ 所示的是在结合计划行为理论和期望满足理论下对本研究发现的梳理ꎬ 青年群体在面对网络

直播平台这一新兴社交媒介的时候往往受到其社会网络层面的影响ꎬ 这种影响在本研究中的体现是人

际传播的测量ꎮ 起始状态下的初级心理在面对直播平台的态度、 感知的主观规范会逐渐发生变化并形

成分歧ꎮ 由态度和主观规范产生的这种分歧会加强各自对网络直播平台的使用、 采纳意图的倾向ꎬ 进

而产生了这种文化分隔ꎮ 文化分隔在已有文献中被认为是造成不同群体间社会隔离的重要因素[１２]ꎬ
虽然本研究并未对文化分隔的后续影响进行实证调查ꎬ 但潜在的污名化后果是显而易见的ꎮ

(二)未来研究的关注点

本研究通过技术采纳及其持续使用的框架讨论了形成青年群体网络直播平台数字接入鸿沟的形成

原因ꎬ 在通过个别被试的访谈并结合调查数据的分析之后ꎬ 本研究认为ꎬ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如下方面

进行关注:
１ 性别等人口和社会经济地位因素

在社交网络平台相关的研究中ꎬ 性别因素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之一ꎮ 本研究虽然也对性别进行测

量ꎬ 但未将性别作为重点考察因素ꎮ 考虑到网络直播平台中的女性用户逐渐增多[１]ꎬ 未来的研究应

该注重性别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ꎮ 特别是针对一些如陌陌、 快手等被广泛用于网民自主使用的直播

社交平台ꎬ 男性用户和女性用户的差异存在很多可能不同的机制ꎮ 比如ꎬ 有研究发现ꎬ 女性更喜欢通

过社交媒体发自拍[６５]、 关于身体细节的图片[６６]ꎬ 这些很容易以“软色情”的形式给公众以刻板印

象[６７]ꎬ 网络直播的这种新的社交形态有怎样的表现值得进一步去探索ꎮ
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在数字鸿沟研究领域中也非常重要[６８]ꎮ 这与微信这一主导即时通信领域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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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状况不同ꎬ 现今ꎬ 网络直播平台的产品繁多ꎮ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用户对直播内容的诉求有着显

著不同ꎮ 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设计有代表性的样本就这方面进行深入讨论ꎮ
２ 对于过度打赏行为的态度与感知

网络直播平台曾经因为一些极端打赏的案例而被关注[２ꎬ３]ꎮ 虽然本研究并未就打赏行为进行特别

设计ꎬ 但在研究进行的过程中ꎬ 研究者与被试的访谈得知ꎬ 对于使用直播平台的青年来说ꎬ 打赏很多

时候是一种对主播工作的肯定ꎬ 通常很少会发生过度打赏的情况ꎮ 那么ꎬ 对于直播平台的采纳者ꎬ 如

何看待过度打赏行为及潜在的影响是值得后续研究去考虑的ꎮ 这类研究可以参考第三人效果的研究范

式[６９]ꎬ 因为被试本人往往不会觉得自己的打赏有什么不妥ꎬ 通常会对其他人的打赏表示异议ꎮ
３ 文化分隔现象值得持续关注

由本研究的发现可以知道ꎬ 青年群体中因为网络直播平台的数字接入鸿沟而产生的文化分割现象

已经形成ꎮ 并且采纳者和非采纳者之间相互有着各自不同的规范和对立的态度ꎮ 那么ꎬ 这种现象可能

导致的是非采纳者对采纳者使用直播平台行为的不理解ꎬ 甚至是污名化和偏见ꎮ 污名化是一个常见的

社会现象ꎬ 是为了突出自己心理上的优势地位而对他人进行毁誉的过程[７０]ꎮ 针对直播平台使用的污

名化的成因除了本研究所关注的社交网络群体内部的因素之外ꎬ 还可能来自大众媒介对特别案例的过

度报道[７１]ꎮ 因此ꎬ 后续的研究也应该从这个角度进行关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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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ｅ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７ꎬ １２(４): １１４３￣１１６８.

[６２]　 Ｍ Ｆｉｓｈｂｅｉｎꎬ Ｉ Ａｊｚｅｎ Ｂｅｌｉｅｆꎬ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ꎬ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Ａ 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ꎬ １９７５(Ａｕｇｕｓｔ): ４８０.

[６３]　 Ａｊｚｅｎ Ｉ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ꎬ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ｉｃａｇｏꎬ ＩＬ: Ｄｏｒｓｅｙꎬ １９８８.
[６４]　 Ｅ Ｅ Ｌ Ｄｅｃｉ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Ｒｅｗａｒｄｓ ｏｎ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７１ꎬ １８(１): １０５￣１１５.
[６５] 　 Ｐ Ｓｏｒｏｋｏｗｓｋｉꎬ Ａ Ｓｏｒｏｋｏｗｓｋａꎬ Ａ Ｏｌｅｓｚｋｉｅｗｉｃｚ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ｌｆｉｅ Ｐｏｓ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ｍ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８５: １２３￣１２７.
[６６] 　 Ｓ Ａ ＭｃＬｅａｎꎬ Ｓ Ｊ Ｐａｘｔｏｎꎬ Ｅ Ｈ Ｗｅｒｔｈｅｉｍꎬ ｅｔ ａｌ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ｉｅ: Ｓｅｌｆ Ｐｈｏｔｏ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ｏｄｙ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Ｇｉｒ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８(８): １１３２￣１１４０.

[６７]　 Ｎ Ｄöｒｉｎｇꎬ Ａ Ｒｅｉｆꎬ Ｓ Ｐｏｅｓｃｈｌ Ｈｏｗ Ｇｅｎｄｅｒ￣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ｒｅ Ｓｅｌｆｉｅｓ? 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Ａｄｖｅｒｔ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２０１６ꎬ ５５: ９５５￣９６２.

[６８]　 Ｄ Ｅｐｓｔｅｉｎꎬ Ｅ Ｃ Ｎｉｓｂｅｔꎬ Ｔ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Ｗｈｏ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７(２): ９２￣１０４.

[６９]　 Ｗ Ｐ Ｄａｖ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Ｐｅｒｓ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１９８３ꎬ ４７(１): １￣１５.
[７０]　 Ｂ Ｍａｊｏｒꎬ Ｌ Ｔ ＯＢｒｉ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ｔｉｇｍａ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５ꎬ ５６: ３９３￣４２１.
[７１]　 Ｐ Ｌｏｐ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ｉｇｍ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ｉｃ Ｂｏｏｋ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ｕｍ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１(３):

３８７￣４１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Ｙｏｕｔｈ Ｕｓｅｒ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Ｇａｐ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Ｖｉｄｅｏ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Ｕｓａｇｅ

Ｍａ Ｚｈｉｈ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ｃａｕ)

Ｇｅ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ｎｌｉｎｅ ｖｉｄｅｏ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ａｔｔｒａｃｔｓ ａ ｈｕ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ｙｏｕｔｈ ｕｓｅｒｓꎬ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ｙｏｕｔｈ ｕｓｅｒｓ
ｉ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Ｎｏｗａｄａｙｓꎬ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ｖｉｄｅｏ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ａｓ ａ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ｌｉｔｔｌ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ｉｌｌ ｔｈｉ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ａｐꎬ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ꎬ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ｏｎ ｙｏｕｔｈ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ａｒｅ ｑｕｉｔ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ｏｎｌｉｎｅ ｖｉｄｅｏ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ｕｓｅｒ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ｈ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ｕｓａｇ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ꎬ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ｎｏｎ￣ｕｓｅｒ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ｖｉｄｅｏ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ｉ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ｖｉｄｅｏ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ｕｓｅｒ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ｓ ｈａ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ｕｓａｇ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ꎬ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ｎｏｎ￣ｕｓｅｒ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ｌｏｓ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ｌｌ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ｎｏｒｍｓ Ｔｈｅｓｅ ｎｏｒｍ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ｓｅｒｓ ａｎｄ ｎｏｎ￣
ｕｓｅｒｓ ａｒｅ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ｉｃ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ｙｏｕｔｈ ｏｎｌｉｎｅ ｖｉｄｅｏ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ｈａｓ ｌｅｄ ｔｏ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ｖｉｄｅｏ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ꎻ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ꎻ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ꎻ ａｃｃｅｓｓ ｄｉｖｉｄｅꎻ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３￣０８
■作者单位: 马志浩ꎬ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ꎻ 澳门氹仔　 ９９９０７８ꎮ

葛进平(通讯作者)ꎬ 浙江传媒学院管理学院ꎻ 浙江嘉兴　 ３１４５００ꎮ
■责任编辑: 汪晓清

８２１ 　 ２０１８年第 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