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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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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有效测评老年网络购物用户对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的评价水平 ， 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

法
，
构建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 。 首先 ， 运用访谈法收集老年网络购物用户购物网站操作体验方面

的相关资料 ， 提取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维度 ；
其次 ， 参考已有文献可用性评价量表和可用性评价维度

测量问项 ， 构建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可用性评价初始量表 ；
最后

，
通过可用性评估实验及问卷调查法对 ４５ ９ 名有网络

购物经验的老年人进行调研 ， 考察构建量表的结构及其信度 、 效度 。 结果表明 ， 构建的量表具有 良好的 内部一致性信

度 、 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 ，
可以作为测评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的有效工具

，
也可为面向老年人的购物

网站设计及普通购物网站包容性设计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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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图分类号 Ｃ９ １ ３ ． ６

１ 引言

网络和网购的普及 ，
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已经或者希望通过网络购物来满足他们 日常和追赶潮流

的需要 。 淘宝网与国 内最大的市场研究公司 ＣＴＲ （ ＣＶＳＣ－Ｔ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即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

司 ） 联合发布的 《 中 国消费风向标报告 ２０ １ ２ 》 显示 ，
自 ２０ １ ０ 年以来 ， 我国老年群体开始成为异军突

起的 网络购物
“

新生代
”

， 无论是购买人数还是交易金额 ， 每年环比都以超过 ２００％的幅度增长 ［

１

］

。 而

新华网 ２０ １ ５ 年最新发布的 《 中 国互联网消费趋势报告 》 中也指出 ， ５０ 岁 以上 中老年群体正逐渐成为

不少网销商品的主要消费者 。 这些报告表 明 ， 随着社会的老龄化 ， 老年群体正在成为未来网络购物服

务的一个重要潜在市场
［
２

］

。 事实上 ， 为了吸引更多老年人进行网络消费 ， 已有越来越多网络商家和平

台开始关注老年人网购体验的提升 ［

３
］

。 网站感知可用性水平作为影响网络用户购物体验及在线购物意

图的重要因素 ， 得到越来越多学者和从业者的关注
［

４￣ ６
］

。 考虑到老年人将逐渐成为消费主力 ， 而老年群

体由于生理及认知功能的退化 ，
在购物网站的使用过程 中会遇到很多不同于年轻人的可用性问题 ， 这

会严重影响老年人的在线购物体验和购物网站 自身吸引力 ， 从而影响老年人在线购物意图 。 并且
， 我

们依然可以看到 ， 大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的购物网站并不是老年人友好的设计 。 因此 ， 研究老年人的

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相关问题是很重要的 。

根据 ＩＳ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 ｒ
ｇａ
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 即国际标准化组织 ） 给出 的标准 ， 可用性是

指产品在特定使用环境下为特定用户用于特定用途时所具有的有效性 、 效率和用户主观满意度 ［

７
］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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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者借鉴 ＩＳＯ 给出的可用性标准 ，
从不 同角度探讨和研究 了可用性的 内涵 。 例如 ， 有的学者从产 品

或系统角度出发认为可用性是产品或系统的
一种性能

［
８

］

。 有的学者从技术角度出发 ， 认为可用性是为

开发可用产品而制定的
一套 以用户为 中心 的技术方法

［

９
］

。 还有的学者从用户 角度出发 ，
认为可用性是

用户能快捷方便地使用产品完成任务的程度 ， 或者是用户能如愿以偿地学会和使用产品完成 目标的程

度 ［

８
］

。 对内涵理解的分歧必然会反映在外延上 ，
不同学者也给出 了对可用性外延的不同理解 。 在人体

工程学研究领域广有影响的 Ｓｈａｄｅｄ 认为可用性包括有效性 、
易学

、
灵活

、 用 户态度 四种特性
［
１ （）

］

。 较

早研究用户界面设计的学者 Ｓｈｎｅ ｉｄｅｒｍａｎ 提出
，
任何计算机程序的可用性都是 由学习 时间 、 执行速度 、

用户 出 错率 、 主观满意度 、 记忆保持能力五个用户为导 向 的特性组成的
［
ｎ

］

。 在可用性研究领域影响很

大的 Ｎ
ｉｅ ｌ ｓｅｎ 在 《可用性工程 》

一

书中指 出 ， 可用性包括可学习性 、
效率 、 可记忆性 、 出错和满意度

五个特性 ［

｜ ２
］

。 由于可用性定义往往存在不易操作的问题 ， 多年以来 ， 很多学者致力于建立可 以进行实

际测量的评价准则 ， 因此 ， 学者们在探讨网站可用性概念时 ， 常常是给出切实可行的可用性评价维度 。

例如
，
Ｒｏｙ 等指 出 网站导航 、 易用性 、 感觉和网 站给予的支持是使网站达到可 用 的重要维度

［

１ ３
］

。

Ｖｅｎｋａ ｔｅ ｓｈ 等将技术接受模型引用到可用性研究领域 ，
证明 了 易用性 、 用户友好性和客户满意度等是

影响网站可用性的重要维度 ［

１ ４
］

。 饶培伦等通过用户需求调研和发声思维实验 ， 将绩效时间 、 错误率 、

满意度 、 迷失程度 、
心智负荷程度作为衡量网站可用性的 ５ 个维度 ， 进而对网站结构 、 导航系统 、 布

局等进行评价和后期优化改进 ［

１ ５
］

。 Ｌ
ｉｎｇ 和 Ｓａ ｌｖｅｎｄｙ 通过问卷调查 ， 得出 Ｂ２Ｃ（ｂｕ ｓ ｉ

ｎｅ ｓｓｔｏｃｕ ｓ ｔｏｍｅ ｒ
，

即商对客 ） 电子商务网站可用性的 ５ 个评价维度 ， 分别为诚信 、 购物支持 、 信息访问效率
、
易于理解

和享乐质量 ［

１ ６
１

。

老年人作为特殊群体
，
具有不同 于年轻人的生理及认知特征 ， 如视觉能力 、 空间想象力 、 记忆能

力 、 推理能力 、 处理速度及移动速度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 ［

１ ７ １ ８
］

， 网页设计必须适应这些变化才

能给老年人带来更高的体验 。 关于老年人视觉能力下降对网页设计的影响研究方面 ，

Ｆｕｋｕｄａ 和 Ｂｕｂｂ

使用眼部追踪设备对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对 比研究发现 ， 老年人需要更长的注视时间来发现页面上的信

息 ， 特别是在字号 为 １ ０ 磅或更小的时候更加困难 １

１ ９
］

。 Ｌ
ｉｎ
ｇ 和 ｖａｎＳｃｈａ ｉｋ 认为 网页背景从白色背景黑色

文字过渡到彩色背景彩色文字时 ， 老年人阅读能力下降 ， 而年轻人并没有显示 出这种差异 ［

２（ ）

］

。 Ｋｏ ｓｎ ｉｋ

等认为应该避免使用大量色彩鲜艳的文字 内容 ， 使用深度知觉和颜色阴影效果进行信息传达可 以减少

老年人的视觉搜索时间 ［

２ １

］

。 Ｍｉ ｌ ｌ ｓ 和 Ｗｅ ｌｄｏｎ认为网页设计布局应该简单 、 清晰和
一

致 ， 花哨的字体和

有图案 的背景让老年人阅读明显困难 ［

２ ２
］

。 关于老年人空间想象力 、
记忆能力 、 推理能力 、 处理速度及

移动速度能力下降对网页设计的影响研究方面 ，
Ｆｒｅｕｄ ｅｎｔｈａ ｌ 的研究结果表明 ， 深层次的网页导航和信

息搜索菜单结构设计不适合老年人
［

２３
］

。 Ｍａｓｃｈ ｅｒｅｋ 和 Ｚ ｉｍｐ
ｒ
ｉ
ｃｈ 指 出 ， 用图像取代文字可 以减少老年用

户的记忆负担 ，
以防止老年用户迷失方向 ［

２ ４
］

。 孟凡兴等指出 ， 减少主页功能以及添加相应操作提示可

改进老年人对网站的感知可用性 ［

２ ５
］

。 Ｓ ｌｏｎｅ 研究指 出 ， 由于老年人更有可能缺少在线搜索经验 ， 网页设

计应该探索更好的搜索结果呈现方式从而便于老年人使用在线搜索
［
２６

］

。 Ｃｈａｄｗ ｉｃｋ 等的研究指出 ， 老年

人点击和操作小字号文本不准确 ， 页面文本输人框设计应该允许更大的字 ［

２

＇

网站可用性评价问卷是测量 网站可用性水平的工具之
一

，
也是使用最为频繁的工具 ［

２８
］

。 在以往研

究中 ，

一些涉及可用性或者网站可用性量表的文章已经发表和被应用 ， 并且都是从不同维度 ，
通过相

应评价指标进行可用性评价 。 例如 ， 美国 马里兰大学帕克学院人机交互实验室开发的用户界面可用性

满意度问卷 （ ｑｕｅｓｔ ｉｏｎｎａ ｉ ｒｅｆｏｒｕ ｓｅｒ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 ｉｏｎｓａ ｔｉｓｆａｃ ｔｉｏｎ
，ＱＵ ＩＳ ）

，
有长版本 （ ８０道题 ） 和短版本 （

２ ７

道题 ） 两种类型 ， 包含屏幕 、 术语 、 系统信息 、 学习 、 系统能力五个部分 ， 运用在许多交互类型的应

用 中 进行 可用性评价
［

２９
］

。 Ｋ
ｉｒａｋｏｗｓｋｉ 和 Ｃ ｏｒｂｅ ｔｔ 编 制 的软件可用性评估量表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ｕ ｓ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ｍ ｅａｓｕ ｒｅｍｅｎｔｉ
ｎｖｅｎ ｔｏｒｙ ，ＳＵＭ Ｉ ）

，
由帮助 、 控制性 、 效率性 、 易学性和情感五个维度组成

，
包括 ５０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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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广泛应用于软件行业 ［
３（）

］

。 ＩＢ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 ｓｓＭ ａｃｈ ｉｎｅ ） 公司开发的计算机系统可用性

问卷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ｕｓａｂｉ ｌ ｉ ｔ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 ｉｒｅ ，ＣＳＵＱ ）
，
由 １ ９ 个问题构成 ， 包含系统可用性 、

信息质

量和用户界面质量三个方面 ［
３ １

］

。 Ｂｒｏｏｋｅ 开发的系统可用性评价量表 （ ｓｙｓｔ ｅｍｕ ｓ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ｓｃａ ｌｅ

，
ＳＵＳ ） ， 从

可用性 （ ８ 个题项 ） 和易学性 （ ２ 个题项 ） 两方面考察系统可用性
［

３ ２
］

。 爱尔兰库克大学人 因学研究小组

研发的 网站分析和评估量表 （ ｗｅｂ ｓ ｉｔｅ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 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 ｅｎｔ ｉｎｖｅｎ ｔｏｒｙ ，ＷＡＭＭ Ｉ ）
，
包括显７５吸引力 、

控制能力 、 效率 、
乐于助人和易学性因素 ，

共 ２０ 个题项
， 用来评估网站是否易于使用

［

３ ３
］

。 Ｍｕｙ ｌ ｌｅ 等

提出 的网站用户满意度问卷 （ ｗｅｂ ｓ ｉｔｅ ｕ ｓｅｒｓａｔｉ ｓｆａｃ ｔｉｏｎ ，
ＷＵＳ ） ， 从信息有效性 、 信息准确性 、 信息全面

性 、 信息易理解性 、 易用性 、 网站入 口指导 、 网站结构 、 链接含义 、 网站速度 、 布局及语言定制 丨 １ 个

方面来考察网站用户满意度水平 ，
共包括 ３３ 个题项

［
３ ４

］

。

综上所述 ，
现有研究成果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和实用价值 ，

但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 第一 ， 很

少有从老年人角度 出发 ， 研究购物 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问题 ， 而老年人由于其特殊的生理 、 认知

特征 ， 对购物网站的感知可用性评价标准显然会有所不 同 。 第二 ， 很少有权威量表与购物网站可用性

相关 ， 更没有专 门针对老年人进行购物网站可用性评价所使用的量表 。 第三
，
已有研究往往是对网站

整体可用性进行评价 ， 这样很难发现用户在不同页面上遇到的具体可用性问题 。 针对以上不足 ， 本文

将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首先 ，
通过访谈法收集老年网络购物用户真实购物网站操作体

验方面的相关资料 ， 从老年群体的独特视角提取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维度 。 其次 ，
按照老年

用户主要购买流程 ， 将购物网站划分成不同节点界面并设置相应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实验任务 。

在此基础上 ，
参考已有量表或文献中成熟的可用性评价测量问项 ， 构建老年人购物网站各节点界面感

知可用性评价量表 ，
并通过可用性评价问卷调查法考察所构建的各节点界面量表的结构及其信度 、 效

度 ， 从而获得适合老年群体购物网站各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水平的有效测量工具 。

本文构建的适合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的有效量表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

义 。

一

方面 ，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完善和补充现有电子商务网站可用性研究方面的空 白
，
并能够为今

后涉及老年用户群体的其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 另
一方面

， 通过对老年网购用户 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

用性评价需求的调查 ， 能够为开发老年人友好的购物网站界面提供前期支撑依据 ， 并为面向老年人的

购物网站设计及普通购物网站的包容性设计提供有益参考 ， 从而提高老年群体的网上购物体验 ， 增加

购物网站对这个不容忽视的消费群体的吸引力和购物网站的经济效益 ， 促进电子商务消费市场的繁荣

发展 。

２ 研究方法

２
．
１ 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维度的提取

采用访谈法收集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操作体验方面的资料 ， 进而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 ， 提

取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维度 。

２ ． １ ． １ 访谈对象及访谈过程

采取方便抽样和 目的抽样策略 ，
在一家名为

“

晚晴四合院
”

的老年人社交网站招募年龄在 ５５￣７０ 岁 、

有网上购物经验 、 在过去 ３ 个月 内有过至少一次网络购物经历的老年人 ， 共收到 ４０ 位老年网友的报名 。

根据质性调研对象选择原则 ［

３ ５
］

，
经过反复的 电话沟通和认真筛选 ， 最终选定愿意接受调研并符合调研对

象选择标准的老年人 ２ ０ 位 ， 其中男性 １ １ 位 ， 女性 ９ 位 ， 访谈提纲如表 １ 所示 。 访谈过程具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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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访谈提纲

序号 访谈具体问题

您在购物网站使用过程中有过什么困难或闲惑吗

您对刚刚进行 的购物网站界面操作体验如何 ？ 能否具体描述一下

您认为这些购物网站界面设计在可用性方面哪些做得较好 ， 哪些做得不够

您认为为 了提髙购物网站的可用性 ，
网站界面设计中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对于刚刚 讨论的购物网站 界面设计可用性问题 ，
依据您过去 的个人经验和体验 ， 还有什么补充建议 吗

（ １） 与访谈对象提前约定访谈时间和地点 ，
以便其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做好访谈准备。

（ ２ ） 向访谈对象详细说明访谈过程 ， 并对访谈所涉及的重要概念和相关知识进行解释 ， 如对可用

性概念的解释 。

（ ３） 让访谈对象登录几个他们经常访问和不经常访问的购物网站去完成
一

次商 品购买操作 ， 感受

不同 网站界面使用体验 。

（ ４ ） 在完成商品购买操作之后 ， 围绕他们刚刚进行的购物网站操作情况和提前拟定的访谈提纲进

行访谈并录音 ， 持续时间为 ２０
￣

３０ 分钟 。

２ ． １ ．２ 访谈资料整理和分析

将调研收集到的资料整理为文本数据 ， 采用 Ｈ ｓ
ｉ
ｅｈ 和 Ｓｈａｎｎｏｎ 提出 的 内容分析法对文本数据进行

编码 、 识别和主题提取 ，
以获得购物网站界面可用性评价维度的主观解释 。 内容分析法是对文本数

据进行分析的常用方法 ，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管理研究的各个领域 ， 它包括定性内容分析法和定量内容

分析法 。 定性内容分析法侧重于逻辑归纳 ， 对原始数据进行认真核查和持续比较之后 ，
进行主观推断

和解释 ， 将其编码和归类 ， 以形成特定的主题或类别 。 定量内容分析法侧重于逻辑推理 ， 对文本数据

进行分类之后 ，
计算每类内容出 现的频次 ， 进而推断出 明显的 内容特征 ［

３７
］

。 为 了使结果更科学有效 ，

内容分析通常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过程 Ｐ ８
］

。 其主要步骤如下 。

（ １ ） 对收集到 的老年人购物 网站使用情况以及界面操作体验访谈录音进行整理 ，
通过转录转化

为文本数据 。 本文 的转录和后续分析工作是 由研究者本人和另外两位熟悉该领域研究的博士生共同

完成 。

（ ２ ） 三位编码者分别对 ２０ 位调研对象的文本数据分析单元进行独立编码 。 选择文本数据中相对

完整的句子作为最小的分析单元 ， 对与购物网站界面可用性评价相关的描述性或陈述性句子进行编码
，

并用下划线标记 。

（ ３ ） 在整合编码结果的基础上 ， 讨论哪些编码分析单元可 以作为进一步分析老年人购物网站界

面感知可用性评价维度的数据 ， 对那些编码单元识别度不高的放弃进
一步分析 。 例如

，
商品信息需

要及时更新 、 评价个性化商品和服务等因 素 ， 这些 因 素识别度不高主要原因是其没有影响老年用户

使用 网站 ， 或者影响较小 。 最终识别得到可以表征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维度的分析

单元 ４７ 个 。

（
４ ） 将识别后的分析单元进

一步归类 ， 具体是将描述相同或相近的语句进行整合和归类 。 例如 ，

先将
“

界面信息清晰 、
简洁 、 不复杂

” “

界面信息太多 、 太乱
” “

导航布局
一

致
”

等描述相近的分析单

元主要 内容归为
一

类 ， 从而得出老年人不同方面的购物网站界面可用性需求 。 然后 ， 将归类后的分析

单元与已有文献 中使用过的可用性评价维度进行比较 ， 总结出有代表性的可用性评价维度概念化名词

表述 。 最终提取出 ５ 个可以表述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的评价维度 ， 具体维度及其相关描述

如表 ２ 所 ７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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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老年人购物 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维度及其描述

可用性

评价维度

文献中使用 的类似

表达
分析单元主要内容 评价维度具体解释

规范性

逻辑原则 、

一致性 、

简洁性 ， 参见文献

［

１ ６ ，３９ ，４０
］

界面信息分类要清晰 、 简洁 、 不复杂 ； 界面

信息不能太乱 ； 界面布局要一致 ； 界面结构

要清晰 、 简明

规范性指 的是网站界面所呈现的一致 、 有序 、 简洁 、

大方 。 界面整体布局 、 不同页面之间及单个 页面内 部

的设计风格等设计要素都会影响老年网 络购物用户对

购物网站界面规范性的感知

易读取

可识别性 、 视觉清晰

性 、
易见性 、可读性 ，

参见文献 ［４ １

？

４４
］

界面文字清晰 ； 字体要大
一些

；
文字图标 、

图文信息容易辨识和读取 ；
界面图文信息 比

例要合理

易读取指 的是网站界面所呈现的视觉上的清晰 、 易辨

识 。 界面文字字号 、 间距 、 界面图文排版 、 背景与文

字之间的色彩对比等设计要素都会影响老年网络购物

用户 对购物网站界面易读取的感知

易于学习 、 可学习
界面按钮 、 图标 、

链接等容易操作 ； 让人感

觉明显可以点击 ； 界面图标 、 按钮等要容易

理解 、
操作要简便

易学性指 的是网站界面的图文信息及功能元素的易理

易学性
性 、 可理解性 、 易用

性 ，
参见文献

［
１ ０ ，

１ １ ，４３ ，４４ ］

解 、 易操作和易记忆 。 界面图标 、 按钮 、
链接等设计

要素的样式和交互方式都会影响老年网络购物用户对

购物网站界面易学性 的感知

适航性 、
搜索性 、 可

导航性 ， 参见文献

界面搜索框 、 导航位置要明显 ；
界面导航层 易导航指的是网站界面信息搜索和査找的方便 、 快捷 。

易导航
次要清晰 、

结构合理 ；
界面重要信息有突出 界面导航 、 链接 的位置 、 分类和层次 、 搜索框的位置

显示 ； 界面信息分类要全面 ； 界面交互功能 和形式等设计要素都会影响老年网络购物用户 对购物

［
４ ５

？

４７
］

要丰富 ；
商品査找 、 筛选功能全面 网站界面易导航的感知

吸引 力

外观形象 、 美学表

达 、
舒适度 、 满意度 、

吸引 程度 ，
参见文献

［
７ ，１ １

，
１ ２

， １４
，４４ ］

界面图文信息要生动 、 美观
；
界面让人有身

临其境的感觉 ； 界面背景对比鲜明 ；
界面背

景要柔和 、 界面交互功能元素要形象 ； 界茴

操作让人感觉愉悦

吸引 力指的是网站界面环境给用户感官体验 、 交互体

验所带来的满足感和愉悦感 。界面图文信息的丰富性 、

生动性 ， 图像的数量和质量 ， 交互功能元素 的形象性

等设计要素都会影响老年网络购物用户对购物网站界

面吸引力的感知

２ ． ２ 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问卷的形成

２
．
２

．
１ 可用性评估实验任务设计

用户在不同页面可能会遇到不同可用性问题 ，
但传统可用性评价方法往往是对网站整体建立

一

个

可用性评价量表 ， 本文按照用户购买流程 ， 将购物网站划分成不同节点界面的感知可用性评价 。 根据

对老年网络购物用户 的访谈了解到 ， 其购买商品时是按照
一

定的次序进行 ， 大致操作流程为 ： 进入购

物网站首页—简单浏览 ／搜索框输人商品名称 ／导航栏查找相应商品版块—进人商品列表页—确定筛选

条件—浏览商品列表 、 选择中意商品—进人商品详情页—直接购买 ／添加到购物车 。 对于商品的支付 ，

多数老年人出于安全考虑 ， 没有开通属于 自 己的 网上支付账号 ， 完成网上支付环节 ，
而是选好商品后 ，

添加到购物车或把商品地址链接发送给子女 、 亲戚等 ， 由他们完成支付 。 据统计 ， 出于这样考虑的老

年人占总体访谈对象的 ６０％
［
４８

］

。 因此 ， 本文只考虑了 老年人主要使用的购物网 站节点界面进行研究 ，

并未涉及订单提交和结算页舁面 。 对于主要节点界面所考查内容不尽相 同 ， 节点 １ 评价主页界面 ， 节

点 ２ 评价列表页界面 ， 节点 ３评价详情页界面 。

为了检验所构建的购物网站不同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的结构和信度 、 效度 ， 设置了不同

节点界面可用性评估任务 ， 让被试登录实际购物网站进行节点界面任务操作 ， 每完成一个节点界面任

务 ， 填写相应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问卷 。 不同节点界面实验任务设置如下 。

节点 １ ： 进人购物网站首页界面先仔细浏览 ， 然后进行搜索框输入
“

豆浆机
”

任务和导航栏查找

并点击进人豆浆机版块 。

节点 ２
： 进人豆浆机列表页界面后先浏览

一

下整个页面 ，
了解列表页界面后 ， 设置豆浆机筛选条

件 ： ①选择品牌
“

九阳
”

； ②价格区间设定在 ２ ００？５ ００ 元
； ③按销量排序 ，

查看筛选结果并点击查看

选中 的商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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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３ ： 进人豆浆机详情贞界面后详细查看其外观 、 参数 、 评价等
一

系列与所购商品有关的信息 ，

确定以后将商品加入购物车 。

２ ．２ ． ２ 初始量表编制及问卷形成

首先
，
在访谈得到 的 ５ 个可用性评价维度基础上

，
参考 已有量表或文献中类似可用性评价维度测

量 问项 的表述 ， 初步编制 ３ 个节点界面的可用性评价量表测量问项 。 节点界面量表的 ５ 个可用性评价

维度测量问项参考来源及其表述具体参见表 ３ 。

表 ３ 购物 网站 ３ 个节点界面感知 可用性评价初始量表

评价维度 测迠问项参考来源 节点 １ 节点 ２ 节点 ３

这个网站倍息的呈现方式非常一致 ；

网站的布煱是视觉安慰 的 ；
设汁美观

和简洁 参 见文献
［

１ ２ ，３ ４
］

Ｑ １
： 首页界面一致有序 Ｑ １ ： 列表页界面一致有序 Ｑ １ 详情页 界面一致有序

规范性
Ｑ ２ ： 首页界面简洁大方 Ｑ２ ： 列表页界面简洁大方 Ｑ ２ 详情页界面简洁大方

Ｑ ３ ： ｆ贞界面布局合理 Ｑ３ ： 列表页界面布局合理 Ｑ ３ 详情页界面布局合理

Ｑ４ ： 皆页界面美观大方 Ｑ４ ： 列表页界面美观大方 Ｑ４ 咩情页 界面美观大方

Ｑ ５ ： 淨贞界面图文等信息 Ｑ５ ： 列表页界面图 文等信息 大 Ｑ５ 详情贞界面图文等信息大

易 读取

系统贞 ｉｆｉ ｉ的信息是清晰的 ；菜单和其他

的硕示信息有明 显的区别 ；
系统是否为

控件输人提供了反馈 ； 这个网站浏览起

來有闲难 — 参见文献
［
３ １

， ３３ ，５ ０
］

大小合理 、 清晰易辨识

Ｑ ６ ： 首贞界面重要信息有

Ｑ ７ ： 当 鼠标放在界面图文

１ ： 方时 ， 会发生相应变化

Ｑ ８ ： 痒贞浏 览起来有闲难

小合理 、 清晰易辨识

Ｑ６ ： 列表页界面重要信息有 突

出 显示

Ｑ７ ： 当 鼠标放在界面图 文 上方

时 ， 会发生相应变化

Ｑ ８ ： 列表页浏览起来有 闲难

小合理 、
清晰易辨识

Ｑ６ ： 详情 页界面重要信息有突

川 显示

Ｑ７ ： 当 鼠标放在界面图文上方

时 ， 会发生相应变化

Ｑ８ ： 详情页浏览起来有困难

易学性

网站的导航 、 阍标和标签都很容易理

解 ； 我确信即使一段时间不使用 该网

站 ， 我仍会操作它 ； 学会操作这个网

站存在困难 参 见文献
［
２９ ，５ ］

］

Ｑ ９ ： 首页界面各种信息都

比较容易理解

Ｑ １ ０ ： 学会首页界面各种操

作比较 容易

ＱＵ ：ｆ页界 面各种功能

（ 如在搜索框输人信息 、

在导航栏和其他特色市场

查找 商品等 ） 操作起来存

在闲难

Ｑ １ ２ ：

—段时间不使用该 ｆ

贞界面 ， 我仍会操作它

Ｑ ９ ： 列表页界面各种信息都 比

较容易理解

Ｑ １ ０ ： 学会列表贞界面各种操

作 比较容易

Ｑ １ １ ： 列表页界面各种功能 （ 如

按 品牌筛选 、 按销Ｍ排序 、 价

格 区间输 人等 ）操作起来存在

闲难

Ｑ １ ２
：

—段时间不使用该列 表

页 界而 ，
我仍会操作它

Ｑ９ ： 详情页界面各种信息都 比

较容易理解

Ｑ １ ０ ： 学会详情页界面各种操

作比较容易

Ｑ １ １ ： 详情页界面各种功能 （ 如

查看商品参数 、 评论信息 ， 填

写商品购买信息等 ） 操作起来

存在困难

Ｑ １ ２ ：
—段 时间不使用该详情

贞界面 ， 我仍会操作它

易导航

网 站结构清晰Ｍ 懺 ； 使川这个 网站 ，

我能很快地找到所苫耍的信息 ； 屏幕

密度合理 ； 网站中 的倍息很全面 、 详

细 参 见 义献 ［ ３ ３ ，３ ４ ， ５０
］

Ｑ １ ３ ： 首页界面结构清晰易

懂 ， 能让我快 速找到想要

查找的信息

Ｑ １
４

： 首页界面密度合理 、

长度适中 ， 能让我快速找

到想要查找的信息

Ｑ １ ５ ： 首页界面导航栏层次

清晰
，
分类 合理 ，

能 比我

快速找到想要 的商品

Ｑ １ ６ ： 首页界而 导航栏信息

丰富 、 多样
，
能 Ｕ ：我快速

找到想要的商品

Ｑ １ ３
：
列表贞 界面结构清晰易

懂 ， 能让我快速找到想要查找

的信息

Ｑ １４
：
列表页界面密度合理 、

长度适中 ， 能让我快速找到想

要査找的信息

Ｑ １ ５
：
列表页界面筛选 和排序

功能分类合理 ，
能让我快速地

进行商品筛选和排序

Ｑ １ ６ ： 列表页界面筛选 和排序

功能内 容丰富
、
多样 ， 能让我

快速地进行 商品筛选和排序

Ｑ １ ３ ： 详情 页界面结构清晰易

懂 ， 能让我快速找到想要查找

的信息

Ｑ １ ４
： 详情 页界面密度合理 、

长度适 中 ， 能让我快速找到想

要查找 的信息

Ｑ １ ５ ： 详情 页界固商品相关介

绍信息丰富 、
多样 ， 能让我快

速进行 商品 购买决萣

Ｑ １ ６ ： 洋情 豇 界面商品购买填

写功能 丰富 、 多样 ， 能让我快

速地进行 商品购买

吸引 力

Ｑ １ ７ ： 首页界面很吸引 人

使用这 个网 站的过程很愉快 ； 该 网站

很吸引 人 ； 我不 ｇ欢使用这个网站 。

参 ！

Ｚｉ Ｌ义献
［
３ １

，３ ３
］

Ｑ １ ８ ： 首贞 界面 的操作体验

令人满意

Ｑ ｉ ９ ： ｉ
？

页界面 的使用过程

很愉悦

Ｑ １ ７ ： 列表页界面很吸引 人

Ｑ １ ８
： 列表页界面的操 作体验

令人满意

Ｑ １９
： 列表页界面的使用过程

很愉悦

Ｑ２０ ： 我不喜欢 許贞界面Ｑ ２０ ： 我不喜欢列表贞界面

Ｑ １ ７
：Ｉｆ■情 页界面很吸引 人

Ｑ １ ８ ： 详情 贞 界面的操作体验

令人满意

Ｑ １ ９ ： 详情 页 界面的使用过程

很愉悦

Ｑ２０ ： 我不喜欢详情 页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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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邀请可用性评估领域 ５ 位博士生一起对各量表初始问项进行反复阅读和修改 ，
检验编制的

初始量表表述是否准确和规范 。

再次 ， 在老年网络购物用户 中进行小范围调查 ， 对初始量表 中表述不清 、 阅读困难或有歧义的问

项进行标注 。 根据老年用户反馈 ， 问项尽量采用通俗易懂的表述 ，
且问项不可太多 。 最后确定 ３ 个节

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初始量表 ， 如表 ３ 所示 。

最后 ， 在编制的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初始量表基础上 ，
参考以往文献可用性调

查问卷形式 ［

４ ９
］

， 形成正式发放的调查问卷 。 问卷 由两部分构成 ， 第一部分是老年网络购物用户人 口

统计学信息和 网络购物情况 ， 如性别 、 年龄 、 学历 ，
以及网络购物频率 、 网络购物金额等 ；

第二部

分是由 购物网站 ３ 个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初始量表测量问项及其评分组成的 。 问卷采用利克特 ５

点法记分 ， 即非常 同意为 ５ 分 ，
比较同意为 ４ 分 ，

一

般为 ３ 分 ，
比较不同意为 ２ 分 ， 非常不同意为 １

分 。 同 时 ， 为避免用户思维固化 ， 问卷测量问项采用正反两种陈述方式 ， 并对问项提问顺序进行随

机打乱处理 。

２
．
３ 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可用性评估实验任务操作及操作后填写调査问卷的形式进行数据收集 ，
实验对象为有

过网络购物经验的年龄在 ５ ５
？７０ 岁 的老年人 ， 均为来 自

“

晚晴 四合院
”

老年社交网站的网友和辽宁

省老年大学的电脑班学员 。 数据收集采用现场
一对一调研形式 ， 先由老年人 自行完成每个节点实验

任务 ， 每个节点任务完成后 ， 再辅助其完成问卷填写 ， 每位实验对象的实验操作及问卷填写总时间

约为 ４０ 分钟 。 共有 ４６２ 位老年人完成实验及问卷填写 ， 数据收集持续时间从 ２０ １ ５ 年 ８ 月 １ 日 至 １ ２

月 ３ ０ 日 。 经过对回收问卷的筛选 ， 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４５ ９份 。 样本统计详细情况见表 ４ 。

表 ４ 样本统计

题项 变量 频数 比例 ／％

性别
男

２ １ ７ ４７ ． ３

女 ２４２ ５ ２ ． ７

５ ５
－

６０ １ ６７ ３ ６ ．４

年龄 ／岁
６ １ 

？

６５ １ ５ ９ ３４ ． ６

６ ６
－

７ ０ １ ３ ３ ２９ ． ０

初中 ２ ５ ５ ．４

教育程度
髙中或中专

７ ８ １ ７ ，０

大专或本科
３ ４３ ７４ ． ７

研究生
１ ３ ２ ． ９

１０００
－

２ ０００ ４７
１ ０ ． ２

２００
１ 

？

３０００ １ ４４ ３ １
． ５

收人水平／元 ３００ １ 

？

５０００ １ ９ １ ４ １ ． ６

５００ １
－ ７０００ ６４ １ ３ ．９

＞７ ０００ １ ３ ２ ． ８

１
￣

５ １ ９３ ４２ ．０

网购次数 ／（ 次 ／年 ） ６
－

１ ０ １ ５ ６ ３４ ．０

＞
１ ０ １ １ ０ ２４ ．０

＜ １０００ １ ３ ５ ２９ ．４

１００ １

－

２ ０００ １ ００ ２ １ ． ７

网购金额 ／ （ 元 ／年 ）
２ ００ １

－

４０００ １ ０３ ２２ ．４

４ ００ １ 

？

７ ０００ ７ ４ １ ６ ．２

＞７ ０００ ４７ １ 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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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统计分析

对 ４ ５９ 份问卷随机抽取
一半 ， 采用 ＰＡＳＷＳ ｔａ ｔ ｉｓ ｔｉｃ ｓ１ ８ ．０ 统计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项 目分析和探

索性因素分析 ， 另
一半采用 ＡＭＯＳ１ ７ ． ０ 统计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及问卷的信度 、

效

度检验 。 有效样本数与测量题项数之比大于 １ ０
，
满足样本量至少为测量题项 ５ 倍的要求 ［

５ ２
］

。

３ 调硏结果与分析

３ ． １ 项 目分析

根据以往文献的建议 ［

５ ３
￣

５ ５
］

， 本文项 目分析采用的主要方法及其判断标准如下 ： ①极端组比较法 。

它 的主要原理为将量表中所有实验对象填答的题项得分加总 ， 求 出各实验对象在量表上的总分并加 以

排序 ， 将实验对象在量表总体得分最高 （ 前 ２ ７％ ） 与最低 （ 后 ２７％ ） 的两个极端组加以分组归类 ， 然

后采用独立样本 ｆ 检验法 ， 检验各题项平均数在两个极端组的差异是否具有显著性 ， 从而反映题项的

鉴别度 。 独立样本 ／检验法是求得问卷各题项的 ｆ 值 ， 即 ＣＲ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 即决断值 ） ，
剔除 ｆ值未达

０ ．０ ５ 显著性水平或 （值统计量小于 ３ 的题项 。 ②题项与总分相关 。 删除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小于 ０
．

４

的题项 。 ③量表内部
一

致性信度检验 。 采用 内部一致性 《 系数 ， 删除校正题项与总分相关系数小于 ０ ．４

且删除该题项后 ｃ
ｔ 值增加的题项 。 ④题项的共同性与因素负荷 。 删除共同性小于 ０ ． ２ 或因素负荷量小

于 ０ ．４ 的题项 。 各节点量表的项 目分析结果详见附录 Ａ 。

根据上述方法和判断标准 ， 删除各节点中鉴别能力较差的题项 Ｑ６
、 Ｑ７ 和 Ｑ １ ４

， 最终得到的老年

人购物 网站 ３ 个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均 由 １ ７ 个题项构成 。

３ ．
２ 探索性因素分析

首先对购物网站各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保留 的 １ ７ 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 在做因素

分析之前 ， 对数据进行 Ｂ ａｒｔ ｌ
ｅ ｔｔ 球形检验 ， 结果如表 ５ 所示 ， ３ 个节点的 ＫＭＯ 值均大于 ０ ． ８ ，Ｂａｒｔｌ

ｅ ｔｔ

的球形度也通过显著性检验 ， 表明原始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

５ ６
］

。

表 ５ 购物网站 ３ 个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置表 Ｂａｒ ｔｌｅｔｔ 检验结果

节点 ＫＭＯ 取样适切性量数

Ｂａｒｔ ｌｅｔｔ
’

ｓ 球形检验值

近似卡方分布 自 由度 ｄｆ 显著性 Ｓ ｉｇ
．

节点 ｉ ０ ． ８ ７２ ３２７ ０ ． ９ １ ８ １ ３６ ０ ．００ ０

节点 ２
０ ． ８ ０６ ３９ １ ７ ． ７ ８２ １ ３６ ０ ． ０００

节点 ３ ０ ． ８ １ ９ ４ ２ ３ ６ ． ２４７ １ ３ ６ ０ ． ０００

其次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
以最大正交旋转法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 取特征根大于 １ 的 因素 ，

每个节点评价量表均抽取出 ４ 个共同因素 ， 累积方差解释率均超过 ６０％ ， 同时 ， 各节点保 留的 １ ７ 个题

项很好地归属于 ４ 个成分因素 ， 每个测项的 因素负荷值均大于 ０ ．６００ ，
且跨因素负荷值都小于 ０ ．４００ ，

表示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很好 ［

５７
］

。 但是 ， 购物网站各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提取的 ４ 个公因子

与初始量表设想的 ５ 维度结构稍有区别 ， 其中 ， 有 ３ 个因素与初始量表编制的维度及题项符合 ， 分别

为规范性 、 易学性和吸引 力 ，
而

“

易读取
”

和
“

易导航
”

维度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后聚到
一

个共同因

子上 ，
原因 可能是被调查者认为这两个维度的测量题项反映的是同

一

特征概念 ，
因此

， 将二者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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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因素重新命名为
“

导航性
”

因素 ， 这样 ，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所确定的老年人购物网站 ３ 个节点

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均为 ４ 因素结构 ， 分别为规范性 、 易学性 、 导航性和吸引力 ，
各节点 因素包

含的具体题项及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见附录 Ｂ 。

３ ． ３ 验证性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随机抽取的另
一

半有效样本对购物网站 ３ 个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进行了探索性

因素分析 ， 但是 ， 探索性因素分析只适合在量表开发初期使用 ， 当对量表内部结构有 了 比较清晰的预

期后 ， 利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是能够检验研究者的预期的
［

５ ８
］

。 另外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认为 ， 在理论发展过程

中先利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建立模型 ， 然后为 了保证量表所测特质的稳定性 、 确定性和可靠性 ， 采用验

证性因素分析检验模型是必要的
［
５ ９

］

。 因此 ，
在探索性因素分析基础上 ， 将购物网站每个节点界面感知

可用性评价量表中保留 的 １ ７个题项作为观测变量 ，
４ 个因素作为潜在变量 ，

构造购物 网站每个节点界

面感知可用性评价因素结构模型 ， 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整

体适配度指标如表 ６ 所示 。 根据检验结果 ， 购物网站 ３ 个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因素结构模型卡方

与 自 由度之比均小于临界值 ２ ．０００ ，ＲＭＳＥＡ 均小于临界值 ０ ．０８０ ，ＧＦＩ 均大于临界值 ０ ．９００
，ＮＦＩ 、 ＩＦＩ

和 ＣＦＩ 均大于临界值 ０ ．９００ ，ＰＧＦＩ 和 ＰＮＦＩ 均大于临界值 ０
．５００ ，ＣＮ 均大于适配标准 ２００ 。 因此 ， 从总

体上看 ， 购物网站 ３个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因素结构模型适配度都表现 良好
［

６°
￣

６２
］

。

表 ６ 购物网站 ３ 个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整体适配度指标

检验指标

／／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ＧＦＩ ＮＦＩ ＩＦ Ｉ ＣＦＩ ＰＧＦＩ ＰＮＦ Ｉ ＣＮ

节点 １
１

． ２３６ ０ ． ０３ ３ ０ ． ９３ ４ ０ ． ９ ６２ ０ ． ９ ９ ３ ０ ．９９２ ０ ． ６６ ６ ０ ．７ ９５ ２ １ ９

节点 ２
１

． ４１ ９ ０ ． ０４２ ０ ． ９ ２９ ０ ．９ ５７ ０ ． ９８４ ０ ．９ ８４ ０ ．６７４ ０ ． ８ ０３ ２ ２ ５

节点 ３
１

． ４６３ ０ ． ０４４ ０ ，

９３４ ０ ．９６８ ０ ． ９９０ ０ ．９９０ ０ ． ６２８ ０ ，７ ３ ３ ２ １
０

另外 ， 根据因素结构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 附录 Ｃ）
，
得到购物网站 ３ 个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

评价因素结构模型观测变量的质量 ， 所有观测变量的因素载荷介于 ０ ．７ １２
？

０． ９６４ ， 并且达到显著性水平 ，

这表示购物网站 ３ 个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因素结构模型适配度 良好。 以上分析表明 ， 购物网站 ３

个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因素结构模型均通过了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 ， 量表结构也均符合探索性因

素分析检验的因素结构 。

３
．
４ 量表信度检验

信度检验反映 了 测量工具的
一致性或稳定性 。 在利克特态度量表中

，
常用 的信度检验方法为

Ｃｒｏｂａｎｃｈ ｃｔ 系数 。

一般来讲 ， 量表信度系数如果在 ０ ． ８０ 以上
，
则表示信度非常好 ［

６ ３
］

。

经过项 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后 ， 购物网站各节点界面均产生了包含 １ ７ 个题项和 ４ 个因素 的新

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 。 因此 ， 信度检验除了检验各节点整体评价量表的信度系数外 ，
还要检验各节点

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中每个因素分量表的信度系数 ，
具体信度检验结果见附录 Ｄ 。

根据信度检验结果 ， 各节点界面整体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及其 ４ 因素分量表信度系数均在 ０ ． ８０ 以

上
，
且删掉任何题项都会导致其分量表信度系数降低 ， 这表明各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均具有

较高的内部
一

致性和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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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也可以得知 ，

各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模

型的因素组合信度均大于 ０ ．８ ０ ， 说明各节点界面构建的感知可用性评价因素结构模型具有很好的 内部
一致性

，
也同时验证了所建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

３ ．５ 量表效度检验

效度检验反映了观测变量是否能真正测得研究人员所要衡量的潜在变量的程度 ，
大多数研究主要

检验所构建的因素结构模型的 内容效度 、 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
，
本文沿用这种做法 。

３ ．５ ． １ 内容效度

本文主要从以下 四方面保证量表的 内容效度 ： ①查阅 了大量的 国 内外 已有相关研究文献 ，
并对其

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整理 ， 使量表开发建立在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 。 Ａｈｉｒｅ等认为 ， 细致而全面的文献

分析有助于保证开发量表的 内容效度
［
６ ４

］

。 ②通过访谈获取第一手关于老年人购物 网站界面操作体验方

面的真实资料
，
在文献研究基础上 ，

给 出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评价维度及其含义解释。 访谈

能使量表开发变量的含义和外延更为明确 和具体
［

５９
］

。 ③邀请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组成专家小组 ， 针对各

维度及其测量题项的具体内容进行反复修改和设计 ，
以形成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可用性评价初始量表 。

专家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有效把握变量含义 、 变量与测量题项之间的关系以及测量题项之间的

关系 ， 从而完善量表测量题项
［
５９

］

。 ④在老年 网络购物用户 中进行小范围调查 ， 根据其群体特征多次修

正测量题项的语句表述 ， 从而保证量表测量题项尽量简化和通俗易懂 。 综上 ， 本文提出 的量表具有较

好的 内容效度 。

３ ． ５ ． ２ 收敛效度

本文主要通过观测变量的因 素载荷 、
组合信度和平均方差抽取量来检验各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

价量表的收敛效度
［
６ ５＜７

］

。 具体标准是测量题项因素载荷大于 ０ ． ５０ ，
组合信度大于 ０． ７０ ， 平均方差抽取

量大于 ０ ． ５０ 。 同 时 ， 购物 网站各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的测量题项 因素载荷均在 ０ ．５０ 以上 、 因

素组合信度均大于 ０ ．７０ 、
因素平均方差抽取量均大于 ０ ． ５０ 。 因此 ， 量表具有 良好的收敛效度 。

３ ． ５ ． ３ 区别效度

本文利用潜在变量平均方差抽取量平方根与潜在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进行 比较的方法来检验购物

网站各节点 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因 素结构模型的区别效度 ， 如果平均方差提取平方根大于变量之间

的相关系数 ， 表明具有 良好的区别效度 。 数据表明 （ 附录 Ｅ ）
， 每个节点潜在变量平均方差抽取量平

方根均大于其对应的相关系数 ， 因此 ， 各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因 素结构模型均具有较好的 区别

效度 ［

６８
］

。

３
．
６ 二阶验证性 因素分析

根据前文量表结构的理论分析 ， 规范性 、 易学性 、 导航性和吸引 力 ４ 个维度之间存在共同 的 、

更高级的潜在因子 ， 即老年人购物 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 。 另外 ， 根据区别效度检验结果也可 以看 出 ，

各维度之间相关系数较高
，
可能存在共同的二阶因素 。 因此 ， 本文的研究将这 ４ 个维度作为

一

阶因

素 ， 将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作为二阶 因素 ， 构建 ３ 个节点可用性评价二阶因素模型进行检验 ，

结果见表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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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节点
１

节点 ２

节点 ３

表 ７ 购物 网站 ３ 个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二阶因素结构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路径因素 ０
—

因素 １因素 ０
—

因素 ２因素 ０
—因素 ３因 素 〇

—因素 ４

路径系数０ ． ５ ３ ４０ ． ６８ ６ ０ ．７ ３ ２０ ．６４３

模型适配度检验指标 ： Ｚ ／ｄｆ
＝

１
． ７０６ ，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６ ７ ，ＧＦ Ｉ

＝

０ ．９０８ ，ＮＦ Ｉ

＝

０ ．９２ ９ ， ＩＦ Ｉ
＝

０ ．９６０ ， ＣＨ＝ ０ ．９５ ９ ， ＰＧＦＩ
＝

０ ． ６６２ ，ＰＮＦ Ｉ
＝

０ ．７ ８５ ，



ＣＮ＝２ １ ３


路径系数０ ． ５ ０５０ ． ６ ０２０ ． ７ ２ ８０ ． ５ ３ ６

模型适配度检验指标 ： ／／ｄｆ
＝

１
． ８４０ ，ＲＭＳＥＡ＝０ ．０７４ ，ＧＦ Ｉ

＝
０ ． ９０７ ，ＮＦ Ｉ

＝

０ ． ９ １ ６ ，ＩＦ Ｉ
＝

０ ．９６６ ，ＣＦ Ｉ
＝

０ ． ９６ ６ ，ＰＧＦＩ
＝

０ ． ６８２ ，ＰＮＦ Ｉ
＝

０． ７ ８ ６ ，



ＣＮ＝２ ３ ５


路径系数〇 ． ５ ５ ７０ ． ６７ ８０ ． ６ ２ ２０ ． ５ ９ １

模型适配度检验指标
： ／／ ｄｆ

＝
１

．５ ２２ ，ＲＭ ＳＥＡ＝０ ． ０５ ９ ，ＧＦ Ｉ
＝

０ ． ９０５ ， ＮＦＩ
＝

０ ． ９０７ ，ＩＦ Ｉ
＝

０ ．９２ ０ ，ＣＦＩ
＝

０ ． ９ １ ９ ，ＰＧＦＩ
＝

０ ．６０５ ， ＰＮＦ Ｉ
＝０ ， ７ ５ ９ ，

ＣＮ＝２０６

由表 ７ 可知 ， ３ 个节点可用性评价二阶因素结构模型适配度指标 ｊ

２

／ｄｆ小于临界值 ２． ０００
，ＲＭＳＥＡ

均小于临界值 ０． ０８０ ，ＧＦＩ 均大于临界值 ０
．
９００

，ＮＦＩ
、

ＩＦＩ 和 ＣＦＩ 均大于临界值 ０ ．９００ ，ＰＧＦ Ｉ 和 ＰＮＦＩ

均大于临界值 ０ ．５ ００ ，ＣＮ 均大于适配标准 ２ ００ 。 因此 ， 统计结果表明 ， 从整体上看 ， 购物网站 ３ 个节

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二阶因素结构模型均拟合良好 。 此外 ，
各节点二阶因素与

一

阶因素之间的路径

系数介于 ０ ．
５ ０５

￣

０ ．７３２ ， 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期 ， 规范性 、 易学性 、 导航性和吸引力 ４ 个维度能收敛于老

年人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这个二阶构念 。 综上 ， 本文开发的老年人购物网站 ３ 个节点界面感知可

用性评价 ４ 维度量表均是合理的 、 有效的 。

４ 讨论

４
．
１ 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可用性评价量表的结构和信度效度

本文通过文献查阅 、 访谈等研究方法收集有关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操作体验方面相关资料 ， 从而

构建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初始量表维度及问项 ， 通过专家评定之后 ， 修改成预测问卷 ，

然后利用可用性评估实验和 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数据来确定量表的结构 。 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对各节点

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 ， 确定了量表的结构 ， 而进
一

步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

各观察变量在各 自潜变量上的因素载荷介于 ０ ．７ １２￣０ ．９６４
，
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标也都达到了可以接受的

统计学标准 ，
证明构建的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结构 良好 。 最终确定的老年人购物

网站各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均由 ４ 个评价维度和 １７ 个测量问项构成 。

在量表信度方面 ，

一

般认为信度系数大于 ０
．
８ 表示问卷的信度可以接受 ， 还有研究认为信度系数

在 ０ ．５￣０
．
７ 也可 以接受 ［

６９
］

。 在本文中 ， 老年人购物网站各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总体信度系数

介于 ０ ． ８４ ８￣０ ．９２ １
，
各节点量表因素分量表信度系数介于 ０ ． ８５８￣０ ．９６ ６

， 这说明 了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感

知可用性评价量表具有 良好的信度 。

在量表效度方面 ， 研究采用 了文献法 、 访谈法 、 专家评定等方式收集并修订题项 ，
保证了量表的

内容效度 ； 采用可用性评估实验 、 调查问卷等方式收集数据 ， 对量表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进行了检

验 ， 分析结果表明 ， 测量题项因素载荷大于 ０ ．５０ ， 组合信度大于 ０ ．７０ ， 平均方差抽取量大于 ０ ． ５０ ， 每

个节点潜在变量平均方差抽取量平方根均大于其对应的相关系数 ， 从而证明了量表具有 良好的收敛效

度和区分效度 。

综上所述 ， 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的构建过程严格遵循了心理学量表构建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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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具有 良好的结构和信度 、 效度 ，
可以作为考察老年人使用购物 网站过程中感知 网页界面可用性

的有效工具 。

４ ． ２ 老年人使用购物网站界面可用性评价量表的理论贡献及实际应用价值

本文以逐渐成为 网络购物消费主力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 考虑其特有的生理及认知特征 ， 探索

这
一

特殊群体对购物网站界面的可用性实际需求 ， 提取老年人购物 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维度 ，

构建专 门针对老年人进行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水平评价所使用的量表 。 在理论贡献方面 ，
可 以

补充和完善现有 电子商务 网站可用性研究 以 及网站可用性评价量表方面的理论与方法 ，
也能够为今

后涉及老年用户 群体的 网页界面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 在实际应用价值方面 ，
通过对老年人使用

购物 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需求的调查 ， 能够为开发 老年人友好的购物网站界面提供前期设计支

持 ， 并为面向 老年人的购物网站设计及普通购物网站的包容性设计提供有益参考 ， 从而提高老年群

体的 网上购物体验 ， 增加购物网站对老年群体的吸引力 ， 提高购物 网站经济效益 ， 促进电子商务消

费市场繁荣 发展 。

４ ． ３ 老年人使用购物网站界面可用性评价量表与已有研究结果对比分析

首先
，
本文所构建的量表以老年 网络购物用户 为调研样本 ，

以购物 网站节点界面为研究对象 ， 量表

维度结构是从实际调研资料中分析得 出
， 测量问项是在所得到的评价维度基础上 ， 参考已有文献初步编

制
， 再经过可用性领域人员修订以及在老年 网络购物群体实验调查后得到的正式量表 ， 因此 ， 与已有文

献相 比 ， 既有创新性又有共同点 ， 即基于
一定的理论研究基础 ，

也体现 了本文的研究价值 。 例如 ，

“

规范

性
”

评价维度参考了 已有文献中
“

逻辑原则 、

一

致性 、 简洁性 ［

１ ６＾ ３６
］

”

等可用性评价维度类似表达 ；

其测量问项参考 了已有文献中
“

这个 网站信息的呈现方式非常
一

致 ［

３２
］

、 网站的布局是视觉安慰的 ［

３２
］

、 设

计美观和简洁
”

这些问项表达 ［

１ ２
］

。 其次 ， 本文构建的购物 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量表是专门针对老年网络

购物用户的 ， 量表所给出的可用性评价维度体现 了老年人特有的生理和认知特点在购物网站界面可用性

上的需求 ， 这些可用性需求在已有针对老年人的 网站设计研究文献中也得到了验证 ［

１９￣２５
］

。 最后
，
以往文

献给出的可用性评价维度结构并未涉及本文所给出的可用性评价维度或只是部分涉及
［
１￣ １ ４

］

， 在测量问项

编制上 ， 本文并未采用已有量表和文献中测量问项过于专业化的表述方式 ，
而是尽量采用通俗易懂的表

述 ，
以适合在老年群体中进行调研 。

４ ．４ 老年人使用购物网站界面可用性评价量表研究的不足及进
一

步研究内容

首先 ， 本文所构建的量表是以 老年网络购物用户 为调研样本 ， 对于有网络经验但非网购老年用户

没有进行调查 。 ＣＮＮＩＣ（Ｃｈｉ
ｎａＩｎ ｔｅ ｒｎｅｔＮｅ ｔｗｏｒｋ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 ｔｅｒ

， 即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 ） 发布的

《第 ３ ６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
我 国 ６０ 岁 以上老年网络用户 已经达到 １６００ 万人 ［

７＜
）

］

。

这
一

群体中存在很多 因不熟悉购物网站界面操作流程或界面操作复杂而没有进行网络购物的用户 ，
但

也是网络购物的潜在用户 。 因此 ，
在进

一步 的研究 中
，
需要完善调研样本的选择范围 ， 提高购物网站

界面的适用性 。 其次 ， 本文选择的购物网站节点界面没有包括支付界面 ，
网购过程中付款操作的复杂

性和安全性也会对老年人网络购物产生影响 。 因 为笔者通过对老年 网购用 户进行调研发现 ， 对于商品

的支付 ，
大多数老年人出 于安全考虑 ， 没有开通属于 自 己 的网上支付账号 ，

而是选好商品后 ， 添加到

购物车或把商品地址链接发送给子女 、 亲戚等 ， 由他们完成支付 ，
还有

一

部分老年网购用户 由 于具有

熟练的网络技能和丰富的购物经验 ， 自 己完成支付 ［

４ ８
］

。 因此 ， 在今后的研究中 ，
也有必要对订单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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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算页界面进行研究 。 最后 ， 本文量表的构建是以综合百货类购物网站为研究对象 ， 因此 ， 量表对

其他类型购物网站的适用性还需进
一步检验 。

５ 结论

（ １ ） 本文得到 的老年人购物网站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由规范性 、 易学性 、 导航性 、 吸引

力 ４ 个评价维度和 １ ７个测量问项构成 ， 构建的老年人购物网站各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具有较

好的结构和信度 、 效度 ，
可 以作为老年群体对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水平的测量工具 。

（ ２）本文得到的老年人购物网站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在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方面都具有一定

的贡献和价值 。

（ ３ ） 本文与已有研究相比 ， 具有
一定的创新性 ，

完善和补充了 已有研究的理论空 白 。

（ ４ ） 本文还存在一定的研究不足 ，
仍需要在尚未探索的方面进行进

一步研究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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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ｅｎｃｅ
，
２０ １４

，
２ （ ３ ） ：２２７ －

２ ３６ ．

［
６

］ Ｆ ｒｅｄｅｒｉ ｃｋ Ｄ ，Ｍｏｈ ｌｅｒ
Ｊ ，Ｖｏ ｒｖｏｒｅａｎｕＭ

，ｅ ｔ ａｌ ．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ｐ
ａｒａｌ ｌａｘ ｓ ｃｒｏ ｌｌ ｉｎｇ 

ｏｎｕｓ ｅｒｅｘｐｅｒ ｉｅｎｃｅｉｎｗｅｂ ｄｅｓｉ
ｇ
ｎ

ｆ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Ｕｓａｂ ｉｌ ｉｔｙ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 １ ５

，
１ ０ （ ２ ） ：８ ７

－

９ ５ ．

［
７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 ｉ ｚａｔｉ ｏｎ ｆｏｒＳ 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ｚａｔ ｉｏｎ ． ＩＳ０９２４ １

［Ｓ ］
．Ｅｒｇｏｎｏｍ ｉｃ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 ｔｓｆｏｒ ＯｆｆｉｃｅｗｏｒｋＷｉ ｔｈ Ｖｉ ｓｕａｌＤ ｉｓｐｌａｙ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ｓ（ ＶＤＴｓ ）
－Ｐａｒｔ１ １ ：Ｇｕｉ ｄａｎｃｅｏｎＵｓａｂ ｉ ｌｉ ｔｙ ，１ ９ ９８ ．

［
８

］Ｊｅｎｇ Ｊ
．Ｗｈａｔｉ

ｓｕｓａｂ ｉｌ
ｉｔｙ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 ｔｅｘ ｔｏｆｔｈｅｄ ｉ

ｇ
ｉ
ｔａｌｌｉ ｂｒ ａｒｙａｎ

ｄｈｏｗｃａｎ ｉ
ｔｂ ｅｍｅａ ｓｕｒｅｄ ［Ｊ ］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ｙ＆

Ｌ ｉｂｒａｒ ｉｅｓ
，２０ １ ３

，
２４ （ ２ ） ：４７－５ ６ ．

［９］Ｆ ｅｒｒｅｉｒａＳＭ
，Ｐｉ ｔｈａｎＤＮ ．Ｕ ｓａｂ ｉ

ｌ
ｉｔｙｏｆｄｉ

ｇｉ
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 ｉｅｓ ：ａｓｔｕｄ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ｓ ｏｆ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 ｉｅｎｃ ｅａｎｄｈｕｍａｎ－

ｃｏｍｐ
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ａ ｃ ｔｉ ｏｎ

［Ｊ］
．ＯｃｌｃＳｙ ｓｔｅｍｓ＆Ｓｅｒｖｉ ｃｅｓ

，２ ０ ０５ ，２ １（ ４ ）
：
３ １ １

－

３ ２３ ．

［ １０
］Ｓｈａｃｋｅ ｌＢ ．Ｅｒｇｏｎｏｍ ｉｃｓｉｎｄｅｓ ｉｇｎｆｏ ｒｕｓ ａｂｉ ｌ ｉｔｙ ［

Ｃ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Ｂｒｉ ｔ ｉｓｈＣｏｍｐｕ ｔｅｒＳｏｃｉ ｅｔｙ ，
Ｈｕｍ ａｎＣｏｍｐｕ 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 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 ｓ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Ｐｅｏｐｌ ｅ ａｎｄＣｏｍｐｕ ｔｅｒ ｓ ：Ｄ ｅｓ ｉｇｎｉｎｇ 
ｆｏ ｒ

Ｕｓ ａｂｉ ｌ ｉｔｙ ，１ ９ ８６ ：４４ －

６４ ．

［
１ １ ］Ｓ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Ｂ ．Ｄｅｓ ｉｇｎｉｎ

ｇ
ｔｈｅｕｓｅｒ ｉｎｔ ｅｒｆａｃ ｅ

－

ｓｔｒａｔｅ
ｇ

ｉ ｅｓ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ｈｕｍａｎ －

ｃｏｍｐｕ
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ｏｎ

［
Ｊ］

．ＡｃｍＳ ｉｇｂ ｉ ｏＮｅｗｓ

Ｌｅｔｔｅｒ
，１ ９ ９８

，２（ ２ ） ；５ ３
－

５８ ．

［
１ ２］ Ｎｉｅｌ ｓｅｎ Ｊ ．Ｕｓａｂｉ ｌ 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 ［

Ｍ
］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 ｓｃ ｏ ：ＭｏｒｇａｎＫａｕ ｆｍ ａｎｎ
，
１ ９９ ３ ．

［
１ ３

］Ｒｏｙ
ＭＣ ，Ｄｅｗｉｔ Ｏ

，Ａｕｂｅｒｔ ＢＡ ．Ｔｈｅｉｍ
ｐａｃ

ｔｏ ｆ ｉｎ ｔｅｒｆａｃｅｕｓ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ｉｎｗｅｂ ｒ ｅ ｔａｉ ｌ ｅｒｓ［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Ｒｅｓｅａｒｃ ｈ

，２００ １
，

１ １（ ５ ） ：３ ８８
－

３ ９８ ．

［ １４ ］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Ｖ
，
Ｍｏｒｒｉ ｓＭ Ｇ ，ＤａｖｉｓＧ Ｂ

，
ｅ ｔ ａｌ ．Ｕｓｅｒ ａｃｃｅｐ

ｔａｎｃｅｏｆｉ 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ｙ ：ｔｏｗａ ｒｄａｕｎｉｆｉ ｅｄ ｖｉｅｗ

［
Ｊ
］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ｌｙ ，２００ ３ ，
２ ７（ ３） ： ４２ ５

－４７ ８ ．

［
１５

］
饶培伦 ， 邹海丹 ， 陈翠玲 ． 汽车购买决策辅助网站的用户体验设计

［
Ｊ

］
． 人类工效学 ，

２０ １ ２
，１ ８（１） ：５ ４

－

５ ８ ．

［
１６ ］Ｌ ｉｎ

ｇ
Ｃ

，
ＳａｌｖｅｎｄｙＧ ．Ｐｒｉ ｏｒｉ ｔ ｉｓ ｉｎ

ｇ
ｕｓａｂ ｉｌ ｉｔｙｃｏｎｓｉ ｄｅｒａｔ ｉ ｏｎｓｏｎＢ２Ｃｗｅｂｓ ｉｔｅｓ

［
Ｊ

］
．Ｔｈｅｏｒ ｅｔ ｉｃａｌＩｓ ｓｕｅｓｉｎＥｒ

ｇ
ｏｎｏｍ ｉ ｃｓＳｃ ｉｅｎｃｅ

，

２０ １３
，
１４（ １） ：６９ －

９ ８ ．

［
１７］ Ｃｅｒｅ ｌ ｌａ 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 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 ｓ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ｉｎ 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

Ｊ
］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Ｂｕ ｌｌｅｔ ｉｎ
，
１ ９ ８５

，９８ （ １ ） ：６７
－

８ ３ ．

［
１ ８］ ＳａｌｔｈｏｕｓｅＴ Ａ ．Ｒｅａｓ ｏｎｉｎ

ｇ 
ａｎｄＳ

ｐ
ａｔｉａ ｌＡｂ ｉ ｌｉ ｔｉｅｓ ［Ｍ］

．Ｈｉ ｌｌｓｄａｌｅ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Ｅｒｌｂａｕｍ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
１ ９ 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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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９ ］ＦｕｋｕｄａＲ ，
Ｂｕ ｂｂＨ ． Ｅｙｅｔ ｒａｃｋ 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ｗｅｂ

－ｕ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 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ｙ

ｏｕｎｇｅｒ ａｎｄｅｌｄ ｅｒｌｙ ｕｓ ｅｒｓ ｉｎ ｃａｓｅｏｆｓ ｅａｒｃｈ ｔａ ｓｋ

ｗ ｉｔｈ ｅ ｌｅｃ ｔ
ｒｏｎｉ ｃｔ ｉｍｅｔａｂ ｌｅｓ ｅｒｖ ｉｃｅ

［
Ｊ

］
．Ｐ ｓｙｃｈｏｌ ｏ

ｇｙ
Ｊｏｕｒｎ ａ ｌ ，２０ ０ ３ ，１ （３） ：２ ０２

－

２２ ８ ．

［
２０ ］Ｌ ｉｎｇ

Ｊ ，ｖａｎ Ｓｃｈａ ｉ ｋＰ．Ｔｈ ｅ ｉｎ ｆｌｕｅｎ ｃｅ ｏｆ ｆｏｎ ｔ ｔｙｐｅａｎｄ ｌｉ ｎｅ ｌｅ ｎｇ ｔｈ ｏ ｎｖ ｉ ｓｕａ ｌｓｅａｒｃ ｈａｎｄ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 ｏｎ ｒｅ ｔｒｉｅ ｖａｌ ｉｎｗｅｂ
ｐａｇ ｅｓ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 ｌ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ｍ

ｐ
ｕ ｔｅ ｒＳ ｔｕｄ ｉ ｅｓ ，２ ００６ ，６４（ ５ ） ：３ ９５

－

４０４ ．

［
２ １

］Ｋｏｓｎ ｉｋＷ
，
Ｗｉｎ ｓｌ ｏｗＬ ， Ｋ ｌ ｉ ｎｅＤ ，ｅｔ ａ ｌ

．Ｖｉ ｓｕａ 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ｄａ ｉ ｌ

ｙ
ｌ
ｉ ｆｅｔｈｒ ｏｕ

ｇ
ｈｏ ｕｔ ａｄｕ ｌｔｈｏ ｏｄ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Ｇ ｅｒｏｎｔｏ
ｌ
ｏ
ｇｙ ， １ ９８ ８ ，

４ ３（ ３ ） ：６ ３
－

７０ ．

［
２２

］Ｍ ｉ ｌ ｌｓＣＢ ，Ｗｅ ｌ ｄｏ ｎＬ Ｊ ．Ｒｅａｄｉ ｎ
ｇ ｔｅｘ ｔｆｒｏｍｃｏｍ

ｐ
ｕｔｅｒｓｃｒｅ ｅｎ ｓ

［
Ｊ

］
．ＡＣＭＣｏｍｐ

ｕ ｔ 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ｓ（ＣＳＵＲ） ， １ ９８ ７ ， １ ９（４ ） ：

３２ ９
－

３ ５ ７ ．

［
２ ３

］ Ｆｒｅｕｄｅｎ ｔｈａ ｌＤ ． Ａ
ｇ
ｅ ｄ ｉ ｆｆｅｒｅ ｎｃｅ ｓｉ 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 ｅ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 ｏ ｎｒｅｔ ｒｉｅｖａ ｌｔａｓｋｓ
［
Ｊ
］

．Ｂ ｅｈａｖ ｉ ｏｒ＆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 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
ｇｙ ，

２ ００ １
，２０ （１） ：９

－

２ ２ ．

［
２ ４

］ＭａｓｃｈｅｒｅｋＡ ，Ｚ ｉｍ
ｐ
ｒ ｉｃｈ Ｄ ．Ａ

ｇ
ｅ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 ｎｔｙｐ ｉｃａｌ ｉｎ ｔ ｅ ｌｌ ｅｃｔｕａｌ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ｏｌｄ ａｄｕｌ ｔｓ
［
Ｊ

］

．

Ｅ ｘ
ｐ
ｅｒｉｍｅｎｔａ ｌＡｇ ｉｎ

ｇ
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 ，２０ １ ２

，
３ ８ （１） ：６３

－

８ ６ ．

［
２ ５

］ 孟凡兴 ， Ｐ ｉ ｌ ｓｕｎ
ｇ
Ｃ ， 杨华胜 ， 等 ． 中 国老年人社交网站的可用性评估 ［ Ｊ］ ． 人类工效学 ， ２０ １ ４ ，２０（ ３ ） ：４２

－４６ ．

［
２ ６

］ Ｓ ｌｏｎ ｅＤＪ ．Ｉ 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ｅ ａｒｃｈａｐｐ
ｒｏａｃｈｅｓ ： ｔｈ 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ｇ
ｅ ，ｓ ｅａｒｃｈ

ｇｏａ ｌｓ ，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 ｉｅｎｃｅ

［
Ｊ

］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Ｉｎｆｏ ｒｍａ ｔｉ ｏｎ 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 ３ ，２ ５ （４ ） ：４０３
－

４ １ ８ ．

［
２ ７

］ Ｃｈａｄｗ ｉｃｋ
－Ｄ ｉａｓＡ ，Ｍｃｎｕｌ ｔｙ

Ｍ ，Ｔｕ ｌ ｌ ｉ ｓＴ．Ｗｅｂｕｓ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ａｎｄａｇｅ ：ｈｏｗ ｄｅｓ ｉｇ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Ｊ ］

．Ａｃｍ－

Ｓ
ｉ

ｇ
ｃａ

ｐ
ｈＣｏｍ

ｐ
ｕ ｔｅｒｓ＆Ｔｈｅ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 ｌ ｙＨ ａｎｄ ｉｃａ

ｐｐ
ｅｄ ，２００２ ， （７ ３

－

７４ ） ：３ ０
－

３ ７ ．

［２ ８］ ＡｚｉｚＮＳ ，Ｋａｍａ ｌｕｄ ｉｎＡ ．Ｕｓ ｉｎ
ｇ ｐ

ｒｅ
－

ｔｅｓ ｔ
ｔｏｖａ ｌ ｉｄ ａｔｅｔｈｅ

ｑ
ｕｅｓ ｔｉ ｏｎｎａｉｒｅｆｏｒｗｅｂｓ ｉｔｅ ｕｓａｂ ｉ ｌｉ ｔ

ｙ ［Ｃ］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

ｇ
ａｎｄ

Ｃ ｏｍ
ｐ
ｕｔｅ ｒＳｙｓｔ ｅｍｓ （ ＩＣＳＥＣ Ｓ）

，
２ ０ １ ５４ ｔｈ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ＥＥＥ

，
 ２０ １ ５ ：１ ０７

－

１ １ １
．

［
２ ９］Ｃ ｈｉ ｎＪＰ ，Ｄ ｉｅｈ

ｌＶＡ ，Ｎ ｏｒｍ ａｎＫＬ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 ｔｏｆａｎｉｎｓ ｔｒｕｍｅｎ ｔ ｍｅａｓｕｒ ｉｎ
ｇ
ｕｓｅ ｒｓａ ｔｉ ｓ ｆａ ｃｔｉ 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 ｎｔ ｅｒｆａｃｅ
［
Ｃ

］
．Ｐｒ ｏｃｅｅｄ ｉ 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Ｓ ＩＧＣＨＩ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Ｆ ａｃ ｔｏｒｓｉｎＣｏｍｐｕ ｔ ｉｎ

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ＣＭ ， １９ ８ ８ ：２ １ ３

－

２ １ ８ ．

［
３ ０

］Ｋ ｉｒａｋｏｗｓｋ ｉＪ
，
Ｃｏ ｒｂｅ ｔｔＭ．ＳＵＭ Ｉ ：ｔｈ ｅｓ ｏｆｔｗａｒｅｕｓ ａｂ ｉｌ ｉ

ｔ

ｙｍ 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 ｔｉｎｖｅｎ ｔｏ ｒｙ［
Ｊ

］
．Ｂｒｉ ｔｉ ｓ 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 ｌ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ｙ ，１ ９ ９３

，
２４（ ３ ）

：２ １ ０
－

２ １ ２ ．

［
３ １

］Ｌ ｅｗ ｉｓＪＲ．Ｉ ＢＭｃｏｍ
ｐ
ｕ ｔｅｒｕ ｓａｂ ｉ ｌｉ ｔｙｓ ａｔ ｉｓｆａｃ ｔ ｉｏｎｑｕｅｓ ｔｉ ｏｎｎ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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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节点 题项 决断值 题项与总分相关 校正题项与总分相关 题项删除后的 ａ值 共同性 因素负荷

Ｑ ６ １ ． ５ ０２＜ ３ ０ ． ０７７
＜０ ．４ ０ ． ０３ ４ ０ ． １ ８４

（产０ ．

１ ３ ６ ） （ ＾
＝
０ ．２ ５ ３）

０ ． １ ４５０ ． ４ ０ ． ８ ８６＞０ ． ８７ ６

＜
０ ． ２

＜
０ ． ４

Ｑ７ ２ ． ６１０＜３ ０ ． １４６＜０ ．４ ０ ． ０７４ ０ ．２７ １

（ ／
＞

－

０ ． ０ １ ） （ ｐ
＝

０ ． Ｑ３ ０ ）

０ ． ２３３＜０ ． ４ ０ ． ８ ９３＞ ０ ． ８７ ６

＜０ ． ２ ＜０ ．４

Ｑ８ ６ ． ８ ５ ３ ０ ． ５０６

（＾
＝
０ ． ０００）

（产０ ． ０００
）

０ ．４５ ２ ０ ． ８７ １ ０ ． ２８ ２ ０ ． ５ ３ １

Ｑ９ １
０ ． ４４ ５ ０ ． ５７７

（ｐ
－

０ ． ０００ ） （ ｐ
＝
０ ．０００ ）

０ ．５ １ ９ ０ ． ８６９ ０ ． ４２ １ ０ ． ６４９

Ｑ １ ０ １ ２ ． ４７ ３ ０ ． ５９４

（ｐ
＝

０ ． ０００） （
／
？

＝

０ ．０００ ）

０ ． ５４ １ ０ ． ８６８ ０ ． ４５４ ０ ． ６７３

Ｑ １ １ １ ２ ． ５ ９５ ０ ．５９６

（ ／？

－

０ ． ０００ ） （产０ ■ ０００
）

０ ． ５４５ ０ ． ８ ６８ ０ ． ４３ ７ ０ ． ６６ １

Ｑ １ ２ １ ０ ．

１ ５９ ０ ． ６ １ １

（尸０ ． ０００ ） （ ｐ
＝
０ ．０００ ）

０ ．５ ３ ８ ０ ． ８６８ ０ ．４ １ ４ ０ ． ６４３

节点 １

Ｑ １ ３ ６ ． １ １ ４ ０ ． ５０６

（产０ ． ０００ ） （产０ ．０００ ）

０ ．３ ３ ６ ０ ． ８７４ ０ ． １ ８ １ ０ ． ４７６

Ｑ １ ４ １
． ４６Ｋ ３ ０ ． １ ９９＜０ ．４ ０ ． ０２ １ ０ ．

１ ４５

（ ／
？

＝
０ ．

１ ４６ ） （产０ ．００ ３
）

０ ．

１ ０４＜０ ． ４ ０ ． ８ ８３＞ ０ ． ８７６
＜
０ ．２ ＜０ ． ４

Ｑ １ ５ １ ０ ． ０８９ ０ ． ５５５

（ｐ
＝
０ ．０００

）
（严０ ． ０００ ）

０ ．４９４ ０ ． ８ ７０ ０ ． ３ ０ １ ０ ． ５ ４９

Ｑ １ ６ ７ ． ４７８ ０ ． ５５ ２

（ ／ ？

＝
０ ． ０００ ） （ ｐ

＝
０ ．０００ ）

０ ．３ ８ ０ ０ ． ８７３ ０ ． １ ９ １ ０ ． ４６７

Ｑ １ ７ １ ０ ． ８ ７０ ０ ． ７４０

（
／

＞

＝
０ ． ０００ ） （产０ ． ０００ ）

０ ．６ ８９ ０ ． ８６２ ０ ． ５０ ８ ０ ． ７ １２

Ｑ １ ８ ９ ． ９８ ９ ０ ． ６８０

（产０ ．０００ ） （ 尸
＝
〇 ． 〇〇〇

）

０ ． ６２０ ０ ． ８ ６５ ０ ． ４３０ ０ ．６５ ５

Ｑ １ ９ ９ ． ２５ ０ ０ ． ６５ ２

（ｐ
＝０ ． ０００ ） （严０ ． ０００ ）

０ ． ５ ８７ ０ ． ８６６ ０ ． ３ ８ ５ ０ ．６２ １

Ｑ ２０ １ １
．２ ８８ ０ ． ７３ ５

（ｐ
＝
０ ． ０００ ） （ ＾

＝
０ ．０００

）

０ ．６ ８ １ ０ ． ８ ６２ ０ ． ４９６ ０ ．７０４

Ｑ １ ７ ．

１ ６０ ０ ． ５ １ ２

（户
＝

０．０００） （ ｐ
－
０ ． ０００ ）

０ ．４４５ ０ ． ８ １ ９ ０ ． ３ ０９ ０ ．５ ５ ６

Ｑ２ ８ ． ９７５ ０ ． ５７０

（ ／；

＝
０ ． ０００ ） （ ＾

＝
０ ． ０００ ）

０ ．４ ９０ ０ ． ８ １ ６ ０ ． ３ ３ ２ ０ ．５ ７６

Ｑ３ ７ ．０８ ０ ０ ． ５０９

（ ／？
＝
０ ． ０００ ） ｛ ｐ

＝
０ ． ０００

）

０ ．４３ ７ ０ ． ８ １ ９ ０ ． ２８ ９ ０ ．５ ３ ８

Ｑ４ ８ ． ９３ ７ ０ ． ５７７

（ｐ
＝
０ ． ０００ ）

（ ／７
＝
０ ．０００

）

０ ．４９７ ０ ． ８ １ ６ ０ ． ３ ３ ６ ０ ．５ ７９

节点 ２
Ｑ５ １ ６ ． ７２０ ０ ． ６７２

（ｐ
＝
０ ． ０Ｑ０ ） （ ＾

＝
０ ．０００ ）

０ ． ６ １ ２ ０ ． ８ １ １ ０ ． ４８ ８ ０ ．６９９

Ｑ６ ２ ． ７９２０ ０ ． １９Ｋ０ ．４ ０ ．

１４ ０ ０ ．３ ７５

（户
＝

０ ．００６
） （ ／

？

＝

０ ． ００ ５
）

０ ． ２８３＜０ ． ４ ０ ． ８ ５ １
＞ ０ ． ８２８

＜０ ． ２ ＜０ ． ４

Ｑ７ ０ ． ６６３
＜
３ ０ ．００３

＜
０ ． ４ ０ ． ０２８ ０ ．

１ ６８

（ ｐ
＝
０ ． ５０８ ） （ Ｐ＝０ ． ９６９ ）

０ ．０９３ ＜０ ． ４ ０ ＿ ８４２＞０ ． ８２８

＜０ ． ２ ＜０ ．４

Ｑ８ ８ ． ９２０ ０ ．５ ３ ９

（ ＾
＝
０ ． ０００

） （＾
＝
０．０００

）

０ ．４７４ ０ ． ８ １ ８ ０ ． ３ ０４ ０ ．５ ５ １

Ｑ ９ ８ ． ６８２ ０ ．５４２

（ ｐ
＝
０ ． ０００ ） （ ／？

＝
０ ．０００ ）

０ ．４６７ ０ ． ８ １ ８ ０ ． ２４４ ０ ．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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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节点 题项 决断值 题项与总分相关 校正题项与总分相关 题项删除后的 《 值 共同性 因 素负荷

Ｑ １ ０ ７ ． １ ７ ５ ０ ． ５ ７８

（ ｐ
￣

０ ． ０００ ） （严０ ， ０００）

０ ．３ ９５ ０ ． ８ ２ １ ０ ． ２ ０４ ０ ．４５ １

Ｑ Ｕ ７ ． １９ １ ０ ． ６８４

（

／
？

＝

０ ■０００ ） （ ／
？

＝

０
， ０００ ）

０ ．４０２ ０ ． ８ ２ １ ０ ． ２ ０８ ０ ．４ ５６

Ｑ １ ２ ７ ． ０４ ５ ０ ．６ ３ ８

（ ｐ
＝
０ ．０００ ） （ ／

！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３ ４８ ０ ． ８２３ ０ ．

１ ３ ５ ０ ．４ ６８

Ｑ １ ３ １ ８ ．９ ０４ ０ ． ６ ７ ５

（ｐ
＝
０ ．０００ ） （ｐ

＝
０ ． ０００ ）

０． ６ １ ５ ０ ． ８ １ ０ ０ ． ５０８ ０ ． ７ １ ２

Ｑ １ ４ ２ ．０ １ ４＜３ ０ ． ２４Ｋ ０ ． ４ ０ ．０ １ ２ ０ ．

１ １ １

（ ／
？
＝
０． １ ０６ ） （ｐ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１ １ ６＜０ ． ４ ０ ． ８ ３ ８＞ ０ ． ８２ ８

＜０ ．２ ＜０ ．４

节点 ２
Ｑ １ ５ １ ０ ．５ ０２ ０ ． ５ ５ ０

（ ／？

＝
０ ．０００ ） （严０ ， ０００ ）

０ ．４７４ ０ ． ８ １ ７ ０ ．３ ３ ０ ０ ． ５ ７ ５

Ｑ １ ６ １ ０ ． ６ １ ９ ０ ． ５ ３ ８

（ｐ
＝

０ ．０００ ） （ ／ ？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４６２ ０ ． ８ １ ８ ０ ．３ ０９ ０ ． ５ ５６

Ｑ １ ７ １ １ ． ５ ８ ２ ０ ． ６７０

（ ／ ？

＝
０ ． ０００ ） （ ｐ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６０６ ０ ． ８ １ ０ ０ ． ４９５ ０ ． ７ ０３

Ｑ １ ８ １ ０ ． ７３ ３ ０ ． ６５６

（ ｐ
＝

０ ． ０００ ） （ ／
＞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５ ８ ７ ０ ． ８
１ １ ０ ． ４８ ０ ０ ． ６９３

Ｑ １ ９ １ ０ ．７ １ ８ ０ ． ６４４

（ ｐ
－

０ ． ０ ００ ） （ ｐ
＝

０ ． ０００）

０ ． ５７３ ０ ．８ １ ２ ０ ． ４５５ ０ ．６ ７４

Ｑ ２０ １ ０ ． ５ ８ ６ ０ ． ６ １０

（ ｐ
＝
０ ． ０００ ） Ｃ

ｐ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５ １ ７ ０ ． ８ １ ４ ０ ． ４０ １ ０ ．６ ３４

Ｑ １ １
１ ． ６ １ ７ ０ ． ７ ５７

（

＾
７
＝
０ ． ０００ ） （ ＾

＝

０ ． ０００）
０ ． ７０３ ０ ． ８５ ７ ０ ． ４８ ６ ０ ．６９７

Ｑ ２ １ １ ． ５ ７８ ０ ．７４７

（ ｐ
＝

０ ． ０００ ）
（ ，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６８ ８ ０ ．８ ５ ７ ０ ． ４７０ ０ ．６ ８ ５

Ｑ ３ １ １
．

１ １
７ ０ ．７ ３ ２

（ ／ ？

＝
０ ． ０００ ） （严０ ． ０００ ）

０ ． ６ ７４ ０ ．８ ５ ８ ０ ． ４４２ ０ ．６ ６ ５

Ｑ４ １
１ ． ６ １ ０ ０ ．７４５

Ｃ
ｐ
－
０ ． ０００ ） （ ｐ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６８６ ０ ．８ ５ ８ ０ ． ４６８ ０ ．６８ ４

０ ５ １ ０ ． ０２９ ０ ．５２９

（ ；
？
＝

０ ． ０００ ） （ ｐ
－
０ ．０００ ）

０ ．４ ７ １ ０ ．８ ６７ ０ ． ３ ８ ５ ０ ．６２ ０

Ｑ ６ １
． ０ １ ９

＜
３ ０ ．０８ ３ ＜０ ．４ ０ ． ００５ ０ ．０６９

（严０ ． ３ １ ０
）

（
ｐ
＝
０ ．２２２ ）

０ ．０ ０８
＜０ ．４ ０ ． ８８２

＞
０ ． ８７ ３

＜
０ ． ２

＜
０ ．４

节点 ３

Ｑ ７ １
． ５ ６９

＜
３ ０ ， １ ６ ６

＜０ ．４ ０ ． ００ １ ０ ．０２４

（
／

７

＝
０ ．

１ １ ９ ） （ｐ
＝

０ ．０ ｌ ４）

０
．

０６９＜ ０ ．４ ０ ． ８ ８ １
＞０ ． ８ ７ ３

＜０ ．２ ＜０ ．

４

Ｑ ８ ７ ． ６５９ ０ ．４６７

（ ／？
＝
０ ． ０００

）
（ ／？

； ０ ．０００
）

０ ．４ ０４ ０ ．８ ６ ９ ０ ． ３ １ １ ０ ． ５ ５ ８

Ｑ ９ ７ ． ０００ ０ ．５ ５ １

（ ／７
＝
０ ． ０００

）
（严 ０ ．０００ ）

０ ． ５ ０３ ０ ． ８ ６ ７ ０ ． ４ １ ０ ０ ．６４０

Ｑ １ ０ ８ ． １ ９８ ０ ． ５ ８ ６

（ ｐ
＝

０ ．０ ００ ） （严０ ．０００ ）

０ ． ５ ３６ ０ ． ８ ６５ ０ ．４４０ ０ ． ６６３

Ｑ Ｈ ８ ． ６８ ９ ０ ． ６００

（ ／＞
＝

０ ■０００ ） （严０ ．０００ ）

０ ． ５４４ ０ ． ８ ６５ ０ ．４４ １
０ ． ６６４

Ｑ １ ２ ６ ． ７ ３ ５ ０ ．５ ２２

（ ｐ
＝
０ ．０ ００ ） （ｐ

＾
Ｏ ．ＯＯＯ ）

０ ．４７０ ０ ． ８６７ ０ ．３ ６９ ０ ． ６０７

Ｑ １ ３ １ ０ ． ６９４ ０ ．５ ６８

（ ／
？

＝
０ ．０００ ） （严〇 ■〇〇〇 ）

０ ． ５ １ ２ ０ ．８６６ ０ ．４ ３４ ０ ． ６ 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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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节点 题项 决断值 题项与总分相关 校正题项与总分相关 题项删除后的 《 值 共同性 因素负荷

Ｑ １ ４ ２ ．４４３＜３

（ ｐ
＝
０ ． １ ３ ４

）

０ ． ３ ３ ８＜０ ．４

（ｐ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２３０＜０ ． ４ ０ ． ８ ７７＞０ ． ８７３

０ ． ０５ ９

＜０ ．２

０ ． ２４２

＜０ ． ４

Ｑ １ ５ １０ ．２７ ８

（ ／
？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５４４

（
／

；

＝

０ ． ０００ ）

０ ．４ ８５ ０ ． ８６６ ０ ．４０ ５ ０ ． ６３ ６

Ｑ １ ６ ７ ．４７ ８

（ ｐ
＝
０ ．０００

）

０ ． ５ ６５

（严０ ■ ０００
）

０ ． ５０９ ０ ． ８６６ ０ ．４３４ ０ ． ６５９

节点 ３
Ｑ １ ７ １ ０ ．５ ０３

（ ｐ
＝

０ ．０００
）

０ ． ６００

（严０ ． ０００ ）

０ ． ５ ３３ ０ ． ８６４ ０ ．２９ ８ ０ ． ５４６

Ｑ １ ８ １ ０ ．５ ３ １

（ ｐ
＝
０ ．０００ ）

０ ． ５ ８ ８

（严０ ．０００ ）

０ ．５ １ ８ ０ ．８ ６５ ０ ．２９４ ０ ． ５４２

Ｑ １ ９ １ ０ ． １ ８ ７

（ ／
？
＝

０ ．０００ ）

０ ． ５ ８０

（严０ ． ０００ ）

０ ． ５０８ ０ ． ８６５ ０ ．２９０ ０ ． ５ ３ ８

Ｑ２０ １０ ．０８０

（
／
？
＝
０ ．０００ ）

０ ． ５ ９２

（产０ ． ０００ ）

０ ． ５２３ ０ ． ８６５ ０ ． ２８４ ０ ． ５ ３ ３

附录 Ｂ 购物网站 ３ 个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节点 题项 因素载荷 因素 特征根 累积方差解释率／％

Ｑ １ ９ ０ ． ９ １ ６

Ｑ １ ８ ０ ． ８ ８ ８

因素 １ ３ ． ７０２ ２ １
． ７７ ９

Ｑ ２０ ０ ． ８ ７ １

Ｑ １ ７ ０ ． ８ ６３

Ｑ １ ０ ０ ． ９０２

Ｑ ９ ０ ． ８ ９６

因素 ２ ３ ． ６ １ ８ ４３ ．０６０

Ｑ １ １ ０． ８ ９０

Ｑ １ ２ ０ ． ８ ５ ６

节点 １ Ｑ４ ０ ． ８ ６ １

Ｑ １ ０ ． ８ １ ６

因素 ３ ３ ． １ ７８ ６ １ ． ７５ ５

Ｑ ３ ０ ． ７９５

Ｑ２ ０ ． ７９４

Ｑ ５ ０ ． ７ １ ８

Ｑ ８ ０ ． ６９ ８

Ｑ １ ３ ０ ． ６７ １ 因素 ４ ２ ． ５ ６ １ ７６ ． ８ １ ７

Ｑ １ ５ ０ ． ６２０

Ｑ １ ６ ０ ． ６０２

Ｑ １ ９ ０ ． ９ ３９

Ｑ １ ８ ０ ． ９３ ６

因素 １ ３ ． ４８４ ２０ ． ４９４

节点 ２ Ｑ １ ７ ０ ． ９２ １

Ｑ２０ ０ ． ８２６

ＱＵ ０ ． ９３ ５ 因 素 ２ ３ ．４５ １ ４０ ． ７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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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节点 题项 因素载荷 因素 特征根 累积方差解释率／％

Ｑ １ ０ ０ ． ９２９

Ｑ ９ ０ ．９０５
因 素 ２

３ ， ４５ １ ４０ ． ７ ９３

Ｑ １ ２ ０ ．８ ５ ５

Ｑ １ ３ ０ ． ８８ ８

Ｑ５ ０ ． ８４６

节点 ２

Ｑ １ ５ ０ ． ８２ ９
因 素 ３

３ ． ４２６ ６０ ．９４６

Ｑ １ ６ ０ ． ７６ １

Ｑ８ ０． ６５８

Ｑ４ ０ ． ８ ６ １

Ｑ２ ０ ． ８ ５ ９

因素 ４ ３ ． １ ３ ０ ７９ ．３ ５８

Ｑ３ ０ ． ８ ５ ２

Ｑ １ ０ ． ８ １ ９

Ｑ５ ０ ８ ９９

Ｑ １ ３ ０ ． ８ ８４

Ｑ １ ６ ０ ． ８ ６０

Ｑ １ ５ ０ ． ８ ５ ５

Ｑ ８ ０ ． ８ ５５
因素 １

４ ． ０３ ７ ２３ ． ７４８

Ｑ ２ ０ ． ９３ ６

Ｑ４ ０ ． ９３３

Ｑ ３ ０ ． ９３２

节点 ３
Ｑ １ ０ ． ８ ６４

Ｑ １ ０ ０ ， ８ ７９

ＱＵ ０ ． ８６５

因素 ３
３ ．

１ ６４ ６３ ． ８ ５ ２

Ｑ９ ０ ． ８３ ５

Ｑ １ ２ ０ ．７ ６３

Ｑ １
８ ０ ．８ ８ ９

Ｑ １ ９ ０ ． ８７ ９

因素 ４
３ ， ０ １ １ ８ １ ． ５ ６５

Ｑ １ ７ ０ ． ８ １ ２

Ｑ２０ ０ ． ７ ６ １

附录 Ｃ 购物网站 ３ 个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置表因素结构模型验证性因

素分析结果

节点 潜在变量 观测变量 因素载荷 测量误差 组合信度 平均方差抽取量

Ｑ １ ７ ０ ， ９３ ９ ０ ．

１ １ ８

节点 １ 因素 １

Ｑ １ ８ ０ ． ８ ５ １ ０ ， ２７６ ０ ． ９２ ９ ０ ． ７６５

Ｑ １ ９ ０ ． ８ ９４ ０ ． ２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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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节点 潜在变量 观测变量 因素载荷 测董误差 组合信度 平均方差抽取量

因素 １

Ｑ ２０ ０ ． ９ ５ １ ０ ．０９５ ０ ．９２９ ０ ． ７ ６ ５

Ｑ ９ ０ ． ９２ ２ ０ ．

１ ５ ０

因素 ２
Ｑ １ ０ ０ ． ９６４ ０ ． ０７ １

０ ．９４２ ０ ． ８ ０３

Ｑ Ｈ ０ ． ８ ８ ８ ０ ． ２
１ ２

Ｑ １ ２ ０ ． ８０２ ０ ． ３ ５ ６

节点 １ 因素 ３

Ｑ １ ．

Ｑ２

０ ． ８７３

０ ． ９２６

０ ． ２３７

０ ．

１ ４２

０ ． ８ ５ ８ ０ ．６４９

Ｑ３ ０ ． ８３ ７ ０ ． ３ ００

Ｑ４ ０ ． ８６
１

０ ． ２５ ９

Ｑ５ ０ ． ７６５ ０ ． ４１ ５

Ｑ８ ０ ． ７９７ ０ ． ３ ６ ５

因素 ４
Ｑ １ ３ ０ ． ８９６ ０ ．

１ ９６ ０ ． ９５ ０ ０ ． ８２７

Ｑ １ ５ ０ ． ７７ １ ０ ． ４０ ６

Ｑ １ ６ ０ ．７９０ ０ ． ３７ ５

Ｑ １
７ ０ ． ７８ ８ ０ ． ３ ８ ０

因素 １

Ｑ １ ８ ０ ．９３０ ０ ．
１ ３６

０ ． ９４５ ０ ． ８ １ １

Ｑ １ ９ ０ ． ９ １ ２ ０ ．

１ ６９

Ｑ２０ ０ ． ７９５ ０ ． ３ ６８

Ｑ９ ０ ． ７２ ５ ０ ．４７４

因素 ２

Ｑ １ ０ ０ ， ８３ ３ ０ ． ３０ ６

０ ． ８ ５ ８ ０ ．６０２

Ｑ １ １ ０ ．７８ ０ ０ ． ３９２

Ｑ １ ２ ０ ．７６２ ０ ． ４
１ ９

节点 ２ Ｑ５ ０ ．７５ １ ０ ． ４３ ５

Ｑ８ ０ ．８ ３ ７ ０ ． ２９９

因素 ３
Ｑ １ ３ ０ ． ７９２ ０ ． ３ ７ ３ ０ ． ８ ５ １ ０ ．６３ ６

Ｑ １ ５ ０ ． ８５４ ０ ． ２７ １

Ｑ １ ６ ０ ． ７４６ ０ ．４４３

Ｑ １ ０ ．９０ １ ０ ． １ ８ ８

因素 ４

Ｑ２ ０ ．８９７ ０ ．

１ ９５

０ ． ９
１
８ ０ ．７３ ７

Ｑ３ ０ ．９ １ ７ ０ ． １ ６０

Ｑ４ ０ ．８ ８ ６ ０ ．２ １ ５

Ｑ５ ０ ． ７ １ ２ ０ ．４９３

Ｑ８ ０ ．７５４ ０ ．４３ ２

因素 １

Ｑ １ ３ ０ ． ９ １ ６ ０ ． １ ６０ ０ ． ９５９ ０ ．８ ５ ５

Ｑ １ ５ ０ ． ９２４ ０ ．

１ ４６

节点 ３

Ｑ １ ６ ０ ． ８ ５ １ ０ ．２７ ６

Ｑ １ ０ ． ８ ８ ３ ０ ．２２０

因素 ２
Ｑ２ ０ ．９ １ ８ ０ ．

１ ５ ７

０
．

９ １ ３ ０ ．７２６

Ｑ ３ ０ ． ９２２ ０
．

１ ４９

Ｑ４ ０ ．９７ ３ ０ ．０５４

因素 ３
Ｑ ９ ０ ． ９３ ２ ０ ．

１ ３ １ ０ ． ８ ８７ ０ ．６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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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潜在变量 观测变量 因素载荷测量误差组合信度 平均方差抽取量

Ｑ １ ０ ０ ． ８ ７７０ ．２３ ０

因素 ３
Ｑ １ １ ０ ． ７ ３５０ ．４６００ ． ８ ８ ７ ０ ． ６９９

Ｑ １ ２ ０ ． ８ ５２０ ．２７ ３

节点 ３
Ｑ Ｉ ７ ０ ． ９６ １０ ．０７ ７

因素 ４

Ｑ １ ８ ０ ． ８９２０ ．２０３

０ ．９５ ２ ０ ．８ ３ ２

Ｑ １ ９ ０ ． ８ ２ ５０ ．３ １ ９

Ｑ２ ０ ０ ． ９６４０ ．０７ ２

附录 Ｄ 购物网站 ３ 个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量表信度检验结果

节点 因素名称 题项 题项删除后的 ａ 值 因素 ａ 值 总量表 ａ 值

Ｑ １ ７ ０ ． ９４４

因素 １

Ｑ １ ８ ０ ．９４９

０ ．９５ ７

Ｑ １ ９ ０ ．９３ ８

Ｑ２ ０ ０ ．９４
１

Ｑ９ ０ ．９ １ ５

因素 ２
Ｑ １ ０ ０ ． ９ １ １

０ ． ９４８

Ｑ １ １ ０ ．９０９

Ｑ １ ２ ０ ．９４５

节点
１ Ｑ １ ０ ． ８ ８ ９ ０ ． ８ ７０

因素 ３

Ｑ２ ０ ．８ ９ ２

０ ． ９２ １

Ｑ ３ ０ ． ９ １ ５

Ｑ４ ０ ． ８ ９２

Ｑ ５ ０ ． ８ ９２

Ｑ ８ ０ ． ８ ８ １

因 素 ４ Ｑ １ ３ ０ ． ８ ６９ ０ ． ９０４

Ｑ １ ５ ０ ． ８ ８ ６

Ｑ １ ６ ０ ． ８ ８ ８

Ｑ １ ７ ０ ． ９ １ ０

因 素 １

Ｑ １ ８ ０ ． ８ ９６

０ ． ９２６

Ｑ １ ９ ０ ． ９０ １

Ｑ２０ ０ ． ９０８

Ｑ ９ ０ ． ８ ３４

节点 ２ 因素 ２

Ｑ １ ０ ０ ． ８０２

０ ．８ ５ ８ ０ ． ８４ ８

ＱＨ ０ ． ８ ２２

Ｑ １ ２ ０ ． ８ １ ６

Ｑ ５ ０ ． ８ ７ １

因素 ３

Ｑ ８ ０ ． ８４ ８

０ ．８ ８４

Ｑ １ ３ ０ ． ８６３

Ｑ １ ５ ０ ． ８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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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因素名称 题项 题项删除后的 值 因素 《 值 总量表 《 值

因素 ３
Ｑ １ ６ ０ ． ８ ６９ ０ ． ８８４

Ｑ １ ０ ． ９２４

节点 ２

因素 ４

Ｑ ２ ０ ．９２７

０ ．９４３

０ ． ８４８

Ｑ ３ ０ ．９２ １

Ｑ４ ０ ．９ ３ １

Ｑ５ ０ ．９ １
８

Ｑ ８ ０ ．９ １
６

因素 １ Ｑ １ ３ ０ ．９ １ ０ ０ ． ９２ ９

Ｑ １ ５ ０ ． ９ ０８

Ｑ １ ６ ０ ． ９ １ １

Ｑ １ ０ ，９５ ６

Ｑ２ ０ ＾９６０

因素 ２
０ ． ９ ６６

Ｑ３ ０ ．９５ ３

节点 ３ Ｑ４ ０ ．９５ ２ ０ ． ９２ １

Ｑ ９ ０ ．９ １ ７

因素 ３

Ｑ １ ０ ０ ．９ ３ ６

０ ． ９４０

Ｑ １ １ ０ ．９ １ ５

Ｑ １ ２ ０ ． ９ １
７

Ｑ １ ７ ０ ．９４６

因素 ４
Ｑ １ ８ ０．９３ ８

０ ． ９５ ９

Ｑ １ ９ ０ ． ９５ ５

Ｑ２０ ０ ． ９４６

附录 Ｅ 购物网站 ３ 个节点界面感知可用性评价因素结构模型区别效度检验

结果

节点 潜在变量 因素 １ 因素 ２ 因素 ３ 因素 ４

因素 １ ０ ．８ ７ ５

节点 １

因素 ２

因素 ３

０ ． ４８ ８ ０ ．８９６

０ ． ４６０ ０ ．６８ ７ ０ ． ７６５

因素 ４ ０ ．６３ ６ ０ ． ５ ８５ ０ ． ５ ７４ ０ ． ９ １ ０

因素 １
０ ． ９００

节点 ２

因素 ２
０ ． ５ １ ２ ０ ．７ ７６

因素 ３
０ ． ５４８ ０ ．６ ５ １ ０ ． ７５ ７

因素 ４
０ ． ７ １ ５ ０ ．６４０ ０ ． ４８６ ０ ． ８５８

因素 １
０ ． ９ ２５

节点 ３

因素 ２

因素 ３

０ ． ５
１
５ ０ ．８ ５ ２

０ ． ４８６ ０ ．６８ ６ ０ ． ７３６

因素 ４ ０
．
６０９ ０ ．５ １ ５ ０ ． ４９４ ０ ． ９ １ ２

注 ： 每个节点对角线上数据为各因素平均方差抽取量的平方根 ， 其他数据为因素间相关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