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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构建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影响因素模型，识别影响用户体验的关键因素，从实证分析的

角度更加科学可靠地给出设计痛点和用户偏好，为提高用户留存率提供参考。方法 基于文献分析法结

合半结构化访谈提炼出影响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的观测指标，构建量化模型，运用 SPSS 软件进行信

度和效度分析，并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索不同潜变量对用户体验的影响。最终构建一个包含交互、

内容、界面和功能 4 个维度的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量表，具体涉及 18 个相应指标。结果 交互、内容、

界面和功能 4 个维度均对用户体验有正向显著影响，其中交互维度影响最大。结论 据此改善用户使用

移动视频平台的交互体验，改进提升用户体验的方法，优化移动视频平台设计，为其设计实践提供指导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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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er experience impact factor model of mobile video platform was constructed to identify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user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irical analysis, design pain points and user preferences were 

given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reliably,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user retention rate.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combined wit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extract the observation indicators that affected the user ex-

perience of the mobile video platform, a quantitative model was built, which used SPSS software for reliability and valid-

ity analysis and u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explore different potential variables for user experience influences. 

Finally, a mobile video platform user experience scale with four dimensions of interaction, content, interface and function 

was constructed, which involved 18 corresponding indica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ur dimensions of interaction, 

content, interface and function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user experience, and the interaction dimension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Based on this, improving the interactive experience of users using mobile video platform and improving the 

method of enhancing user experience can optimize the design of mobile video platform, which provides guidance and ad-

vice for its desig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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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公众自身休闲娱乐需求的

增长和碎片化时间的增多，移动视频平台飞速发展。

据《2019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7.2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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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整体网民的 87.5%。其中，手机终端数量为 7.25

亿，占移动终端使用率的 99.7%，排在首位；且公众

日均使用移动视频平台的时间长达 123.5 min[1]。尽管

移动视频平台相较传统媒体，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以其便携性与移动性、娱乐化与个性化等特征吸

引了大批用户，但目前其发展存在同质化严重、创新

性不足等问题，影响用户留存率和活跃度[2]。究其缘

由，在“内容为王”口号的提出和实践之下，移动视频

平台主要依靠视频内容本身的高整合度[3]，即仅凭借

对时下热播的影视剧内容的独占性来增强用户粘度，

而忽视了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的重要性。相关研究

表明，在媒介融合时代下，用户体验是吸引用户的主

要因素和保持用户忠诚度的首要条件[4]。基于此，用

户体验影响因素研究对于帮助移动视频平台进行针

对性地改进具有积极作用。 

1  文献回顾 

随着人们对移动视频的需求不断增长，移动视频

平台已成为公众获取新闻、信息传输、教育学习、休

闲娱乐等的重要媒介[5]。移动视频平台可分为移动视

频消息平台、移动视频游戏平台和移动视频内容配送

平台，视频点播业务平台是移动视频内容配送平台的

主要平台之一。运营商采用流媒体的方式搭建移动视

频 APP 实现视频点播业务，达到吸引用户的目的。

移动视频 APP 与其他 PC 端相比，内容的丰富性和观

看的便捷性使得中国网络移动端视频用户规模显著

扩大，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近年来研究移动视

频平台用户体验的相关文献也在逐渐增加。孙建军[6]

在构建的视频网站的持续使用模型中发现，视频资源

越有吸引力，用户对视频平台的满意度越高；李彩云、

杜孝平[7]则基于 UTAUT 模型探讨手机视频 APP 用户

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并尝试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

检验，发现用户的使用意愿直接影响用户对移动视频

平台的使用行为；继而龚诗阳等人[8]搜集了国内知名

视频网站上有关视频节目的收视数据，通过建立计量

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表明，用户行为在互联网环境下正

在发生重要改变，在线社交能够明显提高节目收视

率，进而提升用户需求；杨洋等人[9]针对央视新闻移

动视频直播用户使用情况及黏度进行问卷调查，发现

移动视频平台应该扩展媒介融合的互动渠道，交互功

能是社交性平台的先天优势，也是提高用户体验、增

强用户黏性所需要的重要特性。 

用户体验是指用户在使用或期望使用某个产品、

某个系统或者服务时产生的主观感受和反应[10]。从用

户体验的特征属性出发，Hassenzahl 和 Tractinsky[11]

早期将用户体验理解为用户本身的内在状况（需求、

动机、情绪等）和具有一定特点（目的性、功能性、

可用性等）的外在系统在某一特定交互环境下产生的

关系。在其研究方法上，Vyas 等人 [12]早先提出的

APEC 框架（包括审美、认知、情感与有用性等）和

Venkatesh 等人[13]构建的 UTAUT 模型（即整合型的

技术接受与采纳模型）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用户体验

的内涵并找到影响用户体验的各类因素。这类模型在

近些年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各类移动平台的用户体验

上。梁玲琳等人[14]基于 APEC 框架结合模糊综合评价

法和层次分析法（AHP）建立了移动阅读平台的用户

体验评价体系，并指出评估模型的方法具有扩展性，

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需求对模型进行优化。不仅如

此，陈娟[15-16]在针对移动社会化问答平台和移动社交

平台的用户体验研究中，根据 APEC 模型，构建线性

模型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数据，先后发现了需求满

足和交互对用户体验具有显著影响，以及功能和交互

是影响用户体验的两个主要因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张熠[17]以移动学习类平台为例，综合运用内容分

析法、德尔菲法和问卷调查法，构建了用户体验视角

下移动学习 APP 评价指标体系，更准确地找出了移

动学习类平台的用户体验影响因素。 

过往文献主要探讨了用户体验研究在相关领域

的拓展与应用以及影响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的各

类显性和隐性因素，但鲜有专门针对移动视频平台用

户体验影响因素展开的实证研究[18]。随着移动视频平

台用户规模的快速增长和用户体验研究的不断丰富

和完善，亟需对其用户体验的影响因素展开深入研

究。移动视频平台作为一种移动应用平台，具有其他

移动平台的共通属性，本研究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得

出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将移

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影响因素归纳为交互、内容、界

面和功能 4 个维度；但考虑到文献分析法在时间上具

有一定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且用户体验是一种复杂

的主观心理感受[19]，因此本研究选择对目标用户进行

深入的半结构化访谈，进一步挖掘各维度下的观测指

标，根据所得调研数据结合相关研究展开实证分析，

最后借助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最终确定影响用户

体验满意度的关键因素。 

2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2.1  理论假设 

研究表明，移动视频平台在具有其他平台的共同

特点外，亦存在其自身独特之处，因此，在建构与其

用户体验相关的研究模型时，综合考虑 APEC 模型和

UTAUT 模型结合梁玲琳等人[14,20-21]建立的用户体验

评价体系，建立一个综合模型进行研究。在正式调研

阶段，通过发放问卷收集数据并对整理后的结果进行

因子分析，再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针对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

验影响因素提出如下理论假设。H1：内容会正向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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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影响因素假设模型 
Fig.1  Hypothetical model of influencing user  

experience in mobile video platform 
 

著影响用户体验满意度。H2：功能会正向显著影响

用户体验满意度。H3：交互会正向显著影响用户体验

满意度。H4：界面会正向显著影响用户体验满意度。 

据此，本研究构建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影响因

素假设模型，见图 1。 

2.2  用户访谈 

根据百度指数、微博指数以及爱奇艺指数对比分

析当前移动视频平台的发展趋势和用户特点，选取当

下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视频节目关键词进行分析，

从关键词搜索、视频观看和微博互动等不同角度挖掘

实际及潜在用户的共同属性。按区域分布来看目标用

户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南、华北地区，东北和西北地

区较少；按用户属性来看，使用移动视频平台的用户

主要集中在 20~39 岁[22-23]。故通过网络招聘以及校园

招聘选取职业背景以及月消费各不相同且有使用移

动视频平台经历的用户，年龄段在 20~39 岁。华东地

区用户 19 人，华南地区代表 9 人以及华北地区用户

8 人，共 36 位作为深度访谈对象，其中男性用户 18

人，女性用户 18 人。 

访谈提纲主要包含 4 个部分：用户基本信息；移

动视频平台应用场景，使用移动视频平台时用户行为

与心理认知以及观看视频内容时用户主观体验，并采

用李克特 5 点量表法，将提纲答案定为“完全不符合、

多数不符合、一般、多数符合、完全符合”5 个等级。

其中，“完全不符合”记为 1 分，“完全符合”记为 5

分。由此根据访谈内容分析归纳出影响用户体验的

26 条因子。 

访谈重点内容如下。“平时经常使用的移动视频

平 台 分 别 是 哪 些 ？ 为 什 么 喜 欢 这 几 款 移 动 视 频 平

台？能就你使用过的移动视频平台谈谈哪些因素让

你得到了良好的使用感吗？在使用移动视频平台时，

一般用来观看什么内容？你认为当前的移动视频平

台存在哪些让你困扰的问题吗？能就一款不满意的

移 动 视 频 平 台 具 体 谈 下 哪 些 因 素 使 用 户 体 验 不

好……” 

当用户回答：“比起看电视，我更喜欢打开弹幕

边看视频边看评论。另外简洁清爽的界面会让我对平 

表 1  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影响因素初始量化模型 
Tab.1  Initial quantification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obile video platform user experience 

潜变量 编号 观测指标 

A1 具有电视节目特色，满足我最迫切的需求

A2 APP 信息架构，分类合理 

A3 节目更新速度快，内容及时传递 

A4 推荐的节目相关内容我很感兴趣 

A5 视频种类丰富 

内容维度

A6 信息查找方便快捷 

B1 满足我的观看需求 

B2 重要内容需要设置提醒，防止我错过节目

B3 需要点评，弹幕，参与热门话题的讨论

B4 针对 bug 需要修复 

B5 需要切换到用户所在地 

功能维度

B6 需要很多扩展功能 

C1 我能够快速掌握这个 APP，操作方便 

C2 容易学习，引导界面少 

C3 搜索高效，能及时找到想要的信息 

C4 手势操作，符合我的操作习惯 

C5 当操作失误，能很好提醒我如何去解决

交互维度

C6 使用流畅，卡顿较少 

D1 APP 色调与电视节目统一 

D2 图标具有识别度 

D3 页面布局合理 

D4 字体统一规范 

D5 过渡动画，是否和谐 

界面维度

D6 APP 图标设计合理 

E1 我对这个应用整体感到满意 用户体验

满意度 E2 这个应用整体让我比较舒服 

 
台更有好感。在观看视频的时候，音量与亮度等的手

势操作会更方便……”，用户表达出对移动视频平台

界面设计以及交互体验上的关注；用户提到：“广告

不要太低级，简单易用，影视资源多，当下热播影视

都能找到……”，从中可见用户对于视频平台内容时

效性的诉求，由此根据访谈内容分析归纳出移动视频

平台用户体验影响因素初始量化模型。 

2.3  模型构建 

据前文所述的相关文献[10-12]，对访谈中分析提取

的 26 条因子进行讨论及分类，并将这 26 条影响用户

体验的观测指标归纳至包括用户体验满意度在内的 5

个维度，其中内容维度、功能维度、交互维度以及界

面维度下均包含 6 个观测指标，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

验影响因素初始量化模型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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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定义了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影响因素

用于研究的 4 个维度，具体如下。（1）内容维度。视

频 APP 的内容维度包括视频资源质量、数量、种类、

特色、更新速度、节目创新能力和集成配置能力。

（2）功能维度。视频 APP 的功能维度包括视频平台

的页面功能版块设置、主流技术的应用和功能创新。

（3）交互维度。视频 APP 的交互维度是用户能够通

过多种输入输出方式与视频 APP 或者其他用户在一

定程度上进行直接双向互动交流。（4）界面维度。视

频 APP 的界面维度是在信息结构确定的基础上重新

组织页面，进而完善视觉设计。 

为了确保用户体验评价体系及相应指标质化研

究的准确性和分层的科学性、可靠性，本研究对调查

问卷进行实证研究，利用信度和效度分析去掉其中与

核心变量关系不紧密的观察变量。首先通过指数分析

和访谈法确定了移动视频平台的目标用户，分析目标

用户的性别、年龄、地域分布等用户属性和需求点，

确定目标用户群体；根据指数分析的用户属性特点，

用户年龄主要位于 20~39 岁，所处地区主要集中在华

东、华南、华北地区，锁定目标用户群体；运用问卷

调查法进行预调研，从目标用户群体中回收了 280 份

有效问卷。再使用 SPSS23.0 软件对预调研的问卷数

据进行信度检验，从信度检验的结果得出 4 个主要评

价维度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分别为 0.713、0.726、

0.710、0.689，前 3 个维度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

均大于 0.70，表明信度相当好；界面维度 Cronbach’s 

Alpha 系数大于 0.60，表明信度较好[19]。效度分析采

用 KMO 球形检验，总量表和各维度 KMO 值均大于

0.7，符合效度分析标准，所以问卷的效度良好。因

此，综合来看本研究模型的总体信度较高，符合研究

要求。为了保证模型的结构效度良好，需要删除信度

较低的变量，最终形成的模型包括用户体验满意度在

内的 5 个维度、18 个因子，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

影响因素模型见表 2。 

3  实证分析与模型检验 

3.1  样本测试和信度检验 

根据指数分析用户属性，确定研究被试的选择范

围，采用前文经过验证的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影响

因素模型进行样本测试。为了保证样本的异质性，选

取不同属性、不同年龄的受访者。线上线下共计发出

正式问卷 56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05 份，有效回收率

为 90.1%。本研究样本的人口统计学分布结果显示：

男性占 46.7%，女性占 53.3%，本科及以上人群占

91.7%。运用 SPSS23.0 统计软件工具对问卷进行信度

检测，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影响因素模型信度分析

结果见表 3。 

表 2  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影响因素模型 
Tab.2  Impact factors of mobile video  

platform user experience 

潜变量 编号 观测指标 

A1 具有电视节目特色，满足我最迫切的需求

A2 APP 信息架构，分类合理 

A3 节目更新速度快，内容及时传递 
内容维度

A4 推荐的节目相关内容我很感兴趣 

B1 满足我的观看需求 

B2 重要内容需要设置提醒，防止我错过节目

B3 需要点评，弹幕，参与热门话题的讨论
功能维度

B4 针对 bug 需要修复 

C1 我能够快速掌握这个 APP，操作方便 

C2 容易学习，引导界面少 

C3 搜索高效，能及时找到想要的信息 
交互维度

C4 手势操作，符合我的操作习惯 

D1 APP 色调与电视节目统一 

D2 图标具有识别度 

D3 页面布局合理 
界面维度

D4 字体统一规范 

E1 我对这个应用整体感到满意 用户体验

满意度 E2 这个应用整体让我比较舒服 

 

表 3  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影响因素模型信度分析结果 
Tab.3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user experienc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obile video platform 

潜变量 编号 观测指标 
Cronbach’s 

Alpha 

A1
具有电视节目特色，满足我最迫切

的需求 
0.877

A2 APP 信息架构，分类合理 0.894

A3 节目更新速度快，内容及时传递 0.837

内容

维度

A4 推荐的节目相关内容我很感兴趣 0.918

 
0.896

 

B1 满足观看需求 0.903

B2
重要内容需要设置提醒，防止我错

过节目 
0.903

B3
需要点评，弹幕，参与热门话题的

讨论 
0.907

功能

维度

B4 针对 bug 需要修复 0.907

 
0.901

 

C1 能够快速掌握这个 APP，操作方便 0.827

C2 容易学习，引导界面少 0.781

C3 搜索高效，能及时找到想要的信息 0.734

交互

维度

C4 手势操作，符合操作习惯 0.812

0.875

D1 APP 色调与电视节目统一 0.738

D2 图标具有识别度 0.847

D3 页面布局合理 0.707

界面

维度

D4 字体统一规范 0.888

0.896

E1 我对这个应用整体感到满意 0.725用户体

验满意度 E2 这个应用整体让我比较舒服 0.812
0.894

总体 Cronbach’s Alpha：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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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Tab.4  KMO and Bartlett inspections 

检验指标 统计值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901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 2488.031 

df 247 

P（显著性） 0.000 

 
表 5  结构方程全模型拟合优度 

Tab.5  Optimality of model fit for structural equations 

拟合指标 本模型结果 检验标准 模型适配层及

χ2/df 2.020 <3 较好 

RMR 0.062 <0.08 较好 

RMSEA 0.055 <0.08 较好 

GFI 0.907 >0.9 很好 

AGFI 0.895 >0.8 较好 

NFI 0.932 >0.9 很好 

CFI 0.956 >0.9 很好 

IFI 0.958 >0.9 很好 

PNFI 0.708 >0.5 较好 

PGFI 0.620 >0.5 较好 

 
从信度分析结果可知，内容维度、功能维度、交

互 维 度 、 界 面 维 度 和 用 户 满 意 度 信 度 系 数 范 围 在

0.875~0.901，说明各个变量均处于高信度水平，测量

的可靠性较高，总体 Cronbach’s Alpha 是 0.894。问

卷 效 度 检 验 分 为 内 容 效 度 检 验 和 结 构 效 度 检 验 。

KMO 系数检验得出的统计量是用于比较变量间简单

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指标。根据效度分析发现，

KMO 值为 0.901，大于 0.9，Bartlett 球度检验结果的

伴随概率远小于 0.05，说明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较强，

适合做因子分析，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见表 4。结

果进一步表明，问卷的整个设计过程标准，方法科学，

避免了问卷系统误差，调查结果可信。 

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通常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判断根据理论分析所

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是否正确、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

间的因果关系是否显著，以及是否适合做进一步的结

构方程模型拟合分析。借助结构方程 AMOS21.0 软件

对本研究的量化模型进行验证，过程主要包括参数估

计和假设检验两个部分。参数估计主要通过模型的拟

合优度指标进行估计，如果拟合优度指标在理论范围

之内，则说明数据与模型贴合程度较好，可以进行假

设检验，进而验证假设路径是否支持模型的拟合优度

结果。 

一般从模型总体拟合优度指标方面判断模型结

构效度是否通过检验。结构方程模型的总体拟合度有

许多测量标准[21]，结构方程全模型拟合优度见表 5。 

 
 

图 2  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影响因素结构方程路径 
Fig.2  Pathways of the structur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ser experience in mobile video platform 
 
常规来说 χ2/df 值（CMIN/DF）小于 3 表明模型拟合

较好；RMR、RMSEA 值的变化范围在 0 和 1 之间，

越接近 0 越好，低于 0.08 表明结构方程模型与观测

数据拟合度较好；GFI、AGFI、NFI、CFI、IFI 值的

变化范围也在 0 到 1 之间，越接近 1 越好，大于或

者接近 0.9 为理想值；PNFI、PGFI 值大于 0.5 较为

理想。 

通过模型整体拟合度分析，可以得出所有的验证

指标均在检验标准参考范围之内，整体模型的适配度

指标值均达到了较好的适配效果，拟合效果较好。因

此可以进行假设检验来验证假设路径。运用结构方程

模型对所构建理论模型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分析不同

维度之间的影响机理。通过结构方程 AMOS21.0 软件

分析，得到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影响因素结构方程

路径图，见图 2。 

4  假设检验结果 

结构方程模型假设检验结果见表 6，可以看出，

最终确定的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量化模型中影响

用户体验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来自交互、内容、界面和

功能这 4 个维度。交互维度（0.793）对用户体验满

意度的正向影响最大，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内容维度

（0.751）对用户体验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略低于前者，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紧随其后的是界面维度（0.682），

相较于前 3 个维度，功能维度（0.524）影响系数偏

低。这也说明在对移动视频平台进行设计的时候，应

当遵循用户体验偏好，即：交互维度>内容维度>界面

维度>功能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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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结构方程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Tab.6  Assumptions test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假设 路径 标准载荷 P 值 判断

H1 内容维度→用户体验满意度 0.751 *** 支持

H2 功能维度→用户体验满意度 0.524 *** 支持

H3 交互维度→用户体验满意度 0.793 *** 支持

H4 界面维度→用户体验满意度 0.682 *** 支持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 

 

5  设计原则与结论 

在移动视频平台中，根据文献分析法结合半结构

化访谈得出的量化模型可以有效提炼出影响用户体

验的观测指标，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分析不同潜变量

对用户体验的影响程度。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移

动端视频平台中交互、内容、界面和功能 4 个维度均

对用户体验有正向显著影响，且交互维度存在显著影

响。本文分别从交互、内容、界面和功能 4 个维度对

用户体验的影响来进行讨论。 

5.1  交互为主，凸显移动优势 

交互维度与用户体验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相

关关系，影响系数为 0.793，其影响系数最大。移动

视频平台用户体验实证分析表明交互维度是提高用

户体验的核心要素。这一结论改变了大众对视频平台

的发展重视内容、坚持“内容为王”原则进行设计的

传统认知。原因在于交互性是移动化平台的先天优

势，也是当前提高用户媒介体验、增强用户黏性所需

要的重要特性[24]。结合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用户

对交互体验的需求日趋多样，如本研究中量表里的观

测指标“操作方便、容易学习，手势操作符合我的操

作习惯”等。移动视频平台并不是单纯地将电视节目

搬到网上，其首要优势在于网络媒体强大的交互性[25]。

智能设备的发展变革打破了用户的时间和空间限制，

实现多渠道、多时间点不受限制的观看。双向沟通渠

道可以极大提高节目内容与观众的互动性，平台在添

加更多交互操作后能够更加智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移动平台互动性特点是提

升移动视频平台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利用互动优势，

通过用户的反馈信息及时调整节目，了解市场需求取

向，制作出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的节目，提升平台的节

目活力。同时易于学习的移动视频平台能够帮助新接

触的用户缩小使用上产生的交互差异，逐步训练用户

从电视端引流到线上移动平台，通过熟练操作移动视

频平台，达到提高平台用户留存率的目的。 

5.2  内容创新，坚持用户为本 

内容维度与用户体验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相

关关系，影响系数为 0.751，其影响系数位居第二。

一直以来，网络视频的核心业务和发展根基都是以内

容为主[26]。移动视频平台作为一种媒体产品具有商品

性和宣传性的特点，又被看作是一种精神产品。流媒

体环境下，内容是传媒产品的重要价值，也是用户需

求的中心内容[27]。现阶段网络视频的基数虽大，但质

量良莠不齐，内容趋于恶搞、八卦等娱乐信息，缺乏

优质的、具有个性特征和竞争力的核心内容，且同质

化现象严重。喻国明的研究指出，传播内容的原创能

力及内容的集成配置能力越来越成为形成传媒核心

竞争力的关键[28]。在内容维度中，用户对“满足迫切

需求”及“感兴趣的节目内容”这两个指标关注程度

较高。可见移动视频平台在包含丰富视频资源的同时

还需要借助大数据挖掘用户的潜在偏好，更有针对性

的为用户提供相关视频内容。 

视频的不同内容层面会引发不同用户对视频不

同的想象与理解，建构起多重意义空间，从而形成了

一个开放式的交流与传播平台。“内容为王”战略要

求平台在先进制作技术和完善制作流程的基础上创

新节目形式、改进节目内容，以丰富的形式、新颖的

环节呈现优质的节目内容，从而吸引更多的用户，满

足用户日益提升的精神需求[29]。还可以从提升视频内

容的品质入手，融合媒介产品的产品结构思维以及互

联网思维。 

5.3  界面美观，遵循布局合理 

界面维度与用户体验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相

关关系，影响系数为 0.682，其影响系数排名第三。

一般认为，界面设计是在信息结构确定的基础上对用

户行为进行重新组织，进而完善视觉设计，交互行为

组织和视觉设计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递进关系[30]。

通过结合对用户体验的研究，才能更好地解决移动平

台用户界面的实现模型，尽可能地接近用户的心理模

型的难题，从而给用户提供使用感更好的产品。在本

研究中界面设计与交互行为同样联系紧密，互相影

响。图标的清晰度和辨识度是用户最常注意的一个交

互界面设计问题，图标设计从 3D 扁平化，到拟物化，

再到扁平化，不同的类型的图标设计传递的信息不

同，可实现的操作也不同[31]。“合理的页面布局”是

用户高效使用平台的基础并且会影响到用户对平台

的整体印象。重要的操作图标设计位置是否便于用户

操作，以及会带来损害性结果的操作是否使用鲜艳醒

目的颜色提醒用户等这些界面设计都会在某些方面

影响用户体验。因此在移动视频平台的界面设计中应

该遵循合理的页面布局。 

“字体统一规范”也是本研究中多数用户在使用

移动视频平台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不同的字体，大小

和颜色的不同也会对移动视频平台的用户体验带来

不一样的感受。正确的文字和明朗的配色方案，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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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界面设计的基础[32]。文字必须清晰可读，大小合

适，文字的颜色和背景色有较为明显的对比，文字周

围的设计元素不能对文字造成或形成干扰。在视觉设

计中也需要注重减少用户感知困难和记忆困难，同时

兼顾视觉的吸引力[33]。 

5.4  功能明晰，适当拓展社交 

功能维度与用户体验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相

关关系，影响系数为 0.524，其影响系数相对较低。

通过指数分析和访谈法可知，移动视频平台用户的基

本需求是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视频观看，达到娱乐生

活，放松心情的目的。因此在移动视频平台的设计过

程中，不必面面俱到，而应该专注于如何更好地满足

用户基本需求。在访谈中，很多用户提到“重要内容

需要设置提醒，防止用户错过节目”这一指标，表明

碎片化时代下，用户希望能够有效利用空闲时间，使

得筛选信息和过滤功能成为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优先

考虑的因素。 

“节目更新速度快，内容及时传递”、“推荐的节

目相关内容我很感兴趣”这类观测指标是从内容角度

出发考虑功能问题，越来越多的用户期望移动视频平

台能够开发更好用的功能设计。研究表明，用户选择

观看节目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社交渴望，期待通过平台

形成具有话题性和更良好的社交体验。“需要点评、

弹幕、参与热门话题的讨论”总体上都可以视作用户

向内接收视频内容的同时，也表达出了外向的社交需

求。就当前的泛娱乐化发展来看，与他人分享交流的

需要体现在各类平台上。用户可以在评论中交流观点

并获得话题感和认同感，在分享中提升达到传播效果

和自我满足感。因此移动视频平台更人性化的功能服

务，在实现社交属性的挖掘和优化用户体验上有更好

的效果。 

6  结语 

本研究对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影响因素进行

实证分析，得到数据分析结果主要来源于 4 个维度，

与用户体验满意度的关联性由高到低依次为：交互维

度、内容维度、界面维度和功能维度。不仅从实证角

度丰富了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验研究，还把以往研究

中宏观的研究方向进行细分，为移动视频平台用户体

验研究提供新思路；且理论模型中的观测指标具体指

明了提升用户体验的途径和改进方案，也为移动视频

平台设计实践提供参考。 

由于本研究尚处于探索性阶段，大部分研究与心

理学和统计学相关，所以在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上

有一些困难，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全面，对论证

的归纳有很多欠考虑的地方，把握得不是很到位，因

此在后续也需要更全面更深入地进行研究。在指数分

析过程中，需要收集网络数据，由于笔者是个人统计，

无法像专业大数据团队协作式那么实时高效，收集到

的数据还是比较有限的。在调查对象和调查范围方面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模型的整体设计、模型检验

的思路和方法还有待优化，在今后的研究中将对这些

地方进行加强，以便不断完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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