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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ＴＡＭ的移动证券用户采纳影响因素研究

李志宏　白　雪　马　倩　王　娜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移动证券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而消费者的参与是移动证券成功的关键。针对目

前用户对移动证券采纳意愿不高这一障碍，对技术采纳模型进行拓展，将信息质量、结构性保

障和相关群体纳入考量范围，构建了移动证券用户采纳的理论模型，试图探讨对用户采纳移动

证券发生作用的影响因素。通过问卷调查，搜集了１７４份有效问卷，采用ＳＰＳＳ和 ＡＭＯＳ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该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并进一步修正了理论模型。最

后，对数据分析结果进行了讨论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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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证券又称 掌 上 炒 股，是 一 种 典 型 的 移

动商务应用，它依托 移 动 通 信 网 络 的 数 据 传 输

功能，使用 手 机、ＰＤＡ等 移 动 设 备 获 取 实 时 行

情、查看股市资讯、进行在线证券交易。相对于

电话委托交易和网 上 交 易，移 动 证 券 突 破 了 时

空的限制，使用户可 以 随 时 随 地 进 行 信 息 查 询

和证券交易。尽管移动证券可以为用户提供更

加方便、快捷和个性化的证券服务，但相对于庞

大的手机用户群，目 前 使 用 移 动 证 券 服 务 的 用

户人数较少，用户采 纳 移 动 证 券 的 意 愿 也 相 对

不高［１］。为此，有 必 要 了 解 用 户 对 移 动 证 券 的

使用态度及其影响 因 素，从 而 有 助 于 移 动 运 营

商、证券公司了解用户的需求，提供用户愿意使

用的移动证券服务。
目前有 关 移 动 证 券 的 研 究 还 处 于 起 步 阶

段，缺乏应用系统 化 的 方 法 分 析 用 户 对 移 动 证

券的技术采 纳 行 为 和 特 点。为 此，本 文 结 合 我

国移动证券实际使 用 环 境，在 引 入 和 应 用 技 术

采纳模型基础上，试 图 寻 找 对 当 前 用 户 采 纳 移

动证券发生作用的影响因素。

１　移动证券技术采纳研究现状

ＤＡＶＩＳ等［２］在１９８９年提 出 的 技 术 采 纳 模

型（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ＴＡＭ）是 目

前信息管理研究领域中最优秀的技术采纳理论

之一，由于模型 结 构 简 单 及 各 种 实 证 研 究 对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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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验证［３］，ＴＡＭ被广泛地用于研究对各种

信息技术的接受问题。该模型也是本文研究的

基础和主要理论依据。

ＴＡＭ的理论基础来源于社会心 理 学 的 理

性行动理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ｅｄａｃｔｉｏｎ，ＴＲＡ），
它关注 的 是 人 的 有 意 识 行 为 的 决 定 因 素［４，５］。
根据ＴＲＡ，一个人的某种特定行为是由其采取

这种行为的行为倾 向 决 定 的，而 其 行 为 倾 向 又

是由他的态度和主观标准共同决定。

ＴＡＭ以ＴＲＡ为基础，将感知易用性和感

知有用性作为使用意图和信息技术使用的决定

因素。ＤＡＶＩＳ等［２］把 感 知 有 用 性 定 义 为：“用

户在组织环境中由于使用了某种技术应用系统

而提高了自己的工作绩效的主观概率”；把感知

易用性定义为：“用户不用付出太多的努力就可

以轻松使用技术系统的程度”。感知有用性和感

知易用性都是表示用户对技术系统的态度，被看

成是用户使用该技术系统的愿望。用户的态度

和感知有用性影响用户使用技术系统的行为倾

向，行为 倾 向 又 影 响 用 户 的 实 际 使 用 行 为。综

上，ＴＡＭ 的基本框架见图１。

图１　ＴＡＭ的基本框架图
　

尽管技术采纳理论最初是被用来解释组织

对信 息 技 术 的 采 纳［６］，但 研 究 证 明，只 要 对

ＴＡＭ进行适当的扩充和修正就能很好地发现

和解释用户对新技 术 的 采 纳 过 程，对 用 户 的 行

为进行一定的预测和解释，在各种技术环境下，

ＴＡＭ都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和适应性［７，８］。在近

期有关 移 动 商 务 和 移 动 服 务 的 研 究 中，ＴＡＭ
也得到较为有效的应用并显示出了良好的解释

力［９～１１］。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目前关于移动证券 技

术接受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在已有的研究成

果中，研究人员将注 意 力 更 多 投 向 了 用 户 采 纳

行 为 中 的 信 任 因 素。例 如，林 家 宝 等［１２］ 对

ＴＡＭ进行了拓展和修改，增加了感知安全、信

任倾向、信息质量和便利性４个因素，并分析了

这些因素对移动证券信任的影响以及对消费者

使用意愿的作用。从消费者信任的角度来研究

移动证券的技术采 纳 问 题，证 明 了 用 户 采 纳 的

调查和研究能够为移动证券管理上的改进找到

切实的数据 和 依 据，认 为 使 用ＴＡＭ 的 研 究 方

法是科学可靠的。但仅从信任角度来解释消费

者对移动证券 的采 纳 行 为 是 否 合 理，是 否 符 合

实际情况，值得商榷。笔者认为，用户对移动证

券的采纳不仅 受单 一 因 素 的 影 响，还 存 在 其 他

因素对用户采纳行为的重要影响。单从某个方

面或角度来研究用户对移动证券的采纳行为都

是片面的、不合理的。由此，需要以更加全面的

视角，综合考虑 影 响 用 户 采 纳 移 动 证 券 的 关 键

因素。

２　研究模型

本文所提 出 的 模 型 是 对 ＴＡＭ 的 扩 展，保

留了原模型的基本 结 构，结 合 移 动 证 券 的 使 用

特点增加了一些外 部 影 响 因 素，并 将 用 户 的 行

为意向作为预测 和 解 释 用 户 行 为 的 主 要 指 标，

以期能够全面地了解移动证券用户采纳的影响

因素。
行为意向反映的是用户对订购和使用移动

证券所表现出来的 意 愿，它 是 用 户 付 诸 行 动 的

一个必要条 件。在 过 去 的 研 究 中，研 究 人 员 已

经证明行为意 向是 一 个 可 靠 的 观 测 变 量，用 户

的行为意向与实际使用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相

关关系，行为意 向 能 够 很 好 地 预 测 用 户 的 使 用

行为［１３］。根 据 ＴＡＭ“态 度意 向行 为”的３层

结构，对行为意 向 直 接 发 生 作 用 的 是 用 户 的 态

度，即用户对于是 否 使 用 移 动 证 券 所 持 有 的 正

面或负面的态度［１３］，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　使用态度对移动证券用户的行为

意向有显著正面影响。
在分析移 动 证 券 用 户 采 纳 的 影 响 因 素 时，

借鉴了大量关 于技 术 采 纳 的 研 究 成 果，最 终 将

可能对用户使用态度产生影响的各个因素归结

为５个方面：感 知 有 用 性、感 知 易 用 性、信 息 质

量、结构性保障和相关群体。

２．１　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

感知有用性是指用户在移动情境下使用移

动证券获取实时行情、处理证券交易，从而提高

了其工作绩效的主 观 概 率；感 知 易 用 性 是 指 用

户认为移动证券是易于学习和使用的。感知有

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ＴＡＭ中最重要的影响因

素。有关信息 系 统 采 纳 的 众 多 研 究 成 果 表 明，
感知有用性对用户的使用态度和行为意向有显

著的影响［１４，１５］，感 知 易 用 性 对 用 户 的 使 用 态 度

有显著的影响，同 时 也 影 响 感 知 有 用 性［１６］。由

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　感知有用性对移动证券用户的使

用态度有显著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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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３　感知有用性对移动证券用户的行

为意向有显著正面影响。

假设４　感知易用性对移动证券用户的使

用态度有显著正面影响。

假设５　感知易用性对移动证券用户的感

知有用性有显著正面影响。

２．２　信息质量

信息质量是指股民感知的移动证券能提供

可靠、充分、相关和及时的行情和专业股评信息

的程度［１２］。证券行业本身就是一个信息高密度

的行业，证券行业的 各 个 参 与 方 高 度 依 赖 相 关

的行情资讯信息，可 以 认 为 信 息 质 量 的 高 低 直

接影响行业各参与方的投资决策。移动证券也

是如此，因此用户在 决 定 是 否 采 用 移 动 证 券 进

行相关操作时，必定 会 更 加 谨 慎 地 对 待 移 动 证

券所提供信 息，更 加 关 注 信 息 质 量 的 高 低。由

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６　信息质量对移动证券用户的使用

态度有显著正面影响。

２．３　结构性保障

结构性保障是移动证券监管部门、移动 证

券运 营 商 制 订 的 有 关 合 同 条 款、协 议、交 易 规

则、第三方的安全保 障 和 法 律 等 方 面 的 交 易 安

全机制。结构性保障能够有效降低移动证券用

户的感知风险，改善移动证券用户的初始信任，
使其隐私、资金和交易切 实 得 到 了 保 护［１７］。一

旦发生了隐私泄露、资金无故损失或交易纠纷，
用户可以根据结构 性 保 障 的 相 关 条 款，妥 善 处

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失。由此，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７　结构性保障对移动证券用户的使

用态度有显著正面影响。

２．４　相关群体

相关群体对 移 动 证 券 用 户 而 言 非 常 重 要，
会对用户的评价、欲望或行为产生影响，是被用

户作为参照的一组社会人群［１８］。移动证券是一

种全新的证券业务 模 式，有 相 当 数 量 的 消 费 者

对其不熟悉，消费者 感 知 到 的 风 险 和 不 确 定 性

也很高。为此，当 消 费 者 在 犹 豫 是 否 采 纳 移 动

证券时，往往会积极地从自己的相关群体（如亲

戚、同事、朋友等）中 获 取 相 应 的 信 息 以 降 低 风

险。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８　相关群体对移动证券用户的使用

态度有显著正面影响。

２．５　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的影响因素

为了更深入理解移动证券用户采纳过程中感

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２个关键变量的形成过

程，结合移动证券的使用特点，引入移动设备可用

性和移动通信网络可用性这２个外部变量。

可用性是指在特定情境下，用户使用某 一

产品时 能 有 效、有 效 率 并 且 满 意 地 执 行 其 任

务［１９］。移动证券依托移动通信网络，使用手机、

ＰＤＡ等移动设备来获取实时行情、处理证券交

易，但由于移动设 备 自 身 的 限 制 和 移 动 通 信 网

络技术的不成熟，会 对 用 户 的 感 知 有 用 性 和 感

知易用性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

具体如下。

移动设备是向用户提供高品质移动银行服

务的载体，移动 设 备 的 可 用 性 主 要 是 指 移 动 设

备的输出输入效率、运算速度、存储空间及续航

能力的可用性［２０］。由 于 移 动 设 备 屏 幕 尺 寸 小、

按键操作繁琐，严 重 地 影 响 了 用 户 的 感 知 易 用

性，同时，较慢 的 运 算 速 度、有 限 的 存 储 空 间 和

短暂 的 电 池 寿 命 也 影 响 了 用 户 的 感 知 有 用

性［２１］，因此，移动设备可用性是影响用户感知有

用性和感知 易 用 性 的 重 要 因 素。由 此，提 出 如

下假设：

假设９　移动设备可用性对移动证券用户

的感知有用性有显著负面影响。

假设１０　移 动 设 备 可 用 性 对 移 动 证 券 用

户的感知易用性有显著负面影响。
移动通信网络的可用性主要指移动通信网

络的稳 定 性、网 络 覆 盖 率 和 数 据 传 输 速 率［２０］。
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还来自于通过

移动证券所提出 的 请 求 是 否 得 到 快 速 的 响 应，

这对移动 通 信 网 络 的 可 用 性 提 出 了 较 高 的 要

求。用户处于 移 动 情 境 下，要 保 证 用 户 所 在 的

位置能被移动通信网络所覆盖，此外，网络良好

的稳定性和快速的数据传输也会显著地影响用

户的采纳行为［２１］。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１　移 动 通 信 网 络 可 用 性 对 移 动 证

券用户的感知有用性有显著负面影响。
假设１２　移 动 通 信 网 络 可 用 性 对 移 动 证

券用户的感知易用性有显著负面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针对我国用户现阶段移 动

证券的采纳行为 设 定 了５个 基 本 影 响 因 素，为

感知有用 性 和 感 知 易 用 性 增 设 了２个 外 部 变

量，并对其各自的作用路径提出了１２条基本假

设。模型的基本架构见图２。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上文提出的研

究模型进行验证。为了确保变量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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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ＴＡＭ的移动证券用户采纳影响

因素理论模型

充分参考了相关文 献 中 所 使 用 的 题 项，并 根 据

移动证券的特点进行了适当的扩展和调整。所

有题项均以Ｌｉｋｅｒｔ７级 量 表 方 式 表 达，要 求 被

调查者对 陈 述 的 命 题 表 明 态 度。１～７分 的 含

义分别为非常 不 同 意、不 同 意、略 微 不 同 意、中

立、略微同意、同意、非常同意。

为了避免 问 卷 内 容 存 在 语 意 方 面 的 问 题，
导致被调查者 误解 题 项 表 达 的 意 思，本 文 采 用

问卷前测的方式对问卷内容进行检查。前测对

象是信息管理领域的１０位硕士研究生，请他们

针对问卷题项 意义 与 表 达 的 语 法 提 供 意 见，然

后根据反馈意见修改问卷。最终得到的指标和

来源见表１。

３．２　样本收集

２０１０年３月～４月，笔 者 对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工商管理学院在职攻读 ＭＢＡ和工程硕士的企

事业管理人员进行了调研。调查过程总计发放

问卷２００份，回 收 问 卷１９２份，其 中 有 效 问 卷

１７４份，有效问卷率为９０．６３％。图３和表２为

调查问卷的样本特征。
由表２可知，样本中大部分被调查者 接 受

过高等教育，而 且 相 对 年 轻。６７．２％的 股 民 有

２年 以 上 的 炒 股 经 验；被 调 查 者 中，男 性１３０
人，女性４４人；此外，５６．３％的被调查者具有较

高的职务；５８．６％的被调查者年收入超过６万，
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表１　问卷变量、指标内容及其来源

变量 指标 指标内容　　　 来源文献

Ｂ１ 我已经或可能很快会开始使用移动证券

行为意向（Ｂ） Ｂ２ 今后我会使用更多的移动证券业务 ［２２］

Ｂ３ 比起办理证券交易及获取行情信息的其他方式，我更倾向于使用移动证券

Ａ１ 我认为使用移动证券处理证券业务感觉非常不错

使用态度（Ａ） Ａ２ 我觉得使用移动证券获取实时行情、股市资讯、处理证券业务对我比较有益 ［２３］

Ａ３ 我对使用移动证券处理证券业务持有积极的态度

Ｐ１ 移动证券很符合我对实时获取证券行情信息和股市资讯的需求

感知有用性（Ｐ） Ｐ２ 移动证券很符合我对随时随地进行证券交易的需求 ［２４，２５］

Ｐ３ 我觉得移动证券非常有用

Ｅ１ 学会使用移动证券对我来说很容易

感知易用性（Ｅ） Ｅ２ 熟练使用移动证券操作对我来说很容易 ［２５，２６］

Ｅ３ 我具备使用移动证券所必需的各种条件和能力

Ｉ１ 我觉得移动证券所提供的行情信息是实时准确的

信息质量（Ｉ） Ｉ２ 我对移动证券提出的相关信息请求能够得到即时的响应 ［２６］

Ｉ３ 我对移动证券所提供的行情信息是非常信任的

Ｓ１ 我认为移动证券的安全交易机制是健全的

结构性保障（Ｓ） Ｓ２ 移动证券的安全交易机制能够保护我的权益不受损害 ［２６，２７］

Ｓ３ 我觉得移动证券是安全可靠的

Ｒ１ 通过向家人、朋友、同学或专家等了解、熟悉，我会考虑接受移动证券

相关群体（Ｒ） Ｒ２ 如果周围很多股民都在使用移动证券服务，我不使用就会显得落后了 ［２８］

Ｒ３ 我觉得使用移动证券会改善我的形象，以便和周围的股民打成一片

Ｄ１ 我的移动设备（手机）的处理和运算速度足够支持移动证券的使用

Ｄ２ 使用我的移动设备的按键进行移动证券操作非常繁琐
移动设备可用性（Ｄ）

Ｄ３ 我觉得移动设备的显示屏尺寸对我获取证券行情信息带来不便
［２９］

Ｄ４ 我很担心移动设备的续航能力会影响到我使用移动证券

移动通信网络

可用性（Ｍ）

Ｍ１ 我认为移动证券所要求的移动通信网络环境是稳定的

Ｍ２ 我认为目前的移动通信速度足够支持移动证券的使用 ［２６，３０］

Ｍ３ 我认为目前移动通信网络的覆盖率足够满足我随时随地使用移动证券的需求

·７２１·

基于ＴＡＭ的移动证券用户采纳影响因素研究———李志宏　白　雪　马　倩　等



图３　 样本工作行业饼状图
　

表２　样本统计信息（Ｎ＝１７４）

变量 频数／人 比例／％

性别
男

女
１３０
４４

７４．７
２５．３

年龄

／岁

＜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１～４０
４１～５０
＞５０

３
７８
８１
６
６

１．７
４４．８
４６．７
３．４
３．４

教育

程度

博士

硕士

本科

大专及以下

４１
１０６
２４
３

２３．６
６０．９
１３．８
１．７

变量 频数／人 比例／％

职
务

普通员工

中层干部

高层领导

其他

７６
７５
３
２０

４３．７
４３．１
１．７
１１．５

年
收
入
／万

元

３～６
６．１～１５
１５．１～３０
＞３０

７２
７４
２６
２

４１．４
４２．５
１５．０
１．１

股
龄
／年

＜２
２．１～５
５．１～１０
＞１０

５７
８４
２２
１１

３２．８
４８．３
１２．６
６．３

４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４．１　统计分析的方法

本文 采 用 了 结 构 方 程 模 型、ＳＰＳＳ和 Ａ
ＭＯＳ软件来进行数据处理。

结构方程模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ＳＥＭ）是一门基于统计分析技术的研究方

法，适用于复杂的多变量数据的探究与分析，因
而广泛 应 用 于 经 济 学、社 会 学 和 行 为 科 学 等

领域。ＳＰＳＳ１８．０和ＡＭＯＳ１８．０是功能强大的

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和ＳＥＭ建模工具，通过对回

归分析、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和方差分析等传

统多元数据分析方 法 的 扩 展，在 直 观 的 路 径 图

中指定、评估、检 验 及 发 展 模 型，进 而 验 证 路 径

图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假设关系［３１］。

４．２　信度检验与效度检验

信度是指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问

卷的信度越 高，结 果 越 可 信。信 度 的 检 验 采 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分析的方法，一般认为，α系

数大于０．７即表示信度可靠。由表３可知，各

变量的α系数均在０．７以上，说明问卷的量 表

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表３　量表信度检验

变量 题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Ｂ ３ ０．８３３
Ａ ３ ０．７０１
Ｐ ３ ０．７５８
Ｅ ３ ０．７８２
Ｑ ３ ０．７９５

变量 题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Ｓ ３ ０．７１６
Ｒ ３ ０．７３０
Ｄ ４ ０．７７４
Ｍ ３ ０．７９５

　　本研究使 用 的 量 表 均 来 自 现 有 文 献，很 多

学者都曾使用 这些 量 表 测 量 相 关 变 量，在 最 终

确认问卷之前采用问卷前测的方式对问卷内容

进行检查，并根据反馈结果对问卷进行了修正。
由此，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能够符合结构

效度的要求。
本文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来检验量表

的效 度。由 表４可 知，各 变 量 的χ
２／ｄｆ、ＧＦＩ、

ＡＧＦＩ、ＲＭＲ、ＲＭＳＥＡ、ＣＦＩ等指标大部分能达

到理想标准值，少 数 达 到 接 受 标 准 值 或 接 近 理

想标准 值。这 表 明 量 表 整 体 上 具 有 良 好 的 效

度。

表４　各变量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理想标准值 Ｂ Ａ Ｐ Ｅ Ｉ Ｓ Ｒ Ｄ Ｍ

χ２（ｄｆ） Ｎ／Ａ ５．４７（３） ５．０７（３） ５．８１（３） ６．３４（３） ４．５１（３） ３．３８（３） ４．６９（３） ６．４２（４） ４．７５（３）

χ２／ｄｆ ≤２．００ １．８２３ １．６９０ １．９３７ ２．１１３ １．５１８ １．８６５ １．２６６ １．６０５ １．５８３

ＧＦＩ ≥０．９０ ０．９５６ ０．９７４ ０．９３１ ０．９７４ ０．９３５ ０．９８６ ０．９１４ ０．９３３ ０．９８２

ＡＧＦＩ ≥０．８０ ０．９６３ ０．９１９ ０．９５２ ０．９３６ ０．９５４ ０．９３２ ０．９０７ ０．９７２ ０．９６５

ＲＭＲ ≤０．０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２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３

ＣＦＩ ≥０．９０ ０．９４１ ０．９６４ ０．９２７ ０．９３６ ０．９４１ ０．９２０ ０．９７５ ０．９６２ ０．９０８

４．３　结构方程分析与假设检验

本研究 使 用 ＡＭＯＳ１８．０进 行ＳＥＭ 分 析

验证，研究模型的显著性。
首先进行了适配度检验，表５显示了 变 量

拟合程度，可知理论 模 型 的 整 体 适 配 度 是 可 以

接受的。
通过ＳＥＭ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了路径关

系分析，并根据 结 果 对 假 设 的 变 量 关 系 进 行 验

证。模型路径 系 数 结 果 见 图４，假 设 检 验 结 果

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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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水平下显著（下同）。

图４　理论模型的路径系数及显著性
　

表５　模型整体适配度分析及衡量指标

适配度指标 理想标准值 可接受标准值 结果

χ２ Ｎ／Ａ Ｎ／Ａ ７７２．４１６

ｄｆ Ｎ／Ａ Ｎ／Ａ ５２４

χ２／ｄｆ ≤２．００ ≤３．００ １．４７４

ＧＦＩ ≥０．９０ ≥０．８０ ０．９３５

ＲＭＲ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６４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５７

ＡＧＦＩ ≥０．８０ ≥０．７０ ０．８１９

ＮＦＩ ≥０．９０ ≥０．８０ ０．９２３

ＣＦＩ ≥０．９０ ≥０．８０ ０．８７５

ＰＮＦＩ ≥０．５ ０．６８４

ＰＣＦＩ ≥０．５ ０．７４４

表６　理论模型的假设检验

假设 路径 检验结果 假设 路径 检验结果

假设１ Ａ→Ｂ 支持

假设２ Ｐ→Ａ 支持

假设３ Ｐ→Ｂ 支持

假设４ Ｅ→Ａ 支持

假设５ Ｅ→Ｐ 支持

假设６ Ｉ→Ａ 支持

假设７ Ｓ→Ａ 支持

假设８ Ｒ→Ａ 不支持

假设９ Ｄ→Ｐ 支持

假设１０ Ｄ→Ｅ 支持

假设１１ Ｍ→Ｐ 支持

假设１２ Ｍ→Ｅ 不支持

４．４　模型修正

为了更加清晰地理解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和

作用路径，结合相关的研究资料，修正了原假设

模型中部分变量间 的 因 果 关 系，重 新 构 建 基 于

ＴＡＭ的移动 证 券 用 户 采 纳 影 响 因 素 模 型，修

正后的模型及变量间的路径系数见图５。
表７为模型修正后的整体适配度情况。由

该表可知经过修正后模型的ＧＦＩ、ＲＭＲ、ＡＧＦ、

ＮＦＩ、ＣＦＩ等指标都优于原模型，表明修正后的

模型比原模型的拟合度有显著提高，由此可见，
修正后的模型具有 较 好 的 整 体 适 配 度，经 过 修

正后的模型假设完全被支持。

图５　修正后模型的路径系数及显著性
　

表７　修正后的模型整体适配度分析及衡量指标

适配度指标 理想标准值 可接受标准值 结果

χ２ Ｎ／Ａ Ｎ／Ａ ７８１．０５８
ｄｆ Ｎ／Ａ Ｎ／Ａ ５５９

χ２／ｄｆ ≤２．００ ≤３．００ １．３９７
ＧＦＩ ≥０．９０ ≥０．８０ ０．９３７
ＲＭＲ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６７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６０
ＡＧＦＩ ≥０．８０ ≥０．７０ ０．８２４
ＮＦＩ ≥０．９０ ≥０．８０ ０．９２３
ＣＦＩ ≥０．９０ ≥０．８０ ０．８７１
ＰＮＦＩ ≥０．５ ０．６８９
ＰＣＦＩ ≥０．５ ０．７４９

５　讨论与启示

（１）感知有用 性 是 影 响 用 户 采 纳 移 动 证 券

的最重要因素　这种影响也直接通过使用态度

间接产生。这表明用户很看重移动证券能否给

自己带来便利和效 率，满 足 自 己 随 时 随 地 获 取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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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需求。
（２）感知易用 性 显 著 影 响 用 户 的 使 用 态 度

和感知有用性　用户使用移动设备进行证券操

作，如果主观上感觉使用移动证券服务很困难，

不仅会降低对移动 证 券 的 有 用 性 认 知，也 会 直

接影响用户的使用态度。

（３）信息质量 对 移 动 证 券 采 纳 有 显 著 正 面

影响　这表明移动证券用户对服务商所提供的

信息质量非 常 看 重。在 移 动 情 境 下，用 户 往 往

面临着迫切获取市场行情信息的需求，而准确、
及时、可靠的证券信 息 将 有 效 地 帮 助 用 户 作 出

合理的理财决策，从 而 增 强 用 户 对 移 动 证 券 的

满意度，促进用户更 频 繁 地 使 用 移 动 证 券 相 关

业务。

（４）结构性保 障 对 移 动 证 券 采 纳 有 显 著 正

面影响　结构性保障从根本解除了用户对使用

移动证券风险预见的后顾之忧。一旦出现相关

交易纠纷，用 户 感 知 能 够 有 法 可 依、有 章 可 循，

将极大地促进用户放心地使用移动证券服务。

（５）相关群体 对 使 用 态 度 的 负 面 影 响 不 显

著　这一结果与本 文 的 原 始 假 设 相 反，导 致 这

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目前使用移动证券的用户

群并 不 庞 大，普 及 率 不 高，相 关 的 宣 传 也 不 到

位；用户在希望通过周围的亲戚、朋友等相关群

体获取有关移动证 券 的 使 用 感 受 和 建 议 时，往

往得不到有帮助的答案。

（６）移动设备 可 用 性 对 感 知 有 用 性 和 感 知

易用性有显著负面影响　移动设备是用户使用

移动证券的载体，目 前 移 动 设 备 的 可 用 性 存 在

诸多不足，如 显 示 屏 幕 小、按 键 操 作 不 方 便、电

池寿命短、计 算 速 度 慢、存 储 空 间 小 等，这 都 可

能会对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带来负

面的影响。

（７）移动通信 网 络 可 用 性 对 感 知 有 用 性 有

显著负面影响　这可能是由于目前虽然移动通

信网络技术日益成熟，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

有些偏远地区没有信号覆盖、数据传输慢等，这
对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带来负面的影响。但移动

通信网络可用性对 感 知 易 用 性 的 影 响 不 显 著，
这说明用户直接感知到的易用性与移动通信网

络的信号覆盖率、数 据 传 输 速 度 等 没 有 直 接 的

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为移动证券的各个参

与方提供有 益 的 启 示。对 于 证 券 公 司 而 言，要

将主要精力放在提 高 与 有 用 性 相 关 联 的 服 务、

信息质量上，不断改善服务内容，培养用户的使

用能力，并建立和完善相关结构性保障，有效降

低用户的风 险 认 知。对 于 移 动 运 营 商 而 言，应

当不断提高通 信网 络 的 覆 盖 率 和 稳 定 性，拓 展

数据传输速度，为 用 户 使 用 移 动 证 券 提 供 强 大

的无线网络 支 持。对 于 移 动 设 备 提 供 商 而 言，
如何改进设计缺陷，提 高 移 动 设 备 的 操 作 性 和

计算速度，对于 促 进 用 户 采 纳 移 动 证 券 起 到 至

关重要的作用。

６　结论与局限

本研究基 于ＴＡＭ 将 信 息 质 量、结 构 性 保

障和相关群体纳入 考 量 范 围，构 建 了 移 动 证 券

用户采 纳 的 理 论 模 型。通 过 收 集 问 卷 调 查 数

据，使用ＳＥＭ分析法，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进
一步修正了理论模 型，并 对 数 据 分 析 结 果 进 行

了讨论。实证研究发现，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

性对移动证券 采纳 行 为 有 显 著 正 面 影 响，信 息

质量对移动证 券采 纳 行 为 有 显 著 正 面 影 响，结

构性保障 对 移 动 证 券 采 纳 行 为 有 显 著 正 面 影

响。作为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２个外部

变量，移动设备 可 用 性 对 感 知 有 用 性 和 感 知 易

用性有显著负面影 响，移 动 通 信 网 络 可 用 性 对

感知有用性有显著 负 面 影 响，但 对 感 知 易 用 性

的影响不显著。
本研究的样本主要来自于华南理工大学工

商管理学院在职攻读 ＭＢＡ和工程硕士的企事

业管理人员，尽管这一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考虑到研究结论 的 推 广 性，未 来 的 研 究 可 以

扩大样本规模，提高样本的随机性。此外，可能

还有其他影响 因素 未 被 考 虑 到 本 研 究 中，后 续

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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