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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信息技术接受研究方面，有很多的研究模型，每一个模型都有不同的对接受的决定因素。重点阐述了3 

个重要的接受模型——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技术接受模型，并对它们的主要因素列表做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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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 的发展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组织的投资中有大概 50％是 

用于信息技术方 面I“1。技术虽然能够改善组 

织的生产效率 ，但是它们必须首 先被 组织 的 

人员所 接受 。研究用户对技术 的接受行为被 

认 为是 当代 信息 系统 中最成 熟 的研 究领 域 

之 一阍。在这方 面的研究 中产生 了很 多理 论 

模 型12,6,7,9,10}。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是理性行 为 

理论 、计划 行为理论 和技术接受模型。 

理性 行为理论 (Theory of Reasoned Ae- 

tion—TRA)【1． 是一个用 于预测 和解 释个人行 

为的模型。计划行为理论 (Th 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 是由理性行为理论延伸而 

来的 ，该理论 的基本前提是人是有理性 的个 

体 ，并认为 当人们有 时间去思考他们所 要执 

行的行为时，行为意向是检视其行为的最好 

方法 。技术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是 Davis(1989)运用理性 行 为 

理论 专 门研 究用 户对信息 系统接 受 时所提 

出的一个模型。 

本文对理性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 、 

技术 接受模 型的模 型结构及 它们 的关 键 因 

素和关 键因素 的测度 进行 系统 的分 析 和 比 

较 ，使人们对技术接受模 型及其相关理论 有 

一 个 总体认识 ，为 以后相 关领域的研究 提供 

借鉴 、参考 的价值 。 

1 3类模型的结构分析 

1．1 理性行为理论模 型结构 

理性 行为理 论是 一个被 广泛 研究 的模 

型 ，它源 于社会 心理学 ，研 究 的是 有意 识行 

为打算的决定性因素 ，实质上可用 于解释任 

何一 种人类行为 ，对于不 同领域 的行为 ，它 

都能做 出很好 的预测和解释 ，是研究人 类行 

为最基础 的最有影响力的理 论之一。 

根据理性行 为理论 ，一个 人执行某项行 

为是 由他／她 的行 为意 向 (behavioral inten— 

tion—BI)决定 的 ，行 为意向是 由个 人对所要 

执行的行为的态度 (attitude—A)和主观规范 

(subjective no丌n—SN)共同决定的。其模式 

架构 如图 1所示 。其 中行 为意 向是对某人打 

算执行某项 行为的意向 的一个 测量 ，态度是 

指 一个人 在执行 某项行 为时 的积极 的或 者 

消极 的感受 (可估计 的影 响)，主观规范是指 

一

个 人感 知的对他 重要 的大部 分人 认为他 

应该或者不应该执行 某项 行为。行 为的态度 

是 由其 对执行 某项 行为产 生结果 的信 念和 

对产生的结果的评估决定 的 ，信 念是指对执 

行 某项行 为将 会产生 的结果 的一种 主观 意 

识 ，评估是指对产生 的结果 的一种可估计 的 

反应 。主观规范是 由其的规范的信念和遵守 

的愿望决定的。 

信息和评估 态度 

(A) 

规范的信念和 主观规范 

遵守的愿望 l l (SN) 

行为意L．一行 向(BI)l I为 

图 1 理 性 行 为 理论 

从信 息系统 的角度 理解理 性行 为理论 

一 个相 当有用的方面就在于它认为其他任何 

影 响行为的因素都是通过影响态度和主观规 

范来 间接影 响行 为的。所以 ，像系统设计特 

征 、用户特征(包括感知的形式和其他的个性 

特征)、任务特征 、发展或执行过程 的本质 、政 

策的影响、组织结构等等因素都属于这一类 ， 

Fishbein和 Aizen将这一类 因素定义 为外部 

变量 (external variables)。这样理性行为理论 

就 综合考 虑 了影响用 户行为 的不受控 制 的 

环境 因素和能够进行控制的因素。 

1．2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结构 

计 划行 为理论是 由理性 行 为理论 延伸 

而来 的 ，由于 理性行 为理论 是在 “行 为的发 

生是基 于个人的意志力控制 ”的假设下 ，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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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进行预测 、解释 。但在实际情况下 ， 

个人对 行为 的意 志控制 程度往往 会受 到时 

间 、金钱 、信息和能力 等诸 多因素的影响 ，因 

此 ，理性行 为理 论对不完全 由个人 意志所能 

控制的行为 ，往 往无法给予合理 的解 释。因 

此，Ajzen(1985)便将理性行为理论加以延 

伸 ，提 出 了计划行 为理论 ，期 望其 对行 为的 

预测 和解 释更具适合性 ，其模式架构如图 2 

所示 。 

信息和评估 态度 

(A) 

规范的信念和l-．1主观规范 遵守的愿望 
I l (SN) 

控制信念和感 

知的便利性 

感知的行为 

控制(PBC) 

行为意L_一行 向(BI)I}为 

图 2 计 划行 为理论 

计划 行为理 论与理性 行为理 论不 同之 

处就在于对行 为意 向的预测上。计划行 为理 

论增 加 了第 三个决 定性 因素——感 知 的行 

为控 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ml--PBC)。 

感知 的行 为控制是 指个人 感知 到完成某 一 

行为容易或困难的程度 ，它反映个人对 某一 

行为过去 的经验和预期 的阻碍。当个人认为 

自己所拥 有的资源与机会越多 ，预期 的阻碍 

就越 小 ，对行 为的控制也就 越强。感知 的行 

为控制是 由控 制信 念(control beliefs)与感知 

的便利性(perceived facilitation)共同决定的。 

控制 信念是 指个人 对 自己所拥 有执行行 为 

所需 的资源 、机 会或阻 碍多少 的认知 ，感 知 

的便利性 是指 这些 资源 、机会 或阻碍 ，对 行 

为的影 响程度。 

1．3 技术接受模型 结构 

技 术接受模型是 Davis(1989)运 用理性 

行 为理论 研究用 户对信 息系统 接受时 所提 

出的一个模型。技 术接受模 型的模式架构 图 

如 图 3所示。 

技术 接受模 型提 出了两 个主要 的决 定 

因素：①感知的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1． 

ness—PU)，反映一个人认为使用一个具体 

的系统对他工作业绩提高的程度。②感知的 

易 用性 (Perceived Ease of Use—PEOU)．反 

映一个人认为容易使用一个具体的系统的 

程度。 

技术接受模型认为系统使用是由行为 

意向决定的，行为意向是由某人想用的态度 

和感知的有用性共同决定的 。想用的态度是 

由感知 的有用 性和感 知的易 用性共 同决定 

的 ，感知的有用性 

是由感知的易用性 

和外部变量共同决 

定的 ，感 知的易用 

性是 由外部变 量决 

定 的 ，同时外部 变 图3 Davis的技术接受模型的结构 

量 为 技术 接受 模 型 中存 在 的 内部信 念 、态 

度 、意向和 不同 的个人之 间的差 异 、环境 约 

束 、可控制的干扰 因素之 间建立起 了一种联 

系。 

2 3类模型主要因素分析 

理 性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 论和技术接 

受 模 型都 是用 于研究 用户接 受行 为 的理 论 

模 型 ，由于每一个模 型都 有不同 的对 接受的 

决定因素，所以它们在对某项具体技术的接 

受进行研究 时 ，存在着 差异 。表 1对 3个 模 

型 的关键因素 、因素定义列表作 比较分析 。 

表 1 模型关键因素定义表 

模型 关键因素 因素定义 

表 2在表 1的基 础上 对 3个 模 型的关 

键的因素的测度列表作详细介绍，使读者对 

它们之间的联 系与 区别有一个清楚的 了解 。 

3 结束语 

本 文 只对 技术接 受研 究领 域 中的 3个 

模型做了详细的阐述和比较分析，在该研究 

领域 中，还有很多其他研究模 型。本文为未 

表2 模型关键因素的测度 

模型 关键因素 因素的测度子项 

理 
性 
行 
为 
理 
论 

态度 ①使用这个系统是一个坏／好 

主意；② 使用这个系统是一个 

愚蠢的／明智的选择；③我不喜 

欢／喜欢使用这个系统的主意； 

④使用这个系统令人感到不愉 

快／愉快 。 

主观规范 ①能够影响我行为的人认为我 

应该使用这个系统；②对我来 

说重要的人认为我应该使用这 

个系统。 

执行某项 ①使用这个系统是一个坏／好 

行为的态 主意；②使用这个系统是一个 

度 愚蠢的／明智的选择；③我不喜 

欢／喜欢使用这个系统的主意； 

④使用这个系统令人感到不愉 

快／偷快 。 

主观规范 矍 
人认为我应该使用这 

感知的行 

为控制 

感知的有 

用性 

技 
术  

接 
受 
模 感知的易 
型 用性 

①我能控制使用这个系统；② 

我有使用这个系统所需的资 

源；③我有使用这个系统所需 

的知识 ；④给我使用这个系统 

所需的资源、机会和知识，我将 

会很容易地使用这个系统。 

①在我的工作中使用这个系统 

使我能够更快地完成任务；② 

使用这个系统将会改进我的工 

作业绩；③在我的工作中使用 

这个系统将会增长我的生产能 

力；④使用这个系统将会提高 

我的工作效率；⑤使用这个系 

统将会使得我更加容易工作； 

⑥在我工作中，我将会发现这 

个系统有用。 

①学习使用这个系统对我来说 

将会很容易；②我将会发现使 

用系统做我想做的事是很容易 

的；③我与系统的交互将会是 

清楚的和明白的；④我将会发 

现系统能很灵活地进行交互； 

⑤熟练的使用系统对我来说将 

会是很容易的；⑥我将会发现 

这个系统容易使用。 

来 在技术 接受领 域的进 一步研 究提 供 了一 

个可借鉴的方法，在未来的研究 中。可对更 

多的研究模型做更详细的分析比较 ，得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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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间的异 同，并通过综合分析 比较各个模 

型的优劣，构建一个能够更好地解释用户接 

受 行为的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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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Study of TAM and Its Theory Basis 

Abstract：In the research on the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there are many research models．Every 

model has different determinant factors of acceptance．In this article，we have introduced three important mod— 

el of acceptance：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1．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paper，we have mad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their main factors． 

Key words：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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