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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开放获取期刊仍存在较多发展空间，从受众维度探索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对

于提升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和推动开放获取期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设计/方法]从受众的素养、认知、

情感、行为四个维度构建了基于受众的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评测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

各指标权重，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验证了指标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结论/发现]
 

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主要取

决于受众素养和受众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受众认知和受众情感的影响。 [创新/价值]对于开放获取期刊知识

传播效果的受众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梳理，可为提升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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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Since
 

there
 

is
 

much
 

room
 

lef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exploring
 

the
 

impact
 

factors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effectiveness
 

from
 

the
 

audience
 

dimension
 

is
 

very
 

impor-
tant

 

for
 

improving
 

the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effective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access
 

journals.［Design/Method-
ology］The

 

audience-base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mpact
 

factors
 

for
 

the
 

open
 

access
 

journals’knowledge
 

dissemination
 

effectiveness
 

was
 

set
 

up,
 

covering
 

four
 

aspects,i.e.,
 

audience
 

literacy,
 

cognition,
 

emotion
 

and
 

behavior.
 

The
 

weight
 

of
 

each
 

index
 

was
 

determined
 

by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scientific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indicators
 

were
 

verified
 

by
 

the
 

method
 

of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Findings/Conclusion］The
 

effectiveness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mainly
 

depends
 

on
 

audience
 

literacy
 

and
 

behavior,
 

and
 

is
 

also
 

partly
 

affected
 

by
 

audience
 

cognition
 

and
 

emotion.［Originality/Value］The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audienc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mecha-
nism

 

of
 

open
 

access
 

journals’knowledge
 

dissemination
 

effectiveness,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
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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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获取期刊是一种由作者付费出版、读者免

费获取[1]的出版模式，具有明显的知识共享特征[2]。

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以及国际科研机构的积极倡

导[3]，开放获取运动蓬勃发展，并得到了国内学术界

的密切关注以及图书情报界的积极响应，成为了科

学研究者获取文献资料的途径之一[4]。 然而，相较

于传统期刊，开放获取期刊的知识传播效果仍处于

较低水平[5]。 由于受众的基本素养及态度等能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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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决定开放获取期刊的知识传播效果[6]，因此开

放获取期刊出版商不得不为保障经济效益而将目光

转向受众市场，将受众放在知识传播过程的主体地

位，以避免“传而不受”的零效果或负效果。 因

此，从受众层面出发，科学界定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

播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提出增强开放获

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的具体方法或策略就显得十分

必要。

1 相关研究综述

在开放获取期刊数据库评价方面，国外大多对

开放获取期刊的成本绩效、预算评估、平台设计等方

面进行探究[7]，或是对开放获取期刊的用户利用情

况、平台效益等方面进行评价[8]。 国内虽有部分学

者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或是通过线上调查对不同学

科、不同模式的开放获取期刊数据库的各种指标进

行数据统计和比较研究，或是构建数学模型并分析

数据结果，但是大多数学者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对开

放获取期刊的出版模式、经济运行模式、资源整合、

版权保护等方面进行评估。 例如：王应宽和王锦贵

以全球首家独立的基于赢利模式的开放获取期刊出

版商BioMed
 

Central为例，探讨了其收录情况、经营

模式、质量控制措施等成功经验及对国内开放获取

期刊出版商的启示[9]；张怀涛和秦珂从版权交易的角

度对开放获取这一新型网络出版模式进行了探究，

并从版权管理目的、许可合同内容、版权保护侧重

点、责任承担机制和许可协议法律地位等5个维度，

比较了开放获取期刊与商品化电子期刊版权管理的

特点，进而给出保护开放获取期刊版权的具体建

议[10]；康军针对我国开放获取期刊的发展现状，分

析国外出版商运营模式的利弊，为打造以社会效益

为重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获取出版模式提出建

议和措施[11]。

在开放获取期刊传播效果的评估体系及影响因

素方面，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进行了探索。 尹达通过

专家调查法构建了开放获取期刊传播效果的评估指

标体系，并选择了国内最早采用开放获取出版模式

的“医学”学科领域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认知层

面，国内受众已对开放获取型学术期刊模式及其仓

储模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且医学领域开放获取

期刊网站已发展至一定规模，但我国开放获取期刊

的国际知名度发展较为缓慢；在态度层面，国内用户

对开放获取期刊的认可度较高，并取得了相关部门

及科研机构的相应重视；在行为层面，国内用户在了

解并认可开放获取期刊后对其所刊载论文的利用效

果较好[12]。 徐丽芳等学者用同样方法，根据拉斯韦

尔的5W模式从知识这一微观角度研究开放获取期刊

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通过定量分析发现开放获取

期刊知识传播效果主要受内容质量和受众基础2个

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媒介传播和环境条件2个因

素一定程度的影响[13]。 李若男等学者将影响开放获

取期刊内容质量的因素界定为稿源质量、稿件质量、

编审合理度3个维度，并采用系统动力学理论与方

法，通过构建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系统动力

学模型，分析各项内容质量相关影响因素对开放获

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的作用机理和影响程度[14]。 刘

锦宏等学者则从媒介视角出发，构建了包含媒介接

触、媒介使用、媒介评价3个维度的开放获取期刊知

识传播效果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发现媒介对开放获

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媒介使用和

媒介评价环节[15]。 由此可知，影响开放获取期刊知

识传播效果的因素较多，如知识客体因素、媒介技术

因素、环境因素等，但是在用户至上的时代，于上述

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中，受众因

素是至关重要的。

在开放获取期刊传播效果的受众影响因素方

面，国内外相关研究较少。 赵雨婷等学者认为现实

的社会人群因其素养、学识、偏好等必然会形成不同

的受众群体,
 

而不同的受众群体因自身条件的不同对

同一传播信息也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因此开放获取

期刊知识传播效果会随着受众的OA认可度、OA认

知度、信息需求、阅读偏好、学术立场、科学知识素

养等的变化而产生偏差[16]。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对开放获取期刊的知识

传播效果的研究缺乏受众角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也

缺乏独立的实证性定量研究。 因此，本文将通过层

次分析法，对开放获取期刊的知识传播效果的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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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进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旨在分析开放获

取期刊知识传播模式的基础上，力争阐释和解决以

下两个问题：基于受众的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

果的影响因素包含哪些具体元素，各占比重有多大？

开放获取期刊运营者可从哪些受众角度有效提升开

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与思路

为确保研究结果合理性，本文综合运用德尔菲

法和层次分析法评估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的

受众影响因素。 德尔菲法（Delphi）亦可称为专家调

查法，是一种采用函询方式进行多次匿名反馈的问

卷调查方法[17]。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是一种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化分析方

法，较适用于解决影响因素较多、内在关系较复杂、

不易进行量化的问题[18]。

笔者首先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总结

影响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的受众因素，结合

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的特征要素，构建基于受众

的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的层次结构模型；其

次，基于构建的层次结构模型，根据九分量表制作专

家调查问卷，并依据问卷回收所得数据建立成对比

较判断矩阵，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专业分析工具计

算模型中各项要素的权重值并检验一致性，只有满

足一致性的数据才被采纳；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总

结，并从受众角度提出增强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

效果的具体建议与对策。

2.2 层次模型与指标

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的受众影响因素可

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维度。 在受众的主观

因素方面，心理学家罗森伯格（M.J.Rosenberg,

1960）认为受众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综合影响受众态

度。 作为信息消费者，受众态度是影响OA期刊知

识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从受众认知、情

感和行为方面分析影响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

的因素。 认知即受众对于开放获取期刊的认识及评

价，是态度形成的较客观的必要基石；情感是受众在

对开放获取期刊产生认知之后所形成的带有主观成

分的内心体验；行为倾向是受众对开放获取期刊所

具有的可预判的行为方向性[19]。 此外，在受众的客

观因素方面，受众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其信息接收

能力，进而也影响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 综

上，本文依照层次模型建立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

作性原则，结合开放获取期刊的具体特点和关键要

素，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由受众素养、受众认知、受

众情感和受众行为4个一级指标，学术素养等8个二

级指标和学科背景等3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开放获取

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的受众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2.2.1　受众素养

社会群体因其人生经历差异性往往会自然形成

不同素养水平的细分受众群体[20]，细分后的受众群

体因其素养水平的差异性对同一传播信息产生不同

的反应。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受众素养这一指标要素

是指开放获取期刊受众经过长时间的知识经验积累

等获取的学术素养和媒介素养的总和，其中学术素

养主要通过义务教育、课外培训和高校深造等途径

获取，而媒介素养则是通过媒介接触、信息处理等实

践得到的一系列能力提升[21]。 在开放获取期刊的知

识传播活动中，学科背景、学术立场、文化程度、语

言能力4个受众学术素养，以及信息获取能力、信息

分析能力、信息评价能力、信息传输能力4个媒介素

养，无论哪一个要素都可以影响甚至改变受众的认

知、情感和行为[22]，从而影响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

播效果。

2.2.2　受众认知

受众认知是指受众在进行信息消费时，对于开

放获取期刊各方面的认识程度和认可程度。 受众群

体因其自身的素养、学识、经历等条件的不同对于同

一传播信息会产生不同的认识与认知[23]。 在开放获

取期刊的知识传播活动中，受众对于版权管理、免费

获取、自身支付能力的认识程度，以及受众对于OAJ
模式、OAJ质量、OAJ便捷性的认可程度等，均同受

众接收、理解、记忆开放获取期刊所传播知识的效果

息息相关[24]。

2.2.3　受众情感

受众情感是指开放获取期刊受众在选择信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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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方式时的心理体验倾向，主要受消费心理和动机

需求影响。 受众在使用OA期刊时会产生许多心理

现象，如因选择心理而避繁求简、因信任心理而更关

注传统期刊、因从众心理而跟随群众选择、因利他心

理而无私分享等。 只有把握受众心理、了解受众需

求，才能据此对传播策略进行规划以获得期望的传

播效果。 因此，受众的选择心理、信任心理、从众

心理、利他心理，以及受众的信息需求、互动性需

求、便捷性需求等都会影响受众的情感[25]，从而影

响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

图1 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的受众影响因素模型

2.2.4　受众行为

受众行为是指受众在进行信息消费时一系列习惯

行为和在使用开放获取期刊的互动性反馈行为。 人

作为群体化组织化生存的动物，需要与群体保持一致

的话语方式和谈论主题，同时也需要与物质保持一定

量的接触，从而获得群体归属感[26]。 受众因这类需

求会产生动力，进行下载、收藏、引用、评论、分享

等互动性反馈行为，促进开放获取期刊的有效传播。

此外，受众的习惯行为，如阅读偏好、信息获取习

惯、信息处理习惯、媒体使用习惯等在一定程度上也

会影响其传播效果[27]。

2.3 问卷设计与数据获取

为实现测评各影响因素对最终目标的影响程度，

本文采用了九分比例标度表（表1）的方法以具象化

地表示。 若量化值等于1，则两因素的影响程度相

同；量化值大于1，则一个因素比另一因素重要，且

数值越大，两者之间差距越大；量化值小于1，则一

个因素比另一因素的重要程度小，且数值越小，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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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差距越大。 基于上文（2.2章节）所构建的层次

模型，以九分比例标度表中的数字
 

1—9及其倒数为

标度，本文制作了层次分析法专家调查问卷。 同

时，为实现对上文所构建的模型和指标进行检验，本

文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原理，以“优秀，良好，中

等，一般，差”5个等级作为指标打分依据，设计了

指标评价专家问卷。 两份专家调查问卷均采取线上

的方式发放与回收。

表1 九分比例标度表

量化值 含义

1 一个因素与另一因素同等重要

3 一个因素比另一因素稍微重要

5 一个因素比另一因素较强重要

7 一个因素比另一因素强烈重要

9 一个因素比另一因素极端重要

2，4，6，8 上述两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倒数 一个因素比另一因素的重要程度小

　　根据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基本原理，

问卷调查所选取的专家样本应不少于10人，以保证

较为理想的精准度[28]。 为保证获取数据的可信度和

权威性，本次调查选取了来自高校的对开放获取期刊

出版模式进行过深入研究的2位教授与7位硕博士研

究生，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6位出版行业从业人员，

组成了专家评估小组（N=15），具体参见表2。

表2 专家受众样本信息表

序号 性别 工作单位类型 工作驻地 对OA期刊
熟悉程度

1 女 高校 湖北 非常熟悉

2 女 高校 湖北 非常熟悉

3 女 高校 湖北 非常熟悉

4 男 高校 湖北 非常熟悉

5 女 高校 北京 非常熟悉

6 女 高校 北京 较熟悉

7 男 高校 广东 非常熟悉

8 男 高校 广东 非常熟悉

9 男 高校 广东 非常熟悉

10 女 出版传媒企业 山东 非常熟悉

11 女 出版传媒企业 黑龙江 非常熟悉

12 男 出版传媒企业 江苏 较熟悉

13 女 出版传媒企业 陕西 非常熟悉

14 女 出版传媒企业 河南 非常熟悉

15 男 出版传媒企业 福建 较熟悉

3 实证分析

3.1 构建判断矩阵

为对目标问题进行量化以及减小误差，本文采用

几何算术平均的方式对专家评估小组所提供的15组

判断矩阵进行集结操作，得出不同层级的各指标之间

影响力的判断值，将要分析的问题归化为比较判断矩

阵。 经过对数据的集结，基于受众的开放获取期刊

知识传播效果影响因素层次模型中一级准则层要素受

众素养（B1）、受众认知（B2）、受众情感（B3）和受

众行为（B4）对应于目标A的判断矩阵（AB-A）如表

3所示。

表3 一级准则层B对应于目标A的判断矩阵

B-A B1受众
素养

B2受众
认知

B3受众
情感

B4受众
行为

B1受众素养 1 4 6 3
B2受众认知 1/4 1 3 1/3
B3受众情感 1/6 1/3 1 1/5
B4受众行为 1/3 3 5 1

3.2 一致性检验

判断矩阵构建后，需对其进行一致性检验。 本

文引入了学者Saaty定义的一致性指标CI=（λmax
－n）/

 

（n－1）以及随机一致性指标RI=（λmax－

n）/（n－1），其中n为判断矩阵的阶数，λmax为判

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通过随机模拟可得到一致性

比率CR=CI/RI。 当一致性比率CR<0.1，即可断定

该判断矩阵具有一致性；若CR≥0.1，则需对判断矩

阵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整[29]。

根据表4中数据，所有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例

CR
 

均小于
 

0.1，说明所有判断矩阵具有一致性，即

经过计算得出的所有相对权重均具有逻辑意义。

3.3 计算指标权重

通过一致性检验后，利用分析工具可得判断矩阵

的特征向量，并以此作为下层对上层的权重。

经计算（表5）可知受众素养（B1）对开放获取

期刊传播效果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受众行为（B4）和

受众认知（B2）因素，而受众情感（B3）的影响程度

最小。

根据表6数据，二级准则层要素学术素养和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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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对于受众素养这一要素的总排序权重 WB1(C)
 

=
{0.7500，0.2500}。 由此可知，学术素养对于受众

素养的影响较大，其次则是媒介素养。

表4 一致性检验

判断矩阵 CR λmax
AB-A 0.0551 4.1470
AC-B1 0 2.000
AC-B2 0 2.000
AC-B3 0 2.000
AC-B4 0 2.000
AD-C1 0.0646 4.1724
AD-C2 0.0502 4.1342
AD-C3 0.0370 3.0385
AD-C4 0.0311 3.0324
AD-C5 0.0295 4.0787
AD-C6 0.0036 3.0037
AD-C7 0.0182 4.0487
AD-C8 0.0576 5.2580

表5 一级准则层各要素对目标A的相对权重 WA(B)

一级
准则层B Bi

B1 受众
素养

B2 受众
认知

B3 受众
情感

B4 受众
行为

相对权重
WA(B) 1 0.5355 0.1300 0.0596 0.2749

表6 二级准则层要素对B1 的相对权重 WB1(C)

B1 对应的二级
准则层要素

C1+C2 C1 学术素养 C2 媒介素养

相对权重 1 0.7500 0.2500

　　根据表7数据，在受众认知这一级准则层内，受

众认可度对受众认知的影响程度较高，占比为

80.00%，而受众认识度对受众认知的影响偏低，为

20.00%。 换言之，受众认可度是影响受众认知的主

要因素。

表7 二级准则层要素对B2 的相对权重 WB2(C)

B2 对应的二级
准则层要素

C3+C4 C3 受众认识度 C4 受众认可度

相对权重 1 0.2000 0.8000

　　分析表8数据可知，影响开放获取期刊受众情感

的因素权重由大到小的顺序为受众需求、受众心理。

表8 二级准则层要素对B3 的相对权重 WB3(C)

B3 对应的二级
准则层要素

C5+C6 C5 受众心理 C6 受众需求

相对权重 1 0.2500 0.7500

　　受众行为是影响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的最

直接因素，并在其传播过程中占据重要环节。 分析

表9可得，影响开放获取期刊受众行为的因素权重由

大到小的顺序为反馈行为、习惯行为。

表9 二级准则层要素对B4 的相对权重 WB4(C)

B4 对应的二级
准则层要素

C7+C8 C7 习惯行为 C8 反馈行为

相对权重 1 0.3333 0.6667

3.4 确定组合权向量

将“方案层 D对二级准则层C的相对权重 WC
(D)”“二级准则层C对一级准则层B的相对权重 WB

(C)”与“一级准则层B对目标层A的相对权重 WA

(B)”相结合，可得方案层D对目标层A的组合权重

WA(D)。 经过计算，方案层要素对准则层与目标层

的相对权重如表10所示。 经检验，方案层D各要素

对二级准则层C、一级准则层B和目标层A的相对权

重分别相加均等于1。
由表10中的“方案层D对目标层A的相对权重

WA(D)”可看出，在受众层面，“语言能力”“文化程

度”“引用行为”“OAJ质量认可度”和“信息评价能

力”五个要素对于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的影响

最大。 其中，“语言能力”“文化程度”和“信息评价

能力”三个要素均为受众自身素养因素，表明受众素

养仍是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的最直接、重要的

影响因素，这充分说明了受众提高自身学术素养和媒

介素养的重要性。 权重排名前五的另两个要素分别

为“引用行为”和“OAJ质量认可度”，表明受众对

于作者研究成果的引用行为对开放获取期刊所载的知

识起到了重要的二次传播效果，同时也表明了受众的

开放获取期刊质量认可程度对知识在吸收、转化与输

出等阶段的传播效果发挥了关键作用。 具体各方案

层要素分析如下：

从一级准则层要素“受众素养”出发，首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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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二级准则层要素“学术素养”的方案层要素中，权

重占比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语言能力、文化程度、学

术立场和学科背景，对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的

影响程度排名也由高到低。 同时，由指标具体权重

值可以看出，对应“学术素养”的方案层要素在整体

方案层中，权重排序基本处于最靠前位置，这也与

“学术素养在二级准则层中所占比重最大”相一致。

其次，对应二级准则层要素“媒介素养”的方案层要

素中，信息评价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的权重较高，说

明受众对于知识信息的获取及时、评价精准是影响开

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十分重要的因素。

表10 方案层要素对准则层与目标层的相对权重

方案层

二级准则层 一级准则层 目标层

C1 学术
素养

C2 媒介
素养

C3 受众
认识度

C4 受众
认可度

C5 受众
心理

C6 受众
需求

C7 习惯
行为

C8 反馈
行为

B1 受众
素养

B2 受众
认知

B3 受众
情感

B4 受众
行为

WA(D)
排
序

D1学科背景 0.0533 0.0400 0.0214 13
D2 学术立场 0.1014 0.0760 0.0407 8
D3 文化程度 0.2740 0.2055 0.1100 2
D4 语言能力 0.5713 0.4285 0.2294 1
D5 信息获取能力 0.2825 0.0706 0.0378 9
D6 信息分析能力 0.0710 0.0178 0.0095 20
D7 信息评价能力 0.5258 0.1314 0.0704 5
D8 信息传输能力 0.1207 0.0302 0.0162 16
D9 版权管理认识度 0.2583 0.0517 0.0067 24
D10 免费获取认识度 0.6370 0.1275 0.0166 15
D11 支付能力认识度 0.1047 0.0209 0.0027 28
D12

 OAJ模式认可度 0.2109 0.1687 0.0219 11
D13

 OAJ质量认可度 0.7049 0.5639 0.0733 4
D14

 OAJ便携性认可度 0.0841 0.0673 0.0087 21
D15 选择心理 0.4949 0.1237 0.0074 23
D16 信任心理 0.3111 0.0778 0.0046 27
D17 从众心理 0.1329 0.0332 0.0020 29
D18 利他心理 0.0610 0.0153 0.0009 30
D19 信息需求 0.6483 0.4862 0.0290 10
D20 互动性需求 0.1220 0.0915 0.0055 26
D21 便捷性需求 0.2297 0.1723 0.0103 19
D22 阅读偏好 0.0703 0.0234 0.0064 25
D23 信息获取习惯 0.5697 0.1899 0.0522 6
D24 信息处理习惯 0.1237 0.0412 0.0113 18
D25 媒体使用习惯 0.2364 0.0788 0.0217 12
D26 下载行为 0.0788 0.0525 0.0144 17
D27 收藏行为 0.0434 0.0290 0.0080 22
D28 引用行为 0.5276 0.3517 0.0967 3
D29 评论行为 0.2359 0.1573 0.0432 7
D30 分享行为 0.1143 0.0762 0.0209 14

　　从一级准则层要素“受众认知”出发，首先，对

应二级准则层要素“受众认识度”的方案层要素中，

免费获取认识度和版权管理认识度排在前两位，说明

受众对开放获取期刊收费规则的认识程度，显著促进

了读者群体的使用意愿，进而增大了开放获取期刊知

识的传播机会；同时表明受众对开放获取期刊版权管

理规则的认识程度，促进作者群体选择借助开放获取

期刊传播其原创性知识成果，从而实现知识的广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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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与不断创新。 其次，对应二级准则层要素“受众认

可度”的方案层要素中，权重占比较大的是OAJ质量

认可度和OAJ模式认可度，说明当受众接受、认可开

放获取期刊的质量和模式时，更容易接收开放获取期

刊所传播的知识。

从一级准则层要素“受众情感”出发，首先，对

应二级准则层要素“受众心理”的方案层要素中，权

重占比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选择心理、信任心理、从

众心理和利他心理，对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的

影响程度排名由高到低。 同时，由要素的具体权重

值可以看出，对应“受众心理”的方案层要素在整体

方案层中，权重排序基本处于最后位置，这也与“受

众心理在二级准则层中所占比重最小”相一致。 其

次，对应二级准则层要素“受众需求”的方案层要素

中，信息需求和便捷性需求的权重占比较大，而互动

性需求则权重占比较小。 由此可以看出，开放获取

期刊受众在选择知识传播媒介时对于知识信息本身和

媒介便捷性的要求较高，对于人机交互性和用户互动

性的要求较低。

从一级准则层要素“受众行为”出发，首先，对

应二级准则层要素“习惯行为”的方案层要素中，权

重占比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信息获取习惯、媒体使用

习惯、信息处理习惯和阅读偏好。 其中，信息获取习

惯和媒体使用习惯排在前两位，这表明培养受众对于

开放获取期刊的日常使用习惯，并培养受众利用开放

获取期刊的信息检索等功能进行信息获取的习惯，十

分重要。 其次，对应二级准则层要素“反馈行为”的

方案层要素中，权重占比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引用行

为、评论行为、分享行为、下载行为和收藏行为。 其

中，引用行为、评论行为、分享行为三个要素在整体

方案层要素（N=30）的排序也较为靠前（前14），意

味着受众对信息的积极处理推动了开放获取期刊知识

的二次传播效果。

3.5 指标及模型检验

为对指标及模型进行再检验，本文将模糊综合评

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对上文所述专家组（N=

15）进行了数据再调查，利用五级量表（专家分别对

各指标进行五级打分，包括优秀、良好、中等、一

般、较差五个等级）对指标体系进行了评价。

首先，对二级准则层进行单因素模糊评判。 以

二级准则层指标“学术素养”C1 为例，由上文的层次

分析法结果可得权重集合 WC1={0.0533，0.1014，

0.2740，0.5713}，据专家评价数据建立指标C1 的隶

属度子集RC1，并以权重集合和隶属度子集的乘积建

立指标C1 的模糊评价模型S′
C1=WC1*RC1，对S′

C1 归

一化处理可得其隶属度评判值 SC1 为（0.8040，

0.0957，0.0800，0.0203，0）。 同理可得其他二级

准则层指标的隶属度评判值。

其次，对一级准则层和目标层进行模糊综合评

判。 以一级准则层指标“受众素养”B1 为例，由上文

的层次分析法结果可知指标 B1 权重集合 WB1 =
{0.7500，0.2500},据上一步中单因素模糊评判结果

SC1、SC2，建立指标B1 的隶属度子集RB1，并以权重集

合和隶属度子集的乘积建立指标B1 的模糊评价模型SB1

=WB1*RB1，可得指标 B1 的隶属度评判值 SB1 =
（0.7711，0.1074，0.0941，0.0192，0.0089）。 同理，

可得其他一级准则层指标以及目标层的隶属度评判值。

最后，计算模糊综合评价最终得分。 本文参考

层次分析法1-9标度对指标评价等级“优秀、良好、

中等、一般、较差”进行赋值，建立了分数模糊集合

C=（9，7，5，3，1）T。 其中，优秀等级对应9分，

良好等级对应7分，中等等级对应5分，一般等级对

应3分，差等级对应1分。 基于此，可得目标层总得

分FA =SA*C=8.0600。 同理可得一级准则层、二

级准则层、方案层各指标的模糊综合评价最终得分。

基于上述模糊评价的“优秀、良好、中等、一

般、差”5个等级的分数赋予情况，若7＜F≤9，则该

指标评价等级为优秀；若5＜F≤7，则该指标评价等

级为良好；若3＜F≤5，则该指标评价等级为中等；

若1＜F≤3，则该指标评价等级为一般；若F≤1，则

该指标评价等级为差。 比如，目标层“开放获取期刊

知识传播效果的受众影响因素”的最终得分为

8.1690，介于7分和9分之间，因此该指标评价等级

为优秀。 综合以上数据，同理可以得到基于模糊综

合分析法的“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的受众影响

因素模型”中的目标层、一级准则层、二级准则层和

151



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的受众影响因素研究
Audienc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Open
 

Access
 

Journals’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Effectiveness

李若男 刘锦宏

方案层各指标的评价结果，其中，除四个三级指标

“学术立场D2”“信息传输能力D8”“选择心理D15”

和“信息获取习惯D23”被评为良好，其他指标均为

优秀。 由于指标评价等级为中等及以上的情况是可

接受的，因而这验证了上文所构建的评测指标体系的

适用性和有效性。

4 结论及建议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研究，本文得出下述结论。

第一，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的受众影响因素按

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受众素养”“受众行为”

“受众认知”和“受众情感”。 第二，从受众角度来

看，“受众素养”是影响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

的最关键指标，这与开放获取期刊提供学术文章等内

容信息的服务性质有关。 受众的学术素养相对于媒

介素养更为重要。“受众素养”对应指标中，语言能

力、文化程度和信息评价能力的权重值排在前三位。

第三，除“受众素养”一致被认为是最重要影响因素

之外，“受众行为”也是影响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

效果的重要指标。“受众行为”对应指标中，权重最

大的是引用行为，另外权重较大的（在30个方案层

要素中排名前20）依次是信息获取习惯、评论行为、

媒体使用习惯、分享行为、下载行为、信息处理习

惯。 第四，“受众认知”对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

果也有较大影响。“受众认知”即受众是否接触与选

择开放获取期刊的标准，决定了选择开放获取期刊的

出发点。“受众认知”的评测指标中，OAJ质量认可

度、OAJ模式认可度和免费获取认识度的权重值较

高，而OAJ便携性认可度、版权管理认识度和支付能

力认识度则次之。 第五，一级准则层中的“受众情

感”所占的权重最小，对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

较低。 但是，根据心理学家罗森伯格（M.J.Rosen-

berg）的“态度学说”[30]可知，受众情感是其认知与

行为的中间环节，起到积极的承上启下作用；同时，其

对应的信息需求（在30个方案层要素中排名第10）和

便捷性需求（在30个方案层要素中排名第19）两个指

标在方案层要素排名比较靠前，因而不可将其忽略。

为有效提升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在上述

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首先，

在受众素养和受众认知方面，对于开放获取期刊运营

者来说，提升受众学术素养、对开放获取期刊特性的

认识度、对开放获取期刊质量和模式认可度对于促进

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显得较为重要。 因此，

开展在线教育、举办线下讲座等培训教育、宣传推广

活动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不仅可以提高大众素养

以培养潜在受众，而且可以扩大开放获取期刊这一产

品的业界知名度，同时可以增加大众对开放获取期刊

的免费获取、便携性、传输方便、互动性等属性及特

征的认识程度，还可以提升目标受众对于开放获取期

刊模式、质量、版权管理的认可程度。 其次，在受众

行为方面，应着力培养受众习惯，增加受众的引用、

分享、下载等反馈行为。 因此，对于开放获取期刊运

营者而言，除了通过针对开放获取期刊资源免费获

取、可交互、便捷性等特性进行大力推广以增加受众

好感度和使用行为之外，还需对开放获取期刊平台进

行产品策划，如增加订阅、推送功能以引发受众习惯

性；而对于开放获取期刊编辑人员而言，应遵循“保

证内容质量才能保障受众反馈行为”的期刊运营原

则，需坚持“提供优质内容服务”的宗旨[31]，建议向

权威作者约稿以获取优质稿源，并提升编稿审稿的标

准。 最后，在受众情感方面，开放获取期刊运营者应

清晰详尽地了解受众的信息需求、便捷性需求和选择

心理等，从而通过产品策划直接地满足受众需求，而

不是泛泛提供服务以及盲目扩大传播范围。

本文对基于受众的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效果进

行了相关理论研究和数据分析，取得了一定成果，但

在问卷调查时样本选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待后续

研究进行完善补充。 另外，在分析开放获取期刊知

识传播效果的受众影响因素时，“学术立场”“信息传

输能力”等指标设置的科学合理性仍待优化，在后续

研究中笔者将从指标可量化性等方面对其进一步完善

与修正，并重复循环进行层次分析和模糊综合分析，

直至形成指标评价等级全优的模型，从而形成具有较

高合理度的权重计算结果和决策方案。 除此之外，

后续研究还可对受众素养、受众认知、受众情感、受

众行为4个维度在开放获取期刊知识传播过程中的交

互效应加以关注，这将更具有科研价值与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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