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6期
总第 867 期

商业研究

一、引言

随着网络普及与科技进步，传统购物逐渐被网络购物所取代，

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网络消费市场中，大学生作为

网络购物的主要群体，具有极强的消费能力。大学生网购相比于其

他年龄层网购具有以下特点：（1）大学生的购买欲望强烈。（2）生活

费用有限，资金匮乏。（3）对网络新鲜事物敏感，接受能力强。（4）喜

欢追求时尚和跟随社会潮流。根据《2014 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研究

报告》显示,截至 2014 年 12 月,我国网购用户规模达到 3.61 亿，一般

用户和深度用户均在 20 岁 -29 岁，其中大学生在网络购物中作为

主要的消费群体。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大学生网络购物行为做出了一定的研究。学

者王彤通过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确定商家信誉、年龄、生活费用等

因素对大学生网购的影响。学者简国明等人建立因子分析模型，用

大数据研究消费者网购影响因素。学者赵天书以长春市大学生为

例，分析大学生网购的消费心理，进而研究大学生网络购物行为。

基于以上学者对大学生网购行为的研究，本文通过建立大学生

网络购物消费行为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利用 ISM 模型来解释各影响

因素及其之间的结构关系。

二、大学生网络购物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及体系构建

通过对国内各高校大学生问卷抽样调查，总结出 19 个大学生

网络购物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经查阅文献资料并参考各学者论文进

行修正，最终确定大学生网络购物消费行为主要受 13 种因素的影

响，包括：（1）个人因素：自身消费能力 S1、年龄 S2、性别 S3。（2）消费

环境：网络支付安全迅速 S4、退换货便捷 S5、商品多样化 S6。（3）个

人情感：内心获得满足感 S7。（4）商品情况：买家评价 S8、促销因素

S9、商品描述 S10、成交记录 S11、卖家信誉 S12、价格因素 S13。

三、大学生网购物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 ISM 模型的建立

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分析方法，根据二元逻辑关系的分析，

在复杂的系统要素中得出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将大学生网络购物

消费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层级分析。

1.建立邻接矩阵 A

在列出的 12个因素的基础上，通过专家打分法和谈判分析法，确

立大学生网络购物消费行为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建立邻接矩阵A。1

表示 Si对 Sj有影响,0表示 Si对 Sj无影响，确立的要素关系如图 1。

图 1 邻接矩阵A

2.构建可达矩阵 M

根据布尔矩阵运算规则，由邻接矩阵 A和可达矩阵 I 求和，并

对（A+I）进行幂运算，直至（A+I）k+1=(A+I)k≠（A+I）k-1，可求得可达

矩阵M。

图 2 可达矩阵M

3.缩减矩阵并层级划分

分析可达矩阵发现，S5 和 S12 可替代，组成可达集 R（Si）和所

有能影响到 Si 的要素，组成先行集 A（Si），最后找出所有既影响 Si

又被 Si 影响的要素，组成共同集 C（Si）。依据 R（Si）∩A（Si）=C（Si）条

件划分大学生网络购物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层级，按照自上而下的方

式，即可达集等于共同集的方式进行层级划分，经计算，第一层级：

L1={S7,S8}；第二层级：L2={S2,S3,S5,S6,S9,S11,S12};第三层级：L3={S4,S10,S13}；

第四层级：L4={S1}。

图 3 大学生校园暴力行为影响因素解释结构模型

基于 ISM 模型的大学生网络购物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谭舒婷 张艳菊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摘 要：网络购物因其方便、快捷、成本低等优势被消费者所喜爱，其中大学生作为网络购物的主要群体，推动着电子商务的发

展。为深入研究大学生网络购物消费行为影响因素，本文从大学生自身、消费环境、自身情感、商品情况等方面对大学生网络购物消

费行为影响因素建立指标体系。用系统工程方法论对其进行系统分析，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了解大

学生网购的消费态度，从而正确引导大学生合理进行网络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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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文计算和分析，提取骨架矩阵后，得出大学生网络购物消

费行为影响因素递阶结构模型，如上图所示。

四、大学生网络购物消费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大学生网络购物消费行为影响因素体系是一个四级递接结构

模型，有影响关系的因素之间会形成反馈联系，并逐级向上层影响。

本文从表层影响因素、潜在影响因素和根本影响因素对此进行系统

分析：

表层因素是与大学生网络购物消费行为直接相关的影响因素。

大学生网络购物消费行为主要来源于其他买家的评价以及消费者

自身获得幸福感。部分大学生总是冲动性进行网购，从而满足自己

的消费欲望，获得内心的满足感。多数大学生进行网络购物时，都会

参考买家的评价，通过评价可以获知此商品是否满足自身需求，从

而决定是否进行购买。因此，消费者自身获得幸福感和买家评价构

成了大学生网络购物消费行为的直接原因。

潜在原因包括性别、年龄、商品促销、成交额、退换货便捷、产

品多样化、卖家信誉、价格、网络支付、商品描述 10 个要素。网络

购物是一种新鲜的购物方式，购买群体主要是年龄在 20 左右的

年轻人。一般来说女大学生更喜欢进行网购。商品的促销手段，降

低价格更会刺激大学生进行消费，从而得到内心的满足感。产品

的多样化能够为大学生带来多重选择。另外卖家的信誉以及成交

额、商品描述都会影响着消费者对于商品的评价，并作为购买商

品的参考对象，从而间接的影响大学生网络购物消费行为。便捷

安全的支付方式，退换货便捷都是网络购物相比传统购物突出的

优势。

自身的消费构成根本因素，月生活费是反映大学生经济状况的

根本指标。绝大多数大学生消费时考虑的是商品质量或服务，追求

物美价廉。经济能力决定着消费水平，消费水平决定着网购所能接

受的价格水平。目前大学生无法做到经济独立，所以说消费还属于

中低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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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家电区域品牌建设战略研究
———基于SWOT分析法

■沈艺斓 浙江工商大学财务与会计学院

摘 要：近年来，区域品牌因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显著促进

作用而受到我国政府重视。宁波家电是我国家电产业三大区域

品牌之一，本文通过 SWOT 分析法对宁波家电区域品牌建设的

内部优势和劣势、外部机会和威胁进行概述综合，并借助 SWOT

矩阵选择了 SO、ST、WO 三个发展战略，期望通过本文研究对宁

波家电区域品牌建设提出战略建议。

关键词：宁波家电；区域品牌；SWOT 分析；产业集群

一、宁波家电产业及宁波家电区域品牌发展现状

家电产业是宁波的优势和特色产业，也是支柱产业之一。

2011 年以来，在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因素综合影响下，宁波家电

产业集群发展进入转型期，在消费升级、产品升级和效率提升这

三个发展导向上实施重大转变。然而，在 2016 中国区域品牌价

值评价百强榜中，“宁波家电”并未上榜，表明目前宁波家电在全

国同行业区域品牌中并不具有显著竞争优势，宁波家电区域品

牌建设亟待加强。因此，本文基于 SWOT 分析法，对宁波家电产

业区域品牌的内部优势与劣势、外部机遇与威胁进行系统性分

析，以期为加强宁波家电区域品牌建设提出战略建议。

二、宁波家电区域品牌建设的 SWOT 分析

1.宁波家电区域品牌建设的内部优势分析（S）

产业链完整，产业集群优势显著。截至 2015 年，宁波拥有

4500 余家家电整机制造企业，超过 1.5 万家家电零部件配套企

业。以发达的注塑模具制造和塑料五金件加工业为基础，宁波家

电生产企业所需的各种家电配件和零部件可以就地取材，生产

成本低，产业规模优势明显，从而完善了宁波家电的产业链供

应，为其发展提供了加工保障。

产品种类丰富，小家电生产全国领先。宁波家电拥有 20 多

个细分行业，上万个品种，涵盖制冷、清洁、厨房、通风和取暖电

器等 10 多个领域，尤其是饮水机、电熨斗、电暖器、欧式插座、吸

尘器等 10多个细分行业小家电产量长期位居我国前列。

科技发展迅速，科研取得重大成就。近年来奥克斯、方太、公

牛等宁波家电领航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和人才资源用于产品技术

研发，全面加快战略转型步伐。截至 2014 年，宁波拥有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29 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2 家，省市企业技术中心 40

多家。

2.宁波家电区域品牌建设的内部劣势分析（W）

区域品牌知名度低，缺乏大企业集团引领。宁波家电以小家

电生产企业为主，具有“低小散弱”的特点。目前宁波仍有众多家

庭作坊式的小家电企业，通过贴牌、租用品牌等方式实行低价销

售，造成宁波家电区域品牌的知名度不高、整体形象不鲜明、核

心竞争要素不显著；甚至在同行间进行恶性竞争，对区域品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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