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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北京市某大学的本科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大学生非理性网购消费的相关数据，利

用Apriori算法挖掘出大学生对“价格”、“累计评论”、“描述相符”等因素看重程度的关联规则，并

分别从单因素和综合因素角度分析因素对购买决策的影响。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帮助商家制定正

确的营销策略，并为大学生购买决策提出建议。结果表明：大学生关注的因素之间存在关联规则，关注

一个因素的同时，极大可能会考虑与之强关联的另一个因素；对购买决策有显著性影响的单因素在综合

作用时其影响可能会被削弱，也有可能会由正向变为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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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takes undergraduates from a university in Beijing as the survey object, obtains re-
levant data on irrational online shopping consump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a question-
naire survey, and uses the Apriori algorithm to mine the association rules that college students 
attach to different factors like “price”, “cumulative reviews”, “description match”,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factors on purchasing deci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gle factor and comprehen-
sive factors, and establishes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n this way, it can help businesses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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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correct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for college students’ purchasing de-
ci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association rules among the factors that college students 
pay attention to.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one factor, they are likely to consider another factor 
that is strongly related to it; in the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comprehensive factors, the impact of sin-
gle factors that previously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urchase decision will change. It may be 
weakened, or it may change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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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网络和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互联网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购物正

逐步走向成熟。据《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1 年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达 61,133 亿元，同比增长 23.2%。截止 2021 年 6 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8.12 亿[1]。其中，大学

生是网络购物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他们有着旺盛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尚

未独立，消费行为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消费观念超前与消费实力滞后的矛盾，导致大学生出现非理性

网购行为。因此，研究大学生网络消费影响因素，有助于电商乃至整个社会认识青年网络消费趋势。本

研究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深入挖掘影响大学生群体网购的相关因子，了解大学生的网购现状，促

进电商完善更好的营销方案，进而为大学生的理性消费提供对策和建议，并希望以此促进经济的发展，

该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大学生网购时做出购买决策可能受到多维度的影响。

根据麦卡锡的 4Ps 营销理论：产品和价格是影响销售效果的两大核心[2]。李琪、崔睿研究发现：好评率、

信誉分数、商品售价、保障服务等对于售出概率存在一定的影响[3]。耿立凯发现，物流速度、网络评论

是影响网络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4]。李艺分析了情绪对顾客需要影响非理性消费行为关系的调节

作用机理[5]。本文概括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提出如下假设： 
1) 描述相符(质量和外观)、服务态度、物流速度、付款人数、累计评论、保证金、价格、收藏数、

心理满足感对购买决策有影响； 
2) 单因素分析时，属性越优良，越有利于做出合理的购买决策。 

3. 数据来源与变量介绍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北京市某大学的本科生作为调查对象，于 2021 年 10 月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 350 份，参

加调查的同学具有很高的随机性。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基础结构变量测量，购物过程中各种因素的

重要程度，实际购物经历中各种因素与行为的表现。通过用户答题时间、地点、前后答题逻辑剔除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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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31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1.14%。其中，男生有效问卷 132 份(41%)，女生有效

问卷 187 份(59%)；大一年级有效问卷 71 份(22%)，大二年级有效问卷 94 份(29%)，大三年级有效问卷

101 份(32%)，大四年级有效问卷 53 份(17%)。调查问卷中包含因素对行为结果影响的测量，与研究主题

相符合。同时也包括因素的重要性测量。 

3.2. 变量介绍 

3.2.1. 自变量 
外因：描述相符(质量和外观)、服务态度、物流速度、付款人数、累计评论、保证金、价格、收藏数； 
内因：心理满足感； 
据《2015 中国网购市场研究报告》[6]显示，网络口碑、价格、商家信誉正在成为网购中决策的关键

因素。考虑到消费者购买不同商品时，对影响购买决策的因素看重程度不同，所以我们以“衣服”这一

类商品为例进行调研。结合文献[7]，初步确定了网购的影响因素：描述相符(质量和外观)、服务态度、

物流速度、付款人数、累计评论、保证金、价格、收藏数、心理满足感。 
基于 CGSS 学术调查问卷设计，请被调查者结合最近一次的购物经历，对以上指标进行评分。这里

采用 Likert 七级量表法进行结构变量的测量，从 1 到 7 分别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

般、比较满意、满意、非常满意”七个等级。 

3.2.2. 因变量 
冲动消费行为，购买结果。 
本文重点研究上述因素对购买决策的影响，购买决策由冲动消费行为和购买结果两项指标反映。 
冲动消费行为：来自于问卷“Q23：您在购买过程中是否存在冲动消费(未经过深思熟虑、即刻购买

的行为)？”[5]“存在冲动消费”赋值为 0，“不存在冲动消费”赋值为 1。 
购买结果：来自于问卷“Q9：您是否退货或退款？”“退货或退款”赋值为 0，“确认收货”赋值

为 1。 

3.2.3. 基础结构变量 
本文选取性别、年级、月生活费、月网购费用、月网购频率、最常用的网购平台、消费观教育经历

等 7 个变量作为基础结构变量。主要变量选取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assignment instructions of related variables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赋值说明 

维度 变量 变量解释 

基础结构变量 

性别 男、女 

年级 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月生活费 
(0, 1000)、[1000, 1500) 

[1500, 2000)、[2000, 2500) 
[2500, 3000]、(0, 200] 

月网购费用 (200, 400]、(400, 600] 
(600, 800]、(800, 1200] 

月网购频率 <3、3~6、6~9、>9 

最常用的网购平台 淘宝、京东、拼多多、其它 

消费观教育经历 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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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自变量 
描述相符(质量和外观)、服务态度、物流

速度、付款人数、累计评论、保证金、价

格、收藏数、心理满足感 

非常不满意 = 1、不满意 = 2、比较不满意 = 3、
一般 = 4、比较满意 = 5、满意 = 6、非常满意 

= 7 

因变量 

冲动消费行为 存在冲动消费 = 0 
不存在冲动消费 = 1 

购买结果 退货或退款 = 0 
确认收货 = 1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 

信度效度检验是针对问卷中量表题型进行的分析。问卷中设置了量表类题型，让被调查者回忆最近

一次购物经历，对购物经历中九个方面进行评价。采用 Likert 七级量表法进行结构变量的测量，即“1”
代表“完全不满意”，“7”代表“完全满意”。由于人为评分具有主观性，为了验证调查问卷的精确性

和可靠性，需要对此类题型作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 
信度分析是指问卷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和内部一致性程度。本文以 Cronbach’s α 系数作为指标来检验

数据信度是否达标[8]。各维度及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都应在 0 和 1 之间，小于 0.6 表明内部一致

性较差，大于 0.8 说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9]。SPSS 检验结果如表 2 和表 3。 
 
Table 2. Reliability statistics 
表 2. 可靠性统计 

Cronbach’s α 项数 

0.885 9 

 
Table 3. Item total statistics 
表 3. 项总计统计 

项目 删除项后的 Cronbach’s α 

描述相符(质量和外观) 0.873 

服务态度 0.876 

物流速度 0.875 

付款人数 0.874 

累计评论 0.869 

保证金 0.878 

价格 0.868 

收藏数 0.869 

心理满足感 0.875 

 
由上表可知，调查问卷总量表和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 检验值均在 0.8 以上，说明问卷可信度较高。 
效度分析是指检验问卷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它所测量的事项。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测量量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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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首先要检验数据是否满足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反映在 KMO 值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两个指标上。

KMO 值可用于比较各项之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取值在 0 到 1 之间，若大于 0.6 说明比较适合，

且数值越大越好。Bartlett 球形检验值可用来检验各项间相关系数是否显著，若 Sig 值小于 0.05，则认为

相关性显著。SPSS 结果如表 4 和表 5。 
 
Table 4. KMO and Bartlett test 
表 4. KMO 和 Bartlett 检验 

检验项目 取值 

取样足够的 KMO 0.904 

Bartlett 球形检验 

χ2 1243.030 

df 36 

Sig. 0.000 

 
从表 4 看出，本问卷量表 KMO 检验值为 0.904，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 球形检验值 0.000，

小于 0.05，题项间相关系数显著。 
因子分析旋转方法选用最大方差法，选项中缺失值按列表排除个案，系统显示格式按大小排序，取

消小系数，绝对值设置为 0.5。 
 
Table 5.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表 5.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数量 1 2 3 4 5 

心理满足感 0.846     

描述相符度 0.830     

付款人数  0.867    

收藏数  0.699    

累计评论 0.510 0.513    

保证金   0.883   

价格   0.617   

物流速度    0.894  

服务态度     0.820 

 
系统将 9 个量表分为 5 个因子，其中可以将心理满足感、描述相符度表述为期望因子，付款人数、

收藏数、累计评论表述为人气因子，保证金、价格表述为价格保障因子，物流速度表述为物流因子，服

务态度表述为服务因子。所有项目均在某个维度起到了作用，说明问卷中所有量表项目都是有效的。 

4.2. 基于问卷的描述统计 

对有效问卷进行统计，统计所调查大学生样本中的基础变量结构特征如表 6；此外，把 319 条数据

中影响因素的排序按从高到低赋值[7, 6, 5, 4, 3, 2, 1]，并分别对所有因素被赋予的数值求和，从而反映出

大学生眼中各个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具体结果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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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Basic structure variable statistics 
表 6. 基本结构变量统计表 

类别 样本特征 频率 占比 

性别 
男 132 0.41 

女 187 0.59 

年级 

大一 71 0.22 

大二 94 0.29 

大三 101 0.32 

大四 53 0.17 

月生活费 

[0, 1000) 22 0.07 

[1000, 1500) 111 0.35 

[1500, 2000) 91 0.29 

[2000, 2500) 48 0.15 

 (2500, 3000] 47 0.15 

月网购费用 

(0, 200] 93 0.29 

(200, 400] 97 0.30 

(400, 600] 86 0.27 

(600, 800] 24 0.08 

(800, 1200] 19 0.06 

月网购频率 

<3 37 0.12 

3~6 159 0.50 

6~9 55 0.17 

>9 68 0.21 

最常用的网购平台 

淘宝 253 0.79 

京东 11 0.03 

拼多多 44 0.14 

其他 11 0.03 

消费观教育经历 
有 151 0.47 

无 168 0.53 
 

 
Figure 1. The degree of comprehensive emphasis on various factors by college students 
图 1. 大学生对各种因素的综合看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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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大学生对不同因素看重程度的关联性分析 

为了挖掘大学生对不同因素看重程度的关联性，充分利用数据价值，筛选出每个大学生最看重的四

个因素。我们选用 Apriori 算法挖掘其中的关联规则，该算法以概率为基础挖掘布尔型关联规则频繁项集，

采用逐层迭代的方法，利用频繁项集的所有非空子集也一定是频繁的先验性质，由连接和剪枝两步组成。

kL 为频繁 k 项集的集合，用 kL 找出 1kL + 。在频繁项集 1kL + 中产生强关联规则，找出这些集合有助于我们

做一些决策[10]。 
基于 Apriori 算法，本研究利用 Python 对上述数据集进行关联规则挖掘，挖掘各指标间具有 60%以

上支持度和 55%以上置信度的深层联系，依据前项、后项关系见表 7。 
 
Table 7. Filtered association rules 
表 7. 筛选出的关联规则 

序号 关联规则 支持度 置信度 

1 价格→累计评论 0.69 0.59 

2 价格→描述相符 0.89 0.75 

3 累计评论→价格 0.87 0.59 

4 累计评论→描述相符 0.86 0.58 

5 描述相符→价格 0.83 0.75 

6 描述相符→累计评论 0.64 0.58 

 
以规则 1 为例，所有样本中，有 69%的大学生同时重视价格和累计评论，重视价格的大学生中有 59%

也重视累计评论，以此类推。由此可知，上述因素之间都具有强关联性。该结论与文献[11]的结论“累计

评论数、商品收藏数(人气)、好评率、价格与销量都存在相关关系”大致重合，说明我们的结论在实际运

用中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实践价值。这在一定意义上，为电商提供了针对大学生消费群体的营销策略，电

商应重点改善大学生看重的商品属性，在提升该商品属性时，也需考虑与其强关联的规则前件，以此更

大程度地吸引大学生消费群体。 

4.4. 实际购物中各种因素与购买结果、冲动消费行为的关系 

4.4.1. 单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为了分析因素与行为之间的相关性，用卡方检验分别判定实际购物过程中各种因素对是否退款，是

否冲动消费有无显著影响。 
卡方检验是一种常用的假设检验方法，属于非参数检验，根本思想在于比较理论频数和实际频数的

吻合程度或拟合优度问题。偏离程度越大，卡方值就越大，理论频数就越不符合实际频数；偏离程度越

小，卡方值就越小，理论频数就越符合实际频数；当实际频数与理论频数完全相等时，卡方值为 0，表

明理论频数完全符合实际频数。检验过程中，皮尔逊卡方值小于 0.05 即认为二者有显著性关系。通过引

入卡方检验的基本思想，将每个因素以及是否退款，是否冲动消费进行差异性检验，从而分析出对因变

量有显著性作用的单自变量。 
依据表 8 和表 9 可知，描述相符(质量和外观)、服务态度、收藏数、心理满足感对是否退款有显著

影响；描述相符(质量和外观)、服务态度、保证金、价格、收藏数、心理满足感对是否冲动消费有显著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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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Chi-square test about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whether to return or refund 
表 8. 各种影响因素与是否退货退款的卡方检验 

 描述相符(质
量和外观) 

服务态

度 
物流速

度 
付款人

数 
累计评

论 保证金 价格 收藏数 心理满

足感 

皮尔逊卡方 0.000 0.013 0.395 0.447 0.791 0.946 0.628 0.003 0.000 

似然比 0.000 0.007 0.414 0.418 0.681 0.952 0.575 0.004 0.000 

线性关联 0.000 0.912 0.014 0.088 0.629 0.745 0.085 0.012 0.000 

 
Table 9. Chi-square test about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whether to impulse consumption 
表 9. 各种影响因素与是否冲动消费的卡方检验 

 描述相符(质
量和外观) 

服务态

度 
物流速

度 
付款人

数 
累计评

论 保证金 价格 收藏数 心理满

足感 

皮尔逊卡方 0.000 0.001 0.332 0.059 0.095 0.009 0.002 0.015 0.000 

似然比 0.000 0.000 0.308 0.063 0.090 0.009 0.002 0.013 0.000 

线性关联 0.000 0.000 0.006 0.001 0.004 0.000 0.000 0.000 0.000 

4.4.2.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综合影响 
在实际消费过程中，大学生需要综合考察各方面因素做出购买决策，综合作用下，各种因素对购买

决策影响的强弱可能会发生改变，所以还需挖掘各种因素对是否退款、是否冲动消费的综合作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是一种常用的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常用于数据挖掘与处理，而且常用于结果是二分

类变量的多因素分析[12]。Logistic 模型可对回归参数进行检验，结果呈现为事件发生的概率。该模型应

用在购买决策的评价中是一种较好的解决方案。系数估计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通过迭代计算完成。 
用 SPSS 做 Logistic 二分类回归整体分析所有因素与是否退款，是否存在冲动消费行为的关系。自变

量为： 1x 描述相符， 2x 服务态度， 3x 物流速度， 4x 付款人数， 5x 累计评论， 6x 保证金， 7x 价格， 8x 收

藏数， 9x 心理满足感。因变量为： 1y 是否退款， 2y 是否冲动消费。 
结果如表 10。 

 
Table 10. Logistic two-class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whether to return or refund 
表 10. 各影响因素与是否退款的 Logistic 二分类回归分析 

项目 B 显著性 Exp(B) 

描述相符 0.302 0.040 1.353 

服务态度 −0.404 0.008 0.668 

物流速度 0.175 0.222 1.192 

付款人数 0.011 0.942 1.011 

累计评论 −0.845 0.000 0.429 

保证金 −0.110 0.472 0.896 

价格 −0.100 0.540 0.905 

收藏数 0.451 0.013 1.570 

心理满足感 0.851 0.000 2.341 

常量 0.550 0.457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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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与计算，可得 Logistic 回归方程为： 

1
1 2 3 4

1

5 6 7 8 9

ln 0.550 0.302 0.404 0.175 0.011
1

0.845 0.110 0.100 0.451 0.851

P x x x x
P

x x x x x

= + − + +
−

− − − + +
 

其中， 

( )1 1 2 3 4 5 6 7 8 9 11 | , , , , , , , ,P y x x x x x x x x x P= =  

由表 10 可知，描述相符、服务态度、累计评论、收藏数、心理满足感的回归系数 P 值小于 0.05，为

影响是否退款的主要因素，更进一步，描述相符，收藏数、心理满足感对退款具有负向作用；服务态度、

累计评论对退款具有正向作用。 
 
Table 11. Logistic two-class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whether to impulse consumption 
表 11. 各影响因素与是否存在冲动消费行为的 Logistic 二分类回归分析 

项目 B 显著性 Exp(B) 

描述相符 0.275 0.048 1.316 

服务态度 0.179 0.172 1.196 

物流速度 −0.214 0.113 0.807 

付款人数 −0.010 0.949 0.990 

累计评论 −0.414 0.007 0.661 

保证金 0.376 0.013 1.456 

价格 −0.264 0.089 0.768 

收藏数 0.104 0.527 1.109 

心理满足感 0.926 0.000 2.525 

常量 −2.422 0.001 0.089 

 
基于上述分析与计算，可得 Logistic 回归方程为： 

2
1 2 3 4

2

5 6 7 8 9

ln 2.422 0.275 0.179 0.214 0.010
1

0.414 0.376 0.264 0.104 0.926

P x x x x
P

x x x x x

= − + + − −
−

− + − + +
 

其中， 

( )2 1 2 3 4 5 6 7 8 9 21 | , , , , , , , ,P y x x x x x x x x x P= =  

由表 11 可知，描述相符、累计评论、保证金、心理满足感的回归系数 P 值小于 0.05，为影响是否冲

动消费的主要因素，更进一步，描述相符、保证金、心理满足感对冲动消费具有负向作用；累计评论对

冲动消费具有正向作用。 
综上所述，商家致力于降低退款率时，不应从常规的角度去制定销售策略，例如，商家服务态度好、

好评数多，也可能会存在高退款率。由于在所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单变量的作用方向可能发生改变，

故商家需要综合考察所有因素，提高描述相符度，收藏数、消费者心理满足感，弱化服务态度、累计评

论对商品的影响。 
同样对大学生消费群体，在综合考察商品时，应重视描述相符度、保证金、心理满足感，同时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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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累计评论对决策的影响。 

5. 结论与建议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网络购物。大学生群体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的购买决策取决于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在这一过

程中会受到月生活费、消费观教育、心理需求、商品属性等多种层面的影响，部分大学生在购买后出现

退货退款、冲动消费、攀比消费等行为。深入研究这一作用过程，可以构建大学生网购消费决策体系，

帮助大学生规避不良行为，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本文结论总结如下： 
一、大学生群体对网购中各种影响因素的看重程度有不同的感官。调查显示，首先，大学生普遍比

较关注描述相符、价格、累计评论几方面的信息；其次，大学生关注的因素之间存在关联规则，关注一

个因素的同时，极大可能会考虑与之强关联的另一个因素，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考虑内容不尽相同。 
二、从单因素作用角度分析，得出了对购买决策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然而实际网购过程中，往往

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影响购买决策。由此构建了综合因素作用下的 Logistic 回归方程。从单因素作用

角度分析和从因素综合作用角度分析的结果是不同的。前者中对购买行为影响显著的因素，在后者中影

响程度可能会相应地减弱。这也提示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构建因素对行为决策的作用模型。 
本文针对调查结果给出以下建议： 
个人层面：大学生消费者应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在做出购买决策前，思考对商品的期望属性，明确

心理需求。在实际决策时，针对商品类别，结合自身需求，分清主次影响因素，考虑商品的实际属性和

自身所能承受的价格区间，力求同时实现心理满足和商品优良。 
商家层面：从大学生较关注的因素入手制定营销策略，提升商品描述相符程度，不盲目抬高物价，

努力提升评价质量，在此过程中，也需要密切关注因素间的关联影响与综合作用，为消费者提供优良的

商品和满意的服务，从而降低退款率，增加收益。 
社会层面：形成正确的政策支持与舆论导向，净化网络空间与网络环境，学校应加强对学生的消费

观教育，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消费理念，使社会形成良好的消费氛围，从源头上扼制冲动消费、超前消

费、攀比消费等不良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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