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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餐饮外卖发展持续强劲，这使得餐饮外卖行业不断扩张的同时，也出现了商家下单转换率始终

低下的问题。基于文献研究和问卷调查，从外卖商家角度，在供应链视角下构建外卖商家在学生群体中

共享的影响因素体系，以121份调查数据为样本，建立有序Logit回归模型，通过实证模型分析供应链各

环节学生群体共享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外卖商家能够快速反馈、配送人员的专业素质高、我

的个人隐私受到保护、原材料到达目的地后仍然新鲜、商家信息透明度、社会对商家的监督与共享意愿

呈显著正相关，商家之间不正当竞争与共享意愿呈显著负相关。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优化供应链的建议，

以期为现有外卖商家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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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delivery has continued to be strong, which has led to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food delivery industr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blem of low con-
version rate of merchants’ orders has also emerged.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question-
naire survey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keout merchants, the syste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a-
keout merchants sharing among students is bui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chain. Using 121 
survey data as a sample, an ordered Logit regress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and the factors affect-
ing the willingness to share among the student groups in each link of the supply chain are ana-
lyzed through the empirical model.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akeout merchants can pro-
vide quick feedback, the delivery staff are of high professional quality, my personal privacy is 
protected, the raw materials are still fresh after reaching the destination, the transparency of 
business information, the social supervision of merchant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willingness to share. And unfair competition among merchants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
related with willingness to shar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suggestions on optimizing the 
supply chain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existing takeout mer-
chants to enhance their core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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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餐饮服务业飞速发展，餐饮外卖在全球迅速普及。随着电商的发展，O2O 模式更是为

餐饮外卖的盛行添了一把助燃剂，足不出户享受各地美食，尤其是年轻人的首选。数据显示，外卖群体

用户中 90、00 后的占比超过 60%，且两个群体贡献了 70%以上的订单数量。大学生作为这个群体中活跃

的一部分，又因其需求的特点，日常就餐已转变为更便携的外卖点餐。但是一些商家的下单转换率却始

终很低，因此如何能够在学生群体中得到共享从而站稳脚跟成为外卖商家正在思考的问题。供应链是通

过采购原材料，将其制造成中间产品或最终成品，并将最终成品销售到消费者手中的功能网链结构，从

供应链视角下来分析外卖商家，可以清楚的了解外卖商家自源头出现的问题，以及就出现的问题如何针

对性的进行改进，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在以往文献中，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外卖商家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建议。彭亚楠[1]利用李克

特量表和稳定系数法计算得出商家评分、口味、起送价格是影响外卖商家选择的最重要三个因素，并且

提出要采取多种促销活动来提高竞争力的实用建议。吴铭[2]等认为外卖订购与性别、上网时间、“宅”

的程度以及作息规律程度有显著关系。谷岱南[3]等以全国九个地区的高校为例分析得出半数以上学生选

择外卖是因为节省时间，提出建立外卖平台、高校食堂联合处理机制。沙冕[4]等指出，大学生点外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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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家庭情况例如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消费水平及父母学历有关，具有群体特性。雷欲华[5]等从营

养健康的角度，认为学生注重外卖的健康因素，提示要对学生进行相关健康教育，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

高核[6]等研究基于 ACSI 理论，表明期望感知和消费感知对外卖选择均有正向影响，服务响应又会对消

费感知产生正向影响，指出平台建设中注重优化消费感知时，应先优化服务响应。Puddephatt, J. [7]等认

为消费者外卖食物选择和饮食行为最受收入水平的影响。Garcia, S. [8]等指出从个人层面的认知因素出

发，外卖就餐的潜在可变因素为性格专注力、自我效能感和营养知识。Meekisho, S. [9]提出了协作厨房来

优化餐馆选址，从而缩短送餐时间以提高餐馆竞争力的方法。 
现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学生的角度来探究外卖商家的影响因素，而从供应链视角下研究外卖商家

共享的影响因素的文献相对较少。本文从外卖商家的角度，在供应链视角下分析外卖商家在学生群体中

的共享，得到各环节的影响因素，并结合最终结果提出提高外卖商家在学生群体中共享的建议，以期为

现有外卖商家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 

3.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属于影响关系的研究，当进行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影响情况分析时，Y 为定量数据，

可以用线性回归方法。如果现在想对某件事情发生的概率进行预估，比如学生群体的共享意愿，这里的

Y 是“共享意愿”，属于分类数据，就不能用线性回归，而应选择 Logit 回归分析。 
Logit 回归是以 Y 的取值概率 p 为因变量、以影响 p 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的回归模型[10]，可用于

估计某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可分析某个问题的影响因素。Logit 回归再进一步细分，又可分为二元

Logit (Logistic)回归、多分类 Logit (Logistic)回归，有序 Logit (Logistic)回归。如果 Y 值仅两个选项，分别

为是和否之类的分类数据，选择二元 Logit (Logistic)回归分析；Y 值的选项有多个，并且选项之间没有大

小对比关系，则可以使用多分类 Logit (Logistic)回归分析；Y 值的选项有多个，并且选项之间可以对比大

小关系，选项具有对比意义，如本文选取的 Y 为外卖商家在学生群体中共享的意愿(非常不同意、比较不

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应该使用有序 Logit 回归分析。其具体形式为： 

( ) 0 1 1 2 2Logit i ip x x xη η η η= + + + +
                          (2.1) 

其中， 0η 为常数项， 1, , iη η 为待估参数， 1, , ix x 为因变量，根据 Logit 变换的定义，有： 

( )Logit ln
1

pp
p

 
=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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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 Logit 回归需要考虑 4 个假设：第一，因变量唯一且为有序多分类分量；第二，存在一个或多个

自变量，可为连续、有序多分类或无序分类变量；第三，自变量之间无多重共线性；第四，模型满足“比

例优势”假设，即无论因变量的分割点在什么位置，模型中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变，也就是自

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与分割点无关[11]。 

4. 问卷设计与发放 

4.1. 设计思路 

为了得到直观的研究数据，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来收集。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外卖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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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合，明确了外卖商家供应链结构：原材料供应商、外卖制作商、配送人员以及消费者。基于此结构，

本文将外卖商家在学生群体中共享的影响因素分为供应链内部因素和供应链外部因素两部分。 
调查问卷为自填式形式，采用李克特 5 级评分法，1~5 分别对应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

比较同意、非常同意。同时为保证问卷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本次问卷发放前设置同一作答手机或电脑只

允许提交一次，防止作答重复而影响分析结果。 

4.2. 指标选取 

上一小节对外卖商家在学生群体中共享的影响因素作了初步分析，本节根据外卖供应链现状和相关

文献已有成果进行具体指标的选取[12]。 
(一) 供应链内部因素 
1) 供应商因素(SF) 
供应商主要负责食品原材料的供给和运输，由于原材料的采购是由商家线下完成的，线上消费者不

清楚，在原材料供应环节，原材料采购情况、原材料运输条件、原材料新鲜程度都是影响群体共享的因素。 
2) 外卖商家因素(TB) 
外卖商家根据订单的具体情况进行外卖制作，消费者掌握的信息依旧很少，故外卖商家发布的信息

是否充足、商家接单速度、卫生情况、员工素质、包装结实合理情况、价格都会影响共享的意愿。 
3) 配送因素(DF) 
配送主要指将外卖从商家送到消费者手上的过程。在配送过程中，配送设备的安全性、外卖的贮存

情况、配送人员的专业素质、配送时间都会或多或少影响着外卖的质量等情况，进而会影响消费者的共

享意愿。 
4) 消费者因素(CF) 
消费者是供应链的最终端，也是整条供应链的最终服务对象。消费者自身的共享意愿、售后反馈得

到回应的情况、个人隐私被保护的情况都会直接的影响着自身共享。 
(二) 供应链外部因素 
1) 社会环境因素(SE) 
外卖商家所处的环境即为社会环境。在社会环境中，存在着商家之间的竞争，商家为了获取更大的

利润，从而做出侵犯消费者的行为，会影响群体的共享意愿。社会组织会对商家的外卖情况进行严格的

监督，便于让消费者掌握信息全貌。 
2) 信息因素(IF) 
整个供应链中，消费者能够知道的信息有限，主要取决于信息交流方式、信息透明度、信息追溯能

力和挖掘能力等，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群体的共享意愿。 
(三) 外卖商家在学生群体中共享的影响因素体系 
本文提出了外卖商家在学生群体中共享的影响因素体系，如图 1 所示。 

4.3. 数据来源与调查 

本文为研究供应链视角下外卖商家在学生群体中共享的影响因素，通过网络平台问卷星发放和收集

问卷。通过三天的收集，最终收回问卷 160 份，剔除无效问卷和作答时间少于 30 秒的问卷(无效问卷即

连续 10 题答案均相同的问卷；30 秒为邀请的 15 位同学中进行作答的最少时间)，共获得有效问卷 142
份，有效率为 88.8%。为确保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剔除“没有外卖经历”的被调查样本 21 份，最终回收

问卷 121 份，样本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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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yste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akeout merchants sharing among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chain 
图 1. 供应链视角下外卖商家在学生群体中共享的影响因素体系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amples (N = 121)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N = 121) 

题项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47 38.8% 

女 74 61.2% 

所处年级 

大一 11 9.1% 

大二 27 22.3% 

大三 36 29.8% 

大四 23 19.0% 

硕士 24 19.8% 

月生活费 

800~1500 元 65 53.7% 

1500~2000 元 41 33.9% 

2000 元以上 15 12.4% 

点外卖的频率/周 

少于 1 次 32 26.4% 

1~3 次 59 48.8% 

4~6 次 20 16.5% 

7~9 次 5 4.1% 

10 次以上 5 4.1%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1.103038


侯芳雪 
 

 

DOI: 10.12677/mse.2021.103038 309 管理科学与工程 
 

5. 实证分析 

5.1. 信度效度分析 

本文将数据导入 SPSS 26.0 软件中来进行信度效度分析。信度(reliability)即可靠性，它指的是使用同

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进行重复测量时，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信度系数愈高即表示该测验的结果愈

一致、稳定与可靠。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克隆巴赫 α (Cronbach α)系数，该系数标准见表 2 所示。 
 
Table 2. Cronbach α standard [13] 
表 2. Cronbach α 系数标准[13] 

Cronbach α 值 标准 

Cronbach α > 0.9 问卷信度非常高 

0.8 < Cronbach α < 0.9 问卷信度良好 

0.7 < Cronbach α < 0.8 问卷信度可以接受 

0.6 < Cronbach α < 0.7 问卷不太理想，但有价值 

Cronbach α < 0.6 问卷无价值，需重新设计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整体问卷的 Cronbach α 值为 0.900，该问卷整体信度好，内部与外部因素信度

指数分别为 0.913 和 0.684，符合信度要求。 
 
Table 3. Reliability analysis results 
表 3. 信度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题项数 Cronbach α 值 

整体问卷 20 0.894 

供应链内部因素 15 0.913 

供应链外部因素 5 0.684 

 
效度(Validity)即有效性，它是指所测量到的结果反映所研究内容的程度[14]，测量结果与要研究的内

容越吻合，则效度越高。判定效度最常见的方法为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度检验。由表 4 可知，样本数

据的 KMO 值为 0.876，Bartlett 球度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小于 0.001，结果显著。 
 
Table 4. KMO value and Bartlett sphericity test results 
表 4. KMO 值与 Bartlett 球度检验结果 

检验指标 数值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876 

Bartlett 球度检验 

近似卡方 1158.883 

自由度 190 

显著性 0.000 

5.2. 描述性分析 

由表 1 可以看出，本研究的样本中，女性占比 61.2%，略高于男性；样本人群大多为本科生，比例

高达 80%左右，这与外卖消费人群总体定位一致，故本文的调查样本具有代表性。对于月生活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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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500 元之间的人数最多，占 53.7%；月生活费在 2000 元以上的学生占比最少，为 12.4%；月生活费

在 1500~2000 元的学生数为 41，占比为 33.9%。有点外卖经历的学生中，每周点外卖 1~3 次的人数最多，

占 48.8%；其次是少于 1 次(26.4%)、4~6 次(16.5%)；周点外卖频率为 7~9 次和 10 次以上的人数相同，占

比均为 4.1%。 
运用 SPSS 26.0 软件对各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分析如表 5 所示，可以得出：在供应商因素中，学生

群体关注度最高的是原材料到达目的地后仍然新鲜；在外卖商家因素中，学生群体关注度最高的两项是

商家的卫生状况良好、外卖包装结实且合理；在配送人员因素中，学生群体关注度最高的配送人员的专

业素质高；在消费者因素中，消费者大多愿意将商家分享给朋友，消费者还关注自己的个人隐私有没有

受到保护；在社会环境因素和信息因素中，学生群体更关注社会对商家的监督和商家信息透明度。 
 
Table 5.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supply chain 
表 5. 供应链各影响因素描述统计 

 选项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供应商因素(SF) 

原材料采购的地点正规(SF1) 1 5 4.02 0.961 

原材料运输条件良好(SF2) 1 5 3.98 0.940 

原材料到达目的地后仍然新鲜(SF3) 1 5 4.19 0.969 

外卖商家因素(TB) 

外卖商家发布的信息充足(TB1) 1 5 4.11 0.956 

外卖商家接单的速度快(TB2) 2 5 4.07 0.905 

商家的卫生环境情况良好(TB3) 2 5 4.41 0.872 

商家内员工素质高(TB4) 2 5 4.14 0.888 

外卖的包装结实并且合理(TB5) 2 5 4.35 0.803 

外卖价格合理(TB6) 2 5 4.24 0.949 

配送人员因素(DF) 

配送的设备安全性高(DF1) 1 5 3.64 1.063 

配送的时间短(DF2) 1 5 4.05 0.982 

配送人员的专业素质高(DF3) 2 5 4.17 0.853 

消费者因素(CF) 

外卖商家能够快速反馈(CF1) 1 5 4.26 0.871 

我的个人隐私受到保护(CF2) 1 5 4.30 0.989 

我愿意将商家推荐给他人(CF3) 3 5 4.46 0.646 

社会环境因素(SE) 
商家之间不正当的竞争(SE1) 1 5 2.91 1.169 

社会对商家的监督 (SE2) 1 5 4.08 0.872 

信息因素(IF) 

点外卖过程中的信息交流方式(IF1) 1 5 3.79 0.915 

能不能追溯、挖掘商家更多的信息(IF2) 1 5 3.75 0.933 

商家信息透明度(IF3) 1 5 4.08 0.936 

5.3. 有序 Logit 回归模型分析 

本文设置的 Y 为 CF3“我愿意将商家推荐给他人”(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

常不同意)，符合有序 Logit 回归模型的条件。 
通过 SPSS 26.0 将各影响因素因素与共享意愿进行有序 Logit 回归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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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ordinal Logit regression model 
表 6. 有序 Logit 回归模型似然比检验 

 模型 对数似然值 χ2 df p AIC 值 BIC 值 

 仅截距 218.896      

SF 

最终模型 

207.712 11.184 3 0.011 217.712 231.691 

TB 174.827 44.068 6 0.000 190.827 213.193 

DF 196.337 22.559 3 0.000 206.337 220.315 

CF 185.174 33.721 2 0.000 193.174 204.358 

SE 205.822 13.074 2 0.001 213.822 225.005 

IF 207.778 11.118 3 0.011 217.778 231.757 

 
首先进行模型似然比检验分析，即模型整体有效性，从表 6 可知：此处模型检验的原定假设为：是

否放入自变量两种情况时模型质量均一样；分析显示拒绝原假设(p < 0.05)，即说明本次构建模型时，放

入的自变量具有有效性，本次模型构建有意义[15]。 
 
Table 7.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ordered Logit regression model of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and willingness to share 
表 7. 各影响因素和共享意愿有序 Logit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项 项 回归系数 标准误 z 值 p 值 OR 值 

SF 

因变量阈值 
3.0 0.335 0.870 0.385 0.700 0.715 

4.0 2.712 0.904 3.002 0.003 0.066 

自变量 

SF1 0.036 0.319 0.112 0.910 1.037 

SF2 0.031 0.329 0.094 0.925 1.031 

SF3 0.619 0.271 2.283 0.022 1.856 

McFadden R2: 0.051；Cox 和 Snell R2: 0.088；Nagelkerke R2: 0.106 

TB 

因变量阈值 
3.0 5.384 1.359 3.963 0.000 0.005 

4.0 8.425 1.537 5.481 0.000 0.000 

自变量 

TB1 −0.026 0.276 −0.094 0.925 0.974 

TB2 0.158 0.242 0.653 0.514 1.171 

TB3 0.575 0.313 1.835 0.067 1.777 

TB4 0.341 0.292 1.169 0.243 1.406 

TB5 0.488 0.315 1.553 0.120 1.630 

TB6 0.460 0.264 1.744 0.081 1.584 

McFadden R2: 0.201；Cox 和 Snell R2: 0.305；Nagelkerke R2: 0.365 

DF 

因变量阈值 
3.0 2.036 0.996 2.043 0.041 0.131 

4.0 4.584 1.064 4.307 0.000 0.010 

自变量 

DF1 0.016 0.210 0.078 0.938 1.017 

DF2 0.373 0.225 1.654 0.098 1.452 

DF3 0.760 0.286 2.654 0.008 2.138 

McFadden R2: 0.103；Cox 和 Snell R2: 0.170；Nagelkerke R2: 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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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CF 

因变量阈值 
3.0 3.245 1.048 3.096 0.002 0.039 

4.0 6.028 1.172 5.143 0.000 0.002 

自变量 
CF1 0.823 0.245 3.358 0.001 2.278 

CF2 0.622 0.213 2.924 0.003 1.863 

McFadden R2: 0.154；Cox 和 Snell R2: 0.243；Nagelkerke R2: 0.291 

SE 

因变量阈值 
3.0 −1.583 0.975 −1.624 0.104 4.869 

4.0 0.803 0.956 0.839 0.401 0.448 

自变量 
SE1 −0.426 0.166 −2.570 0.010 0.653 

SE2 0.548 0.214 2.557 0.011 1.730 

McFadden R2: 0.060；Cox 和 Snell R2: 0.102；Nagelkerke R2: 0.122 

IF 

因变量阈值 
3.0 0.450 0.984 0.457 0.648 0.638 

4.0 2.821 1.011 2.789 0.005 0.060 

自变量 

IF1 0.241 0.232 1.038 0.299 1.273 

IF2 −0.088 0.233 −0.378 0.706 0.916 

IF3 0.587 0.226 2.597 0.009 1.798 

McFadden R2: 0.051；Cox 和 Snell R2: 0.088；Nagelkerke R2: 0.105 

 
由表 7 可知，各影响因素模型伪 R 平方值(McFadden R2)分别为 0.051、0.201、0.103、0.154、0.060、

0.051，意味着自变量分别可以解释共享意愿 5.1%、20.1%、10.3%、15.4%、6.0%、5.1%的变化原因。模

型分析结果表明：1) 原材料新鲜程度、配送人员专业素质、外卖商家能够快速反馈、消费者个人隐私受

到保护与共享意愿呈显著正相关。消费者作为供应链的最终服务对象，更看重自身感受，原材料越新鲜、

配送人员素质越高，消费者的体验就越好。自己的反馈可以快速得到商家回应，并且个人隐私信息不会

被泄露，消费者认为越被重视，从而越愿意共享。2) 社会对商家的监督、商家信息透明度与共享意愿呈

显著正相关。通过社会压力来对商家进行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卫生部门齐上阵可以让消费者规避一定

风险，增加商家在消费者心里的可信度，同时商家的信息越透明，消费者就越放心，越愿意去共享。3)
商家之间不正当的竞争与共享意愿成显著负相关，说明商家之间竞争越激烈，消费者越不愿意共享。究

其原因在于商家之间的竞争多为恶性竞争，“泄露个人信息”、“劣质五常大米”、“违规使用食品添

加剂”等等，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更是危害了消费者的健康。 
综上所述，运用有序 Logit 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最终在各环节初步的 20 个因素中筛选出 6 项会

对共享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且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序为：外卖商家能够快速反馈、配送人员

的专业素质高、我的个人隐私受到保护、原材料到达目的地后仍然新鲜、商家信息透明度、社会对商家

的监督。以及商家之间不正当的竞争会对共享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实证分析后结果更加客观、

准确，具有参考价值，为之后的结论与建议奠定基础。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建立供应链视角下外卖商家在学生群体中共享的影响因素体系，以 121 份调查数据为样本、有

序 Logit 回归模型为理论基础，通过实证模型分析供应链各环节学生群体共享意愿影响因素的数据显示，

学生群体的共享意愿均值为 4.46 (比较愿意)，为了增强商家核心竞争力，提出以下建议： 
1) 商家要加强对食品原材料质量的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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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作为供应链的源头，到加工、配送，各个环节都要有专人进行把控，提高质量。供应商选择中，

要对供应商的资质、卫生状况、信誉、原材料检验证明等进行全方面的综合调查。原材料运输过程中，

要根据季节不同及时调整环境，确保原材料加工前的新鲜。 
2) 商家要提高对消费者的服务水平。 
自配送商家要定期对配送人员进行培训，让配送员能够熟悉标准要求，避免出现各类违规操作；平

台统一配送商家可以和平台进行沟通，根据商家定位和服务人群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专业素

质。同时商家要及时处理消费者的反馈，提高用户体验，增强在消费者对商家的信任感。 
3) 商家接受社会和消费者的监督，定期可对店内进行直播。 
引起消费者不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实时查看店内情况，包括人员情况、卫生情况等等，因

此外卖商家可以在店内安装直播摄像头，定期进行直播供消费者随时观看。并且接受监督，出现问题及

时调整，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 
4) 商家要完善平台信息，并且尽可能详细。 
在平台设置商家主页，用于展示各类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商家基本信息、食品经营许可证、卫生许

可证、餐具达标、食品安全等情况，让消费者全面了解追根溯源，从而点的安心，吃的放心，增添舌尖

上的幸福感。 
5) 避免恶性竞争，做良心商家。 
近年来餐饮外卖业快速发展，很多商家都来分一杯羹，免不了同行竞争。因此商家要避免恶性竞争，

要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做好差异化，提高自己的竞争力。针对同行的打压等行为要善于利用自身资

源，做好危机处理，有条件的可以巧妙地借势营销，提高名气做良心商家，为餐饮外卖业提供一个良性

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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