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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selects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studies the basic consumption, the 
main consumption items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consump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In-
ternet celebrity economy by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hi-square 
analysis and mean analysis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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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利用描述统计、卡方分析和均值分析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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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大学生在网红经济中的基本消费情况、主要消费项以及影响其消费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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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红即网络红人。网红经济，是指依托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传播及其社交平台推广，通过大量

聚集社会关注度，形成庞大的粉丝和定向营销市场，并围绕网红 IP 衍生出各种消费市场，最终形成完整

的网红产业链条的一种新经济模式[1]。据统计，仅 2016 年，网红经济产业规模达到 580 亿。 
大学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也是社会消费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选取微博为研究平台，通过

对在校大学生发放问卷进行调查的方式，研究大学生对网红的偏好，在网红经济领域中的消费以及影响

其消费的因素及影响程度。 

2. 网红经济概述 

网红经济能够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关心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实现人气变现的目的。美国文化理论

家雷德里克·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指出：“文化已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

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正因如此，所以网络红人们在网络世界的娱乐已不

是纯粹的精神体验，还抱有明确的商业动机[2]。如其服装有其鲜明的特征与风格，这样能确保吸引到对

其特征有兴趣的关注者，从而提升营销的精准程度。多数网红选取微博作为营销平台，因为其用户构成

偏年轻化，年轻人对于网红产品如服装、美妆等等需求量大，具有可观的消费能力。另外，网红的变现

手段多样，除了刚刚提到的服装、美妆等产品外，还有文章打赏、直播打赏和代推广等方式。从消费心

理来看，年轻的一代对新鲜事物有着好奇心，从众心理使得一部分人容易被吸引[3]。经过对数百个网红

账号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账号擅于运用关系营销，始终保持与粉丝的互动，如在评论区中回复粉丝，

发起抽奖活动、线上直播等等来提高粉丝活跃度，这样频繁的互动利于维持粉丝黏性，提高粉丝的参与

度，保证粉丝的忠诚度。 

3. 研究设计 

问卷调查内容从大学生是否使用微博、是否关注网红及(偏向)关注类型，月生活费、消费项受影响情

况、影响消费因素对其消费的影响作用等方面入手，共设计 14 道题来具体调查网红经济下的大学生消费

情况，采取线上线下一起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重点研究网红经济影响对应消费项的程度及影

响消费行为的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程度。 

4.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4.1. 性别构成 

我们以武汉几所高校为主、外加收集自其他省市高校大学生的数据，总共发放 1800 份问卷，其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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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筛选后，回收有效问卷 1656 份，问卷有效率约为 92%。性别构成方面，男生 649 人，占 39.2%，女生

1007 人，占 60.8%。 

4.2. 年级分布 

年级构成方面，大一学生占 20.7%，大二学生占 44.3%，大三学生占 26.6%，大四学生占 8.4%。 

4.3. 月生活费分布 

月生活费方面，参与调查的全部大学生中，生活费在 1000 元以下的大学生占 22.4%，生活费在 1000
元~1500 元(包含 1500 元)的大学生最多，占 46.5%，1500~2000 元(包含 2000 元)的占 20.8%，2000~2500
元(包含 2500 元)的占 5.0%，2500 元以上的占 5.3%。 

表 1 是调查中关注网红的大学生月生活费分布表。 

5. 大学生消费数据统计分析 

5.1. 大学生关注网红的情况 

在我们所调查的样本中，1382 人表示其会使用微博，占总人数的 83.5%。而这 83.5%的人中，55.5%
表示其有关注网红，44.5%的人表示其没有关注网红，结果如表 2。另外，在追求时尚方面的结果如表 3。 

设 HO 为是否关注网红和追求时尚的态度无关，H1 为两者相关，进行卡方分析后得到，P 值为 0.000
小于 0.05，因而理由拒绝 H0，接受 H1，因此是否关注网红与追求时尚的态度有关，且追求时尚的人及坚

定地追求时尚的人比不追求时尚的人更容易关注网红。 

5.2. 大学生关注网红的类型 

关于关注网红的大学生关注的网红类型(多选)方面结果如表 4。 
在本次调查中，关注网红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关注原创视频类型，占比高达 68.8%，而不关注网红的

大学生较偏向于在未来关注原创视频类型和学习干货类型。 

5.3. 大学生在网红领域消费情况 

在关注网红的大学生中，有 27.8%表示他们会在网红电商、直播等等领域进行消费。其中女生占比

例略大于男生。男生中在网红领域消费的人有 16.6%，女生中在网红领域消费的人有 16.7%。 
由表可知，在网红经济领域进行消费的大学生中，生活费集中在 1000~1500 元的居多。卡方分析的

结果表示，是否在网红领域中消费与追求时尚的态度有关，且追求时尚的人及坚定地追求时尚的人比不

追求时尚的人更容易在网红领域中消费。 

5.4. 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本部分分服装、化妆品、朋友交际、游戏消费和直播相关五个消费项研究了网红经济对关注网红的

大学生的消费的影响程度，这五个方面是网红经济变现的主要来源，也是我们此次研究的重点方面。其

中 1 到 5 为自由选择项，表示影响程度依次加重，1 为最低，即没有影响，5 为最高，即完全影响。结果

如表 5 所示。 
对这五项各自得分求和后除以人数取平均值，得出关注者在这五个消费项方面受网红推荐或宣传的

平均影响，结果如表 6 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网红经济对关注网红的大学生消费存在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服装和化妆品方面，

产生了较大影响。关注网红的大学生会更多地关注网红的穿衣搭配和妆容，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模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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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onthly living expenses statistics 
表 1. 月生活费统计 

月生活费统计 

 人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000元以下 112 14.6 14.6 14.6 

1000~1500元 345 45.0 45.0 59.6 

1500~2000元 206 26.9 26.9 86.4 

2000~2500元 53 6.9 6.9 93.4 

2500元以上 51 6.6 6.6 100.0 

合计 767 100.0 100.0  

 
Table 2. Statistics about attention to the Internet celebrity 
表 2. 关注网红情况 

关注网红情况 

性别 
关注 不关注 合计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男 238 47.9% 259 52.1% 497 100.0% 

女 529 59.8% 356 40.2% 885 100.0% 

合计 767 55.5% 615 44.5% 1382 100.0% 

 
Table 3. Statistics about attitude towards fashion 
表 3. 追求时尚的态度 

追求时尚的态度 

性别 
追求时尚 坚定地追求时尚 不追求时尚 合计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男 308 47.5% 309 47.6% 32 4.9% 649 100.0% 

女 248 24.6% 697 69.2% 62 6.2% 1007 100.0% 

合计 556 33.6% 1006 60.7% 94 5.7% 1656 100.0% 

 
Table 4. Statistics about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net celebrity that students pay attention to 
表 4. 关注的网红类型 

类型 时装类 美妆类 原创视频 粉丝互动 自媒体类 主播红人 学习干货 

百分比 28.2% 36.6% 68.8% 52.2% 35.5% 25.9% 32.9% 

 
Table 5. Statistics about the affected degree to the main consumption items   
表 5. 消费项受影响程度统计 

类别 服装 化妆品 朋友交际 游戏相关 直播消费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1 243 31.7 279 36.4 323 42.1 391 51.0 570 74.3 

2 136 17.7 110 14.3 159 20.7 108 14.1 73 9.5 

3 197 25.7 166 21.6 175 22.8 120 15.6 62 8.1 

4 125 16.3 147 19.2 76 9.9 83 10.8 31 4.0 

5 66 8.6 65 8.5 34 4.4 65 8.5 31 4.0 

总计 767 100.0 767 100.0 767 100.0 767 100.0 76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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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Statistics about the average affected degree to the main consumption items 
表 6. 消费项受影响程度的均值统计 

消费项 服装  化妆品  朋友交际  游戏相关  直播消费  

均值  2.52  2.49  2.14  2.12  1.54  

 
红也会在网络上推荐各类服饰和化妆品，大学生出于对网红的关注和信任，在购买服饰及化妆品时都会

受到其推荐的影响。 

5.5. 一些因素对消费的影响程度 

本部分分网红受关注度(粉丝量)、口碑、发布内容质量、对网红本人偏好和产品质量五个方面研究了

这几个因素对消费的影响程度。这也是我们经过调研得到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 1 到 5，程度依次加重，

1 为最低，即没有影响，5 为最高，即完全影响。结果如表 7 所示。 
对这五项各自得分求和后除以人数取平均值，得出五个因素各自对关注者消费行为的平均影响，结

果如表 8 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网红受关注度(粉丝量)、口碑、发布内容质量、对网红本人偏好和产品质量五个方面

都会对大学生消费产生影响，前两项对大学生消费产生影响稍弱，后三项对大学生消费产生较大影响，

且影响程度几乎相同。由此可见，网红经济对大学生消费存在一定影响。过去大学生购买产品只能凭借

自身经验及周围朋友推荐，而在网红经济下，大学生可以从网红账号发布内容中了解产品的各类信息，

包括产品质量、产品效果等，且会倾向于信任自己关注的网红及其发布的内容。 

6. 结论和启示 

本文首先对大学生关注网红的状况进行分析，除基本统计数据及卡方检验外，重点研究了网红经济

影响对应消费项的程度及影响消费行为的因素的影响程度。选取服装、化妆品、朋友交际、游戏消费和

直播五个消费项，研究网红经济对其影响程度，得到网红经济对服装、化妆品消费的影响更大的结论。

另外，选取网红受关注度(粉丝量)、口碑、发布内容质量、对网红本人偏好和产品质量五个因素对消费行

为的影响程度，得到产品质量、对网红本人的偏好以及网红账号发布内容的质量影响大于其他因素的结

论。 
网红经济对大学生消费的影响力量是不容小觑的，这个依托于互联网高科技的新生力量已经发展壮

大。通过对大学生消费的分析，我们可以猜测它对其他群体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由此带给我们一些

启示： 
(一) 对大学生的启示 
面对网红经济中各方面的诱惑力，大学生要理性消费，量力消费，不盲目攀比，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把钱花在有意义的地方。尽量减少游戏等领域的消费，增加可以提升自身实力比如书籍，网络课程、知

识分享等方面的消费，使每一分钱都发挥其价值。 
(二) 对企业营销的启示 
企业要善于把握机会，依托强大的互联网力量，借着网红经济的东风，找准市场，寻找适合企业产

品的营销方式。例如对于新产品，通过找形象符合的网红营销等方式，扩大产品知名度。同时，对于网

红经济对不同群体的影响也要深入调研，充分把握消费者心理才能创造成功的营销模式。就我们现在所

取得的结论而言，大学生在服装、化妆品这两个方面的消费容易受到所关注网红影响，而在影响消费的

因素方面，产品质量、对网红本人的偏好以及网红账号发布内容的质量对其消费行为的推动作用要大于

其他方面。所以在制定营销方案时，可以着眼于这些方面，对服装、化妆品等产品加大线上营销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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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Statistics about the affected degree of factors affecting consumption 
表 7. 影响消费项因素的影响程度统计 

类别 受关注度 口碑 内容质量 偏好 产品质量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1 332 43.3 240 31.3 224 29.2 267 34.8 199 25.9 

2 141 18.4 125 16.3 119 15.5 131 17.1 83 10.8 

3 164 21.4 181 23.6 173 22.6 144 18.8 128 16.7 

4 81 10.6 135 17.6 153 19.9 128 16.7 155 20.2 

5 49 6.4 86 11.2 98 12.8 97 12.6 202 26.3 

总计 767 100.0 767 100.0 767 100.0 767 100.0 767 100.0 

 
Table 8. Statistics about the average affected degree of factors affecting consumption 
表 8. 影响消费项的因素的影响程度均值统计 

因素 受关注度 口碑 发布内容的质量 对网红的偏好 产品本身的质量 

均值 2.18 2.61 3.1 3.1 3.1 

 
对其他产品可以采取多种营销方式提高销量。同时，要注意提高产品的质量，塑造容易被受众接受的网

红的意见领袖等形象，对其账号发布内容结合受众特点进行选择，发布优质内容，以增强粉丝黏性，提

高网红及其账号的人气变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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