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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同时将消

费者对网购生鲜农产品的感知收益划分为三个维度，具体包括：“可以购买到优质农

产品”（维度 I）、“降低购买成本”（维度 II）以及“网购过程方便”（维度 III）。通

过对苏州地区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行为的调查，采用二元 Logit 模型进行实证分

析。结果发现：维度 I 对生鲜农产品网购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维度 II 以及维

度 III对生鲜农产品网购行为的影响虽然也为正，但是并不显著。家庭月稳定收入对

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行为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当消费者的家庭月稳定收入突破

10000元关口时，家庭月稳定收入对消费者网上购生鲜农产品的行为影响为正，且非

常显著。自己烧饭的消费者相对那些很少在家烧饭的消费者，前者网购生鲜农产品概

率是后者的 1.68 倍，而那些不仅要为核心家庭烧饭还要给父母烧饭的消费者相对那

些很少在家烧饭的消费者，前者网购生鲜农产品概率是后者的 3.63 倍，且都在 1%水

平上显著。 

 

关键词：异质性；感知收益；网购生鲜农产品；消费者；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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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model of the factors 

influence the consumer’s behavior of online shopping for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consumer’s perceived benefits of online shopping for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I can buy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by 

online shopping"( dimension I), "Online shopping for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can 

reduce the purchase cost"( dimension II) and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very convenient”(dimension III).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behavior of online 

shopping for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Suzhou city, the Logit model is used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mension I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online shopping behavior of online shopping for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However, 

dimension II and dimension III have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onsumer behavior of 

online shopping for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nsumer’s stable family monthly income 

has non-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the behavior of online shopping for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when consumer’s stable family monthly income exceed 10000 RMB, consumer’s 

stable family monthly income will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online shopping behavior of 

online shopping for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is is very effective. The consumers 

who cook for themselves relative to those seldom cook at home, the former is 1.68 times 

more likely to buy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online than latter。The consumers who only 

cook for the nuclear family but also for parents relative to those seldom cook at home, the 

former is 3.63 times more likely to buy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online than latter，the 

both results are significant at the 1% level. 

 

Key words: heterogeneous; perceived benefits; behavior of online shopping for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nsumer; Su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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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我国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根据中国电子商务

研究中心的统计，2014 年我国的生鲜电子商务市场的规模约为225亿，同比增长

了96%。而根据尼尔森的预测，2018年我国生鲜电子商务的市场规模将有望超过

1500亿，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50%①。是什么因素在推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

在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②呢？对此问题的回答需要深入分析影响消费者选择在网

上购买生鲜农产品的原因。 

国内学者围绕“影响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的因素”这一主题基于感知收益-

感知风险模型（BRA）[1]、科技接受和使用模型(UTAUT)[2]、价值接受模型(VAM)[2]

等理论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主要的研究结论是：消费者对网购生鲜农产

品这一新生事物的感知收益对购买意愿有正向影响，感知风险对购买意愿有负向

影响[1][3-6]。其中，具体的感知风险包括：产品性能风险、身体风险、财务风险、

心理风险、时间风险及服务风险[6]。此外，影响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的因素还

包括：产品本身的特征[7-8]、网络商店特性[9][10]、消费者的产品安全和质量预期

[4][10]、物流服务质量、沟通和信任倾向[4]以及产品种类认知、品牌认知、食品安

全与健康支付意愿、产品描述的详细程度、描述与真实的一致性、食品安全认证

标志、历史评价、发货速度、互动服务和附加服务等[11]。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研究多为分析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

意愿或表示对网购生鲜农产品信任的主观意识研究，导致研究内容的客观性不

足。国内仅有刘景景等[12]通过对全国27个省份420个消费者进行了网购生鲜农产

品行为的研究。此外，现有文献在对感知收益的考查不够深入，很多学者将其作

为一个黑匣子，笼统地认为消费者对网购生鲜农产品的感知收益对网购生鲜农产

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3][4]，只有朱战国和邢青青[5]以网购苹果为例，认

为感官维度属性是影响消费者支付溢价最重要的属性。消费者对网购生鲜农产品

的感知收益可以分为哪些维度？这些不同维度的感知收益都能促使消费者选择

                                                        
① 2016 年中国生鲜电商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EB/OL]，中国产业信息网，[2016-02-29]，http:// 

www.chyxx.com/industry/201602/390021.html 
②主要是指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蔬菜、水果、水产品、禽畜及其肉类产品。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602/390021.html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602/3900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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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吗？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通过对苏州市消费者的调查，首先基于计划行为理

论，构建了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同时将感知收益进行细化，

分析了消费者不同的感知收益对网购生鲜农产品行为的影响，设计了相应的量

表，并检验了量表的有效性，为进一步研究异质性感知收益对消费者网购生鲜农

产品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测量工具；其次，通过构建影响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行

为的二元选择模型来分析不同维度的感知收益对消费者选择在网上购买生鲜农

产品的影响程度。以期能够帮助生鲜电商企业识别出当前消费者对生鲜农产品电

子商务的真正利益诉求，为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

议。 

2.理论框架 

本研究所采用的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简称TPB )是

Ajzen[13]于1991年正式提出，经由Madden et al[14].以及Hedeker et al.[15]进行检验和

完善，由Ajzen于2011年对TPB再次进行使用说明，包括如何应用于行为改变介

入以及如何构建评价的概念架构等 [16]。至今TPB已被广泛应用于多个行为领域

的研究，例如Reinecke et al 以TPB为框架收集了青少年使用避孕套的资料，探讨

了青少年使用保险套意愿与行为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

为控制能预测青少年使用保险套的意愿[17]，Hausenblas et al 分析了运动行为，

结果发现：意愿与行为，态度与意愿、态度与行为、知觉行为控制与意图、知觉

行为控制与行为等之间效果大小都属于显著的，并且在解释运动行为上，计划行

为理论优于理性行动理论[18]。Elliott & Ainsworth 以大学生狂欢饮酒为主题，采

用TPB分析框架以自填问卷的方式收集相关变量，结果发现意愿是行为的唯一直

接预测变量，工具性态度、情感性态度与自我效能具有间接效果[19]。Zemore & 

Ajzen 探讨了一份以TPB为基础所设计，由9个题项所组成的量表是否可以预测

药物滥用治疗完成率。结果发现TPB的态度与控制成分均可以预测意愿[20]。鉴于

TPB被证实能显著提高对行为研究的预测力和解释力，因而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

中最著名的态度行为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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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行为理论包含五个要素和两个层次，其中五个要素包括：①对行为的态

度，是指个人对该项行为所持的正面（感知收益）或负面（感知风险）的感觉，

亦指由个人对此特定行为的评价经过概念化之后所形成的态度。②主观规范，是

指个人对于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亦指在预测他人的行为

时，那些对个人的行为决策具有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对于个人是否采取某项特定

行为所发挥的影响作用大小。③感知行为控制，是指反映个人过去的经验和预期

的阻碍，当个人认为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与机会愈多、所预期的阻碍愈少，则对行

为的知觉控制就愈强。④行为意愿，是指个人对于采取某项特定行为的主观机率

的判定，它反映了个人对于某一项特定行为的履行意愿。⑤行为，是指个人实际

采取行动的行为。这五个核心要素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两个层次：首先是对行为的

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共同决定了行为意愿；其次是行为意愿和感知行

为控制共同决定了行为。 

计划行为理论的基本假设为：个人对于某项行为的态度愈正向时，则个人的

行为意愿愈强；对于某项行为的主观规范愈正向时，同样个人的行为意愿也会愈

强；而当态度与主观规范愈正向且感知行为控制愈强的话，则个人的行为意愿也

会愈强。因此，消费者对网购生鲜农产品的感知收益越强烈，对最终生鲜农产品

电子商务采纳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的影响，图 1 为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消费者网

购生鲜农产品行为影响因素模型。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将感知收益这一构建进一

步细化成不同的维度，以期考查不同维度的感知收益对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的

行为是否产生相同的影响。 

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生鲜农产品的消费行为有三种典型升

级模式，即：由数量偏好型向质量偏好型转变、由随意消费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

以及由单一购买型向复合购买型转变或方便快捷型转变[21]，而生鲜农产品电子

商务的快速发展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的这些需求，从而给消费者带来

了三种不同层面的感知收益。 

1.消费者对于网购生鲜农产品的感知收益之一是：在网上可以买到优质的生

鲜农产品。如果生鲜农产品电商能够提供质量好、附加值高的生鲜农产品，而且

企业网上销售的生鲜农产品能够让消费者感受到比较好的内在质量和外在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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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能得到消费者的信赖和认可[4]。因此，本文提出假说1： 

H1：消费者对在网上可以买到优质的生鲜农产品感知越强烈，越有可能会

选择网购生鲜农产品。 

2.消费者对于网购生鲜农产品的感知收益之二是：网购生鲜农产品可以降低

购买成本。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采购生鲜农产品的机会成本在增

加，当消费者觉得专门赴实体店（例如：农贸市场、生鲜超市）采购单一生鲜农

产品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增加，而在互联网上下订单集中采购更加节省时间成本

时，消费者会选择在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此外，由于在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价

格更加透明，消费者可以在各个电商网站之间对同类商品的价格、规格、质量等

公开信息进行比对，可以用更优惠的价格获得更优质的生鲜农产品。因此，本文

提出假说2： 

H2：消费者对网购生鲜农产品能够降低成本的感知越强烈，越有可能会网

购生鲜农产品。 

3.消费者对于网购生鲜农产品的感知收益之三是：网购生鲜农产品的过程方

便。随着消费者对购买生鲜农产品的环境要求会越来越高，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

在清洁舒适的环境中购买生鲜农产品。显然，消费者在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的购

物环境绝对属于清洁舒适。此外，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还具有可以在更大范围内

选择商品、在网上可以通过其他买家的评价了解所购生鲜农产品商品的质量以及

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可以更多地了解货源的基本情况等诸多优势[1][3][4]，因此，

本文提出假说3： 

H3：消费者对网购生鲜农产品过程的方便程度感知越强烈，越有可能会网

购生鲜农产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消费者对网购生鲜农产品的感知收益划分为三个维

度，分别是：能买到优质生鲜农产品（维度I）、降低购买成本（维度II）、网购

过程方便（维度III）。本文将重点考查消费者对这三个维度的感知收益对其网购

生鲜农产品的行为决策是否有相同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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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3.数据来源 

3.1 研究对象的界定 

本研究中生鲜农产品主要是指蔬菜、水果、禽畜及其肉类产品，不涉及水产

等鲜活农产品。生鲜农产品的配送方式仅限于同城配送。 

3.2 问卷内容及关键变量的设计 

本次问卷调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消费者在最近的六个月中是否经常在

网上采购生鲜农产品；（2）消费者对于网购生鲜农产品的了解程度,采用李克特

五点量表，1 表示“很不了解”，5 表示“非常了解”；（3）消费者住所附近是否

有网购生鲜农产品的提货点；（4）消费者对网购生鲜农产品感知收益的不同维度，

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1 表示“非常不认同”，5 表示“非常认同”；（5）周围的

亲戚朋友是否经常提供在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的建议，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1

表示“很少，几乎没有”，5表示“经常”；（6）个人的基本特征（年龄、性别、

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的基本特征（月稳定收入、是否自己在家烧饭）等六个方面。 

为了能将消费者对网购生鲜农产品感知收益进行科学的细化，在设计量表

时，首先借鉴了其他学者关于消费者对网购生鲜农产品感知收益的量表设计

[1][3][4][21]，其次对消费者进行了预调查，并对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领域的专家学

网购生

鲜农产

品行为 

知觉行为控制 

网购生鲜

农产品意

愿 

主观规范 

感知风险 

对网购生鲜

农产品的态度 
感知收益 

买到优质农产品 

购买环境舒适 

降低购买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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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进行了访谈，消除了问项中语义不明确的地方。围绕维度 I 设计了 4 个问题，

围绕维度 II 设计了 3 个问题，围绕维度 III 设计了 5 个问题。具体维度和相应的

测量问项如表 1 所示。 

表 1                     感知收益的维度及测量项 

维度 编号 题项 

购买到优质

农产品（维度

I） 

A1 网上可以购买到新鲜度有保证的生鲜农产品 

A2 网上可以买到有特色的生鲜农产品 

A3 网上可以买到质量放心的生鲜农产品 

A4 网上可以买到口感好的生鲜农产品 

降低购买成

本（维度 II） 

B1 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可以节省时间 

B2 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可以节省费用 

B3 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可以节省交通成本 

网购过程方

便（维度 III） 

C1 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时挑选商品的过程方便 

C2 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选择商品 

C3 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的购物环境要比实体店干净 

C4 在网上可以通过其他买家的评价了解所购生鲜农产品商品的质量 

C5 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可以更多地了解货源的基本情况 

3.3 数据采集 

本次调查的时间是 2016年 9月—10月，调查地点是苏州市主城区（姑苏区、

相城区、吴中区，虎丘区、吴江区）和 4个县级市（常熟市、昆山市、张家港市

和太仓市）。鉴于网购生鲜农产品的主要消费人群是对网购有一定了解的中青年

群体，因此本次调查的主要对象在年龄分布上集中在 20-50岁，并且是家庭生鲜

农产品的采购者。本次调查采用现场调查和线上调查相结合的方式。现场调查的

地点选择在主要商业中心、大型超市及农贸市场附近，因为这些地区的人流量比

较大，具有不同阶层的消费人群。调查员为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类专

业学生。调查前，调查员都接受了系统的培训。调查方式采用街头随机拦截的方

式，共发放调查问卷 300份，回收填写完整的调查问卷 280份，回收率为 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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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调查则是委托专业调查公司问卷星网站进行在线问卷发放，调查对象主要针

对苏州地区城镇居民，共回收调查问卷 300 份，由于在线调查的问卷要求全部问

题回答完毕才能递交，所以 300份递交的问卷内容填写都比较完整。本次现场和

线上调查累计共回收问卷 580份，其中剔除掉对题项的回答明显前后矛盾的问卷

30份，这样获得的有效问卷共计 550份，有效率为 92%。表 2为本次调查的人口

统计特征。 

表 2                        样本人口统计特征 

变量 取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别 0=男； 1=女 0.53 0.50 0 1 

年龄 

1=20-29岁； 2=30-39岁； 

3=40-49岁； 4=50-59岁； 

5=60岁及以上 

2.17 0.80 1 5 

受教育程度 

1=小学及以下； 2=初中； 

3=高中； 4=大专； 5=本科

及以上 

4.40 1.90 1 5 

家庭月稳定收

入 

1=4000元及以下； 

2=4001-6000元； 

3=6001-8000元；

4=8001-10000元；

5=10001-150000元；

6=15001-20000元； 

7=20001元及以上 

4.12 1.81 1 7 

家庭生活模式 

1=很少自己在家烧饭； 2=

自己烧饭； 3=和父母住在

一起，父母不烧饭 

1.56 0.57 1 3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数据统计整理得到。 

    从表 2可以看出本次调查对象中，男性所占的比例为 47%，女性所占比例为

53%，说明女性一般是家庭生鲜农产品的主要采购者。本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集

中在 30-50岁之间，与本次调查的目标人群基本吻合。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主

要集中在大专水平以上，家庭月稳定收入主要集中在 6000元—150000 元左右，

这与苏州地区人均工资收入水平基本吻合。家庭生活模式主要以很少自己在家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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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和自己烧饭为主，少部分样本是和父母住在一起，同时要负责父母的饮食，这

与当前中青年的主要生活方式基本吻合。 

4.数据分析 

4.1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内部信度分析常用项目分析来实现。通过考察指标的相关度(CITC，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的大小，如果CITC小于0.5，则须删去该指标；同时计算α

系数，如果α值在0.6以上，说明指标可靠性是可以接受的，否则也应予以删除[22]。

本文运用SPSS17.0进行量表的信度检验，各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6，

说明量表不需要删除现有题项，并且具有较高的内部信度。具体结果如表3第三

列和第四列所示。 

效度是指测量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概念的真实含义。测量的效度越高，

表示测量的结果越能反映其所欲测量对象的真正特征[22]。本文主要检验两种常

见的效度：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结构效度是指某一测量工具能够测得某一种特

质的程度。本文首先利用SPSS17.0判断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运算结果显示：

维度 I因子分析的KMO测度检验结果为0.826，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值为

1396.237，显著性概率为0.000；维度II因子分析的KMO测度检验结果为0.687，

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值为461.402,，显著性概率为0.000；维度III因子分析的KMO

测度检验结果为0.862，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值为1214.112，显著性概率为0.000，

上述三个维度因子分析的KMO测度结果都大于0.6，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值的显

著性水平都小于0.01，都通过了球形Bartlett卡方检验，说明每个维度内变量间共

同因素多，样本适合进行因子分析[23]。接下来，本文借助SPSS17.0采用主成分方

法来抽取因子，结果显示每个维度的所有题项均只能提取一个因子，且每个维度

所有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5，这表明量表的收敛效度很高[24],具体结

果如表3第五列所示。内容效度指量表内容（题项）的合适性，即量表内容能否

反映所要测量的某一种特质[22]。本量表的测量项目在参考了国内学者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又请专家对量表进行了审核，对测量项目进行完善和补充。这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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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量表的内容效度符合要求。 

表 3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维度 编号 

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Cronbach's α 标准化因子载荷 

购买到优质农产

品（维度 I） 

A1 0.751 

0.895 

0.863 

A2 0.684 0.813 

A3 0.812 0.904 

A4 0.836 0.916 

降低购买成本（维

度 II） 

B1 0.606 

0.777 

0.825 

B2 0.572 0.804 

B3 0.670 0.867 

网购过程方便（维

度 III） 

C1 0.645 

0.864 

0.772 

C2 0.646 0.774 

C3 0.674 0.797 

C4 0.727 0.841 

C5 0.738 0.847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数据统计整理得到。 

4.2 描述性分析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全部被调查的550个被调查者中，有24%的被调查者

表示“经常在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这一比例与2015年中国生鲜电商大数据分析

报告中公布的“东部地区的购买人群比例为26.3%”①比较接近。还有76%的被调查

者表示“还没有或很少在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表明苏州地区生鲜农产品电子商

务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根据被调查者是否经常在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将被调查者分成两组，分别

考察这两组被调查者对网购生鲜农产品三个不同维度收益的感知程度（详见表

4）。通过采用独立样本的T检验分析可以看出，选择经常购买和不经常购买的

两组被调查者对“可以购买到优质农产品”（维度I）、“降低购买成本”（维度II）

                                                        
    ①2015 中国生鲜电商大数据分析报告[EB/OL]，搜狐网，[2016-05-11]，http://mt.sohu.com/20160511/ 

n448810660.shtml 

http://mt.sohu.com/20160511/n448810660.shtml
http://mt.sohu.com/20160511/n44881066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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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网购过程方便”（维度III）等三个维度的感知收益是不一样的，而且在0.01

的水平上显著。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三种不同维度的感知收益都会

对是否选择在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产生影响，但是要判断哪一个维度的感知收益

对消费者选择在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的影响更大，还需要借助进一步的计量经济

分析。 

表4      经常网购与不经常网购生鲜农产品人群对三个维度的感知收益 

项目 网购组均值 不网购组均值 均值差异 显著性水平 

样本 133 417 —— —— 

购买到优质农产品 0.6554 -0.2058 0.8512 0.000
***
 

降低购买成本 0.5135 -0.1638 0.6772 0.000
***

 

网购过程方便 0.5050 -0.1611 0.6661 0.000
***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数据统计整理得到。注：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4.3 回归分析 

4.3.1 模型的设定 

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可视为其权衡在网上购买和在实体店（例如：农贸市

场或生鲜超市等）这两种渠道选择的效用大小后作出的理性决策。当消费者从网

上购买生鲜农产品获取的效用（ *

iU ）大于从实体店采购生鲜农产品获得的效用

（ 0

iU ）时，选择网购生鲜农产品。其网购生鲜农产品决策行为可以用以下理论

模型来描述： 

    
* * 0( 1 ) ( ) ( , )i i i i i i iY p r o b Y x p r o b U U x F x                        （1） 

（1）式中， *

iY 是消费者选择网购生鲜农产品的概率， iY 表示现实生活中特

定个体被观察到是否网购生鲜农产品，为一个取值为0或者1的二元虚拟变量，

1iY  表示经常在网上采购生鲜农产品； 0iY  表示没有或很少在网上采购生鲜农

产品。 ix 是一组影响消费者做出网购生鲜农产品决策的因素。本文假设（1）中 ( )F 

为Logistic分布函数，主要通过以下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影响因素的Logit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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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分析感知收益的三个维度对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行为的影响： 

* *

1 1 2 2 3 3( /1 )i i i i i i iLn Y Y x x x T                                （2） 

（2）式中 1ix 、 2ix 和 3ix 是关键解释变量； i 是随机扰动项，符合Logistic分

布，、 1 、 2 、 3 和 是待估参数。 

1ix 、 2ix 和 3ix 是衡量消费者对网购生鲜农产品感知收益三个不同维度的感知

程度。运用 SPSS17.0 软件，通过因子分析分别对消费者对网购生鲜农产品感知

收益三个不同维度下各个测量指标的分值进行标准化处理，每个维度分别产生一

个独立的因子值，然后将这三个因子值作为感知收益不同维度的样本值代入到

（2）式中进行分析。 

iT 是一组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的基本特征①（性别）、家庭的基本特征（月稳

定收入、是否自己在家烧饭）、网购生鲜农产品的条件（家附近是否有网购生鲜

农产品的提货点）、对网购生鲜农产品的认知程度、周围的亲戚朋友提供网购生

鲜农产品的建议以及到实体店购买生鲜农产品的便捷程度。同时，模型还引入了

地级市和不同县级市的虚拟变量，以控制地级市和不同县级市之间的不可观测因

素。 

4.3.2 回归结果 

表5给出了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行为影响因素模型的计量经济分析结果。

从检验模型的总体拟合优度的似然比卡方检验来看，回归方程的极大似然估计的

似然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表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表5中的系数是

所有参数的估计值，Z值是参数检验统计量的值。Odds Ratio是解释变量的优势

比，其含义是：自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时，事件（ 1iY  ）的发生比的变化倍数（如

有其它自变量，则以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为条件）[25]，所以在接下来主要对这

一指标进行分析。 

 

                                                        
    ①由于本文调查对象主要为中青年消费者，被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和年龄这两个变量的离散程度不

高，所以没有将这两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放在方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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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行为影响因素Logit模型的计量经济分析结果 

变量 系数 Z值 Odds Ratio 

购买到优质农产品  0.5173 2.17** 1.6775 

降低购买成本 0.2567 1.35 1.2926 

网购过程方便 0.2868 1.24 1.3321 

对网购生鲜的了解程度 0.4375 3.70*** 1.5489 

去实体店的便捷程度 0.1714 1.21 1.1870 

有网购提货点 0 .6903 2.50** 1.9943 

收到网购的建议 0.5096 4.04*** 1.6647 

女性 0.1450 0.59 1.1561 

4000元及以下 参照组 

 4001-6000元 0.7919 1.13 2.2076 

6001-8000元 0.9636 1.41 2.6212 

8001-10000元 1.2652 1.90 3.5440 

10001-15000元 1.6155 2.45** 5.0308 

15001-20000元 1.5379 2.24** 4.6551 

20001元及以上 1.9726 2.84*** 7.1899 

很少自己在家烧饭 参照组 

自己烧饭 0.5219 2.08**   1.6852 

和父母住在一起，父母不烧饭 1.2900 2.07** 3.6330 

地区虚拟变量 省略 

似然比检验卡方值 167.87*** 

调整后的R平方 0.2759 

数据来源：根据STATA运算结果整理得到。 

注：. “*”，“**”，“***”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的显著性。 

实证结果显示：“可以购买到优质农产品”（维度I）、“降低购买成本”（维度

II）以及“网购过程方便”（维度III）等感知收益的三个维度对消费者网购生鲜农

产品的行为决策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其中，感知收益中“可以购买到优质农

产品”（维度I）对购买行为的影响为正，且统计检验的显著性达到了5%水平，

优势比为1.6775，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对于“网购可以购买到

优质农产品”（维度I）的感知每提升一个单位，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的发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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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增加1.6775倍。而感知收益中“降低购买成本”（维度II）以及“网购过程方便”

（维度III）对购买行为的影响虽然为正，但是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见，

在“互联网+”时代，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够真正打动消费者的地方在于互联网

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优质生鲜农产品的平台。 

消费者对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了解程度、家附近是否有网购生鲜农产品的

提货点以及亲戚朋友是否经常会给出网购生鲜农产品的建议都会显著影响消费

者做出网购生鲜农产品的决定。消费者的性别对网购生鲜农产品行为的影响不显

著，其可能的原因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口特征变量对消费者网购采纳行为中

影响将逐渐弱化，即网络市场逐步大众化[26]。去实体店购买生鲜农产品的便捷

程度对网购生鲜农产品行为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可能原因是，近年来政府在农

贸市场和生鲜超市的规划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本次调查选取的被调查者在去实体

店购买生鲜农产品的便捷程度的差异并不大。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家庭月稳定收入对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的影响呈现非

线性关系，以家庭月稳定收入4000元以下为参照，当消费者的家庭月稳定收入没

有突破10000元时，优势比虽然大于1，但是并不显著。当消费者家庭月稳定收入

为10001-15000元时，优势比为5.0308，且统计检验的显著性达到了10%水平。当

消费者家庭月稳定收入为15001-20000元时，优势比为4.6551，且统计检验的显著

性达到了10%水平。当消费者家庭月稳定收入为20001元及以上时，优势比7.1899，

且统计检验的显著性达到了5%水平。可见中高收入群体才是网购生鲜农产品的

主要消费群体。此外，家庭模式中，自己烧饭的消费者相对那些很少在家烧饭的

人，优势比为1.6852，且统计检验的显著性达到了5%水平，而那些不仅要自己烧

饭还要给父母烧饭的消费者相对那些很少在家烧饭的人，其优势比为3.6330，且

统计检验的显著性达到了1%水平。可见当消费者到农贸市场等实体店购买生鲜

农产品的机会成本越高，选择在网上购买的几率也就越大，但是这部分消费者依

然对网上购买的生鲜农产品的品质非常重视。 

5.对策和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影响消费者选择在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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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收益是：通过网购可以购买到优质的生鲜农产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目前

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亏钱的多，挣钱的少，主要原因在于在品种的选择上没

有能够用“新鲜、特色、质量放心、口感好”等有特色的优质生鲜农产品去赢得

高端消费人群的青睐。2013年生鲜电商优菜网的倒闭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优菜

网的主营业务是大众蔬菜，此类产品附加值低，仓储运输包装难、成本高，这样

是很难经营下去的。2016年美味七七停业，其也曾在网上销售大众蔬菜。 

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如下

建议： 

首先，优化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经营的品种。本文的理论研究和相关报道都

已经证实：并不是所有生鲜农产品都适合在网上销售。在流通成本还未大面积降

低的情况下，要想盈利，选择具有差异化的高端生鲜农产品是明智之举，这是由

市场决定的。高端生鲜农产品容易和普通农产品形成差异化对比，且价值较高，

物流成本相对较低，容易被客户接受。目前，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的主体是具有

稳定工作、收入可观的中青年，他们有足够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花高价格去

购买优质的生鲜农产品是他们的刚性需求，因此，生鲜农产品电商要做好客户的

需求特征分析，提供适销对路的优质生鲜农产品。  

其次，加快提货点合理化布局的步伐，增强人们的用户体验。同时，由于农

产品本身的易腐蚀性，对冷链物流有着较高的依赖性，为了更好的做好物流配送

的工作，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构建企业自有的物流配送体

系或者可以借助第三方物流，利用现有资源，从根源上提高物流效益。 

第三，要采取针对性的营销方式。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的主体对生鲜农产品

价格并不十分敏感，所以采用传统的“打折促销”方式对这部分群体并不奏效。相

比价格，他们更关注产品本身的质量以及围绕产品销售的一系列服务。对于这部

分客户群体，电商企业要根据客户的需要来制定针对性的营销策略，提高消费者

的认知度，同时有效地利用现有技术，确保产品的安全，同时做好后期的物流跟

踪服务，及时更新信息，提高客户的美誉度，为客户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提高

客户的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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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消费者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行为的调查问卷 

 

您好！感谢您百忙之中帮助我们填写这一份关于消费者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的调查问卷。

此次调查问卷，完全用于学术研究，绝对不会侵犯您的个人隐私。希望您能向我们阐述您真实

的想法，谢谢！ 

 

1. 您购买生鲜农产品主要场所是在哪里？ [单选题] 

○ 超市  ○ 农贸市场  ○ 专卖店  ○ 网上购买 

 

2. 您最近六个月内是否经常在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 [单选题] 

○ 是    ○ 否 

 

3. 如果您最近六个月内在网上购买过生鲜农产品，那您的购买频率最接近以下哪种情况？ [单

选题] 

     ○ 一月 1 次及以下   ○ 一月 2 次 ○ 一月 3 次  ○ 一周 1 次   ○ 一周 2 次   ○ 一周 3 次及以上 

 

4. 您平时到实体店（超市、农贸市场、专卖店等）购买生鲜农产品的便捷程度如何？ [矩阵量表

题] 

 很方便 比较方便 一般 不太方便 很不方便 

方便程度 ○ ○ ○ ○ ○ 

 

5. 您是否了解在网上可以购买到生鲜农产品？ [矩阵量表题] 

 很了解 比较了解 了解一点点 不太了解 很不了解 

了解程度 ○ ○ ○ ○ ○ 

 

6. 据您的了解，您家附近是否有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的提货点？ [单选题] 

○ 有  ○ 没有  ○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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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请您对下列观点发表您的看法 [矩阵量表题] 

 
完全 

认同 
认同 不确定 不认同 

完全 

不认同 

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是件麻烦的事情      

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可以节省时间      

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可以节省费用      

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可以节省交通成本      

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时挑选商品的过程方便      

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价

格比较      

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的购物环境要比实体店干净      

在网上可以通过其他买家的评价了解所购生鲜农

产品的质量      

在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可以更多地了解货源的基

本情况      

网上可以购买到新鲜度有保证的生鲜农产品      

网上可以买到有特色的生鲜农产品      

网上可以买到质量放心的生鲜农产品      

网上可以买到口感好的生鲜农产品      

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时付款方式比较安全      

对于生鲜农产品，我一定要眼见为实，这样才觉

得放心      

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后，商品配送比较及时      

销售生鲜农产品的网店对商品的描述与实物基本

一致      

在网上购买生鲜农产品，收到货后发现产品有质

量问题可以方便地退换货      

我经常会收到亲戚朋友发给我的有关某某网站销

售生鲜农产品的信息      

我周围的亲戚朋友会给我很多关于如何在网上购

买生鲜农产品的建议      

我很享受在传统实体店购买生鲜农产品的感觉，

可以和人交流      

 

8. 您的性别 [单选题] 

○ 男     ○ 女 

9. 您的年龄 [单选题] 

○ 20-29 岁 ○ 30-39 岁 ○ 40-49 岁    ○ 50-59 岁  ○ 60 岁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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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您的受教育程度 [单选题] 

○ 小学及以下   ○ 初中 ○ 高中     ○ 大专     ○ 本科及以上 

 

11. 近一年家庭月均稳定收入 [单选题] 

      ○ 4000 元及以下   ○ 4001-6000 元   ○ 6001-8000 元   ○ 8001-10000 元   ○ 10001-15000 元 

      ○ 15001-20000 元   ○ 20001 元及以上   

 

12. 您的家庭属于下列哪种模式？ [单选题] 

○ 父母不和自己住在一起，但自己家中很少烧饭，主要去父母家吃 

      ○ 自己在家烧饭 

      ○ 自己和父母住在一起，主要由父母烧饭 

      ○ 自己和父母住在一起，主要由自己烧饭 

      ○ 主要在外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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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辞 
 

时光任然、白驹过隙，三年的学习时光即将接近尾声，记得刚踏入校园时，青涩

的我对面对一切新鲜的事物，满怀希望。这三年，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陪伴下，茁壮成

长，渐渐的成为一个独立、充满活力的女孩。在此要感谢老师和朋友的陪伴。在最后

写毕业论文期间，得到了指导老师殷老师的精心指导和身边朋友的帮助，本论文是在

殷老师指导下顺利完成的，无论是从选题还是构思以及后期的论文写作过程，殷老师

都给予我很大的技术支持和精神鼓励。老师牺牲掉自己宝贵的休息时间，给予我专业

性的指导，这种敬业的精神让我终身受益。没有老师的帮助，我个人无法独立完成论

文，在此向殷志扬老师表达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最后祝所有的人万事如意,心

想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