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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化妆品消费在大学生的生活费支出占比中逐渐提
高。同时，男性化妆品消费已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呈现不
断增长趋势。然而目前我国大学生化妆品细分市场定位模糊，
国货化妆品企业缺乏针对性的产品及营销策略，市场份额占比
较少。大学生作为未来化妆品消费的主流人群，消费习惯尚未
定型，因此探究大学生的化妆品消费偏好，培养用户潜力有助
于国货起立。

1  调查设计
1.1 调查对象与方法：本次调研采用随机抽样法，以广西

地区使用化妆品的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从消费偏好的角度切入，
运用描述性统计、因子分析对问卷数据做深入分析，最后爬取网
购平台商家化妆品的商品标题文本和消费者对化妆品的评价，进
行数据挖掘热频词与情感评价主题分析。

1.2问卷编制与预调查:初调研通过4次预调查，逐步修改问
卷逻辑、用词。问卷涉及基础信息、价格偏好、品牌偏好、需求
偏好、环境态度，共4个量表题，14个单选题，9个多选题，预
调查有效率为81%。由于第四次预调查与终稿区别不大，以第四
次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经检验数据信度为0.972，效度为0.977，
适合进行正式调查。通过查阅资料预计广西2020年在校大学生
数量在112w到120w之间，基于预调查有效率得出正式调查样本
量为469份。

2  数据分析
由于问卷在问卷星完成，因此不存在缺失值及野码的问

题。通过对整体数据进行信度、效度检验，得出问卷量表具有较
高的内部一致性与良好的结构效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和因子得
分构建。

2.1描述性分析。调查样本的各年级比例较为均衡，其中90%
的大学生使用护肤品时长1年以上，近半的大学生使用彩妆品的
时长达1年以上，60%的大学生每天使用2次护肤品，验证了大
学生的化妆品需求不容小觑。在价格偏好方面，对于月生活费多
在1-2k之间的大学生，月化妆品支出在1-200之间较多，化妆
品消费较为理性。在需求方面，占比超过42%大学生购买化妆品
未来补水保湿。同时43%的大学生网购化妆品。在品牌偏好方面，
64%的大学生倾向于购买外国品牌。75%的大学生认同知名品牌
带来的高品质与好服务。男性化妆品消费方面，95%的男性大学
生认同基础护肤品的使用，81%的男大学生使用基础护肤品,他
们主要受到朋友、恋人的支持。基础护肤已经进入了大部分的男
生的日常消费行为中。

2.2因子分析与因子得分。本文的消费偏好决策模型是在国
内外研究基础上，结合价值认知、消费偏好、消费决策等理论，
考虑消费特征对于消费偏好决策的影响，基于因子分析构建。模
型中共计4个因子，第一因子变量中功效、成分、好评、重复购
买载荷较大，定义为需求偏好因子；第二因子变量中代言、流行
度、产地载荷较大，定义为品牌偏好因子；第三因子变量中促销
活动、性价比、价格载荷较大，定义为价价格偏好因子；第四因
子变量中推荐有较高的载荷，定义为困扰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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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子得分系数矩阵中各因子贡献率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
最终可得出大学生化妆品消费品偏好因子综合得分。基于因子得
分表，对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化妆品的消费偏好差异进
行交叉分析。总体大学生的需求消费偏好倾向非常明显，是品
牌、价值型消费偏好两倍。在品牌、价格偏好方面，女生的重视
程度稍高于男性。需求偏好会随年级增加变化，女大学生在大二
到达峰值，男大学生在大三达到峰值。大学生的品牌偏好以平均
6.73%的速率逐步下降。当尝试不同品牌、功效的化妆品时，大
学生对价格偏好的关注会降低。男大学生的购买困惑在大一至大
三以平均104%的的速率上升。本科生在各种化妆品的消费偏好
均略微高于研究生，其中以品牌偏好和困扰最为明显，本科生对
于品牌的偏好高于研究生15%，对于化妆品的购买困扰比研究生
高 12%。

2.3文本挖掘与LDA模型。最后，通过爬取网购平台商家化
妆品的商品标题数据和消费者对化妆品的评价数据挖掘热频词与
情感评价主题。商品标题中频率排名前15名的词频表明商家首
要推荐的就是补水和套装，其次是保湿、正品、水乳。化妆品评
价中挖掘出11个隐含主题，每个主题中包含10个热点的评论词，
运用LDA主题模型分析得出：功效-保湿、控油，清爽补水，回
购是化妆品消费者的明显偏好。对比基于因子分析的化妆品消费
偏好研究和基于文本挖掘对化妆品消费需求的分析，可以发现商
家抓住了广大化妆品消费者对于化妆品补水保湿的最大需求。

3  结论与建议
对国产化妆品企业的建议如下：（1 ）需求方面：针对大

学生需求，国产化妆品企业以护肤为基础，彩妆为补充，注重补
水保湿的主功效，以提升产品对大学生群体的吸引力，树立国货
招牌。鉴于对于化妆品的购买困扰在大二、大三时达到峰值，企
业可以推出适时的化妆产品，以迎合求职、提升、恋爱等主题，
缩小用户搜索范围。（2）价格方面：进行定价时应考虑到大学生
群体的承受能力，不宜定价过高。值得注意的是，也有近6%的
大学生人均月化妆品消费额在300元到400元之间，12%的大学
生月消费额400元在元以上的。部分中高端的价位对于该部分消
费者而言是可以接受的。按月度化妆品消费规划，月度使用价值
为100元 -200元的化妆品搭配小样更加容易赢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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