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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国民收入

稳步增长，消费需求开始回升，特色农产品开始受到消

费者的喜爱。但是，根据我国的粮食消费方式，特色农

产品的投入量并不大。我国是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值

得考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检索、编辑和分析相关文献后，基于上述问题，

本研究的内容包括购买农产品的态度，以及如何提高销

售量（包括产品设计和竞争力、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

李琪等专家从四个角度描述了陕西特色农产品贸易类型

的竞争情况并构建了评价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策略分

析了陕西特色农产品类型的吸引力，从而取得了进展。

[2]。裘益明通过对浙江省的实地调研，突出了浙江省农业

的优势和劣势，并决定提升品牌知名度、理顺营销策略、

开发营销思路、整合资源等方面提高经营效益 [4]。卢奇

等也曾表示，虽然目前我国农产品销售方式很多，但都

无法实现特色农产品的流通，于是提出了一种“少环节、

信息共享、供需互动、生产与营销链接”的方法 [7]。

总之，尽管相关研究非常丰富，但不难发现，民族

地区的研究很少。贵州省是我国八个民族大省之一。由

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落后，贵州特色农产品发展受限、

产品滞销、知名度低等问题的层出不穷，使得特色农产

品难以走出大山。为此，贵州政府重视优质农产品的发

展，提出大力推广优质农产品。鉴于此，本文以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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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理论为基础，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消费

者对贵州特色产品生产购买目标的影响，并在各个度量

维度测量主观消费者态度，从而提高贵州农产品的质量，

为农民创收，因此本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文献回顾

1.1.1 特色农产品

特色农产品营销是利用当地资源（包括自然、农业、

技术等）来创造具有当地风味的独特优质产品。乔国栋

认为，特色农业的特点是结合本土资源，根据市场变化，

推广和创造创新、优质、适销对路的产品。[10]

1.1.2 消费者购买意愿

消费者购买意愿是指消费者选择购买某件商品或品

牌的倾向，这种倾向受到消费者的想法、他们喜欢什么

或什么颜色、环境等因素的强烈影响。Dodds 等人还提

到，该意愿意味着消费者有购买的潜力 [12]。

1.1.3 消费者购买行为理论

消费者购买是指消费者围绕他们需要购买的东西所

做的许多事情，包括从创建消费者购买动机到消费者购

买行为结束再到售后体验等一系列组成部分。Kotler P、

Armstrong G 表示，购买行为是由消费者在购买前、购买

中和购买后的所有行为和行动组成的。谢光明、张晓东

等专家根据产品销量分析了网络口碑如何影响消费者行

为。本文研究的采购行为是指预采购行为 [16-17]。

1.1.4 顾客风险感知

风险研究始于心理学领域，后来由其他专业人士在

消费主义领域发展。风险理论是消费者对可能发生的风

险的看法。Alexander Ring 风险通常被解释为负面影响的

增加以及这种情况实际发生的可能性 [18]。Park S 报告称，

已识别的风险是多方面的，包括时间风险、财务风险、

职业风险、隐私 / 安全风险、精神风险、身体和物质风险

等 [19]。本文研究的风险因素主要是指消费者的心理风险。

1.1.5 顾客满意度

初步满意度调查通常将满意度定义为客户在使用商

品或接受服务后的评价。客户满意度是指消费产品符合

消费者期望的程度。Hunt 将客户满意度描述为一种“心

理分析”[20]。满意度始于美国专家 Cardozo。他指出，当

产品未达到预期时，客户满意度低于预期时的满意度 [22]。

1.2 研究假设

1.2.1 消费者价值感知与购买意愿

许多调查表明，客户对价格的认知会影响他们对产

品或品牌的购买意图，即客户感知的价值对其购买和决

策过程产生重大影响。Eithaml，V A. 通过实证研究，感

知价值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基于以上所述，本文

提出以下假设：

H1：消费感知价值影响消费者购买贵州特色农产品

的意愿 [26]。

1.2.2 消费者风险感知与购买意愿

消费者风险对消费者意愿的影响引起许多专业人士

关注。在许多情况下，消费者会在感到有风险时减少或停

止购买，不确定性和风险是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 [27]。商品

是否符合预期存在一些疑问，因此消费者倾向于选择熟悉

的商品和购买商品的选择。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H2：客户感知风险会削弱消费者意愿。

H3：消费者对预期产品的满意度能够调节风险感知

和消费者消费意愿。

1.2.3 顾客满意度与购买意愿

一位名叫 Cardozo 的美国专家提倡商业主义，他认为

一个人对产品越满意，他买的就越多。因此，做出以下

假设：

H4：顾客对商品的预期满意度对消费者需求有正向

影响。也就是说，当消费者对商品或品牌感到满意时，

他们更倾向于购买该产品。

2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2.1 问卷设计

在本研究中，贵州特色农产品购买意愿问题包括几

个部分：

首先是消费者的基本条件。消费者自身情况对特定

商品或品牌的购买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是产品的预期满意度。消费者对商品的满意度主

要是指他们购买的商品与他们对销售商品的期望之间的

差异。预期值与实际体验相差越小，对商品的满意度就

越高，从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三是感知价值与感知风险。对物品价值的感知体现

在物品的形式上。商品的参数是直接影响消费者购买与

否的主要因素。一件商品是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直接

决定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四是购买需求。本环节提出的问题是：“是否对贵州

特色农产品感兴趣”、“是否愿意尝试贵州特色农产品”、

“是否愿意再次购买贵州特色农产品”、“是否愿意长期

购买贵州特色农产品”等。

2.2 数据收集

本文以不同年龄段的用户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问

卷调查收集样本数据。共发放问卷 280 份，回收问卷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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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剔除无效问卷，有效问卷共 253 份；问卷有效率为

90.35%。据统计，80% 的受访者拥有本科学历，82.61%

的受访者年龄结构为 18-47 岁。因此本问卷有效。

表2-1　样本特征描述

变量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平均值 标准差

收入

3000 元及以下 76 30.04%

2.51 1.32

3001-5000 元 60 23.72%

5001-7000 元 53 20.95%

7001-9000 元 40 15.81%

9001 元及以上 24 9.49%

学历

没读过书 5 1.98%

4.88 0.80

小学 2 0.79%

初中 8 3.16%

高中（中专 / 技校） 11 4.35%

大专或本科 205 81.03%

研究生及以上 22 8.70%

职业

学生 53 20.95%

3.71 2.39

教师 47 18.58%

企业职员 31 12.25%

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 54 21.34%

个体户或自由职业者 15 5.93%

农民 5 1.98%

退休人员 6 2.37%

其他 42 16.60%

年龄

18 岁以下 2 0.79%

2.97 1.23

18-27 岁 135 53.36%

28-37 岁 33 13.04%

38-47 岁 41 16.21%

48-57 岁 36 14.23%

58-67 岁 6 2.37%

续表2-1

变量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平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 123 48.62%

1.51 0.50
女 130 51.38%

根据表 2-1 对样本特征的描述，本问卷的样本分布

基本满足诊断要求，即样本分布有效。

3　数据分析

3.1 信效度检验

3.1.1 信度分析

表3-1-1　量表信度分析

变量 标准化后的 α 系数 项数

顾客满意度 0.976 3

消费者风险感知 0.986 6

价值感知 0.954 5

消费者购买意愿 0.96 4

总量表 0.956 18

综合以上可靠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客户满意度的

可靠性系数为 0.976。因此，客户满意度方向无需进行测

试调整，α 的标准系数为 0.976，客户风险感知的相关

系数为 0.986。取决于删除项后的可靠性系数都小于总比

0.986，因此不需要调整客户风险感知的问题。标准的标

准可靠度等级为 0.986，可靠度系数值系数在 0 到 1 之间，

越接近 1，可靠性越高。

3.1.2 效度检验

表3-1-2　探索性因子分析

因子问项及解释方差

因子负荷

购买

意愿

价值

感知

风险

感知

满意

度

对贵州特色农产品感兴趣 0.795

愿意尝试贵州特色农产品 0.853

愿意再次购买贵州特色农产品 0.256

愿意长期购买贵州特色农产品 0.238

产品品牌知名度高 0.737

产品质量好 0.772

产品营养价值高 0.819

产品价格实惠 0.823

产品口感好 0.803

产品原产地形象 0.888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869

资质齐全的更愿意购买 0.820

您比较在意产品是否有“地理

标 志 保 护 产 品 ”、“有 机 食 品 ”

等认知标识

0.655

您比较在意获取产品的信息途

径是否正规有保障
0.703

续表3-1-2

因子问项及解释方差

因子负荷

购买

意愿

价值

感知

风险

感知

满意

度

您比较在意产品的购买及维权渠

道是否正规有效
0.728

有政府监管、信息披露 0.831

产品品质与预期 0.820

产品功效与预期 0.817

产品价格与预期 0.748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a. 提取了 4 个成分。

基于上述信度和效度分析，本研究调查量表数据具

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进一步进行潜变量之间关系

的分析。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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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数据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量与

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表3-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价值感知 10.62 5.789 1

风险感知 14.57 7.098 0.810** 1

购买意愿 10.08 2.905 0.794** 0.790** 1

满意度 6.83 3.669 0.660** 0.782** 0.649** 1

注：**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3.3 假设检验

本研究在检验了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后，用数据

表明结构充分性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可以用来检验研究

理论假设，如表 3-3 所示。运用 AMOS26 软件对影响贵

州农产品网购意愿的假设模型进行处理分析。

表3-3　数据拟合检验

指标 X2/df RMSEA CFI NFI AGFI TLI

拟合度 2.57 0.07 0.934 0.95 0.87 0.942

临界值 ＜ 5 ＜ 0.08 ＞ 0.9 ＞ 0.9 ＞ 0.8 ＞ 0.9

通过数据拟合检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假设模型

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用户感知价值与贵州特色农

产品消费态度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上文假设 H1 成立；

风险感知与购买意愿显著负相关，上文假设 H2 成立，满

意度与贵州特色农产品购买意愿显著负相关，上文假设

H4 成立。

4　主要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主要研究结论

通过对贵州农产品消费者购买影响因素的文献回顾、

研究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消费者对产品的满意

度正向影响消费者购买贵州农产品的意愿，即增加消费

者消费满意度还可以提高消费者在贵州购买农产品的意

愿。其次，消费者风险认知对消费者购买贵州农产品具

有负面影响，即消费者看到风险后会减少或不购买贵州

特色农产品。同时，也会破坏客户对产品的满意度，从

而影响客户购买各种特色农产品的意愿。第三，消费者

对产品价值的感知直接影响消费者是否购买该产品，即

价值感知对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四是消费

者自身情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贵州特色农产品的购买，

但影响不大。

4.2 展望

本文基于对消费者的认知行为感知，从顾客感知和

顾客满意度的角度考察贵州的农产品购买意愿，并突出

消费者心理感知如何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同时需要注

意的是，本研究还存在局限性，首先是问卷的格式和分

布。从问卷本身来看，问卷的结构似乎是不完整的。根

据收集到的数据，本研究中的研究人员并不完全了解情

况，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

以进一步扩大调查问卷的范围，使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更

具权威性。二是本文的研究假设和模型，结构非常简单，

指标和变量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三是数据处理部分缺乏

技术专长，数据处理分析不全面，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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