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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消费社会学认同秩序与消费活动的理论框架分析!运用二元I70,TP,6回归对山东$东北三

省$内蒙古等省份及自治区的 ["[ 份问卷数据进行研究!探讨个人心理因素和客观属性对芝麻油消

费需求的影响!并以是否为芝麻油主消费区为依据进行区域差异分析% 结果表明'个人心理因素中!

芝麻油本质$外在标签和生产工艺认可度起主导作用!营销环境认可度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有限&

客观属性中!仅家庭月均收入水平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芝麻油主消费区和非主消费

区购买意愿无差异!但两区域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基于以上结论!从政府$芝麻油生产企

业和芝麻油销售端三个角度提出合理化建议!以促进芝麻产业健康发展和芝麻油稳定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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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D!!?9#"N'#%9??@@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 $'&>&#!"!#$"? $"""> $"[

#+6/'2+9,+( 6.9)&8*.+182(,&+./1,66282+92*&6*2*.52&,/9&+*'54),&+

IJg,+7<R7/0

#$!

$ fEFGh,+7/,

#

$ WKEFGN4/0

#

$ iWEFGA4/-,

%

"#9M7--40478(67/7*,6T+/U j+/+04*4/P$ F7OPR4+TPE0O,63-P3O+-K/,V4OT,P=$ W+OS,/ #?""%"$MR,/+!

!9W4,-7/01,+/0J/TP,P3P478GO44/ N77U D6,4/64$ W+OS,/ #?""![$MR,/+! %9e3O+-(67/7*,6e4T4+O6R

M4/P4O78j,/,TPO=78E0O,63-P3O4+/U e3O+-EO4+T$Q4,1,/0#""[#"$ MR,/+#

;7*)8.9)&Q+T4U 7/ PR4+/+-=T,T78PR4PR47O4P,6+-8O+*4.7O; 78,U4/P,P=7OU4O+/U 67/T3*LP,7/ +6P,V,P,4T

,/ 67/T3*4OT76,7-70=$ ["[ X34TP,7//+,O4U+P+8O7*DR+/U7/0$ F7OPR4+TPLO7V,/64T$ J//4Oj7/07-,++/U

7PR4OLO7V,/64T+/U +3P7/7*73TO40,7/T.4O4+/+-=<4U S=S,/+O=I70,TP,6O40O4TT,7/ P7O4T4+O6R PR4

,/8-34/6478L4OT7/+-LT=6R7-70,6+-8+6P7OT+/U 7S146P,V4+PPO,S3P4T7/ T4T+*47,-67/T3*LP,7/ U4*+/U +/U

O40,7/+-U,884O4/64TS+T4U 7/ .R4PR4OPR4O40,7/ .+TPR4*+,/ T4T+*47,-67/T3*LP,7/ +O4+9BR4O4T3-PT

TR7.4U PR+P+*7/0PR4,/U,V,U3+-LT=6R7-70,6+-8+6P7OT$ T4T+*47,-4TT4/64$ 42P4O/+--+S4-+/U LO7U36P,7/

LO764TTO4670/,P,7/ L-+=4U +-4+U,/0O7-4$ *+O;4P,/04/V,O7/*4/PO4670/,P,7/ R+U +-,*,P4U ,/8-34/647/

67/T3*4OT' L3O6R+T4,/P4/P,7/! ,/ P4O*T78PR47S146P,V4+PPO,S3P4T$ 7/-=PR4+V4O+04*7/PR-=,/67*4

-4V4-78PR48+*,-=R+U +T,0/,8,6+/P-=/40+P,V448846P7/ PR4L3O6R+T4,/P4/P,7/ 78PR467/T3*4OT! PR4O4

.+T/7U,884O4/64,/ L3O6R+T4,/P4/P,7/ S4P.44/ T4T+*47,-*+,/ 67/T3*LP,7/ +O4++/U /7/ $*+,/

67/T3*LP,7/ +O4+$ S3PPR4O4.4O4U,884O4/64T,/ PR4,/8-34/6,/08+6P7OTS4P.44/ PR4P.7+O4+T9Q+T4U 7/

PR4+S7V467/6-3T,7/T$ PR4O+P,7/+-,<+P,7/ LO7L7T+-T.4O4L3P87O.+OU 8O7*PR4PRO44+/0-4T7807V4O/*4/P$

T4T+*47,-LO7U36P,7/ 4/P4OLO,T4T+/U T4T+*47,-

T+-4TP7 LO7*7P4PR4 R4+-PR= U4V4-7L*4/P78

T4T+*4,/U3TPO=+/U PR4TP+S-467/T3*LP,7/ 78

T4T+*47,-9

<20 =&81*&T4T+*47,-! 67/T3*LP,7/ U4*+/U!

,/8-34/6,/08+6P7O! O40,7/+-U,884O4/64T

@@芝麻油作为家庭主要的调味品$对心脑血管疾

病具有较好防范作用$具有调节肠胃消化和养颜抗

>

MWJFECJID EF\NEBD@@@@@@@@@@@@@@!"!# ]7-̂Y> F7̂?



衰老功效$且适用人群广泛% 我国是芝麻油消费大

国$!"#")!"#[ 年$我国芝麻油需求从 !%9?? 万P上

涨到 !&9'' 万P$!"#[ 年销售额较上年增长 >Z$增

幅领先于整体食用油消费% 芝麻油满足了人们对营

养健康生活诉求$是消费者公认日常消费食用油

之一%

国内各种食用植物油市场竞争激烈$王佳友

等,#-认为$大豆油具有较大市场需求潜力$菜籽油

体现了必需品的特点$两者消费量将出现一定程度

增长且存在着替代关系% 以此类推$芝麻油在需求

量逐渐扩大的同时$也面临着被其他小品种食用油

替代的风险% !""")!"#> 年我国特色油料作物的

种植面积连续下降$但由于单产较高$总产量较为稳

定,!-

% 因此$研究芝麻油消费需求情况及其影响因

素$对芝麻油产业链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食用植物油消费影响因素研究上$王永刚,%-

分析了我国植物油消费变动特征$认为我国植物油

消费主要受收入水平(产品价格以及人口数量等因

素影响% 钟甫宁等,Y-根据城市居民入户调查数据

研究发现$消费者对转基因油的购买行为受个人特

征(家庭收入情况(食品安全风险意识等相关因素的

影响% 王秀丽等,?-认为在消费偏好方面$农村居民

食用油消费量主要受口味(安全和习惯的影响% 石

帅等,>-对上海一般消费者和高端消费者食用植物

油购买行为进行研究$发现消费者在购买食用植物

油时注重营养价值和功效% 杨静,'-以南京市为例$

调查分析了消费者对菜籽油的购买意愿及影响因

素$结果表明 ?'Z的调查者愿意购买菜籽油$且主

要受家庭饮食习惯(是否有小于 #Y 岁儿童(营养价

值(家庭决策情况(性别和菜籽油价格的影响% 由于

研究领域或者关注点不同$也有学者通过研究得出

相反结论$卢素兰等,[-通过对茶油消费影响因素进

行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和收入水平等个体特征变量

对小品种食用油的购买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除了以

上的影响因素$消费者对食用植物油的认知程度也

会影响购买意愿$卢素兰等,&-认为消费者对优质木

本植物油购买意愿较低的原因之一是对该种植物油

了解程度不够%

已有相关文献主要对食用油这一大类进行研

究$忽视了人们对各类食用油需求的差异性$缺乏对

各品种食用油需求或产业进行深入的(多维度的分

析和比较% 因此$本文从个人心理因素和客观属性

两个维度对芝麻油需求进行研究$并以是否为芝麻

油主消费区为依据进行区域差异分析$根据结论给

予有针对性的意见$以促进芝麻产业健康发展和芝

麻油稳定消费%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9#@理论分析

消费者决策行为受客观属性和个人心理因素的

综合影响% 人们消费决策不仅是对自己可支配货币

拥有情况的反映$更是反映了人们对某种有价值东

西的认同行动$人们的消费行为是围绕着自我认同

进行的$除此之外$厂家和商家的幕后主导也会对消

费者的自我认同产生影响,#"-

% 基于此$将消费者对

芝麻油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客观属性$包

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区域特征!个人心理因素$即

自我认同$包括消费者对产品本质(外在标签(生产

工艺和营销环境的认可度%

客观属性对食用油购买意愿的影响随着食用油

种类的不同而变化% 性别差异可能会对食用油购买

行为产生影响,'-

$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植物

油的消费量,##-

$但卢素兰等,[-研究发现$性别(年龄

和收入水平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小品种食用油的购买

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食用油消费的城乡差距长期存

在$李文娟,#!-认为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植物油消费
!

速要快于城镇$王永刚,%-指出我国城乡居民植物油需

求弹性处于较低水平且逐步缩小$陈允正等,#%-认为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植物油消费
!

速要慢于城镇%

在个人心理因素上$产品本质和外在标签是消

费者较为关注的方面% 消费者行动不是仅限于*物

的消费+这一经济的行为$而是转化为有关于物品

的感性和意向的消费这一文化行为,#Y-

% 王震,#?-认

为多数消费者对茶油营养保健功能的认知是其选择

购买茶油的主要原因% 我国消费者在转基因食品方

面存在较多疑虑
,#>-

$非转基因性是消费者长期关注

的食品安全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购买行为% 高

价格会触发消费者的*高质量+知觉$但同时也要支

付更高的货币进而压制购买欲望,#'-

% 除此之外$品

牌文化形象与价值会对消费理念产生影响$甚至会

影响到社会消费文化,#[-

% 张传统等,#&-认为农产品

区域品牌是一种更优的制度设计$品牌知名度对消

费者购买意愿呈显著正向影响%

营销环境的变化会引起消费者购物情绪的波

动$进而影响到消费者行为% 厂商必须想方设法引

导消费(创造需求$通过改变营销环境将消费者脑海

中未有的或者潜在的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 改变销

售服务人员的态度和能力会促进消费者情绪改善$

进而促进产品销售,!"-

% 广告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会

引导消费者购买行为$广告具有拉动消费观念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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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刺激消费者主动消费,!#-

% 促销方式差异也

会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陈流亮,!!-认为$低价折扣(

买赠活动等会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柯振华,!%-

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广告营销会抑制消费者的购买

行为$原因是促销活动对传统营销方式的抑制%

消费者对加工信息的了解程度也会对购买行为

产生影响$产品内部相关信息包括产品加工信息$即

可追溯性$消费者对该信息的了解程度有限$就会限

制产品购买意愿,#%-

%

一般来说$芝麻油主产区也是主消费区$但由于

区域之间的人口数量差异$芝麻油主消费区的范围

会大于主产区$考虑到芝麻油消费量的区域差异与

消费者认知程度差异存在一定联系$因此将收集到

的样本数据划分为芝麻油主消费区和非主消费区$

研究两区域芝麻油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

#9!@研究假设

结合以上分析作出如下假设&W#9个体特征对

芝麻油购买意愿无影响!W!9家庭特征对芝麻油购

买意愿有影响!W%9芝麻油本质认可度(外在标签认

可度和生产工艺认可度在消费行为中起主导作用!

WY9营销环境认可度会对芝麻油的购买意愿产生影

响!W?9芝麻油主消费区和非主消费区的购买意愿

存在差异!W>9芝麻油主消费区和非主消费区购买

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及变量选择

!9#@数据来源

!"!" 年 Y 月进行样本采集工作$芝麻油消费的

相关数据通过问卷星进行收集% 由于北方地区芝麻

油消费较多$因此主要选择北方省份(自治区和直辖

市进行问卷发放$共收回问卷 &YY 份$以被调查者答

卷时长作为问卷质量高低评判标准% 根据日常经

验$问卷共有 !! 题$答题时间应不低于 >" T$通过该

数值对问卷进行筛选$并结合对异常值处理$共得到

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为 [?9>Z% 在有效问卷

中$山东省占 !"9Y!Z$东北三省占 #Y9[?Z$河北省

占 #%Z$山西省占 ##9>%Z$内蒙古自治区占

#" ŶZ$北京市占 &9>?Z$天津市占 Y9&?Z$其余省

份占比较相对较少%

!9!@研究方法

I70,TP,6回归模型采用的是逻辑概率分布函数

"63*3-+P,V4-70,TP,6LO7S+S,-,P=83/6P,7/#% 考虑具有 !

个独立变量的向量 "̀ ""

#

$"

!

$"

%

$.$"

!

#$设条件概

率#"$̀ #k"# #̀为根据观测量相对于某事件"发生

的概率$那么对应的I70,TP,6回归模型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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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模型中$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芝麻油为因

变量$愿意购买定义为 $̀ #$不愿意购买定义为 $̀

"$"

&

为影响消费者芝麻油购买意愿的因素$利用

DlDD!%9" 统计软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9%@变量设置及说明选择

"##被解释变量% 将被解释变量定义为是否愿

意购买芝麻油$是一个相对概念$以家庭中其他调味

油的购买作为参考%

"!#核心变量% 一是消费者的产品本质认可度

对购买意愿的影响$产品本质包括芝麻油的口感(营

养和非转基因性!二是消费者的产品外在标签认可

度对购买意愿的影响$外在标签包括包装(品牌和价

格!三是消费者的产品营销环境认可度对购买意愿

的影响$营销环境包括加入广告(促销活动和导购服

务!四是消费者对生产工艺的认可度%

"%#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Y$#! $#%-发现$消费者

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也会影响到食用植物油的消

费频次% 因此$研究中主要的控制变量有个体特征$

包括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还有家庭特征$包括

消费者家庭居住地(家庭月均收入水平% 除此之外$

基于对芝麻油消费的区域差异的探究$将是否为主

消费区作为控制变量之一%

B?芝麻油购买意愿影响因素的总体分析

%9#@总体样本的基本特征"见表 ##

表 >?总体样本的基本特征

变量 取值 频数 比例:Z

性别
男 %"> %'9&

女 ?"! >!9#

年龄

#[ _!Y 岁 '? &9%

!? _%" 岁 #&" !%9?

%# _Y" 岁 %"" %'9#

Y# _?" 岁 #[Y !!9[

?# _>" 岁 Y" ?9"

>" 岁以上 #& !9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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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变量 取值 频数 比例:Z

受教育

程度

小学及以下 Y" ?9""

初中 #'Y !#9?"

高中:中专:技校 !>% %!9?"

大学专科 #>! !"9""

大学本科 #?" #[9>"

硕士及以上 #& !9Y"

居住地
城市 >"% 'Y9>"

农村 !"? !?9Y"

月均

收入

% """ _Y """ 元 !?Y %#9Y"

Y ""# _? """ 元 #>& !"9&"

? ""# _> """ 元 #?! #[9["

> ""# _' """ 元 #"Y #!9&"

' ""# _[ """ 元 '" [9'"

[ ""# _& """ 元 ?& '9%"

是否为芝麻

油主消费区

否 Y'' ?&9"%

是 %%# Y"9&'

@@由表 # 可知&在被调查的消费者中$男性个体占

%'9&Z$女性个体占 >!9#Z$表明在家庭饮食生活

中$女性占主导地位的特点$女性个体占比较高能更

好地反映芝麻油购买行为的特征!在年龄属性上$

#[ _!Y岁群体占 &9%Z$!? _%" 岁群体占 !%9?Z$

%# _Y"岁群体占 %'9#Z$Y# _?" 岁群体占 !!9[Z$

?# _>" 岁群体占 ?9"Z$>" 岁以上人群占 !9YZ$说

明该被调查者多集中在成年家庭$成年家庭对食用

油的消费力较高$能更好地反映芝麻油的消费特点!

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水平的群体占 ?9"Z$初

中水平的群体占 !#9?Z$高中:中专:技校水平的群

体占 %! ?̂Z$大学专科水平的群体占 !"9"Z$大学

本科水平的群体占 #[ >̂Z$硕士及以上水平的群体

占!9YZ$说明被调查者的受教育水平较低!从居住

地的角度来看$城市居民比例为 'Y9>Z$农村居民

比例为 !? ŶZ!从月均收入水平来看$% """ _> """

元的收入群体占比为 '#9#Z$> """ 元_& """ 元的

收入群体占比为 ![9&Z$可以看出被调查者多为中

低收入群体!从是否为主消费区的角度看$主消费区

样本占 Y"9&'Z$非主消费区样本占 ?&9"%Z%

%9!@总体数据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

表 @?总体数据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代码 变量说明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芝麻油购买意愿 $ # 愿̀意购买!" 不̀愿意购买 " # "9'&! "9Y"> #

核心变量"个人心理因素#

@产品本质认可度

@@口感 "

##

$Y _Y 表示从非常不认可到非常认可 $Y Y !9!!? !9'"! %

@@营养 "

#!

$Y _Y 表示从非常不认可到非常认可 $Y Y "9>Y# #9Y?% &

@@非转基因性 "

#%

$Y _Y 表示从非常不认可到非常认可 $Y Y "9!"% "9[!# >

@产品外在标签认可度

@@价格 "

!#

$Y _Y 表示从非常不认可到非常认可 $Y Y #9%#[ !9#'# ?

@@包装 "

!!

$Y _Y 表示从非常不认可到非常认可 $Y Y "9??" #9Y"! [

@@品牌 "

!%

$Y _Y 表示从非常不认可到非常认可 $Y Y "9''? #9?[# '

@产品营销环境认可度

@@加入广告 "

%#

$Y _Y 表示从非常不认可到非常认可 $Y Y "9"?& "9>#! &

@@促销活动 "

%!

$Y _Y 表示从非常不认可到非常认可 $Y Y "9#%Y "9'>' '

@@导购服务 "

%%

$Y _Y 表示从非常不认可到非常认可 $Y % "9"Y' "9>[> Y

@生产工艺认可度 "

Y

$Y _Y 表示从非常不认可到非常认可 $Y Y "9!'! "9&%Y #

控制变量"客观属性#

@个体特征

@@性别 "

?#

# 男̀!! 女̀ # ! #9>!# "9Y[? Y

@@年龄 "

?!

# #̀[ _!Y 岁!! !̀? _%" 岁!% %̀# _Y" 岁!Y Ỳ# _

?" 岁!? ?̀# _>" 岁!> >̀" 岁以上
# > !9&'> #9##? '

@@受教育程度 "

?%

#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技校!Y `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硕̀士及以上
# > %9%![ #9!"& %

@家庭特征

@@居住地 "

>#

# 城̀市!! 农̀村 # ! #9!?Y "9Y%? Y

@@月均收入水平 "

>!

# %̀ """ _Y """ 元!! Ỳ ""# _? """ 元!% ?̀ ""# _

> """ 元!Y >̀ ""# _' """ 元!? '̀ ""# _[ """ 元!

> [̀ ""# _& """ 元

# > !9>[% #9?[# '

@区域特征 "

'

# 主̀消费区!" 非̀主消费区 " # "9Y#" "9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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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变量中$就芝麻油本质认可度来看$口感认

可度在 " 以上"较高$下同#的样本占 '#9!Z$营养

认可度较高的样本占 Y>9%Z$非转基因性认可度较

高的样本占 #'9YZ!就芝麻油外在标签认可度来

看$价格认可度较高的样本占 >"9%Z$包装认可度

较高的样本占 %!9!Z$品牌认可度较高的样本占

Y&9"Z!就营销环境来看$广告认可度较高的样本占

>9"Z$促销活动认可度较高的样本占 #%9&Z$导购

服务认可度较高的样本占 >9>Z!生产工艺认可度

较高的样本占 !#9!Z%

控制变量中$愿意购买芝麻油的样本中女性个

体和男性个体的比例分别为 >%9>Z('>9#Z!在年

龄属性上$#[ _!Y 岁(!? _%" 岁(%# _Y" 岁(Y# _?"

岁(?# _>" 岁(>" 岁以上人群中愿意购买芝麻油的

比例分别为 >>9'Z(["9?Z(["9'Z('>9>Z(&!9?Z(

[&9?Z!在受教育程度上$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

下(初中水平(高中:中专:技校(大学专科(大学本

科(硕士及以上的群体中愿意购买芝麻油的比例分

别为 '!9?Z( '!9?Z( ''9>Z( [%9%Z( [Y9"Z(

'%9'Z!从居住地的角度来看$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

中愿意购买芝麻油的比例分别为 ["9&Z('Y9#Z!

从月均收入水平来看$% """ _> """ 元(> ""# _

& """ 元的收入群体中愿意购买芝麻油的比例分别

为 ''9&Z([!9YZ!从是否为主消费区的角度来看$

非主消费区和主消费区样本中愿意购买芝麻油的比

例分别为 '[ Ŷ#Z(["9%>Z%

%9%@芝麻油购买意愿影响因素的总体模型估计与

结果

%9%9#@总体模型估计

运用 DlDD!%9" 统计软件进行二元I70,TP,6回归

分析$基于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芝麻油这一被解释

变量$解释变量"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均进入回归

模型$运行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B?C&(,*),9回归模型总体检验

$! 对数似然 考克斯$斯奈尔'

! 内戈尔科'

!

>?9?>' "9>#" "9&?%

@@由表 %可知$考克斯$斯奈尔'

! 和内戈尔科'

!

分别是 "9>#" 和 "9&?%$ $! 对数似然值为 >?9?>'%

说明模型整体拟合和预测效果较好$可以通过回归

结果来分析和判断自变量的作用方向和大小%

%9%9!@总体模型结果"见表 Y#

由表 Y 可知&进入回归模型的 #> 个变量有 & 个

通过了显著性"#Z $ ?Z#水平检验$其他解释变量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它们并未对芝麻油购买意

愿产生显著影响% 家庭月均收入水平对购买芝麻油

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口感(营养(非转基因性(价

格(包装(品牌(促销活动(生产工艺认可度对购买芝

麻油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表 D?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芝麻油的C&(,*),9模型回归结果

项目
!

标准差 (

"

##

$#9[#!

!!!

"9Y"% "

"

#!

$#9%?>

!!!

"9Y?& "9""%

"

#%

$!9>?&

!!!

"9&YY "9""?

"

!#

$#9%?!

!!!

"9%%& "

"

!!

$#9Y#&

!!!

"9Y?% "9""!

"

!%

$#9[?#

!!!

"9??! "9""#

"

%#

$"9>Y" "9Y>% "9#>'

"

%!

$#9!>!

!!

"9?[Y "9"%#

"

%%

$"9'!! "9Y'% "9#!'

"

Y

$#9#>[

!!

"9Y># "9"##

"

?#

$"9Y!! "9[&' "9>%[

"

?!

$"9?>% "9Y## "9#'"

"

?%

$"9?&' "9%'# "9#"[

"

>#

$"9?>" "9&[& "9?'#

"

>!

$"9>Y%

!!

"9!>> "9"#>

"

'

$"9''! "9[Y% "9%>"

常量 $'9#'! %9[!! "9">#

@注&

!!!

(

!!

(

!

分别表示统计值在 #Z(?Z(#"Z的显著

性水平上显著% 下同

%9%9%@稳健性检验

以删除变量的方式改变模型的参数设定来进行

稳健性检验$去掉原模型中对因变量无显著影响的

控制变量后$重新对总体进行二元 I70,TP,6回归分

析$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E?删除变量后的总体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项目
!

标准差 (

"

##

$#9??%

!!!

"9%!& "

"

#!

$#9!??

!!!

"9Y?[ "9"">

"

#%

$!9#''

!!

"9&%& "9"!"

"

!#

$#9#[#

!!!

"9![> "

"

!!

$#9!#'

!!!

"9%[Y "9""!

"

!%

$#9'""

!!!

"9?!! "9""#

"

%#

$"9?#Y "9Y!> "9!![

"

%!

$#9%"'

!!

"9?&! "9"!'

"

%%

$"9?&" "9%&? "9#%?

"

Y

$#9"?[

!!!

"9%&& "9""[

"

>!

$"9Y!%

!

"9!Y& "9"&"

常量 $'9#&[ !9?[' "9""?

@@由表 ? 可知$有 % 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大小发

生变化$即家庭月均收入水平通过了 #"Z的显著性

水平检验$非转基因性认可度通过了 ?Z的显著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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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检验$生产工艺认可度通过了 #Z的显著性水

平检验$而其他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之前的总

体模型回归结果一致$但所有核心变量的作用方向

以及显著性没有变化$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D?分区域影响因素差异性分析

Y9#@分区域模型检验

以是否为芝麻油主消费区为依据进行区域划

分$进行芝麻油购买意愿差异性分析$其中$安徽(山

东(河北和河南是芝麻油主要消费区$样本数量为

%%# 份$芝麻油非主消费区样本数量为 Y'' 份% 通

过二元I70,TP,6回归对以上两个区域进行差异性分

析% 分区域I70,TP,6回归模型检验见表 >%

表 F?分区域C&(,*),9回归模型检验

区域 $! 对数似然
考克斯$斯

奈尔'

!

内戈尔科'

!

非主消费区 %!9!#% "9>!% "9&>!

主消费区 #Y9#?% "9>#! "9&'Y

@@由表 > 可知&非主消费区模型中$考克斯$斯奈

尔'

! 和内戈尔科'

! 分别是 "9>!% 和 "9&>!$ $! 对

数似然值为 %!9!#%!主消费区模型中$考克斯 $斯

奈尔'

! 和内戈尔科'

! 分别是 "9>#! 和 "9&'Y$ $!

对数似然值为 #Y9#?%% 两个模型的拟合程度良好$

可以通过回归结果判断变量的作用方向和大小%

Y9!@分区域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

表 G?分区域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芝麻油的C&(,*),9模型回归结果

项目
非主消费区

!

标准差 (

主消费区

!

标准差 (

"

##

$#!9>"#

!!!

"9&?> "9""' '9!"" Y9&"> "9#Y!

"

#!

$##9%'?

!

"9'&> "9"[Y #%9??& #"9Y#Y "9#&%

"

#%

$#%9Y'Y

!!

#9Y?% "9"#' !?9>?" #&9>'" "9#&!

"

!#

$##9>[!

!!

"9'"? "9"#' [9Y#? >9>'# "9!"'

"

!!

$#!9#??

!!

#9"## "9"%% &9?%> '9[!! "9!!%

"

!%

$#%9>!'

!!

#9YY? "9"#! '9>!' ?9>%[ "9#'>

"

%#

$#"9'%Y "9''% "9%Y! [9'[! [9##' "9!'&

"

%!

$##9'"&

!

"9[[" "9"?! !>9#&% %#9'%% "9Y"&

"

%%

$##9"#! #9"[# "9%Y& #Y9>%Y # &&%9#%Y "9&&Y

"

Y

$##9?>?

!!

"9'>! "9"Y" #%9Y>! ##9#[! "9!!&

"

?#

$#"9"[Y #9Y%? "9&?% $Y9"%' %9'"& "9!'>

"

?!

# $#9#!Y "9''" "9#Y? $"9%"! #9>"% "9[?#

"

?%

$##9#!' "9'[& "9#?% "9%!& #9>%% "9[Y#

"

>#

# $"9!!% #9'[! "9&"" $%9>[& %9Y%? "9![%

"

>!

# $#9""&

!

"9?>& "9"'> $#9Y!& "9&[? "9#Y'

常量 $##9%"% [9""% "9#?[ $>"9!?? ?'9%!? "9!&%

@@由表 ' 可知&各个影响因素对芝麻油主消费区

居民的购买意愿均无显著影响$原因可能与长期形

成的固定消费习惯有关!对非主消费区来说$在

#Z(?Z水平上显著的因素有 > 个$分别是口感(非

转基因性(价格(包装(品牌和生产工艺认可度$在

#"Z水平上显著的因素有 % 个$分别是营养(促销活

动和月均收入水平%

Y9%@稳健性检验

与总体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检验方式相同$对主

消费区和非主消费区的回归模型做相同的控制变量

删除处理$即删除变量 "

?#

("

?!

("

?%

("

>#

$重新进行二

元I70,TP,6回归$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H?删除变量后的分区域模型回归结果

项目
非主消费区

!

标准差 (

主消费区

!

标准差 (

"

##

$#9['?

!!!

"9??Y "9""# %9"![ !9%!% "9#&!

"

#!

$"9&&% "9>Y> "9#!Y >9%>? ?9%>? "9!%?

"

#%

$!9#!#

!!

#9""' "9"%? #"9&#> #"9![> "9![&

"

!#

$#9!!?

!!!

"9Y>& "9""& Y9#YY %9?Y% "9!Y!

"

!!

$#9%Y[

!!

"9?&[ "9"!Y Y9'%! Y9!"% "9!>"

"

!%

$%9">'

!!

#9%[Y "9"!' %9?!% %9#?# "9!>Y

"

%#

$"9!>% "9?'# "9>Y? Y9?"# Y9#&' "9![Y

"

%!

$#9"&'

!

"9>!! "9"'[ ##9!#" ##9?&% "9%%Y

"

%%

$"9?[? "9?Y> "9![Y #>9#%' ! [Y!9%[" "9&&?

"

Y

$#9!Y'

!!

"9Y&? "9"#! ?9[#> ?9>?[ "9%"Y

"

>!

$"9Y?Y "9%'! "9!!! $"9YY? "9Y%% "9%"Y

常量 $[9"># %9&'Y "9"Y% $%!9#!' !&9"Y"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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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知&非主消费区模型中$营养(家庭月

均收入水平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价格通过了 #Z

的显著性水平$其他因素的检验结果与原模型一致!

主消费区模型中$所有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

验$与原模型一致% 但从前后两次回归结果对比来

看$两个区域影响因素差异性依然显著$表明分区域

二元I70,TP,6回归模型的稳健性较高%

E?讨?论

W# 个体特征对消费者购买意愿无影响得到了

验证% 性别(年龄对芝麻油购买意愿均未产生显著

影响$这与卢素兰等,[-对茶油购买意愿影响因素的

评估结果一致$受教育程度也未对芝麻油购买意愿

产生显著影响% 这一假设在主消费区和非主消费区

模型中也得到了验证% 第一$从总体回归结果来看$

性别对购买意愿产生负向影响$从分区域回归结果

来看$非主消费区中$性别对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

响$主消费区中$性别对购买意愿产生负向影响$但

均不显著$可能原因是随着食用油多样性的增加$且

女性在家庭饮食生活中居主导地位$对食用油品类

多样化的重视程度较高$调味油单一化现象在家庭

饮食生活中逐渐消失$男性在家庭饮食生活中的参

与度也逐渐提高$对女性购买决策行为产生影响!第

二$年龄对购买意愿产生负向影响$但也不显著$可

能由于年长者对食用油的认知程度存在不足$认为

食用油用量多会引起高血压等疾病$抵触情绪较多$

但销售方式的多样化以及健康食用植物油品种的涌

入$品类(营养(品牌和口感等方面的关注逐渐提高$

消费观念容易发生改变!第三$受教育程度也会对购

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日常

生活经验的积累$使得人们形成了对芝麻油普遍一

致的购买认知%

W! 家庭特征会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影响%

这一假设中家庭月均收入水平通过了总体模型的显

著性检验$未通过主消费区的显著性检验$而且该因

素虽然通过了非主消费区的显著性检验$但在稳健

性检验中不显著!居住地对购买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第一$家庭月均收入水平对购买意愿产生显著的负

向影响$可能原因是收入较高群体倾向于多样化的(

高端的食用油的消费$对调味油的品质(营养和知名

度都有较高的要求$所以相对来说不愿意购买芝麻

油% 第二$居住地对购买意愿产生负向影响$但并不

显著$说明城乡居民在芝麻油的使用上差异性不大$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

一结果较符合李文娟,#!-的研究结论%

W% 产品本质(外在标签认可度和生产工艺认可

度在芝麻油的购买上起主导作用% 这一假设在食用

油相关研究,[$!%-中均得到了验证% 在非主消费区和

总体样本的模型中$口感(营养(非转基因性(品牌(

价格(包装(生产工艺的认可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与总体模型有所差异的是$在非主消费区模型中$营

养认可度虽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在稳健性检验

中不显著$主消费区中所有因素均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 在营养认可度这一因素上$造成不同模型稳健

性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人们在购买芝麻油的过程中对

其营养没有直观的了解$即包装上的文字信息没有

引起消费者的注意$或者包装上未呈现相关的营养

信息%

WY 芝麻油营销环境认可度对消费者意愿有影

响$这一假设中只有促销活动认可度在总体模型和

非主消费区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柯振华,!%-

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芝麻油促销活动认可度对购

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主要由于消费者的潜意识$即

消费者更加重视芝麻油的实际情况$对广告宣传和

导购服务的关注程度不高%

W? 芝麻油主消费区和非主消费区购买意愿存

在差异未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较其他食用油$非

主消费区的消费者对芝麻油较为认可%

W> 芝麻油主消费区和非主消费区购买意愿影

响因素存在差异得到验证% 造成芝麻油主消费区和

非主消费区需求影响因素差异性较大的主要原因可

能是$与主消费区相比$非主消费区其他种类的调味

油也占据较大的市场$在有多样化选择的情况下$消

费者会进行权衡$受心理因素和客观实际因素的影

响较大%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第一$在主消费区和非主消

费区的研究上$应缩小调查地区范围至具有代表性

的市级区$并提高样本数量$从而提升模型估计的精

确度!第二$进一步研究不同地区不同食用油种类的

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第三$将消费者对各

类食用油的了解程度作为解释变量之一进行研究%

F?结论及启示

>9#@结论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

从总体上看$在个人心理

因素上$芝麻油本质(外在标签和生产工艺的认可度

起主导作用!营销环境认可度的影响有限!在客观属

性上$个体特征对消费者购买意愿无显著影响$家庭

特征中的月均收入水平对购买意愿呈显著负向影

响%

"

从分区角度来看$两区域消费者芝麻油购买

意愿无显著差异$但各因素在主消费区和非主消费

区所起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各影响因素对芝麻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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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消费区居民的购买意愿均无显著影响$而对非主

消费区来说$芝麻油外在标签和生产工艺的认可度

起主导作用$营销环境和芝麻油本质的认可度影响

有限$客观属性作用不明显%

>9!@启示

在政府的舆论引导和监管方面&第一$应加强芝

麻油营养方面的宣传$引导健康消费$例如通过公益

广告(宣传标语和权威专家讲座等方式向居民普及

芝麻油的健康知识$引导消费者形成健康的食用芝

麻油的饮食习惯!第二$目前转基因芝麻油并未进入

市场$但由于消费者对芝麻油非转基因性的认可度

较高$所以需要对转基因芝麻油进行防范与监管%

在芝麻油生产加工方面&第一$注重包装设计和

信息完善$应完善芝麻油的营养信息和生产工艺信

息并呈现于包装上$增强消费者对芝麻油相关信息

的直观了解!第二$企业应积极参与*产学研+一体

化$以口感作为产品差异化战略的核心$创新芝麻油

的加工工艺$为降低生产成本$制定更合理的价格$

扩大品牌效应奠定良好基础$增强企业竞争能力%

在芝麻油销售端方面&第一$应深入挖掘消费者

的多样化需求$关注不同家庭月均收入水平的消费

者群体偏好$将芝麻油的品类进行细化$以满足不同

特征消费者的需求!第二$通过详细的市场调研了解

各区域芝麻油销售的主要品类$根据区域差异进行

芝麻油销售!第三$销售端应适当减少对导购和广告

宣传方面的投资$以芝麻油促销活动为主$为消费者

带来真正的实惠$从而迅速树立芝麻油的销售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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