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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构建了厦门市纯电动汽车消费行为模型，以行为意

向为中介变量，探究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收集了数据，并运用

SPSS 2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验证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了解程度、政府政策

对厦门市纯电动汽车消费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行为意愿在其中起着中介变量的作

用。基于验证结果，本文提出加强对纯电动汽车产品的宣传、完善纯电动汽车基础设

施建设、政府加大出台支持政策的力度的建议，以期提升厦门市纯电动汽车的市场销

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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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planned behavior,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nsumption behavior model of pure electric vehicles in Xiamen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sumption behavior with behavioral intention a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analyzed by SPSS 23.0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behavior attitude,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understanding 

degree and government policy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pure electric vehicles in Xiamen, and the behavior intention play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role in it. Based on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of pure electric vehicles, improve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pure electric 

vehicles, and increase the government’s support policies so as to improve the market sales 

of pure electric vehicles in Xiamen. 

 

Keywords: Planning Behavior Theory, Pure Electric Vehicle, Behavioral Intention, 

Consumption Behavior 
 

1. 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环境空气污染与能源危机等问题日益严重，发展新能源汽车

可以有效控制有害气体排放、改善大气环境、节约能源，因而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重

视。据公安部统计，截至 2019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381万辆，占汽车总

量的 1.46%，与 2018年底相比增加 120万辆，增长 46.05%；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

量 310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81.19%；新能源汽车增量连续两年超过 100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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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快速增长趋势（汽车行业 2019年全年数据）。在这一背景下，纯电动汽车消费行

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厦门作为示范型城市，截至 2019年底，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 4.4万

辆左右，机动车比例位居国内前三。当前，国内纯电动汽车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大

多数研究都集中在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探讨层面，有关消费者对纯电动汽车的了解程

度、接受度、购买热情和消费动机等研究尚不深入，因此从消费者角度，对纯电动汽

车消费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尤为必要。 

 

2. 文献综述 

2.1 纯电动汽车的定义 

纯电动汽车是指以车载电源为动力，用电机驱动车轮行驶，符合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各项要求的车辆。传统汽车使用汽油、柴油为发动机能源，纯电动汽车则使用电

能，碳排放量较低，能够有效降低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还可以有效节约不可再生能源，

成为了未来汽车研发、生产及其消费的重要方向。 

 

2.2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由 Ajzen提出（刘凯强等，

2017）。他发现，人的行为并非是百分百的出于自愿，有时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或说是控制。因此，他将理性行为理论进行扩充，增加了意向对“行为控制认知”的新

概念，从而发展成了新的行为理论模型，其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图 1.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2.3 相关研究回顾 

国外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购买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早。Bapna等（2002）提出

在保持加油站现有的功能下，将现有的加油站加油设施更换为充电设施，或者直接安

装充电设施，可以为消费者提供便利，进而提高购买纯电动汽车的可能性。Peters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A6%E8%BD%BD%E7%94%B5%E6%BA%90/125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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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研究指出使用更有灵活性的消费体系，像分期付、比传统汽车贷款更低的利

息、减少购置税等方式，可以推动纯电动汽车的消费；但研究发现消费者对将现有车

辆换成纯电动汽车来获取金钱补贴并不是很在意。Quinn等（2010）运用对比分析法，

从可行性、可靠性以及经济性方面，对充电汽车进行研究，阐述了消费者关注旅行中

的充电便利性、快捷性、服务价格以及充电系统的稳定性等关注点。 

国内相关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随着国家双积分和补贴退坡两大政策刺激着纯

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对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日益深入，研究重

点涉及模型改进、影响体系分析、实证研究等。赵斌（2010）以混合型电动汽车和纯

电动汽车为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

究；通过分析潜在消费者群的共同特征，得出年龄、收入、职业和学历才是影响消费

者消费的重要因素，并对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提出了建议。王月辉与王青（2013）

构建了北京居民购买新能源汽车意向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对北京市居民进行抽样调

查，得出购买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影响北京居民新能源汽车行为意向

的关键因素；最后给出了提高新能源汽车的性能、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宣传、完善新

能源汽车的基础公共设施、增强公众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降低新能源汽车成本等建

议。王颖与李英（2013）就感知风险和涉入程度结合人口统计变量，研究消费者新能

源汽车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消费者的感知风险与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意向呈

负相关关系；消费者信息涉入程度与新能源的购买意向呈正向相关关系；不同人口特

征对感知分析、涉入程度与购买意向间存在差异。田宗博与承前（2017）在基于 TPB

理论和 Probit 模型，研究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中，得出消费者购买态

度对购买意向有正向影响；而主观规范和对产品的了解程度，同样对购买意向有正向

影响；知觉行为控制与购买意向呈负相关关系，最后提出了加强新能源汽车的宣传、

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口碑等建议。 

综上所述，当前研究从消费者角度出发，主要集中于消费者的内在特征，而对外

部环境中的政府政策等关注较少，存在可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3. 研究模型与假设 

3.1 研究模型 

为研究厦门市纯电动汽车的消费行为，本文在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

文献综述和纯电动汽车的特点，拟定纯电动汽车消费行为的六个维度，分别为了解程

度、行为态度、环保意识、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政府政策（如图 2所示），以

行为消费意向为中介变量，以此设计问卷，探究厦门市纯电动汽车的消费行为。 

 

3.2 变量解释与研究假设 

3.2.1 行为态度 

本研究中，行为态度指个体对执行某项行为所抱有的正面或负面的感觉，包括觉

得纯电动汽车的技术是新颖的；认为购买纯电动汽车是有价值的；认为纯电动汽车对

环保有贡献；觉得纯电动汽车的实际购买价格很实惠；个人经常搜集一些新技术、新

产品的资讯；很有兴趣了解纯电动汽车的相关商品细节等 6 个指标。王月辉与王青

（2013）研究发现购买态度是影响北京居民新能源汽车行为意向的关键因素；刘凯强

等（2017）也探索了纯电动汽车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发现按影响程度从大到小的顺序

依次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购买意愿没有直接影响的是政策态度

和过去行为经验。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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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行为态度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图 2. 厦门市纯电动汽车消费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3.2.2 主观规范 

本研究中，主观规范指对行为意向产生影响的社会因素，是个体所感受到的社会

压力，体现了个体在行为决策时，受他人的影响程度，包括会观察身边的人纯电动汽

车的使用情况；会参考专业人士购买家用汽车时的选择；会考虑家人倾向购买纯电动

汽车的意见；会向销售纯电动汽车的专业人士征求意见等 4个指标。 

徐国虎与许芳（2010）通过对 20位有汽车销售经历的人员访谈建立问卷，研究

发现售后服务、购买成本、性价比、使用能耗和他人意见，会影响消费者新能源汽车

购买决定；周敏洁（2013）在纯电动汽车购买决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指出，主观

规范包括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描述性规范主要来源对他人购车行为的参考，而

指令性规范是指他人的意见对购车意愿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主观规范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2.3 知觉行为控制 

本研究中，知觉行为控制指个体的意志力控制，一些行为可由意志力完全控制，

包括认为纯电动汽车的公共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源购买纯电动汽

车；汽油的价格影响是否购买纯电动汽车的决定；是否购买纯电动汽车完全取决于

我；只要想购买，就有信心克服一切困难等 5个指标。 

Ewing & Cervero（2010）认为反映自我效能感信念的因素是内在控制，反映控

制力的因素是外在控制力，而知觉行为控制与自我效能在实质上是相同的；邓新明

（2012）在中国情境下消费者的伦理购买意向研究中，得出了国内消费者的行为态度

更容易受到他人意见左右，不会自己个人做决定，善于汲取各方面的意见，愿意按照

社会规定活动准则行事的结论。 

 

H3：知觉行为控制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 

 

了解程度 

知觉行为控制 

 

环保意识 

行为意向 消费行为 

政府政策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sdnj201709002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413395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413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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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了解程度 

本研究中，了解程度指消费者对纯电动汽车性能、品牌、优惠等掌握程度，包括

了解纯电动汽车的主要品牌和种类；了解纯电动汽车的优势和不足；了解纯电动汽车

的安全和加速性能；了解纯电动汽车的优惠政策等 4个指标。 

纯电动汽车作为新兴产品，市场发展时间较短，加上消费者对传统汽车的熟悉和

依赖性，对纯电动汽车的了解还不够多，存在信息匮乏等问题，减少了纯电动汽车的

普及率。消费者若能掌握丰富的产品知识，可以降低搜集信息的成本，也就意味着拥

有更强的产品识别能力，提高消费者自身的效用水平。李小楠等（2012）对北京消费

者纯电动汽车消费习惯、了解程度、购买意愿、阻碍的因素做了较广泛的调查，进行

了相关分析，认为消费者对纯电动汽车的了解程度，会影响消费者对纯电动汽车的购

买意向，即影响纯电动汽车的行为意向；田宗博与承前（2017）在基于 TPB理论和

Probit模型的研究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中，证明购买态度、主观

规范、了解程度与购买意向呈正向相关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4：了解程度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2.5 环保意识 

本研究中，环保意识指个人日常生活习惯是否绿色环保，包括认为每个人都有责

任在日常生活中保护环境；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来支持可再生能源；在生活中会随手

关灯、节约用水等；应当尽全力节约即将耗尽的自然能源；短途出行会选择不开车以

节省能源等 5个指标。 

Gollwitzer（1999）利用收集到的数据研究后发现，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者更有可

能购买混合动力汽车，节约不可再生资源，减少环境的污染，接受政府的补贴；Quinn 

等（2010）的研究发现，环保意识越强的人，购买环保节能汽车的可能性要更大，他

会节约不可再生能源，也就更能产生购买环保节能汽车的动机；于伟（2009）发现环

境意识对绿色消费动机的产生有正向作用，环保知识可以提高消费者的感知绿色价

值，从而促进绿色消费行为的产生。由于纯电动汽车最大的优势即节能环保，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 

 

H5：环保意识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有显著正向显著影响 

 

3.2.6 政府政策 

本研究中，政府政策指政府对节能环保汽车采取的鼓励措施，包括政府对购买纯

电动汽车进行补贴；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支持购买纯电动汽车；政府相关政策很实

用；政府政策能有效带动居民对纯电动汽车的购买热情等 5个指标。 

薛时杰（2020）研究了国产新能源汽车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国家相

关扶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及市场化

的主要推动力量。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补贴、免购置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引导推广等

举措，往往会对于新能源汽车购买带来直接、积极的促进作用（袁向华等，2011）；

陈涛与谭武全（2020）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能够有效感知刺激性政府政策所带来的

实际效用，并能在政策的推动下提升对新能源汽车的积极认知，削弱感知风险对创新

抗拒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6：政府政策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Y238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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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行为意向 

行为意向指为决策个体采取某种行为时对于主观几率的判定，是个体执行某项

行为时的倾向，是动机产生的一个阶段。尹世久等（2008）使用了山东四市的大样本

调查数据，应用 TPB 理论对网上消费者购物行为意图模型进行 Logit 回归分析，验

证了哪些关键变量能够对行为意向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7：行为意向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2.8 行为意向的中介作用 

Gollwitzer（1999）提出行为的发生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动机阶段，整体

意向在这个阶段形成，受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第二个是执行阶段，

处于意向和行为之间，与意志有关，在这个阶段个体通过制定具体的行为计划，包括

在何时何地执行个人意向，来选择可执行的相关行动。因此，本文假设行为意向在消

费行为影响因素与实际消费行为中起中介作用。 

 

H8a：行为意向在了解程度与消费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8b：行为意向在行为态度与消费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8c：行为意向在环保意识与消费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8d：行为意向在主观规范与消费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8e：行为意向在知觉行为控制与消费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8f：行为意向在政府政策与消费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4. 研究设计 

4.1 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问卷为结构化问卷，根据文献研究、实际

访谈结果来设计问卷。问卷主要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问卷说明，向被调查者说

明本次调研的目的；第二部分主要是甄别被访者是否购买过纯电动汽车，如果是，则

调研继续；第三部分是问卷主体，主要包括被调查者对纯电动汽车的行为态度、主观

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了解程度、环保意识、政府政策六个维度的评价，一共 35道

题；第四部分则是对调研对象人口统计指标的分析，共 5道题，主要包括被调查者的

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水平以及月收入水平。 

为了保证问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问卷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首先从大量相关文

献中收集可用来测量变量的若干题项，结合实际访谈乘客的结果，对这些题项进行整

理，删除内容模糊和题意接近的题项，对题项中某些可能引发歧义或曲解的词语进行

修改，以确保题项能正确表达所期望的内容，形成初始问卷。然后，将初始问卷在小

范围内进行预调研，根据信效度检验的结果，对不合理的题项进行调整，删除垃圾题

项，确保变量的单维度性，最终得到正式问卷。 

 

4.2 调查对象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厦门市纯电动汽车消费者，问卷发放采用三种途径：一是在

厦门市各大汽车 4S店发放纸质问卷；二是通过问卷星网络渠道发放调查问卷；三是

通过微信朋友圈、厦门滴滴司机群和厦门纯电动汽车车友群等互联网社交平台送问

卷链接，尽可能地多收集问卷，以满足研究的需求。 

本研究从 2019 年 3 月 19 日至 3 月 31 日，共发放调查问卷 532 份，回收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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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份，回收率 100%。剔除无效问卷 60份，最终得到有效调查问卷 472份，问卷有

效率 88.72%。无效问卷主要是以下三种情况：一是被调查者没有购买过纯电动汽车；

二是有项目漏填或中途放弃；三是部分问卷明显草率填写，数据不可信。本研究利用

SPSS23.0软件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5. 数据分析 

5.1 样本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 472份，从性别来看，男性 309人，占比 65.4%，男性使

用纯电动汽车的数量约为女性的两倍。被调查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26~35岁和 36~45

岁，分别为 158人和 133人，共占 61.65%；从月收入来看，6,001~10,000元的群体

为主体，共 197人，占 41.7%；从职业来看，公司职员居多，共 254人，占 57.2%；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学历为大专和大学本科的人数最多，为 239人，占 50.5%。 

 

5.2 信度分析 

问卷的信度是考查问卷测量的可靠性，即是由多次测验测量所得的结果间的一

致性或稳定性。信度分析是根据科隆巴赫 α系数作为衡量其信度的标准，α系数的范

围在 0-1之间，α系数越接近 1，说明量表的系数越高。一般来说，当 α系数大于 0.7

时，说明该变量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反之则可信度越低。本次问卷整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47，各变量的 Cronbach’s α均大于 0.7，表示信度较好，如表 1所示。 

 

表 1. 信度分析 

变量 科隆巴赫 Alpha 项数 

行为态度 0.890 6 

主观规范 0.864 4 

知觉行为控制 0.861 5 

了解程度 0.903 4 

环保意识 0.764 5 

政府政策 0.890 5 

行为意向 0.888 3 

消费行为 0.885 3 

整体 0.917 35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5.3 效度分析 

效度是指所使用的“测量工具”能够测量出研究人员真正想要衡量的事物的程度。

效度分析是判断变量能否做接下来的因子分析的关键步骤。当变量同时满足 KMO值

大于 0.6，且显著性小于 0.05时，说明该变量具有良好效度，并且达到显著水平，可

以做因子分析。本研究对变量进行效度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KMO值达到 0.901，

且显著性为 0.000，小于 0.01，说明效度好，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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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KMO与 Bartlett球形检验 

KMO样本测度 0.901 

Bartlett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值 9,292.038 

自由度 595 

显著性 sig. 0.000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本研究对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一共提取出八个特征值大于 1的因子，分别命名

为舒适性、可靠性、反应性、有形性、保证性和关怀性，采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载荷

矩阵正交旋转，累计解释方差占总方差的 70.719%，大于 60%，说明八个因子能够反

映大部分信息，提取这八个因子是合适的。 

 

5.4 相关分析 

相关关系是指两类现象在发展变化的方向与大小方面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不能确

定这两类现象之间哪个是因，哪个是果。相关性主要根据 Pearson相关系数大小且显

著性是否小于 0.05，作为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判断。 

由表 3可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了解程度、环保意识、政府

政策与行为意向、消费行为的 Pearson相关系数均大于 0，且 p值均在 0.01水平上显

著，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表 3.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皮尔逊相关性） 

 

了解 

程度 

行为 

态度 

环保 

意识 

主观 

规范 

知觉行 

为控制 

政府 

政策 

行为 

意向 

消费 

行为 

了解程度 1        

行为态度 .516** 1       

环保意识 .332** .394** 1      

主观规范 .171** .339** .312** 1     

知觉行为控制 .315** .385** .336** .346** 1    

政府政策 .330** .469** .374** .388** .433** 1   

行为意向 .398** .449** .327** .212** .432** .393** 1  

消费行为 .365** .447** .320** .320** .451** .441** .414** 1 
**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5.5 回归分析 

为验证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本文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了解

程度、环保意识、政府政策为自变量，以性别、年龄、学历、工作、收入为控制变量，

构建了层次回归模型（表 4）。结果显示，行为态度与消费行为显著正相关，个体对

纯电动车的态度越积极，越有可能购买该汽车，H1得到检验；知觉行为控制与消费

行为显著正相关，个体认为纯电动车越简便易用，使用过程中的阻碍越小，其消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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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越强，H3 得到检验；了解程度与消费行为显著正相关，个体对纯电动车的性能、

优越性越了解，越认可纯电动车，越倾向于购买，H4得到检验；政府政策与消费行

为显著正相关，政府推出购车补贴、无息贷款，减免税费等优惠政策越多，对民众的

消费刺激越大，H6得到检验。在回归分析中，主观规范和环保意识的影响没有通过

显著性检验，不能完全断定其与消费行为不存在相关关系；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主观

规范和环保意识通过行为意向间接影响消费行为，需要结合中介作用检验结果来分

析。 

 

表 4. 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行为意向 消费行为 消费行为 

常数 
1.082 
（0.180） 

2.427 
（7.653） 

-0.519 
（-1.084） 

性别 
0.093 

（1.081） 

-0.218 
（-2.254） 

0.021 
（0.218） 

年龄 
0.025 

（0.664） 

0.002 
（0.037） 

0.029 
（0.704） 

学历 
0.025 

（0.676） 

0.047 
（1.067） 

0.051 
（1.264） 

工作 
-0.002 

（-0.122） 

-0.016 
（-0.705） 

-0.006 
（-0.316） 

收入 
0.003 

（0.062） 

-0.002 
（-0.040） 

0.036 
（0.759） 

行为态度 
0.228** 

（3.813） 
 

0.214** 

（3.255） 

主观规范 
-0.035 
（-.708） 

 
0.100 
（1.823） 

知觉行为控制 
0.238** 

（5.041） 
 

0.261** 

（5.007） 

了解程度 
0.160** 

（3.495） 
 

0.124** 

（2.462） 

环保意识 
0.139** 

（1.656） 
 

0.101 
（1.096） 

政府政策 
0.165** 

（2.850） 
 

0.222** 

（3.491） 

行为意向  
0.429** 

（8.753） 
 

F值 18.823 18.034 20.449 

R2 .326 .200 .345 

調整後的 R2 .309 .189 .328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 t 检验值，**、*分别表示在 0.01、0.05的水平上显著。 

 

5.6 中介作用检验 

首先，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了解程度、环保意识、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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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变量，以消费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回归验证（见表 5），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

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了解程度、政府政策回归系数显著，环保意识未通过检验。

其次，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了解程度、环保意识、政府政策、行

为意愿为自变量，以消费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回归验证（见表 5）。 

 

表 5. 回归系数比较 

 
模型一 模型二 

B t 显著性 B t 显著性 

性别 0.021 0.218 0.828 0.007 0.074 0.941 

年龄 0.029 0.704 0.482 0.025 0.619 0.536 

学历 0.051 1.264 0.207 0.047 1.182 0.238 

工作 -0.006 -0.316 0.752 -0.006 -0.302 0.763 

收入 0.036 0.759 0.448 0.036 0.757 0.450 

行为态度 0.214 3.255 0.001 0.181 2.721 0.007 

主观规范 0.100 1.823 0.049 0.105 1.932 0.054 

知觉行为控制 0.261 5.007 0.000 0.226 4.242 0.000 

了解程度 0.124 2.462 0.014 0.101 1.982 0.048 

环保意识 0.101 1.096 0.273 0.081 0.879 0.380 

政府政策 0.222 3.491 0.001 0.198 3.104 0.002 

行为意向 - - - 0.148 2.792 0.005 

a. 因变量：消费行为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从表 5 可知，行为意向对消费行为的回归系数显著。从表 5 来看，加入行为意

向之后，主观规范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行为态度、了解程度、政府政策的回归系数

显著性水平下降。因此，行为意向在主观规范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的作

用，在行为态度、了解程度、政府政策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假设

H8a、H8b、H8d、H8f得到验证，H8c和 H8e为得到验证。 

 

6.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对厦门市纯电动车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展开调查分

析。实证结果表明，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了解程度、政府政策正向影响个体

对纯电动车的消费行为。为提高厦门市纯电动汽车的消费量与销售额，建议从以下

三方面进行完善： 

 

6.1 加强对纯电动汽车产品的宣传 

当前，厦门市消费者对纯电汽车产品的认识有限，从题项“我了解纯电动汽车的

安全和加速性能”的统计结果来看，均分只有 3.62，分值较低。消费者对纯电动汽车

在安全性、操作的便利性和控制的灵敏性等方面都了解不多，导致难以形成明确的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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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态度，影响了纯电动汽车的推广普及。建议纯电动汽车销售企业加大宣传推广力

度，可利用纯电动汽车展销、实地操作表演等形式，向消费者传递新能源汽车的安全

性及其特有性能等信息；更要注重宣传纯电动汽车在生产过程中的作业标准，以强化

消费者对纯电动汽车购买的积极态度。所以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和性能方面的宣传

非常重要，减少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后顾之忧。同时，纯电动汽车生产商要加大

研发力度，进一步提高纯电动汽车质量，改进汽车性能；加强纯电动汽车售前、售中

和售后服务，塑造良好的品质和品牌声誉，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6.2 完善纯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建设 

厦门现有的充电基础设施，包括充换电站、公交车充电桩、公共充电桩等数量有

限。消费者对纯电动汽车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是很满意，题项“我认为厦门纯电动汽

车的公共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均分只有 3.67，分值也较低。要完善纯电动汽车的配套

实施，才能鼓励纯电动汽车的消费行为。建议在小区、写字楼、 商场、交通枢纽站

以及停车场建立常规充电桩，满足私家车车主常规充电服务需要；建立电池更换、报

废处理、回收体系；结合车辆的行驶路线，在集中区域建立电池更换站及维修站点，

满足公交、出租、租赁等集团用车的需要，使之形成规模效应，从而提高纯电动汽车

的购买行为。 

 

6.3 政府加大出台支持政策的力度 

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有效做法，加大出台减少纯电动汽车购置税、加

大补贴、下调购买纯电动汽车的贷款利息等政策的力度，鼓励民众消费；厦门市环境

保护局可以按照纯电动汽车的行驶里程对车主进行一定的奖励；鼓励消费者以旧换

新，用传统燃油汽车来置换新型纯电动汽车，给予一定的差价补贴，从而激励民众购

买纯电动汽车。此外，政府要从资金上支持纯电动汽车企业的研发，降低纯电动汽车

生产商的相关税收，激励生产商提高产品性能。通过政府出台相关支持政策，能有效

带动民众对纯电动汽车的购买热情，有力推动厦门纯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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