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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新能源汽车作为推动低碳发展的关键措施，逐渐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

点。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探讨了主观规范、个人规范、感知成本、服务质量和感知

风险五个因素对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通过设计并发放问卷，并利用SPSS 26.0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结合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法，验证了各因素对购买意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个人规范、

感知成本、服务质量和感知风险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而主观规范未能对购买意愿产生显著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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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tensifies, new energy vehicles have emerged as a key measure to pro-
mote low-carbon development, gradually becoming a focal point for consumers. This study, grounded 
i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five factors—subjective norms, personal norms, perceived cost, service quality, and perceived 
risk—on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for NEVs. A survey was designed and distributed, and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SPSS 26.0 software, combining factor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verify the effects of these factors on purchase inten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ersonal norms, 
perceived cost, service quality, and perceived risk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while subjective norms were found to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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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低碳环保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重要方向。中国政府在 2020 年提出

了“双碳”目标，即力争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为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绿色产业之一，新能源汽车被视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

途径，其市场推广和普及对于减少碳排放、改善能源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根据市场数据显示，尽管新能源汽车的技

术水平不断提升，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仍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消

费者的购买决策不仅受到车辆性能、价格等理性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文化以及心理等主观因素的

作用。Byun 等[1]利用离散选择模型分析了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偏好，并预测了未来韩国新能源汽

车市场比例的动态变化。Ning 等[2]和 Khan 等[3]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了绝大多数消费者对产品属性的偏好，

包括购买价格、运营成本、行驶里程、充电时间、车辆安全等多方面的因素。熊勇清等[4]通过研究发现

新能源汽车的购买价格、驾驶舒适度、车型外观、车机系统等会影响消费者的购车偏好。Knez 等[5]通过

对消费者个体特征的研究发现，不仅年龄、学历等基础特征对消费者偏好产生影响，而且消费者的社会

责任感、环保意识等更是会极大地影响其购车决策。王宁等[6]通过研究发现消费者偏好的决定因素有消

费者的低碳认知度、性格特征、风险规划以及知识层次等个人特征。 
综上所述，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计划行为理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用

于解析消费者在购买决策过程中所体现的行为动机。根据该理论，个体的行为意图受到主观规范、个人

规范和行为控制感知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个体是否采取某一行为。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意

愿不仅受到消费者对产品性能、价格、服务质量等硬性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规范、情感认同以及个

体对风险和成本的感知等软性因素的制约。因此，结合计划行为理论与技术接受模型，本研究旨在探讨

影响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关键因素，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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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将介绍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阐述研究方法，第四部分展

示数据分析与结果，第五部分进行讨论与结论。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和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来探讨影响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关键因素。计划行为理论强调行为意图在个体行

为决策中的作用，认为个体的行为受到三种核心因素的影响：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7]。结合

技术接受模型，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决定用户是否接受技术的关键因素[8]。因此，本研究通过整

合这两种理论框架，探讨主观规范、个人规范、感知成本、服务质量和感知风险等因素如何影响消费者

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 
1) 主观规范与消费者购买意愿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行为决策过程中对他人期望的感知，反映了社会环境对个

体行为的影响。在新能源汽车的购买决策中，消费者可能会受到家人、朋友、同事等社会群体的影响。

如果消费者感知到周围人群对购买新能源汽车持积极态度，可能会倾向于做出类似的决策。因此，假设

H1：主观规范对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关系。 
2) 个人规范与消费者购买意愿 
个人规范是指个体基于自身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对某一行为的认可程度。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日益

受到关注的背景下，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可能会促使他们选择新能源汽车。因此，依据计划

行为理论，H2：个人规范对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关系。 
3) 感知成本与消费者购买意愿 
感知成本涉及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购买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经济、时间和努力成本的感知。根据技术

接受模型，感知成本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接受度。较高的感知成本可能会使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

的购买意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假设 H3：感知成本对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关

系。 
4) 服务质量与消费者购买意愿 
服务质量是指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所经历的整体感知，包括售前咨询、售后服务、充电便利性等方

面。高质量的服务可能增强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信任和购买意愿。根据技术接受模型中的感知易用性

与感知有用性，良好的服务质量能够提升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因此，假设 H4：服务质量对消

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关系。 
5) 感知风险与消费者购买意愿 
感知风险是指消费者在购买决策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负面后果的预期，包括经济风险、性能风险和

社会风险等。感知风险较高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产生顾虑，从而降低其购买意愿。根据技术

接受模型，感知风险对技术接受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假设 H5：感知风险对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

意愿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关系。 
研究假设总结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主观规范对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关系。 
H2：个人规范对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关系。 
H3：感知成本对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关系。 
H4：服务质量对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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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感知风险对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关系。 
本研究通过对这些假设的验证，旨在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推广策略提供理论支持，帮助相关企业和

政策制定者制定更有效的市场渗透措施。 

3. 研究方法 

首先，本研究参考文献[9] [10]，设计了《关于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调查问卷》，并使用 SPSS 26.0
软件对收集到的问卷数据进行检验。随后，采用因子分析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验证消费者购买意愿的

五个潜在变量对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 
本文的调查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收集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男、女)、年龄(18 岁

以下、18~25 岁、26~30 岁、31~40 岁、41~50 岁、51~60 岁、60 岁以上)、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高

中、大学、硕士及以上)、月收入(3000 元及以下、3001~5000 元、5001~7000 元、7001~9000 元、9000 元

以上)以及家庭人口数量(1 人、2 人、3 人、4 人及以上)。第二部分测量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共设置了 17
个题项，具体内容详见表 1。问卷采用 Likert 五点量表进行数据采集，题项的回答选项包括：完全不同

意、基本不同意、一般、基本同意、完全同意。 
 

Table 1. Measurement items for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 
表 1. 消费者购买意愿测量题项 

变量 题项 

主观规范 

(1) 我的家人的意见会对我的购车行为产生影响。 

(2) 我的同事、朋友或邻居的意见会对我的购车行为产生影响。 

(3) 社会媒体的报道会对我的购车行为产生影响。 

个人规范 
(1) 不管别人的想法如何，我会按照自己的想法购车。 

(2) 当我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购车时，我会感到内疚。 

感知成本 

(1) 同等配置下，新能源汽车的价格通常高于燃油汽车。 

(2) 较低的价格会提高我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意愿。 

(3) 与燃油汽车相比，我认为新能源汽车的保值率较低。 

服务质量 
(1) 如果新能源汽车企业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如线上线下结合的服务方式，我会考虑购买。 

(2) 如果新能源汽车企业提供详尽的产品介绍和有吸引力的优惠政策，我会考虑购买。 

感知风险 

(1) 我担心公共充电桩数量不足，可能导致新能源汽车充电困难。 

(2) 我担忧新能源汽车的实际续航低于显示里程，影响出行体验。 

(3) 我担心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不如燃油汽车。 

(4) 我担心长期使用快充会加速新能源汽车的电池衰退，慢充耗时较长，更换电池的成本也较高。 

购买意愿 

(1) 我愿意购买新能源汽车。 

(2) 以后我有需要会购买新能源汽车。 

(3) 我会向亲朋好友推荐购买新能源车。 

4. 数据分析 

本次问卷通过问卷星在各社交网络平台发放，共回收到问卷 321 份，剔除乱填、漏填等无效问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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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300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3.46%。 

4.1. 描述性统计 

首先对调查样本的基本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在 300 个调查样本中，男生有 163 人，占总人数的 54.3%；

女生有 137 人，占总人数的 45.7%，性别分布较为均衡。各年龄层占比分别为 18 岁以下(2.7%)、18~25 岁

(38.3%)、26~30 岁(23.7%)、31~40 岁(26.3%)、41~50 岁(6.7%)、51~60 岁(2%)、60 岁以上(0.3%)。从受教

育程度来看，被调查者大学及以上学历居多，达到 204 人。其余信息详见表 2。 
 

Table 2.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the sample 
表 2. 样本基础信息数据 

基本信息 数量 百分比(%) 基本信息 数量 百分比(%) 

性别   大学 168 56.0 

男 163 54.3 硕士及以上 36 12.0 

女 137 45.7 月收入(元)   

年龄   ≤3000 66 22.0 

<18 岁 8 2.7 3001~5000 61 20.3 

18~25 岁 115 38.3 5001~7000 96 32.0 

26~30 岁 71 23.7 7001~9000 52 17.3 

31~40 岁 79 26.3 >9000 25 8.3 

41~50 岁 20 6.7 家庭人口数量   

51~60 岁 6 2.0 1 人 8 2.7 

>60 岁 1 0.3 2 人 71 23.7 

受教育程度   3 人 124 41.3 

初中及以下 2 0.7 ≥4人 97 32.3 

高中 34 11.3    

4.2. 信度、效度检验 

为保证后续分析的可信度及有效性，运用 SPSS 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采用克朗

巴哈 α (Cronbach’s alpha)系数进行信度分析。α系数属于内在一致性系数，评价的是量表中各题项得分间

的一致性，适用于态度、意见式问卷(量表)的信度分析。一般来说，整体问卷的信度系数最好在 0.8 以上，

0.7~0.8 可以接受，分量表的信度系数最好在 0.7 以上，0.6~0.7 之间可以接受。 
对问卷整体及问卷各维度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主观规范、个人规范、感知成本、服务

质量、感知风险、购买意愿各分量表 α系数分别为 0.686、0.621、0.755、0.645、0.695、0.708，问卷信度

良好。 
利用 SPSS26.0 版本对问卷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前，首先进行 KMO (Kaiser Meyer 

Olkin)检验和 Bartlett’s 球形检验，如果 KMO 值小于 0.5，表明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下表 4 是问卷 KMO
和 Bartlett’s 检验值，由表可见，问卷的 KMO 值为 0.924，表明问卷各维度测量题项的相关性很强，可以

进行进一步的研究。Bartlett’s 检验值均小于 0.05，说明各测量题项之间相互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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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consistency 
表 3. 问卷一致性信度分析 

变量 各分量表 Cronbach’s alpha 值 

主观规范 0.686 

个人规范 0.621 

感知成本 0.755 

服务质量 0.645 

感知风险 0.695 

购买意愿 0.708 

 
Table 4. KMO and Bartlett’s test results 
表 4. KMO 和 Bartlett’s 检验值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24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449.936 

自由度 136 

显著性 0.000 

4.3. 相关分析 

采用 SPSS 26.0 软件中的相关分析模块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如表 5 所示，结果表明：消费者购买意

愿与主观规范、个人规范、感知成本、服务质量及感知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均达到显著水平(显著性检验值

均小于 0.01)。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反映了变量间相关程度的大小，符号则表示其相关方向。上述五个变量

与购买意愿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 0.567、0.595、0.637、0.616 和 0.764，表明它们均与购买意愿存在

中等以上强度的正向相关关系。其中，感知风险与购买意愿的相关性最强。为进一步探讨上述变量对消

费者购买意愿的综合影响程度，本文进一步开展多元回归分析。 
 

Table 5. Variable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5. 变量相关性分析 

变量 值 购买意愿 

主观规范 
皮尔逊相关性 0.567** 

Sig. 0.000 

个人规范 
皮尔逊相关性 0.595** 

Sig. 0.000 

感知成本 
皮尔逊相关性 0.637** 

Sig. 0.000 

服务质量 
皮尔逊相关性 0.616** 

Sig. 0.000 

感知风险 
皮尔逊相关性 0.764** 

Sig. 0.000 

注：**表示该变量的相关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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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多元回归分析 

基于相关性分析，建立各指标数据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0 1 1 2 2 i iY X X Xα α α α= + + + +                                   (1) 

该模型中，因变量 Y 表示消费者的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自变量 Xi (其中 i 表示自变量的编号)包括

主观规范、个人规范、感知成本、服务质量和感知风险；常数项记为 α0；回归系数为 αi。多元回归分析

的结果如表 6 所示。 
 

Table 6.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6. 线性回归分析表 

变量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 

调整后 R2 
B 标准误差 Beta 容差 VIF 

常量 0.029 0.218  0.131 0.896   

0.630 

主观规范(X1) 0.066 0.063 0.064 1.059 0.291 0.496 2.014 

个人规范(X2) 0.177 0.065 0.158 2.732 0.007 0.542 1.844 

感知成本(X3) 0.131 0.062 0.133 2.093 0.038 0.448 2.230 

服务质量(X4) 0.109 0.056 0.118 1.955 0.050 0.496 2.016 

感知风险(X5) 0.497 0.078 0.459 6.407 0.000 0.353 2.831 

 
不难看出，调整后的 R2值为 0.630，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各自变量的 VIF (方差膨胀因子)

均小于 10，说明模型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除常数项和“主观规范”这一变量外，其余自变

量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 0.05，表明这些变量对消费者的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在多

元回归分析中可考虑剔除常数项和“主观规范”变量以优化模型。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反映了各自

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相对强度，其符号则表示变量间的正负关系。 
综上，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多元回归方程可表示如下： 

2 3 4 50.158 0.133 0.118 0.459Y X X X X= + + +                              (2) 

4.5. 结果判定 

根据相关性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可知，个人规范、感知成本、服务质量以及感知风险与消费者

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和标准化回归系数均大于 0，验证结果支持

假设 H2、H3、H4、H5。相比之下，主观规范的显著性水平高于 0.05，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故在模

型中予以剔除，假设 H1 不成立。在所有显著变量中，感知风险对购买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标准化回

归系数达到 0.459。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主观规范、个人规范、感知成本、服务质量与感知风险五个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以

探究其对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通过对模型分析结果的进一步讨论，可获得如下启示： 
首先，个人规范对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消费者自身的价值观、环保意识及

社会责任感是促使其倾向于选择新能源汽车的重要动因。这与现有文献中关于道德规范对绿色消费行为

影响的结论一致[11] [12]，表明提升公众的环境伦理认知可能是推动新能源汽车市场扩张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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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感知成本对消费者购买意愿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发现与传统观点存在差异，通常高成

本被认为是新能源汽车推广的阻碍因素。为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本研究建议从以下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一方面，消费者可能通过全生命周期成本评估，认识到新能源汽车在长期使用中的经济优势；另一方面，

政策激励(如补贴、税收优惠)可能有效改变了消费者的成本感知框架。因此，企业和政策制定者不仅需要

强化新能源汽车的经济性宣传，更应系统性地展示其全周期成本优势，同时通过差异化的补贴政策、购

置税减免以及配套基础设施优化等手段，多维度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经济价值的感知。 
第三，服务质量对购买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表明售前咨询、购车体验及售后保障等全流程服务在

新能源汽车消费决策中至关重要。基于此，建议企业从三个层面优化服务策略：在政策层面，可联合政

府部门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制定，建立全国统一的售后服务评价体系；在渠道建设方面，应重点布局三四

线城市服务网点，并探索“移动服务车 + 线上远程诊断”的新型服务模式；在用户运营上，建议构建数

字化客户管理平台，通过定期保养提醒、电池健康检测等增值服务提升用户粘性。同时，车企可考虑推

出“服务体验日”等营销活动，让潜在消费者直观感受品牌的服务优势，从而有效转化购买意愿。 
第四，感知风险在所有变量中标准化回归系数最高，说明其对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影响最为显著。

这意味着消费者在做出购车决策时，仍对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成熟度、电池寿命、充电便利性及后期维护

等方面存在较多顾虑。因此，减少消费者对产品的不确定性认知，应成为未来新能源汽车推广的重点方

向。例如，政府可通过发布权威测评报告或强制执行安全与续航标准来增强市场信心，企业也应加强产

品透明度和风险应对能力建设。 
最后，主观规范对购买意愿的影响未达显著水平，这一发现与既有研究假设存在差异。究其原因，

可能反映了新能源汽车消费决策的三个新特征：首先，数字化时代消费者信息获取能力显著提升，决策

更加依赖自主研究而非社会从众；其次，产品技术特性(如续航、充电)的客观评价已超越社会影响成为核

心考量；第三，新能源车主群体尚未形成足够规模产生显著的示范效应。基于此，建议采取以下策略：

一方面，营销层面应侧重产品知识科普和用户体验分享，通过“技术公开课”等形式提升消费者自主决

策能力；另一方面，建立“早期使用者社区”，培育意见领袖的口碑传播。这些措施既能尊重消费者的理

性决策特征，又能渐进式地构建新的社会规范。 
综上所述，本研究验证了个人规范、感知成本、服务质量与感知风险对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

的显著正向作用，同时揭示了主观规范影响有限的现象，进一步丰富了新能源汽车消费者行为的理论研

究基础，并为相关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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