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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从人类学习行为的视角出发 ,采用实验的方法对消费者网购过程中的行为变化特征进行了分

析 "研究发现 , 网购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的学习行为总是驱使其去获得较高的收益, 由于消费者都采取能够带来

较高收益的行动, 在一定情况下, 网购消费者的行为会趋于一致;不同的网络购物环境会对消费者的学习效果带来

不同的影响 "该研究不仅给网络购物行为研究提出了新的探讨视角 , 研究结果还对商家制定网络营销策略具有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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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近年来 ,网络购物已经成为人们满足日常消费的重要方式 ,网络购物行为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 "就目前已

有的研究来看 ,探索网络购物行为大多是从消费者心理 !动机 !影响因素等角度出发 1.一42, 对 /消费者为什么要进

行网络购物 0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解释 "然而 ,消费者在网购过程中的行为不是静态不变的, 消费者网络购物

是一个连续动态变化的过程 ,例如今天的消费者比较关注价格 ,明天就可能更加关注商家信誉 "消费者为什么会

有这样的转变 ,以及这样的转变有什么特点 , 已有的研究对此不能做出十分合理的解释 "

学习行为的研究给我们研究网络购物的动态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学习行为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

是:个体在某类场景下如何根据过去的经历或取得的信息做出决策并且改变行为[5] "学习行为研究最初是心理

学 !生物学的研究范畴 ,近几十年逐渐成为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关于学习行为在经济领域的研究 ,概括来说主要

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制度经济学层面研究人们如何认识所处环境 , 以及该认识如何影响其决策并且最终影响

制度的变迁[-,v] ;二是在个体层面研究人们如何从过去的行为进行学习 !如何通过对环境结构以及他人行为的理

解来学习 ,以及如何在博弈中调整信念进行学习[sJ "大部分研究人员认为 ,不存在单一的普适性的学习模式 ,不

同的学习过程在不同的场景下发生t.1 "网络购物环境对于个体来说是新兴的学习场景 ,在新兴的场景下 ,消费者

的学习过程及效果到底如何呢? 本文从学习行为的角度来研究网购过程中消费者的学习行为特征 ,力图通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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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 ,加深对网购消费者行为变化的理解 ,并且为企业设计有效的营销策略提供建议 "
文章首先分析了经济学领域中学习行为研究的基本原理 ,并且提出了一些针对消费者网购过程中行为变化

的假设 ;其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设计并且实施实验 ,然后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并作进一步讨论 ,最后提出研究

结论及建议 "

二 !学习行为的基本原理及研究假设

心理学中 ,学习是一个含义极广的概念 "具有行为主义倾向的心理学家往往把学习定义为由经验而引起的

行为的持久变化;而具有认知倾向的心理学家认为 ,学习是一个过程 ,通过阅读 !观察和思考不断获取新知识 !新

经验的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这种观点强调的是学习过程中发生心智活动和认知的变化 ;近来认知心理学家有一种

新的观点 ,把学习看作是信息的加工和存储 ,学习与记忆的模式是信息加工论的基础 "从营销人员的角度 ,消费

者学习可以被看作这样一个过程 , 即通过这个过程 ,消费者获得购买和消费的知识与经验 ,这些知识与经验可以

应用于将来的相关活动[9] "在网购过程中,消费者学习行为就发生在其中 "消费者学习过程中的知识和经验无

非是来自其在购物过程中对商品的各个属性的综合评价 ,因此 ,提出假设 1:

假设 1:消费者网上购物时对商品各个属性的重视程度以及满意程度会发生明显变化 "

人类的学习行为总是驱使自己的行动能够给自己带来益处 "强化学习的结果是能够带来更多益处的行动概

率增加 1."川 ,基于惯例的学习结果亦是不断地改进不好的行动使得行动的结果能够带来满意 1-, ],基于信念的学

习更多的是涉及到博弈 ,消费者在采取行动的时候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使得自己的收益最大化 10."对消费者来

说 ,选择了网络购物后 ,不会始终保持一种行动 ,他的行为会因为学习而发生改变 ,而改变后的行为应该能够给消

费者带来更高的收益 "因此 ,提出假设 2 及其推论 1:

假设 2 :网购消费者的学习行为会不断地提高消费者的收益 "

推论 1:由于消费者都采取能够带来较高收益的行动 ,因此 ,在一定程度下 ,消费者的行为会趋于一致 "

然而 ,在不同的环境下 ,人类的学习行为过程是不同的,不同的学习过程对决策 !对行为的影响效果是有区别

的 ,因此需要根据具体的环境来分析人们具体的学习行为 "例如梅洛(M erl ")和肖特 (Sch ott er)通过实验对观察

学习进行了研究 ,主要是比较 /看中学 0和 /干中学 0两种情形的效果 ,研究结果发现 ,信息积累方式可能对决策者

的经济决策质量有显著影响 , 即观察学习可能胜过干中学 1/ 2"杰伦(ce le n ) !卡瑞夫 (K面v)和肖特(sch ot te r)在

实验室里发现参与者更愿意听取前人所给的建议 , 而不是模仿他们的行动 ,建议比行动信息性更强 ,也更能提高

福利 108"在网络购物这种特殊的环境下 ,亦有 /百货商场 0和 /专卖店 0,在 /百货商场 0消费者可以获知大量的商

品信息 ,可以迅速捕捉到相关知识和经验 ,而在 /专卖店 0获取的商品信息量则相对较少 "由于获取的知识和经验

有助于学习 , 因此 ,提出假设 3:

假设3 :商品种类丰富的购物环境可以丰富商品信息 ,有助于增强消费者的学习效果 "

三 !研究方法

(一 )实验设计

近年来 ,经济学实验越来越多地采用计算机化方式 ,计算机化方式的经济学实验可以避免实验中表情 !眼神

和肢体语言的干扰 ,可以严格控制信息的流动 ,可以对实验中的信息实时记录 ,可以又快又准确地获取数据 1.61"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网购消费者的学习行为 ,也就是消费者的行为变化特征 , 因此需要对消费者的行动做多次记

录;另外 ,为了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 , 实验中运用了 /价值诱导理论 0,激励实验参与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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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101"本次实验采用的激励方式是自我激励 ,即参与者在每次做完决策后 ,告知其得分 ,而该得分直接与其最终

收益挂钩 "基于以上分析 ,本实验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消费者同时对网购商品进行打分 ,重复 N 轮 ,并且通过计算

机将消费者的行动变化轨迹记录下来 ,然后根据消费者的打分过程来探索其学习行为 "

消费者对商品进行打分需要有一定的依据 ,这里选取了价格 !商品介绍 !卖家信誉度 !支付方式 !快递费用 !评

论情况 6 个重要的商品属性供消费者打分 "该6 个商品属性的选取来源有两个:一是邢治斌对影响网上购物的

因素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二是郑燕通过访谈和前人研究结果提取出8 个影响网络购物的因素 102"综合二者的

研究 ,本文选取了以上6 个商品属性 "

通常消费者对商品属性有一个重视程度和满意程度 "重视程度是指某一属性对消费者的重要性 ,本次实验

设置每种属性有很不重要 !不重要 !一般重要 !比较重要 !很重要五种程度 "满意程度是指消费者对某一属性的具

体情况是否满意的一种评价 ,这里我们设置为不满意 !基本满意 !很满意三种程度 "

本次实验采取对比实验的方法 "将实验对象分为两组 ,第一组实验对象每一轮所打分的商品各不相同 ,共三

十种商品;第二组实验对象前十五轮所打分的商品是一种商品 ,后十五轮所打分的商品是另外一种商品 ,共两种

商品 "

(二)实验材料

本次实验当中的商品,均选自知名CZ C 网站淘宝网,属于消费者经常购买的大众化产品 "对产品的描述主要从价

格 !商品介绍 !卖家信誉度 !支付方式 !快递费用 !评论清况6 个方面人手,描述的内容基本符合其在 CZ C 网站的描述 "

(三)实验对象及样本可靠性分析

原则上 ,任何对网上购物有所了解的人都可以作为实验对象 ,考虑到实验对象的易得性 ,本次实验主要招募

的对象是高校学生 "之所以选择学生主要有如下理由:一是实验经济学将经济参与人定义为会犯错误的 !有学习

能力的行为人 "高校学生群体具有相对陡峭的学习曲线 ,且其掌握的数学 !外语和统计等相关知识对于理解实验

内容 !做出正确决策有很大帮助 "二是高校学生参与实验的机会成本较低 ,便于充分运用价值诱导理论来实现报

酬的优超性 "报酬的优超性是指实验报酬的规模必须超过实验参加者在实验市场中的主观交易成本 ,只有实现

了报酬的优超性 ,实验结果才是实验对象的真实决策 1.62"

关于实验对象数目的确定 ,大多数实验使用略多于最少需要的数目"本文借鉴普洛特(Pl ot t) 等的做法 ,选择

接近最低限度的数目"普洛特(Pl ott ) !查理斯(Charl es )和桑德(Sun der )为检验理性预期模型对竞争型市场的适

用性 ,采用三种类型交易者和两类信息条件 ,为使每种组合中都存在竞争 ,每一组至少需要两个交易者 ,六种组合

共需 12 人 ,他们正好用了 12 个人 1侧 "另外 ,实验室实验中维持低的交易者数目也符合资源使用的经济原则 1.-2"

在本实验中, 由于每个属性采用五种重要程度和三种满意程度 ,为了保证在每一轮当中每一种组合都有机会被选

择 ,本文确定每一组的实验对象为 巧人 ,由于是两组实验进行对照 , 因此共招募符合实验条件的实验对象 so 人 ,

其中男生 16 人 ,女生 14 人 "本次实验对象数目的确定既符合最低限度的要求 ,又符合资源使用的经济性原则 "

另外 ,本次实验重复 30 轮 ,持续时间大约 1小时 ,实验结束后每组实验将产生 450 条记录 ,两组实验共产生

900 条记录,具体实验结果将在第四部分分析 "

(四)实验流程

本实验的实施是在一个安静的计算机实验室 "在实验开始之前 ,先对参与者宣读实验说明,并进行相关事项

的讲解 ,确保参与者能够顺利进行实验 "由于本实验是在电脑上进行的操作 ,所以实验的流程基本体现在电脑的

屏显上 "

第一屏 ,欢迎界面 "欢迎参与者参与实验 ,并要求参与者输人账号 ,每位参与者的账号唯一 以备记录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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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和在实验结束后支付报酬 "

第二屏 ,显示商品信息的界面"该界面显示商品在价格 !介绍 !卖家信誉度 !支付方式 !快递费用 !评论情况6

个方面描述 "参与者在该界面分别对 6 个属性的重要程度和满意程度进行选择 ,选择完之后提交 "

第三屏 ,处理等待界面 "参与者在第二屏提交后就进入到该界面 ,该界面等待目的是保证每个参与者的选择

结果都已进人到数据库 ,保证在下一步所处理数据是完整的 "

第四屏 ,显示参与者在本轮选择过程中的统计结果 "在本屏会显示本轮商品的最高得分 ,最低得分 ,参与者

给该商品的打分;会显示本轮的选择统计结果 ;并且会显示在本轮中所获得的最高点数 ,参与者在本轮中所获得

的点数 ,参与者所获得的累积点数 "消费者可以据此来判断所作的选择是否使得收益较高 , 以及是否需要改进所

做的选择 "

点击第四屏的 /开始 0,进人到第二屏的界面 ,进行下一轮的选择 "如此持续 30 轮至实验结束 "

四 !实验结果分析

(一)属性重要性描述分析

主观评价 "属性重要性的主观评估主要依据参与者在第一轮的打分结果 ,选择第一轮的理由如下:实验参与

者在刚刚开始实验的时候 ,对实验还不大熟悉 ,还没有经历学习 ,对各属性的重视程度往往是根据以往的购物经

验或自我感觉而形成的 ,因此选择第一轮结果作为属性重要性的主观评价 ,即学习前的评价 "

客观评价 "属性重要性的客观评价依据参与者在所有轮次对各属性重要性打分的平均结果 ,理由如下:随着

实验的进行 ,参与者对实验的相关情况已经逐步了解 ,已经发生了学习 , 因此选择所有轮次的平均结果作为客观

评价 ,即学习后的评价 "

表 1为实验参与者对各属性重要性的主客观打分 "由表 1可知 ,从主观评价来看 ,实验参与者对六个商品属

表 1 实验参与者对各属性重要性的打分情况

价格

商品介绍

卖家信誉

支付方式

快递费用

评论情况

样本数

豁豁豁燕燮馨熬耀攀豁豁郭琢缪蓦藤彝馨妙嘴嘴耀耀耀瓢瓢{嘿渊渊磷娜娜馨矫矫
价价格格 4.10000 3.97777 4.20000 3.98333

商商品介绍绍 3.9侧))) 4.05333 4.30000 4.03000

卖卖家信誉誉 4 50000 4.05 000 4.6(X))) 3.93777

支支付方式式 3.10000 3.18333 3.30000 3.以777

快快递费用用 2.日洲22 3.52777 3.30000 3.38000

评评论情况况 3.9(X))) 4 .0777 4 .20000 3.56666

样样本数数 巧巧 45 000 l555 45000

性重要性的打分多数超过 3 分 ,只有第一组

的快递费用的分数低于 3 分 ,为 2.6 分 "显

然这些属性对实验参与者来说都是比较重

要的 ,相对而言 ,价格 !商品介绍 !卖家信誉 !

评论情况的重要性要高于支付方式和快递

费用 "从客观评价来看 ,实验参与者对于价

格 !商品介绍 !卖家信誉 !评论情况的重视程

度依然高于对支付方式和快递费用的重视

程度 "仔细比较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 ,还是

发生了变化 ,第一组和第二组实验参与者主

观上对价格和卖家信誉都比较看重 , 随着实

验次数的增加 ,客观上对价格和卖家信誉重

视程度都有所下降;第一组参与者在学习后对商品介绍 !支付方式 !快递费用 !评论情况的重视程度有所上升 ,而

第二组参与者在学习后对商品介绍 !卖家信誉 !支付方式 !评论情况的重视程度则有所下降 "

(二)属性内容满意度描述分析

在实验过程中,实验参与者在评价属性重要性的同时也对属性的具体内容满意情况作了评价 "这里仍然将

第一轮对各属性内容满意情况的平均打分作为主观评价 ,将所有轮次对各属性内容满意情况平均打分作为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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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 ,可以部分证明假设 1, 即消费者进行网上购物时对商品的部分属性的重视程度以及满意程度会

发生明显变化 "

(四)参与者收益分析

在本实验中 ,参与者的收益不仅取决于参与者自己对商品属性重要性和满意度的打分情况 ,而且取决于其他

参与者对商品属性重要性和满意度的打分情况 "参与者首先给商品属性重要性和满意度打分 ,通过公式

Y二艺Z -M - (l)

其中Y为商品得分 , z -为属性 i的重要程度 ,M -为属性 i的满意程度 "由式(l) 得出参与者给每轮商品的打分 ,

然后根据公式

:
凡乙nqQqO

凡 二
loo x(了一}了一划)

Y
(2 )

82808684 00000000
钾舔求彩牙斗物

其中只为参与者j在每一轮的

积分 , 耳为参与者j在每一轮当中

对商品的打分情况 , r 为在每一轮

当中所有参与者对商品的平均打

分 "由式 (2) 算出参与者在每轮当

中的积分情况 "该公式表明 , 参与

者打分越接近于平均分 , 他的积分

越高 "

本实验的基本逻辑是 , 参与者

给商品属性重要性和满意度进行打

分 ,根据打分的情况获得积分 ,然后

根据积分的情况及之前的行动 , 调

整下一轮对商品属性重要性和满意

度的打分 "根据以往的知识和经验

调整自身行动的过程就是人们的学习

过程 ,因此可以说参与者每一轮平均

积分的变化是由参与者的学习行为引

起的"

实验结果数据显示 ,第一组参

与者在每一轮所获得的平均积分都

在 78 分以上 ,第二组参与者在每一

轮所获得的平均积分都在 84 分以

上 "图 1为第一组和第二组参与者

在每一轮的平均积分折线图 "从总

2 3 4 5 6 7 8 9 10 l l l2 l3 l4 l5 l6 l7 I8 l9 2 0 2 1 2 2 2 3 24 2 5 2 6 2 7 2 8 29 3 0

(a ) 实验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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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实验轮次

图1 第一组 5a) 和第二组 5b) 每一轮的平均积分

体走势来看 ,第一组每一轮的平均积分走势不明显 ,而第二组每一轮的平均积分随着实验轮次的进行有明显上升

的趋势 ,也就是说第二组的参与者的学习行为提高了他们的收益 "

因此 ,根据第二组的实验结果可以部分证明假设 2:即网购消费者的学习行为会不断提高消费者的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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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 , 由于消费者都采取

能够带来较高收益的行动 , 消费

者的行为表现出趋于一致的特

征 "即推论 1也是成立的 , 这点

主要通过对第二组参与者在每一

轮当中获得积分的标准差进行分

析加以证明 "参与者在每一轮当

中的积分标准差反映该轮内各参

与者收益的差异性 "标准差越

小 ,各参与者在每轮当中的收益

差异就越小 ,标准差越大 ,各参与

者在每轮 当中的收益差异就越

大 "而参与者的收益取决于他们

自身对商品的打分行为 ,打分行

为越一致 ,参与者的收益差异就

越小 "因此 ,标准差越低 ,表现出

来的打分行为越一致 "图2 为第

一组和第二组参与者在每一轮的

积分标准差折线图 "从总体趋势

来看 ,第一组每一轮的积分标准

差走势不明显 , 第二组每一轮的

积分标准差则随着实验轮次的进

行有下降趋势 "因此推论 1得以

证明 "

虽然以上对假设 2 及推论1

的证明均取 自第二组的实验结

2 3 4 5 6 7 8 9 l0 ll l2 l 3 l4 l5 l6 l7 l 8 l 9 20 2 l 2 2 2 3 2 4 25 2 6 2 7 2 8 2 9 3 0

(a ) 实验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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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 实验轮次

图2 第一组(a) 和第二组 5b) 每一轮的积分标准差

果 ,但不能否认第一组参与者在实验的过程中也存在学习行为 "因此关于假设 3 的检验 , 即比较两组实验对象整

体学习效果谁优谁劣 ,这里通过比较两组实验对象在每轮当中的平均积分进行分析 "描述性数据表明 ,第一组参

与者在每一轮所获得的平均积分为 87 .40 ,低于第二组的 93 .35 ,差距是否显著 ,仍然采用 AN OVA 方法 "检验结

果为 ,在 l% 的显著性水平上 , F 统计量的值为42 .10 7 , 由此表明第二组每轮的平均积分显著大于第一组每轮的平

均积分 ,即第二组参与者的收益显著高于第一组参与者每轮的收益 "这与假设 3 正好相反 ,商品种类丰富的购物

环境并非有助于增强消费者学习效果 ,反而是种类较少的购物环境学习效果较好 "

五 !对检验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一)关于属性重要性及满意度变化的再讨论

关于重要性变化 "第一组实验检验出参与者对快递费用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 ,对其他商品属性的重视程度

变化不明显 ,表明了在种类丰富的购物环境中,消费者对价格 !商品介绍 !商家信誉 !支付方式 !评论情况的重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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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基本不变的(例如 ,重视价格的消费者会持续重视价格 ,不重视价格的消费者一般不会特别看重价格) ,而对

快递费用的关注成为进一步了解商品和对商品做出评价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二组实验检验出参与者对商家信誉

的重视程度明显下降 ,而对其他属性的重视程度变化不明显 ,表明了在种类简单的购物环境 ,消费者对价格 !商品

介绍 !支付方式 !快递费用和评论情况的重视程度是基本不变的 ,而随着购物次数的增加 ,消费者对商家的信誉越

来越信赖 "

关于满意度变化"第一组的检验结果显示参与者对价格的满意程度明显上升 ,对支付方式的满意程度明显

下降 ,对其他属性的满意性变化不明显 "这反映了在种类丰富的购物环境中,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价格 ,不同的

价格更容易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预期(例如 ,消费者的心理价位是 10 0元 ,百货商场既有很多高于 100 元的商品 ,又

有很多低于 100 元的商品 ,而低于 100 元的商品更容易使得消费者心理上得到满足);而就目前来看 , 网络购物的

支付方式种类有限 ,缺乏新意 ,因此 ,消费者在支付方式上难以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所以支付方式的创新可以成为

推动网络购物的又一新突破点 "第二组的检验结果显示参与者对支付方式和评论情况的满意程度明显下降 , 而

对快递费用的满意程度明显上升 "这反映了在种类简单的购物环境中,单调的支付方式和缺乏新意的评论显得

有些乏味 ,不能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预期 ,而快递费用由于逐渐符合消费者的心理预期 ,消费者对快递费用的态度

逐渐满意 "

(二)关于参与者收益问题的再讨论

在本次实验中 ,参与者的收益取决于自己及其他参与者给商品的打分 ,而商品的得分又取决于参与者对商品

属性的重视程度及满意程度 "参与者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收益 ,就要不断地调整对商品的打分 ,因而要不断地改

变对商品属性的重视程度及满意程度 ;另外 ,参与者调整了对商品的打分后 ,会影响其他参与者的收益 ,于是其他

参与者也会通过改变对商品属性的重视程度及满意程度来调整对商品的打分 "因此 ,消费者对商品属性的重视

程度及满意程度的变化受自身及他人行动的影响 "

另外 ,本实验对假设 2 及推论 1 的检验主要取自第二组的实验结果 ,这并非说明第一组参与者的学习行为不

能带来更高的收益 ,而是因为消费者面对商品种类丰富的的购物环境时 ,学习环境较为复杂 ,学习过程需要较长

时间 ,大家的行为协调起来比较困难;而当消费者面对商品种类简单的购物环境时 ,学习环境较为简单 ,大家的行

为可以较快地趋于一致 "这一点用来解释假设 3 不成立也是适用的 "

六 !结论及建议

通过本文的研究和分析 ,提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 , 由于不断的学习 ,消费者在网上购物过程中对部分商品属

性的重视程度会发生变化 ,对部分商品属性内容的满意程度也会发生变化;第二 ,消费者对商品属性的关注程度

及满意程度受自身及他人行动的影响;第三 ,在商品种类简单的网络购物环境中 ,消费者的学习行为能够给其带

来收益 ,此外 ,由于消费者都采取带来较高收益的行为 ,因此 , 随着购物次数的增加 ,消费者的行为会趋于一致 "

第四 ,面对商品种类丰富的购物环境 ,消费者的学习效果不一定很好 "

本文基于学习行为视角采用实验的方法对消费者网上购物的行为变化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一方面给网络

购物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另一方面 ,研究结果对于商家企业的营销策略来说有一定的指导和

借鉴意义 "鉴于消费者网上购物的学习行为特点 ,作为网上卖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充分挖掘消费者 :

(l) 要重视网络消费者的学习行为 "消费者在网上购物过程中 ,其行为总是不断地发生变化 ,能够带来更高收

益的购物体验会促进消费者不断地进行网上购物 "因此商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记录消费者的相关行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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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2) 作为网上卖家 , 不能因为消费者对商品某个属性的不重视而忽略该属性内容的完整性或者根本不提

供该属性的相关内容 "网上卖家应该尽可能从多方面提供商品的相关信息 , 因为消费者对商品某些属性的重

视程度是不断变化的 ,消费者有可能特别看重某一属性而购买该商品 "此外网上卖家还要不断调整和完善商

品各个属性的具体内容 ,针对消费者的预期提供相关的内容 " (3) 增加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与联系 ,最好使得消

费者的利益都相互关联起来 "在网上购物过程中 ,消费者不断的进行学习 ,学习带来的收益影响到其他消费

者的收益时 , 消费者的行动将会趋于一致 ,这样网上卖家就能够更好地探索消费者的特点并且提供有针对性

的服务 " (4 )实验研究结果表明 ,消费者面对多种商品的学习效果要弱于面对少数商品的学习效果 , 因此 , 网

上卖家提供商品时种类不要太过繁杂 , 至少要有明确的分类体系 ,使得消费者有一个较好的预期和平稳学习

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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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IN G Z h i一b in , Z H O N G W ei一zh o u , Z E N G X iao 一eh u n

(Sehool of E eono mi es an d Finan ee , X i,an Jiaotong U nivers ity , X i,an 7 1(X) 6 1)

A bstra ct:This paper ,bas ed on the vers peetive of le翻 ing behav ior ,using experi me ntal m eth od s , studied the ehara e-

teri sties of o记ine shopping eonsum ers , behavioral ehan 罗.Study re sul ts are as fo llow .Th e learn ing behavior 15 al w 叮5 dri v-

ing eonsume rs to 罗tthe high er pro fit,and as allthe oal ine shopPing eonsumers have tak en aetionswhieh ean bring higher

retu m s , th erefore , u n d er eert ai n eirc um st an ee s , eon su m ers , b eh av ior 讯 11 eon v erse ;d硫 ren t onlin e sh 叩 p in g en viron m ent ,

th e re su lts of le am ing wi ll b e d iffe re n t. Th is p ap er bri ng s on a n ew pe rs p e etiv e of stud y o n oal in e sh op p in g b eha vior , an d

the re searc h re sults is of 脾 at邵iding 51, ifi eanee fo r the business ente印ti se,s e 一m ar keting strat egi es#

K 盯 w o rd s :C o n sum er ;O n lin e Sh o pp in g ;Le am ing B eh av io r ;E xp eri m en tal R e se arc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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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 A n al ysis B 斑犯d o n P a oel D ata S俪 ul te n eous E q ua tio n S yst em s

L l X ian g , IJ Y on g 一gan g

(Sehoo l "f Eeono而es, Nanj ing U nivers ity , Nanj ing 210093)

A b stra ct :E xp a n din g re sid en ts, c ons u m p tion 15 an im p o rt a nt e ou nterm e asure to aeh ieve th e sustain ab le d eve lo pm en t of

C hin a, eeon om y . B ased on th e p ro vin eial P an el dat a fro m 199 8 to 2 0 09 , th is pap e r eon stru e ts sim ultan eo u s eq u at ion system s

to a nal y ze th e re lat ion sh ip am o ng C h in ese d em ogra p hie d ep e nd en ey , h ou sin g p ri ee s fl u etu at ion an d re sid en t.5 eon su m ption .

Th e em Piri eal re sults indieat e as fo llow s:( l) Th ere 15 no re m ark ab le re lation betw een dem o脚 phie dePendeney an d hous-

ing pri ees w hile th e inere as e of urb anization ra tio an d ineom e ra ise housing pri ees.(2 ) Th e youth dependeney ra tio 15 neg-

ativ ely re lat ed to re sid en ts, eo nsu m p tion w h ile th e o ld d ep en d en ey ra tio 15 n ot re m ar kab ly re la ted to re sid en ts, eon sumP -

tion.Th e ehan ge Of dem o脚 Ph ie dependeney ra tio 15 notthe re as on to eause the low re sidents, eonsum ption.(3) Th e re al

e state we 沮th e ffe e t 15 no t re m ark ab le .R esid en ts, eon su m p tion eu sto m 15 th e k ey fa eto r to im pac t th eir eo nsu呷 tio n an d th e

in ere ase of in eome al so pro mo tes eon su m p tion . Th ere fo re , it n ee ds to im p ro v e resid en ts, ine om e lev el, p ro mo te the tran sfo 卜

ma tion of re sid en ts, eo nsum ption e on eeP t a n d 四 ide re sid en ts, rat ion al e on su m P 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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