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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私家车消费心理分析

刘伟英,赵培全,张晶杰
 

山东交通学院 汽车工程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7

摘要:为准确把握私家车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分析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间的关系,以济南市就业 3
 

a 内有购车意

向的消费者为主要调研对象,线上发布调查问卷,选取车辆的动力性、安全性、价格、售后服务、外观、内饰等为

主要购车影响因素,分析消费者对哈弗 H6、北京现代 ix35、荣威 RX5 三款运动型多用途汽车( sport
 

utility
 

vehicle,SUV)的消费心理,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判断矩阵,计算并分析各影响因素的权重。 结果表明:在私家车

购买过程中,消费者更关注车辆的安全性、动力性、价格等因素,对车辆售后服务、外观、内饰的关注程度相对较

低;在 3 款 SUV 作为私家车的前提下,消费者更倾向选择哈弗 H6。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私家车消费心理分析可

为汽车销售企业制定产品销售策略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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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居民购车需求随之上升。 在私家车巨大需求

背景下,各汽车销售企业竞争激烈,在市场竞争中如何打好“价格战” “销售战” “销量战” “服务战”等成

为众多汽车销售企业关注的问题。 分析私家车消费群体的消费心理,可将定性、主观的因素转化为定量

的数据,更客观、准确地预测私家车消费市场的消费趋势。 因此,研究消费者购买行为及购买心理已成为

汽车销售领域的热点。
消费者的消费过程主要受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影响。 Nicosia 等[1] 提出消费者购买行为受心理因素

与环境因素影响,心理因素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较显著;邵世风[2] 研究发现价格、品牌、经济性等因

素对消费者的购车行为影响较显著;鲍月[3]分析私家车购买群体的购买动机,发现中等收入群体没有明

显的购车意向;许亚志[4]分析了我国私家车可持续消费特点及消费现状,得到行为意向的 6 个前因变量;
王颖[5] 、徐国虎等[6]以新能源汽车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及影响因素;杨媚茹等[7] 分析

了节能环保汽车购买群体的购车行为,发现补贴政策对购买动机影响显著;赵斌[8]研究了混动、纯电动汽

车的消费群体,发现年龄、教育、收入、职业等因素对消费行为影响较显著;马钧等[9]分析了消费者购买纯

电动汽车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Peters 等[10]研究发现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购买倾向并不十分明显;王
丽萍[11]研究发现消费者的年龄、收入等个人因素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偏好;王剑[12] 针对消费者的消费心

理和消费行为制定市场营销策略;陈凯等[13] 分析了大学生群体的消费心理,发现大学生消费意向不明



确,消费意愿较低。 不同国家的私家车消费群体中,男性消费者与女性消费者的比例及他们的消费心理

与消费行为也存在较大差异,如德国女性消费群体占私家车消费群体的 50%以上[14] 。
消费心理研究是汽车营销的重要内容,准确把握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是制定产品销售策略的关键。 现

有研究在分析消费者消费行为时,考虑影响因素的种类虽多,但针对产品自身因素对购买决策的影响涉

及较少,本文从车辆自身相关因素出发,选取哈弗 H6、北京现代 ix35、荣威 RX5
 

三款价格约为 ￥ 15 万的

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port
 

utility
 

vehicle,SUV)为研究对象,采用层次分析法分析车辆特征对济南市就业

3
 

a 内有购车意向消费群体的消费决策和消费心理影响。

1　 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的关系

消费心理是指消费个体在选择、对比、购买、使用、评价商品及服务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心理

活动[15] 。
消费行为的进行过程,也是消费心理和消费需求不断满足的过程,消费心理通过消费行为得以表

现[16-17] 。 研究消费者的行为模式最主要的是研究购买者(who)、购买对象(what)、购买目的(why)、购买

时间(when)、购买地点(where)、购买方式( how)、购买价格( how
 

much),也就是研究消费者在购买过程

中的七问分析法(5W2H) [18] 。
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整个过程中,与产品相关的价格、宣传、文化、政策等外部因素对消费者的购买心

理(包括需求、认知、态度、兴趣、联想、想象等)产生刺激,当消费者的购买心理逐步发展为强烈的购买意

愿,即对产品拥有强烈的购买规划和购买动机时,购买产品、购买时间、购买数量、购买金额等购买行为随

之产生[19-20] 。

2　 私家车消费心理分析

消费者的需求趋于多元化,紧凑级别的车型已不能满足部分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多的私家车消费

者选择购买 SUV 作为家庭用车,SUV 车内空间大、动力强[21] 。 以 3 款价格约为 ￥ 15 万的 SUV 为研究对

象,采用层次分析法分析济南市消费群体的消费决策和消费心理。
2. 1　 消费者购车关注因素

影响消费者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如人格特点、气质类型、经济水平、产品特点等,这些因素对消费者的

购买行为影响较显著[22] 。 影响私家车消费群体购车的产品特点因素较多,如:动力性、安全性、价格、售
后服务、外观、内饰、经济性、品牌等,通过调研,选取消费者较为关注的车辆动力性、安全性、价格、售后服

务、外观、内饰等 6 个因素作为影响购车的主要因素。
2. 2　 构造层次分析模型

2. 2. 1　 层次分析法

表 1　 判断矩阵元素 aij 的 9 级标度法

重要性等级 标度

指标 i 与指标 j 同等重要 1

指标 i 比指标 j 稍微重要 3

指标 i 比指标 j 较强重要 5

指标 i 比指标 j 强烈重要 7

指标 i 比指标 j 极端重要 9

两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2,4,6,8

指标 j 与指标 i 的重要性 a ji = 1 / aij

层次分析法步骤一般可分为 3 步。
1)建立层次结构模型,确定决策问题的目标层、准

则层和方案层。
2)构建判断矩阵,从层次结构模型的准则层开始,

指标两两间相互比较,按照 9 级标度法(见表 1)比较各

指标对上级目标的相对重要性,依次构造判断矩阵,直至

最下层。
3)专家打分完毕后,采用 Yaahp 软件求解下层指标

对上层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实际分析问题时通常难于构造满足严格一致性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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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23] ,所以一般要求判断矩阵可一定程度偏离一致性条件。 采用一致性指标 CI 鉴别判断矩阵是否可以

接受,CI 越小,说明一致性越大。 考虑到一致性偏离的随机性,采用检验系数 CR( CI 与平均随机一致性

指标 RI 之比)检验判断矩阵是否具有满意的一致性时,若 CR <0. 1,则认为该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
否则不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2. 2. 2　 济南市私家车消费心理分析模型

为使私家车购买决策问题条理化和清晰化,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济南市私家车消费心理分析模型,
以私家车购买决策为目标层;准则层为售后服务、动力性、安全性、价格、外观、内饰;方案层为哈弗 H6、北
京现代 ix35、荣威 RX5,分析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济南市私家车消费心理分析模型

2. 3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私家车消费心理分析

采用网上调查问卷的形式,选取济南市就业 3
 

a 内有购车意向的消费者为问卷主要对象,共发放调

查问卷 120 份,收集有效问卷 80 份。 根据问卷调查所得相关数据构造判断矩阵,计算各指标权重,进行

一致性检验。
构造准则层对目标层的判断矩阵

A =

1 1 / 5 1 / 7 1 / 2 4 4
5 1 1 / 3 1 / 4 1 / 6 7
7 3 1 5 6 4
2 4 1 / 5 1 2 2

1 / 4 6 1 / 6 1 / 2 1 2
1 / 4 1 / 7 1 / 4 1 / 2 1 / 2 1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

经计算 A 的权重如表 2 所示,CR = 0. 099
 

6<0. 1,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表 2　 准则层各指标对目标层的权重

准则层指标 售后服务 动力性 安全性 价格 外观 内饰

权重 0. 094
 

5 0. 284
 

7 0. 423
 

3 0. 101
 

1 0. 051
 

4 0. 045
 

0

由表 2 可知:购买私家车时消费者最先考虑的是车辆的安全性,其余依次为动力性、价格、售后服务、
外观及内饰。 车辆的安全性一直是消费者关注的核心因素,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道路交通事故频发,
私家车消费者对汽车安全性的需求不断上升;道路条件改善,消费者对驾乘体验及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

车辆的动力性也是消费者比较关注的因素之一;消费者经济状况是影响购买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对

车辆价格的关注度也较高;好的售后服务可以带给消费者良好的用车体验并使顾客满意度上升,因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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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对售后服务也较为关注;女性消费者比男性消费者更感性,女性在消费时较多依赖自身感觉[24-25] ,
外观和内饰是私家车呈现给消费者的一种外在印象,不同的车辆外观给消费者的第一感觉也存在差异,
但结果显示,汽车的外观及内饰对消费者购车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

构造方案层对准则层的判断矩阵,方案层各指标对准则层中售后服务的判断矩阵

B1 =
1 2 2

1 / 2 1 1
1 / 2 1 1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同理,可构造方案层各指标对准则层其他指标的判断矩阵,计算方案层各指标对准则层的权重及

CR,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方案层各指标对准则层的权重及 CR

准则层 方案层 权重 CR

售后服务

哈弗 H6 0. 493
 

4

北京现代 ix35 0. 310
 

8

荣威 RX5 0. 195
 

8

0. 051
 

6

动力性　

哈弗 H6 0. 539
 

6

北京现代 ix35 0. 297
 

0

荣威 RX5 0. 163
 

4

0. 008
 

8

安全性　

哈弗 H6 0. 527
 

8

北京现代 ix35 0. 332
 

5

荣威 RX5 0. 139
 

6

0. 051
 

6

准则层 方案层 权重 CR

价格

哈弗 H6 0. 249
 

3

北京现代 ix35 0. 157
 

1

荣威 RX5 0. 593
 

6

0. 051
 

6

外观

哈弗 H6 0. 539
 

6

北京现代 ix35 0. 163
 

4

荣威 RX5 0. 297
 

0

0. 008
 

8

内饰

哈弗 H6 0. 539
 

6

北京现代 ix35 0. 163
 

4

荣威 RX5 0. 297
 

0

0. 008
 

8

由表 3 可知:方案层对准则层判断矩阵的 CR 均小于 0. 1,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将准则层对目标层的权重与对应的方案层对准则层的权重相乘后求和,得到方案层哈弗 H6、北京现

代 ix35、荣威 RX5 对目标层的权重分别为 0. 500
 

9、0. 286
 

3、0. 212
 

8。 在 3 款 SUV 作为私家车备选方案

前提下,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哈弗 H6,其次是北京现代 ix35、荣威 RX5。

3　 结语

为研究消费者在购买私家车时的消费心理,选取车辆的动力性、安全性、价格、售后服务、外观、内饰

等 6 个影响因素为购车主要影响因素,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济南市私家车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发现消费

者对车辆的安全性、动力性、价格关注度较高,对车辆的售后服务、外观、内饰关注度相对较低。 以哈弗

H6、北京现代 ix35、荣威 RX5 为购车对象时,消费者更倾向购买哈弗 H6。 汽车销售企业在汽车营销过程

中应关注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及购车行为的核心影响因素,制定具有企业特色的宣传策略及车辆介绍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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