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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五人格与在校大学生线上知识付费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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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大学生群体是线上知识付费的主力军$了解大学生人格特质与线上知识付费行为的关系$有助于对学生
消费者进行合理范围内的心理预期控制%选取杭州市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从大五人格特质
!和善性)勤勉审慎性)情绪敏感性)外向性)开放性#出发$研究不同人格特质对大学生线上知识付费感知风险)

感知价值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外向性特质对线上知识付费感知经济风险)感知功能风险影响程度最大*

情绪敏感性特质对线上知识付费感知社会风险产生影响程度最大*开放性特质对线上知识付费感知价值影响程
度最大%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相关营销建议&对不同特质消费者进行偏好引导)提升付费产品质量)法治化运营线
上知识付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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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知识付费指消费者出于明确的求知目的而付费购买的线上碎片化知识服务$中国网民为优质互
联网内容付费的习惯已逐渐养成$内容付费市场潜力巨大%当前线上知识付费的受众群体以

A$

后的年
轻群体为主$消费者年龄集中在

"#

"

!#

岁$消费者主要为职场人士)自由职业者和高校学生%当代西方
研究大众文化的代表人物约翰1费斯克认为$在消费社会所有的商品都具有物质和文化功能$受众可以
从知识付费产品中构建自己的想法$否则它们就会被拒绝+

%D"

,

%知识分享平台是建立在消费基础上的有
偿知识传播$消费水平和媒介接触程度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选择机制的作用+

"

,

"

%媒介在知识付费领域
的地位从之前的从属地位转变为主导地位$针对知识付费产品的营销行为有了更为强烈的目的性和指向
性+

!

,

%陈晓堂+

J

,认为科技期刊应依照互联网的消费者特点实现知识服务和知识付费%可见$知识付费产
品需要给消费者以物质及精神获得感$且平台需要根据消费者特点进行精准营销$而人格特质是影响消
费者线上知识付费行为的重要因素+

#

,

%根据人格特质形容词建立起的人格因素分类$已经取得了较大的
进展%目前人格心理学中被广泛接受的分类是

O'67+

+

B

,

%B"的大五人格特质$它包括和善性)勤勉审慎性)

情绪敏感性)外向性)开放性%不同特质的个人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交往习惯或行为$最终影响其结合型
社会资本的积累+

C

,

%人格特质是指成长于同一时代的一群人的相似性的总和$是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共
同作用的结果+

E

,

%感知风险是消费者对损失的主观预期$它是一种'多维现象(

+

A

,

%采取已有研究成果$

将线上知识付费感知风险划分为三个方面&感知功能风险)感知经济风险)感知社会风险%感知功能风险
指产品购买结果是否符合消费者预期的不确定性$反映消费者对产品无法达到预期性能的担忧%感知经
济风险指不良购买选择或决策造成货币损失的可能性%感知社会风险指消费者认为他们的同伴可能会
因为他们的购买行为而对他们做出负面评价%感知价值是消费者个体对实际得失与期望得失的主观评
价$它能够影响大学生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决策行为等%许峰等+

%$

,认为外向性的人格特质确实会对消费
者从感知价值到满意度产生一定的影响%较多文献都指出感知价值与消费者最终行为有较大相关性%

付费意愿意味着消费者做出某些行为的可能性$并对最终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我们基于大五人
格)感知风险)感知价值等理论$构建起人格特质

D

感知风险)感知价值
D

线上知识付费意愿分析模型并进
行实证研究$有助于理解不同特质消费者的知识付费行为$为提高线上知识付费产品服务质量和优化资
源配置提供参考$并为大学生线上知识付费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相关建议%

>

!

文献基础
>A>

!

大五人格特质对感知风险&感知价值的影响
%>%>%

!

和善性对感知风险)感知价值的影响
和善性指一个人遵守他人制定的规则的程度$体现为利他主义的特点%和善性得分高的人容易与他

人保持友好关系$表现出顺从)愉快)合作的倾向$并强烈关心家人和朋友的幸福%和蔼可亲的人更喜欢
和谐的社会互动和合作的生活+

%%

,

%他们试图通过与他人和谐相处来保持自尊$并关心自己的自尊$自尊
心使他们对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矛盾的容忍度降低$这种行为可能会延续到感知风险领域+

%"

,

%自尊和
感知风险之间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

B

,

%B#

%通常而言高自尊人群更自信$不会过多关注负面评价$较难
产生尴尬情绪$我们认为和善性对感知风险有负向影响%以往研究发现和善性特质较高的人强调事物令

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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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愉快的特征$即在线上知识付费产品中更强调令人愉快的一面$我们认为和善性对感知价值有正向影
响$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和善性对感知经济风险)感知功能风险)感知社会风险有负向影响$对感知价
值有正向影响%

%>%>"

!

勤勉审慎性对感知风险)感知价值的影响
勤勉审慎性的特点为有组织性)有责任心)能自律)遵守规则%勤勉审慎性体现在责任感上$责任感

与自我约束)能力和完美主义等属性有关%

I0)6:/0S6T2

等+

%!

,认为勤勉审慎性高的个体有成就性和可靠
性等特质$他们有抱负$做事脚踏实地$小心谨慎$富有条理%

'̀*

3

等+

%J

,实证得出责任心与风险承受能
力之间存在负相关$他认为与责任心相关的特征如负责)可靠和谨慎$往往使责任心得分高的人具有较低
的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风险敏感度$使得他们倾向避免巨大的失败$避免承担过多的风险$因此我们认为
勤勉审慎性对感知风险有正向影响$勤勉审慎性特质较明显的消费者在体验线上知识付费产品或服务过程
中$对所购买产品是否符合自己预想中的要求这方面会更加关注%如果两者出现较大偏差$他们会更加关
注是否能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可见$勤勉审慎性对线上知识付费产品的感知价值有负向影响$由此提出如
下假设&勤勉审慎性对感知经济风险)感知功能风险)感知社会风险有正向影响$对感知价值有负向影响%

%>%>!

!

情绪敏感性对感知风险)感知价值的影响
情绪敏感性指个体易焦虑)紧张和缺乏安全感的性格特点%它包括较为消极的特征$如抑郁)焦虑)

愤怒和不安全感%情绪稳定度低的人可能有很高的神经质水平$如果面对经济上具有挑战性的环境$焦
虑程度就会变得很高$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认为高风险可能会导致令人遗憾的不良后果$刺痛自
己的良心+

%#

,

$从而有必要避免高风险容忍行为带来的可能更高的焦虑状况+

%B

,

%情绪稳定度低的人更愿
意处于低风险容忍环境中%因此$我们认为情绪敏感性对感知风险有正向影响%情绪敏感性描述的是个
体在遭遇挫折时的情绪状态$情绪敏感特质得分较高的人在同质服务中更易关注负面影响$易在与人交
流的过程中产生敌对情绪$进而对服务不满%当线上知识付费产品或服务质量$客服人员的服务态度及
表达若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则容易引起情绪敏感性消费者的不满%我们认为情绪敏感性对感知价值有
负向影响$由此提出如下假设&情绪敏感性对感知经济风险)感知功能风险)感知社会风险有正向影响$对
感知价值有负向影响%

%>%>J

!

外向性对感知风险)感知价值的影响
外向性指一个人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感知程度$体现个体的社交)健谈)自信)精力充沛和开朗属性%

一个人越外向$他就越善于交际$往往更活泼)更有行动导向)更倾向于寻求感官刺激和满足%从生理学
上讲$性格外向者的皮层唤醒水平低于期望水平$他们会寻求一个刺激的环境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C

,

%性
格内向者能在高于最佳皮质唤醒水平的条件下工作$他们不会感到需要更多的刺激%

'̀*

3

等+

%J

,实证得
出外向性与风险耐受性呈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更高的风险耐受性需要更高的皮质兴奋性使得外向性特
征更明显%我们认为外向性对感知风险有负向影响%由于阐述外向性与感知价值关系的相关文献较少$

本文不涉及外向性与感知价值的影响研究$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外向性对感知经济风险)感知功能风
险)感知社会风险有负向影响%

%>%>#

!

开放性对感知风险)感知价值的影响
开放性的特点是智慧)想象力及与思想相关的努力$一个人开放性程度越高$越容易接受创新)新思

想和变化%开放性指一个人对经验和想法开放的程度$具有求异)创造的特质$表现个人精神生活和经验
的深度和复杂性$有时也被称为智力或想象力+

%E

,

%卢安文等+

%A

,认为开放性特质的消费者更容易感到自
身情绪上的愉悦$并正向影响消费者满意度%对此类消费者而言$个性化产品能满足他们追求创新的期
待$并让他们感到愉悦%因此我们认为开放性对感知价值有正向影响%由于阐述开放性与感知风险影响
的相关文献较少$本文不涉及开放性对感知风险的影响研究$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开放性对感知价值
有正向影响%

>A?

!

感知风险对线上知识付费意愿的影响
以往研究证实了感知风险与网络购物行为之间的负相关$并进一步明确了感知经济风险是最统一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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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购物行为预测因子%由于网上展示的产品存在不确定性$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产品时存在一定程度的
犹豫心理%一般知识付费产品的价格也不算很低$可知大学生在选择购买线上知识付费产品需要承担一
定的经济风险%在购买之前$大学生所能接触到的可能只是一些产品简介类或是消费者评论等信息$实
际产品功能与他们所认知的功能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可知他们承担一定的功能风险%有些产品出于提
高知名度)提升口碑等需要$需要参加的学员进行转发打卡$这类活动使得他们也承担着一定的社会风
险%感知风险的存在使他们在决策时会更加慎重%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感知经济风险)感知功能风
险)感知社会风险对大学生线上知识付费意愿有负向影响%

>A@

!

感知价值对线上知识付费意愿的影响
消费者经常使用价格作为衡量产品质量的指标$即价格越高感知价值越高%如果消费者认为一种产

品或服务的质量高于另一种产品或服务$他们自然会期望为前者支付更高的价格$而以往研究证实了感
知价值与网络购物行为之间呈正相关%消费者主要通过产品名称)价格)简介)产品试读或试听对产品价
值进行综合感知%在知识付费行业$不同消费者对知识付费内容的需求和偏好不同$而消费者对产品价
值的感知属于核心竞争力$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感知价值对大学生线上知识付费意愿有正向影响%

>AB

!

研究模型

图
>

!

大五人格与感知价值)感知风险)线上知识
付费意愿关系的实证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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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7'

P

+

8

-')'*,2*0T*'S,0;

3

0

基于上述综述与研究假设$实证研究模型涉及
的变量主要有大五人格特质)感知价值)感知风险和
线上知识付费意愿$如图

%

所示%

?

!

数据来源与实证分析
为了保证内容信度及效度$变量和测量项均来

源或改编于现有文献$大五人格特质量表来源于文
献+

"$D"%

,%感知风险量表来源于井淼+

""

,等设计的
感知风险维度量表$包含经济风险)功能风险)社会
风险三个维度%感知价值量表来源于文献+

"!

,$知
识付费意愿的量表来源于文献+

"J

,$选项采用李克
特

\2T0)7C

级量表形式%

调研采用线上问卷的形式进行$通过微信和微博等方式发放问卷链接%调查对象选自杭州市在校大
学生%问卷发放两次$共计发放

!$$

份$去除无效问卷
%E

份$获得有效问卷
"E"

份%被调查者相关特征
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

%

表
>

!

被调查者相关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4/'%>

!

M06:)2

P

725067+72672:6'-)0,05+*7:/+)+:70)2672:6'-)06

P

'*;0*76

被调查者相关特征 人数 百分比/
Z

性别

受教育程度

月均线上知
识消费额/元

男
%"$ J">C

女
%B" #C>!

高中/中专
%# #>"

大专
%# #>"

本科
%"$ J">C

研究生及以上
%!! JC>$

!!

$

"

"$ %$# !C>%

!#

"$

"

%$$ #B %A>E

#

%$$

"

"$$ #J %A>$

#

"$$

"

E$$ %"C J#>"

#

E$$

"

%$$$ %" J>!

#

%$$$ J% %J>C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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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克隆巴赫系数!

O)'*Q+:/

'

#来测量各变量及整体的信度$各项克隆巴赫系数均大于
$>C

$表示各
变量及整体信度较好%在大五人格特质)感知风险)感知价值探索性因子分析中$根据

9b99

分析结果$

a]@

值!

a+260)D]0

8

0)D@,T2*

#为
$>CE#

$巴特利球体检验!

[+)7,077

#球形鉴定显著性小于
$>$#

$说明该问
卷的结构效度较为合适%

?A>

!

回归分析
将大五人格特质分别与线上知识付费感知价值)感知经济风险)感知功能风险)感知社会风险进行回

归分析$并将感知风险)感知价值与付费意愿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比较各模型的
$

"

$最终得到结果见表
"

%

表
?

!

大五人格与感知风险)感知价值)付费意愿的回归分析
:4/'%?

!

d0

3

)0662'*+*+,

8

626'-[2

3

V250

P

0)6'*+,27

8

7)+276+*;

P

0):0250;)26T

$

P

0):0250;5+,(0+*;S2,,2*

3

*0667'

P

+

8

自变量 因变量
感知价值 经济风险 功能风险 社会风险 付费意愿

大五人格特质

外向性
g$>J"A

$$$

g$>J$!

$$

g$>"BE

$

和善性
$>J""

$$$

$>%AB

$

$>%JE

$

g$>"A%

$$

勤勉审慎性
g$>"E"

$$

$>$E! g$>$$E $>"$J

$

情绪敏感性
$>%$$

$>"##

$$

$>$#E

$>JC%

$$$

开放性
$>JJ"

$$$

感知风险
经济风险

g$>%$"

功能风险
g$>!%"

$$$

社会风险
g$>"!J

$$

感知价值 感知价值
!!

$>JE%

$$$

模型变化量
$

"

$>B$" $>#%B $>JEA $>B%$

!

$>BJ$

调整后
$

"

$>#A# $>JEJ $>J"A $>#EE

!

$>B%$

% C$>CA% BB>"%B BJ>$AC C#>#"#

!

EE>$$#

!!

注&

$

表示
&

%

$>$#

*

$$

表示
&

%

$>$%

*

$$$

表示
&

%

$>$$%

%

">%>%

!

和善性与感知风险)感知价值的关系
从样本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和善性对线上知识付费感知经济风险)感知功能风险)感知价值都有显

著正向影响$对感知社会风险有显著负向影响!

%>%>%

节假设部分成立#%根据以往研究文献$无论是在
不确定情境下还是传统情境下完成风险决策任务$相对于高)低程度自尊者$中等程度自尊者表现出更高
的风险偏好+

"#

,

%由于在本研究中涉及的和善性测量题项可能并不能很好反映大学生的自尊程度$且自
尊程度与感知风险也存在一定的复杂关系$使得和善性对感知经济风险)感知功能风险的负向检验并不
显著%

">%>"

!

勤勉审慎性与感知风险)感知价值的关系
从样本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勤勉审慎性对线上知识付费感知社会风险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感知价

值有显著负向影响!

%>%>"

节假设部分成立#%可见$在大学生群体中勤勉审慎性得分较高的人会更加关
注购买的产品与预期的偏差及周围人的评价%大学生可能受年龄)经验)心性等因素影响$勤勉审慎性在
受调查大学生群体中表现的程度并不高$这是因为大学生群体还处于大学校园中$对未来的责任感还没
有那么强$避免失败的倾向性不强$所以避免承担过多风险的行为意向表现不强$使得勤勉审慎性对感知
经济风险及功能风险的检验效果不显著%

">%>!

!

情绪敏感性与感知风险)感知价值的关系
从样本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情绪敏感性对线上知识付费感知经济风险)感知社会风险有显著正向

影响!

%>%>!

节假设部分成立#%在感知风险中$其系数绝对值由大到小为&感知社会风险!

$>JC%

#)感知
经济风险!

$>"##

#%对大学生群体而言$拥有情绪敏感性特质的人常常对人生抱有消极的态度$在经济条
件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他们更为关注的是他人对自身的评价*其次便是经济风险$他们认为有必要避免高
风险行为带来的高焦虑状况%学生作为受调查群体$他们大部分情绪较为稳定$情绪敏感性特质表现不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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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使得情绪敏感性对感知风险及感知价值的检验中效果不显著%

">%>J

!

外向性与感知风险的关系
从样本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外向性对线上知识付费感知经济风险)感知功能风险)感知社会风

险有显著负向影响!

%>%>J

节假设成立#%在感知风险中$其系数绝对值由大到小为&感知经济风险
!

$hJ"A

#)感知功能风险!

$>J$!

#)感知社会风险!

$>"BE

#$由此可以看出外向性对线上知识付费感知经
济风险正向影响程度最大$其次为感知功能风险$最后为感知社会风险%性格外向者不仅对社会交际
感兴趣$而且在生活和人际关系中主动)热情)爱冒险%外向性得分较高的人对社会风险的感知程度
较低$对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不会过于敏感$但他们在购买产品时$依旧会在意产品的经济风险及功能
风险%

">%>#

!

开放性与感知价值的关系
从样本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开放性对线上知识付费感知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

%>%>#

节假设成
立#%开放是对艺术)情感)想象)好奇心的欣赏$开放性程度关系到个人尝试新事物的意愿%开放性程度
较高的人往往比性格封闭的人更具创造力$更了解自己的感受%大学生群体正是一个开放性较高的人
群$他们对新事物保持较高的热情$充满激情$所以样本数据中开放性对线上知识付费感知价值的影响程
度较大!

$>JJ"

#%

">%>B

!

大学生线上知识付费感知风险)感知价值与付费意愿的关系
从样本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线上知识付费感知功能风险)感知社会风险对付费意愿有显著负向影

响$感知经济风险对付费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

节假设部分成立#$感知价值对付费意愿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

节假设成立#%我们认为$大学生可能对市场上的知识付费产品价格已经较为熟悉$且产品
价格大多类似$这造成感知经济风险对大学生的付费意愿影响不大%若是大学生群体在购买付费产品前
发现消费者评论得分较低或简介过于夸大等现象$那么他们的感知功能风险会增强从而降低付费意愿%

若是大学生群体发现付费产品需要进行帮转)打卡)分享等行为$那么他们的感知社会风险会增强从而降
低付费意愿%

@

!

建
!

议
@A>

!

对不同特质消费者进行偏好引导
知识付费平台运营商可以通过大数据精准了解消费者的人格特质$设置弹出页社交文本的生成$并

根据消费者特质生成有针对性的推荐语$从而更好地获得消费者的认同$提高消费者的点击率与购买转
化率%外向性)和善性)情绪敏感性对经济风险的显著影响可以提醒内容创作者适当采取措施$如推出团
购优惠$完善退款售后保障$提供订单记录便捷查询等方式以增强消费者的经济安全感知%外向性)和善
性对功能风险的显著影响可以提醒平台运营商对知识产品的内容加强审核$在产品介绍页加强对产品功
能)意义的介绍$增强消费者功能价值感知%外向性)和善性)勤勉审慎性)情绪敏感性对社会风险的显著
影响可以提醒知识产品内容创作者及平台运营商在推广时减少一些功利色彩较浓的营销手段$通过加强
平台内部)社交圈)媒体传播渠道的运营管理$来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感知热度$加深对产品的印象%激
发受众购买产品的焦虑营销$是当下平台运营商对知识付费产品的主流营销方式%但由于营销模式单
一$同质化严重$加上刻意渲染焦虑情绪$夸大产品功能$容易让消费者产生一定程度的感知风险%平台
需要在营销内容上重点体现知识付费产品的实用性和稀缺性$将营销范围从知识付费产品扩展到知识服
务上$这才能提升消费者的感知价值$降低消费者的感知风险%

@A?

!

提升付费产品质量
感知价值是影响付费意愿的核心因素$知识平台运营商可通过提升付费产品质量来提升消费者价值

感知$可对平台内的内容进行'精耕细作($向更多更丰富的细分领域扩展$内容涵盖商业)音乐)亲子)情
感)文学)生活等方面%首先应强化平台管理$严格规范平台内知识分享者的主体身份$明确更新知识内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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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时间和频率$加强对内容的筛选和把关$提高价值含量$使其更加系统化)结构化*其次应建立合理的
知识内容评价机制)售后保障机制$积极收集消费者反馈$进一步满足付费消费者需求$改善付费消费者
体验%

@A@

!

法治化运营线上知识付费产品
从行业角度分析$知识付费是一种崭新的商业现象$网络视频制作)网络课程录制等需要知识生产者

投入许多资源$大部分知识信息是具有体系化)高质量)高附加值$消费者为之付出必要的报酬也是合情
合理的%知识付费法治化运营缺失使得知识付费行业发展中出现了知识产品质量不高)盗版侵权问题较
多等现象%因此$应加强知识付费平台的法律监管$完善知识付费的线上交易机制$加强知识付费的知识
产权保护$稳步推动知识付费行业法治化运营+

"B

,

%从公司内部管理角度分析$中国目前尚无十分清晰
的)针对线上教育)知识付费领域的监管细则%在知识付费领域中$知识输出者!指教师)内容分享者)培
训师等#和行业公司的法律关系较为模糊%限于实际可行性的困难$绝大部分线上教育公司营业执照上
的经营范围没有被核准从事'教育培训类业务(%知识付费运营平台需要建立严格且稳定的知识内容审
核及监控体系$并合法合规管理消费者的在平台中购买产品)评论等行为$关注自身平台网络与信息安全
管理水平的提升%

B

!

结
!

语
线上知识付费意愿受感知风险)感知价值等多种因素影响$感知风险对付费意愿有负向影响$感知价

值有正向影响$其中感知功能风险的影响程度最大%不同人格特质的大学生对线上知识付费产品的感知
风险和感知价值程度不同%在大五人格中$开放性人格对知识付费产品价值的感知程度影响最大$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外向性人格对付费产品经济风险及功能风险的感知程度影响最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情绪敏感性人格对付费产品社会风险的感知程度影响最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由于人格特质的复杂
性$且消费者从产生购买欲望到实际付费的决策过程中受较多的因素影响$使得有些实证检验结果并不
明显%因此$在分析个人特质对付费意愿的作用时需要采取整合视角$否则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果%本
研究探讨了不同人格特质对大学生线上知识付费意愿的影响过程$这是对现有人格特质对知识付费意愿
影响研究的重要补充%但人格特质在更多时候起到的应是调节作用$未来可以将人格特质作为调节变
量$对不同人格特质大学生的线上知识付费行为路径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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