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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考察忧虑性、可控性和预测性这三个风险认知特征之间的关系 ,及其和总风险及风险应对行为的

关系 ,通过文献研究和深度访谈得到 16个风险来源 ,并形成最终问卷。采用非随机抽样的网上调查方式调查

了 174名个人供方。结果表明 :忧虑性对总风险的影响较大 ;可控性及预测性相关较高 ,合并成一个维度 ;两

种风险认知特征的来源要素不同 ;个人供方倾向于采取尽可能多的风险应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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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C2C型电子商务 ( consumer to consumer) ,原

是指个体消费者通过网络彼此交换二手物品。由

于其跨时空、跨地域 ,交易成本低 ,可随时进行交

易 ,可交易人群数量庞大等优势而很快得以推广。

它发展十分迅猛 ,但也存在一些隐忧 ,如诚信问题

突出、法律政策环境有待改善等 ,这些都是 C2C

型交易中卖家必须承担的风险。

风险认知属于心理学范畴 ,指个体对存在于

外界各种客观风险的感受和认识 ,且强调由直观

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的经验对个体认知的影

响 [ 1 ]。Mun (2004) [ 2 ]总结了三类风险认知的研

究范式 :技术范式、心理测量范式和社会文化范

式。心理测量范式最常用。技术范式致力于得出

可以量化的风险可接受水平 ,并推论到各种不同

的危险情境中。心理测量范式源于 Starr ( 1969)

发展出来的表述优先 ( stated p reference)范式 [ 3 ]
,

通过比较不同客观风险来源的主观风险水平及其

认知风险特征 ,来推断人们对实际风险的主观认

知加工过程。不过 , Krim sky和 Plough ( 1989 ) [ 4 ]

认为 ,如果脱离了风险认知所植根的复杂的社会

框架 ,根本无法理解人们对风险的认知。针对这

一缺陷 ,社会文化范式将社会和文化理论引入风

险认知研究 ,试图用文化固着和社会学习等概念

来预测和解释什么人对于潜在的危害会知觉到危

险的程度 [ 5 ]。风险认知特征是应用心理测量范

式的研究内容。Slovic等 (1981, 1984) [ 6、7 ]首先用

描述人格的词汇来描述风险事件 ,并将研究者们

涉及到的风险认知特征划分为两个因素 (忧虑性

风险和未知性风险 )。Ahmed等 ( 2002) [ 8 ]、Saras2
vathy等 (1998) [ 9 ]在文章中都提到了供方十分关

注风险的“控制 ”,这与本研究对个人供方的访谈

结果相一致。而 Slovic和谢晓非等人的研究 [ 1、10 ]

表明 ,同时考察多个风险认知特征可以加深对风

险认知的内部层次结构的理解。

因此 ,本研究综合考虑文献中涉及到的风险

认知特征 :“忧虑性 ”、“可控性 ”和“预测性 ”,通

过问卷调查法研究 C2C型交易中个人供方的风

险来源和风险认知特征。

2　方法

2. 1　问卷

结合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 ( 10位个人供方 ,

网上经营经验 1年以上 ,每月成交量 3笔以上 , 10

人样本已饱和 ) ,得出 C2C型电子商务交易中的

16个风险来源。用 5点 L ikert式量表分别评估

16个风险来源在忧虑性、可控性、预测性上的表

现以及总风险。

2. 2　施测与样本

采用了非随机抽样的网上调查的施测方式。

在大型综合论坛、国内 C2C交易网站发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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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个人供方参与研究。获得 174名个人供方 ,

其中男性占 55. 7% , 20 - 30 岁的占 77. 0%。

2003年以后开始网上经营的占 68. 4% ,月成交量

10笔以上的占 17. 7%。

3　结果与分析

3. 1　3个风险认知特征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总风

险的影响

分别计算 3个风险认知特征在 16个项目和

总分上的相关 ,发现 ,忧虑性与可控性 (看到信息

的买家少 ,不良买家 ,买家不信任网购 , P < 0.

01)、忧虑性与预测性 (买下不要 ,配送落后 ,支付

落后 , P < 0. 01 )分别只在 3个项目上存在负相

关 ,总分相关均不显著 ( P > 0. 05) ;而可控性与预

测性在所有项目及总分上都正相关 ( P < 0. 01 )。

表明它们同属一个维度。对风险认知特征及总风

险进行回归分析 ,调整后 R
2

= 0. 598, P < 0. 01。

其中 ,忧虑性影响最大 (β= 0. 43, P < 0. 01 ) ,可

控性影响次之 (β= - 0. 38, P < 0. 05) ,预测性影

响最小 (β= - 0. 34, P < 0. 05 )。因此下面从忧

虑性和可控性来探讨个人供方的风险来源要素。

3. 2　忧虑性和可控性的风险来源要素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得出忧虑性的 4个风险

来源要素 (累计解释量达到 69. 51% ,α > 0. 6)和

可控性的 3个风险来源要素 (累计解释量达到

63. 26% ,α > 0. 6) ,见表 1。

表 1　忧虑性和可控性的风险来源要素 　　 ( n = 174)

风险来源要素 特征根 解释量 所含项目

配送与支付环节

(忧虑性 )

5. 51 39. 35 买家拍下又不要了 ,或见面交易时又不要了、配送落后 ,如送货慢

或损坏货物、银行或邮局汇款系统落后 ,如慢或出错、买家多次退

换、买家不怀好意或素质太低

沟通环节

(忧虑性 )

1. 68 11. 99 没有及时与买家联系或交流、买家不及时和我联系或交流、不能

很好地与买家交流

信息呈现环节

(忧虑性 )

1. 48 10. 57 交易平台 (如易趣或淘宝 )出问题 ,如无法浏览网页、网页上的产

品介绍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我的物品、没有及时更新网上的产品

信息、买家的订货信息丢失或弄错
备货环节

(忧虑性 )
1. 06 7. 59 一次进的货过多、物品不适合在网上销售

消费者

(可控性 )

6. 20 38. 76 买家不及时和我联系或交流、买家拍下又不要或见面交易时又不

要、买家多次退换、不怀好意或素质太低、认为网上购物不可靠

中介

(可控性 )

2. 82 17. 64 交易平台 (如易趣或淘宝 )出问题 ,如无法浏览网页、配送落后 ,如

送货慢或损坏货物、银行或邮局汇款系统落后 ,如慢或出错

内部经营

(可控性 )

1. 10 6. 86 一次进的货过多、物品不适合在网上销售、买家的订货信息丢失

或弄错、没有及时与买家联系或交流、不能很好地与买家交流

3. 3　风险应对行为与风险认知的关系

本研究考察了 12个个人供方可能采取的风

险应对行为 ,发现除“同城交易 ”外 ,几乎所有风

险应对行为都被超过 50%的个人供方所采用。

为考察是否采取某个风险应对行为对风险的忧虑

水平和可控水平的差异性 ,分别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见表 2。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前人风险认知研究中广泛提到的

3个风险认知特征 :忧虑性、可控性和预测性 ,同

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忧虑性对认知到的总风

险的影响最大 ,可控性次之 ,预测性的影响最小 ,

而以往的相关研究往往忽视了可控性对总风险的

影响。此外 ,风险的可控性和预测性高相关 ,风险

的忧虑性则相对独立 ,因此研究者认为不需要再

进一步分析“预测性 ”,而从“忧虑性 ”和“可控

性 ”入手 ,就可以对个人供方对电子商务交易中

的风险认知有很好的理解。据此 ,本研究进一步

探讨个人供方的风险来源 ,发现个人供方主要担

忧来自备货、信息呈现、沟通与配送和支付这 4个

环节的风险 ,即从整个交易流程的角度来考虑风

险 ;个人供方主要从消费者、中介和内部经营这 3

个角度来控制风险 ,即从交易所涉及到的各个主

体来考虑风险 ,验证了风险认知的多维度性。

在探讨风险应对行为与风险认知特征的关系

时 ,发现个人供方有尽可能多地采取风险应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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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倾向 :交易前最后确认、仔细查看买家资料、

只和诚意买家交易、互换好评等 4种风险应对行

为与忧虑性有关 ;主动与买家联系、交易前最后确

认、仔细查看买家资料、先声明出现问题不负责、

只和诚意买家交易等 5种风险应对行为与可控性

有关。但是 ,不同风险应对行为和风险认知特征

之间的因果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
表 2　风险应对行为与风险认知特征的关系 ( n = 174)

风险应对行为 忧虑性 t值 可控性 t值

1图文并茂 ,详细介绍 - 0. 09 0. 66

2主动与买家联系 0. 98 1. 983

3交易前最后确认 - 1. 803 1. 803

4仔细查看买家资料 2. 9333 2. 093

5在多个网站发布信息 0. 32 - 0. 58

6尽量低价 0. 49 - 0. 59

7先声明出现问题不负责 0. 40 - 2. 153

8主动挑选时间地点 - 0. 43 1. 35

9网上网下同时卖东西 0. 27 1. 10

10只和诚意买家交易 - 2. 313 1. 833

11互换好评 - 2. 5133 0. 49

12同城交易 - 1. 34 0. 28

　　注 : 3
P < 0. 05, 33

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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