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移动支付用户使用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习 勤，张若愚，姜美芳，李 翔
（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抽象的构念进行估计与检定，将观测变量与潜变量关系、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同时进行处理，分析了

移动支付企业用户使用意愿的特征，综合测定了不同影响因素对用户使用意愿的影响系数。最终得出结论：社群影响对用户的

使用意愿影响最显著，使用成本则是对使用意愿影响最小的因素。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移动支付企业用户使用意愿的特

征，综合测定不同影响因素对用户使用意愿的影响系数。 最终得出结论：社群影响对用户的使用意愿影响最显著，使用成本则

是对使用意愿影响最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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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及综述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移动支付工具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工具。 移动支付是指借助

手机、掌上电脑、笔记本电脑等移动通信终端和设备,通过 SMS( short message service)、IVR( 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WAP(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等多种通信方式进行银行转账、缴费和购物等交易活动。 移动支

付作为一种新的支付方式,有便捷、安全和可靠的优点。 近年来移动支付以年均超 70%的涨幅速度飞速增

长，且发展前景依然广阔。 作为一个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行业，研究用户使用意愿是对企业营销发展战略具

有重要意义的。

近几年国内外有许多关于移动支付工具的研究，Zhou[2]整合任务技术匹配理论和 UTAUT 模型，建立了

以手机银行用户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移动支付使用意愿模型，分析了用户使用手机银行的原因及影响其使用

的因素。 Hsu[3]在 TAM 的研究成果上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增加了感知安全性，感知成本，主观规模等影响因

素，构建了移动支付工具使用意愿的结构模型，发现了感知有用性显著影响使用意愿，而感知成本对移动支

付工具的影响较小。陈华平等[4]将感知风险和感知成本两个因素添加到 UTAUT 模型，说明绩效期望，感知风

险对移动支付消费者 1 有显著影响，所以影响了消费者 1 的使用行为。魏守波等[6]在 TAM 基础上，对移动支

付消费者信任因素进行了研究，对以前的移动支付模型进行了进一步扩充，感知易用性和信任对使用意愿

有比较明显的影响，网络外部性，信任倾向对可以影响使用信任性，从而影响用户对移动支付工具使用情

况。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研究则是从市场环境及政策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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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卷设计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收集数据，根据 TAM 模型的理论设定了调查问卷的基本框架，并根据研究目的详细

设置了问卷的问题。
2.1 问卷指标体系

根据调查问卷的设置，将各个题目概括分类，构成了三级指标体系。

表 1 移动支付工具使用情况指标体系

Tab.1 Index system of mobile payment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移动支付工具

用户使用情况

调查

个人特征

了解新产品

使用新产品

收益了解

风险了解

使用成本
更换手机

话费支出

使用收益
使用方便

提高效率

使用风险
信息泄露

财产失窃

社群影响

被推荐使用

跟风使用

追求时尚

商家营销

使用意向
自身使用意向

推广意向

2.2 问卷质量控制———基于调查与信度分析

在进行正式调查之前，首先对部分研究生进行了预调查，预调查共调查了 30 名研究生，涵盖经济、工

科、文科各个专业。 根据预调查的结果对问卷质量进行检验，我们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对问卷的信度进行

检验。得出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47 达到了可以进行调查的程度。接着又根据预调查中收集到的意见对问

卷的一些细节进行了修改，使问题表述更加清晰。
正式调查发放了共 420 份纸质问卷， 回收问卷 496 份。 在回收问卷的基础上，经过编码、录入总共得到

个 490 份 样本数据，但其中包含了一些的无效数据，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清洗，经过清洗删除了出现以下

情况的样本：① 明显的人为录入错误，如五级量表中出现 34 等值；② 前后明显矛盾；③ 空白选项太多，问

卷信息明显不全；④ 异常值。 经过筛选后得到 483 份有效问卷。 再次对问卷质量进行信度检验，得出 483 份

有效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87，表明问卷效果是可靠的。 再对问卷进行效度检验，对于问卷效度检

验的方法有很多，在这里本文主要采用结构效度检验的方法对问卷的效度进行检验。 对样本进行因子分析

得出 KMO 检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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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界定即通过 SEM 技术语言规范将理论模型转化为 SEM 模式
模型界定

解读各项参数的意义及整体效果
分析结论

结构方程的分析需要一定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即提出假设和理论模型
结构提出

模型识别即检验模型是否具有统计与方法上的可识别性
模型识别

抽取样本并测量数据
抽样与测量

通过参数估计计法估计模型中的各项待估参数通常使用最大似然估计
参数估计

通过各项拟合指数来评价模型拟合的效果
模型拟合评价

对于拟合效果不佳的模型进行调整重新界定，可根据 MI 指数的指示调整
模型修饰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802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3 500.117

df 210

Sig. 0.000

表 2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Tab.2 KMO and Bartlett test

KMO 为 0.802 已经达到了理想的效度，可以继续进行分析研究。

3 方法介绍

3.1 理论准备

目前国内外对于移动支付工具用户使用意愿的研究多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TAM 模型对理性行为

理论做了简化，对影响信息技术接受使用的决定因素提供一个普遍性的解释与说明。 TAM 作为研究消费者

接受与使用信息技术行为的经典模型，也是本文进行移动支付工具用户使用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
对于模型的求解方法，本文采用的是结构方程模型，在大数据时代，结构方程模型（SEM）是处理大型，

高维数据的最好方法之一。 它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能够对抽象的构念进行估计与检定。 结构方程模型能够

同时考虑并处理多个因变量，也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存在误差并同时处理因子与题目和因子与因子之间的

关系。 典型的因素分析在进行潜在变量的估计时事先无法预知潜在变量与观察变量之间的关系。 而在结构

方程模型中潜在变量的概念与内涵是基于理论的推导，因此这种结构方程也成为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

构方程分为两部分：一是测量模型，一是结构模型。
Y=ΛYη+ε （2）
X=ΛXξ+δ （3）
η=Bη+Γξ+ζ （4）

其中： Y 和 X 为内生潜变量和外生潜变量的观测变量；ΛY 与 ΛX 是观测变量被潜在变量解释的回归矩阵即

因素载荷；B 是潜变量之间的回归矩阵；ε，δ，ζ 均为误差项。 结构方程模型建立：

图 1 结构方程程序图

Fig.1 Structural equation procedure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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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型假设

根据 TAM 模型以及大量关于消费者行为研究的文献首先提出了影响用户使用移动支付工具意愿的 5
个维度。

表 3 初始 5 个维度的模型

Tab.3 Model of initial five dimensions

2. 使用移动支付工具的收益 正向影响

3. 使用移动支付工具的成本 反向影响

4. 使用移动支付工具的风险 反向影响

5. 社群影响 正向影响

维 度

1. 个人特征

影响关系

正向影响

3.2.1 个人特征

移动支付工具是一种新式的产品，它不但是一种技术创新，更是一种新的理财方式。 任何人在初步接触

并使用移动支付工具时都需要一种冒险精神，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愿意去尝试新事物。 因此用

户个人的新潮性特征会影响用户的使用意愿。 越具有新潮性的人越愿意使用移动支付工具，即新潮性对使

用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H1: 个人特征正向影响使用意愿。

3.2.2 使用受益

移动支付工具作为一种电子商务本身是要能够给用户带来受益的，受益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的金钱

上的受益，一种是难以量化的部分如方便性和高效率。 显而易见对于受益的感知越高用户就越愿意使用移

动支付工具，即使用受益对使用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H2： 使用受益正向影响使用意愿

3.2.3 使用成本

移动支付工具作为一种电子产品，虽然使用不需要直接支付费用，但是任何产品都不可能无偿使用。 使

用移动支付工具也会产生一定的隐性成本， 比如为了更流畅舒适的使用可能需要更换手机或升级系统，移

动支付工具上挂载的广告及交易流程也会产生一定的流量费用。 显然用户对于使用成本的感知越明显用户

就越不愿意使用移动支付工具。 因此使用成本对使用意愿具有反向影响。

H3： 使用成本反向影响使用意愿

3.2.4 使用风险

本文定义的移动支付工具使用风险是指用户对使用移动支付工具这种产品所感知到的各种潜在的风

险。 如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金融风险和由于系统的稳定性不足带来的损失及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用户显

然会因为一定的风险感知而不愿意使用移动支付工具，即使用风险对使用意愿存在反向影响。

H4： 使用风险反向影响使用意愿

3.2.5 社群影响

每个人都是社会人，任何人都和周围的人或事存在普遍的联系。 因此每个人的行为都或多或少的受到

周围群体的影响，对于移动支付工具的使用行为显然也会受到用户的社会群体影响。 如果用户比较容易接

受社会群体的影响那么本文认为该用户会更愿意也更容易接受移动支付工具并使用它。

H5： 社群影响正向影响使用意愿

移动支付工具作为一种商品也需要大量的营销推广才能被大众所知进而才能被用户使用。 因此一个人

是否容易被商家营销活动引导页影响着他是否愿意使用移动支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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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

Fig.3 Fitting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4 实证研究

根据理论模型，在 AMOS 中绘制模型结构图，
并导入数据进行拟合，但是初步的理论模型拟合效

果并不理想，因此我们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

调整。 由于理论模型结果显示，使用风险对使用意

愿的影响不显著，我们考虑使用风险是否可以通过

其他变量的中介作用影响使用意愿。 基于这种假

设，我们提出了使用风险增加使用成本，进而影响

使用意愿的模型结构。 在 AMOS 中进行运行后结

果如图 3 所示。

图 2 五维度理论模型

Fig.2 Five-dimension theor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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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方程模型拥有一系列的检验数对模型的拟合效果进行检验，本文的模型在各项检验数上都达到了

理想的标准。

可以看出各项指数均达到了理想的要求。 而模型中各项载荷系数和路径系数的估计也都达到了统计上

显著的标准。 图 3 中给出的是未标准化的系数，表 4 给出了结构方程拟合出的非标准化的载荷系数及路径

系数。

表 4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

Tab.4 Fitting index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拟合指数 x2 df x2/df RMR GFI AGFI PGFI NFI IFI CFI

模型指数 173.421 92 1.885 0.076 0.958 0. 938 0. 648 0. 924 0. 963 0. 962

理想标准 <2 越小越好 ＞0.9 ＞0.9 ＞0.5 ＞0.9 ＞0.9 ＞0.95

表 5 标准化载荷系数与路径系数的估计

Tab.5 Standard load coefficient and path coefficient estimation

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 Estimate S.E. C.R. P

使用成本 <--- 使用风险 1.000 0.049 3.160 0.002

使用意愿 <--- 社群影响 0.726 0.069 7.278 ***

使用意愿 <--- 使用成本 -0.121 0.199 -1.961 0.050

使用意愿 <--- 个人特征 0.157 0.081 2.534 0.011

使用意愿 <--- 使用受益 0.437 0.061 4.808 ***

使用方便 <--- 使用受益 0.812

提高效率 <--- 使用受益 0.860 0.069 13.912 ***

了解新产品 <--- 个人特征 0.530 0.131 9.067 ***

使用新产品 <--- 个人特征 0.478

商家营销 <--- 社群影响 0.598 0.077 10.824 ***

追求时尚 <--- 社群影响 0.717

自身使用意愿 <--- 使用意愿 0.703 0.127 8.885 ***

推广意愿 <--- 使用意愿 0.543

话费支出 <--- 使用成本 0.111 0.269 2.805 0.005

更换手机 <--- 使用成本 0.155

收益了解 <--- 个人特征 0.775 0.190 8.461 ***

风险了解 <--- 个人特征 -0.733 0.167 -8.558 ***

跟风使用 <--- 社群影响 0.716 0.083 12.174 ***

财产失窃 <--- 使用风险 0.654 0.092 6.320 ***

信息泄露 <--- 使用风险 1.062

被推荐使用 <--- 社群影响 0.552 0.073 10.0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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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结构路径图

Fig.4 Path graph structure

社群影响

使用受益

个人特征

使用成本

使用意愿

使用风险

表 5 中可以看出，各个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且影响方向与假设相同，表明本文之前的假设成

立。 图 3 中包含了较多相关关系，将其简化保留路径图可以清晰的看出各个因素对使用意愿的影响程度。

路径图反应的是结构方程模型中的结构模型。 从路径图中可以看出，对使用意愿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

是社群影响路径系数为 0.726，其次是使用收益路径系数为 0.437，再其次是个人特征（0.157）和具有反向影

响的使用成本（-0.121），而使用风险是通过使用成本的完全中介作用来影响使用意愿。 从路径图的结果可

以得出结论：用户是否使用某种移动支付工具主要受周围人群的使用情况和商家营销影响，其次用户会受

到使用移动支付工具能够带来的收益的影响。 因此移动支付公司在制定战略计划时，应将社群营销放在首

位 ，其 次 是 增 加 移 动 支 付 的 功 能 及 覆 盖 范 围 ，提 高 使 用 移 动 支 付 的 受 益 性 ，然 后 再 降 低 使 用 移 动 支

付 的 成 本 。

从结构模型的结果中企业可以制定出战略计划的大方向，而通过测量模型则可以确定战略计划的细节

方向。 首先看社群影响方面。

从社群影响的 4 个方面看，用户跟风使用（荷载系数 0.761）的意愿更为明显。 而商家营销（荷载系数

0.598）的影响仅比被推荐使用（荷载系数 0.552）的影响略高。 因此在开展社群营销的时候，应注重时尚和用

户普及度，要尽量使用户的范围更加广泛以吸引更多的用户。 再来分析使用成本是使用风险两部分：

从图六可以看出相对于话费支出（0.111）用户更关注是否需要更换手机（0.155），与财产失窃（0.645）相

比用户更担心个人信息会泄露（1.062）。据此企业在开发移动支付软件时要注意兼容性，降低对硬件的要求，

以扩大用户范围。 在风险控制上面应更注重对用户个人信息的保护，使用户能放心的使用软件。

图 5 社群影响荷载图

Fig. 5 Community impact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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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使用成本与风险荷载图

Fig. 6 Use cost and risk of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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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使用受益荷载图

Fig. 7 Use benefit load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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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受益方面， 提高效率和使用方便

相差虽然不大， 但移动支付工具能否提高生

活效率是用户更为关注的。 因此企业在开发

软件时应更注重工具的便捷性。

在个人特征这个维度中可以看出， 用户

是否倾向于使用移动支付工具来代替现金，

关键在于对移动支付收益的了解程度。 因此

企业在宣传营销时应加强对移动支付收益情

况的宣传。

综合来说，结构方程的结果显示，对于移

动支付企业来说吸引和稳定用户最重要的因

素就是用户周围社会群体的使用情况，其次是提高移动支付的受益性，用户个人的新潮性和知识性对使用

意愿的影响较低，而移动支付工具的使用成本和风险对使用意愿影响最小。 因此移动支付企业的首要目标

为加强社群营销，以用户影响用户，注重用户口碑的建立和宣传，在营销活动中还应突出时尚和收益性以开

发新用户。 而企业在进行软件开发时首先要做的，是提高使用移动支付的收益，如提供更优惠的支付折扣，

更广泛的使用途径和覆盖范围，并且要简化软件操作流程，使软件使用更加便捷，其次降低软件对硬件的要

求，提高兼容性并注重保护用户个人隐私。

5 结论

用户的使用意愿对移动支付企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的运营目的主要在于开发和稳定用户

群，并提高用户活跃程度。 因此对于使用意愿的研究，将成为企业营销发展策略制定的重要依据。 本文经过

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在研究使用意愿这种难以通过单一的指标进行准确测量分析的对象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可以综

合多个观测变量对抽象潜变量的描述，并同时分析各潜变量对目标变量的影响，进而能够准确的反映研究

对象的结构关系特征。

2） 根据结构方程结果可知，社群影响是对用户使用意愿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因此移动支付企业要注

重采用社群营销的手段，注意积累口碑才能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

3） 本文以结构方程为工具，不但分析了各个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且对各个潜变量内部的因子

载荷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更细致精确的决策建议：在营销活动中还应突出时尚和收益性以开发新用户。 而企

业在进行软件开发时首先要做的，是提高使用移动支付的收益，如提供更优惠的支付折扣，更广泛的使用途

径和覆盖范围，并且要简化软件操作流程，使软件使用更加便捷，其次降低软件对硬件的要求，提高兼容性

并注重保护用户个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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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SEM Analysis of Mobile Payment Willingness

Xi Qin, Zhang Ruoyu, Jiang Meifang, Li X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gement，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Us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the abstraction and detection of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observed variables and latent variabl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teat variables at the same
time, 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bile payment business users’ intent, comprehensive determination of
different influence factors for the users, and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s. Finally, it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com-
munity impact on users’ willingness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the cost is the minimal impact on users’ intent.
Key words： mobile payment；User behavior；SEM；usage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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