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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用户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

郑扬银，江长斌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在感知风险一感知价值框架的基础上结合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共享单车用户使用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从使用态度、主观规范、信任、感知风险、感知收益五个方面分析了共享单车用户使用意愿影响因素。使用调查问

卷获取了武汉市用户的数据，采用 SPSS和 AMOS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和模型的检验，研究结果对促进共享单车的发

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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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共享经济这一新的商业模式在国内发展势头良好，根据 2018年 2月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

中的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 492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47.2%。从共享经济下交通出行领域的共享单车

发展来看，截至 2017 年底，全球共享单车投放量超过 2300 万辆，注册用户接近 4 亿人，累计订单量超过 115 亿单。共享单车

的出现引发了公众参与绿色出行的热潮，尤其是在武汉市，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交通的拥堵，对环境保护也有所助力。本研究通

过构建共享单车用户使用意愿影响因素模型，探讨影响用户使用共享单车意愿的关键因素，并提出建议和意见，促进用户更积

极的使用共享单车。为引导交通出行方式，和培养用户绿色出行理念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2、理论基础

2.1计划行为理论

Ajzen提出计划行为理论，研究表明，个体的行为受到个人行为意向的直接影响。而个体的态度、个体的主观规范和个体感

知行为控制则会通过影响个体行为意向，从而间接的影响个体的最终行为。罗长利等（2015）结合计划行为理论和感知风险理

论，研究了感知收益、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用户使用余额宝意愿的正向影响。余额宝是共享经济下金融领域的产物，共

享单车是共享经济下交通出行领域的产物，在其使用意愿影响因素上，可以进行引申。在本研究的模型构建中纳入感知收益、

主观规范、使用态度作为影响因素进一步发掘。

2.2感知风险一感知收益框架

感知风险一收益（BRA）模型表明，用户的行为都是在经过权衡风险和收益之后作出的最佳选择。同时用户感受到的风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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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会受到用户态度、信任等因素的影响。张应语等（2015）基于感知风险一感知收益框架，研究了信任、总体态度对感知收

益的正向影响，对感知风险的负向影响，以及感知收益对用户购买意愿的正向影响，感知风险对用户购买意愿的负向影响。使

用共享单车可以看作是对服务的购买，因此共享单车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可以由用户网购意愿影响因素引申而来。在本研究的

模型构建中纳入感知风险、信任作为影响因素进一步发掘。

3、研究模型与假设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感知风险一感知收益框架的相关研究，本文将使用态度、主观规范、信任、感知风险、感知收益作为

影响用户对共享汽车使用意愿的关键因素进行研究。在研究之前，根据这些理论提出一些相关的假设。

3.1使用态度因素

用户的使用态度对感知收益、感知风险和用户的使用意愿有很大的影响。当用户的态度积极的时候，用户能更加容易的感

知到自身所获得的收益，用户能更难的感觉到自身所承担的风险，用户更加愿意使用共享单车。因此，本研究作出下列假设。

假设 1（H1）：用户的使用态度对感知收益有正面影响。

假设 2（H2）：用户的使用态度对感知风险有负面影响。

假设 3（H3）：用户的使用态度对用户使用共享单车的意愿有正面影响。

3.2主观规范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感知到周围群体希望其去产生某种行为的程度。共享单车是共享经济下交通出行领域的新兴产物。在使

用共享单车这一行为上，很多个体很大概率上都是被周围群体带动。因此，本研究作出下列假设。

假设 4（H4）：主观规范对用户使用共享单车的意愿有正面影响。

3.3信任因素

信任对于共享单车用户的使用意愿有较大影响。当用户信任共享单车企业时，会倾向于使用该企业的共享单车。同时，当

用户信任共享单车时，对自身感知到的收益会更加敏感，增加收益的感知。相反会更少感知到自身承担的风险。本研究作出下

列假设。

假设 5（H5）：用户的信任对感知收益有正面影响。

假设 6（H6）：用户的信任对感知风险有负面影响。

假设 7（H7）：用户的信任对用户使用共享单车的意愿有正面影响。

3.4感知风险因素

有些学者对感知风险的维度进行划分，将其划分为时间风险、经济风险、心理风险、安全风险、社会风险、身体风险。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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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享单车的实际，需要考虑的是经济风险和安全风险。许多共享单车企业在用户使用共享单车时都收取了一定的押金，一旦

企业破产，用户就会面临着押金无法收回的损失。另外，共享单车在使用过程中，可能由于交通路况和共享单车本身的质量问

题，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当用户感知到使用共享单车可能会存在的风险时，可能就不会选择去使用共享单车。本研究作出

下列假设。

假设 8（H8）：用户的感知风险对用户使用共享单车的意愿有负面影响。

3.5感知收益因素

共享单车以其方便可取，绿色环保的特点为用户所喜爱。当用户在某个行为中感知到了这项行为带来的收益时，会倾向于

再次产生该行为。即共享单车用户感知到共享单车带来的便利时，会促使用户产生使用共享单车的意愿和行为。因此，本研究

作出下列假设。

假设 9（H9）：用户的感知收益对用户使用共享单车的意愿有正面影响。

基于以上的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本研究构建了共享单车用户使用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 共享单车用户使用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4、问卷设计和数据处理

本研究以调查问卷为主、访谈为辅的方式对上述建立的模型假设进行检验。问卷采用李克特 5级量表。1表示强烈不同意，

5表示强烈同意。为了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问卷参考国内外研究中比较成熟的测量标准，并结合共享单车特性进行细微的修

改和扩展。在问卷编制过程中还经过了前期的访谈调研和后期的专家意见修改，最后确定的问卷共有 18个题项。量表的题项见

表 1。将问卷通过网络渠道在武汉市内对共享单车用户进行发放并收集数据，共发放问卷 260份，回收获得有效问卷 230份。

表 1 调查问卷量表

潜在变量 测量项

使用态度

对共享单车新兴的出行方式我很放心

我敢于尝试使用共享单车

共享经济下交通出行领域的发展，让我的出行更加方便

我周围有人在使用共享单车

主观规范
有朋友或是亲人推荐我使用共享单车

周围人对共享单车的评价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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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对共享单车的评价值得信赖

信任

其他使用者对共享单车的评价值得信赖

共享单车企业自身的宣传值得信赖

使用共享单车时，我担心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

感知风险

使用共享单车时，我担心自己会出安全事故

共享单车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共享单车让我获得了更加便捷的服务

感知收益

使用共享单车，更加环保绿色

采用共享单车的出行方式，降低了我的出行成本

大家使用共享单车的想法我很支持

使用意愿
我愿意采取共享单车的出行方式

我愿意推荐共享单车给周围的亲人和朋友

5、数据分析和模型检验

5.1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所确定量表的测量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本研究采用 SPSS22.0 进行统计分析，并使用 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作为衡量指标来检验量表的信度。一般来说信度在 0.7以上，量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就可以保证。上述量表的信

度检验结果见表 2。表中结果都大于 0.7，该量表通过了信度检验。仍旧使用 spss22.0 对量表进行效度检验。看上述量表是否

可以很好的反应将调查的问题来达到研究目的。效度检验结果见表 3。各变量的 KMO 值都大于 0.5，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

著，说明测量模型中各个变量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表 2 信度检验结果

潜在变量 Cronbach's Alpha

使用态度 0.954

主观规范 0.856

信任 0.879

感知风险 0.894

感知收益 0.864

使用意愿 0.923

表 3 KMO和 Bartlett球体检验结果

KMO和 Bartlett球体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度量。 0.904 

Bartlet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2864.325 

df 2230

Sig 0.000 



5

5.2模型检验

在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后，本研究利用 AMOS软件进行结构方程分析验证，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路径分析。通过

路径分析，通过对模型进行路径关系分析，根据路径系数结果对假设的变量关系进行验证。假设检验结果、路径系数结果及变

量间的显著性关系如表 4所示。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值和标准如表 4所示。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假设通过了检验。

表 4 理论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路径系数 p值 检验结果

H1 0.542 *** 支持

H2 -0.231 ** 支持

H3 0.334 ** 支持

H4 0.725 *** 支持

H5 0.354 ** 支持

H6 -0.346 ** 支持

H7 0.268 关* 支持

H8 -0.665 *** 支持

H9 0.773 *** 支持

（P值=***表示在 0.001水平上显著，P值=**表示在 0.01水平上显著）

表 5 模型拟合指标结果

拟合指标 x2/df GFI RMR RMSEA TLI CFI NFI

标准 越小越好 ＞0.9 ＜0.1 ＜0.05 ＞0.9 ＞0.9 ＞0.9

指标值 1.28 0.923 0.856 0.034 0.918 0.927 0.933

效果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6、模型结果讨论及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知，理论模型中的 9个假设均通过了模型检验。

使用态度因素对共享单车用户的使用意愿有正向的影响，同时使用态度对感知收益有正向影响，对感知风险有负向影响。

这说明积极的使用态度有利于用户使用共享单车的意愿，提高用户感知收益，降低用户感知风险。武汉市政府可以从政策法规

方面着手，给用户一个积极的环境，正面的宣传和倡导也能提高用户的积极性，从而产生使用共享单车的行为。

主观规范因素对共享单车用户的使用意愿有正向的影响。当新兴事物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采取的是观望的态度，但是当周

围有人对他产生影响时，这些人的行为也会随之变化。共享单车企业可以采用免费试骑的方式，带动一部分人产生使用共享单

车的意愿，再借由口碑效应进行宣传，从而影响其他用户的使用意愿。

信任因素对共享单车用户的使用意愿有正向的影响。同时信任对感知收益有正向影响，对感知风险有负向影响。这说明共

享单车平台的信任度有利于用户使用共享单车的意愿，提高用户感知收益，降低用户感知风险。共享单车企业应当从自身出发，

提升自己的信任度，加强用户对共享单车的信任。确保每一次都给用户带来优质的体验，提升用户信任，促进用户使用共享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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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行为发生。

感知风险因素对共享单车用户的使用意愿有负向的影响。共享单车企业可以通过降低用户的感知风险来提升用户对共享单

车的使用意愿。共享单车企业可以为用户购买安全险，给用户以安全保障。同时，定期对车辆进行检查，排除安全事故隐患。

在押金收取方面，可以考虑接入阿里的芝麻信用数据，采取零押金的方式，免除用户押金难退的担忧。

感知收益因素对共享单车用户的使用意愿有正向的影响。共享单车企业可以通过给用户提供更大的收益来提升用户对共享

单车的使用意愿。在使用成本方面，共享单车企业可以通过降低使用费用来吸引用户。在服务方面，企业应当提供更加优质的

服务。使用算法进行用户使用共享单车地点和时间的预测，进行合理的单车投放和回收，保证用户能方便快速的使用共享单车。

7、结 论

本研究在感知风险一感知收益的基础上结合计划行为理论，将使用态度因素、主观规范因素、信任因素、感知风险因素、

感知收益因素结合在一起，构建了用户共享单车使用意愿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使用态度因素、主观规范因素、信任因素、

感知收益因素对用户使用共享单车的意愿产生了正向的影响。感知风险因素对用户使用共享单车的意愿产生了负向的影响。使

用态度因素、信任因素对感知收益有正向影响，对感知风险因素有负向影响。在此结果基础上，本研究对共享单车企业提出了

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除了上述分析的五个因素之外，可能还有其他影响用户使用共享单车意愿的因素。例如，共享单

车自身的因素，共享单车平台的因素等。而且本研究并未深入挖掘这些影响是否还与不同群组相关。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

步扩大样本的规模，对调查的群组进一步划分，对共享单车企业在面对不同群体时采取不同的用户策略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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