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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生态视角下消费者移动支付
采纳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张向宁　孙秋碧

【提　要】从以信息技术、信息人、信息环境三者为主体的信息生态视角出发，构建消

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影响因素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采用 Ｖｅｎｓｉｍ　ＰＬＥ软件进行模拟仿

真分析。结果表明，信息技术、信息人、信息环境这三个主体与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

存在较强的互动关系。对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享受性、感知行为控制、感知成

本、感知风险、形象、主观规范、商户采纳意愿等不同影响因素下的模型仿真结果进行敏

感度分析，以深入了解影响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的动态变化机理，为移动支付服务提供商

的应对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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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２０１７年８月发布的第４０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

至２０１７年６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７．５１亿；同时，上网设备进一步向移动端集中。① 对于移动支付

服务提供商而言，移动支付增量一方面来源于移动端客户的增加，不仅要维持现有客户，还要在不

断拓展的国内外市场争夺新客户；另一方面来源于应用场景尤其是线下支付场景的拓宽，如培养客

户在线下实体商店、公共设施的移动支付结算习惯等。因此，移动支付采纳一直是信息技术采纳领

域的重要研究内容。

对于移动支付采纳的研究，是从行为建模的角度进行的，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技术接受模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７１５０３０４９）和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２０１４Ｃ１２８）的阶段性成果。

①　《第４０次 〈中 国 互 联 网 络 发 展 状 况 统 计 报 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ｈｌｗｆｚｙｊ／ｈｌｗｘｚｂｇ／ｈｌｗｔｊｂｇ／２０１７０８／ｔ２０１７０８０３＿

６９４４４．ｈｔｍ，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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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ＴＡＭ）为核心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扩展的技术采纳模型。①②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等将 ＵＴＡＵＴ、ＤＯＩ与感知

安全性进行整合，证实了兼容性、社交影响和创新性对移动支付采纳意愿的影响。③ 国内学者主要基

于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构建模型并加以应用，陈华平等较早对我国移动支付用户使用行为进行

研究，但在其基于ＵＴＡＵＴ构建的理论模型中，风险认知、努力期望、便利条件等对行为意愿和行

为的影响并没有得到验证。④ 杨永清等基于感知价值理论及网络外部性理论，检验了感知有用性、消

费者创新意识、消费者感知价值对消费者接受移动支付意向的影响。⑤ 刘百灵等基于交换理论和双因

素理论，验证了资金激励、感知愉悦性、信息质量、企业信誉、隐私政策有效性等对感知利益、风

险的影响，并进而影响移动支付采纳意愿。⑥ 综上，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集 中 于 模 型 扩 展 或 模 型 整

合，但这种扩展或整合往往缺乏相互补充和集成，易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另外，移动支付在我国

的发展情况与欧美日韩等国差异较大，对国内移动支付采纳的研究依然缺少具有普遍适应性的研究

框架。而且，以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横截面数据的方法是从静态角度分析，但是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

意愿的变化是一个累积的动态过程。因此，将各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纳入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研究，

比较不同影响因素对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的长期影响效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信息生态视角下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的影响因素分析

信息生态由西方学者 Ｈｏｒｔｏｎ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他认为信息生态是生态视角下信息在组织

内流动所产生的关系。⑦ 我国学者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研究信息生态，董丽梅等认为，信息生态是

信息、人、环境之间关系的总和。⑧ 李嘉兴等认为，信息人是核心因素、信息技术是主要手段、信息

环境是重要条件，三者相互关联不可分割。⑨ 也有学者从信息生态视角对移动网络团购、微信等信息

技术采纳进行研究，建立了具有一定适应性的研究框架。瑏瑠 宋雪雁等认为，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

可以从主体、客体及人际影响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瑏瑡 消费者对信息技术的采纳意愿在信息生态的视角

下将受到信息技术、信息人、信息环境三个作用主体的共同影响，当信息技术出现并被消费者尝试

使用时，信息技术自身特性被展示，信息人根据自我认知能力对信息技术产生不同感知，而这种感

知将受到所处信息环境的 影 响。根 据 任 务 绩 效 链，采 纳 意 愿 将 影 响 使 用 行 为，使 用 行 为 带 来 反 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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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能体会到比预期更高或更低的绩效表现，从而改变其预期和认知。

（一）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在这里特指移动支付，移动支付是消费者的应用对象，作为已经被大多数人使用或知

晓的信息技术，其已经在使用者或潜在使用者大脑中留下了固有的几个品质特性，如相对其他支付

方式更加方便快捷等，这些有优势的产品特性将影响消费者认知，进而对消费者的采纳意愿产生影

响。信息技术作用力因果关系见图１。

１．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创新扩散理论告诉我们，用户只愿意去接受那些相较已经存在的

解决方案而言有独特优势的创新。① 移动支付具有与其他信息技术无异的属性，其已被充分认可的感

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对消费者采纳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同时，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也

是正向显著的。② 当产品容易使用时，带来的有用性认知也将显著提高。在实际应用中，移动支付拥

有清晰的信号、简单的支付流程、良好的图形展示，这使得移动支付不像信用卡、现金那样结账缓

慢，可显著提高交易效率，从而正向影响消费者的采纳意愿。

２．感知享受性。消费者在支付流程结束后，往往会分享自己的交 易，和 亲 人、朋 友 实 现 交 互，

这种传播方式一方面满足了用户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能对商家和商品进行广泛的宣传。移动支付

的社交性抓住了当下年轻人依赖智能手机的特点，将支付技术与社交应用结合起来，可以切实加强

用户间的互动，使用户享受到移动支付带来的各种乐趣，改善用户使用体验，对于用户行为发挥着

重要影响作用。③ 这种由满足、权力感或其他类似情感所带来的积极情感反应，是移动支付在社交使

用中被展示出来的重要属性，会带来明显的有用性认知，因此感知享受性将通过感知有用性对消费

者采纳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二）信息人

信息人在这里特指消费者，消费者采纳移动支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但必须在成

本和风险较小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对产品进行控制，因此，感知行为控制、感知成本、感知风险等

与消费者自身特征密切相关的因素，影响着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的强弱。信息人作用力因果关

系见图２。

１．感知行为控制。研究消费者采纳行为不仅要考虑移动支付的方便快捷，还要考虑个人在使用

移动支付时所受到的外部条件限制，这就是感知行为控制。④ 一方面，消费者作为行为决策主体在做

出是否采纳移动支付的决策之前，要充分考虑移动支付涉及用户资金以及私密性、安全性要求高的

技术特点，并与自身所拥有的资金、设备性能等进行比对，这就决定了其采纳意愿受到感知行为控

制的影响；另一方面，消费者对于自身的经济能力、抗风险能力越自信，越会觉得使用移动支付所

需付出的成本和所可能面临的风险不重要，其采纳意愿越强烈，也即感知行为控制将通过感知成本

和感知风险影响采纳意愿。

２．感知成本和感知风险。消费者在获得移动支付带来的效益的同时，也必然承担一 定 的 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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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经济方面的成本，即感知成本，主要指消费者购买使用移动支付的终端设备、服务提供商

提供的服务以及网络通信服务等的费用，感知成本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购买和使用产品或服务的重要

决策依据；另一方面是非经济方面的成本，即感知风险，主要指消费者在使用移动支付过程中需要

承担可能发生的风险，这种在产品使用过程中感知到的风险将成为影响消费者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

（三）信息环境

信息环境在这里特指人际影响因素，即消费者在使用移动支付过程中或者在决策时所面临的社

会影响。信息环境作用力因果关系见图３。

图１　信息技术作用力因果关系图 图２　信息人作用力因果关系图 图３　信息环境作用力因果关系图

１．形象。这一概念来源于创新扩散理论，是指人们在一个社会系统中使用某一种创新后，能够

提升其社会形象或社会地位。① 当前，移动支付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支付等基本功能的实现，而且是一

种富有创新性的信息技术。在移动社交网络中，圈内朋友喜欢分享，而新信息技术的使用体现出掌

握科技前沿的可能性，容易引起关注，提升自身社会影响，从而正向影响用户的采纳意愿。②③ 消费

者感受到的使用移动支付所带来的社会形象 或 社 会 地 位 的 提 升 越 强 烈，越 会 重 视 这 一 技 术 的 使 用，

而消费者形象的提升，将促进双边市场中另一端的商户更加重视移动支付技术的推广，商户采纳意

愿亦将提升，也即形象将通过主观规范和商户采纳意愿影响消费者采纳意愿。

２．主观规范。这一概念来源于理性行为理论，是指用户感知到对自己重要的人认为自己应该或

者不应该使用一项特定信息技术。④ 一方面，在移动社交网络环境下，以强关系链为主线的用户关系

基础使得用户间相互影响作用明显，加之国人受集体主义影响，从众现象比较普遍；另一方面，对

于潜在采纳者来说，创新技术带来了不确定性的结果，而人们是不喜欢这种不确定性的，于是会通

过增加交流的方式去更多地了解这种创新技术，这种交流所提供的信息会影响人们是否采纳该创新

技术。在交流的过程中，除了信息以外，还有来自于上级和同级交流对象的规范影响，这可以减少

采纳决策的风险以及不确定性。

３．商户采纳意愿。移动支付作为典型的双边市场，在平台两端的商户和消费者的效用不仅取决

于自身投入成本及同边用户规模，还相互依赖于对方的规模。根据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的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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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移动支付用户调研报告》，商户不支持是移动支付用户最担心的问题，有６９．６％的用户关注这一问

题。① 如果商户有采纳移动支付平台的行为意愿，会联合移动支付服务提供商一起通过各种活动培养

消费者的使用习惯，而消费者则能通过使用移动支付获取商家优惠及其提供的便捷支付等服务，并

因此愿意采纳移动支付。

三、信息生态视角下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的系统动力学建模

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是一个复杂的动力学系统，可以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并借助于Ｖｅｎｓｉｍ　ＰＬＥ
进行仿真。流图是在因果关系反馈回路的基础上绘制的，用更加直观的方式刻画了系统各要素之间

的逻辑关系，既有利于掌握系统的反馈形式及行为的动态特性，也便于人们理解系统的特性，而方

程的构造则清晰地描述了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定量关系。

（一）系统边界与基本设定

根据前述分析，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影响因素由信息技术、信息人、信息环境三个作用主体构

成，本系统边界即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集合。尽管影响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的影响

因素很多，但选取关键因素更符合实际。本文做出如下基本设定：不考虑由于政策的变动以及非正

常情况导致的系统问题；对于较难获取的数据，可进行科学推测；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及信息

技术、信息人、信息环境三个作用主体下的相关影响因素，在技术扩散过程中的互动呈现连续、渐

进的累积表现。

（二）系统流图

在系统流图中，存量是消费者采纳意愿以及九个影响信息技术、信息人和信息环境作用主体的

因素，用来表示消费者采纳意愿水平及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状态；将信息技术作用量、信息人作用

量、信息环境作用量作为流率变量，在多因素的作用下共同影响消费者采纳意愿 （见图４）。结合本

文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从图４中归纳出六条主要因果关系链：（１）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

性→＋消费者采纳意愿→＋使用行为→＋绩效表现；（２）感知享受性→＋感知有用性→＋消费者采

纳意愿→＋使用行为→＋绩效表现；（３）感知行为控制→－感知成本→－消费者采纳意愿→＋使用

图４　系统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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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月５日。



行为→＋绩效表现；（４）感知行为控制→－感知风险→－消费者采纳意愿→＋使用行为→＋绩效表

现；（５）形象→＋主观规范→＋消费者采纳意愿→＋使用行为→＋绩效表现；（６）形象→＋商户采

纳意愿→＋消费者采纳意愿→＋使用行为→＋绩效表现。

（三）存量初值和常量参数的确定

在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中，采纳意愿水平根据第４０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可得，初始值为６９．４％。① 模型中信息技术、信息人、信息环境子系统中的存量初值

和相关常量参数均通过问卷数据获得。该问卷数据基于２０１６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期间笔者对国内消

费者的调查，通过直接走访以及相关 高 校、专 业 统 计 调 查 机 构 等 多 种 渠 道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随 机 抽 样，

主要涉及北京、广 东、浙 江、福 建、江 苏、上 海 等 地，共 发 放 问 卷５００份，实 际 回 收 问 卷４３４份，

对于变量问项都缺失的问卷予以删除，对于变量问项个别测度缺失的问卷通过均值进行替换，最终

形成有效问卷４１３份。

按照李克特量表形式进行测量，有用性认知、易用性认知、享受性认知、行为控制力、感知成

本、感知风险、形象、主观规范、商户采纳意愿等九个存量初值为问卷中同一测量问项的加权平均

得分，分别为４．６０、３．９９、３．９４、４．１３、３．４７、３．３５、４．２２、３．９６、４．０５。

（四）主要变量计算公式及说明

本研究采用ＳＰＳＳ线性拟合、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访谈对象为相关专家学者，人

数为２０人。以下是模型涉及的主要变量计算公式及说明。

（１）消费者采纳意愿＝ＩＮＴＥＧ ［ｌｎ （０．５＊信息技术作用量＋０．３＊信息人作用量＋０．２＊信息环

境作用量），６９．４］，消费者采纳意愿随着三大主体作用量增加而增加，但随着采纳的消费者数量增

多，后期的影响减弱，故用ｌｎ函数来表示。

（２）信息技术作用量＝０．５＊有用性认知＋０．２＊易用性认知＋０．３＊享受性认知。

（３）信息人作用量＝０．５＊行为控制力－０．２＊感知成本－０．３＊感知风险。

（４）信息环境作用量＝ＤＥＬＡＹ１ ［ｌｎ （０．５＊主观规范＋０．２＊形象＋０．３＊商户采纳意愿），１，

０］。信息环境作用量符合系统动力学延迟函数内涵，其对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的提升是一个增

强过程，但由于消费者会对自身以外的其他群体首先产生质疑，故时间存在延迟，可将延迟时间设

为１，即１个周期后信息环境作用量对采纳意愿产生明显影响，同时，信息环境作用会随着各因素的

提升而提升，但后期作用减弱，故用ｌｎ函数来表示。

（５）使用行为＝２．９６４＋消费者采纳意愿＊０．２６８。

四、模型仿真结果分析

信息技术、信息人、信息环境三个主体均会对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产生影响，通过改变相

关参数值对不同影响因素下的模型仿真结果进行敏感度分析，以深入了解影响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

意愿的动态变化机理。

（一）信息技术作用主体仿真分析

在信息技术作用主体仿真分析中，有用性认知、易用性认知、享受性认知是信息技术作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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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４０次 〈中 国 互 联 网 络 发 展 状 况 统 计 报 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ｈｌｗｆｚｙｊ／ｈｌｗｘｚｂｇ／ｈｌｗｔｊｂｇ／２０１７０８／ｔ２０１７０８０３＿

６９４４４．ｈｔｍ，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５日。



主要组成部分。如图５所 示，消 费 者 移 动 支 付 采 纳 意 愿 的 初 始 状 态 为 曲 线１；当 有 用 性 认 知 提 升

１０％时，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变为曲线２；当易用性认知提升１０％时，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

愿变为曲线３；当享受性认知提升１０％时，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变为曲线４；当三个因素提升相

同比例时，有用性认知的影响力最大，享受性认知次之，最后是易用性认知。仿真结果表明，当有

用性认知、易用性认知、享受性认知增强时，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水平提高。

图５　信息技术作用主体仿真分析图

图６　信息人作用主体仿真分析图

（二）信息人作用主体仿真分析

在信息人作用主体仿真分析中，行为控制力、感知成本、感知风险是信息人作用量的主要组成

部分。如图６所示，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的初始状态为曲线１；当行为控制力提升１０％时，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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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变为曲线２；当感知风险提升１０％时，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变为曲线３；

当感知成本提升１０％时，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变为曲线４；当三个因素提升相同比例时，行为

控制力的影响力最大，感知风险次之，最后是感知成本。仿真结果表明，当行为控制力增强时，消

费者移动支付采 纳 意 愿 水 平 提 高；当 感 知 风 险、感 知 成 本 增 强 时，消 费 者 移 动 支 付 采 纳 意 愿 水 平

降低。

（三）信息环境作用主体仿真分析

在信息环境作用主体仿真分析中，形象、主观规范、商户采纳意愿是信息环境作用量的主要组

成部分。如图７所示，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的初始状态为曲线１；当形象提升１０％时，消费者

移动支付采纳意愿变为曲线２；当主观规范提升１０％时，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变为曲线３；当商

户采纳意愿提升１０％时，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变为曲线４；当三个因素提升相同比例时，主观

规范的影响力最大，商户采纳意愿次之，最后是形象。仿真结果表明，当形象、主观规范、商户采

纳意愿增强时，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水平提高。

图７　信息环境作用主体仿真分析图

五、思考及建议

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方法，从信息生态的视角，针对信息技术作用主体、信息人作用主体、

信息环境作用主体对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产生的影响进行模拟仿真分析。为了使移动支付拥有

结构更加完善的信息生态，提升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根据各作用主体的系统动力学仿真结果，

提出以下思考及建议。

第一，在信息技术作用主体中，有用性认知、享受性认知、易用性认知对消费者采纳意愿都产

生正向影响。移动支付服务提供商为了改善移动支付给消费者带来的良好感知体验，一是要把握用

户需求，并根据其个性化需求设计定制服务；二是要改善产品性能，设计简洁明了、清晰易懂、信

息全面的界面，并保障支付功能与手机其他功能兼容；三是达成享受认知，在界面设计中提高美感

和趣味性，建立友好的交互环境，增加产品的娱乐功能，增强用户的娱乐 “粘性”。

第二，在信息人作用主体中，感知行为控制对消费者采纳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感知风险和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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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产生负向影响。移动支付服务提供商为了增强消费者在使用移动支付过程中的满意度，一是要

精选推广人群，重点考虑自我效能感强、个体创新特质高的群体，如年轻白领、高校学生等；二是

要保障交易安全，可采用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身份保护机制及数据加密技术，对异常交易进行紧

急冻结；三是要差异化定价，以补贴和优惠的形式优先吸引交叉网络外部性强度大的消费者进入平

台，持续快速积累活跃用户。

第三，在信息环境作用主体中，形象、主观规范、商户采纳意愿对消费者采纳意愿都产生正向

影响。移动支付服务提供商为了更好地利用社会影响来提升消费者移动支付采纳意愿，一是要创新

应用场景，与共享经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领域结合，提升移动支付的产品价值；二是要

加强宣传推广，通过制造话题等方式引发参与和讨论，借助社交互动将产品信息扩散出去；三是要

助推商户发展，对商户充分让利并提供附加服务，推动其开辟新渠道、新场景和新型商业模式，建

立高频互动和紧密的客户关系。

本文作者：张向宁是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２０１２级博士研究生、讲师；孙秋碧是福州大学经

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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