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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视角下互联网金融理财

产品扩散影响因素研究

'''以余额宝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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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平台的互联网金融对经济和金融的影响力是目前所有互联网金融模式中最大的$以余额宝为例!将感知平

台特征+消费者特征+产品特性+扩散渠道+感知风险与技术接受模型结合!建立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扩散影响因素模型

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感知平台特征+消费者特征+产品特性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

并且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扩散渠道和感知风险对消费者使用态度具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扩散%余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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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和金融业务逐渐实现深度结合发展!

有效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规模和效力!并显现快速增长

的趋向*

!

+

#基于平台的互联网金融对经济和金融的

影响力是目前所有互联网金融模式中最大的!随着电

商向金融行业渗透!围绕阿里巴巴$京东商城$苏宁易

购等大型电子商务平台形成的互联网金融生态圈!引

起学术界和政策机构的高度重视#从国内研究现状

看!学者们对互联网金融理财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

风险$影响$效应$趋势$监管以及创新等方面*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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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从平台的视角研究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扩散的影响

因素尚不多见#

从最开始的支付工具发展至小额信贷!直到类余

额宝的理财方式!电商平台是一切的开端!也是创新

产品扩散的关键因素#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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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典型的%平台经济&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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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平台外部性的研究成果对于平台经济研

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徐晋在国内最早提出了平台经

济概念!平台经济是借助于一种交易空间或场所!促

成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收取恰当的费用而获

得收益的一些商业模式!他们往往有着较高的利润回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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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萍通过分析第三方支付企业所具有的平

台特点!研究了第三方支付企业升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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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接受模型'

+@;

(通过测量消费者的感知$

态度与意愿!尝试解释并预测个体对某于项信息系统

的接受及采纳行为*

A

+

#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

知风险已被许多学者证实为影响消费者接受及采纳

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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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平台经济的主要表现与特

征!归纳了基于消费者感知的平台外部性$创新性$用

户体验$网络信用及管制能力这五个特征!以余额宝

为例!结合技术接受模型研究感知平台特征$产品特

性$消费者特征$扩散渠道$感知风险对互联网金融理

财产品扩散的影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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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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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主要由四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个人

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消费者对余额宝的感知与评价

调查!第三部分是对互联网金融理财感知平台特征的

调查!第四部分是对消费者特征$扩散渠道和消费者

使用余额宝的态度和行为调查#模型中所有变量的

测量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评价!

!

为非常不

同意!

#

为非常同意#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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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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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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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信度与效度

感知平台特性$产品特性$消费者特征$扩散渠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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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扩散影响因素模型

道$感知风险$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使用态度$使

用行为各 指 标 的
D7-*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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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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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数 均 大 于

%9A%

!符合问卷的信度条件!说明问卷整体变量具有

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问卷整体
S;U

检验

值为
%9C#%

!

Q176.)66

球体检验显著性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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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

!说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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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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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平台特征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

从模型一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消费者对余额宝类

互联网金融理财的感知平台特征均会对其感知有用性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感知平台外部性$创新性$用

户体验$网络信用$管制能力越强!消费者对余额宝类

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感知有用性就会相应越高#此外!

管制能力的回归系数均小于其它变量!消费者对于平

台管制能力的感知对消费者感知有用性的影响相对较

小!说明消费者对于此类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的惩戒

机制还不够了解!对平台安全性感知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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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模型结果

模型一

感知有用性

模型二

感知易用性

模型三

感知有用性

模型四

感知易用性

模型五

感知有用性

模型六

感知易用性

回归系数
+

值 回归系数
+

值 回归系数
+

值 回归系数
+

值 回归系数
+

值 回归系数
+

值

外部性
%9!<>

=9<#<

&&

%9!"!

$9$A>

&

创新性
%9!!" =9<="

&&

%9$!< #9!>!

&&

用户体验
%9%C=

$9"=$

&&

%9!<C

>9=>A

&&

网络信用
%9%<=

$9AC!

&&

%9!A"

=9"=A

&&

管制能力
%9%"# $9!!%

&

%9=$% A9!#$

&&

流动性
%9%AA

$9$!%

&

%9=$!

#9C<"

&&

投资收益性
%9!==

>9%%#

&&

%9!=!

$9#$$

&

投资安全性
%9%A> $9!">

&

%9$>" #9!%<

&&

消费者创新
%9#$=

!%9<$!

&&

%9CC>

!!9C!=

&&

网络密切度
%9%A=

$9<!"

&&

%9=C!

<9"">

&&

网络理财经验
%9$AC

"9$<<

&&

%9=>!

>9<>=

&&

模型七

感知

有用性

模型八

使用态度

模型九

使用行为

回归系数
+

值 回归系数
+

值 回归系数
+

值

感知易用性
%9$A# !%9C$#

&&

%9=%< "9"%>

&&

感知有用性
%9=##

#9$##

&&

感知风险
B%9$!!

B=9!#A

&&

扩散渠道
%9!#" $9==$

&

使用态度
%9=!A

!!9$==

&&

注)

&

9

在
%9%#

水平上显著!

&&

9

在
%9%!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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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平台特征对感知易用性的影响

根据模型二的回归结果!感知外部性$创新性$用户

体验$网络信用$管制能力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说明

感知平台特征对感知易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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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

从模型三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产品流动性$投

资收益性$投资安全性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说明

流动性$投资收益性$投资安全性越高!消费者感知有

用性也相应越高#此外!余额宝类互联网金融理财产

品的投资收益对消费者感知有用性的影响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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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对感知易用性的影响

从模型四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产品特性对感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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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视角下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扩散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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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互联网金融理财

产品的流动性$投资收益性$投资安全性越高!消费者

的感知易用性也越强#另外!与投资收益相比!余额

宝类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流动性和投资安全性对

消费者感知易用性的影响更为显著#

%")

!

消费者特征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

模型五的回归结果表明!消费者创新$网络密切

度$网络理财经验均会对感知有用性产生显著的正向

影响!即消费者创新$网络密切度$网络理财经验越

强!感知有用性也相应越高#

%",

!

消费者特征对感知易用性的影响

模型六的回归结果表示!消费者创新$网络密切

度$网络理财经验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说明消

费者创新$网络密切度$网络理财经验越强!消费者对

余额宝类理财产品的感知易用性也越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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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

从模型七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感知易用性具有显

著的统计学意义!说明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产生

显著的正向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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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风险%扩散渠道

对使用态度的影响

模型八的分析结果说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

性$感知风险$扩散渠道均会对使用态度产生显著的

影响作用#其中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扩散渠道

为正向影响!而感知风险对使用态度具有负向影响#

%"̀

!

使用态度对使用行为的影响

模型九的回归结果显示!使用态度会对使用行为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

!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感知平台特征$消费者特征$产品

特性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

并且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扩散渠道和感知风险

对消费者使用态度具有显著影响#互联网金融理财

产品的本质是平台经济模式!在平台上搭建平台!依

托平台大数据不断增加平台的价值和粘度!相比没有

平台的互联网金融服务!使用过淘宝$微信等电商平

台的消费者更容易接受这些平台提供的金融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对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监管能力

了解较少!这种信息不对称将严重影响互联网金融健

康发展#目前缺乏向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互联网
T

全金融产业情报!为实现财富保全和增值!打造大众

金融点评等
_OD

平台!形成互联网金融风险评估报

告!反馈给消费者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构建安全$

普惠生态系统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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