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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分析了在网购过程中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因素及方式，
并构建了一个消费者在网购过程中信息保护行为意向（信息重要性，网站声誉，信任）对个人信息泄露影响的研究

模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到３７０份有效问卷，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调查结果进行模型拟合检测以及路径分
析。研究结果显示信息重要性和网站声誉对信息保护行为意向有正向影响，但信任对信息保护行为意向有负向影

响，信息保护行为意向对信息泄露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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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网络，充分享受着

网络带来的便利。特别是人们的消费观念开始不同

于以往，网上购物作为新兴的消费模式，以其公平的

价格、商品的多样化、周到的服务等诸多优势满足了

现代社会的购物需求［１］。２０１６年６月底，中国网络

购物用户达到 ４４８００万人，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
８．３％，２０１６的总在线交易额达到了 ２５万亿人民
币［２］。在中国的电子商务网站主要由企业和个人

进行交易，包括 Ｂ２Ｃ（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ｃｕｓｔｏｍｅｒ）网上商
店—天猫，Ｃ２Ｃ（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ｔｏｃｕｓｔｏｍｅｒ）网上平台—淘
宝网，以及电器贩卖平台—京东商城。

电子商务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商品和便捷的服

务，同时也带来了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最近，中国著



名的电子商务网站京东商城和当当网，用户的个人

数据被泄露，网络信息安全再次引发热议。消费者

的个人信息贯穿在网上购物交易的全过程，从最初

的信息注册、登录到最后的下订单，并在填写地址在

线支付和商品配送过程中，消费者都被要求提供个

人信息，如姓名、性别、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送

货地址等。此外，一些商家还要求消费者提供职业、

月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具体个人信息。网上支付，还

涉及支付账户、交易密码等个人财产信息。因此，在

开放的网络环境下，消费者的信息安全性应受到网

络购物的各个方面的保护。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

网络安全风险和个人隐私泄漏问题日益突出［３］。

同时网上交易也伴生了一些新的威胁，消费者需要

保持警惕，如 Ｃｏｏｋｉｅ追踪软件，黑客入侵、拦截交
易，或通过间谍软件观察消费者的网购行为。虽然

在线信息保护已经引起了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广泛

关注，尽管网站也会建议消费者安装防火墙和病毒

预防软件，以及建议不要下载任何不信任的文件及

插件，防止网站的任何窃取信息手段。但消费者在

访问网站和完成网上交易时仍然存在着风险。另一

威胁消费者隐私的是，一些公司会设法获得消费者

的个人信息，例如，在某些情况下，网站没有遵守他

们的承诺而与第３方共享消费者数据。

１　电子商务中相关信息特点

１．１　电子商务中个人信息的特点

１）电子商务中的个人信息，是指在网上交易过
程中，消费者将提供的姓名、地址、联系方式、银行卡

号等信息来完成交易，这也是电子商务领域的个人信

息。也就是说，电子商务中消费者行为的个体信息属

于电子商务个人信息的范畴［４５］。“隐私权”在许多

领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比如法律、哲学、社会学、政

治学以及最近的计算机科学领域［６］。此外，隐私权如

何适用于电子商务领域，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２）在电子商务环境中，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有存
在的价值。由于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会向电子商务

企业提供个人信息，企业获取信息后将掌握消费者

的需求，企业利用这些信息为自己带来可观的商业

价值。因此，在犯罪分子对消费者信息的威胁下，保

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显得尤为必要。

１．２　电子商务中收集个人信息的主要方式

１）黑客通过 Ｃｏｏｋｉｅ追踪软件追踪消费者对购

物网站的浏览和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分析消费者的

消费习惯，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等方式向消费

者发送广告，或向他人出售收集到的消费者信息。

黑客一旦侵入计算机内，可轻易地监控店内工作人

员的任何操作，并且可以获得客户的订单信息，使用

的木马病毒还可以伪装成订单文件、链接、业务信息

等。同时，如果仓库管理、订单管理、订单打印等三

方软件存在漏洞，不法分子将很容易突破防御，导致

信息泄露。在个人电脑和手机里，如果没有保护措

施，很可能会有木马定期入侵，个人的操作也将受到

监控。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于电脑客服端，手机中的

问题更为突出，有研究显示，７０％的订单信息是从手
机用户端泄露出去的［７８］。

２）购物网站总是要求用户填写详细信息，包括
个人收入、职业和信用卡号码。这些信息的使用和

处理的主体都是购物网站或店铺，但消费者往往一

无所知［９］。员工随着客户服务、技术、数据平台的

变化，在公司潜在的诱惑下企图获得更多的收入，可

能倒卖客户个人信息。

３）在网络支付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安全威胁，一
些网站通过免费商品或商品的优惠券和其他的营销

方式对消费者提出提供个人信息的要求，以及一些

罪犯使用各种ＵＲＬ（ｕｎｉｆｏｒ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ｃａｔｏｒ）地址冒
充实际支付的网站内容。这些网站被称为钓鱼网

站，其目的是骗取用户的账号密码或信用卡号码，以

及用户的其他个人信息。

１．３　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原因

１）信息保护相关法律制度仍不够完善。首先，
在中国没有专门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消费者网上

购物的个人信息保护分散在多个法律中，具体的法

律法规在实施中也很难完成，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事

赔偿制度。个人信息的泄露和传播会给用户造成不

可弥补的损害，因此有必要建立对消费者进行赔偿

制度。再者，网上购物仍存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在网

上购物的过程中，消费者不仅与企业、金融机构、交

易平台（或认证机构，如淘宝）有所联系，甚至与通

信公司联系密切。

２）电子商务经济利益造成社会性风险。电子
商务行业不仅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快捷与便利，

同时其中也隐藏着不可估量的经济利益。互联网的

开放性和互动性，使得各种信息可以实现自由流动，

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形式上更具灵活性，使信息可

以在不同终端之间共享。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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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各种软件应运而生，商家利用各种软件获取消费

者的隐私，从而实现数据的未授权二次使用。

３）消费者缺乏防范意识。消费者防范意识缺
失是个人信息被盗的直接原因。在 ＣＮＮＩＣ（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报告中，７８％的消
费者表示，浏览营销是可行的，消费者不注意保护个

人信息会增加隐私泄露的风险。根据 ＣＮＮＩＣ２０１６
的网络安全报告，目前网民认为互联网环境“非常

安全”，认为“安全”的在互联网环境中占网民总数

的３８．８％，而认为“不太安全”和“不安全”的用户
只占到了２０．３％。数据显示，在２０１６年，遭受网络
安全事件的客户占网民总数的７０．５％，其中半数以
上为个人信息泄露［７］。由此可以看出，目前网络购

物用户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仍然十分不足，需要

提高。　
在一些国外文献中研究发现，消费者对隐私的

重视影响其信任进而影响自身的行为意向，消费者

对隐私不重视会导致信息保护行为缺失以及个人信

息泄露［１０］。目前国内关于电子商务领域中个人信

息保护的研究很多，但仍停留在理论分析阶段。随

着我国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创

新，消费者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意识愈发强烈，对于

电子商务领域的安全保护要求不断提高，因此，为了

更加深入地了解消费者在网购过程中对自我隐私的

重视及保护程度和消费者在网购过程中的相关行为

意向对信息泄露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实例研究。

２　研究模型
在之前研究和调查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４个

影响消费者信息泄露（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ＩＤ）的
主要因素，即信息重要性（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Ｓ）、网站声誉（ｗｅｂｓｉｔｅ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ＷＲ）、信任（ｔｒｕｓｔ，
ＴＲ）和信息保护行为意向（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Ｉ）。
在信息重要性（ＩＳ）部分定义了消费者对自己信息
的关注程度，它包括５个部分，即消费者自身对住
址、电话号码、信用卡、电子邮件和身份信息的重视

程度；在网站信誉（ＷＲ）中包括消费者是否选择高
信用网站和信誉良好的网站；在信任（ＴＲ）部分中涉
及客户对网购平台的过度信任和是否具有信息保护

的意识［１１］；信息保护行为意向（ＢＩ）包括消费者是否
有安装杀毒软件、清除记录等对自身隐私的保护行

为［１２］。所以，本文共选取了５个变量（ＩＳ，ＷＲ，ＴＲ，
ＢＩ，ＩＤ）建立模型，研究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研究模型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ｏｄｅｌ

１）信息重要性（Ｈ１）。信息的重要性是指用户
在特定的情况下对某种数据的关注［１３］。本文对个

人信息的定义包括电子邮件、手机号码、地址、银行

卡账户和身份证信息。也就是说，这些信息重要性

的意义在于消费者如何关注这５种个人信息类型来
保护自己的隐私。通过调查，有人发现，网民愿意主

动提供自己的个人喜好和邮箱的分别达到８２％和
７６％，表示愿意提供信用卡号码只有３％［１４］。研究

还发现，网购消费者相比于身份信息和财务信息更

愿意提供他们的购物习惯。因此，消费者越重视信

息，信息泄漏的概率越低。即信息重要性对信息保

护行为意向有正向影响。

２）网站信誉（Ｈ２）。网站声誉是评价企业产品
和服务质量的标准，消费者在购物体验中得到的感

受，也是影响网站的一个指标［１５］。研究发现，美国

亚马逊网站的声誉是影响其销售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证研究还发现，网站的信誉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

愿，而网站的信誉也是消费者担心信息安全的一个

原因［１６］。可见，影响网站口碑的２个因素是网站的
知名度和信用评价。因此，消费者选择一个有信誉

的网站，有利于保护个人信息。即网站声誉对信息

保护行为意图有正向影响。

３）信任（Ｈ３）。消费者与购物网站关系建立中
信任是很重要的，它有助于满意度和双方长期关系

的建立，甚至超出了经济利益对其关系的影响［１７］。

在电子商务环境中，信任通常是在某种程度上消费

者认为电子商务网站可以保护他们的隐私。当然消

费者对购物网站的过度信任也可能导致隐私泄露。

由于电子商务的种种特性，信任已成为影响消费者

个人信息和购买意愿的重要因素。消费者对购物网

站的信任包括：消费者对网站使用个人信息的信任、

对账户安全和支付信息的信任、对网站承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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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保护隐私条约的信任，甚至包括对网站是否

会分享或出售给第三方的信任等。因此，消费者对

购物网站的过度信任会造成个人信息泄露。即信任

会对信息保护行为意图产生负面影响。

４）行为意图（Ｈ４）。在线的电子商务交易完成
的前提是消费者愿意提供个人信息，这种购物模式

在为消费者提供方便的同时也对其隐私安全构成了

无形的威胁。研究表明，影响电子商务用户是否采

用网购平台的主要因素是消费者对其隐私和信息安

全的担忧，担心个人隐私被泄露也是多数消费者选

择不网购的原因所在［１８］。因此，网上购物消费者在

对自身信息保护的行为意向的内容包括：安装相应

的软件来防止第３方威胁个人信息，注意个人信息
和隐私保护政策，在邮件加密方面，定期清理浏览记

录，正确处理快递单。所以，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

意识越低，信息泄露的可能性越高。即行为意向会

对信息泄露产生负面影响。

３　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

３．１　问卷设计

该项研究涉及创建一个与理论相关的实践方法

来测试之前的假设，对实际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从

而验证假设的正确性。研究目的可以归纳为识别客

户可能的在线购买行为导致个人信息泄露的原因，

其中网站选择不当、过度信任、保护意识等是影响信

息泄露的主要因素。

为了调查信息泄露的主要原因，本研究收集的

样本数据来源是普通有网上购物经验的消费者。该

项调查是在中国最实用的调查网站———ｓｏｊｕｍｐ．ｃｏｍ
进行了问卷设置，共收集到３７０个有效的反馈，并将
其作为实例分析的主要数据。调查内容包括６个部
分的问题，５个问题是关于人口数据，５个问题是信
息重要性，２个问题是网站的声誉，５个问题是信任，
４个问题是保护行为意向和３个问题是关于信息泄
露。在本次调查中，包括对被调查者信息泄露经历、

网站选择、保护视角和人口数据问题。本研究采用

五分制 Ｌｉｋｅｒｔ量表，答案选项分为①强烈反对；②不
同意；③既不同意也不反对；④同意；⑤强烈同意。

３．２　样本收集

为了分析调查结果，使用了 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统计软件 ＡＭＯＳ（ａｎａ
ｌｙｓｅｏｆｍｏｍ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对数据进行分析。本研究
主要进行的是效度分析、信度分析、变量相关分析、

模型拟合检验和通径分析。

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如表１所示，本研究的样
本具有以下特点：性别分布略不平等，男性多于女

性。样本主要是 ３０岁以下的年轻人，比例达到
７０％。在教育背景方面，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８１．０２％。月收入多为中低收入群体，原因为对象大
多是以大学在校生为主。目前，中国的互联网用户

以２０～３０岁的占比最大，当前大学生为网络购物的
主要群体，因此，样本可以代表网络购物用户，用于

电子商务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调查研究。

表１　样本人口统计数据
Ｔａｂ．１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统计特征 类别 人数／人 占比／％

性别
男

女

２１４
１５６

５７．８４
４２．１６

＜１８ ５ １．３５

１８—３０ ２５４ ６８．６５

年龄 ３１—４０ ３２ ８．６５

４１—５０ ５２ １４．０５

≥５１ ２７ ７．３

高中及以下 １７ ４．５９

大学专科 ５４ １４．４９

教育程度 大学本科 １６２ ４３．７８

硕士 １１３ ３０．５４

博士及以上 ２４ ６．４９

月收入／元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
４００１—６０００
６００１—８０００
８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

１８４
３２
６１
３６
２８
２９

４９．７３
８．６５
１６．４９
９．７３
７．５７
７．８４

有无信用卡
有

无

２０２
１６８

５４．５９
４５．４１

３．３　样本分析

３．３．１　信度检验及效度检验
２个常见的信度测量可靠性的指标是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和组合信度（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Ｒ）。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是衡量一个模型中各变量内部一
致性的系数，取所有可能项目划分方法得到的折半

信度系数的平均值［１９］；组合信度 ＣＲ是指一个组合
变量（由多于１个变量的总和做成的新变量）的信
度，而组合信度 ＣＲ在结构方程模型中被认为是一
种更严格的测量可靠性的指标［２０］。使用ＳＰＳ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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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ＡＭＯＳ对数据进行分析，首先测量各指标的信
度和效度，然后利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ｌｐｈａ系数进行信度
检验。其中，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系数α定义为

α＝ Ｋ
Ｋ－１１－


Ｋ

ｉ＝１
σ２Ｙｉ

σ２








Ｘ

（１）

（１）式中：Ｋ为某一量表的题项数，根据表１，本次调
研的Ｋ＝６；σ２Ｘ为总样本的方差（各被试对某一量表
各题项评分的总分的方差）；σ２Ｙｉ为目前观测样本的
方差（各被试在某一题项的评分的方差）。

根据表１中题项和样本值，应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
和（１）式，首先计算每个题项下样本变量的因子载
荷，因子载荷的统计意义就是第ｉ个变量与第ｊ个公
共因子的相关系数，即表示 Ｘ（ｉ）依赖 Ｆ（ｊ）的份量
（比重权值）；然后，统计分析出各指标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ｌｐｈａ系数α如表２所示。从表２可看出，各题项中
样本的因子载荷数值较大，说明样本间关联程度高，

样本的有效性较好。同时，各变量的测量指标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ａｌｐｈａ系数均大于０．８０，超过ＳＰＳＳ软件统计内
部划分项目可行的平均值０．６，甚至部分达到了０．９０
以上，由此可见本研究变量的所有测量项具有良好

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各指标具有较高的信度［１９］。

ＣＲ＝
（λｉ）２

（λｉ）２＋ｖａｒ（εｋ）
（２）

（２）式中：λｉ为各题目项的标准化因子负荷；
ｖａｒ（εｋ）为误差方差。

平均方差提取量（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ＡＶＥ）是检验结构变量内部一致性的统计量，反映一
个潜变量被一组测量指标有效估计的聚敛程度［１８］。

ＡＶＥ＝ λ２１
λ２１＋ｖａｒ（εｋ）

（３）

　　从表３可见，本研究所有测量指标的组合信度
ＣＲ均大于０．８，组合信度大于０．７时属于测量稳定
可信；平均方差抽取量值 ＡＶＥ均在 ０．５以上，收敛
效度较好［２０］。可见，该模型测量指标具有良好的收

敛效度。

为了检验区分效度，需得出各变量 ＡＶＥ的开方
值与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首先将各变量的 ＡＶＥ
进行开方，表４中对角线列出的数值为 ＡＶＥ值的平
方根，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计算结果如表４所示。从
表４中可见，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各变量
ＡＶＥ的开方，表明本研究中各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
较好。

表２　因子负荷与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Ｔａｂ．２　Ｆａｃｔｏｒｌｏ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变量 测量指标 因子负荷 α

ＩＳ１ ０．９０１
ＩＳ２ ０．８６５

ＩＳ ＩＳ３ ０．８５１ ０．９２５
ＩＳ４ ０．８８７
ＩＳ５ ０．８６７

ＷＲ
ＷＲ１
ＷＲ２

０．８７４
０．９２７

０．８９５

ＴＲ１ ０．７７１
ＴＲ２ ０．８２１

ＴＲ ＴＲ３ ０．８２１ ０．８８３
ＴＲ４ ０．８８６
ＴＲ５ ０．８１５

ＢＩ

ＢＩ１
ＢＩ２
ＢＩ３
ＢＩ４

０．７０４
０．８１５
０．７６８
０．７３８

０．８３９

ＩＤ１ ０．９１４
ＩＤ ＩＤ２ ０．８０６ ０．８９５

ＩＤ３ ０．８６７

表３　组合信度（ＣＲ）与平均方差提取量（ＡＶＥ）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Ｒ）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ＶＥ）

变量 测量个数 ＣＲ ＡＶＥ

ＩＳ ５ ０．９４２ ０．７６７
ＷＲ ２ ０．８９５ ０．８１１
ＴＲ ５ ０．９２５ ０．７１２
ＢＩ ４ ０．８３９ ０．５７５
ＩＤ ３ ０．８９８ ０．７４７

表４　区分效度检测
Ｔａｂ．４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ＩＳ ＷＲ ＴＲ ＢＩ ＩＤ

ＩＳ 　０．８７５
ＷＲ 　０．５４７ 　０．９０１
ＴＲ －０．５８２ －０．４５７ 　０．８４３
ＢＩ 　０．５５８ 　０．４７７ －０．５５９ 　０．７５８
ＩＤ －０．３７８ －０．２２９ 　０．３０６ －０．２０８ ０．８６４

３．３．２　拟合度检验与路径分析
研究利用统计软件ＡＭＯＳ２２．０采用结构方程模

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ＥＭ），在大多数
ＳＥＭ分析中测定卡方统计量时，最大似然法和广义
最小二乘法是最常用的２种估计理论方法，本研究
采用了最大似然估计的拟合方法，对整体模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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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度检验，各指标的评价标准［２１］和本研究模型的

拟合值如表５所示。从表５中可以看出，本模型通
过了各拟合度指标的检测，与得到的样本数据具有

很好的拟合程度，可以用于所提出假设的验证。其

中，一些常见拟合指数有［２２］：①卡方自由度比（χ２／
ｄｆ），用于多组模型比较；②拟合优度指数（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ｏｆｆｉｔｉｎｄｅｘ，ＧＦＩ），在最大似然和最小二乘法中较为
稳定；③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数（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ｏｆｆｉｔｉｎｄｅｘ，ＡＧＦＩ），可以按照模型中参数估计总数
的数量对ＧＦＩ进行调整；④比较拟合指数（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ｉｖｅｆｉｔｉｎｄｅｘ，ＣＦＩ），用于最大似然估计拟合法；⑤规
范拟合指数（ｎｏｎｎｏｒｍｅｄｆｉｔｉｎｄｅｘ，ＮＦＩ），不同模型检
验时精确度稳定；⑥近似误差的均方根（ｒｏｏｔ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ＭＳＥＡ），用于测量模
型的绝对拟合，对参数较少的模型敏感。

表５　模型拟合测试
Ｔａｂ．５　Ｍｏｄｅｌｆｉｔｔｉｎｇｔｅｓｔ

参数 标准 拟合值 是否达标

ＣＭＩＮ／ＤＦ ＜３．０ １．６５３ 是

ＧＦＩ ≥０．９０ ０．９３５ 是

ＡＧＦＩ ≥０．９０ ０．９１５ 是

ＮＦＩ ≥０．９０ ０．９７８ 是

ＣＦＩ ≥０．９０ ０．９８２ 是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８ ０．０４２ 是

采用 ＳＥＭ来考察结构模型，检验模型的假设，
计算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检验假设是否成立。本

研究假设的标准路径系数、标准误差、Ｔ检验值以及
Ｐ值检验［２３］结果如表６所示。根据表６可知，本研
究４个假设的 Ｐ值均显著即假设均成立，也即信息
重要性、网站声誉对信息保护行为意向有正向影响，

而信任对信息保护行为意向有负向影响，信息保护

行为意向对信息泄露有负向影响。

４　结　语
本文基于研究模型，问卷调查收集的样本数据，

针对中国网上购物的消费者总共收集了３７０份有效
的问卷答复。进而采用 ＳＰＳＳ和 ＡＭＯＳ统计软件对
数据进行分析，具体包括：信度分析、效度分析、相关

分析、模型拟合度检验和路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信息重要性和网站声誉对信息保护行为意向有正向

影响，但信任对信息保护行为意向有负向影响。总

的来说，信息保护行为意向对信息泄露产生负面影

响。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电子商务中消费者隐私

保护的研究，而且有助于中国网上购物市场中购物

平台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使用的研究。

表６　路径分析
Ｔａｂ．６　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路径
标准化

路径系数
Ｓ．Ｅ． Ｔ值 Ｐ值

假设成

立与否

ＩＳ→ＢＩ 　０．２３６ ０．０５６ 　４．２４２  成立

ＷＲ→ＢＩ　０．１５７ ０．０５３ 　２．９４８ ０．００３ 成立

ＴＲ→ＢＩ －０．３３０ ０．０６７ －４．９１９  成立

ＢＩ→ＩＤ －０．３０２ ０．０７２ －４．２１８  成立

正如研究结果所表明，大多数网上消费者不仅

在网上购物时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有足够的重视，而

且也关心自身隐私的保密性和安全性。根据参加这

一问卷的受访者的答复可知，绝大多数消费者倾向

于选择拥有良好声誉的网站和有个人信息和互联网

使用政策，并将政策告知客户的网站。他们认为，这

种政策和消费者的意识将减少先前的风险和责任。

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应该考虑建立全面具体的

政策针对于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个人隐私的问题，从

而明确告知消费者信息收集的目的，存储和使用的

情况，并承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不向第三方透露

顾客信息。在这种政策下，可以授予网站合格的电

子商务证书。这样，消费者就有更大意愿在网上进

行交易，从而可以帮助扩大电子商务的规模。其次，

电子商务网站应该有更专业的网站设计，并在日常

运营过程中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此外，网站应该

使用可靠的加密和安全技术，保护消费者的隐私不会

被他人恶意获取，并在必要时提醒用户采取相关措

施，提高隐私保护的水平，防止账户信息泄漏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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