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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预制干锅兔食品价值与消费者的选择进行相关研究，并引入预热方式的调节作
为调节变量，引入内卷作为中介变量，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取得数据，使用 PLS 进行数据分
析。分析结果显示：即烧烤类或油炸类食品预制食品价值能直接影响消费者行为和选择，又
通过预热方式间接影响消费者选择。食品价值对消费者选择均有影响，按影响程度降序排序
为（风味价值、营养价值、药用价值）。因此食品经营者在保证好产品质量的同时，也要重
视客人对食品价值的需求，以满足消费者身体及精神上的双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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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食品业蓬勃发展，但竞争激烈

致使获客成本攀升，众多商家陷入亏损困境。

精准捕捉消费者行为，实现口碑营销，成为

降低获客成本的关键。而这需深入了解消费

者对食品营养价值、风味价值和药用价值的

偏好。平椿源研究表明，添加陈皮、桑叶、

蓝莓等可提升油炸或烧烤食品的营养价值；

不同蚕豆粉发酵方式能改变食品风味；不同

预制菜品预热方式也影响风味，微波复热可

减少对原始风味的损害。因此，研究如何影

响消费者行为极具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指出，店内环境[1]和品牌形象

[2]是影响食品消费者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

聚焦于预制干锅兔，即预烹饪的食用兔产品。

由于食品经营者资金有限，依靠店内环境和

品牌效应提升消费者购买意愿成本过高。王

冰[3]称，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居民消费能力

增强，更注重环保和健康，对农产品安全和

质量要求提高。朱根豪[4]也发现，食品质量

越高，消费者购买意愿越强。基于此，本文

将研究重点置于能影响消费者行为且便于经

营者提升食品价值的因素，引入预热方式为

调节变量，内卷为自变量，探究食品价值、

预热方式、内卷与消费者行为这四个变量间

的关系。

2.文献综述

2.1 食品价值

食品价值是指食品所能提供的营养物

质、能量以及满足人体健康需求的程度。

Elaine Pieterse提到食用花因其营养和药用特

性而被食用[5]，刘邵凡提到农业食品来源广

泛，其营养价值、风味价值均较高，是运动

营养食品研发原料的重要选择渠道[6]。廖富

迎发现微生物发酵食品具有营养价值[7]。营

养价值是指食物能够提供碳水化合物、蛋白

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8]
药用价值则是指在治疗疾病等方面有独特的

功效和作用[9]，它能够提高机体免疫功并且

调节人体机能[10]风味价值指的是摄入食品

时，所有感觉（嗅、味、视、触和听）、知

觉的综合[11]；它可引起人的食欲，从而促

进消费者的购买和食用[12]。因此，本文认

为预制干锅兔的食品价值主要分为三个方

面：营养价值、药用价值和风味价值。

2.2 预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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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热方式是指对预制食品进行再次加

热。刘骞提到不同复热方式对预制肉类食品

的品质产生不同的影响[13]。余雪松也提到

提到不同复热方式会对冷冻莲藕肉圆品质产

生影响[14]。
2.3 消费者选择

消费者行为（或选择）是指消费者为索

取，使用，处置消费物品所采取的各种行动

以及先于且决定这些行动的决策过程[15]现
有关于将食品价值与行为相结合的研究，多

集中在食品安全层面，如马小辉将食品的安

全价值作为核心，探讨了消费者对安全食品

的购买意向[16]。我国学者徐玲玲提到了食

品价值如（安全，质量）等对消费者行为的

影响[17]，但此项研究未探讨营养价值、药

用价值、风味价值对消费者产生的影响效应。

在国内，李亚娇指出关于风味价值研究较为

缺乏[18]。
2.4 内卷

“内卷”更多地用来形容在某个领域或群

体中，人们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如教育机

会、工作岗位等，而进行过度竞争，导致个

体付出的努力不断增加。它要求积极进步，

与他人攀比、不断竞争，为了谋求发展愿意

付出较多额外劳动的社会现象。[19]
综上所述，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

文将食品价值与食品消费者的行为（或选择）

结合研究，引入预热方式为调节变量，引入

内卷为预热方式的自变量基于微观视角深入

探讨食品价值对消费者行为或（选择）影响。

3.研究设计和模型构建

3.1 模型定量研究

本文提出了实证研究模型，通过整合定

性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调查食品价值和消费

者行为（或选择）之间的相关关系。

3.1.1 模型假设构建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结合国内外有关

本主题的研究，本文主要研究消费者体验到

的食品价值对其行为（或选择）的影响，以

预热方式为调节变量，引入内卷为预热方式

的自变量，最终提出模型（见图 1）。

张瑞发现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提升

产品营养价值可提高消费者的购买率[20]，
任慧提到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食品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高蛋白、低脂肪、健康的

食品需求日益增长，可见人们对具有药用价

值的食品的需求日益增加[21]。易舒婷提到

通过对乳酸菌发酵豆乳进行工艺研究，得到

一款风味优良、富含营养价值的乳酸菌发酵

豆乳产品，可提高消费者兴趣[22]。平椿源

提到陈皮可抑制油炸类或烧烤类食品，使食

品更具营养价值[23]，他又发现室内发酵的

蚕豆粉具有果味，而室外发酵的蚕豆粉具有

焦糖味，用其调味可让食品产生不同的风味

[24]，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在食品价值对消费者选择的影响中，

食品价值与消费者选择呈正相关。

H1a：在食品价值对消费者选择的影响

中，营养价值与消费者选择呈正相关。

H1b：在食品价值对消费者选择的影响

中，风味价值与消费者选择呈正相关。

H1c：在食品价值对消费者选择的影响

中，药用价值与消费者选择呈正相关。

图 1.研究模型

消费者的内卷程度可能与预热方式具有

一定关系，但现无文献可支撑这一观点，可

以从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推测。综上，本文

提出以下假设：

H2：在消费者食品选择中，内卷与预热

方式呈正相关。

平椿源发现预热方式微波复热（MR）、

煮沸复热（BR）和蒸汽复热（SR）会影响食

品风味[25]，段佩利发现文冠果仁经过一定

的加热后食用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得到提

高，可见预热方式会影响药用价值和营养价

值[26]。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预热方式对营养价值和消费者选择

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H3b:预热方式对风味价值和消费者选择

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H3c:预热方式对药用价值和消费者选择

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3.1.2 测量变量设计

四川旅游学院的消费人群对预制干锅兔

的购买意愿的调查问卷总体包括了三个方

面。第一方面是消费者自身的个人特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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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庭特征；第二方面是消费者对食品价值

的认知程度；第三方面是针对消费者对于预

制干锅兔的预热方式以及内卷对预热方式选

择的影响。详细的调查问卷参见文后附件。

（1）消费者自身的个人特征以及其家庭

特征。此方面所调查的是被调查人员的月收

入，受教育程度，职业，性别及年龄，这些

原因使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发生改变的程度有

所不同。

（2）消费者对食品价值的认知程度。该

方面针对于被调查人员或消费群体本身经

历过的事情，通过发放问卷以及走访调查的

方法，对被调查的人群或者是被采访到的人

群询问一系列有关与预制干锅兔及其购买行

为的相关问题，从不同的方面有针对性的去

调查消费人群对食品价值的认知程度，去总

结他们对于预制干锅兔的购买现状及购买意

愿调查态度。

（3）消费者内卷程度对于预热方式的选

择以及预热方式对食品价值的影响。此方面

主要是询问消费人群他们曾经对预制干锅兔

的预热方式是否与内卷程度有关，了解被调

查人群是否通过内卷程度可以决定其预热方

式，并且同样调查了改变消费者购买意愿的

影响因素。

3.1.3 预调研与抽样

根据研究的背景和目的，本研究是以四

川旅游学院学生作为预调研对象，通过测量

他们作为烧烤类或油炸类预制食品的消费者

感受到的食品价值对他们行为（或选择）的

影响程度，从而验证对食品价值存在不同认

知的消费者在预热方式和行为（或选择）上

存在差异性。其中，主客互动量表引自王建

芹开发的量表，根据研究需要将题项描述进

行一定修改。满意度主要指消费者整体情感

体验的满意度，引自奥利弗开发的量表。因

餐饮业的特殊性，重购意向分为重购意向和

推荐意愿两个方面，故引用博尔丁开发的量

表。

3.1.4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为了本次调查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笔者

于 2024 年 8月初进行了正式调研。参照前因

数据搜集的形式，定量研究选取国内几个较

为知名的预制菜批发平台，比如饿了么、美

团、京东到家、盒马生鲜、顺丰优选，通过

线上联系的方法开展可控的抽样，同时，从

中选择有预制菜购买经验的候选人作为研究

参加者，进行样本数据收集。共收集 538 份

回复（男性 32.9%，女性 67.1%），所有的

信度和效度量表被分析是可以接受的 。同

时，受访者需要具有购买或以前购买过预制

菜的经历。人口统计信息如表 1所示：

表 1.人口统计信息表

变量 分类 数量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177 32.90%
女性 361 67.10%

年龄（岁）

<20 29 5.39%
20～30 165 30.67%
30～40 189 35.13%
>40 155 28.81%

预制菜购买年限

（年）

<5 205 38.10%
5～10 194 36.06%
10～20 124 23.05%
>20 15 2.79%

线上购物年限

1 122 22.68%
1～3 203 37.73%
3～5 167 31.04%
>5 46 8.55%

最终人口统计信息中，男性女性比例符

合目前中国女性买菜的特点，年龄比例基本

符合预制菜的购买群体特征，预制菜购买频

率也基本符合老百姓购买预制菜的基本标

准，整个分层样本比例都较为合理。

4.数据验证和事后分析

定量分析包括测量验证、结构模型和假

设检验，以及事后处理分析。

4.1 模型测量验证

测量验证结果展示了信度和效度的评估

结果，如表 2所示。样本分析 CR 值在 0.817
至 0.932 之间，所有 Cronbach 's α值均高于推

荐水平 0.7，表示信度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可靠

性和可行性。

收敛效度采用外部负荷和 AVE 来测量，

本研究中大部分外在载荷值均高于 0.735，带
有外部载荷的指标符合要求。此外，所有

AVE 值高于 0.5，表示所有构件解释了测量

题项方差的大部分。本研究中所有 VIF 值均

低于推荐值 10，均满足多重共线性。鉴别效

度采用 Fornell-Larcker 准则以及交叉载荷，

每个变量的 AVE 值高于它与其他变量的平

方相关性数值（最高值 0.273），其中内卷

AVE 值最低（0.633），预热方式 AVE 值最

高（0.751）。因子载荷和交叉载荷显示，每

个测量题项与其相关构件的外部载荷高于所

有其他结构的载荷（最高值 0.388），其中营

养价值的第二个测量题项外在载荷值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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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5）。因此，本文验证了鉴别效度。同

时，Harman单因素检验共同方法偏差（CMB）
和共性方法方差（CMV），8个因子的特征

值都超过了 1，解释了 70.4%的方差。

表 2.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变量

题项
题项内容 VIF 因子

载荷
CR Cronbach’s

alpha（α） AVE 平均

值
S.D.

营

养

价

值

YV1 如果预制干锅兔中含有丰富的多种 VC，
您会增加对它的购买吗？

1.622 0.778

0.817 0.735 0.668 6.11 1.51YV2 如果预制干锅兔中含有可以减少患癌几

率的成分，您会愿意再次购买吗？
1.721 0.735

YV3 如果预制干锅兔中含有优质蛋白，您会

向他人推荐吗？
1.484 0.819

风

味

价

值

FV1 如果预制干锅兔，很符合您的口味，您

会为它宣传吗？
1.869 0.855

0.856 0.744 0.698 5.17 1.74FV2 如果预制干锅兔有多种口味，您会愿意

尝试吗？
1.721 0.816

FV3 如果预制干锅兔具有独特的风味，您会

愿意尝试吗？
1.311 0.809

药

用

价

值

CV1 如果预制干锅兔可以滋阴润燥，您会向

他人推荐吗？
2.081 0.873

0.878 0.767 0.675 4.88 1.38CV2 如果预制干锅兔具有补血安神的功能，

您会增加食用它的次数吗？
2.342 0.958

CV3 如果预制干锅兔具有明目强身的功能，

您会再次购买吗？
1.995 0.902

内

卷

NJ1 您平时会经常锻炼吗？ 1.765 0.848
0.843 0.729 0.633 5.31 1.48NJ2 您学习（包括知识和技能）的频率高吗？ 2.094 0.906

NJ3 您每天玩手机的时间长吗？ 1.670 0.855
预
热
方
式

YR1 您有多么喜欢点外卖？ 1.983 0.848
0.911 0.808 0.751 5.28 1.65YR2 您有多么喜欢吃干锅？ 2.506 0.904

YR3 你有多么喜欢使用智能家居？ 2.496 0.899
4.2 模型假设检验

为了评估模型拟合的优度，本文采用

dULS、dG 和 SRMR 来进行衡量。结果显示，

SRMR 数值为 0.066（低于阈值 0.080），HI95
为 0.055，HI99为 0.126，dULS为 2.793，dG为
0.911，均支持结论。此外，所有差异度量值

均低于其相应参考分布的 99%分位数

（HI99），表明估计模型在 1%显著性下达到

接受的水平。因此，本文的模型适配度是可

以接受的。本文采用迭代程序技术的

WarpPLS3.2.3 进行测试，结果如图 2 所示，

研究模型解释了 38.6%消费者选择和 57.1%
预热方式。

营养价值、风味价值、药用价值对消费

者选择有正面显著影响。因此 H1a、H1b、H1c

都得到支持。同时，消费内卷与预热方式呈

正相关，支持 H2。此外，预热方式分别正向

调节了营养价值、风味价值、药用价值与消

费者选择之间的影响程度，因此，支持 H3a、

H3b和 H3c。

图 2 模型假设测算结果（图中数字为相关系

数、t 值以及显著性。）

5.研究结论

本研究尝试将营养价值与风味价值一起

纳入食品价值的范畴，实证分析整体烧烤类

或油炸类预制食品价值对消费者行为（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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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微观视角深

入分析食品价值各维度对消费者满意度和重

购意向的影响，弥补现有研究在微观视角研

究的不足。此外，本研究可以有效指导食品

售卖者提高食品质量，也为食品售卖者提高

消费者购买食品的欲望指明了一条便于实践

又实际有效的道路。但本研究还有可改进之

处。如在数据收集的方法上，采用的是网上

发放问卷的方法，以后的研究可以结合实地

调研对消费者进行访谈，从而更能了解到消

费者的真实体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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