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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以国内代表性城市的
!

"

M

岁儿童家长为调研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家长的消费行为特征进行

研究$通过
3L33

分析软件得出&家长最关注童装的做工和款式'常去的购买场所是商场和品牌专卖店'高学历家长

对品牌童装的兴趣较大'消费行为受同事%朋友的影响较大'考虑儿童意见'对促销信息较感兴趣等结论$最后就童

装企业研发产品和制定营销策略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

"

M

岁儿童家长'童装'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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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

引
!

言

我国童装年销售量
M

"

E

亿件%据预测每年仍将

以
EX

左右的速度递增'

$

(

&而随着1

A#$

家庭2结构

的形成"

A

个老年人%

#

个青年人%

$

个孩子#

'

#

(

%孩子

逐渐成为家庭的重心%儿童消费的比重也明显增加&

可见%我国的童装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童装业的发展越来越迅速%但较多产品与消费

者的真实需求不匹配&目前国内针对成人服装消费

行为的研究已趋成熟%但鲜有针对国内童装的消费

行为的研究&因此%对庞大的童装消费市场进行相

关的消费行为研究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为了解消

费者的心理态度)购买习惯和对产品的要求%浙江森

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理工大学的合作研究项

目!1基于儿童裤装产品的工艺技术开发2%其中包含

1童装消费者行为市场调研2子项目&为此%本文研

究国内大城市童装消费行为特点%并提出相关建议%

期望对于童装企业研发产品和制定营销策略提供有

益参考&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学龄前期"

!

"

M

岁#的儿童&

国内该年龄层儿童正处于幼儿园阶段%介于幼儿期

向童年期的转变时期%生理和心理都存在特殊性和

代表性&同时%该年龄层儿童家长的年龄大多处于

#D

"

!D

岁%追求时尚%生活方式与老一辈的父母存

在明显差异%故童装消费行为特征也在悄然变化&

目前鲜有针对此消费群体家长的相关理论研究&

!

!

项目研究方案

$=$

!

调研对象

本项目旨在研究国内大城市童装市场的消费行

为%因此在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七大区选取以下代

表性城市进行调研!北京"华北#)沈阳"东北#)南京

"华东#)郑州)长沙"华中#)广州"华南#)成都"西

南#)西安"西北#

'

!

(

&在每个城市随机发放问卷
#""

份%共计
$M""

份%回收
$DF"

份%有效问卷
$D$"

份%

有效率为
BMX

&各地区有效问卷分布的数量为!北

京
$E"

份)沈阳
$EB

份)西安
$EF

份)郑州
$FB

份)长

沙
$BF

份)广州
$BE

份)南京
$EF

份)成都
$B!

份&

由于
!

"

M

岁儿童不拥有消费决定权'

A

(

%并且%

在杭州地区访谈得知%

!

"

M

岁童装大多是由家长进

行购买%因此确定调研对象为
!

"

M

岁儿童家长&

$=#

!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的维度和调查项目主要参考!消费行

为模型"霍华德
@

塞斯模型'

D

(和边利亚的童装购买

决策模型'

M

(

#和购买决策的内容
DQ$Y

"消费对象

Q.*:

)消费决策者
Q.&

)消费时间
Q./)

)消费地点



Q./(/

)消费动机
Q.

;

)以及消费渠道
Y&̀

#

'

F

(

%并

且结合了项目巴拉巴拉公司的实际需求%重点提取

具有代表性的因素来研究&

基于此%本文的调研问卷主要由消费者背景特

征因素"包括家长和儿童的特征#)内部因素"包括家

长的文化审美心理因素和对产品属性的关注度#和

独立于消费者个体之外的外部因素"包括企业广告)

陈列搭配)促销)导购员提供信息等营销因素%电视)

杂志)网络)同事朋友等环境因素%和购买时间)地点

等情景因素#

!

部分组成&

为了使问卷的表述通熟易懂%各题划分明确%见

表
$

&在问卷的设计中%

_

F

"

_

$#

采取
D

级李克特

"

b1g/(:

#量表进行测量%

_

$!

)

_

$D

"

_

$E

根据具体问项

给出不同的选项进行多项选择&

表
!

!

调查问卷的构成

调查项 问项内容

背景特征

因素

_

$

孩子的年龄是 %性别是 &

_

#

您是孩子的什么人5

_

!

您的年龄是5

_

A

您的教育程度是5

_

D

您的职业是5

_

M

您的个人收入是5

内部因素

_

F

我喜欢购买新奇童装产品&

_

E

我喜欢购买时尚童装&

_

B

我喜欢购买品牌童装&

_

$"

当我看到喜欢的童装时%我会忽略价格&

_

$$

购买童装时我会考虑儿童的意见&

_

$#

导购意见对我选择童装很有影响&

_

$!

您购买童装时所关注的因素是5

外部因素

_

$A

您经常会在何时购买童装5

_

$D

您经常会在何地购买童装5

_

$M

您认为最吸引您的童装宣传媒介有5

_

$F

您进店后一般关注哪些陈列5

_

$E

您希望导购在哪些方面提供帮助5

!!

在杭州地区对问卷的初稿进行
!"

份问卷的预

调研%根据家长答题的习惯对题目顺序有所调整%根

据问卷填写情况和访谈作出以下修改&

*

#将
_

F

"

_

$#

的
D

级量表改成
!

级%选项为1

K

是)

O

不一定)

R

不是2%使语言表达更明确%受访者

能够更直观地选取答案&

W

#由于购买童装的
E"X

为儿童父母%以儿童母亲居多%因此删除
_

#

&并且

在正式调研时%选定问卷发放对象为儿童父母%主要

是母亲&

4

#消费者很难归类职业类别%也不愿透露

个人收入状况%因此删除
_

D

和
_

M

&

J

#

_

F

1新奇童

装2定义模糊%改为1新品类童装2%并且在问卷调查

时向被访者解释1随着经济的发展%服装越来越时

尚%童装也出现了以前没有过的品类%如打底裤等%

这些新出现的类别在问卷中取名为新品类童装2&

/

#

_

$!

"

_

$E

多选题备注1可多项选择2&

'

!

结果与分析

#=$

!

问卷信度

采用
3L33$F="

可靠性分析软件%对问卷项目

做信度分析%可得
R(&)W*4.

系数值为
"=MF!

%如表
#

所示&因此%问卷信度可被接受'

E

(

&

表
'

!

可靠性统计结果表

R(&)W*4.d9K+

P

.* >&,h:/H9

"=MF! A$

#=#

!

家长和儿童背景特征分析

家长背景特征会影响到童装的选择%因此本文

先对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进行频数统计%见表
!

&

八个城市
!

"

M

岁儿童家长中%年龄在
#M

"

!D

岁之

间的家长占比
E"=DX

%约
D"X

的家长年龄在
!$

"

!D

岁$大专和本科学历的家长累计占比达
F"=BX

&

可见国内大城市
!

"

M

岁儿童家长主体是一群年轻

且拥有较高学历的群体&

被访家长的儿童在
!

"

M

岁各年龄段人数比例

为
$=$Ak$=!Ek$=$Ak$

%男女性别比例为
$k

$f"E

%儿童年龄和性别分布较为均匀&

表
$

消费者背景特征统计
!

家长年龄*岁 占比*
X

家长教育程度 占比*
X

儿童年龄*岁 占比*
X

儿童性别 占比*
X

#"

"

#D #=F

高中及以下
#A=# ! #A=D

男
AE

#M

"

!" !"=F

大专
!E=F A #B=M

女
D#

!$

"

!D AB=E

本科
!#=# D #A=D

!M

"

A" $!=B

硕士及以上
A=B M #$=A

A"

以上
#=B

#=!

!

内部因素分析

内部因素部分主要调查消费决策者"

Q.&

#)消

费动机"

Q.

;

#)消费对象"

Q.*:

#%包括家长的文化

审美等心理因素分析和对产品因素的关注度分析&

#=!=$

!

心理因素分析

心理因素部分调查家长对新品类童装)时尚童

BB$

第
#

期 张
!

苇等!国内大城市
!

"

M

岁儿童家长童装消费行为研究



装)品牌童装和是否忽略价格的态度%以及儿童和导

购意见的影响&选择项设置为1是21不一定21不

是2&在分析过程中%1是2赋值为
$

分%1不一定2赋

值为
#

分%1不是2赋值为
!

分&

#=!=$=$

!

均值和标准差分析

通过均值分析可知家长对各变量的总体认同情

况&若该因素的均值
$

#

%说明家长持肯定态度%反

之亦然&均值越小%对变量的认同程度越高'

B

(

&通

过标准差分析可知家长对各变量的态度一致性情

况&标准差越小%说明被调查者的态度越一致%反之

亦然'

B

(

&分析结果见表
A

&

表
)

!

心理因素各变量均值和标准差

购买因素 新品类童装 时尚童装 品牌童装 忽略价格 儿童意见 导购意见

均值*分
$=M $=A! $=MM $=BM $=!$ #=$A

标准差
"=DDM "=DM$ "=DDB "=MFF "=DFA "=MMA

!!

分析得知!

*

#家长对时尚童装的购买意愿最强

烈%其次是新品类童装和品牌童装$

W

#大部分家长

对价格较关注$

4

#家长非常愿意听取儿童意见$

J

#

大部分家长不受导购意见的影响&

#=!=$=#

!

方差分析

为了深入认识家长和儿童不同背景特征对家长

购买心理的影响%对数据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

给出显著性水平
'

a"-"D

%与检验统计量的概率
*

值作比较%若
*

$

"-"D

%则存在显著差异$若
*

"

"f"D

%则无显著差异'

$"

(

&

由表
D

可知%

*

值小于
"="D

的为显著差异项&

由表
M

的显著差异项均值数据可得!

*

#家长年龄越

大%教育程度越高%对品牌童装的兴趣越大$

W

#儿童

年龄越大%家长越关注儿童意见$

4

#

!M

"

A"

岁家长

对新品类和时尚童装兴趣最小&

表
&

!

心理因素变量与消费者特征变量方差检验概率的
'

值

*

值 新品类童装 时尚童装 品牌童装 忽略价格 儿童意见 导购意见

家长年龄
"="$" "="AD "="AE "=#MA "="!A "=!$$

家长教育程度
"=E!M "="!! "=""" "="M$ "=B#M "=D!B

儿童年龄
"=""# "="$M "=MAB "=$DM "=""A "=DMF

儿童性别
"=DA$ "=M"" "=#MD "=!M" "=""A "=A"!

表
"

!

显著差异项均值数据

均值*分

家长年龄*岁

#"

"

#D#M

"

!"!$

"

!D!M

"

A"A"

以上

家长教育程度

高中

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硕士

及以上

儿童年龄*岁

! A D M

儿童性别

男 女

新品类童装
$=DM $=DF $=DB $=F! $=M$ $=A#$=DF$=!M$=AD

时尚童装
$=!$ $=A! $=A# $=DA $=!B $=A# $=!B$=AF $=DF $=!D $=M $=#D$=AF

品牌童装
$=E# $=F" $=MD $=M$ $=DA $=FM $=MF$=DE $=DF

儿童意见
$=!$ $=!# $=#E $=!D $=DM $=M# $=M $=A# $=# $=!E $=#D

#=!=#

!

产品各因素关注度分析

家长对产品各因素关注度的统计数据如图
$

所

示&图
$

可见%做工是家长最关注的因素%其次分别

是款式因素)舒适性因素和价格因素&相比之下%家

长最不关注的因素是售后服务&

图
$

!

消费者对产品各因素关注度的占比

#=A

!

外部因素分析

外部因素部分主要调查消费时间"

Q./)

#)消费

地点"

Q./(/

#及消费渠道"

Y&̀

#&主要考量宣传媒

介信息)店面陈列信息)导购提供的信息等外部刺激

因素对家长做出选择的影响%以及家长购买时间和

地点选择的情景因素&采取频数分析法%统计各选

项的有效百分比&

#=A=$

!

购买时间和地点分析

购买时间的统计结果见图
#

&图
#

可知%选择

当季促销和换季打折两项共占
A$=EX

%而
AB=DX

的

家长则不受促销活动的影响%购买童装的时间比较

随意%仅
E=FX

的家长愿意在正价时购买童装&

根据图
!

可知%家长首选购买场所是商场%其次

""#

!!!!!!!!!!!!!!

浙
!

江
!

理
!

工
!

大
!

学
!

学
!

报
#"$!

年
!

第
!"

卷



是品牌专卖店&从这最主要的两个购买地点可以看

出%超过
D"X

的家长倾向于购买品牌童装&但是通

过和被访家长的交流得知%大部分家长对于童装品

牌的名称仍不太熟悉&此外%款式新颖的个性小店

和购买便捷的电子网络也受到部分家长的青睐&相

比而言%批发市场和超市的选择最少&

图
#

!

购买时间占比分布

图
!

!

购买地点占比分布

#=A=#

!

家长对外界信息获取的选择分析

家长对于各类信息获取选择的频数分析如表
F

所示&家长最信赖的购买信息是来自同事)朋友的

推荐%其次是电视传播%第三是橱窗的展示%网络也

成为第四信息渠道$家长在专卖店中最关注的信息

是货架上展示的商品%其次是促销信息和模特的穿

着展示$接近半数的家长希望导购提供款式搭配的

信息&

表
#

!

家长获取各类信息的频数分析

购买信息源 占比*
X

陈列获取信息 占比*
X

导购提供信息 占比*
X

同事)朋友的推荐
#!=B

货架
!"=A

款式搭配
AA=A

电视广告
##=$

促销信息
#M="

产品介绍
#A=M

橱窗
#"=M

模特
#A=$

促销信息
##="

网络
$#=!

宣传海报
$A="

不需要
B="

报纸杂志
$"=B

花车
D=D

户外广告牌
$"=#

$

!

结论及建议

根据消费者背景特征调查可知!国内大城市

!

"

M

岁童装消费群主体是处于
#M

"

!D

岁之间的儿

童父母%特别是
!$

"

!D

岁%并且拥有大专或本科学

历的家长&

调查及分析归纳所得的结论%对童装生产和营

销企业的建议如下&

!=$

!

产品研发建议

家长最关注的产品因素是做工%第二是款式%第三

是舒适性$家长对时尚童装的购买意愿最强烈%并愿意

尝试新品类童装&因此%建议童装企业应着重提高产

品做工质量和面料舒适度$在产品开发上适当考虑时

尚元素%款式多元化%并且多设计搭配感强的产品&另

外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尝试研发一些童装新品类&

!=#

!

营销活动建议

!=#=$

!

品牌推广

家长倾向于购买品牌童装%超过
D"X

家长选择

的购买场所是商场和品牌专卖店%但是大部分家长

对于童装品牌的名称不太熟悉$在传播媒介中%最受

家长信赖的是同事)朋友的口碑宣传$家长关注的第

二宣传媒介是大众传播电视媒介%第三是店铺的橱

窗展示%第四是新兴媒介网络&建议!童装营销企业

应针对不同的地区制定合理的品牌推广策略%加强

品牌形象的宣传$在改善产品的基础上%根据顾客购

买情况做一系列的售后跟踪满意度调查%了解顾客使

用情况%树立好口碑$适当投放电视及网络广告%将企

业最新产品和促销活动信息及时更新在橱窗展示中&

!=#=#

!

促销活动

价格因素是家长关注的产品第四要素$大部

分家长在遇见喜欢的童装产品时仍不会忽略价

格$接近半数的家长选择在促销活动时购买童装%

促销信息也是家长进店后关注的第二信息&因此

建议!除了制定一个合理的价格外%可适当地开展

促销活动%并且在店面陈列方面将促销信息摆放

在明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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