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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H!L的电子垃圾网络回收平台信任机制

实证研究

刘永清%靳才軻%丁文彬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

摘4要#在研究回收平台信任的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平台设计等 +个维度构建了回收平台信任模型$

通过问卷调查及 KCKK主成分分析!得出各维度下自变量对回收平台信任的影响大小" 研究发现.平台设计等 + 个中间

变量均对以消费者为核心的网络回收平台信任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企业履职!其次是回收模式!说明

企业责任及便捷的回收模式对回收平台信任更有影响" 同时发现%政府加强对回收平台的监管&对平台信任影响很大!

说明政府引导对回收平台信任存在重要的正向影响关系"

关键词#电子垃圾$网络回收平台$形成机理$信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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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引言及文献综述

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产生了数量巨大的电子

垃圾% 电子垃圾具有资源和危害的双重属性#处

理得当可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处理不当将破坏

生态环境和危害人体健康% H!L电子垃圾网络回

收平台"如(爱回收) (淘绿网)和(阿拉环保网)

等$是一种把传统废品回收行业搬上网络的创新

模式#为消费者和回收企业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把

消费者与正规回收商等环保企业连接起来% 该模

式以消费者为核心#注重用户体验#具有操作简

单&信息及时&消费者可便捷完成交售活动等特

点#能有效解决我国目前电子垃圾最棘手的回收

问题% 然而#由于网络存在一定的虚拟性#消费者

对网络回收平台的信任需要一些制度&规则和政

策的支撑和约束% 因此#研究面向消费者的电子

垃圾网络回收平台信任机制#重点提炼影响信任

形成的因素#对加快网络回收平台稳健发展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 H!L的网络回收平台信任机制的形成

对提升互联网与电商平台用户黏性有重要作用%

已有关于网络平台信任的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信任及信任机制的理论基础研究%

OIGAM认为信任是一种在对他人积极预期基础上

愿意接受脆弱性的状态!

% ;MI0'NA??AM认为信任

是嵌入社会性的特质#是对某个个体或者组织的

行为有信心#预期对方行为是和善&公平以及顾及

他人权利的#并且信任方愿意处于被动地位以及

承担由于信任而带来的风险"

% 心理学认为信任

是一种代表着倾向性的心理运动#是一种个人对

他人承诺的行为反应% 社会学认为信任有利于调

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社会作用#

%

管理学对信任的研究主要是组织内信任的形成机

理和作用两方面#而经济学对信任的研究主要体

现在交易活动中#把信任视为社会经济秩序的基

6$$

!

"

#

收稿日期#!#!$

3

#$

3

$,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 $,TXL#$!$,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 $%5#%2$,湖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69Lb#"6$

作者简介#刘永清"$62*'$#男#湖南娄底人#教授#主要从事逆向物流及闭环供应链优化与管理研究%

OIGAM# )̂H)#XIN(># W)[)# K/D''MJI0#])X)(50 =0?A<MI?(NAO'&AE'B7M<I0(VI?('0IE\M@>?)# >()-.?8%49)1)6.?.1+7.;#.<#$66+"*$!%#6

3

%*")

;MI0'NA??AM# O)(c/'0'J(/5/?('0 I0& K'/(IEK?M@/?@MA!\DACM'REAJ'BcJRA&&A&0A>>)# >?./#()1 H%,/1)$%4*%(#%$%68#$6,+"*$!",$

3

+$#)

洪名勇#钱龙!*多学科视角下的信任及信任机制研宄+#*江西社会科学+!#$*年第 $期%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础!

% 传统社会的正常运行建立在以组织为核心

的包括各种正式制度&非正式规则等系统信任的

基础上#而数字社会中的信任机制建立在数据分

析和后台算法等信息基础上#由于记录和分析大

量数据#平台存在着算法不透明&利益最大化驱

动&信息不对称风险加大等自身公信力下降的问

题"

% 因此#在电商环境中#信任对于建立成功的

交易关系起着关键作用#用户需确保交易是安全

且保密时才会有消费行为#

% 持续的消费行为逐

渐形成了用户忠诚#而保持和提高用户忠诚度需

要信任的维持与不断加强$

% "!$影响消费者信

任因素的相关研究% 大多数学者肯定了消费者信

任在共享经济中的重要性#不少学者从平台&服务

提供方和消费者需求层面实证分析了共享经济下

影响消费者信任的前置因素%

% 另外#网络口碑

影响消费者参与(互联网k

)废旧手机回收意愿#

发布者的专业性&口碑信息质量&口碑信息数量&

回收平台服务质量及传播渠道的种类等特性正向

影响消费者参与(互联网k

)废旧手机回收意愿#

而感知信任在不同的网络口碑特性与回收意愿之

间有不同的中介作用&

% 与传统电子商务中的在

线信任不同#平台经济由于信任参与方较多#所形

成的信任类型也多元化和复杂化% 因此#信任的

含义会随情景变化而发生改变#K@0&IMIMI.I0 认为

共享经济中的信任是用户预测平台方和服务方在

如何提供服务的前提下表现出来的态度意愿'

%

Y(I0<的研究表明#消费者风险感知显著影响信

任#而信任又进一步影响消费者的使用意愿(

%

"*$关于平台信任机制的研究% 信任机制是电商

平台发展的重要机制% 闫慧丽等研究了社交电商

平台上用户信任的转化机理与影响因素#研究发

现!用户与平台的嵌入阶段分为关系嵌入&结构嵌

入&认知嵌入#与之对应形成(身份信任'''行为

信任'''认知信任'''情感信任)的递进演化路

径#演化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影响因素分别是关系

网络&结构制度&品质效应)

% 景秀丽等基于博弈

分析及复制动态方程#探索了平台监管视角下供

求双方的信任博弈状态#得到了相关理论模型%

研究发现!在无平台监管下#供求双方失信成本较

低#不利于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在有平台监管

下#供求双方的失信成本增加#从而有利于建立有

效的信任机制,平台奖惩力度与供求双方的博弈

选择偏好呈正相关关系*+,

% 在如何提升消费者的

使用意愿方面#学者张劲松探讨了影响消费者对

于以滴滴出行为代表的共享出行平台和服务方信

任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社交影响&平台质量&政

府监督和制度保障等因素能够促进消费者对平台

方的信任,信任倾向和消费者对平台方信任显著

影响消费者对服务方的信任,消费者使用意愿主

要受消费者对平台方信任的影响*+-

%

目前国内外关于网络回收平台领域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平台的搭建&平台商业模式及价值创造

等方面#对平台信任的研究比较少#尤其是面向消

费者的网络回收平台信任的研究更是甚少% 本文

结合当前网络平台的发展#针对电子垃圾回收处

理现状与特点#以 H!L商业模式为研究视角#对

电子垃圾回收平台信任的形成机理和影响机制进

行实证研究,通过设立研究量表和设计调查问卷#

对调研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信度&效度等

实证分析#并利用 KCKK!#)#软件进行数据测量分

析#结合其分析结果提出基于 H!L的电子垃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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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回收平台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4H!L电子垃圾网络回收平台信任

机制的形成机理

本研究结合 KDI01IM的网络信任模型拓扑结

构以及W'0A>和 ;A'M<A的信任形成三阶段理论#

分析H!L模式下电子垃圾网络回收平台信任机

制的形成机理% 首先#从静态视角来看#影响消费

者网络信任形成的因素主要有主体&客体及交互

因素% 主体因素指消费者所具有的特征#客体因

素指网络平台所具有的特征#交互因素主要指消

费者与网络平台的互动特征% 同时#消费者对网

络平台的信任又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在不同时

间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因此#从动态视角来看#

可以将信任机制的形成过程划分为初始信任阶

段&持续信任阶段及信任形成阶段% 本文从静态

和动态视角来探讨回收平台信任的形成机理#如

图 $所示%

图 $4H!L网络回收平台信任机制的形成机理

"$$初始信任阶段% 这个阶段是消费者在第

一次接触回收平台与使用回收平台进行回收活动

之间的时间范畴#是信任机制得以建立的最重要

阶段% 这个阶段包含了信任形成的两个重要因

素!主体和客体% 主体因素包括互动经验和风险

感知% 互动经验是指消费者习惯依靠过去的经验

做出信任策略#风险感知是指消费者对于决策后

果的不确定% 由于消费者第一次接触回收平台#

无法依据以往互动的经验来做出判断#而且信息

不对称会导致消费者的感知风险加大% 这种不确

定性会极大地打击消费者对回收平台的信任感%

因此#在这个阶段要从客体因素入手来解决因主

体因素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信任感缺失问题% 客体

因素包括平台设计与网络安全% 回收平台是否具

备简明性和有用性#是消费者使用平台的前提,而

完善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和网上支付的技术安

全水平以及个人隐私保护技术等结构性保障#是

消费者使用平台的基础%

"!$信任持续阶段% 这个阶段是消费者第一

次使用回收平台进行回收活动与下一次使用之间

的时间范畴#是消费者信任的形成与消失的关键

时期% 在客观因素完备的条件下#不确定性风险

被降到最低#消费者会对平台产生一定的信任倾

向#但这种信任倾向是一种带有怀疑性质的信任%

如何打破消费者的怀疑#维持并完全建立消费者

的信任感#这就要从交互因素入手% 交互因素包

括能力&正直和善意% 能力是指平台是否具备实

现消费者预期需求的能力,正直是指平台是否遵

守一系列约定的规则#亦即契约精神,善意是指平

台方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是否具有道德义务

和责任来关注消费者的利益% 因此#平台要协调

好相关企业履行自身的职责#持续提供良好的服

务#以兑现自己的承诺#满足消费者的心理期望%

消费者持续从参与平台回收中获得稳定的收益&

便捷的回收服务以及愉悦的生活体验后#会巩固

和加深对回收平台的信任倾向#进而形成对平台

的信任%

"*$信任形成阶段% 这个阶段是消费者信任

的形成阶段#是良好的客观因素和交互因素共同

作用的必然结果% 消费者在数次使用平台后#自

身期望不断得到满足#怀疑被不断打破#最终对平

台产生依赖性和信任心理#主要表现为包容度&使

用平台和交流共享% 包容度是指消费者对平台的

容错度提升% 消费者抛弃了初期对平台的挑剔目

光#即便平台在交互因素上产生一定程度的懈怠#

也不会对消费者的信任产生重大的影响% 使用平

台是指消费者习惯使用回收平台进行电子垃圾回

收% 消费者对平台的快捷服务产生依赖性#减少

了以往选择线下回收的行为% 交流共享是指消费

者在平台上活跃度高#乐意与其他用户交流经验%

平台用户的黏性增加#消费者乐意自发地为企业

做宣传#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参与该平台的线

上回收业务%

三4研究模型及假设

!一"研究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文献梳理和 H!L网络回收平台信

任机制形成机理的研究表明#影响网络回收平台

信任建立的因素比较广#主要包括消费者个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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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和关系人特征#平台的有用性&易用性和灵活

性#网站安全&网站质量&网站结构性保障及同其

他网站"如网上支付$的链接等因素#也包括回收

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职&政府制订的各项制度&政府

监督及政府宣传等外部因素% 通过查阅大量的文

献资料以及对与平台相关的各大主体之间的关系

分析得知#H!L网络回收平台主要受到消费者个

人&回收企业&回收平台&政府部门这 " 大主体相

关因素的影响% 考虑到所选指标的代表性与模型

的简洁性#本文决定选取平台设计等 + 个因素构

建H!L网络回收平台的概念模型#如图 ! 所示%

因此#平台的信任机制影响因素主要可以概括为

以下 +类!平台设计&网络安全&回收模式&政府引

导&企业履职#这 +类因素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网络

回收平台信任机制的产生%

图 !4基于H!L的网络回收平台信任概念模型

!二"研究假设

"$$平台设计是对平台资源&功能的排列组

合#包括平台的界面设计效果&平台包含的功能以

及平台功能的实现手段等% 平台在消费者使用过

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切信息资源&功能会直接影

响消费者的感知#消费者之所以选择平台参与电

子垃圾回收是因为回收平台的设计功能全面&操

作简单快捷#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某些需求% 据此#

提出假设 $!平台设计对网络回收平台信任存在

正向影响关系%

"!$互联网由于其自身的虚拟性#很多消费

者对网上交易的安全性特别重视% 回收平台涉及

到信息和资金的流动#所以安全性是消费者考虑

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平台通过安全方面的政策

宣传促进消费者对网站的了解#降低或者消除消

费者的不安全感,在回收交易过程中保证信息&资

金安全#能够增加消费者对平台的信任% 据此#提

出假设 !!网络安全对网络回收平台信任存在正

向影响关系%

"*$平台的回收模式即为平台的运作流程和

发展运营方式#直接决定了消费者参与回收活动

的操作流程#是消费者的直接感知% 若平台实行

消费者下单之后直接上门收件的方式#能够省去

消费者自己寄件送货的手续,或平台通过发展更

多的线下门店#实现线上线下共同服务的模式#能

够满足有线下消费需求的顾客要求#从而影响消

费者的信任感知% 据此#提出假设 *!回收模式对

网络回收平台信任存在正向影响关系%

""$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包括监管&

财政支持&舆论引导等功能#一个新的经济方式的

前期发展是少不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的% 政府在电

子垃圾回收处理过程中既是回收主体的参与者#

同时又是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 通过政府对电

子垃圾回收平台的引导&支持&监管与参与#平台

可以获得政策导向&财政支持&监管保障等优势#

从而提高消费者的信任感知% 据此#提出假设 "!

政府引导对网络回收平台信任存在正向影响

关系%

"+$回收企业是电子垃圾回收的最终流向#

因此#回收企业对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定价&

回收品种类型&回收渠道及回收后的处置等职责

将直接影响消费者的信任感知% 同时#部分电器

生产商参与的电器回收除了影响回收电器以外#

也直接影响消费者购置新电器% 因此#企业的责

任包括其社会责任都将影响废旧电器电子产品拥

有者'''消费者的决策% 据此#提出假设 +!企业

履职对网络回收平台信任存在正向影响关系%

另外#通过调研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本文分

析回收平台的现状与信任影响因素的构成#确定

了T

$

(回收平台设计界面清晰&页面布局合理)&

T

!

(回收平台应用软件能在移动终端上运行)等

!#个影响因素#并设为自变量% 对 !# 个自变量

进行分析归类#本文将其归纳为 +个中间变量!平

台设计&网络安全&回收模式&政府引导和企业履

职#并分别用 9

$

至 9

+

表示#最后用因变量 ]表

示网络回收平台信任%

四4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与调研

本研究问卷设计耗时 ! 个月左右#各测量题

项的语句经专家反复商讨并进行了多次修改% 问

卷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卷首语#阐明此次

问卷调查的目的与内容% 第二部分是个人信息调

查#调查受访者的年龄&月均收入&学历等信息#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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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的数据分析进行铺垫#并可以了解不同环境

下的被访者对回收平台模式的不同看法% 第三部

分是对影响网络回收平台信任的 + 个维度分成

!#个要素进行调查#包括平台设计&网络安全&回

收模式&政府引导&企业履职 +个部分% 调查问卷

详见附录 ="略$% 另外#问卷采用李克特 + 级量

表#+个等级的选项分别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不确定&同意和非常同意#并分别用 $o+ 分值来

表示% 此次调查问卷的各个变量测量题项如表 $

所示%

表 $4电子垃圾网络回收平台各变量测量题项

变量 测量题项

平台设计

T

$

电子垃圾网络回收平台"以下简称(回收平台)$设计界面清晰&页面布局合理

T

!

回收平台应用软件能在移动终端"智能手机$上运行

T

*

回收平台输入电子垃圾基本信息后就能自动报价

T

"

回收平台能够看到其他人交易评价

网络安全

T

+

回收平台能够很好地保护顾客隐私和客户资料

T

2

回收平台不需要注册个人账户就可以参与回收操作

T

%

回收平台能够设计保护交易安全的各项规则

T

,

回收平台采用第三方支付方式

T

6

回收平台能够及时发现漏洞并修复

回收模式

T

$#

回收平台能够回收多个品种的电子垃圾

T

$$

回收平台在城市开放更多线下门店#支持线上线下服务

T

$!

回收平台有固定合作的 *CY服务商提供逆向物流服务

T

$*

电器回收平台的价格可以进行协调沟通

政府引导

T

$"

政府和职能部门&主流媒体对回收平台的宣传

T

$+

政府能够加强对回收平台的监管

T

$2

政府通过经济补贴#刺激民众利用平台进行电器回收

企业履职

T

$%

电器制造企业对参与回收行动的居民提供新电器购置优惠

T

$,

回收企业在下单后能够及时上门回收

T

$6

回收企业能够回收各类破损程度的电器并给出不同层次的报价

T

!#

回收企业回收价格能够尽可能高出废品回收站给出的价格

44

"

本表是作者通过调研和查阅文献归纳总结得出%

44本次调研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调

查时间为 !#!#年 + 月下旬% 线上通过(问卷星)

以付费形式进行问卷的发放与收集% 因受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线下主要是对长株潭高校中与该

领域相关的专家学者及部分家电回收企业的专业

人士进行电话访谈% 其中线上共发放调查问卷

$2#份#剔除无效问卷#回收有效问卷为 $+% 份#

回收率约 6,)$*g% 回收率和样本数均达到了分

析标准#可以进行数据检验分析%

!二"调研样本概述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被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如下所示% 年龄方

面#被调查者的年龄大多为 $+岁至 !+岁#约占本

次调研总人数的 %6),%g#主要是因为这一年龄阶

段的消费者是互联网平台使用最频繁的一类人

群#同时也是电子垃圾"如废旧的手机&平板电脑

等$回收平台的主要消费群体% 在受教育程度方

面#消费者的学历层次大多为本科#约占总人数的

%!)**g,其次为大专#约占 $*),"g% 这说明当前

回收平台面向的消费者学历普遍较高#他们对回

收平台这类新事物能较快接受% 在家庭收入方

面#消费者主要为月平均收入 * ###元至 + ###元

以及 + ###元至 $# ### 元左右的中等收入阶层%

总体来说#本次被调查的 $+% 个样本对象个人信

息特征中#消费者的年龄&学历&收入等情况都与

当前我国网民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因此#此次

调查样本对于回收平台的信任机制研究具有较好

的样本代表性#能够反映出我国当前网络平台消

费者的实际情况%

通过计算#调查数据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各个

题项均值最低为 *)2分#最高为 ")+6分#表明受访

者在调查的回答上总体呈现积极的态度% 各测量

题项的标准差在 #)+*6o$)#6% 之间#表明受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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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调查问题时所选回答的分值波动较小#数

据分布比较合理%

!三"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

模型的信度又叫可靠性#是指调查分析的可

靠程度% 本文采用 HM'0RI/Dh>IEFDI系数对数据

进行评估#系数越大#说明此次调查中各题项之间

的相关程度越高#内部一致性越高% 一般情况下#

HM'0RI/Dh>IEFDI系数大于 #)%#属于高信度水平#

#)+为可接受的最低信度水平% 信度分析结果如

表 !所示%

表 !4信度分析表

变4量 HM'0RI/Dh>IEFDI系数

平台设计""小题$ #)%%6

网络安全"+小题$ #)+*%

回收模式""小题$ #),+2

政府引导"*小题$ #)%!6

企业履职""小题$ #)%%+

对 +个中间变量各自的信度分析#研究发现!

HM'0RI/Dh>IEFDI系数均大于 #)+#满足前面提出

的信度水平值% 除网络安全以外#其他中间变量

的HM'0RI/Dh>IEFDI系数均大于 #)%#属于高信度

水平% 因此#此次数据调查可信程度较高%

!)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是为了更好地检验数据调查结果的

有效性#效度主要分为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 本次

问卷调查是在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与专家反复

讨论修改问卷调查题项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总体

来说本次调查的内容效度较高% 结构效度的测量

借助 KCKK!#)##用 Ò7值表示效度% 如果 Ò7值

大于 #),#说明效度很好, Ò7值大于 #)%#说明效

度较好,如果 Ò7值小于 #)+#说明效度不佳#需要

重新修订题项% 本文以平台设计为例进行测量#其

测量结果如表 * 所示#得出平台设计维度的 Ò7

值为 #)%,*#各个因子载荷量大于 #)+#说明回收平

台设计测量题项结构效度达标%

表 *4回收平台设计变量效度表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量 解释方差百分比

平台设计

T$回收平台设计界面清晰&页面布局合理很重要 #)%*#

T!回收平台应用软件能在移动终端"智能手机$运行很重要 #)%%*

T*回收平台输入废旧电器基本信息后就能自动报价很重要 #),#%

T"回收平台能够看到其他人交易评价很重要 #),#%

2#),$"g

Ò7值 #)%,*,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值 $22),2,# #K(<)#)###

44运用同样的测量方法对其余 "个维度进行效

度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可以排除两个效度不够的

题项T

2

"回收平台不需要注册个人账户就可以参

与回收操作$和 T

6

"回收平台能够及时发现漏洞

并修复$#剩余题项结构效度均达标%

*)量表区分度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对量表总分排序后#取低分组和高分组的

!%g各 "! 个样本点进行独立样本 ?检验#各项目

的区分效果显著% 运用 5O7K 软件进行聚合效

度和区分效度验证#分别计算得到平均提取方差

5nc和组合信度 Ĥ 指标#如表 " 所示% 结果发

现!各变量的5nc值都大于 #)+#且 Ĥ 值都显著

大于 #)%,同时各测量项对应的因子载荷系数都大

于 #)%#说明模型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表 "4各分量表信度%效度相关系数

变量

名称

题项变

量符号

题项区分度

"?值$

HM'0RI/DU>

IEFDI

因子载

荷系数

Ò7

检验值

LIM?EA??球

度"C值$

平均提取

方差5nc

组合信

度 Ĥ

平台

设计
T

$

3

6)*"#"#)###$ #)%%6 #),#% #)%,*

$22),2,

"#)###$

#)2#, #),2$

T

!

3

$#)",6"#)###$ #),#%

T

*

3

$!),!""#)###$ #)%%*

T

"

3

$%)*$*"#)###$ #)%*#

网络

安全
T

+

3

$*)+!$"#)###$ #)+*% #),%2 #)226

$+*)2!*

"#)###$

#)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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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变量

名称

题项变

量符号

题项区分度

"?值$

HM'0RI/DU>

IEFDI

因子载

荷系数

Ò7

检验值

LIM?EA??球

度"C值$

平均提取

方差5nc

组合信

度 Ĥ

T

%

3

$#)*66"#)###$ #),""

T

,

3

$$),,%"#)###$ #)%%#

回收

模式
T

$#

3

$*)$,$"#)###$ #),+2 #),"2 #),!6

!2%)",,

"#)###$

#)%#! #)6#"

T

$$

3

$%),6#"#)###$ #),""

T

$!

3

$!)"!+"#)###$ #),**

T

$*

3

$")!**"#)###$ #),!%

政府

引导
T

$"

3

$$)2!6"#)###$ #)%!6 #),++ #)2+*

$#*)"*2

"#)###$

#)2+# #)%*$

T

$+

3

$!)6,#"#)###$ #),!*

T

$2

3

$!)6*#"#)###$ #)%*%

企业

履职
T

$%

3

$*)6$""#)###$ #)%%+ #),2" #)%"2

$,6)$+"

"#)###$

#)2#* #),++

T

$,

3

$!)*+,"#)###$ #),!+

T

$6

3

$*)+*!"#)###$ #),!#

T

!#

3

$*)+*,"#)###$ #)%+,

44为进一步对量表进行区分效度分析#通过 5Q

O7K软件得到5nc平方根及各因子变量的相关

系数#如表 + 所示#可以发现每个因子变量的

5nc根号值都大于它与其他因子的相关系数的

最大值#说明量表具有很好的区分效度%

表 +4平均提取方差值5nc的平方根与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比较

平台设计 网络安全 回收模式 政府引导 企业履职

平台设计 #)%,#

网络安全 #)%## %", ,6* #),*$

回收模式 #)+%+ !+# *2! #)2$6 $6" 6#2 #),*,

政府引导 #)+"* #," *$! #)+2" 2+2 #$" #)%"* "%, %$$ #),#%

企业履职 #)2"$ 6*+ ,!% #)2$2 *", 62" #)%!, ,"" !!* #)%*! *,# ,%$ #)%%2

44!四"回收平台信任模型分析

$)回收平台设计影响因素计算及合成

通过测量可信度和效度#本研究排除了两个

问卷题项T

2

&T

6

#剩余的 $, 个自变量分别标注为

T

$

&T

!

到T

!#

#将剩余的问卷数据指标进行标准化

处理即可得到标准化后的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

对各个维度的指标权数进行计算和合成% 根据前

面得到的标准化数据#本文在此以平台设计维度

为例进行分析"如表 2 所示$#对平台设计进行主

成分分析%

从总方差分解表"限于篇幅#分解表从略$中

选取大于 $的特征值#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百

分比约为 2#),$#说明第一主成分包含大部分指标

的信息量% 根据得到的主成分 M

$

和成分得分系

数矩阵#得出M

$

表达式!

M

$

V

#S*##]

$

Z

#S*$,]

!

Z

#S**!]

*

Z

#S**!]

"

"$$

表 24回收平台设计指标相关矩阵

T

$

T

!

T

*

T

"

相关系数

T

$

$)### #)"$$ #)"%$ #)"*#

T

!

#)"$$ $)### #)",! #)+$6

T

*

#)"%$ #)",! $)### #)+"2

T

"

#)"*# #)+$6 #)+"2 $)###

其中#M

$

表示的是平台设计的第一主成分#

这一主成分累计能够解释平台信任机制信息的

2#),$g% 因此可以表示平台设计与该维度自变

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同理#对其他 " 个维度"网络安全&回收模

式&政府引导&企业履职$进行主成分分析#可得

出另外 "个维度的线性关系表达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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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V

#S"!*]

+

Z

#S"#%]

%

Z

#S*%!]

,

"!$

M

*

V

#S*#$]

$#

Z

#S*#$]

$$

Z

#S!6+]

$!

Z

#S!6%]

$*

"*$

M

"

V

#S"!$]

$"

Z

#S"*,]

$+

Z

#S*%,]

$2

""$

M

+

V

#S!6%]

$%

Z

#S!%+]

$,

Z

#S$#2]

$6

Z

#S!6%]

!#

"+$

!)回收平台信任机制影响因素计算及合成

根据前面得到的中间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线

性关系#代入其调查数据#进行数据标准化后可以

得出中间变量的数据表% 和前面的研究分析方法

一样#对中间变量 M

$

&M

!

&M

*

&M

"

&M

+

进行主成分分

析计算指标权数#得出相关系数矩阵&特征根和方

差贡献率% 根据总方差分解表#选取第一主成分分

析#可以表示平台信任机制信息的 %$S62_% 根据

成分矩阵和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将网络回收平

台信任表示为各个中间变量的线性组合#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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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是在对平台设计等 + 个维度进行主

成分分析#对各个维度的指标权数进行计算和合

成#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对 + 个维度所表示的中间

变量M

$

&M

!

&M

*

&M

"

&M

+

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其指

标权数所得% 因此#"%$ 式中]

#

前的系数表示了

各题项"自变量$ 的权重值%

五4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

设#即平台设计&网站安全&回收模式&政府引导及

企业履职 +个中间变量均对以消费者为核心的网

络回收平台信任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同时也验证

了除T

2

&T

6

外的 $, 个题项对回收平台信任机制

的建立也存在正向影响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从中间变量所占权重来

看#首先#影响最大的是(企业履职)#其权重值达

#)!"2% 本文所指的企业履职主要是回收企业的

履职及电器制造企业对产品生命周期末端负责的

履职% 回收企业是电子垃圾的最终流向端#对其

回收定价"包括转置价格$&回收后的处理方式有

决定性的影响#说明回收企业的责任履职对回收

平台信任机制有较大的正向影响关系% 同时#对

于部分电器生产商参与的电器回收不仅影响消费

者的回收信心#也会对新电器的购置产生一定的

影响#说明目前在电子垃圾回收环节国家鼓励以

cĈ "生产者责任延伸$为主导的政策导向是有

其理论依据的% 其次#影响排第二位的是(回收

模式)#其权重值为 #)!"!#与排第一位的企业履

职只相差 #)##"% 这里的回收模式包括平台具有

多品种回收&支持线上线下回收&有第三方物流服

务商支持及回收价格可进行协商等#说明便利的

回收模式及其创新对消费者更值得信任&更有信

心% 再次#影响较少的是(平台设计)与(网站安

全)#分别为#)!!2&#)!!6#说明消费者对新型网络

平台的设计和安全性期望不高%

"*$研究结果还显示#自变量T

$

oT

!#

中#对回

收平台信任机制影响最大的是(T

$+

政府能够加强

对回收平台的监管)#其权重值达到了#)$#*%政府

作为监管主体#对网络回收平台的监管可以让消

费者的利益得到保障#更具有信任的基础#消费者

通过政府的监管从而建立初始信任% 同时#(T

$6

回收企业回收各类破损程度的电器并给出不同层

次的报价)权重最小#仅为 #)#!2#说明消费者对

电子垃圾的回收价格比较在意#期望得到一个满

意的价格#但是具体的价格区分度影响较小%

!二"政策启示

"$$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政府引导对

消费者使用信心的建立不容忽视% 为了增强政府

的引导地位#政府应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制度设计%

第一#健全制度&强化监管% 政府应在企业履职&

网络回收平台设计&网站安全及回收模式创新等

方面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规则#尤其针对互联网平

台这一虚拟空间% 第二#加强宣传&强调引导% 政

府作为行政执法部门#对于消费者的行为具有强

大的引导作用#回收平台作为电子垃圾回收模式

的一种创新#可以有效地解决当前我国电子垃圾

回收模式不健全&资源浪费及环境污染等问题%

因此#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媒体宣传#引导消费者利

用回收平台进行电子垃圾回收% 第三#财政支持&

促进发展% 通过财政手段#对于参与回收平台回

收电子垃圾的消费者#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财政补

贴#通过其经济手段促进消费者参与网络回收,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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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可通过家电(以旧换新)或(家电下乡)财政

补贴方式推广电器回收模式创新#促进电子废弃

物再生资源产业的稳健发展%

"!$进一步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 网络回收

平台对消费者来说还是个新事件#在新事物推广过

程中#人们对企业履职的心理期望是较高的#企业

的担当是消费者信任的源泉% 为了增强企业的主

体地位#企业应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制度设计% 第

一#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创新绿色发展思路% 绿色

发展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要求#同时也是人

们向往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循环经济和

绿色发展理念% 回收企业是绿色经济的引领者#加

强企业的责任担当#创新企业绿色发展思路#能增

强消费者对企业的信心% 第二#加强企业制度的建

设#引导cĈ 制度实行% 电器制造企业不仅给消

费者带来了高档物质的享受#同时也为废旧电器排

放带来了数量的递增#如何对电器产品的末端负

责#家电制造商理应责无旁贷% cĈ 制度的实行#

不仅有其理论依据#而且在发达国家有其实践经

验% 因此#改革制造企业的制度建设#让企业履职

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主动担当#有利于建立消

费者的信任% 第三#创新企业盈利模式#提高回收

企业竞争力% 回收企业在逆向供应链中有其特殊

的位置关系#既是电子垃圾处置的终端#也是废旧

电器的供应端#其灵活多变的回收方式和回收价

格#对消费者使用意愿将产生直接影响#也有利于

提升回收企业盈利模式#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

"*$优化回收平台的功能设置% 网络回收平

台管理是互联网回收的枢纽#主要包括平台设计&

网站安全和回收模式的优化% 为了充分发挥平台

的中心作用#平台企业应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制度

设计% 第一#优化界面设计#提高消费者互动% 平

台的界面设计就好比实体店的装修#是消费者进

行电子垃圾回收时最直观的感受% 平台优化界面

设计#合理布局#可以大幅提高消费者参与电子垃

圾回收的效率% 同时#平台搭建与消费者之间的

沟通桥梁"如建立消费者参与回收之后的服务评

价功能$#有利于建立一个平台发展的线上虚拟

社区#增强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了解% 第二#保护

顾客隐私#提升网络安全% 在复杂多变的信息社

会环境下#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信息的安全% 网

络回收平台涉及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等多个领

域#平台不仅要保证顾客订单填写的信息不会被

泄露#还要保证顾客支付过程的安全#不会因参与

电子垃圾回收而造成信息的泄露% 因此#平台可

以通过加密和认证技术#提高其安全性% 第三#提

供多品种回收和第三方专业服务% 平台通过与多

个回收企业合作#可以增加电器回收的种类#满足

消费者对于各种不同品牌和不同损坏程度的电器

的回收需求% 通过与专业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和第

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合作#回收平台可以解决资

金流&物流问题#从而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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