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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短视频广告催生了自媒体平台流量变现新模式，帮助实现用户价值在平台上的完整转化。然而，什么样的

短视频广告才能吸引消费者并影响其购买意愿？本文以“刺激—机体—反应”（S-O-R）理论为框架，建立了短视频广告

内容特征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模型，并探寻其中介机制。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线上调研收集到 448 份有效问

卷，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研究假设。研究发现，短视频广告内容的娱乐性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感知信任和感知愉

悦；信息性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感知信任和感知有用性；而互动性同时对消费者感知信任、感知愉悦和感知有用性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感知信任、感知愉悦和感知有用性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本文对短视频广告平台及内

容创作者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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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5G 以及智能终端的渗透普及，短视频产业发展方兴未艾[1，2]。短视频是一种新兴内容传播载

体，时长一般不超过 5 分钟。企业或个人利用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制作宣传和推广产品或服务

的短视频，进而产生了短视频广告。2020 年中国短视频广告市场规模约为 1 200 亿元，约占整个移动广

告的 16.5%①。 
短视频广告为线上购物提供了全新的营销方式[2]。短视频广告是一种新式的软性广告，企业或者个

人可以利用平台制作推广相应产品或者服务的短视频。一般模拟产品真实使用场景，或以情景剧的方

式为产品的出现进行铺垫。视频下方有链接直接导向平台内置的“视频同款商品”购买界面，使用户

可以实现一站式下单购买。在视频右侧，观众可以对视频内容或产品进行点赞、评论、转发等，也可

以通过阅读评论区获得更多产品信息，如图 1 所示。与传统线上购物相比，短视频广告具有独特性。首

先，短视频内容趣味性强，且通常间接传递产品信息。与传统的购物广告不同，短视频广告并不会对

产品属性进行直接介绍，而是由视频创作者以剧情向的方式，通过某个故事或趣味场景，将产品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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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融合其中。这种形式的产品介绍，会显著降低观众的厌烦情绪。其次，短视频广告信息承载量大、

传播效率高。与传统的电视广告不同，短视频广告以移动智能终端“竖屏”呈现的方式赋予用户沉浸

式体验，从视觉、听觉等全方位提供信息。同时，短视频广告一般来说都是具有创意性的，视频内容

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因此，尽管一部分观众可能并不会购买产品，但仍会通过点赞、转发等

形式为短视频广告贡献热度，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短视频广告的传播效率。 后，短视频广告具有多维

度互动性特征，即内容创作者与观众、观众与观众之间都可以进行互动。多维度互动性是短视频广告

区别于传统广告的 显著特征。受限于媒介形式，传统广告的互动性较弱，消费者一般只能作为被动

的信息接受者，不能便捷地与广告商或产品商就产品问题进行互动。但是，短视频广告则有效克服了

这一弊端。在短视频广告中，用户不仅可以同广告发布者进行互动沟通，还可以与其他消费者进行交

流。互动的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产品，短视频内容自身也成为互动交流的热点。 

 

图 1  短视频广告示例 

虽然短视频广告模式日渐成熟，但在实践中，不同短视频广告营销效果差异很大。有些广告播出

后大受欢迎，吸引消费者争相购买其推荐的产品，但也有很多广告营销效果不尽如人意[2]。因此，究竟

哪些因素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已然成为短视频广告行业的核心关切。基于对短视频广告核心特征的分

析（即娱乐性、信息性、互动性），本文将回答以下问题：①短视频广告中哪些因素会影响消费者的

产品购买意愿？②中介机制是什么？  

2  相关研究评述  

在线上购物场景中，由于消费者无法真实触摸和感受到产品，所以会存在较高的产品不确定性。

因此，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也会与线下实体店场景中有所不同，具体作用机制也更为复杂。通

过文献梳理发现，消费者线上购物意愿的影响因素大致可归纳为消费者个体因素、产品因素和环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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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等[3，4]。 
（1）消费者个体因素。消费者的人口统计因素、消费目的、消费者认知（如感知风险、感知信

任、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愉悦等）都会对购买意愿产生影响[5-9]。例如，O’Cass 和 Fenech 以

互联网用户为调查样本，通过电子邮件对消费者的网络购买意愿开展研究。他们认为，外部变量（包

括个性、在线体验和消费目的等）通过影响消费者感知有用性对购买意愿产生影响 [5]。Brack 和

Benkenstein 在研究中指出，消费者的主观感知风险会对其购买决策产生影响，而消费者会采取各种

方式减少这种风险。这些方式包括多渠道搜集信息、购买运费险、与购买商品的其他消费者进行沟通

交流等 [7]。Hajli 研究发现用户的购买意愿受到信任与感知有用性的影响 [8]。Escobar-Rodríguez 和

Carvajal-Trujillo 的研究发现感知享乐性是刺激用户购买意愿的一个关键因素，用户在享乐过程中产生

愉悦的心情，进而产生购买意愿[9]。 
（2）产品因素。产品特点、产品价值、稀缺性及产品不确定性（如产品质量不确定性、产品契合

不确定性等）也会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10-13]。例如，Babin 和 Babin 认为产品自身所表现出来的属性是

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 直接的刺激因素[10]。李东进和刘建新从消费者感知竞争性和感知欺骗性的视角

出发，发现广告传播产品稀缺诉求能够促使消费者产生购买意愿[11]。Dimoka 等提出了消费者在在线

购物场景中的产品不确定性概念，并进一步区分出产品描述不确定性和产品表现不确定性两个维度。

他们认为产品不确定性是影响消费者线上购买意愿的重要因素[12]。Hong 和 Pavlou 进一步提出了产品契

合不确定性概念，产品契合不确定性主要是指消费者不确定某个产品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和偏

好，即产品是否适合自己。产品契合不确定性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也会产生直接影响，尤其是对于体验

型产品[13]。 
（3）环境因素。社交网络、用户评价、消费者互动等也会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影响[14-16]。焦媛

媛等结合社交网络情境，发现预设同侪反应在产品信息与购买意愿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14]。Hassanein
和 Head 则发现，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商家的回复是有积极意义的互动交流，那么这种互动会使得消

费者感受到自己是受到重视的，会提高消费者对商家的信任水平和态度[16]，而这可能进一步影响消费

者的购买意愿。 
虽然学者们大量探讨了传统线上购物情境下的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但对于新兴短视频广

告情境中的消费者线上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关注较少。目前，只有李复达等围绕抖音短视频营销广告，

研究了广告内容、广告热度和消费者自我控制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2]。但是，该研究并未深入探讨

短视频广告相比于传统线上广告（如电视广告、静态文字广告或图片广告等）的独特特征，也未揭示

短视频广告特征对消费者线上购买意愿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短视频广告所体现出的娱乐性、信息

性、互动性等独特特征，要求管理科学研究对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机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其中，

不仅需要在新情境下对已有经典变量（如购买意愿）进行检验，同时，也需要对新情境下的新特征

（如娱乐性、信息性、互动性）进行探索。因此，为填补此研究空白，本文系统分析短视频广告对

消费者线上购买意愿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和内在机制，深入理解短视频广告在当前市场营销情境下的

作用和角色。 

3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刺激—机体—反应”理论来源于环境心理学[17]，之后被广泛应用在市场营销和电子商务等研究

领域[18-21]。“刺激”主要指消费者外部的某种线索或诱因，这些线索或诱因可以唤起消费者有意识或

无意识的某种行为[22]；“机体”则是连接刺激和反应的中间过程，可以分为情感和认知两部分[18]；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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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接收到刺激后，其情感和认知发生变化，并综合作用影响着 终的“反应”[18]。 
在短视频广告情境下，广告创作者通过发布包含产品的短视频，刺激观众对产品产生正面情

感，进而引发其购买欲望。所以，这种购买意愿的产生是一种典型的“刺激—机体—反应”过程[18，19]。本

文中，我们将短视频广告的娱乐性、信息性及互动性视为“刺激”。当用户接收到这些刺激之后，其

内部“机体”则会发生变化。在确定用户内部机体方面，我们借鉴了以往有关线上购物情境下人机互

动的三方面用户机体要素，即体验类要素（如感知娱乐）、效用类要素（如感知有用性）及关系类要

素（如信任）[23]。通过这些机体变化， 终导致用户产生某种“反应”（如购买意愿）。具体地讲，

在短视频广告情境下，短视频广告通过富有娱乐性和信息性的内容刺激观众对广告产生愉悦、信任等

情感认知，进而引发消费者对广告内产品的购买意愿。此外，短视频中的互动对观众来说则是另一种

刺激。一方面，观众通过与创作者进行互动，可以就产品相关的问题进行咨询，获取产品有用性信

息，而互动也能孵化观众和创作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另一方面，观众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不仅能促进

产品相关信息的分享，而且观众对产品的趣味性评论也会影响消费者对广告内容的愉悦感知。因

此，互动会使消费者产生情感认知并进一步激发其购买意愿。下面，对假设进行具体论述。 

1. 短视频广告内容的娱乐性与消费者感知信任、感知愉悦的关系 

已有研究发现，广告的娱乐性会影响观众对广告中的产品和品牌的态度[24]，而且娱乐性会对用户

的传播和分享意愿产生影响[25]。Park 和 Lin 发现观众会因为网红创作的视频的娱乐性而转变为这些网红

的追随者，并相信网红所推荐的产品和提供的信息[26]。所以，本文认为，在短视频广告情境中，消费

者会因为广告内容的娱乐性而对短视频创作者产生好感，这种好感会在消费者的潜意识中逐渐树立创

作者的正面形象，并增加消费者对创作者的信任感。当消费者信任内容创作者时，也会认为其发布的

短视频广告是值得信任的。换句话说，创作者的优质短视频内容引发观众关注，在消费者当中树立信

任感，并促使他们成为忠实粉丝。 
此外，万君等的相关研究表明网络视频广告的娱乐性还能够引发消费者的乐观情绪，正向影响消

费者的感知愉悦，并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接受意愿[27]。在短视频广告情境中，短视频内容能使消费者

完全沉浸在创作者精心设计的剧情或情境中，产生很强的代入感，并因为短视频广告丰富多彩的内容

而感到心情愉悦。 
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1：短视频广告内容的娱乐性正向影响消费者感知信任； 
H2：短视频广告内容的娱乐性正向影响消费者感知愉悦。 

2. 短视频广告内容的信息性与感知信任、感知有用性的关系 

Schlosser 通过对美国高学历网络广告观看者进行调研发现，大部分消费者会因网络广告蕴含的信

息量对广告产生信任[28]。对于短视频广告来说，很大一部分创作者都是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例如，

推广彩妆护肤品的创作者一般是美妆领域的知名主播，推广自营产品的创作者一般是成功创业的企业

家。这种专业背景能够让他们通过短视频传达充分、有效的产品信息，帮助消费者更好地了解产品，

进而孵化消费者对该广告的信任。 
已有研究发现，在社会化营销过程中，社交媒体的信息性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对社交媒体有用性

的判断，并进一步影响消费者在线商品购买意愿[29]。短视频广告信息承载量巨大，传统电商的图文信

息展示方式无法企及。它通过精心设计的视频内容，展现产品在真实场景下所能发挥的功效，或者通

过设计剧本，以意想不到的剧情铺垫商品的出现。对产品多方面的直观展示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内给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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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带来巨大信息量，从而让消费者感受到短视频广告在辅助他们深入了解产品、做出购买决策过程

中的有用性。 
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3：短视频广告内容的信息性正向影响消费者感知信任； 
H4：短视频广告内容的信息性正向影响消费者感知有用性。 

3. 短视频广告的互动性与感知信任、感知愉悦、感知有用性的关系 

短视频广告中的互动性是其区别于其他营销方式的显著特征。短视频广告中的互动一般分为创作

者与消费者以及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即在短视频广告中，消费者不仅能够直接与内容创作者

就短视频内容以及产品相关的问题在评论区进行咨询和沟通，也可以和其他消费者就产品使用体验以

及短视频内容等进行交流互动。由于短视频广告的评论区是公开的，除了直接参与互动，消费者还可

以在评论区浏览其他消费者与内容创作者的交流内容，间接参与到这些互动中。本文认为，短视频广

告的互动性对消费者的感知信任、感知愉悦及感知有用性具有积极影响。 
已有研究提出信任可以通过互动来培养[30]。短视频创作者作为粉丝基数较多、影响力较大的人

群，在消费者看来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创作者与消费者的互动能够使消费者感受到自己被重视，从而

对创作者产生信任。同时，当消费者看到创作者与其他消费者进行频繁互动且关注每一位消费者的意

见时，他们也能感受到创作者是真正为消费者的利益考虑，相信创作者是正直的、可以信赖的。当消

费者对内容创作者产生信任时，也会更愿意相信创作者发布的短视频广告，认为创作者在短视频中传

达的产品信息是真实的、可靠的。此外，Ameri 等指出，消费者之间的口碑交流也是消费者了解和认识

产品 重要的途径之一。所以，在短视频广告中，消费者之间的评论互动也能够进一步加强消费者对

短视频广告及其推荐产品的了解和信任[31]。 
短视频广告本身属于一种创新的自媒体内容产品。首先，短视频创作者往往通过诙谐有趣、充满

创意的方式与消费者进行互动，这可以提升消费者在观看短视频广告时的感知愉悦。此外，对于视频

内容产品而言，允许消费者参与“二度创作”已然成为一个新的趋势，如即时弹幕、观众评论等。在

短视频广告中，消费者在评论区发表的一部分评论会因为诙谐有趣等原因被频繁点赞，由此上升至评

论区的前列，让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很多时候，消费者创作产生的短视频附加内容会产生比视频本身

更强的“笑果”，因此，这种“神回复”的趣味性也会增加消费者对于短视频广告的愉悦感知。 
此外，在短视频广告中，创作者可以及时对消费者的评论进行回复或者解答消费者对于短视频广

告内容的疑问等。这种互动使消费者可以进一步了解短视频广告中关于产品材质、功能、用途等方面

的介绍，消除对于产品的不确定性，更好地感知到短视频广告在辅助购买决策过程中的有用性。此

外，消费者之间也可以在短视频广告评论区进行互动，如在评论区发表自己对于产品的看法或者购买

后的使用感受。这种消费者之间的交流分享也可以增加他们对短视频广告内容和产品的了解，进而增

强他们对短视频广告的感知有用性。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5：短视频广告的互动性正向影响消费者感知信任； 
H6：短视频广告的互动性正向影响消费者感知愉悦； 
H7：短视频广告的互动性正向影响消费者感知有用性。 

4. 感知信任、感知愉悦、感知有用性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关系 

信任在消费者购物决策，尤其是线上购物决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Lu 等[32]及 Pavlou[33]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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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就曾指出信任会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产生影响。在短视频广告情境中，当消费者信任短视频广告及

其创作者时，他们会认为该广告传达的信息是真实可靠的，同时，他们会认可广告创作者在产品评

估、推荐等方面的专业性。因此，会更愿意形成购买意愿。 
在线购物过程中，消费者感知愉悦也会对其购买意愿产生影响。Menon 等的研究发现，消费者在

线浏览商品时，因网站界面美观度而产生的愉悦感会积极影响其购买意愿[34]。Wright 和 Bower 发现，

当消费者处于精神愉悦的状态时，更容易做出冲动性购买决定[35]。在短视频广告情境中，当消费者因

为广告内容或有趣的观众评论而产生愉悦的情感时，更有可能对广告中的产品产生购买意愿。 
此外，消费者对广告信息的感知有用性对其购物决策具有直接影响。当消费者感知到广告所提供

的信息有利于其更好地了解产品和做出购买决策时，便会对广告中的品牌或产品产生好感，进而产生

更高的购买意愿[36]。Purnawirawan 等就曾指出消费者对信息有用性的感知会影响他们对某产品的态度

和行为意图[37]。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8：消费者对短视频广告的感知信任正向影响其购买意愿； 
H9：消费者对短视频广告的感知愉悦正向影响其购买意愿； 
H10：消费者对短视频广告的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其购买意愿。 
综上，提出本文研究模型，如图 2 所示。 

 

图 2  本文研究模型 

4  研究设计 

4.1  问卷及量表设计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相关数据。问卷首先介绍了研究目的，并界定了短视频广告的含

义。之后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有观看短视频广告的经验，如果没有看过，则调研结束。对于观看过短视

频广告的被调查者，让其回忆“ 近一次”观看短视频广告的情况，包括观看短视频广告的平台、广

告中介绍的产品以及大致的广告剧情等内容，该问题可以帮助后续进行有效样本的筛选。如果被调研

者不能准确地回忆相关内容，则该样本被视为无效。 
问卷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对变量进行测量。所有构念都来自国内外学者的成熟量表，并结合短视

频广告的研究情境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以确保 终的内容效度。具体地讲，娱乐性借鉴了 Ducoffe 的

量表[24]，信息性借鉴了 Brackett 和 Carr 的量表[38]，互动性借鉴了 Ou 等的量表[15]，感知信任借鉴了郭海

玲等的量表[39]，感知愉悦借鉴了 Hassanein 和 Head 的量表[16]，感知有用性借鉴了 Park 等的量表[40]，购

买意愿借鉴了 Gefen 等的量表[30]。具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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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构念量表及来源 

变量 题项 参考文献 

娱乐性 
该短视频广告是有趣的 

Ducoffe[24] 
观看该短视频广告是令人享受的 

信息性 

该短视频广告及时地提供产品信息 

Brackett 和 Carr[38] 该短视频广告是一个好的产品信息源 

该短视频广告提供了产品相关的信息 

互动性 

对于该短视频广告，发布者与其他观众/消费者互动情况良好 

Ou 等[15] 

对于该短视频广告，发布者会及时回答、反馈其他观众/消费者关于产品的问题 

对于该短视频广告，我与发布者互动情况良好 

对于该短视频广告，发布者会及时回答、反馈我提出的产品相关问题 

我与其他观众/消费者互动情况良好 

我会与其他观众/消费者就产品相关问题进行互动（如通过评论） 

感知信任 

我觉得该短视频广告呈现的信息是真实的 

郭海玲等[39] 我觉得该短视频广告呈现的信息是可靠的 

我觉得该短视频广告呈现的信息是专业的 

感知愉悦 

看完该短视频广告后，我是快乐的 

Hassanein 和 Head[16] 看完该短视频广告后，我是轻松的 

看完该短视频广告后，我是愉悦的 

感知有用性 

该短视频广告对我了解产品功能有帮助 

Park 等[40] 该短视频广告对我购买决策有帮助 

该短视频广告可以给我提供有用的产品信息 

购买意愿 

我很可能会购买该短视频广告推荐的商品 

Gefen 等[30] 将来我会考虑购买该短视频广告推荐的商品 

我会向朋友推荐该短视频广告推荐的商品 

4.2  数据收集 

本文依托国内线上调研网站“问卷星”（https://www.wjx.cn/），通过平台提供的专业调研服务进

行调研。从 2020 年 4 月 13 日至 2020 年 4 月 19 日，总共历时 7 天，发放并回收问卷 514 份。由于本文

重点关注用户对短视频广告的观看感受，因此，在问卷起始设置了筛选问题，即“是否观看过短视频

广告”，对于那些从未看过短视频广告的样本，则视为无效样本。 后，剔除无效问卷 66 份，得到有

效问卷 448 份，问卷有效率达到 87.16%。 
样本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 2 所示。样本中男性占比 42.86%，女性占比 57.14%。调查对象的年龄主

要集中于 18~30 岁，总占比达到 75.89%，符合短视频的主要用户特征。从学历来看，75.22%的样本都

是本科及以上学历，受教育程度较高，对于短视频的认知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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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样本描述性统计 
基本信息 特征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192 42.86% 

女 256 57.14% 

年龄 

18 岁以下 18 4.02% 

18~24 岁 269 60.04% 

25~30 岁 71 15.85% 

31~40 岁 51 11.38% 

40 岁以上 39 8.71% 

学历 

高中及以下 52 11.61% 

专科 59 13.17% 

本科 289 64.51% 

研究生及以上 48 10.71% 

职业 

在校学生 249 55.58% 

个体户/自由职业者 48 10.71% 

企业职员 63 14.06% 

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 44 9.82% 

其他 44 9.82% 

4.3  实证结果和分析 

4.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文数据均来自问卷调研，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 Harman 单因子测试法检验数

据的同源误差程度[41]，其中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20.439%，因此，共同方法偏差在本文中不是显

著问题。 

4.3.2  未响应偏差检验 

由于本文采用问卷调研，有可能存在未响应偏差。因此，采用 Liang 等的方法[42]，根据样本完成问

卷的时间，对前 100 和后 100 的样本进行了相关人口统计信息的差异性检验。具体地讲，t 检验结果显

示两组样本在年龄上没有显著差别（p>0.1），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样本在性别（p>0.1）、学历

（p>0.1）及职业（p>0.1）方面均无显著差别。因此，未响应偏差在本文中不是显著问题。 

4.3.3  测量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 Cronbach’s α系数来衡量构念信度。由表 3 可知，各构念 Cronbach’s α值均大于 0.9，说明

量表的信度非常好。本文的测量题项均参考了国内外成熟量表，并结合短视频广告情境进行了一定的

修改。因此，内容效度可以得到保证。此外，本文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量表的效度进行检验。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示，KMO 大于给定阈值 0.8，Bartlett 球形检验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问卷结构效度较好，于是进一步针对 7 个因子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如表 3 所示，7 个因子对应的

CR 值全部高于 0.7，意味着研究数据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同时，7 个因子的 AVE 平方根值（斜对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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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均大于该因子与其他因子的相关系数，表明构念的区别效度较好[43]。此外，我们对构念间的共

线性进行了 VIF 检验，结果显示，各构念 VIF 值均在 2.507 至 3.390 之间，远小于 10，因此，多重共线

性问题在本文中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表 3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娱乐性 信息性 互动性 感知有用性 感知信任 感知愉悦 购买意愿 

Cronbach’s α 0.972 0.971 0.966 0.965 0.966 0.967 0.967 

CR 0.905 0.868 0.951 0.921 0.923 0.949 0.937 

娱乐性 0.909       

信息性 0.746 0.832      

互动性 0.775 0.793 0.875     

感知有用性 0.756 0.828 0.830 0.892    

感知信任 0.743 0.754 0.824 0.805 0.926   

感知愉悦 0.807 0.717 0.757 0.751 0.731 0.928  

购买意愿 0.793 0.724 0.815 0.796 0.816 0.781 0.912 

通过卡方自由度比值（CMIN/DF）、拟合优度指数（GFI）、比较拟合指数（CFI）、残差均方和

平方根（RMR）、标准化残差均方和平方根（SRMR）、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这几项指标对模

型整体适配性进行检验的结果如表 4 所示。各指标结果显示模型拟合状况良好。 

表 4  模型整体适配性检验指标 

指标 CMIN/DF GFI CFI RMR SRMR RMSEA 

判断标准 <3 >0.9 >0.9 <0.05 <0.1 <0.10 

值 2.287 0.913 0.978 0.035 0.025 0.054 

4.3.4  结构模型分析 

本文的结构模型分析采用 Amos 软件进行结构方程建模。依据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标准差

（SE）、临界比值（CR）和 p 值进行假设检验，表 5 为控制了样本性别等个体特征后的路径检验

结果。 

表 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SE CR p 

娱乐性 → 感知信任 0.175** 2.718 0.065 0.007 

娱乐性 → 感知愉悦 0.691*** 11.068 0.066 0.000 

信息性 → 感知有用性 0.652*** 9.454 0.074 0.000 

信息性 → 感知信任 0.249** 3.296 0.089 0.001 

互动性 → 感知有用性 0.326*** 5.172 0.064 0.000 

互动性 → 感知信任 0.526*** 7.853 0.07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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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SE CR p 

互动性 → 感知愉悦 0.227*** 3.830 0.069 0.000 

感知有用性 → 购买意愿 0.214*** 3.687 0.071 0.000 

感知信任 → 购买意愿 0.464*** 7.794 0.066 0.000 

感知愉悦 → 购买意愿 0.303*** 6.757 0.048 0.000 

性别 → 购买意愿 0.055** 0.045 2.791 0.005 

***表示 p<0.001，**表示 p<0.01 
注：不显著的控制变量略去 

由表 5 可知，控制变量中，只有消费者的性别对购买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即女性购买意愿更强。其

他控制变量，包括消费者年龄、学历、职业及短视频广告观看频率等对购买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对

于模型中的变量，短视频广告的娱乐性对消费者感知信任和感知愉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短视频广

告的信息性对消费者的感知信任和感知有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短视频广告的互动性对消费者感知

信任、感知愉悦及感知有用性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的感知信任、感知愉悦及感知有用性显著

正向影响其购买意愿。假设 H1~H10 得到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感知有用性、感知信任、感知愉悦是否在娱乐性、信息性、互动性对购买意愿的

影响中产生中介作用，本文采用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法进行检验，抽样次数为 5 000 次。首先，如

表 6 所示，对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检验发现：感知有用性在“信息性→购买意愿”路径中具有中介

作用（95% CI：0.140~0.358），感知有用性也在“互动性→购买意愿”路径中具有中介作用（95% 
CI：0.056~0.249）。 

表 6  感知有用性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Effect Boot SE BootLLCI BootULCI z p 

信息性→感知有用性→购买意愿 0.248 0.056 0.140 0.358 4.459 0 

互动性→感知有用性→购买意愿 0.153 0.050 0.056 0.249 3.085 0.002

同理，如表 7 所示，对感知信任的中介作用的检验发现：感知信任在“娱乐性→购买意愿”路径中

具有中介作用（95% CI：0.185~0.333），感知信任在“信息性→购买意愿”路径中具有中介作用

（95% CI：0.258~0.436），感知信任在“互动性→购买意愿”路径中也具有中介作用（95% CI：

0.185~0.371）。 

表 7  感知信任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 Effect Boot SE BootLLCI BootULCI z p 

娱乐性→感知信任→购买意愿 0.256 0.038 0.185 0.333 6.797 0 

信息性→感知信任→购买意愿 0.343 0.046 0.258 0.436 7.532 0 

互动性→感知信任→购买意愿 0.274 0.048 0.185 0.371 5.743 0 

此外，如表 8 所示，对感知愉悦的中介作用检验发现：感知愉悦在“娱乐性→购买意愿”路径中具

有中介作用（95% CI：0.070~0.261），针对互动性对购买意愿的影响，感知愉悦在“互动性→购买意

愿”路径中具有中介作用（95% CI：0.13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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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感知愉悦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 Effect Boot SE BootLLCI BootULCI z p 

娱乐性→感知愉悦→购买意愿 0.159 0.049 0.070 0.261 3.264 0.001 

互动性→感知愉悦→购买意愿 0.219 0.048 0.130 0.315 4.599 0 

4.3.5  三维度互动分析 

本文中，短视频互动包含三个维度：“被调研者与其他消费者”、“被调研者与广告发布者”以

及“其他消费者与广告发布者”。在具体调研过程中，每个维度各有两个题项。表 9 为三维度互动分别

对消费者感知有用性、感知信任及感知愉悦的影响结果。 

表 9  三维度互动对感知有用性、信任及愉悦的影响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SE p 

被调研者与其他消费者 → 感知有用性 0.296*** 0.038 0.000 

被调研者与广告发布者 → 感知有用性 0.310*** 0.043 0.000 

其他消费者与广告发布者 → 感知有用性 0.346*** 0.036 0.000 

被调研者与其他消费者 → 感知信任 0.334*** 0.042 0.000 

被调研者与广告发布者 → 感知信任 0.339*** 0.048 0.000 

其他消费者与广告发布者 → 感知信任 0.257*** 0.041 0.000 

被调研者与其他消费者 → 感知愉悦 0.254*** 0.051 0.000 

被调研者与广告发布者 → 感知愉悦 0.368*** 0.058 0.000 

其他消费者与广告发布者 → 感知愉悦 0.246*** 0.049 0.000 

***表示 p<0.001 

由表 9 可知，三个维度的互动对消费者感知有用性、感知信任和感知愉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

中，其他消费者与广告发布者的互动对于消费者感知有用性的影响路径系数高于其他维度。具体来

说，创作者对其他消费者有关短视频内容或产品疑问的解答对消费者感知到的短视频广告有用性的影

响 强。这一点也体现了消费者在短视频广告中依据“群体智慧”进行决策的特点。换句话说，大家

能想到的问题往往是更全面的，短视频广告创作者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能够有效辅助消费者深入了解产

品，感知短视频广告的有用性。同时，被调研者与广告发布者的互动对于感知信任和感知愉悦的影响

路径系数高于其他维度，表明消费者自身与广告发布者的互动更能提高消费者对于短视频广告的感知

信任和感知愉悦。 

5  结束语 

短视频广告的出现正在深刻影响传统产品营销模式。短视频通过融合娱乐性、信息性及互动性等

独特特征，以移动智能终端竖屏呈现的方式赋予用户沉浸式体验，提升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这种新情

境下的消费者购物行为研究正在成为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本文通过在线问卷调研形式，根据被

调研对象“ 近一次”观看短视频广告的感受获得研究数据。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假设，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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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短视频广告内容的娱乐性正向影响消费者的感知信任和感知愉悦。具体来说，短视频广告内

容的娱乐性会吸引消费者持续观看，对广告发布者产生好感甚至成为其追随者，这种好感会增加消费

者对于发布者及其发布内容的信任，相信他们所推荐的产品；而广告本身作为一种原创内容，通过精

心设计的台词和剧情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愉悦的观感体验。 
（2）短视频广告内容的信息性正向影响消费者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信任。具体来说，短视频广告

创作者根据自身专业经验以及对于产品的了解，在广告中对产品进行详细的介绍，为缺乏相关知识的

消费者提供了充足的信息，降低了消费者对产品的不确定性，增强了感知有用性和感知信任。 
（3）短视频情境下的互动性正向影响消费者的感知有用性、感知信任和感知愉悦。具体来说，首

先，广告发布者与消费者可以在评论区进行互动，发布者可以对消费者提出的疑问进行解答，使得消

费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短视频广告在辅助其深入了解产品、做出购买决策过程中的有用性，同

时发布 者的 及时反 馈能 够让消 费者 感觉到 自己 是被重 视的 ，专业的解答能增 加消 费者对 于短

视频广告的信任。其次，消费者之间也可以进行互动，他们可以针对广告内容本身进行评论，也可以

针对广告中的产品发表使用意见或提出疑问。产品使用体验相关的评论可以让其他消费者感知到短视

频广告的有用性。消费者的疑问能够在评论区得到其他观众的及时解答，甚至由创作者直接进行回

复，这也会增加消费者的感知信任。此外，评论区的前排评论都是因为内容较为有趣，而被其他观众

通过点赞的方式增加热度，进而排序较前，这种趣味性的评论能够让消费者感知到广告内容的娱乐

性，从而产生愉悦感。 
（4）感知有用性、感知信任、感知愉悦正向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具体来说，在短视频的情境

下，感知信任对购买意愿的影响 大，其次是感知愉悦和感知有用性。这反映出短视频广告区别于传

统电商情境的特点，即消费者与内容创作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可以直接促进流量变现，消费者不仅因

为产品本身而购买，也会因为内容创作者而进行购买。此外，短视频广告内容的创作更加自由，娱乐

性和趣味性更强，因而导致的消费者“冲动购买”可能也会更多。 
本文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①从已有文献来看，对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研究较少涉及新兴短视频

广告领域。本文从短视频广告的娱乐性、信息性及互动性特点出发，拓展了消费者线上购买意愿影响

因素的研究视角。②与传统电商情境不同，短视频广告中的互动性具有区别于传统电商情境的多维度

特点，即这种互动包括“被调研者与其他消费者”、“被调研者与广告发布者”以及“其他消费者与

广告发布者”三个维度。本文对这三个维度的互动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被调研者与广告发布者之间

的互动对于消费者的感知信任和愉悦的影响大于另外两个维度，而其他消费者与广告发布者的互动对

消费者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大于另外两个维度。该结果侧面反映了不同维度互动的影响机制，为新媒体

广告互动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机制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本文为短视频广告创作者和平台提供了可执行的管理启示： 
（1）增强短视频广告内容的娱乐性。本文研究结果显示，短视频广告娱乐性对于消费者感知愉悦

的标准化影响系数达到 0.691，远高于其他因素，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 大。具体来说，首先，短视

频作为人们日常娱乐消遣方式之一，是排解生活压力的重要途径。相比于传统广告营销和电商情境而

言，短视频广告具有创作自由度高的特点，能够充分发挥创作者的创意。因此，具有娱乐性质的短视

频广告更能够吸引消费者对产品的兴趣。其次，短视频内容本身可以因为其趣味性引发消费者更多的

关注和互动，实现跨平台传播。 后，以软性广告的方式为产品进行营销可以推动创作者和品牌方创

新能力的提高，促进整个短视频广告产业的良性发展。 
（2）策略性增强短视频广告的互动性。本文发现，互动性对于感知信任的标准化影响系数达到

0.526，高于其他影响因素，而感知信任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也 强。因此，广告发布者应该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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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其短视频广告的互动性，以有效增强消费者对其产品的购买意愿。此外，进一步对多维度互动的

分析发现，消费者与广告发布者之间的互动对消费者感知信任的影响明显强于其他维度。因此，在增

强短视频广告的互动性时，着重增强广告发布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提高消费者对

短视频广告的信任感。 
本文也具有一定局限：①仅探讨了短视频广告娱乐性、信息性和互动性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

响，但实际上还可能存在着其他影响因素，如产品类型、消费者特征、品牌定位等。未来研究可以综

合考虑其他维度的影响因素，更加全面地解释短视频情境中的消费者行为。②采用截面问卷数据，所

以在因果关系的辨识方面存在不足。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集多时点的问卷数据，进行更为严谨的变量

间因果关系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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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Video Advertisement and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O-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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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short video advertisements boosts a new way of platform traffic monetization and helps to 
enable the monetized value of consumers completely transformed within the platform. However，what kind of short video 

advertisements are more effective to affect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Based on the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S-O-R）theory，this study builds a model of the impact of short video advertising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on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s. This study utilize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collects 448 valid questionnaires through online 

research，and use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verify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feature of 

entertainment in short video advertisements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nsumers’ perceived trust and perceived enjoyment；

the feature of informativenes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consumers’ perceived trust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the feature of 

interactivenes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nsumers’ perceived trust，perceived enjoyment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finally，consumers’ perceived trust，perceived enjoyment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all positively affect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The research provides importan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short video platforms and content creators. 
Key words  Short video advertisements，Entertainment，Informativeness，Interactiveness，Purchase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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