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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付费作为共享经济时代下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应运而生,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如知识

贡献者的资质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本文通过SWOT模型对知识付费行业的优劣势进行分析,并以学生

群体为调查对象,借助网络平台收集406份有效问卷,利用ACSI模型等对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影响学生

知识付费满意度及知识付费产品发展的相关因素,为市场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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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ledge payment emerges as a new learning method in the era of sharing economy, but it faces 

problems such as uneven qualification level of knowledge contributor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is 

paper uses SWOT model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knowledge payment industry, and 

takes students as the survey object, collects 406 valid questionnaires with the help of the network platform. The 

ACSI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and find out the relev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knowledge pay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payment products, so a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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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付费会员制的提出,知乎、得到和喜马拉雅FM等平台

陆续推出了知识付费板块,知识付费用户数量迅速增长。一时

间,知识付费成为互联网行业的潮流和风口,而在经历了风口

爆发后,知识付费行业逐渐回归理性发展轨道,迈向更成熟的

阶梯。 

然而,知识付费领域仍然面临着不少问题有待解决,让用户

体验得不到高质量保证,也制约其自身的发展。例如,网络上的

知识碎片良莠不齐,知识贡献者的资质水平也参差不齐。除此之

外,线上知识付费还存在平台售后服务不完善、收费较高、所购

买知识永久性不高等问题。 

面对广阔的知识付费市场和当前知识付费产品所存在的各

类问题,本文以学生群体为调查对象,了解当前学生使用线上知

识付费情况,利用ACSI模型等对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影响知识

付费行为及知识付费产品发展的相关因素,为市场提供一定的

参考借鉴。 

2 基于SWOT模型的知识付费发展现状分析 

2.1市场优势 

知识付费的市场优势包含以下三个特征： 

(1)即时性——用户愿意为时间付费 

在时间碎片化越来越显著的今天,如何在短时间内学习到

更多的“干货”是大部分人所关心的。知乎live、“逻辑思维”

等应用的出现,更是提供了高效学习知识的新模式。 

(2)易用性——用户愿意为体验付费 

就某些课程而言,常常会有一些“打卡奖励”等活动,通过

给予一定的奖励,吸引消费者。这种情况既能督促自己规律学习,

也能获得更多的知识产品。 

(3)可寻性——用户愿意为便捷付费 

知识付费平台推出全套课程,极大地吸引学生主动消费。课

程包括理论课、实务课、答疑课等,不必浪费多余的时间去学习

专业课知识,并且可以生成录播反复观看。在传统上课模式中,

授课的过程是不可逆的,而线上课程则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来弥

补这个短板。 

2.2市场劣势 

大多用户的“枪口”对准的是付费产品的质量话题,很多“知

识付费”商业逻辑提倡的“一天读懂一本书”的功利阅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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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质疑和批判。急于求成的阅读计划,其实质是“快消”时代

下的功利行为体现。 

2.3市场机会 

中国知识付费行业商业模式——综合类平台。目前中国知

识付费综合类平台主要有社区问答、内容打赏及付费社群等业

务模式。面对多元复杂的用户结构,平台基于内容资源优势、流

量优势构建内容生态,并通过广告、打赏、会员、问答等形式拓

宽盈利渠道[3]。 

前沿技术应用助力知识付费发展。前沿技术不断在知识付

费行业落地应用,不仅知识产品形态、载体以及应用场景发生变

化,知识付费平台的生态建设、运营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如人

工智能等技术在知识付费产业中的应用,目前更多的在流量匹

配和智能运营方面发挥作用,未来有望更多应用于包括智能辅

导、人机交互等,助力知识付费产品的发展。  

2.4市场威胁 

被驱动的知识付费是逆人性的,知识付费的目的性强,付费

目的在于“逆流而上”的不断迭代、不断进步,知识付费的核心

是被驱动,消除焦虑,具有逆人性的特点,因此用户吸引力较差,

复购率不高,并且与娱乐付费相比,知识付费在内容多样性上偏

同质化；知识付费属上层需求,兴起较晚,基于需求层次理论,

付费 先在娱乐领域实现变现,其次才是知识消费或精神消费

领域。 

3 知识付费的满意度调查 

3.1用户对知识付费的满意度分析 

通过选取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终获得406份调查问卷,由

于用户在进行知识付费的时候对知识付费各方面的满意度不尽

相同,所以本文针对用户在进行知识付费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四

个方面进行满意度的分析,总体可分为价格方面的满意度,内容

方面的满意度,对知识付费平台使用体验的满意度,对进行知识

付费的售后的满意度,并将这四个部分细分为以下十个方面,分

别为价格适中、作者专业且权威、内容是我想要的、内容形式

新颖、平台广告少、操作简捷迅速、知识丰富且先进、允许试

用、售后服务好、购买的知识永久有效。 

3.2基于ACSI模型的知识付费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调查使用过知识付费的人群对于知识付费的满

意度问题,通过借鉴ACSI模型(ACSI是一种衡量经济产出质量的

宏观指标,是以产品和服务消费的过程为基础,对顾客满意度水

平的综合评价指数,由国家整体满意度指数、部门满意度指数、

行业满意度指数和企业满意度指数4个层次构成,是目前体系

完整、应用效果 好的一个国家顾客满意度理论模型。ACSI模

型 大的优势是可以进行跨行业的比较,同时能进行纵向跨时

间段的比较,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晴雨表。同时,ACSI是非常有

效的管理工具,它能够帮助企业与竞争对手比较,评估企业目前

所处的竞争地位。)本文将这个模型的4个层次分为价格Y1、内

容Y2、平台使用体验Y3、售后体验Y4。之后通过模型再分析出哪

些因素对于用户对知识付费的满意度影响 大。 

基于ACSI模型,将该模型的测量变量分为以下几个维度： 

表1 ACSI模型变量 

 

表2 模型拟合度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出R方的数值为0.992822,R方越接近于1代表

着模型拟合度越高,因此可以得出,模型的拟合度是相当高的,

又因为R值为0.996404,R值大于0.85,表明各级于因变量之间存

在非常高的线性关系。 

以使用过知识付费的人群对于知识付费的满意度为因变

量,Y1,Y2,Y3,Y4为自变量,利用Excel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分析得出： 

表3 回归模型分析 

 

Y=0.0525+0.0140Y1+0.4704Y2+0.2718Y3+0.2338Y4。 

同理：我们也可以得出： 

Y1=X1； 

Y2=0.25X2+0.25X3+0.25X4+0.25X7； 

Y3=0.33X5+0.33X6+0.33X8； 

Y4=0.5X9+0.5X10。 

然后再将以上的四个方程带入 上面的方程便可得出使用

过知识付费的人群对知识付费的满意度与各因素之间的函数关

系式： 

Y=0.0525+0.0140X1+0.0035(X2+X3+X4+X7)+0.1552(X5+X6+X8

)+0.1169(X9+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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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将上述十个因素的均值计算出来得出下表： 

表4 均值结果 

 

 

将各个因素的均值带入上述公式便可得出Y的数值,也就是

使用过知识付费的人群对于知识付费的满意程度,得出

Y=2.00228441,非常接近于2,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使用过知识付

费的人群对于知识付费的满意度的是较好的。这也与上面的分

析得出的结论与之呼应。 

3.3提升用户使用知识付费满意度的途径分析 

表5 相关性分析(Y代表用户对于知识付费满意度) 

 

 

上文分析了使用过知识付费的用户对于知识付费的满意度,

为了进一步弄清用户对知识付费满意度受哪些因素影响 大。

因此利用SPSS中的相关性分析,分析出用户对知识付费满意度

与所调查的十个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由上表可知,各因素与用户

对知识付费满意度都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其中可以看出内容是

用户想要的,和操作简捷,迅速和售后服务好这三个因素与因变

量Y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由此可以推

断出,这三个因素是 影响用户对知识付费满意度评价的因素。

也为平台等提供知识付费这种商品模式的商家提供了很好的改

进方向。 

4 关于知识付费的优化建议 

4.1健全内容审核机制,促进平台内容生产 

通过上述分析,用户对知识付费内容质量是较为看重的,自

2017年起,知识付费行业出现了产品同质化、低俗化等现象,导

致知识付费内容的打开率和复购率低下[1]。平台应提高创作者

准入门槛,建立健全相关审核机制,针对科学、技术、经济等专

业领域的知识生产者,应加强对其相关资质的审核,以此筛选具

备专业能力的知识创作者,推动知识付费产品朝垂直化、专业化

方向发展。 

4.2提升平台用户体验,做好品牌口碑塑造 

学生群体是知识付费的主要用户群体之一,本文研究表明,

平台用户体验是影响用户满意度的关键因素之一,影响着学生

群体的使用感受,因此,提高平台的易操作性和便捷性,以及售

后服务,将更有利于吸引新用户,提高用户的留存率。同时,知

识付费平台的运营以庞大的用户基数为基础,学生群体倾向

于使用朋友、同学推荐的产品,也倾向于将自己使用过的知识

付费产品分享给其他人[2]。提高品牌的口碑和影响力,可以吸

引更多用户。 

5 结语 

本文首先基于SWOT模型分析知识付费的行业发展现状,通

过设计问卷调查学生群体对知识付费的选择现状和满意度情况,

并利用ACSI模型对知识付费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

数据分析得出影响学生群体知识付费行为及知识付费产品发展

的相关因素, 终得出提升用户使用知识付费满意度的途径,为

市场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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