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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识别汽车消费者购买意愿能辅助有效预测汽车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构建基于决策树的汽车消

费者购买意愿分类模型,有助于提高汽车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准确性。采用问卷调查获取638份数据,运用

SPSS Modeler 18软件和C5.0决策树方法,利用特征选择识别关键预测变量,并建立汽车能源类型选择和

汽车品牌类型选择的决策模型,研究结果显示：能源类型的分类准确性为86.85%,品牌类型的分类准确性

为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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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ntifying automobile consumers' purchasing intentions can assist in effectively predicting their 

purchasing behavior, and constructing a decision tree based classification model for automobile consumers' 

purchasing intentions can help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automobile consumers' purchasing intention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obtain 638 pieces of data. SPSS Modeler 18 software and C5.0 decision 

tree method were used to identify key predictive variables using feature selection, and a decision model for 

selecting automotive energy types and automotive brand types was establish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energy types was 86.85%, and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brand types was 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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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2年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2702.1万辆和2686.4万辆,其中乘用车的产销分别完成

2383.6万辆和2356.3万辆。让人们的出行变得十分便捷,也让汽

车变为人们出行的重要工具之一。这也使得市面的汽车行业的

竞争变得愈发激烈。改革开放已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汽车购买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件需要慎重选择的事,而汽车能让人看

中的方面有很多,消费者在购买汽车时,会考虑到许多因素,比

如品牌、价格、配置等,以便选择出 符合自身需求的汽车。 

研究发现,影响汽车的选择的因素有政治、文化、个人、价

格等多种因素[1],消费者不再只满足汽车的基本使用功能,对产

品的价值和情感诉求越来越激烈。杨一翁等认为品牌首先影响

消费者态度,再进一步影响消费者购买倾向[2]。郑先锋认为汽车

外观设计能够抓住消费者的眼球,并且引发人的积极的情感体

验,消费者才会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汽车的其它性能,并影响

终的购车决策[3]。 

在购买决策中,用户一般会有对某种特征的偏好,特征的筛

选对购买意愿分析有很大意义,有利于汽车经销商形成针对用

户特点制定有效营销策略的管理思路[4]。决策树算法是 为广

泛的数据分类技术应用[5]。 

1 文献综述 

1.1汽车消费者购买意愿研究 

收入水平、汽车品牌、汽车的价格和油耗等因素影响汽车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肖欣莹在基于综合熵权法和VAR的模型研究

中表明各个影响因素之间有相互联系、牵制,其中GDP和钢材市

场行情对汽车销售量的影响更明显[6]。汽车的定价对于人们的

购买意愿也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刘道东实证研究发现汽车的销

量会随着汽车的价格发生变化,且汽车价格是制约着汽车消费

的主要因素[7]。汽车的油耗往往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李全森证

明从消费者情感价值上看油耗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 大[8]。 

1.2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分类研究 

在汽车消费者购买意愿分析领域,决策树可以有效地分析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从而了解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陈家齐通过

Cart决策树算法为例,通过判断商品用户的属性信息,以达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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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行为的预测,从而服务商家,同时也为用户带来便利[9]。根

据其特点选择合适的决策树分类算法,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从而提高决策的准确性。Mou等在对50个数据的数据集的

分析中应用了决策树分类技术,其中,支持向量机(SVM)的预测

准确率 优,能达到86.7%的准确率。此外,还有学者通过新冠

疫情前后消费者汽车购买情况的不对称研究,梯队提升决策树

(GBDT)对疫情前后消费者购买意愿情况有较强的解释作用。 

1.3文献总结 

在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目前对汽车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研究,

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考虑,如汽车消费者的属性、汽车消费者的

购买行为等。在属性方面,如汽车消费者的年龄、性别、收入水

平等属性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了解

汽车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在消费心理和购买行为方面,经济发展

水平、消费者情感感知、家庭环境等因素也被认为会对汽车购

买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对汽车消费者购买影响因素的分析研

究中,将可能存在的影响分为消费者基本信息、消费者购车的情

感需求影响因素两类,将消费者购车的目标变量设置成能源类

型与品牌类型。 

2 研究设计 

2.1问卷设计 

调查汽车消费者购买意愿,属于典型的意愿调查(Stated 

Preference),在意向调查中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较多,容易出

现不同因素交叉、调查表繁杂的情况。为避免出现对消费者调

查不全、误导决策的情况,问卷的题项设计参考了陈美云等[13]

的研究成果,问卷的内容具体如表2.1所示。 

表2.1 汽车消费者购买意愿调查问卷 

类别 名称 选项

消费者基本信息 性别 男；女

年龄 30岁以下；30-45 岁；45-60岁；60岁以上

家庭收入情况
10万以下；10-20万；20-40万；40-60 万；

60万以上

购车影响因素

安全性

5非常在意；4比较在意；3一般；2不是很在

意；1完全不在意

内饰/装配

排气量/性能

外观/设计感

维修/售后服务

油耗

品牌偏好/口碑

价格预算

购车行为偏好

能源类型 新能源；传统油耗；油电混动

品牌类型

国产品牌：长城、五菱、比亚迪、吉利、荣威、

长安、红旗、奇瑞等

国外品牌：特斯拉、丰田、马自达、捷豹、奔

驰、雷克萨斯、本田、沃尔沃、宝马、三菱  

2.2问卷数据回收 

预调查完善后,问卷主要通过汽车之家论坛、豆瓣汽车交流

社区、购车交流群等渠道进行发放与收集。共回收765份问卷,

筛选后共有63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83.39%。消费者购车影

响因素量表的信度CA值是0.913,影响因素量表的KMO值为

0.894(KMO>0.6),问卷有效。 

2.3描述性统计分析 

2.3.1消费者基本信息 

从调查数据中的性别来看,男性占比为51.73%,女性占比为

48.27%。其中30-45岁的人群 多,占比为52.36%；30岁以下和

45-60岁的人群分别占比17.08%、24.76%,60岁以上的高龄人群

占5.80%。家庭收入情况中大部分集中10万以下、10-20万、20-40

万、40-60万,分别占比16.01%、30.09%、31.66%、13.32%,60

万以上的高收入人群占比8.91%。 

2.3.2购车行为偏好 

在汽车类型选择方面,34.64%的人群选择新能源汽

车,48.43%的人群选择传统油耗车,16.93%的人群选择油电混合

车。油耗车技术发展成熟,更受消费者青睐。 

选择国内汽车品牌时,五菱、长城、比亚迪和吉利这四个品

牌的汽车选取比例超过30%,荣威、长安和红旗的选取比例分别

为27.12%、19.44%、10.66%,奇瑞的选取比例为10.66%。 

选择国外汽车品牌时,特斯拉的选取比例 高,占28.21%；

其次丰田、马自达和捷豹均在20%以上；三菱的选取比例 低,

只有9.40%。 

3 影响因素的决策树分析 

3.1数据预处理与划分 

3.1.1数据预处理 

在构建决策树模型之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主要

包括数据清洗、缺失值处理、问卷数据处理。数据清洗是去除

数据中的异常值和重复值,以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准确性；缺失

值处理是填补数据中的缺失值,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问卷数据

处理需要对变量的数据类型进行细分,明确定量与定类变量,以

便于后续的决策树分析。 

首先,导入问卷收集的数据,并对连续数据、分类数据的类

型进行详细设置,同时将“能源类型”和“品牌类型”设置为

目标变量；接着进行特征选择,选择能源类型决策和品牌类型

决策过程的关键预测变量；基于特征选择结果,进行决策树模

型构建,构建前先进行分区,按照训练集70%、测试集30%的标

准进行C5.0决策树分析； 后,对决策树模型的构建结果的精

度进行分析。 

3.1.2数据集划分 

在构建决策树模型之前,需要将收集的数据集进行划分,分

为训练集和测试集。训练集用于建立决策树模型,测试集用于检

验模型的准确性。本文采用70%的数据作为训练集,30%的数据作

为测试集,以更好地反映模型的性能。在数据划分的过程中,本

文利用SPSS Modeler 18中的“分区”完成,采用随机划分的方

法。由于汽车消费者购买意愿数据集中的每一条数据是独立的,

因此,采用随机划分的方法可以使训练集和测试集的数据分布

更加均匀,更能体现模型的准确性。 

3.2确定关键预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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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问卷调查中充分考虑了汽车消费者可能存在的影响

因素,但也可能存在对预测结果影响程度较小的变量。因此,有

必要在决策建模之前进行特征选择,确定影响消费者购买意向

的重要因素,提高决策树的准确性。 

3.3决策树分类结果 

3.3.1基于汽车能源类型的分类 

在对消费选择汽车品牌类型进行分类时,节点分裂评价准

则与特征划分选择信息增益率,内部节点分裂的 小样本数为

4、修建严重性设为75。在分类分析过程中,自变量选择汽车消

费者的性别、年龄、收入情况、购车时考虑的安全性、内饰/

装配、排气量/性能、外观/设计感、维修/售后服务、油耗、品

牌偏好/口碑共10个变量,因变量选择汽车消费者购买汽车时选

择的能源类型,共有新能源车、油耗车、油电混合车3种。 

3.3.2基于汽车品牌类型的分类 

在对消费选择汽车品牌类型进行分类时,节点分裂评价准

则与特征划分选择信息增益率,内部节点分裂的 小样本数为

2、修建严重性设为75。在分类分析过程中,自变量选择汽车消

费者的性别、年龄、购车时考虑的安全性、内饰/装配、排气量

/性能、外观/设计感、维修/售后服务、油耗、品牌偏好/口碑、

价格预算共10个变量,因变量选择汽车消费者购买汽车时选择

的能源类型,共有国内品牌、国外品牌两种。 

3.4决策模型精度检验 

建立的基于汽车能源类型的分类结果,训练集的分类准确

率为92.3%,测试集数据验证的准确率为86.85%,该分类模式在

汽车消费者选择何种类型的汽车的判断时的可信度达八成。 

建立的基于汽车品牌类型的分类结果,训练集的分类准确

率为91.82%,测试集数据验证的准确率为88.28%,该分类模式在

汽车消费者选择何种品牌的汽车的判断时的可信度达八成。 

4 结语 

本研究以决策树的方法构建了汽车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分类

模型,并通过实际汽车消费者购买意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了

有关结论,为汽车消费者购买意愿分析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分类的效果还有待优化。分类数据的调查上可采用揭示行为

调查方式,对已购车的用户数据进行分析,减少意愿调查中的不

确定因素。本研究并未囊括所有的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因素,

后续可以增加具体的汽车品牌与型号、消费者的工作、家庭信

息等因素调查,以及汽车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可能受到的其他

因素的影响,如政府补贴政策、汽车宣传等因素,这些因素也可

能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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