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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营销科学研究》汇集了九篇市场营销专业文章，它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既有对市
场营销及消费者行为现象进行的创新性理论探索和求证，又有对各类营销学术领域进行的基础性研究
、跨文化比较研究，还有一些是对与中国企业实践密切相关的营销理论问题进行研究。
这些文章运用科学的方法，从市场营销及消费者行为现象中研究、提取具有推广性的理论，很有参考
价值。
　　《营销科学研究》适合于对市场营销及消费行为现象进行创新性理论探索和求证的专家、学者，
以及对此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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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9.移风易俗　　现有研究结果显示，国内有学者论述了消费习俗的性质、特点、种类及影响消费
习俗的因素，但没有提出成型量表（华光彦，1985）。
此后继续研究的学者们寥寥可数，仅提及消费习俗的演变类型和特征，探讨了消费习俗引发的潜在商
机（孙晓红，2006）。
国内学者对“移风易俗”规范方面的研究很少，不仅没有关于如何测量中国消费者“移风易俗”意识
的研究，也没有对受该意识影响的消费行为特征及购买决策进行探讨。
国外则没有相应的研究。
　　10.遵纪守法　　现有研究结果显示，国内学者不仅没有探讨如何测量消费者的“遵纪守法”意识
，且对其如何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也没有进一步的研究，仅泛泛而谈遵纪守法的重要性及如何提高
遵纪守法的意识。
而国外也没有相应研究。
　　综上，国内学者探讨了“热爱祖国、保护环境、健康生活”价值理念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
研究了如何测量“诚实守信、尊老爱幼和公平正义”价值理念，如何测量“热心公益”和“勤俭节约
”的行为方式；阐述了遵守“移风易俗和遵纪守法”社会规范的重要意义，但未涉及这两种规范价值
理念的测量及其对消费者购买决策影响的探讨。
总之，学者们仅对规范理性的部分内涵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进行了研究，并未对规范理性外延与内涵
及其对消费者产品使用和处置方面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
　　对此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在“热爱祖国和保护环境”方面的研究视角和层次保持一致。
但在“健康生活和勤俭节约”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更深入地去探讨这两类规范价值理念对消费者购
买决策的影响，而国内学者的注意力很少或还没有投注到这些方面。
在“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热心公益和公平正义”方面，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层次一致，都讨论了这些
规范价值理念的测量维度。
而在“移风易俗和遵纪守法”方面，国内学者仅阐述了遵守这两类规范的重要意义及如何提升相应的
规范意识，国外学者则几乎没有关注。
　　在上述的综述与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消费个体规范价值理念的强弱体现了规范理性对行为的
支配程度，也即规范理性内涵的基本内容，并提出本文的第三个推论：　　推论3：消费者个体内化
形成的规范价值理念越强，其在个体购买态度、购买意向、购买行为倾向及对商品的实际占有方式上
越可能与社会认可的标准及群体的期待保持一致。
　　6 综合讨论　　6.1 消费者规范理性——外延与内涵的关系　　一项价值观调查表明，当前我国社
会同时存在的环保、健康型的消费观，传统节俭型的消费观和享乐、破坏生态型的消费观之间的冲突
和矛盾（宣兆凯，2009），是消费者个体信念系统与主流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的体现。
在社会规范的某些方面，个体不愿将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使得社会规范越来越外在于人
们的日常生活（易小明和赵静波，2006），从而导致社会上不讲信用、欺骗欺诈和见利忘义的现象时
有发生，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不良风气有所滋长。
这不仅对消费者的价值观造成了侵蚀，也最直接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这些现象的出现反映出消费者规范理性的缺失，正是由于社会规范不能内化成个体的规范价值理念，
导致消费者规范理性的指导和约束作用很弱，甚至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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