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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山寨盛行已是一种社会现象,蔓延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本文在梳理国内外

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焦点小组访谈,说明我国消费者购买山寨产品的种类,对山寨产品的

满意度以及山寨产品消费者本身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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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我国, 山寨产品最初源于手机, 并通过模仿

知名品牌迅速占领市场。随后,几乎所有的电子产

品都有了山寨版,然后蔓延到其他各个领域。从山

寨手机到山寨电视,再到山寨化妆品、山寨相机、山

寨建材、山寨汽车等, �山寨现象  几乎覆盖了所有

新兴的消费产品。
[ 1 ]
面对 �山寨 的盛行, 学者们从

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

(一 )国内的相关研究

赵勇刚 ( 2009)认为山寨经济不仅满足了山寨

消费者的物质利益,而且还实现了山寨消费者的文

化价值。
[ 2 ]
王丽丽和林升栋 ( 2009)分析认为,山寨

机美观时尚的外表、低廉的价格和强大的功能是其

杀手锏;而手机消费的快速化, 消费者频繁地更换

手机为山寨机提供了适合的土壤; 山寨机以 �便宜

又好玩 的姿态出现, 并打出 �山寨是追求个性的

体现,是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嘲讽  的旗号; 这三个

因素的结合使得山寨机左右逢源。
[ 3]
而李佳玲和

李玢穗 ( 2009)认为山寨手机产生的原始动因是对

�品牌  这一符号的利用, 且山寨手机通过低廉的

价格,在某种程度上消弭了名牌产品价格与使用价

值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山寨手机能够在市场上立

足乃至蓬勃发展。
[ 4 ]
熊文聪 ( 2009)则认为 �山寨

机 的兴盛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是由成功的商业模

式、�一站式 技术方案以及广阔的消费需求三项

因素合力推动而形成的。
[ 5 ]
李芬莲 ( 2009)认为,山

寨之所有盛行的原因有三个:一是通过不同程度的

模仿、抄袭和剽窃, 甚至侵犯相关权利人的知识产

权来节省研发费用、加快产品市场运转流程来攫取

经济收入;二是消费者知识产权意识单薄,生产者

利用并培育了这个消费市场;三是知识产权宣传的

力度、程度和范围不够, 制度缺位或不完善,使生产

者有了打擦边球的机会。
[ 6]

(二 )国外的相关研究

国外文献中, 大部分都将 �山寨  翻译为

Counterfe its、Im itation、Pirate和 Fake, 也经常使用

copycat和 knock - off来翻译。
[ 7]
主要有以下几位

学者对消费者购买山寨产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

研究。

Foxm an等 ( 1990)认为消费者对山寨产品和品

牌产品感知混淆是一个趋势,这不仅来源于品牌的

相似性, 而且取决于消费者的特征。
[ 8]

A lain d!

A stous( 2001)等人研究了消费者与对品牌模仿评

价相关的五个个人特质, 总体而言, 消费者对品牌

模仿的评价和产品类别、产品熟悉度、品牌敏感性

和品牌忠诚度呈反向关系。
[ 9 ]

Cordell等 ( 1996)认为消费者购买山寨品有三

个动机, 即品牌形象、正品的分销渠道和价格。品

牌产品一般价格比较高,可能采用在高档场所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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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的方式,消费者是否能在其所在的地方购买到

品牌产品就成了一个问题。有很多消费者去跳蚤

市场去购买山寨品,并且他们对山寨品的态度很积

极。其研究还表明消费者对购买山寨品的合法性

态度对他们购买山寨品的意愿有反向的影响。
[ 10]

并且因为正品的价格高,山寨品可能代表了消费者

感兴趣并可以支付的一个选择。
[ 9]

Ga il Tom等 ( 1998)在跳蚤市场和购物中心开

展了三个研究,分别探讨了影响消费者购买山寨产

品的购前因素、购买中因素和购后因素。该研究认

为狡猾的顾客购买山寨产品是为了证明他们购物

决策的明智和节约;感兴趣的顾客购买山寨产品主

要是因为经济能力差。
[ 11]

Gentry等 ( 2006)人认为消费者购买山寨品最

明显的原因就是它们比正品更便宜,并且比正品更

加容易购买到。
[ 12]

S tephanie( 2007)研究发现, 消费

者的文化水平对其购买行为的选择没有显著的影

响。较奢侈产品而言,受高水平教育的个体更喜欢

非奢侈品,他们避免购买奢侈品可能是为了和低身

份的人相区别开。
[ 13]

Xuem ei B ian和 Lu izM outinho

( 2008)从消费者对产品的了解程度、感知的品牌

形象、感知风险的角度来研究消费者购买山寨产品

的影响因素, 认为消费者对产品的了解程度、感知

的品牌形象和感知风险与购买山寨产品的意愿有

负相关关系。
[ 14]

Luca C aso la等 ( 2009 )的研究发

现, 若该山寨产品只对社会或组织造成危害,而不

对个人造成危害时,学生和公众对山寨产品的接受

程度明显提高;山寨产品的价格不受产品的法定价

格的影响,并且仅为法定价格的三分之一。
[ 15]

Xu

Puw ei( 2009)的研究探讨了八个可能影响消费者购

买山寨产品的因素,即产品外表、价格、品牌的相似

性、创新、功能、广告、本土品牌、夸大的形象。结果

表明,从消费者购买决策的角度看, 消费者购买山

寨产品不仅考虑价格,而且考虑山寨产品的外表和

品牌的相似性;广告和创新也对消费者购买山寨产

品有影响; 男性更加关注山寨产品的性能、创新和

品牌的相似性, 而女性更加关注外表、价格和产品

形象;年龄和广告、本土品牌之间存在着弱相关关

系; 不同职业对购买山寨产品的因素关注程度

不同。
[ 16]

国内的相关研究, 主要从山寨产品实体的特

点、市场等角度对消费者购买山寨的原因进行了分

析, 但是这些分析的角度相对来说是不够全面的。

而国外对消费者购买山寨产品研究较深入,主要考

虑消费者自身的因素,涉及的范围广。本文通过焦

点小组访谈, 深入探讨山寨消费者的特征、消费心

理和购买的山寨产品类型,从而为山寨产品制定营

销策略提供一些建议。

二、研究过程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焦点小组访谈法进行。首先, 通过

该方法可以实现调研群体间的互动,而这种互动得

出的数据和参考资料往往是其他数据收集方法所

无法实现的。其次,该方法可以为研究者和研究对

象之间的沟通建构一种非日常化的情境,提高沟通

的针对性和沟通效率。

(二 )研究对象

由于财力和物力的限制,该研究以厦门大学的

学生为访谈对象。首先通过在学校超市采用随机

拦截的方式询问了 100名学生, 其中有 34人明确

表示购买过山寨产品。经过进一步的筛选,其中有

31人是非营销及相关者专业的学生。当研究者邀

请他们参加焦点小组访谈时,有 23人表示有兴趣。

实际参与者为 19人。

(三 )访谈过程

研究者根据研究问题事先拟定了访谈提纲,再

经过专家审查后进行了预访谈,进一步对访谈提纲

进行完善和修正。小组访谈是由企业管理系市场

营销专业的硕士生主持的。所访谈的问题涉及山

寨产品的特点、山寨盛行的原因、消费者购买 /不购

买山寨产品的类型、消费者的购买心理、对山寨产

品的满意度和忠诚度等方面。目前国内的研究主

要集中山寨产品盛行的原因这一方面。

访谈前, 研究者对参加者的年龄、性别、月支出

和所学专业进行了统计。因为每组焦点小组的人

数最多不要超过 10 ~ 12人, 最理想的人数是 6~

10人, 所以研究者将 19名受访者分为 2组, 分别

进行访谈。受访者信息见表 1。

(四 )访谈资料的分析

根据定性资料分析的程序,研究者首先通过豆

子誊稿机将录音资料转化为文本资料,并邀请两位

市场营销专业研三的学生分别进行开放式编码,信

度 R = 47 #2 / ( 64+ 53) = 0.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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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访谈组 1 访谈组 2

受访者

编号
年龄 月支出 (元 ) 院系

受访者

编号
年龄 月支出 (元 ) 院系

男生 1 24 1 000 生命科学学院 男生 7 23 600 电子工程

男生 2 25 600 管理学院 男生 8 20 900 国贸系

男生 3 22 600 管理学院 男生 9 24 1 000 管理学院

男生 4 24 400 自动化系 男生 10 24 800 外文学院

男生 5 21 800 电子工程 男生 11 22 400 法学院

男生 6 23 800 金融系 男生 12 22 700 材料学院

女生 1 22 800 金融系 女生 5 21 600 管理学院

女生 2 24 600 物理学系 女生 6 23 600 经济研究院

女生 3 23 700 生命科学 女生 7 24 800 医学院

女生 4 22 600 语言文学

三、研究结论

研究者对开放式编码进一步进行了二级编码,

得到了以下几个结论,并选择了一些例证性的说明

来支持我们的研究发现。

(一 )消费者对山寨产品的评价

表 2反映了消费者对山寨产品的评价。该评

价呈现了两极分化的状态。山寨总体形象是恶搞、

仿冒、创意和时尚。而绝大部分消费者认为山寨产

品在外观是新颖、奇特的,具有较高的性价比,但售

后服务做得很差,或者根本就没有售后。

表 2� 山寨产品的特点

外观

方面
性能方面 价格方面

售后服

务方面
形象方面

功能全

新颖 低质 低价 无售后 恶搞 � 创意

奇特 性价比高 便宜 售后服务差 仿冒 � 草根

粗糙 高质 欺骗性 � 时尚

兼容性差

消费者对山寨产品的评价是截然不同的,这主

要基于消费者的对山寨产品的使用体验。

山寨产品有的有一些奇特的形状, 他们在仿制

上又有一个创新, 很新奇, 有点怪异, 比较吸引我

(男生 8)。

网购时收到的和看到的差很多,简陋的塑料做

的外壳, 做的很粗糙 (女生 5)。

山寨手机可能融合好几款手机的比较好的功

能 (男生 5)。

诺基亚价格很贵, 2 000元一个, 山寨也就 500

元一个。虽然山寨比较容易坏,一年换一个, 四年

也才 2 000一个诺基亚的价格 (男生 2)。

质量差, 比较容易坏,我买的一个山寨 MP3启

动不了了 (女生 3)。

我的山寨手机已使用两年了,集所有的手机的

优点于一身: 宽屏、无线、四个喇叭,质量也挺好的

(男生 2)。

最大的担心是售后,山寨很多找不到售后, 如

果坏了的话, 维修比较困难 (男生 2)。

功能是有水分的,电池不够用,没有像宣传的

好, 很多付费的小游戏, 不小心就上去了,然后就收

还有费 (男生 6)。

通过访谈,研究者发现消费者普遍可以接受山

寨产品的低质量和无售后, 因为消费者认为这是

�低价的代价, 基本上买的时候心里就有准备  ,

�在山寨那个价位上, 有那个款式, 有那个质量,已

经很不错了 。可见, 山寨产品的性价比是其盛行

的主要原因。

(二 )消费者购买 /不购买山寨产品的类型及

消费观念

1.消费者购买类型及消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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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主要购买电子产品和服装类的山寨产

品, 电子产品主要为手机、相机、MP3、M P4、MP5、光

盘, 服装主要是为衣服、运动鞋、包包、饰品。

消费者在购买这些产品时,主要基于以下的的

消费观念:

表 3� 山寨消费者的消费观念

消费观念

实用性消费 感性消费

注重性价比 注重实用 注重外观 注重面子

注重价格 消费理性 好奇心理 冲动购买

品牌敏感性低 消费惯性 炫耀心理 求异

部分消费者是实用性消费, 注重性价比, 认为

不需要为了拥有品牌而支付其溢价的部分。

山寨产品性价比高, 没必要非要那么贵, 我觉

得不太值得 (男生 3)。

我买它 (山寨 ) ,就因为它便宜 (女生 5)。

我在家的时候,看到一些人一到过年穿新衣服

的时候,从头到脚都是名牌的,当然都是山寨的,我

觉得他们可能就是真的根本就不在乎品牌 (女生

2)。

我根本就不在乎是什么牌子的, 买它, 就因为

它便宜 (女生 3)

实用、质量好就会买,看上去好的话就买,不管

它是山寨的,我比较注重实用 (男生 11)。

每个人要有些牌子的衣服,但也并不是总是买

牌子吧,买一些山寨搭着穿,要不太费钱了。牌子

货质量很好, 但价格太高了, 很多成本花费在品牌

上, 产品本身实际的价值肯定没那么高, 买了感觉

不划算 (女生 7)。

我有个师兄, 他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山寨的, 大

概是因为觉得山寨的东西还不错, 就一直买山寨的

产品 (男生 2)。

功能差很多, 但只要够用就好了, 又不用去攀

比 (男生 5)。

部分消费者是感性消费,他们注重购物时的情

感体验,以喜好作为购买决策的标准, 以个人心理

满足、个性的实现和精神愉悦为主要消费目标。

我对那种新潮、外观、非主流的东西特别感兴

趣 (女生 1)。

抱着试一试、玩一玩的心态买的, 偶尔玩一下

(男生 6)。

拿出来炫耀一下,北方那边可能注重炫耀性的

消费吧, 就是拿出去显摆 (男生 10)。

我都是心血来潮, 没有什么目的性。买衣服,

基本上看到想看的,就买,也没想过说要穿的很久,

就是大概应季的穿一下 (女生 7)。

我就是多买几部手机,经常换;对新鲜事物比

较注重, 特别喜欢拿到新的东西 (男生 9)。

看到山寨产品独特的形状,大部分是独一无二

的, 就想买来试试 (女生 1)。

它就是好玩嘛,我就是冲着它款式新、好玩,价

格又不高,愿意去玩一玩 (男生 2)。

2.消费者不购买山寨产品的类型和消费观念

从访谈中,研究者得知消费者不购买山寨产品

的类型和原因见表 4。

从上面的论述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消费者

每次用于购买山寨产品的花费比较少,即财务成本

较少,他们的消费观念分为实用性消费和感性消

费。而消费者不购买山寨产品的原因主要是考虑

到安全、财务风险和社交风险这三个因素。

(三 )对山寨产品的满意度

消费者对山寨产品的满意度与消费者的期望

和使用体验有关。消费者对山寨产品期望的高低

直接影响消费体验。如消费者在购买前对山寨产

品的期望较低,则消费者对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持有包容的态度, 认为这是 �低价的代价  , 而其满

意度也较高。若消费者重视消费体验,则对山寨产

品的满意度变化很大。

整体感觉还是一般吧,本身对他的质量预期就

不高,所以觉得还可以 (男生 4)。

我觉得山寨质量总体而言还好,像我买的那个

M P3,就是拿来听歌的, 买回的时候就知道耳塞不

好, 这个机子现在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 USP接

口有点问题, 所以总的来说,我还是比较满意。如

果这个 M P3坏掉了, 我还是会买这种山寨的。至

于手机的话, 我也琢磨着,这个坏了以后换一个山

寨的 (女生 3)。

到目前为止, 我买的这些东西都不是很差, 说

老实话, 都蛮好的,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要是向人

推荐的话,我肯定会推荐 (男生 2)。

如果有十颗星的话,我一定给他满分,因为我

现在用的都非常好 (男生 2)。

基于我 �惨痛  的经历 (山寨球衣的号码,从 8

号变为 6号再变为 0号; 高中的时候, 假的 N 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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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买了三双,只穿了一学期,后来买了一双真的,

一双穿了三年 ) ,我绝对不会买山寨的衣服或者鞋

子 (男生 9)。

表 4� 消费者不愿购买的山寨产品的类型和原因

分类 具体产品类型 参与者描述

和安全

相关的

化妆品、

洗护用品

涉及个人安全的, 如洗护用品, 我一般不会买所谓山寨的, 即使它没

有问题, 也会有一点疑虑 (女生 5)。

日常洗护用品, 都是经常使用的东西, 自己出于健康的考虑, 不会买

山寨的 (男生 1)。

贴身内衣 对内衣, 一般比较要求质量, 也比较考虑安全 (女生 4)。

食品
就像你说的哇哈哈之类的,不是我见过的、平常吃呀喝呀的那种, 我

坚决抵制, 买了发现了就尽量不喝 (女生 3)。

移动硬盘
有的涉及数据的安全, 比如将重要的数据存到山寨的硬盘里, 万一

掉失了, 那不就惨了 (男生 8)。

花钱多的

电脑
电脑这种产品, 可能我不会去买山寨, 我都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了, 不

节约一点钱而去买一个山寨的,万一质量不好怎么办 (男生 12)。

电器
电器产品花钱也挺多的, 一般人很少买山寨, 并且还涉及安全问题

(男生 9)。

社交风险 外穿衣服

我现在可能会买山寨, 但我工作之后, 衣服什么的我也不大可能去

买山寨的, 因为人家要是看出来, 这样会很没面子的 (男生 2)。

我觉得, 穿在外面的衣服买冒牌就不好了,就像他刚才说的丢面子,

但是, 如果买双袜子买个阿迪的, 3块钱我也会买的,反正别人也不

会看到 (男生 10)。

� � (四 )山寨产品消费者的特征

从访谈资料中, 我们得出山寨产品消费者的

特征。

表 5� 山寨产品消费者的特征

消费者特征

年龄 消费族群 社会属性 性格

年轻人 打工族 社会地位低 独立

中年人 学生族 购买力弱 从众

草根族 教育程度低

通过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发现表 5中呈现的

消费者的特征是具有相关性的。

山寨手机尤其是那种小妹妹们,就 18、9岁的,

她们的就是收入也不怎么高的,她们最喜欢买这种

东西了 (女生 3)。

那些时尚的人, 18- 19岁的, 他们自己买不

起, 但又的确想赶潮流,所以会买山寨 (男生 8)。

购买山寨的人, 一定是草根,这个就是一个人

群。草根我觉得就是指那些广泛的、普普通通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经济基础、背景、权力和地位和身

份的人, 大部分人都是草根 (男生 11)。

我们是学生,比较年轻, 对流行很敏感;但学生

比较没有钱, 而跟着流行又需要钱。所以学生们只

能选比较便宜的山寨 (男生 6)。

购买山寨的人经济应该不是很好,一般收入的

(男生 8)。

他们其实就是注重实用和便宜,不会考虑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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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还是假品牌 (女生 6)。

我看法是买山寨就是出于喜欢而已,没有其他

特别目的, 我就觉得它好看就买了, 不会管别人说

什么 (女生 7)。

就像我 (看到朋友使用山寨 )很心动, 一直想

去买,看到别人用或别人向我推荐, 就想去买 (女

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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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M ountain Pavilion ConsumptionM otive andM arketing Strategy

∀ ∀ ∀ Exp lorat ive Study Based on Focal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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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NG Cheng�p ing

2

(1. S choo l of Management, Pu tian University, Fujian Pu tian 361005; 2. School ofM anagement, Xiamen Univers ity, Fujian X iam 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M ounta in pav ilion consum ption is popular and has becom e a soc ial phenom enon and spread to a ll wa lks of life.

Th rough ana lyzing the re lated m ater ia ls at hom e and abroad, th is paper uses focal team interv iew me thod and dem onstrates the

fea ture and consumption m otive o fCh ina∃ s moun tain pav ilion consum ers and their op inions on the buy ing and types of the pav ilion

products. Accord ing to th is, the re lated m arketing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Keywords: m ounta in pav ilion consum ption; consumption mo tive; m arketing strategy; focal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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