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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关联挖掘与 D-ANP的数字经济下

消费潜力多模态评估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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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当前数字经济下消费潜力评估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未充分考虑评估指标间关联关系，存在效率

低、过于依赖专家主观经验等问题，影响消费潜力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合理性。[方法 / 过程]基于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消费潜力相关数据，采用 Apriori 算法筛选评估指标，融合 DEMATEL 和 ANP 分析指标间依赖关系、计算组合权重，构建包

含用户价值、营销传播效果、市场影响能力三维度的数字经济下消费潜力多模态评估模型。[结果 / 结论]以广西中烟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3 月至 9 月期间 6 个真龙卷烟产品营销活动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3 月、4 月、5 月、6 月营销活动综合得

分分别为 0.53、0.52、0.51、0.48，消费潜力总体评估结果为“中等”水平，8、9 月营销活动优于 3~6 月，综合得分为

0.57、0.63，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总体来看市场影响能力、用户价值、营销传播效果方面对消费潜力的影响依次降低。

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程度较高，验证了消费潜力多模态评估模型的可行性和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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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袁 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袁 实

施扩大国内需求的战略是当务之急袁 也是长远选择遥
消费是拉动内需的重要方面袁 消费需求的高低和满意

度既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袁 也能反映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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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经济发展状况遥 当今世界已全面步入数字经济时

代袁 物联网尧 人工智能尧 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加速发

展袁 推动数字化发展遥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袁
2021 年全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到 130 884 亿元袁 比上

年累计增长 14.1%遥 截止至 2022 年 1~7 月全国网上零

售额达到 73 224 亿元袁 累计增长 3.2%遥 数字经济对中

国经济尧 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袁 尤其是在消费方面袁
促进了中国消费结构向智能化转型袁 为中国居民消费

提升提供新动能遥 目前中国所处发展阶段尧 空间地理

分布特征都表明了国内需求具有巨大潜能遥 在当前形

势下袁 如何避免不利因素的干扰袁 进一步扩大内需袁
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发展遥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在

实体经济活动中的渗透与扩散实现袁 数字技术在实体

经济中的继承应用能够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来重塑发展

动力袁 通过推动产业升级来优化发展过程袁 已有较多

研究探讨数字经济尧 居民消费水平等相关问题袁 且取

得丰富研究成果袁 但在数字经济和居民消费潜力的概

念界定上尚未达成统一袁 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

力的影响也无清晰结论遥 因此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数

字经济背景下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因素并构建多模态

评估指标体系袁 在此基础上选取烟草行业数字消费平

台运行情况进行实证研究袁 为数字经济背景下进一步

提升居民消费潜力提供建议遥

2 相关研究

2.1 数字经济概念界定

随着数字经济活动领域拓展袁 数字经济极大地促

进了社会发展 [1]遥 数字经济最早由 TAPSCOT 提出 [2]袁
他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信息通信技术应用的尧 连接机

器尧 技术和智能的网络系统遥 BRYNJOLFSSON 等[3]认

为数字经济是经济的数字化袁 它带来了宏观经济尧 劳

动关系尧 企业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变化袁 使价值创造的

途径发生根本性变化遥 数字经济并非独立于传统经济

而存在袁 而是与传统经济具有密切联系袁 具有虚拟性尧

高附加性尧 高渗透性尧 价值增值性尧 边际成本递减及

外部经济性等新的经济特性[4]遥 国内部分学者将数字经

济定义为将数据信息及通讯技术渗透到生产和生活方式

中袁 实现社会经济价值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经济形态[5]遥
由于在数字经济中袁 数据是其核心生产要素[7]尧 数字化

技术是其关键技术[8]袁 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存在显著差

别[6]遥 数字经济不仅可以利用数据创造价值袁 还可以借

助数字技术低成本尧 高效率传输数据的优势袁 实现经

济个体之间互联互通袁 打通产销间壁垒[9]袁 促进端对端

的沟通尧 合作袁 从而达到经济发展目的遥 从国内外学

者对数字经济内涵的解读可总结出袁 数字经济是一种

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袁 以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袁 以

数字化技术为重要支撑袁 促进技术尧 产业尧 生产与消

费融合的新型经济形态遥
2.2 消费潜力内涵与评估

目前学界对消费潜力开展的研究较少袁 对消费潜

力的概念尚无统一界定遥 李妍等[10]认为消费潜力是一

种消费缺口袁 即潜在消费与实际消费支出之间的偏离

程度袁 可以展现潜在需要和现有需求之间差异遥 龙少

波和张锐[11]指出消费潜力是一部分当期无意愿但可以

实现的一种消费能力袁 即有能力消费但因其他因素抑

制消费意愿的当期剩余消费能力遥 部分学者认为消费

潜力是指一种消费需求[12,13]袁 依据时间可分为已沉淀的

和未来的消费潜能[14]袁 通过引导和创造袁 可以将未来

的消费潜能转化为现实的消费行为[15]遥
在消费潜力评估方面袁 部分研究从定性角度分析

消费潜力的影响因素遥 从传统视角来看袁 主要影响因

素包括消费环境[11]尧 居民收入[16]尧 消费结构[17]尧 国家政

策[18]曰 从现代消费视角来看袁 包括基于电子商务的新

型消费模式[19]尧 数字进入产品服务体系的普惠效益[20]遥
部分研究从定量角度出发袁 从消费能力尧 消费支出尧
消费环境 3 方面构建消费潜力指标体系[21]袁 采用层次

分析法[22]尧 TOPSIS 法[23]尧 信息熵法[12]等主观或客观赋

权方法进行评估袁 综合评估和反映居民消费潜力遥
目前袁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和消费潜力展开的

研究主要侧重于数字经济对消费的影响袁 具体可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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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为以下 3 个方面院 ①数字经济为消费带来新变化遥
数字经济背景下袁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袁 消费

出现新内涵袁 消费行为个性化尧 多元化袁 消费内容多

样性尧 虚拟化袁 消费模式趋向网络和平台化遥 居民消

费不确定性增加袁 更热衷于体验与共享袁 对社交需求

增加[24]遥 ②数字经济影响消费结构遥 互联网消费金融

能够促进消费数量增多尧 消费结构改变袁 进而推动居

民消费升级 [25]遥 数字经济通过与流通产业融合发展袁
控制流通成本和管理成本袁 优化消费结构尧 提升消费

品质袁 进而推动居民消费升级[26]遥 ③数字经济影响消

费水平遥 数字经济可以直接或间接驱动消费水平提高袁
如通过降低成本尧 提高普惠服务尧 精准匹配供需袁 直

接扩大消费 [27]曰 通过丰富消费资源尧 增加消费机会尧
改善消费环境抑制消费不平等现象袁 间接扩大消费[28]曰
通过推动产业升级满足现有需求尧 刺激潜在需求和新

需求袁 间接扩大消费曰 通过优化就业结构尧 拓宽就业

渠道尧 改善就业环境袁 增加居民收入袁 间接提高居民

消费水平[29]遥
梳理相关文献可知袁 数字经济和居民消费的相关

问题已进行较为丰富的研究和探讨袁 但在数字经济和

居民消费潜力的概念界定上尚未达成统一袁 研究数字

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影响的成果较少袁 且大多侧

重于定性分析和单方面测度袁 缺乏多维度的定量分析遥
烟草行业是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 与国民经

济密切相关遥 基于烟草商品的特殊性以及烟草行业的

政策性袁 国家烟草专卖局对其信息化建设给予极大的

关注袁 要求全行业落实 野中国制造 2025冶袁 在数字经济

驱动下实现烟草行业 野数字化尧 网络化尧 智能化冶遥 因

此袁 本文考虑利用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消费潜

力评估数据袁 构建数字经济下消费潜力评估指标体系遥

3 关联挖掘与 D-ANP分析

3.1 基于关联挖掘的评估指标分析

关联规则挖掘以数据或结构化指标为载体袁 发现

数据背后存在的某种规则或联系袁 反映一个指标和其

他指标之间的关联关系和关联程度遥 利用关联规则挖

掘对评估指标间关联关系进行分析袁 可在确保评估指

标分布广度和代表性前提下袁 提高评估效率和准确率袁
减少评估功能工作量袁 降低评估复杂度遥 本文基于

Apriori 算法分析评估指标间相关性及关联规则袁 进一

步精简评估指标袁 构建融合可靠度尧 完整度与简洁度

的评估指标体系[30]遥 由于挖掘频繁项集的目的是客观尧
科学地获取消费潜力评估指标袁 因此只进行频繁 1 项

集的挖掘遥
首先根据评估目的从初选指标库中选取 n 个评估

指标 I1, I2, ..., In袁 从评估指标数据集中获取相应的指标

数据并进行等深度划分遥 针对每个评估指标生成频繁

1- 项集 L1袁 并计算相应项集的支持度 渊Support冤尧 置信

度 渊Confidence冤尧 提升度 渊Lift冤袁 得到强关联规则

X j寅Y i袁 j∈{1,2,噎, i-1, i+1,噎,n}袁 其中 X j 和 Y i 是不相

交的项集遥 支持度通过计算事件 X j 和事件 Y i 同时出现

的概率袁 即关联规则频度袁 衡量关联规则重要性袁 置

信度通过计算在事件 X j 发生的基础上事件 Y i 发生的概

率袁 即关联规则强度袁 衡量关联规则准确性曰 提升度

则通过计算事件 X j 和事件 Y i 间的相关性袁 衡量事件 X j

对事件 Y i 的影响程度遥 筛选提升度＞1 的强关联规则袁
即可形成评估指标精选集如下所示院

Support (X j寅Y i) = P (X jY i) 渊1冤
Confidence (X j寅Y i) = P(X jY i)

P (X j)
渊2冤

Lift (X j寅Y i) = P (X jY i)
P (X j) P (Y i)

渊3冤

3.2 基于 D-ANP的消费潜力评估要素赋权

由于消费潜力评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袁 评估

指标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关联关系袁 且这一关联关系会

因系统复杂性较强而相对较高 遥 因此本文融合

DEMATEL 法和 ANP 法袁 为各指标组合赋权袁 使指标

权重的衡量更为合理遥 DEMATEL 法可用于确定一级

指标之间交互作用及作用程度袁 ANP 法则可用于确定

二级指标之间相对权重遥 基于 DEMATEL 因果图所得

指标之间逻辑关系袁 构建 ANP 网络结构袁 并利用两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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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判断矩阵袁 计算极限超矩阵袁 从而确定 ANP 网络

中各指标权重及相对排序遥
通过判断一级指标 Ui 对 Uj 的直接影响程度袁 构建

直接关系矩阵 A袁 然后利用式 渊4冤 计算得到直接影响

矩阵 B袁 进而利用式 渊5冤 计算综合影响矩阵 T袁 反映

一级指标的因果关系袁 其中 I 为单位矩阵遥 在此基础

上袁 利用式 渊6冤 计算指标中心度尧 原因度袁 其中 tij 表
示指标 j 从指标 i 受到的综合影响程度曰 影响度 Ri 表

示指标 i对其他指标的影响程度袁 为 T 的第 i 行元素之

和曰 被影响度 Cj 表示其他指标对指标 j 的影响程度袁
为 T 的第 j 列元素之和遥 R i+Cj 为中心度袁 其值越大袁
表明该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越重要曰 R i-Cj 为原因

度袁 若 R i-Cj>0袁 表明该指标对其他指标影响程度较

大袁 为原因指标曰 反之袁 若 R i-Cj<0袁 表明该指标受其

他指标影响程度较大袁 为结果指标遥 根据各指标中心

度尧 原因度袁 可构造一级指标尧 二级指标因果图遥 为

保证结果可信度袁 利用式 渊7冤 对结果进行信度检验袁
其中 tsij 为指标 j 从指标 i 收到的平均影响程度遥

渊4冤

渊5冤

渊6冤

信度 =1-不一致率 =1

渊7冤
基于 DEMATEL 网络结构图指标实际情况袁 采用

Super Decisions 软件两两比较各指标重要性袁 构造判断

矩阵袁 并计算生成未加权超矩阵尧 加权超矩阵尧 极限

超矩阵遥 在极限收敛且唯一条件下袁 原矩阵各行值即

为指标稳定权重[31]遥
3.3 关联挖掘与 D-ANP融合应用优势

Apriori 算法基于各影响因素相互独立且重要程度

相同的前提袁 只能挖掘影响因素对于决策属性的关联

性及关联强度袁 未考虑影响因素权重差异遥 且 Apriori

算法挖掘过程依靠影响因素的出现频数和共现次数袁 难

以发现出现频率低尧 作用效果明显的因素遥 DEMATEL

法可以定量分析影响因素之间逻辑关系袁 确定因素间

因果关系袁 识别关键因素[32]袁 但未考虑到各影响因素

本身的重要性遥 ANP 方法认为各影响因素间互相依赖尧
互相影响袁 通过网络结构和判断矩阵袁 以两两比较的

方式计算影响因素权重袁 但无法分析指标间及指标对

于决策属性的关联性及关联强度遥
DEMATEL 和 ANP 方法的结合能够量化指标之间

的影响关系及影响程度袁 通过主客观组合赋权方法使得

权重的确定更加科学尧 客观[33]遥 采用 DEMATEL-ANP

法赋权则弥补了 Apriori 关联规则算法未考虑影响因素

之间重要性差异以及关联规则因果逻辑混乱的不足遥

4 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潜力评估模型

建构

当前中国烟草市场消费正在发生重大转变[34]院 ①消

费行为遥 目前烟草消费主要以自用为目的袁 烟草产品

在社交交往中的辅助作用正在逐渐削弱袁 其传统的馈

赠表示功能正在逐步消失遥 ②消费结构遥 中国目前烟

草平均消费水平虽然有所提高袁 但是增长的幅度却明

显减缓遥 烟草行业消费结构已经出现改善袁 但是由于

相关部门采取了较为严格的市场调控战略袁 并出台税

收等相关政策袁 减缓中国烟草消费结构的改进幅度遥
③市场改革遥 部分省市地区烟草市场存在地方性的保

护主义袁 这对以消费者市场取向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

进程造成了严重影响遥 同时袁 由于烟草行业不熟悉市

场趋势尧 宏观经济动态袁 也阻碍了烟草行业的市场改

革遥 本文遵循系统性尧 综合性尧 科学性尧 可操作性尧
可比性等原则袁 从影响数字经济背景下烟草行业消费

潜力的各个主要工作环节着手袁 通过专家咨询和文献

调研[35-38]筛选确定指标袁 构建数字经济背景下烟草行业

消费潜力多模态评估指标体系袁 以综合反映尧 评估烟

草行业消费潜力释放效果遥 对烟草行业消费潜力评估

相关参数指标进行初步整理和筛选袁 总计 52 项袁 如表

1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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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评估指标 编号 评估指标 编号 评估指标 编号 评估指标 

1 RFW 14 活动参与需求 27 渠道留存率 40 用户具体偏好 

2 UGC 关键词 15 活动传播转化 28 日活跃用户数 41 用户裂变病毒系数 

3 UGC 主题 16 活动访问来源 29 社交媒体覆盖 42 用户流失率 

4 VIP 服务战略 17 活动口碑 30 特定活动参与意愿 43 用户满意度 

5 波及地级市数量 18 活动类型倾向评分 31 问题反馈能力 44 用户漂移现象 

6 用户参与意愿 19 活动生命周期分析 32 显性商业价值 45 用户平均消费额 

7 沉没成本 20 活动特色分析 33 消费层级划分 46 用户群关系 

8 地理波及力度 21 活动投资回报比 34 消费概率层级 47 活动消息推送时机 

9 地理辐射力度 22 活动信息推送时机 35 消费能力预测 48 用户消费频次 

10 点赞数 23 获客成本 36 行动成本 49 用户消费频率 

11 购买、活动参与间隔 24 平均用户价值 37 隐形商业价值 50 用户兴趣矩阵 

12 活动参与频率 25 评论数 38 用户参与度 51 用户盈利能力 

13 活动参与时间 26 千人成本 39 用户回访率 52 用户粘性 

 

4.1 基于Apriori算法选取评估指标渠道留存率

为在确保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潜力评估指标分布

广度和代表性的前提下袁 提高评估效率和准确率尧 降

低评估复杂度和工作量袁 本文采用 Apriori 算法对烟草

行业消费潜力评估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关联规则挖

掘袁 进一步精简与筛选评估指标袁 构建融合可靠度尧
完整度与简洁度的消费潜力情况的评估体系遥

选取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共计 16 577 256 条消费潜力评估数据为训

练集袁 经数据脱敏后进行预处理及分析遥 表 1 中关于

本文获取的有关数字经济背景下烟草行业消费潜力的

用户参与度尧 用户影响力尧 用户盈利能力尧 用户消费

能力尧 用户生命周期尧 渠道有效性尧 活动成本尧 活动

传播转化率尧 活动生命周期尧 社会面影响力尧 社交媒

体覆盖水平等指标袁 在正向尧 负向以及量纲上存在较

大差异袁 评估指标之间存在的异质性与阈值大小差距

大的问题会直接影响计算结果袁 因此要最大程度地消

除这一方面的影响遥 本文采用 min-max 标准法进行无

量纲化处理袁 将数值映射到[0,1]区间遥 指标符号方向

为正袁 表明该指标值的大小与评估级别成正比袁 将最

小值作为基准数据曰 指标符号方向为负袁 表明该指标

值的大小与评估级别成反比袁 将最大值作为基准数据院
V = v i-vmin

vmax-vmin
渊8冤

V = vmax-v i
vmax-vmin

渊9冤

根据对规则数量的需求袁 运用 Apriori 算法从较低

的支持度和置信度的值开始计算袁 确定支持度和置信

度的取值遥 经过多次尝试袁 确定支持度阈值为 0.285尧
置信度阈值为 1.000尧 提升度阈值为 2.330袁 得到 19 条

强关联规则袁 部分规则描述如表 2 所示遥
通过对强关联规则进行综合分析袁 得到对消费潜

力评估影响程度较大的指标袁 并根据指标性质将其分

为用户价值尧 营销传播效果尧 市场影响能力三大类袁
最终得到数字经济背景下烟草行业消费潜力多模态评

估指标体系如表 3 所示遥
渊1冤 用户价值遥 用户价值是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

潜力的核心袁 是用户所带来的价值或贡献的总和袁 用

户价值越高袁 越值得数字平台重视并倾斜资源遥 用户

价值维度包括用户参与度尧 用户影响力尧 用户盈利能

力尧 用户消费能力以及用户生命周期遥 用户参与度包

括用户生成内容点赞数尧 评论数尧 用户会话次数及用

户停留时间[36]遥 用户影响力主要通过用户裂变病毒系

表 1 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潜力初选评估指标集

Table 1 Preliminary evaluation index set of consumption potential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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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K 计算评估[35]遥 K 值就是每个用户能够带来的新用

户人数袁 K 值越大袁 传播效果越好遥 用户盈利能力是

用户从注册到流失期间在平台所付出的成本袁 等同于

平台通过该用户所获得价值遥 用户消费能力主要利用

用户消费倾向袁 通过划分用户消费层级尧 消费概率层

级进行评估遥 用户生命周期是动态变化的袁 可分为引

入期尧 成长期尧 成熟期尧 流失期遥 在掌握用户基础性

静态指标的基础上袁 整合以上能反映用户购买力和需

求偏好的动态指标构建用户画像袁 反映用户在不同生

命周期下的行为模式和习惯特点袁 表露用户当前价值袁

编号 关联规则描述 支持度百分比/% 置信度百分比/% 提升度/% 

1 转化率 => 消费潜力 28.57 100.00 3.50 

2 点击率 => 消费潜力 28.57 100.00 3.50 

3 用户参与度 => 消费潜力 42.86 100.00 2.33 

4 获客成本 => 消费潜力 42.86 100.00 2.33 

5 行动成本 => 消费潜力 28.57 100.00 2.33 

6 地理辐射力度 => 消费潜力 28.57 100.00 2.33 

… … … … … 

 

表 2 强关联规则 渊部分冤
Table 2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partial)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A11 用户生成内容曝光量 通过点赞数、评论数、转发数进行综合评价 

A12 用户会话次数 用户发起具体会话次数 

A1 用户参与度 

A13 用户停留时间 用户在当前会话所花费时间 

A2 用户影响力 A21 用户裂变病毒系数 K K=被邀请新增用户数/主动邀请用户数 

A3 用户盈利能力 A31 用户盈利能力 用户从注册到流失期间在平台所付出成本 

A41 消费层级划分  可分为超高端、高端、中高端、中端、中低端、低端 A4 用户消费能力 

A42 消费概率层级 可分为极高、高、中、低 

A 用户价

值 

A5 用户生命周期 A51 用户生命周期阶段 可分为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流失期 

B11 千人成本 千人成本（相对费用）=营销传播媒体绝对费用/预计传播对象人数（以千人

为单位）。 

B1 渠道有效性 

B12 行动成本 行动成本=营销传播费用/行动完成次数 

B2 活动成本 B21 获客成本 （营销成本+营销人员薪水+销售人员薪水等成本）/获取客户数量 

B31 点击率 点击率=点击量/总浏览量 

B32 页面转化率 页面转化率=转化的会话数/总会话数 

B3 活动传播转化率 

B33 RFW RFW（Recency，Frequncy，Monetary）包括用户最近一次消费时间、消费频

率及消费金额 

B 营销传

播效果 

B4 活动生命周期 B41 活动生命周期阶段 可分为引入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退出市场阶段 

C11 地理辐射力度  波及地级市、直辖市数量；波及力度（按每个地级市参与用户基数计算） C1 社会面影响力 

C12 活动口碑 通过用户粘性（回访率、流失率）与用户满意度（日活跃用户数、参与后行

为活跃度、渠道留存率）评价 

C21 活动社交媒体参与数量 某一活动参与用户的媒体来源数量 

C 市场影

响能力 

C2 社交媒体覆盖水平 

C22 社交媒体分发强度 某一活动不同媒体来源的用户数量 

 

表 3 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潜力评估指标体系

Table 3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nsumption potential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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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识别用户群袁 如中心尧 重点尧 特殊尧 沉睡尧 流失

用户袁 从而在海量的用户中锁定能够带来最大价值的

用户[39]遥
渊2冤 营销传播效果遥 营销传播效果包括渠道有效

性尧 活动成本尧 活动传播转化率及活动生命周期遥 其

中渠道有效分析性通过千人成本尧 行动成本衡量 [40]遥
千人成本可用于比较不同媒体投放费用袁 并作为媒体

选择或排期标准遥 行动成本的计算以用户行为袁 如注

册尧 订阅等为指标进行遥 活动成本主要通过获客成本

评估袁 获客成本是获取付费客户所投入的成本总和袁
可衡量产品获得一个客户的平均成本遥 活动传播转化

率包括点击率尧 页面转化率尧 RFW袁 三者皆可评估宣

传效果尧 转化流程的效果遥 营销活动生命周期可分为引

入阶段尧 成长阶段尧 成熟阶段尧 退出市场阶段袁 通过分

析不同阶段营销活动特色袁 可定量分析营销传播效果遥
渊3冤 市场影响能力遥 市场影响能力的评估包括社

会面影响力尧 社交媒体覆盖能力遥 其中社会面影响力

包括地理辐射力度袁 波及地级市尧 直辖市数量尧 波及

力度 渊按每个地级市参与用户基数计算冤曰 活动口碑遥
活动口碑通过用户粘性 渊回访率尧 流失率冤 与用户满

意度 渊用户参与度尧 日活跃用户数尧 参与后行为活跃

度尧 渠道留存率冤 进行评价[37]遥 社交媒体覆盖水平包

括活动社交媒体参与数量 渊某一活动参与用户的媒体

来源数量冤尧 社交媒体分发强度 渊在上述基础上袁 分析

不同媒体来源用户数量冤 [35]遥
4.2 基于 D-ANP法赋权评估指标

在完成评价指标层次结构模型构建的基础上袁 要

实现评价指标体系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潜力的客观

合理评价袁 还需合理分配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权

重遥 根据研究需求袁 所邀请的专家主要考虑以下两方

面院 ①从事数字经济尧 市场营销尧 烟草行业领域的专

家和学者曰 ②从事市场营销实践尧 烟草行业实践中工

作经验 6 年及 6 年以上的公司或企业专家遥 共邀请 13

位专家对一级指标尧 二级指标各影响因素两两间关系

进行判断袁 并采用 0~4 标度进行打分袁 反映指标间影

响程度遥 进行调查遥 在 13 位专家中袁 调查结果显示专

家对调查问题 野很熟悉冶 野较熟悉冶 野一般熟悉冶
野不太熟悉冶 野不熟悉冶 分别有 3 位 渊23.08%冤尧 5 位

渊38.46%冤尧 2 位 渊 15.39%冤 尧 2 位 渊 15.38%冤 尧 1 位

渊7.69%冤 渊表 4冤遥 利用专家熟悉程度及判断依据的量

化值[41]对各专家权威系数进行计算袁 其中表示 野不太

熟悉冶 和 野不熟悉冶 3 位专家的专家权威系数低于 0.7袁
因此实际选取其余 10 位专家的判断结果袁 整合后得到

的一级指标数值如表 5 所示遥 利用式 渊7冤 计算得到专

家问卷信度为 87.94%袁 信度水平较高袁 结果较为可靠遥
Cr = 渊Ca + Cs冤 /2 渊10冤
其中 Cr 为专家权威系数袁 Ca为专家熟悉程度袁 Cs

为专家判断依据遥
根据上述数值袁 得到一级指标的初始直接关系矩

阵 A院
A=

根据公式 渊6冤 标准化矩阵A袁 得出直接关系矩阵B院
B=

熟悉程度 量化值 判断依据 判断依据影响程度 

Ca  Cs 大 中 小 

很熟悉 1.0 直观感觉 0.100 0.075 0.050 

较熟悉 0.8 参考国内外资料 0.150 0.125 0.100 

一般熟悉 0.5 实践经验 0.350 0.250 0.150 

不太熟悉 0.2 理论分析 0.400 0.250 0.150 

不熟悉 0.0     

 

表 4 专家熟悉程度及判断依据的量化值

Table 4 Quantitative value of expert familiarity and judgment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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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 渊7冤 得出综合影响矩阵 T遥
T=

利用综合影响矩阵 T袁 计算其中心度 R+C 和原因

度 R-C袁 计算结果如表 6 所示遥 并以 R+C 为横轴袁 以

R-C 为纵轴袁 绘制一级指标因果图袁 如图 1 所示遥

同理可得二级指标中心度与原因度袁 如表 7 所示遥
为保证结果的可信度袁 运用公式 渊10冤 对问卷信度进

行检验遥
根据表 6 值袁 绘制二级指标因果图袁 如图 2 所示遥
根据二级指标的影响矩阵 T袁 利用 Super Decisions

计算确定各指标权重袁 整理结果如表 8 所示遥

项目 用户价值管理 营销传播效果 市场影响能力 

用户价值管理  2.916 3.472 

营销传播效果 2.638  3.611 

市场影响能力 2.777 3.333  

 

表 5 数字经济下消费潜力评估模型一级指标间关系统计表

Table 5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rst level indicators of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evaluation model

in the digital economy

表 6 一级指标间的中心度与原因度

Table 6 Centrality and causality between primary indicators

项目 R+C R-C 

用户价值管理 3.63 0.06 

营销传播效果 3.69 0.00 

市场影响能力 3.78 -0.06 

 

图 1 一级指标因果结构图

Fig.1 Causal structure diagram of primary indicators

表 7 二级指标中心度与原因度

Table 7 Secondary index centrality and cause degree

指标 R+C R-C 指标 R+C R-C 

A1 16.30  1.37 B2 13.76 -1.57 

A2 16.07  1.14 B3 14.55 -0.65 

A3 13.96 -1.34 B4 15.82  0.77 

A4 15.72  0.68 C1 15.10 -0.01 

A5 15.49  0.45 C2 14.83 -0.28 

B1 14.61 -0.56    

 

图 2 二级指标因果结构图

Fig.2 Causal structure diagram of secondary indicators

指标 权重/% 排序 指标 权重/% 排序 

A1  8.77  5 B2  7.17 8 

A2  4.47 11 B3 13.41 2 

A3  6.93 10 B4  7.95 6 

A4  7.77  7 C1 14.15 1 

A5  7.01  9 C2 12.27 3 

B1 10.11  4    

 

表 8 二级指标权重及排序

Table 8 Weight and ranking of secondary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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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消费潜力评估指标体系建立

考虑若继续使用 DEMATEL-ANP 确定三级指标权

重袁 需增加调查问卷对三级指标进行单独计算袁 且问

卷内容量约为二级指标问卷的 4 倍遥 加大专家判断过

程的复杂程度袁 判断过程中容易出现差错袁 进而导致

研究结果的不准确遥 且部分二级指标下仅包含唯一三

级指标遥 因此通过与各位专家充分讨论袁 最终确定将

各三级指标视作同等重要程度袁 整理消费潜力评估模

型如表 9 所示遥

5 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潜力评估模型

的实证分析

5.1 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潜力评估模型案例

介绍

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潜力评估模型选取广西中烟

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6 个营销活动为例 渊真龙是广西卷

烟工业主导品牌冤袁 活动起止日期如表 10 所示遥
5.2 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潜力案例评估及结

果分析

对各活动进行评分袁 最终得分如表 11 所示遥 比较

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6 个营销活动的综合得分袁
大部分综合得分的范围主要为 0.48~0.53袁 说明对于活

动的消费潜力评估结果大部分为 野中等冶遥 用户价值方

面袁 半数营销活动表现较好遥 营销传播效果方面袁 真

龙产品消费引导活动表现优秀遥 营销活动在市场影响

能力方面整体表现较弱袁 如从营销活动地理辐射角度

分析袁 大部分营销活动所涉及的地级市占全国地级市

比例不到 2/3袁 且不同营销活动地理辐射范围相近遥
5.3 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潜力提升对策

分析数据经济下消费潜力评估实例可知袁 市场影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 指标权重/% 

A11 用户生成内容曝光量  33.333 

A12 用户会话次数  33.333 

A1 用户参与度  8.766 

A13 用户停留时间  33.333 

A2 用户影响力  4.468 A21 用户裂变病毒系数 K 100.000 

A3 用户盈利能力  6.934 A31 用户盈利能力 100.000 

A41 消费层级划分  50.000 A4 用户消费能力  7.011 

A42 消费概率层级  50.000 

A 用户价值 34.949 

A5 用户生命周期  7.770 A51 用户生命周期阶段 100.000 

B11 千人成本  50.000 B1 渠道有效性 10.106 

B12 行动成本  50.000 

B2 活动成本  7.170 B21 获客成本 100.000 

B31 点击率  33.333 

B32 页面转化率  33.333 

B3 活动传播转化率 13.408 

B33 RFW  33.333 

B 营销传播效果 38.633 

B4 活动生命周期  7.949 B41 活动生命周期阶段 100.000 

C11 地理辐射力度  50.000 C1 社会面影响力 14.147 

C12 活动口碑  50.000 

C21 活动社交媒体参与数量  50.000 

C 市场影响能力 26.418 

C2 社交媒体覆盖水平 12.271 

C22 社交媒体分发强度  50.000 

 

表 9 指标体系权重

Table 9 Index system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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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序号 名称 起始日期 截止日期 

1 2021年3月份第三方接入奖品测试 2021/2/25 2021/3/24 

2 2021年4月份河南市场真龙扫码活动 2021/4/14 2021/5/15 

3 2021年5月份甘肃市场真龙产品消费引导活动 2021/5/27 2021/6/30 

4 2021年7月份青海省西宁市场真龙消费引导活动 2021/7/1 2021/7/31 

5 2021年8月份青海省西宁市场真龙消费引导活动 2021/8/4 2021/8/31 

6 2021年9月份真龙&王老吉罗汉果联合营销活动 2021/9/8 2021/10/31 

 

表 10 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营销活动信息

Table 10 Marketing activity information

响能力尧 用户价值尧 营销传播效果方面对消费潜力的

影响依次降低遥 结合指标权重袁 在消费潜力提升过程

中应有所侧重袁 重点改善影响较大的因素遥
渊1冤 提高营销活动市场影响力遥 ①加快营销阵地

构建遥 企业的营销策略是围绕着零售网点开展的袁 因

此做好精准营销的前提就是完善零售终端网络遥 站在

全局角度考量袁 综合考量零售点密集度的合理性袁 合

理布局零售点袁 制定合理的零售终端准入退出机制遥
②提高营销服务质量遥 营销人员直接负责营销工作袁
根据用户需求明确服务内容尧 评估用户定位袁 提供个

性化服务袁 塑造良好服务形象袁 提高用户满意度遥
渊2冤 管理用户价值遥 ①完善用户数据分析机制遥

根据用户参与度尧 订单信息尧 活动参与等信息袁 多角

度尧 多层次丰富完善用户标签袁 分析用户生命周期袁
从而实施针对性的差异化活动方案与服务袁 增加用户

粘性袁 提升用户价值贡献遥 ②搭配辅助应用功能遥 通

过增设消费积分功能尧 扫码识别真伪等功能袁 增加用

户粘性袁 提高使用效率遥 ③增加信息反馈渠道遥 将互

动性作为用户消费意愿的影响因素袁 通过消费者信息

反馈袁 促进消费者与企业的及时沟通尧 紧密互动袁 维

系客户关系发展遥
渊3冤 提升营销活动效果遥 ①提高营销策略时效性遥

及时掌握营销活动方案执行情况尧 零售终端动销情况袁
分析营销活动生命周期袁 依据收集到的数据迅速调整

营销策略袁 最大化营销策略效果遥 ②拓展营销活动方

式遥 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袁 开展线下尧 线上尧 跨行业

相结合的多形式营销活动遥 如营销活动所提供的奖品

物料不应仅局限为小金额现金红包尧 虚拟货币尧 公司

所有的实物礼盒袁 可以探索跨行业横向联合的营销模

式袁 如赠送优惠券尧 视频网站会员尧 电影票等遥

6 结 语

针对传统消费潜力评估模型的局限与不足袁 本文

基于关联规则挖掘与 D-ANP 组合法袁 构建了精简完备

的消费潜力多模态评估指标体系从不同层面评估消费

潜力袁 包括用户价值尧 营销传播效果尧 市场营销能力 3

个维度遥 以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营销活动为例袁

活动序号 用户价值 营销传播效果 市场影响能力 总评估结果 

1 0.893 7 0.455 7 0.165 6 0.532 1 

2 0.634 6 0.667 5 0.142 3 0.517 2 

3 0.616 6 0.632 5 0.182 6 0.508 1 

4 0.164 7 0.902 4 0.288 7 0.482 4 

5 0.390 5 0.961 9 0.297 8 0.570 9 

6 0.442 5 0.547 9 1.000 0 0.630 5 

 

表 11 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营销活动评估结果

Table 11 Marketing campaign evalu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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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该评估指标体系对 6 个营销活动进行评价袁 分析

数字背景下消费潜力遥 结果证明该指标体系能够科学

合理地评估服务效能遥 通过数字经济消费潜力评估发

现营销活动的薄弱环节袁 及时有效地为消费潜力评估

提供指导袁 从而提高营销活动传播效果尧 提高市场影

响力尧 提升消费潜力袁 同时对有效整合相关资源起到

促进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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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Consumption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stimulating domestic demand.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ge,

the spatial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ur country indicate that domestic demand has great potential. However, the

evaluation of consumption potential in the digital economy is a complex systematic project. Current research does not fully consid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low efficiency and too much reliance on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experts, which affect th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valuation results of consumption potential. [Method/Process] First of

all, starting from each major work link that affects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preliminary evaluation index was determined through expert consultation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screening, and the primary

evaluation index set of consumption potentia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as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assessment data of Guangxi Zhongyan Industry Co., Ltd.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1, the correlation and association rules

among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s were analyzed by using Apriori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algorithm, to streamline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s and build an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of consumption potential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index system

includes 11 secondary indicators and 19 tertiary indicators, such as user value,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effect, marketing ability, user

participation, user influence, and channel effectiveness. Combining the influence relationship and influence degree between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indexes of DEMATEL and ANP, the weights of the evaluation indexes were calculated by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mbination weighting method, to construct a multi-modal evaluation model of consumption potential in the digital economy.

[Results/Conclusions] Taking six real dragon cigarette product marketing activities of Guangxi China Tobacco Industry Co., Ltd. from

March to September 2021 as examples, the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marketing activities in March, April, May, and June are 0.53, 0.52,

0.51 and 0.48, respectively, and the overall assessment result of consumption potential is "medium" level, among which the effect of

marketing activities in August and September is better than that in March and June, and the comprehensive scores are 0.57 and 0.63,

which are "medium to upper" level. On the whole, the impact of market influence ability, user value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effect on the release of consumption potential decreases in turn. The analysis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which verifies the feasi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multi-modal assessment model of consumption potential. In addition, due to the

limited space, this paper only takes the tobacco industry as an example. In our future work, the specific index system can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application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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