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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基于大学生网购体验的搜索引擎优化模型。方法方法 通过分析大学生的网购行为，论

述了价格、质量、品牌、决策影响、搜索引擎使用体验等因素，得出优化模型的构建策略。结论结论 阐述了

大学生网购体验的搜索引擎优化模型特征，提出了通过优化网站结构与增加界面友好程度构建个性

化搜索引擎模型，使得大学生能更加快捷地获得有关商品信息，同时为搜索引擎优化等方面的理论提

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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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on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model based on college students′online shopping expe⁃
rience. Method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llege students′online shopping behavior，which including the influence on
the price，quality，brand，social sharing site，and user experience，it conclud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ized search en⁃
gine model. Conclusion On this basis，the optimization model should be built as personalized search engine model，
which focus on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website and interface design，so students can more quickly get relevant com⁃
modity information，at the same time as the aspects of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and other theories provide a certain refer⁃
en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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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时代来临，Web信息不断增加，用户

要在信息海洋里截取所需信息如大海捞针一样艰

难。搜索引擎作为网络信息入口，恰好能为用户解决

如何快速检索所需信息的问题。据统计，大约85%的

用户使用搜索引擎去寻找他们需要的信息[1]。传统网

站建设者常专注搜索引擎对网站的收录情况与网站

页面在搜索引擎结果中的排名，忽略了用户体验研

究，而用户作为搜索引擎的直接使用者，能最为客观

地评价网站服务质量，是构建搜索引擎优化模型的核

心[2]。基于大学生网购体验的搜索引擎优化研究本质

是大学生搜索者的网购体验优化，从限定性用户体验

出发，为个性化搜索引擎优化模型作出印证研究。

1 基于大学生网购体验的用户研究

大学生群体是以接受高等教育为目的，短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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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在一起并能进行面对面互动的特殊群体，且具有

十分鲜明的群体特征：第一，身心发展状况相近；第

二，认知发展速度较快；第三，文化知识水平均衡；第

四，发展需求意向一致。同时，来自CNNIC的统计报

告显示，大学生受教育程度较高，电脑拥有率较高，掌

握网络工具能力较高，而网购能为大学生提供高效

率、价格合理、选择多样的购物体验，十分符合大学生

的消费需求。据悉，约93%的大学生有过网购服装的

经历，这说明在大学生群体中网络购买服装已经是一种

普遍现象[3]。可见，大学生群体已成为网购的主力军。

1.1 大学生的网购行为分析

鉴于大学生群体的社会特征、生理特征与心理特

征的均衡性与普遍适用性，且大学生对网购市场存在

稳定持续的影响力，将大学生群体作为用户研究的目

标对象具有客观的可行性与实际操作意义。以大学

生网购体验为导向的搜索引擎优化模型研究，能为现

今的搜索引擎优化研究提供针对性的理论补充与实

践参考。

1.1.1 注重价格合理与商品质量的特征

由于大学生的经济来源有限，可自由支配资金较

少，因此大学生在进行网购时，在商品质量相差不大的

情况下，更倾向于选择价格更为低廉的一方。大学生

平时需要进行课程学习、社团活动、朋友聚会等次数频

繁、时间密集的社交活动，在期待能更好融入集体的心

理暗示下，个人形象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大学生也十

分注重所购买商品的品质以确保能彰显个人品味。

1.1.2 具有一定的品牌忠诚度的特征

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常会对商品进行一定的风

险评估。网购区别于传统线下实体店的经营模式，仅

能提供商品图片与相关信息，消费者并不能真实地触

碰到商品对其进行质量鉴别，只能依靠经验去判断商

品是否值得购买[4]。知名度高的品牌意味着具有稳定

优良的质量保证、广泛的品牌认知度、售后服务体系

的健全，因此，在消费过程中，品牌常作为大学生网购

安全判断的一个基准。

1.1.3 选择性使用搜索引擎的特征

与使用百度、谷歌等专业性搜索引擎不同，进行

网购时用户需使用电商搜索引擎进行商品检索。截

至2012年12月底，在各类购物网站中，淘宝网的用户

规模依然高居首位，用户渗透率达到88.1%；排名第二

的是天猫，用户渗透率为50.7%；排名第三的是京东商

城，用户渗透率为29.9%；排名第四的是当当网，用户

渗透率为16.9%；排名第五的是凡客诚品，用户渗透率

为12.2%[5]。淘宝网作为用户覆盖率最广的B2C平台，

能更为快捷地提供多样化价位与风格的商品，与大学

生网购所追求的快捷低价且品质保证相符合，因此淘

宝网同样是大学生进行网购的首选。

1.1.4 受社会化因素影响的特征

由于大学生群体间存在着时间密集并能及时互动

的社交活动，如课堂社交、社团社交、宿舍社交等，大学

生个体极易受到来自群体的影响，且群体的思维方式

与交往方式存在一定的相似度。集提供社会资讯与社

交活动为一体的社会化分享网站成为大学生群体最常

使用的网站之一，此类网站在提供当季流行风格、舆论

热点、价格趋势、买家心得的同时，也为用户提供所展

示商品的购买链接。90%以上的大学生表示，即使没

有事情也会习惯性地登录社交网站；52.8%网站用户表

示，自己在闲暇时会登录社会化分享网站进行浏览或

关注相关的商品信息；18%网站用户则在网购前经常

性地登录社会化分享网站浏览相关商品信息；62%网

站用户会规律性地登录社会化分享网站查看商品信

息。其中，微博、美丽说、蘑菇街、管逛街、爱乐活、堆糖

网等社会化分享网站最能影响用户的购买决策。

1.1.5 页面浏览的局部性的特征

尽管大学生群体在网购商品时习惯货比三家，多

方面评估是否值得购买，但这并不代表大学生群体有

足够的耐心去仔细浏览全部的页面信息或点击更多

的URL。有资料显示，用户点击的URL相当集中，前5

页的点击占到总点击的75%以上[6]。同时，在进行页

面浏览时，用户的视角会更多关注页面的左上角，即

所谓的页面金三角法则。

1.1.6 习惯性使用网络流行语作为检索词的特征

大学生处于即将进入成人社会的缓冲时期，在心

理上具有急于表现自身成熟与展现自己独特气质的

特征，青春、活力、富有创造想象、追求个性化差异是

这个时期的外在体现。网络语言与传统语言相比更

为轻松娱乐，且能结合时下社会舆论热点，潮流性较

强，这与大学生追求个性化与融入集体的心理需求相

符合。一般情况下，大学生更愿意使用网络语言进行

社会化活动，特别是在使用社会化分享网站时尤为明

显。这种语言习惯也直接渗透到大学生进行网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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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需商品的描述，从而影响检索词的改变[7]。反之，

如网站能很好地提供以网络流行语为关键词的商品

链接，用户常会认为该网站的更新速度极快，从而得

到商品更新上架的时间比较短且次数较多的心理暗示。

1.2 构建基于大学生网购体验的用户模型

有效进行用户细分筛选能确保研究客观地进行，

而用户模型以虚构用户代表某个特定的用户群，比真

实个体更能体现该群体的行为共性，能较好地帮助研

究者进行用户使用场景联想[8]。一个代表典型用户的

用户模型的资料有性别、年纪、收入、地域、情感、所浏

览过得URL、以及这些URL包含的内容、关键词等。经

分析可得出3种典型大学生网购体验的用户模型：模型

一为经济条件较好的男性大学生，爱好消费类电子产

品与旅游聚会，使用网站是京东、苏宁易购、国美，习惯

检索词一般为专业型电子产品术语；模型二为经济条

件一般的男性大学生，爱好运动，使用网站为体育资讯

类、优购、淘宝，习惯检索词一般为运动装备名称；模型

三是经济状况良好的女性大学生，爱好电视剧、美容资

讯与逛街，使用网站是天猫、淘宝、美丽说，习惯检索词

以描述性名词为主，如复古、韩范等。

2 构建基于大学生网购体验的搜索引擎优化模型

基于大学生网购体验的搜索引擎优化模型应该

提供快捷、合理、个性化、具有一定筛选效果的交互方

式，不但要符合当前搜索引擎优化的检索、排序功能

与网站生态式的自我营销，还应该进行网站的易用性

与友好度相关的针对性体验优化[9]。

2.1 基于大学生网购体验的搜索引擎优化模型的特征

2.1.1 注重用户个性化信息的采集

基于大学生网购体验的搜索引擎优化模型研究

实质上是一种限定性用户的个性化搜索引擎模型优

化的研究。建立个性化信息采集库能根据大学生的

个性行为采取有别于稳定社会工作者、中小学生、已

退休老人网购体验的有针对性的服务策略，提供符合

大学生群体经济能力、消费需求的服务内容。

2.1.2 注重控制模型结构的简洁度

控制模型结构的简洁程度能有效提高技术实现

的可能。同时，模型结构的简洁意味着操作层级较

少，信息反馈链短，能有效提高用户的检索等待时间。

2.1.3 注重模型外在体现的友好性

保持模型外在体现的友好型能提高网站的可用性

与优化用户体验。传统搜索引擎模型的研究常局限于

计算机系统编码的改进，而忽略了用户的体验[10]。用户

在使用搜索引擎时不会思考该搜索引擎的内部结构

与工作原理，能为用户带来最直接感官的是模型的外

在体现，如网站页面风格是否合理、搜索引擎位置、搜

索引擎的界面设计是否能有效提示用户进行需求描

述、链接质量是否实用等。

2.2 基于大学生网购体验的搜索引擎优化模型的构建

构建与大学生网购关键词关联性强的质量外链，

可注重内容的相关性，结合大学生用户常作为参考的

品牌网站与社会化分享网站进行筛选，同时避免关键

词堆积。但情况允许时，最好的外链接是对方站长主

动给予的单向链接，不需要链接回去。两个网站互相

链接，如友情链接，权重比单向链接要低很多[11]。

优化页面结构，其中包括设置清晰的导航体系。

清晰的导航体系能引导用户明确自己的位置，查找已

浏览路径同时能适当给予前进提示；可供挑选的页面

风格，根据用户模型特征，建立3~5种符合用户使用习

惯的页面结构与页面效果（网站链接保持不变）以提

高用户体验。

增加搜索引擎友好度，要确保搜索引擎蜘蛛能顺

利抓取网页，网站所有页面离页面点击距离不宜太

远，应保持在4~5次点击内。若不想被收录可使用

robots文件禁止收录。只有搜索引擎顺利找到所有页

面，成功抓取的同时保证提取出其中有相关性的内

容，才能真正提高搜索引擎的友好度，见图1。

3 结语

通过对大学生网购体验的搜索引擎的梳理与研

究，分析大学生的消费需求与行为特征，从而得出优

化搜索引擎的模型，使得大学生能更加快捷地获得有

关商品信息。在模型中，使用个性化技术的同时引入

了交互设计的相关概念，通过简化传统搜索引擎模型

结构，增加模型外部体现的友好，从而提升大学生的

网购体验。另一方面，文章针对个性化信息库进行用

户特征细分具有局限性，但限定用户的检索习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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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结构的改进，依然为研究用户个性化细分以提高

内容的匹配度与构建切合用户检索行为的页面优化

等理论提供了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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