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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研究二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日本消费者中还存在为了服从法律而不愿购买仿冒品的消费者
。
一些受访者之所以没有购买奢侈品是因为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类消费者不购买仿冒品的理由是：“买了冒牌商品就害怕被警察发现”或者“购买仿冒奢侈品是违
法行为”。
这一群体和研究一中发现的“叛逆者”群体大不相同，后者购买仿冒品仅仅是因为这一行为是受法律
禁止或者他们不喜欢真正奢侈品牌在市场上的主宰地位。
霍夫斯泰德（Hofstede，1983）指出，个人对法律和规章（我们称之为“权力距离”）的态度在东西方
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亚洲国家（如日本）比西方国家（如法国）的权力距离要高得多。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权力距离高的国家会比权力距离低的国家购买的仿冒品更少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在另外一个高权力距离的国家——中国，进行了第三项研究。
研究三：中国研究三的结论表明，中国地区仿冒品消费者的动机与欧洲和日本地区仿冒品消费者的动
机类似。
对研究三的内容分析成功地证明了先前的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在研究三中，没有样本表现出由于购买仿冒品而害怕被警察发现。
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并没有针对购买仿冒品的相关法律支持，政府也没有对此做强制规定。
中国的消费者对购买仿冒品的行为及后果并不在乎。
除此之外，在前两次研究中发现的七类仿冒品的消费者群体同样适用于中国。
中国地区的研究有一项有趣的发现，首先，中国地区的仿冒品消费者集中在炫耀者和模仿者两种类别
上。
在中国奢侈品消费者中，炫耀是购买奢侈品牌的主要原因之一（Lu＆Pras，2006）。
同在日本的研究相似，年轻的白领和学生们对许多奢侈品牌都了如指掌并且热爱奢侈品。
但是，由于收入有限，这一代年轻人买不起真正品牌的奢侈品。
拥有一件自己喜爱的奢侈品牌就成为了一个美好的梦想，“我一直非常喜欢辛迪为Omega做的广告⋯
⋯我看到一款仿冒品的质量还不错，而且同辛迪在广告中戴的那只一模一样。
”其次，在中国地区的受访者中没有发现“旅游者”类型的消费动机，也许是因为在中国各大城市都
不缺少仿冒的奢侈品，所以中国的消费者不用到处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
仿冒品质量的提高也使一些中国地区仿冒品的购买者变成了购买仿冒品的“常客”：“我知道在哪儿
可以找到好的A货，有一个人会带你去一个他们租的房子，房间里就像是各种商品的展览室，有来自
世界各地的买家。
”中国地区的“享乐者”中有些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经常购买奢侈品。
同时，他们也喜欢购买高仿真的仿冒品以便同自己拥有的真品混搭使用。
“我经常买奢侈品，所以没有人怀疑我经常在办公室用的Fendi包是仿冒品。
”研究二中关于权力距离和仿冒品的非法性的结论在研究三中并不有效。
研究三中的受访者没有提到他们会因为这种行为的不合法性而放弃购买仿冒品。
中国的仿冒品消费者似乎并不在乎法律对仿冒品的规定。
结果讨论在对三个研究的结论进行比较和内容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三个样本群体之间存在更
多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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