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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最新公布的《中国网络购物市场

研究报告》显示，截至 2015 年底，我国网络购物( 以

下简称网购) 的用户比例从 48． 9% 提高到 55． 7%，

用户规模较上一年增长了 5183 万。国内手机购物

市场发展迅猛，手机网购的用户比例达到了54． 8%，

用户规模达到 3． 40 亿［1］。网购的飞速发展使得人

们的日常生活更为便利，但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心

理行为。过度的网购往往会导致网络购物成瘾( 以

下简称网购成瘾) ，对个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产生

极大的负面影响。北京军区总医院在 2008 年制定

的《网络成瘾判断标准》中，把网络交易成瘾( 即网

购成瘾) 列为网络成瘾的一种［2］。目前国内学术界

尚未给予网购成瘾足够的重视，但已有不少学者开

始关注这一新兴领域。本文通过较为全面地分析网

购成瘾的影响因素，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了解和治

疗网购成瘾。

1 定 义

1． 1 界定

购物成瘾( Shopping Addiction) 也被称为强迫性购

物( Compulsive Buying)、冲动性购物( Impulse Buying) ，

是一种功能紊乱的消费性不良行为［3］。Koran 等［4］

将网购成瘾定义为: 由于反复进行网购而形成的一

种周期性或慢性的沉迷状态，并产生无法抑制的上

网购物的愿望; 同时伴随着购物时间和频率的张力

与耐受性现象，在心理和生理上对网购带来的快感

有持续性的依赖。徐浪［5］则认为网购成瘾是一种

个体通过互联网进行网购，而由于网购特有的优势

( 如平缓情绪、缓解压力等) 无法停止该行为的状

态，最终导致网购个体的时间或金钱过度花费，并对

其生活造成负面影响，若强行制止，则会引发个体的

消极情绪体验。

1． 2 特征

网购成瘾的主要特征: ①对网购的诱惑和自身

的购物行为缺乏自控力; ②无法理性面对购物网站

上琳琅满目的商品，难以克制内心强烈的购买欲;

③不考虑实际情况，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疯狂网

购，严重影响个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④难以克制

网购冲动，一旦停止网购就丧失了生活的目标和动

力［6 － 7］。网购成瘾者的主要特征: 多为具有一定理

财能力的青年女性，了解过度购物可能导致的后果;

无法克制上网购物的冲动，把网购作为逃避现实的

途径; 购物的时间长、频率高，网购成为其娱乐消遣

和应对压力的唯一方法［8］。

2 影响因素

Wang［9］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将网购成瘾的影

响因素总结为网络环境因素、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
本文则具体从人口学因素、网购因素、心理因素、社
会因素四个方面分析网购成瘾的影响因素。

2． 1 人口学因素

2． 1． 1 年龄

目前，研究者尚未在年龄对网购成瘾行为的影

响上形成一致观点。通过调查美国的成年人口，

Ｒohm等［10］ 发 现，年 龄 和 网 购 没 有 相 关 关 系。
Bellenger等［11］研究发现，年轻人比年长者更缺乏自

我控制能力，更容易产生网购成瘾行为。可以推测，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倾向于变得更理性。Tuyet
等［12］认为，这是由于年轻人追逐时髦，而年长者能

更加冷静和理智地控制自己的购物欲。值得关注的

是，袁可等［13］发现，中高龄网购群体的比重正逐渐

增大，尤其是针对特定的商品，如旅游产品等。另外

由于购物方式的不同，年轻人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搜

索商品信息，而年长者则更有可能在网络搜索后立

即购买该产品［14］。

2． 1． 2 性别

谈及性别对网购成瘾行为的影响，研究者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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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观点。Kraepelin［15］首次指出女性更容易产

生购物成瘾行为( 传统的购物行为) ，临床上的病例

多数为女性。Block 等［16］将这一现象的原因归为:

①传统上，女性掌管着购物的权力;②女性更加熟悉

商品和购物地点;③女性的传统角色让她们更加了

解清单上产品的性能。袁可等［13］则认为，由于男性

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对网购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

度，故比女性更早和更能接受网购。根据调查统计，

男性人均年度网购频次达到 32 次，超过了女性的

30 次，年度购物金额约为 1 万元，是女 性 的 1． 2
倍［1］。这一结果为网购成瘾的两性研究提供了新

的视角。

2． 1． 3 收入

在网购成瘾行为的人口学研究中，收入也是一

项重要的因素。郑梅钦［17］通过调查得出，由于网购

成瘾的过度媒介使用表现，收入与网购成瘾并无明

显相关性。而金敏［18］的研究则发现，年轻人的可支

配收入与网络购物的倾向性呈正相关。但也有研究

表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与网购成瘾的行为呈负相

关［19］。Jeffrey 等［20］发现，消费者家庭收入水平越

高，其产生网购成瘾行为的可能性越低。通常高收

入者不会过分关注价格的高低，而低收入的消费者

会考虑产品的价格因素来选择购物渠道。网购商品

种类多、网店折扣力度大，这些因素都吸引着低收入

的消费者去采用网购的方式节省金钱。

2． 2 网购因素

2． 2． 1 网购情境的特殊性

赵占波等［21］的实验研究发现，网购情境吸引力

及促销程度都会使消费者网购成瘾的倾向性得到显

著提高。周阳［22］提出，网购情境能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消费者意愿与行为———网站的逃避性、娱乐性和

互动性能够使消费者产生愉悦的感知，从而促进其

进行网店的浏览，提高网购意愿和行为。Kukar －
Kinney 等［23］的研究表明，网购环境中的丰富信息是

网购的强大驱动力，对于消费者的网购行为起重要

作用。另外，网购的流程简单、支付方便、选择多元

并且购买不受人注意，这些特征也会或多或少地引

发或增强网购成瘾行为。

2． 2． 2 网购的便利性

已有研究表明，消费者的可用时长决定了是否

会冲动购物，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消费者将会在购物

网站上花费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24］。而智能手

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网购的用户规模日渐扩大，使得

消费者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约束，极大地提高了网

购成瘾行为产生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网购在联动

效应的作用下带动网上支付快速增长，使得网购支

付方式的选择更为多元化。除了面对面的货到付

款，其他可供选择的支付方式有第三方支付账户支

付、网上银行支付、快捷支付和手机支付等［25］。

2． 2． 3 网购的趣味性

Verhagen 等［26］认为，消费者和商家的良好沟通

会促进消费者购买行为。网购通过虚拟互动，可满

足消费者人际交往的需求，而匿名沟通可使消费者

无所顾忌地议价，享受折扣的乐趣。网上商品琳琅

满目，消费者可以通过网购满足猎奇心理，把网购过

程当做一次冒险之旅［8］。此外，Wirtz 等［27］提出，舒

适方便的购物环境可以使消费者减少自我管理，产

生冲动性消费。一些网站通过制作精美的广告页

面，配上轻松舒缓的音乐来提高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使消费者产生感官享受的乐趣［28］。

2． 2． 4 网购的价格优势

与实体店相比，网店省去了房租、水电等费用，

避免了中间商的利润环节，实实在在地降低了商品

价格。赵占波等［21］认为，具有购物成瘾倾向的消费

者往往会对自己的购物行为感到懊悔与内疚，而网

络商品的价格优势能使其购物行为合理化，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内心的负疚感。另外，网店丰富的促销

活动也极大地吸引了消费者，如团购、秒杀、优惠券

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节日特惠。Salimi 等［29］研究

证实，促销和降价的确可以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欲。

2． 3 心理因素

2． 3． 1 动机

有研究认为，物质主义价值观通常与低自尊、低
生活满意度、低主观幸福感以及差的心理社会适应相

联系［30］。物质主义者会感受到真实自我与理想自我

的巨大落差，这种痛苦将成为购物的巨大推动力，促

使其通过购物来获得认同感和满足感［31］。Suler［32］

在《各取所需———健康还是病态地使用网络》一文中

探讨了个体在网络空间行为的动机。他认为，上网者

花费大量时间上网满足自身性、改变感知体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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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制、归属、人际交往、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等需

求。Young［33］对网络成瘾者进行分析发现，病态使用

者利用网络来寻求社会支持和性刺激，利用网络构造

出一种新的人格面具。网购能够使消费者产生一种

成就感、归属感和控制感，而与客服的虚拟互动也能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消费者人际交往的需求。

2． 3． 2 情绪

有研究认为，情绪可能是影响人们购买行为最

重要的激发因子，积极的情绪( 如激动、热情) 可以

刺激人们的购物需求和欲望，消极情绪也与购物行

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9］。Faber 等［34］的实验验证

了这一观点: 当患者的情绪处于消极状态时，会有更

高的购物倾向; 处于积极状态时，购物行为则会明显

减少。徐浪的研究中把网购成瘾认定为网购成瘾者

应对情绪问题的方式，以及对自身感到失望时产生

的负面反应［5］。然而，根据情绪的 ABC 理论，情绪

C 是由对事物的评价和态度 B 引发的，而不是事件

A 直接导致的。网购成瘾者通常希望通过网络购物

来改变自己消极的情绪状态，以获得情感的满足。
这种错误的认知反而促使网购成瘾行为的产生，使

他们具有更高水平的消极情绪［8］。

2． 3． 3 人格

人格特征与网购成瘾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Schlosser 等［35］通过临床研究发现，59% 的购物

成瘾患者具有不同的人格异常，尤其是那些有着高

孤独、高焦虑和高抑郁人格特质的患者。同时，研究

者还认为一些抑郁相关的人格特征，如低自尊、缺少

动力、渴望认可、害怕被拒等都可能是网络成瘾的成

因［36］。郑梅钦［17］的研究发现，网购成瘾或具有网

购成瘾倾向的大学生都具备孤独、抑郁等人格特质，

他们无法合理地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只能依赖网

络购物躲避现实和自我。同时还发现，自控能力弱

的大学 生 群 体，达 到 网 购 预 警 级 及 以 上 的 高 达

28%，远高于自控能力非常强及一般的群体。

2． 4 社会因素

2． 4． 1 社会压力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社会里，各行各业的人

群都在高压环境下喘不过气来。贺德辉［37］在对高

校班主任工作压力与应对方式的问卷调查中发现，

高校班主任缓解工作压力的方式有购物( 94． 3% ) 、

倾诉( 89． 9% ) 、唱歌( 85． 7% ) 、哭泣( 74． 2% ) 、大量

进食( 64． 8% ) 、宗教信仰( 32． 3% ) 。可以看出，当

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时，人们通常会选择购物来缓

解自己的负面情绪，以达到放松的目的。相关研究

也证实，成瘾行为者大多是为了躲避现实生活中的

某些问题而通过发泄来寻求快乐与放松心情［38］。
陈剑梅等［8］ 认为，都市化将人与人的距离变得疏

远，也使得部分人的社会支持系统缺失，成为网购成

瘾的外在加速器。

2． 4． 2 网络普及

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6． 88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0． 3%［25］。网民数量的提

升，为网购提供了大批的潜在用户。《2015 年中国

网络购物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网购市场发展

迅猛，网购用户活跃度继续提升，网购消费额占日常

支出比例显著增加，另外新形式的社交网购、海外网

购发展迅速，年度人均消费金额大幅攀升［1］。所以

说，网络的飞速发展使得网购逐渐日常化，成为人们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网购成瘾行为产生

的重要原因之一。

2． 4． 3 社会支持

国外有研究表明，家庭结构在童年家庭破裂和

青少年时期的消费取向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39］。
郑梅钦［17］研究发现，单亲家庭的大学生网购成瘾者

的比例为 23． 6%，高于非单亲家庭的 14． 1%。与非

单亲家庭相比，单亲家庭承受着更大的经济、社会和

情感压力，这会对子女的价值观和消费观产生影响。
同时，该研究还发现，朋友数量很少的大学生网购成

瘾者的比率高达 34． 88%，远高于朋 友 数 量 很 多

( 13． 78% ) 和数量一般( 13． 82% ) 的群体。网购平

台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隐形的社会支持系统，使得

不善交际的大学生能在网购的过程中获得归属需求

的满足。

2． 4． 4 社会风气

随着网购成瘾的研究日渐深入，研究者们逐渐

发现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对于网购成瘾行为的影

响。在消费主义时代，个体已不再满足于实用导向

的功利主义消费而是倾向于享乐主义消费［40］。一

个有关本科毕业生的购物成瘾行为的调查显示，在

这个年轻的群体中，更高的购物成瘾倾向与更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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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力和更高的享乐主义社会风气有着显著相

关［41］。在这样不正之风的推动和攀比心理的唆使

下，很多人患上了网购成瘾症。有调查结果显示，

75%患有网购成瘾症的大学生网购的目的是炫耀消

费，这要远高于非网购成瘾的使用者［17］。资本主义

国家崇尚的过度消费生活方式，逐渐得到了部分大

学生群体的崇拜，成为了网购成瘾的诱因。

3 总结和展望

本文通过总结国内外文献，从人口学因素、网购

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网购成瘾

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收入、网购情境的特殊

性、网购的便利性等 14 个影响因子。可以看出，国

外和国内目前的研究重点关注了网购的人口学因

素、网购因素和心理因素这三个方面。在人口学因

素上，已有研究尚未在年龄、性别和收入与网购成瘾

的关系上达成一致，这有可能是由于不同的研究者

在取样范围和研究角度上的差异，在其后的研究中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比较年龄、性别和收入对网

购成瘾行为的影响。在网购因素上，研究者们分析

了网购的特殊性、便利性和趣味性等特征，但对于其

心理学原理没有做出具体的解释，使得网购因素缺

乏足够的说服力。相较而言，网购成瘾的心理因素

研究则更为全面、具体，主要是因为网购成瘾本身属

于心理学范畴，其他因素对网购成瘾行为的影响都

建立在心理因素的基础上。因此，往后的研究应重

点探索网购成瘾的心理因素。
此外，已有研究大多建立在西方国家的背景基

础上，忽略了中国本土文化对网购成瘾的影响，因此

许多研究者强调了要从不同文化环境来研究网购成

瘾行为的重要性。为了加深我们对网购成瘾的理

解，未来的研究应当更多地关注中国特有的社会文

化，如中国人的面子观念、人情社会、集体主义等。
另外，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网购成瘾行

为的形成机理、影响机制和治疗方法，推进网购成瘾

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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