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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未来时间观与购物导向的关系，并考察性别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方法：采取方便抽样

法选取唐山市某所高校大学生1044名，使用消费者购物导向量表、津巴多时间观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大学生未来时间观与享乐主义购物导向显著正相关(r = 0.08, P < 0.05)，大学生未来时间观与功利主义购

物导向显著正相关(r = 0.28, P < 0.01)；性别在大学生未来时间观与购物导向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具体表

现为相对女生而言，性别为男生时，未来时间观与享乐主义购物导向以及功利主义购物导向的关系更显

著。结论：大学生未来时间观与享乐主义购物导向、功利主义购物导向的相关显著；大学生未来时间观

可以正向预测购物导向，并且性别对未来时间观与购物导向具有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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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future time outlook and sh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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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tion, and to investigat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in it. Methods: A total of 1044 college 
students from a university in Tangshan City were selected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and 
the consumer shopping orientation scale and Zimbardo Time Observation Scale were used to inves-
tigate.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future time 
outlook and hedonistic shopping orientation (r = 0.08, P < 0.05), an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
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future time outlook and utilitarian shopping orientation (r = 0.28, P 
< 0.01). Conclus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view of future time 
and hedonistic shopping orientation and utilitarian shopping orientation. College students’ view of 
future time can positively predict shopping orientation, and gender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on fu-
ture time perception and shopping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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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时间观，恰似一个隐秘而深远的滤镜，悄然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搭建起我们与他人、与万事万

物互动关联的底层逻辑。每个人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时间认知体系，它深刻影响着我们对时间的体验方式，

左右着我们在时间长河中的行动抉择与倾向，也由此铸就了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的时间观念与生活姿态。 
时间观这一概念，最早是由 Frank 在其文化哲学相关文章中率先提出的。在他看来，时间观绝非仅

仅是对时间的简单感知，实则扮演着人类行为动机关键因素的角色(吕厚超，黄希庭，2005)。具体而言，

它体现为个体针对时间所抱持的特定态度，更蕴含着过去经历与未来预期二者间相互交织、彼此作用，

进而对当下行为产生切实影响的内在逻辑。有研究者把时间观定义为 Lewin 个体对于特定时段中心理层

面的未来愿景与过去回忆的总体认知(宋其争，黄希庭，2003)。Zimbardo 等人认为时间观是与个体过去、

现在和未来心理概念有关的一种认知方式(Zimbardo & Boyd, 1999)。国内学者黄希庭教授提出，时间观是

个体针对时间所形成的认知模式、情感体验状况以及行动或行动倾向等方面所呈现出的一种人格特征(黄
希庭，2004)。时间观通过态度、信念和行为等方式体现，可以通过量表或问卷来对个体的时间观进行评

价；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观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吕厚超，黄希庭，2004)。时间观研究中较常被采用的测

量工具是 Zimbardo 和 Boyd 编制的《津巴多时间观量表》，世界范围内的诸多研究都验证了《津巴多时

间观量表》的信效度及其跨文化适用性，Sircova 等的研究也发现，《津巴多时间观量表》的五个维度所

表达的意义在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下是完全或者部分不变的。津巴多时间观的五因素模型适用于具有不

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及语言环境(Sircova et al., 2014)。该量表从五个维度测量个体的时间观。其中未来时间

观维度反映的是个体更关注未来目标的达成，能为更重要的目标而延迟满足。未来所体现的是在时间维

度上的未来指向性，其内涵为针对未来长期目标予以实现所进行的思索与规划过程。 
时间观的方向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决定或行动方式：未来导向的人常常会权衡利弊，对未

来结果做理性评估后才采取行动(Sword et al., 2015)。国内外对时间观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对未来时间观

的探讨上，未来时间观与学业拖延的关系研究(夏晓娟，廖凤林，2009；庄妍，2011；张云霞，2012)、与

学业延迟满足(庄妍，2011；张云霞，2012；杜刚，吕厚超，2016)、学习倦怠(王佳名等，2014；王奕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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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族桁，2016)、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习适应等(李董平等，2008)的关系研究；在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

中，未来时间观能正向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Gao, 2011)。未来时间观与自我控制、睡前拖延的关系研究

中，未来时间洞察力可正向预测睡前拖延，自我控制。高未来时间洞察力的学生个体能够更好地理解并预

见即将发生的事件，对时间的感知更为敏锐与精确，故往往能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曹元龙，姜淑梅，2024)。 
购物导向(Shopping Orientation)这一概念(Stone, 1954)最早由 Stone 提出，Loketkrawee 将购物导向定

义为消费者购物时的方式，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可能因其购物导向不同而有所区别(Loketkrawee & Bhati-
asevi, 2018)；Park 和 Yi 把购物导向界定为消费者在购物行为方面所呈现出的整体倾向性特征(Park & Yi, 
2019)。它的主要类别划分涵盖了享乐主义购物导向以及功利主义购物导向这两个维度。Babin、Darden 以

及 Griffin 等学者指出，对于秉持享乐主义购物导向的消费者而言，其消费的终极目的并非仅仅局限于获

取产品本身，而更多地在于竭力追寻购物过程所衍生出的愉悦感受与独特体验(Babin et al., 1994)。Bloch
和 Richins 认为享乐主义购物导向是一种剥离于现实情境凌驾于幻想之上的旅行(Bloch & Richins, 1983)。
MacInnis 提出，享乐主义购物价值属于一种附加利益，它独立于产品自身固有价值之外，是消费者无需为

之额外支付费用便能获取的一种价值形式(MacInnis, 1987)。总之，享乐型的购物导向可被归纳为消费者在

进行购物活动时自身所具有的一种特定购物态度倾向，持这种购物态度的消费者在购物时不以获得所需产

品为目的，不管是否购买，更多的是以购物过程中诸如有趣、好玩之类的享乐性要素作为指引方向。Bloch
与 Bruce 等学者主张，功利主义购物行为是以完成特定任务为核心导向，将获取产品所具备的功能性作为

直接受益目标的一种购买趋向模式(Bloch & Bruce, 1984)；Engel 等人指出，功利主义购物导向的消费者将

清除购物清单上的商品视为其购物目的，对他们而言，购物是一种无奈之举(Engel et al., 1995)。Babin 和

Darden 认为功利主义购物导向目的是能够便利性的获得商品、并且有显著的性价比(Babin et al., 1994)。这

种类型的消费者把认为买东西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种负担。总之，它可以归纳为以任务为导向，把购物

看成是一种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以直接获取所需商品为其购物成败的考量。 
购物导向在消费者开展购物活动时发挥着关键作用，当下已有相关研究针对购物导向与购买意愿之

间的关联展开探索与分析(Hansen & Jensen, 2009)；Cho 等人在餐饮类移动商务的背景下检验了购物导向

对感知价值、注意力和购买意愿的影响(Cho et al., 2017)；Büttner 的研究探讨购物导向与认知过程的差异

有关，体验型购物导向对应于审慎型思维；任务型购物导向对应于执行型思维(Büttner et al., 2013)。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在以往的两个方面的研究中没有研究过时间观和购物导向的关系，故本研究提

出以下假设：大学生未来时间观与购物导向正相关；性别在大学生未来时间观与购物导向的关系中起调

节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样本数据是在河北省唐山市某高校通过网络问卷收集，遵循自愿原则，共回收问卷 1044 份，

有效问卷 1044 份，样本有效率为 100%。其中男生 407 人，女生 637 人；独生子女 340 人，非独生子女

704 人。 

2.2. 研究工具 

消费者购物导向量表。采用邓广宽(邓广宽，2014)修订的消费者购物导向量表，该问卷共 15 道题，

分为享乐主义购物导向和功利主义购物导向两个分量表，其中享乐主义购物导向分量表包括 9 个题项，

功利主义购物导向分量表包括 6 个题项；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法(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
本研究中，享乐主义购物导向分量表和功利主义购物导向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分别为 0.89 和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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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多时间观量表。采用 Zimbardo (Zimbardo & Boyd, 1999)编制的津巴多时间观量表共有 56 个题

目，包含了过去消极(10 题)、过去积极(9 题)、现在享乐(15 题)、现在宿命(9 题)和未来时间观(13 题)五个

分量表。本研究只采用了未来时间观分量表。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方式(从 1 = 完全不符合，到 5 = 
完全符合)。未来时间观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7。 

2.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3.0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调节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样本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共有 7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

因子，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20.90%，远低于 40%的临界标准，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

偏差现象(熊红星等，2021)。 

3.2. 描述性统计和变量间相关分析 

由表 1 可知，本研究中被试在各主要变量上的平均数、标准差及变量间相关系数。结果表明未来时

间观与享乐主义购物导向显著正相关(r ＝ 0.08, P < 0.05)，未来时间观与功利主义购物导向显著正相关(r 
＝ 0.28, P < 0.0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1 2 3 

1. 未来时间观 44.00 5.71 1   

2. 享乐主义购物导向 32.13 10.64 0.08* 1  

3. 功利主义购物导向 22.97 6.62 0.28** 0.05 1 

3.3. 调节效应检验 

Table 2. Moderating effect test of sex 
表 2. 性别的调节效应检验 

因变量 预测变量 
第一步 第二步 

β t R2 F β t R2 F 

享乐主义 
购物导向 

性别 0.191 6.284*** 0.042 22.897*** 0.190 6.247*** 0.046 16.811*** 

未来时间观 0.058 1.895   0.123 2.841**   

未来时间观 × 性别     −0.091 −2.118*   

功利主义 
购物导向 

性别 −0.086 −2.896** 0.083 47.411*** −0.088 −2.979** 0.093 35.465*** 

未来时间观 0.284 9.533***   0.382 9.069***   

未来时间观 × 性别     −0.137 −3.269**   

 
调节效应的检验(温忠麟等，2005)使用温忠麟等人的方法。采用分层回归分析，考察性别的调节作用。

如表 2 所示，以享乐主义购物导向为因变量，第一步放入性别和未来时间观，结果发现性别对享乐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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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导向有显著预测作用(β ＝ 0.191, P < 0.001)，未来时间观对享乐主义购物导向没有显著预测作用(β 
＝ 0.058, P > 0.05)；第二步放入性别和未来时间观的交互项，结果发现性别对享乐主义购物导向有显著

预测作用(β ＝ 0.190, P < 0.001)，未来时间观对享乐主义购物导向有显著预测作用(β ＝ 0.123, P < 0.01)，
交互项对享乐主义购物导向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091, P < 0.05)，说明性别在未来时间观和享乐主义

购物导向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按照同样步骤，以功利主义购物导向为因变量进行检测，结果发现性别

对功利主义购物导向有显著预测作用(β ＝ −0.088, P < 0.01)，未来时间观对功利主义购物导向有显著预

测作用(β ＝ 0.382, P < 0.001)，交互项对功利主义购物导向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137, P < 0.01)，说

明性别在未来时间观和功利主义购物导向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表 3 的结果显示，因变量是享乐主义购物导向时，在调节变量中，当性别为男时，未来时间观与享

乐主义购物导向的回归系数为 0.134 (t ＝ 2.725, P < 0.01)；当性别为女时，未来时间观与享乐主义购物

导向的回归系数为−0.006 (t ＝ −0.150, P > 0.05)，说明对男性而言，未来时间观对享乐主义购物导向的关

系更显著。同理，功利主义购物导向为因变量时，结果显示，当性别为男时，未来时间观与功利主义购

物导向的回归系数为 0.406 (t ＝ 8.937, P < 0.001)；当性别为女时，未来时间观与功利主义购物导向的回

归系数为 0.177 (t ＝ 4.533, P < 0.001)，因此，对男性而言，未来时间观与功利主义购物导向的关系更显

著。从图 1、图 2 简单斜率图更能清晰的看出性别的调节效果。 
 

Table 3. Explanation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表 3. 调节效应解释 

因变量 调节变量 β 标准误差 t 

享乐主义购物导向 
性别(男) 0.134 0.084 2.725** 

性别(女) −0.006 0.078 −0.150 

功利主义购物导向 
性别(男) 0.406 0.050 8.937*** 

性别(女) 0.177 0.048 4.533***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in the future view of time and hedonistic shopping orientation 
图 1. 性别在未来时间观和享乐主义购物导向间的调节作用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1019


董茜，吕少博 
 

 

DOI: 10.12677/ap.2025.151019 153 心理学进展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between the future view of time and utilitarian shopping orientation 
图 2. 性别在未来时间观和功利主义购物导向间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未来时间观对购物导向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无论是功利主义购物导向还是享乐主义购物导向，

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个体未来时间观的影响与塑造。具有未来时间观的个体通常将购物中的享乐体验视

为对自己长期努力和未来成就的一种预期奖励或自我激励手段。他们深知在追求未来目标的漫长道路上，

适时地给予自己一些愉悦和享受能够增强内在动力、缓解压力并保持积极的心态。这种享乐主义购物行

为不仅是对当下阶段性成果的肯定，更是为了激励自己在未来继续努力奋斗，将未来的成功与当下的享

乐建立起紧密的心理联系；在现代社会，消费行为往往与个人身份构建和社交资本积累密切相关。具有

未来时间观的个体意识到通过购买某些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享乐性商品或参与特定的高端消费活动，可

以塑造和提升自己在社会中的形象与地位，进而为未来的社交互动和人际关系拓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

未来时间观促使个体将购物中的享乐体验视为一种对自身情感健康和心理韧性的长期投资。他们认识到

在面对未来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压力时，积极的情感储备和强大的心理调适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通过购

买能够带来愉悦感的商品或参与令人放松的消费活动，个体能够在当下获得情感满足的同时，培养和增

强自己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心理韧性。这种将购物作为情感投资工具的观念，使得具有未来时间观的人

更倾向于进行享乐主义购物。 
从未来时间观和功利主义购物导向的关系来看，未来时间观促使个体为未来设定目标，而功利主义

购物导向的消费者会根据这些目标来进行购物；具有未来时间观的人注重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长期积累。

他们明白购物不仅仅是当下的消费行为，还会对未来的资源状况产生影响。因此，在功利主义购物导向

下，他们会寻找性价比高的商品，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对未来有规划的个体(未来时间观)在购物时会

更加谨慎，因为他们知道不合理的购物决策可能会对未来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未来时间观也可以

正向预测功利主义购物导向。 
性别在未来时间观和购物导向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从具体维度看，性别在未来时间观和享乐主义

购物导向以及功利主义购物导向的关系中都起到一定调节作用。具体而言，性别为男性时，未来时间观

对享乐主义购物导向以及功利主义购物导向的预测作用更显著，表明未来时间观的增强对男性的购物导

向影响更大。未来时间观作为个体的一种人格特质，体现在其对未来时间的认知、体验与行为倾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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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未来时间的感知、对未来时间价值的理解、对未来的决策、对未来时间的价值感、对未来理想的

追求、对自我的监控等等(庄妍，2011)。而在传统社会观念中，男性的形象被塑造为理性、目标导向且注

重物质资源的积累，这可能对男性的消费决策模式产生了作用，并且也会对其购物导向造成影响。在性

别的调节作用分析中，当性别为男性时，未来时间观和享乐主义、功利主义购物导向的关系更显著，男

性有更强的未来时间观时，可能越会有功利主义购物导向，越会关注商品技术性能和长期实用性，以保

障自己在未来社会角色中的有效发挥。当男性具有较强的未来时间观时，他们对自己未来的经济状况往

往比较乐观。当一位年轻男性因为所处行业发展前景良好，自身又有不错的职业规划，他预期自己未来

会有更高的收入。这种对未来经济的信心会让他在当下更倾向于享乐主义购物。并且他们会憧憬未来的

高品质生活，他们将享乐主义购物视为对未来理想生活的一种预体验。 
本研究的局限性：由于问卷法调查的限制，目前仍无法确定研究变量的因果关系；研究对象仅来自

于河北省唐山市，样本对象为大学生，样本的代表性不足，研究结果的推广具有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

以在不同省市、地区针对不同群体进行抽样，扩大样本量，并关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样本的差异性。 

5. 结论 

本研究证明大学生未来时间观与享乐主义购物导向、功利主义购物导向的相关显著；大学生未来时

间观可以正向预测购物导向，并且性别对未来时间观与购物导向具有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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