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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物质稀缺与网络购物成瘾的关系以及享乐主义的消费态度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采用知觉

稀缺量表，消费者享乐主义态度量表和大学生网络购物成瘾量表对441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

究发现：(1) 物质稀缺，享乐主义的消费态度与网络购物成瘾均呈显著正相关。(2) 在男性群体中，物

质稀缺可通过享乐主义的消费态度对网络购物成瘾产生影响，起部分中介作用；此中介效应在女性群体

中未被发现。结论：物质稀缺和享乐主义消费能对网络购物成瘾产生影响，物质稀缺感越高的男性大学

生容易通过享乐主义的消费应对措施，从而导致网购成瘾的行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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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scarcity, online shopping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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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hedonic consumption attitudes in this relationship. Using the Perceived 
Scarcity Scale, the Consumer Hedonic Attitude Scale, and the College Student Online Shopping Ad-
diction Scal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441 college student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Material scarcity, hedonic consumption attitudes, and online shopping addiction are 
all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2) Hedonic consumption attitudes play a partially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ial scarcity and online shopping addiction in male group but 
not in female group. Conclusion: Material scarcity and hedonic consump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online shopping addiction. In addition, male participants who perceive greater material scarcity are 
more likely to adopt hedonic consumption as a coping mechanism, leading to a higher tendency to-
wards online shopping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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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网络购物成瘾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网络购物平台的推出，让购物行为产生新的形式即网络购物(online shopping)，
这一新形式的出现也使购物成瘾产生新变化，即网购成瘾(online shopping addiction)，指个体过度使用网

络进行消费，难以抑制购买冲动，身心受到各种负面影响，仍继续购买消费的一种具有慢性和周期性的

着迷状态(尚元东等，2023；李维姿，等，2023；Zhao et al., 2017)。网络购物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容易让其沉浸在虚拟网络世界中，在其上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付晓燕，2019；张迪，2024)，
特别是大学生在网络成瘾问题上尤为严重，根据艾媒咨询的《2024 年中国大学生消费行为调查研究报告》

显示，大学生的消费潜力在逐年提高，其成为网络购物的最具潜力和活力的消费主体之一，他们在网购

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增加导致行为出现成瘾的风险，同时对于网络购物的成瘾行为也在弱化个体在现实

生活中的社交能力，从而容易产生性格孤僻、情绪低落等心理问题。因此，针对大学生网购成瘾的严重

性问题，本研究首次利用资源保护理论，探讨导致大学生网购成瘾的风险因素和内在心理机制，为做好

相应的干预措施，正确引导大学生建立合适的价值观和消费观，促成其正确的消费购物行为，提供有价

值的实践和理论参考。 

1.2. 物质稀缺与网络购物成瘾 

稀缺(scarcity)是由资源的真实缺乏或者感知到的资源缺乏所引发的个体需要或欲望得不到满足的一

种心理状态(雷亮等，2020；Krosch & Amodio, 2019)。雷亮等人将稀缺划分为有形资源稀缺(physical resource 
scarcity)和无形资源稀缺(intangible resource scarcity)，有形资源稀缺主要是指产品、物质等有形资源的缺

少和匮乏，无形资源稀缺则指时间、精力等无形资源的缺少与匮乏(雷亮等，2020)。大学生的时间精力相

较于其他群体来说较为充足和自由，但同时该群体由于没有收入，生活资金和物质较为有限，因此，本

文选择从隶属于有形资源稀缺的物质稀缺角度出发，将物质稀缺(material scarcity)定义为人们认为没有足

够的物质资源，这里的稀缺不仅包括个体缺乏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还包括所拥有的未达到其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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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foll (1989)提出的资源保护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认为，当个体的资源遭受损失时且在

一段时间内得不到恢复时，会导致个体产生压力。因此，当人体的物质资源极度缺失时，个体会表现出

不健康的情绪和行为的风险(林美珍，2011)；同时，还会造成个体心理上的失衡，使其会通过在其他方面

上的“补偿”行为进行弥补。心理学将“补偿”视为个体为弥补自身在某方面的缺失所带来的心理劣势

感，而努力在其他方面获得成功的过程，即一种心理适应机制(郑晓莹，彭泗清，2014)。Gronmo (1988)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补偿性消费行为”，是指消费者由于整体的自尊或自我实现的缺失而做出一定的消费

行为以弥补这种心理需求，并且 Rucker 和 Galinsky (2008)也进一步补充说明这种“补偿”是个体有意无

意地通过消费来进行弥补，利用不断购物获得的满足感来弥补这一段缺失。稀缺的个体注意力集中于缺

少的资源上，个体的认知和行为会受到影响，难以做出合理经济决策，个体也就无法摆脱稀缺困境(钟琪，

2021；Shah et al., 2012；Mullainathan & Shafir, 2013)，处于物质稀缺的个体自然更注重物质的补充，这表

明物质稀缺与购物成瘾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然而现目前并没有研究证明物质稀缺会导致个体出现网络

购物成瘾的行为，这也是本研究所要探索的方向。 

1.3. 物质稀缺与享乐主义 

物质稀缺会降低人们对于未来的耐心，只专注眼前利益从而产生短视行为(Carvalho et al., 2016; Yesuf, 
2008)，将个体的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当前状况最缺乏的东西上，忽视其他信息(钟琪，2021)。享乐主义认

为追求当下的感官快乐和追求当下的物质生活享受是人生唯一目的(单连春，2006)，是一种追求即时满足、

享受当下的生活方式。在弓静(2014)的研究中，“民众对物质层面的过度索取”被视为大学生中享乐主义

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这表明物质稀缺与享乐主义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尤其是在大学生群体中。

个体因为稀缺所产生的心理失衡和负面情绪，在享乐主义的作用下，可能通过获取短暂的快乐和满足进

行缓解，对于物质的渴望与需求可能转变为追求物质享乐。 

1.4. 享乐主义与网络购物成瘾 

享乐主义(Hedonism)是一种价值观，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埃利亚学派，认为人的行为由人的趋乐

避苦欲望所引起(刘小双，2022)。在罗华丽(2021)和张文镝(2004)的观点中，享乐主义通常与个人主义、

拜金主义等相关。有学者提及，在现目前高校大学生群体中，现代享乐主义也在潜移默化影响大学生的

消费欲望与需求(毛霓，2023)。大学生正处于建立价值观的关键时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极易受

到享乐主义的影响(郭颖芳，2022；荣千，2020)，产生懒惰享乐的心理，出现理想信念淡薄、过度消费物

质等等消极的行为。综合目前很多关于享乐主义的研究来看，其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主要还是集中在大

学生的消费观上(毛霓，2023)，催生大学生消费异化行为，即不以实现个人生存发展为基准的消费理念，

过度追求物质享受的异常消费行为(高源，2014)。在雷杰(2008)的研究中，认为享乐主义在消费者的使用

网络购物的意向和态度上有正向作用，同时也有研究发现过于迷恋网络购物中的享乐性态度会使得个体

容易沉迷于网络购物(苏海林，陈信康，2011)。 

1.5. 享乐主义在物质稀缺和网购成瘾的中介作用 

当物质稀缺导致心理压力和焦虑感增加时，人们需要通过某些方式来进行“补偿”(郑晓莹，彭泗清，

2014)，享乐主义就提供了一种通过追求即时的物质满足来缓解压力的方式，同时在享乐主义的影响下个

体的消费行为出现变化，可能进一步加剧个体网购成瘾的现象。在网络购物的情景中，个体可能通过频

繁的购买商品来获得短暂快乐，从而暂时忘记物质稀缺带来的困扰。但是由于注意力都集中在缺少的资

源上，只注重短期而忽略长期，个体的冲动行为和不合理经济决策无法使其摆脱稀缺的困境(钟琪，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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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可能出现一些不良行为，如，行为成瘾。目前，有研究发现一些价值观，如享乐主义价值观(郭颖芳，

2022)可能是引发网购成瘾的内在心理机制。目前，还未有研究探讨享乐主义的作用。为弥补不足，本研

究将探究物质稀缺和网购成瘾的关系，以及享乐主义在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从中找寻改善大

学生群体普遍存在的网购成瘾现象的方法。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新鲜血液，事关国家发展，目前正处

于建立正确价值观的关键时期，需要帮助和引导他们形成合理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建立科学健康积极的

生活方式。因此研究网购成瘾背后的心理机制，不仅仅有助于我们找到合理正确的措施及时进行干预和

应对，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行为。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 2024 年 5~6 月期间，对中国四川省某大学的学生样本进行在线调查。在参与者阅读了知情同意书

并同意参加后，使用问卷星在线调查平台自行填写匿名问卷。完成调查后，对每位参与者发放一份价值

3 块钱的小礼物，作为参与该调查的感谢。本研究共计 502 名大学生参与调查，剔除漏答等无效问卷，最

终回收有效问卷为 441 份，有效回收率为 88%。其中，男性 140 人，女性 301 人，被试的年龄范围在 18-
29 岁之间(年龄 20.23 ± 1.36)。 

2.2. 工具 

2.2.1. 知觉稀缺量表(Perceived Scarcity Scale) 
使用 Desousa et al. (2020)编制的知觉稀缺量表中的物质稀缺子量表。该量表共有 8 个题目，采用 1 

(非常不同意)~5 (非常同意)级评分。参与者对每个项目进行评分(例如：我买一些营养价值较低的食物，

因为我负担不起更健康的食物)，被试得分越高则表明物质稀缺程度越强，在本研究中，该维度的

Cronbach’s α 值是 0.82，具有较好的信度。 

2.2.2. 消费者享乐主义态度量表 
采用李玉峰等(2008)编制的消费者享乐主义态度量表，该量表包含 10 个题目(例如：购物时我很开心，

因为那个时候可以纵容自己)，采用七分制，从−3 (非常不赞同)~3 (非常赞同)级评分。被试得分越高则表

示享乐主义态度越强，在研究中，Cronbach’s α 为 0.94，具有良好的信度。 

2.2.3. 大学生网络购物成瘾量表 
大学生网购购物成瘾由徐浪(2014)编制，该量表包含 22 个题目(例如：如果不能网购了，我会感到非

常焦虑)，采用五点计分，从 1 (非常不符合)~5 (非常符合)。分数越高则表示购物成瘾程度越重。本研究

中，网络购物成瘾的 Cronbach’s α 为 0.96，具有良好的信度。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3.0 软件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并使用 Process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根据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周浩，龙立荣，2004)，对问卷中的所有项目进行共同方法检验。结果

显示，第一个因子解释量为 36.7% (<40%)，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2066


蒋瑀 等 
 

 

DOI: 10.12677/ap.2025.152066 105 心理学进展 
 

3.2. 描述性统计 

通过相关分析显示，在总体样本中(见表 1)，物质稀缺与享乐主义和网络购物成瘾之间均呈显著正相

关(r = 0.32~0.42, p < 0.001)，但与享乐主义相关不显著。在男性群体中(见表 3)，物质稀缺、享乐主义和

网络购物成瘾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r = 0.27~0.51, p < 0.001)。在女性群体中(见表 2)，物质稀缺与网络购

物成瘾呈现显著正相关(r = 0.28, p = 0.000)，但与享乐主义相关不显著；享乐主义与网络购物成瘾呈显著

正相关(r = 0.36, p = 0.000)。 

3.3. 中介效应 

使用Hayes编制的PROCESS宏中的模型4对享乐主义在物质稀缺和网购成瘾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如图 1，图 2，图 3 所示)，物质稀缺和享乐主义分别与网络购物成瘾的直接效应显著(总体 β = 
0.30，β = 0.40，p < 0.001；男性 β = 0.44，β = 0.28，p < 0.001；女性 β = 0.28，β = 0.36，p < 0.001)。尽

管，在总体样本和女性群体中，直接效应不显著(β = 0.06, p > 0.05; β = −0.01, p > 0.05)，但在男性群体中

物质稀缺与享乐主义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27, p < 0.01)。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虽然，在总体样本和女性群体中，享乐主义在物质稀缺与网络购物成瘾关系中

的中介效应不显著(β = −0.003, SE = 0.02, 95%CI = [−0.04, 0.05]; β = 0.08, SE = 0.04, 95%CI = [0.01, 0.16])。
但在男性群体中，享乐主义部分中介物质稀缺与网络购物成瘾的关系(β = 0.02, SE = 0.02, 95%CI = [−0.02, 
0.07])。 

 
Table 1. Overall,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N = 441) 
表 1. 总体在各变量上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N = 441) 

变量 M SD 1 2 3 
1 年龄 20.23 1.36    

2 物质稀缺 18.23 5.4 -0.03   
3 享乐主义 0.51 1.17 0.02 0.06  
4 网购成瘾 2.77 0.77 0.06 0.32*** 0.42*** 

注：*p < 0.05，** p < 0.01，***p < 0.001，下同。 

 
Table 2. In fema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N1 = 301) 
表 2. 女性在各变量上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N1 = 301) 

变量 M SD 1 2 3 
1 年龄 20.21 1.35    

2 物质稀缺 18.18 5.09 0.01   
3 享乐主义 2.90 0.70 0.07 −0.09  
4 网购成瘾 0.73 1.05 0.14* 0.28*** 0.36*** 

 
Table 3. In ma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N2 = 140) 
表 3. 男性在各变量上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N2 = 140) 

变量 M SD 1 2 3 
1 年龄 20.28 1.37    

2 物质稀缺 19.59 5.93 −0.11   
3 享乐主义 2.47 0.82 −0.06 0.27**  
4 网购成瘾 0.02 1.24 −0.06 0.40***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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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n the overall population, hedonism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material scarcity and 
online shopping addiction 
图 1. 在总体中，享乐主义对物质稀缺和网购成瘾的中介效应 

 

 
Figure 2. In the female population, hedonism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material scarcity and 
online shopping addiction 
图 2. 在女性中，享乐主义对物质稀缺和网购成瘾的中介效应 

 

 
Figure 3. In the male population, hedonism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material scarcity and 
online shopping addiction 
图 3. 在男性中，享乐主义对物质稀缺和网购成瘾的中介效应 

4. 讨论 

根据资源保护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资源的损失会导致个体产生压力，特别是当资

源极度缺失时，个体倾向于出现不健康的情绪和行为(Hobfoll, 1989)。基于该理论，本研究首次发现，当

个体出现资源稀缺时，面对有限资源的压力，个体会采取以享乐主义消费态度和网络购物成瘾行为的消

极应对措施，因此，我们发现物质稀缺，享乐主义消费态度与网络购物成瘾的关系呈现正相关，与过往

文献中的理论研究一致(Shah et al., 2012; van Leeuwen & Read, 1998; Arpınar & Basal, 2024)。实证研究也

支持该结论，Chang et al. (2022)通过实验发现，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中，个体难以着眼于长期发展，因此，

选择做出满足当下的行为可能较大。即使处于物质稀缺的环境中，个体仍然可能会选择采用享乐主义的

消费态度，通过购买商品来应对，由此能够产生情感上的愉快与幸福(Mcgregor & Little, 1998; Kirgiz, 2014; 
Tarka et al., 2022)，能够缓解由该环境带来的不健康情绪(如不耐烦，不愉快，不安全感等)，同时，因为

处于该环境中的个体难以做出符合利益长期最大化的选择，并且还会引发其补偿性的消费行为(雷亮等，

2020)，比如在经济下行时期消费更多非实用性产品，如口红等，所以在物质稀缺环境中，为了满足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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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短期的愉悦或缓解环境造成的负性情绪，个体往往会沉溺于使用享乐主义的消费态度去进行网络购物，

从而导致网络购物成瘾。 
我们还发现，在性别上的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在物质稀缺→享乐主义消费态度→网购成瘾这一链

式结构中，在女性群体中，不存在享乐主义消费态度的部分中介作用，而在男性群体中，享乐主义消费

态度对物质稀缺和网购成瘾的关系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男性的物质稀缺水平越高，会导致享

乐主义消费的态度越强烈，从而也会加剧网络购物成瘾这一行为。根据社会化假说理论(Almeida & Kessler, 
1998; Barnett et al., 1987)，性别社会化会影响个体行为，如，社会传统规训了男性需要自主性、自信、有

能力、以目标为导向等社会属性，从而导致男性难以接受与表达软弱、无能等(Matud, 2004)。特别是在中

国传统文化下，男性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家族责任(曹鑫，2019)，并被期望能够取得更高的事业成功。因此，

男性对于成就压力的敏感性更高(Stroud et al., 2002)，面子意识水平较高(赵娜等，2024；Podoshen et al., 
2011)，即使是面对资源匮乏的现状，他们对于社会的积极评价和自我形象的改变仍然有着极其强烈的渴

望(范丽恒，汪银玲，2022；叶生洪，2015)。综上所述，当男性面临物质稀缺的压力时，由于高成就动机

或面子观，他们更可能会选择通过追求心理上的即时满足，即享乐主义来应对压力，在享乐主义的消费

中获得情感上的快感和短暂的自我满足，并希望通过网络购物购买商品，向他人展示社会地位这一行为

来获得认可，从而出现成瘾的倾向。考虑到本研究只调查了中国大学生，以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在不同文

化背景下(如，中西方文化)进一步检验本研究的发现，以探讨文化因素是否存在调节作用。此外，心理特

质上的性别差异可能也与之有关。如，男性的冲动水平相较于女性更高(Mari et al., 2023)，因此，在面对

可暂时摆脱负性情绪，获得积极情感时，男性可能会更加冲动，选择即时满足，从而通过享乐主义的消

费态度去进行网络购物，导致成瘾行为。 
尽管本研究发现了物质稀缺，享乐主义消费态度与网络购物成瘾之间的关系以及性别上的差异，但

仍然存在某些不足。 首先，这项研究虽然有理论基础，但横断面数据不能验证因果关系和中介效应。后

续的多次追踪研究可以弥补本研究的不足。第二，本研究仅对大学生这一群体做了相关调查，不能推广

到其他群体，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应用到其他成年人群体或青少年群体。 

5. 结论 

物质稀缺和享乐主义消费态度与网络购物成瘾呈显著正相关。 
在男性大学生群体中，享乐主义消费态度在物质稀缺和网络购物成瘾呈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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