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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众多餐厅中电子菜单逐渐取代了纸质菜单，但少有学者关注不同的点单方式是

否会对消费金额产生差异性的影响。追求快乐与避免痛苦是消费者常见的两种消费动机，二者可能会对

消费金额产生不同影响。本研究通过设计消费情境模拟实验，来探究消费动机和点单方式是否会对消费

者的消费金额产生影响。结果发现，消费动机和点单方式的主效应均显著，即使用纸质菜单点单、追求

快乐情境下的消费金额显著高于使用电子菜单点单、避免痛苦情境下的消费金额。本研究的发现对餐饮

企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有助于餐饮企业更全面地理解电子菜单和纸质菜单的优势与不足，不再让电

子菜单成为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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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y, electronic menus are gradually re-
placing paper menus in many restaurants. However, few scholar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whether 
different ordering mode will have a differential impact on consumption amount. The pursuit of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3754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3754
https://www.hanspub.org/


王美纳 
 

 

DOI: 10.12677/ecl.2025.143754 672 电子商务评论 
 

pleasure and the avoidance of pain are two common consumer motivations, which may have differ-
ent impacts on the consumption amount. This study designed a consumer situation simulation ex-
periment to explore whether consumer motivation and ordering mode will affect the consumer’s 
spending amou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effects of both consumer motivation and order-
ing mode were significant, with consumption amounts significantly higher when using paper menus 
and in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scenario compared to using electronic menus and in the avoidance 
of pain scenario.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have importan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atering 
industry. They help the catering industry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
advantages of electronic and paper menus, and prevent electronic menus from becoming the only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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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政府推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用消费带动国内需求、用消

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塑造新动能，掀起中国消费升级的热潮。公共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引擎，而餐饮消

费则是公共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目前国家大力发展内需以推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餐饮

消费研究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餐饮业的发展也在加速，餐饮业的规

模也在逐步扩大。整个餐饮业由一个基础薄弱的行业，逐渐发展成为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关键产业[1]。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很多餐厅中电子菜单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的纸质菜单，已有学者关注二者在交

互性、便捷性、环保性、成本节约等方面的差异，却少有学者关注不同的点单方式是否会对消费金额产

生影响。这种菜单形式的改变会对消费者的消费金额构成何种影响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消费者在进

行消费时总是受到特定动机的驱动，追求快乐与避免痛苦便是常见的两种消费动机，二者可能会对消费

金额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深入探讨消费动机和点单方式对消费金额的影响，

以期为餐饮企业提供新的视角，优化他们为顾客提供菜单的方式。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消费动机研究 

消费动机是指消费者的消费活动背后的心理驱力[2]。在消费动机的分类研究中，Holbrook 提出了一

个广泛接受的二分法，将消费动机划分为功利意向动机和享乐意向动机两大类别[3]。Mathwick 将客户消

费动机分为四个维度：效率投资回报动机、服务体验动机、感觉体验动机和情感体验动机。其中情感体

验动机是指消费者基于对自己的认识，寻找快乐或避免痛苦的内在需求[4]。Gardner 提出的心境维持理论

认为，人们的消费行为总是受心境状态影响，当个体处在愉悦心境时，总希望能保持愉悦，因此，情绪

维持的动机就会出现，而消费就可以起到维持甚至延长这种心境的作用[5]；反之，当个体处在痛苦心境

时，总希望能弱化痛苦，而消费即为扭转心境的方式之一[6]。综上，追求快乐与避免痛苦必然是消费动

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存在追求快乐的消费动机和避免痛苦的消费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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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点单方式研究 

点单方式是指在餐厅用餐时顾客选择菜品的方法，餐厅类型众多，点单方式也多种多样，例如手写

单、点菜宝、吧台下单、自助点单、上上签等，总体而言，这些点单方式可以归类为电子菜单和纸质菜单

两大类，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优势和劣势。 
电子菜单的优势包括：操作简单便捷；能够实时更新菜品信息和价格；节省人工服务成本以及纸质

菜单的更换费用；通过图片、动画、视频等多媒体形式提供丰富的视觉体验；顾客可以直观地看到点餐

搭配以及消费金额；支持线上预订、下单和智能结算，显著提升交易效率[7] [8]；能大幅度地减少顾客与

餐厅工作人员的直接接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顾客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健康。电子菜单的劣势包括：需

要关注餐厅的公众号或进入餐厅的小程序，容易泄露个人信息；容易受到网络信号等不稳定因素的干扰。 
纸质菜单的优势包括：具有强烈的仪式感和直观的配图；点餐过程不受网络信号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方便快捷。纸质菜单的劣势包括：点餐效率较低，尤其在用餐高峰时段可能影响服务体验；菜单更新不

及时，顾客可能会在点完餐后被告知菜品已售罄[9]；不能直接显示消费总额，影响顾客对消费的即时感

知；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的风险，可能对健康安全造成威胁。 

2.3. 提出假设 

餐饮消费作为公共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目前国家大力发展内需以推动经济发展的背

景下，其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餐饮消费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餐饮消费过程中，消

费动机及点单方式都会对消费金额产生重大影响。研究表明，避免痛苦和追求快乐作为一对重要的消费

动机，对消费金额的影响显著[10]。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很多餐厅中电子菜单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的

纸质菜单，已有学者关注二者在交互性、便捷性、环保性、成本节约等方面的差异，但关于不同点单方

式对消费金额影响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因此，菜单形式的转变如何影响消费者的消费金额，仍需进一步

的实证研究来阐明。综上，本研究将探讨消费动机和点单方式对消费者消费金额的影响。基本假设为：  
H1：点单方式对消费金额的影响主效应显著；  
H2：消费动机对消费金额的影响主效应显著。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和实验设计 

本研究随机选取 67 名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排除 8 名聚餐费用异常及 3 名消费金额极端的被试后，

最终确定 56 名有效样本(27 名男性、29 名女性)。所有被试视力正常、精神状态良好，且能熟练操作点餐

系统。实验采用 2 (消费动机：追求快乐、避免痛苦) × 2 (点单方式：电子点单、纸质点单)的双因素被试

间设计，因变量为模拟点餐的总消费金额。 

3.2. 实验材料 

本研究首先就宿舍聚餐常去餐厅为主题访谈 5 名大学生，发现海底捞餐厅在大学生中较受欢迎，因

此初步选定其为实验情境。进一步通过李克特 7 级量表调查 71 名大学生，结果显示其平均意愿程度为

5.04 分，表明大学生群体对海底捞餐厅有较强消费意愿，验证了实验情境的合理性。 
实验中，使用海底捞餐厅的纸质菜单和电子菜单模拟不同点单方式。并设计两种激发消费动机的情

境代入描述[10]： 
追求快乐情境：你们宿舍的成员在共同备考六级英语考试的过程中相互支持和鼓励，共同约定要一

起通过考试，今天你们都以优异的成绩实现了这个目标！为了在这个高兴的日子里，创造一份独特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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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你们打算好好去吃海底捞火锅庆祝一番！你正好在目的地附近，你打算提前点好菜以免 TA 们到了

之后等待过久，现在你来到了目的地，开始点餐。 
避免痛苦情境：你们宿舍成员之间的关系特别好，你的一个室友刚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分手，TA 特别

伤心，你们看到 TA 这么痛苦非常心疼。现在，你们打算一起去吃海底捞火锅安慰痛苦的 TA，你打算提

前点好菜以免让 TA 等待过久，现在你来到了目的地，开始点餐。 

3.3. 实验流程 

被试随机分配到 4 种条件(纸质菜单追求快乐组、纸质菜单避免痛苦组、电子菜单追求快乐组、电子

菜单避免痛苦组)。首先要求被试认真想象并代入海底捞餐厅的消费场景，随后呈现追求快乐或避免痛苦

的情境描述，引导被试深入情境氛围。接着，被试请被试使用纸质菜单或电子菜单进行点单。点单结束

后，主试记录其消费金额。最后，被试提供基本人口统计信息(如性别、年龄、宿舍每月聚餐费用)。 

3.4. 数据统计与分析 

使用 Microsoft Excel 和 SPSS 26 软件处理数据。排除异常数据后，对 56 份有效数据进行两因素被试

间设计的方差分析。 

4. 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不同消费动机下，两种点单方式的消费金额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consumption amounts under two ordering mode with different consumption motivations (M 
± SD) 
表 1. 不同消费动机下，两种点单方式的消费金额描述性统计(M ± SD) 

点单方式 
消费动机 

总和 
追求快乐 避免痛苦 

电子菜单 520.56 ± 112.87 451.00 ± 101.62 485.78 ± 111.18 

纸质菜单 650.60 ± 109.66 513.58 ± 138.05 587.00 ± 139.81 

总和 587.82 ± 127.67 481.13 ± 122.37 536.38 ± 135.17 

 
由表 1 可知，追求快乐时的消费金额均值为 587.82 元，避免痛苦时的消费金额均值为 481.13 元，使

用电子菜单的消费金额均值为 485.78 元，使用纸质菜单的消费金额均值为 587.00 元，追求快乐时使用电

子菜单的消费金额均值为 520.56 元，追求快乐时使用纸质菜单的消费金额均值为 650.60 元，避免痛苦时

使用电子菜单的消费金额均值为 451.00 元，避免痛苦时使用纸质菜单的消费金额均值为 513.58 元，所有

被试的消费金额总均值为 563.38 元。 

4.2. 方差分析 

消费动机、点单方式对消费金额的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见图 1。 
由图 1 可知，相对于使用电子菜单点单，使用纸质菜单点单的消费金额更高；相对于避免痛苦的消

费动机，追求快乐消费动机的消费金额更高。 
对消费金额进行 2 (消费动机：追求快乐、避免痛苦) × 2 (点单方式：电子点单、纸质点单)两因素被

试间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消费动机(F (1, 52) = 11.12，p < 0.01，偏 η2 = 0.18)和点单方式(F (1, 52) =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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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1，偏 η2 = 0.16)的主效应均显著。具体来说，追求快乐时的消费金额显著高于避免痛苦时的消费金

额；使用纸质菜单点单时的消费金额显著高于使用电子菜单点单时的消费金额。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 (1, 52) = 1.19，p = 0.28，偏 η2 = 0.02)。证明了假设 H1、H2。 
 

 
Figure 1. The influence of consumption motivation and ordering mode on consumption amount 
图 1. 消费动机、点单方式对消费额度的影响 

5. 讨论 

5.1. 消费动机和消费金额的关系 

在消费动机对消费金额的影响方面，研究结果发现，追求快乐情境下个体的消费金额显著高于避免

痛苦情境下的消费金额，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10]。这一现象可以通过多种理论进行解释，包括心境

维持理论、享乐主义假说以及信息加工策略理论。 
据心境维持理论和享乐主义假说，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会通过改变或保持自己的心态来避免疼痛或

寻求快乐，这种心态的调整会直接对消费行为和消费金额产生影响。具体来说，当消费者处于追求快乐

的情境中时，他们往往会通过冲动性消费来维持甚至延长快乐的心境。这种行为不仅是为了满足当下的

愉悦感，更是为了在心理上获得一种积极的反馈。因此，消费者会更倾向于购买那些能够带来即时快乐

的产品或服务，从而导致消费金额显著升高。 
从信息加工策略理论的角度来看，在追求快乐的动机下，消费者更多地采用自上而下的加工策略。

这意味着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更多地依赖于自己头脑中已有的情绪信息性，对加工对象形成一种整体性

的认识，而对外界刺激的细节信息关注甚少[11]。换句话说，消费者在追求快乐时，购买的不仅仅是商品

本身，更是通过商品所获得的快乐体验。这种动机越强烈，消费者头脑中的情绪性信息就越占主导地位，

对消费对象的评价也越正面，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消费意愿，最终导致消费金额的增加。相比之下，当消

费者处于避免痛苦的情境中时，其冲动性消费的情绪不如追求快乐时那么强烈。这是因为痛苦本身通常

具有一定的终点，而快乐则可以不断延续。因此，在避免痛苦的动机下，消费者在消费决策时会更加谨

慎，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有效缓解痛苦的必要产品或服务，而不是像追求快乐时那样进行冲动性消费。

这种差异使得个体在避免痛苦情境下的消费金额显著低于追求快乐情境下的消费金额。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3754


王美纳 
 

 

DOI: 10.12677/ecl.2025.143754 676 电子商务评论 
 

综上所述，消费动机对消费金额的影响是显著的，并且可以通过多种理论进行合理解释。追求快乐

的动机往往会导致更高的消费金额，而避免痛苦的动机则相对较为保守。这一发现为理解消费者行为提

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也为相关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5.2. 点单方式和消费金额的关系 

在点单方式对消费金额的影响方面，本实验结果表明，使用纸质菜单的消费者比使用电子菜单的消

费者的消费金额更多。这一结果可能与两种菜单在操作方式和心理反馈机制上的差异有关。 
这可能是因为越是简单的操作方法，就越是容易被当作一种游戏，消费者就越会在消费金额上不在

意。与纸质菜单相比，电子菜单的滑动和快速翻页等操作简化了点餐过程，缩短了顾客的决策时间，从

而可能降低了消费者的自我控制能力，导致他们在消费金额上的支出增加。此外，电子菜单在点单页面

实时显示消费总额，这有助于消费者将自己的消费水平与显示的总额进行比较，并据此调整他们的选择。

相反，纸质菜单不提供直接的消费总额反馈，这在追求快乐或避免痛苦的强烈消费动机下，减少了消费

者自行计算总额的可能性，进而增加了无约束的冲动消费。 
首先，从操作方式的角度来看，电子菜单的滑动和快速翻页等操作极大地简化了点餐过程。这种便

捷性可能会使消费者在点餐时更加轻松，甚至可能会将点餐过程当作一种游戏。相比之下，纸质菜单需

要消费者一页一页地翻阅，这种相对繁琐的过程可能会让消费者更加专注于菜单内容，从而在点餐时更

加谨慎。因此，电子菜单的简化操作可能缩短了顾客的决策时间，进而降低了消费者的自我控制能力，

导致他们在消费金额上的支出增加。 
其次，电子菜单在点单页面实时显示消费总额，这一功能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消费反馈。消

费者可以将自己的消费水平与显示的总额进行比较，并据此调整他们的选择。这种实时反馈机制有助于

消费者在点餐过程中保持一定的自我约束，避免过度消费。相反，纸质菜单不提供直接的消费总额反馈。

在没有明确的消费总额提示的情况下，消费者在追求快乐或避免痛苦的强烈消费动机下，可能会减少自

行计算总额的可能性。这种缺乏即时反馈的状态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在点餐时更加冲动，从而增加无约束

的冲动消费行为。 
综上所述，本实验结果表明，点单方式对消费金额有着显著的影响。电子菜单的便捷操作和实时消

费总额反馈有助于消费者更好地控制消费金额，而纸质菜单则可能因操作的复杂性和缺乏即时反馈，导

致消费者在消费金额上更加冲动。这一发现为餐饮行业的菜单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也为理

解消费者在不同点单方式下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提供了新的视角。 

6. 不足与展望 

(1) 本研究在样本选择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样本量相对较少，且所有样本均为大学生。由于样本

的单一性，这一限制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大学生群体在消费行为、心理特征以及社会经

验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本研究的结论可能无法直接推广到其他年龄、职业和文化背景的人

群中。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扩大样本量，并纳入不同年龄、职业和文化背景的被试，以增强研究结论的

广泛性和代表性。例如，可以将样本范围扩展到上班族、退休人员、不同地区的居民等，从而更全面地

反映不同人群在相关问题上的表现和差异，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2) 本研究在研究设计中未设置消费动机的基线情境，因此无法准确判断避免痛苦的消费动机是否

同样能够有效促进消费行为。由于缺乏基线情境的对比，我们难以明确避免痛苦的消费动机在实际消费

决策中的作用机制以及与其他消费动机的相对重要性。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设置基线情境来更全面地探

究不同消费动机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例如，可以在实验设计中引入一个无特定消费动机的基线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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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不同的消费动机情境组，如追求快乐、避免痛苦、追求社会认同等，通过对比各组的消费行为表现，

更清晰地揭示不同消费动机的作用机制及其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程度，从而为相关理论的完善和实践应用

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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