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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恋理论作为解释人际关系质量的重要理论框架，近年来已被引入数字经济情境，探讨用户与电商平台

之间形成的“数字依恋关系”。本文在系统回顾国内外核心文献基础上，构建“依恋风格–平台属性–

用户行为”综合分析模型，从理论框架、实证发现和实践启示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研究发现：安全型用

户依托较强的信息加工能力表现为理性消费与跨平台比价；焦虑型用户则在情感激活下易出现冲动购买

和非理性留存；回避型用户因隐私敏感和高效追求，呈现低参与与高跳出特征。同时，平台个性化推荐

与算法透明度对用户行为具有显著调节效应，直接影响用户的功能性和情感性价值感知。基于此，本文

提出了相应的运营策略和分层治理措施，为电商平台在提升用户体验、保障数据安全和实现可持续治理

方面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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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re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quality, attachment theory has been ex-
tended to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to examine the “digital attachment” between users and ecommerce 
platforms.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model of “attachment style-platform attributes-user behavior.” It reveals 
that secure users exhibit rational consumption and crossplatform comparison due to strong infor-
mation processing capabilities; anxious users tend to make impulsive purchases and exhibit irra-
tional retention driven by emotional needs; and avoidant users display low engagement and high 
bounce rates because of privacy concerns and efficiency pursuit. Moreover, personalized recom-
mendation systems and algorithm transparency significantly moderate users’ functional and emo-
tional value perception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paper proposes operational strategies and 
hierarchical governance measures, providing both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en-
hancing user experience and improving platform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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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平台在消费生活中的深度嵌入，用户行为呈现出日益复杂和分化的发展态势。尤其在社交

电商、内容电商等新兴模式下，用户的参与动因和行为路径不仅受到产品属性与平台机制的影响，也深

受其个体心理特征所塑造。如何理解用户行为背后的深层动因，进而推动平台治理从“功能适配”迈向

“心理适配”，已成为电商平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 
近年来，学界对电商用户行为的研究不断深入，涵盖动机驱动、情感体验、信任建构等多个维度。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基于理性决策或技术采纳模型，较少系统关注用户的情感需求与关系倾向性等心理

基础。这种理论视角上的局限，使得在解释用户行为分化，尤其是在面对平台推荐、虚拟互动及情感型

产品(如恋爱课程)等场景中的选择差异时，存在一定解释盲区。 
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提供了一种理解个体关系期待与情感反应模式的心理学视角，近年来已

逐渐被引入数字环境下的用户行为研究。该理论认为，不同依恋风格的个体在面对关系型信息和互动情

境时，具有显著差异的认知倾向与行为策略。将依恋风格应用于电商用户行为研究，能够揭示用户在与

平台、内容及其他用户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心理机制，从而为用户行为分化现象提供更具解释

力的理论支持。 
本文立足于依恋理论的三种典型类型——安全型、焦虑型与回避型，梳理其在电商平台使用场景中

的潜在行为表现，重点关注用户在内容接收、互动选择、价值感知等方面的心理机制与行为偏好。通过

整合现有研究成果，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基于依恋风格的用户行为解释框架，并进一步提出平台治理的三

维响应策略：信任建构、互动适配与内容分层，以期为情感导向型电商产品的设计与平台治理提供理论

支持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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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 

2.1. 依恋风格的基本内涵与类型 

依恋理论最早由 Bowlby 提出，用于解释婴幼儿与照料者之间形成的情感联结模式，强调早期依恋经

历对个体终身关系模式的深远影响[1]。在成人阶段，Hazan 和 Shaver 将其拓展应用于恋爱关系，并识别

出三种典型依恋风格：安全型、焦虑型与回避型。此分类已广泛用于解释个体在亲密关系、社会交往以

及信任建立等方面的稳定倾向。 
其中安全型个体倾向于建立稳定、互信的关系，对情感波动具备较高的调节能力；焦虑型个体则对

关系维系表现出强烈需求和高敏感性，常因过度关注反馈而产生情绪困扰；回避型个体更强调自主独立，

倾向于疏离亲密关系，对外界输入保持心理距离[2]。这些差异性人格特征也可迁移至数字化交互行为中。 

2.2. 依恋风格在数字平台环境中的迁移性 

伴随数字媒介与社交平台的普及，依恋风格逐渐成为解释用户在线行为差异的重要理论视角[3]。研

究发现，个体在社交电商平台上的交互行为不再是简单的“工具性使用”，而是体现出深层次的“类关

系性”反应[4]。平台所营造的情境环境(如社群氛围、推送内容、人机交互方式等)，在一定程度上激活用

户的情感归属需求或回避倾向。 
例如，焦虑型用户偏好即时反馈和高频互动，对“点赞”“评论”“回复”等互动信号尤为敏感，在

信息流设计和客服系统中更容易获得心理满足[5]；而回避型用户更倾向于非侵入式的信息获取模式，偏

好独立浏览、个性化推荐，回避社交干扰与平台主动触达[6]。安全型用户则在行为方式上表现出更强的

适应性，能根据平台机制灵活调整参与程度，体现出相对平衡的交互模式[2]。 
这一迁移现象也启发了新兴研究，将依恋风格视为用户参与行为的心理结构变量，为理解电商平台

中“情感驱动的技术适配”提供了理论支点[7]。 

2.3. 依恋风格与电商平台用户行为的作用机制 

在电商平台这一高度结构化的数字场景中，依恋风格不仅影响用户的互动偏好，也深刻作用于其价

值感知与行为决策过程[8]。本研究构建“依恋风格→感知价值→行为偏好”的理论路径，探讨其内在作

用机制。 
不同依恋风格的用户对平台互动形式具有明显偏好差异。例如，焦虑型用户更易受“关系性线索”

驱动，强调平台回应的及时性与情绪支持性；回避型用户则重视“自主性线索”，如信息透明度与隐私

控制[9]；安全型用户则更注重整体体验与服务流程的协调性。这些偏好进一步影响用户对平台感知价值

的评价，包括功能价值、情感价值与象征价值。感知价值又作为中介变量，引导用户在平台中的浏览深

度、购买转化率及平台忠诚度形成分层分化的行为表现[10]。从依恋风格出发识别用户差异，不仅有助于

平台实现更具针对性的个性化推荐和情境适配，还可指导平台在数据治理、内容推送及社群管理中制定

差异化响应策略，提升用户体验与平台黏性。 

3. 依恋风格与电商平台用户行为的分化效应 

本部分重点讨论不同依恋风格对用户行为的具体影响，基于文献和部分实证发现，探讨安全型、焦

虑型与回避型用户在平台交互中的行为差异。 

3.1. 安全型用户：理性决策与跨平台比价 

安全型用户具备较强的信息加工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在购物决策中更加理性。研究表明，安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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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浏览产品信息时，表现出较高的前额叶皮层活动，表明其对信息综合评估更为充分。同时，他们

倾向于利用多平台比较优势，如在小红书、知乎等平台间实现信息互补，提升决策透明度[11]。因此，平

台在设计信息系统时应注重数据的客观性和多样性，以满足安全型用户对信息完整性的需求，以降低信

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 

3.2. 焦虑型用户：情感激活与冲动购买 

焦虑型用户由于情感需求较高，往往在平台上寻求情感补偿。实证研究显示，焦虑型用户在社交电

商直播中的互动频率和情感标签点击率显著高于其他群体，其情感激活效应明显，以抖音为例，焦虑型

用户在直播间中的弹幕互动频次是安全型用户的 2.3 倍，且在“限时秒杀”或“情感诉求”等提示下，其

购买转化率可提升 27% [5]。在情感刺激下，这类用户更易发生冲动购买现象，但同时存在非理性留存、

低完课率的问题。平台在应对焦虑型用户时，应平衡情感激活与理性提示，通过引入专家评价、用户评

价数据等方式，防止因情感过度激活导致的消费决策失衡。 

3.3. 回避型用户：隐私敏感与功能效率 

回避型用户更注重隐私保护和使用效率，对平台社交互动保持谨慎态度。相关研究表明，当平台要

求获取过多个人信息时，回避型用户的流失率显著上升[12]。在实际应用中，回避型用户偏好功能性较强、

信息获取速度快的产品，如录播课程中的速读与跳转功能，例如得到 APP 中录播课程的完课率显著高于

直播课程，其原因在于录播课程支持倍速播放和知识点跳转，满足了回避型用户对信息获取速度和效率

的需求。平台应针对该类用户设计低干扰、极简化的界面，并强化隐私安全措施，如提供匿名浏览和“隐

身模式”，并在界面上给予用户更多控制权，确保其在信息交互过程中的安全感和自主性。 

4. 平台属性与算法推荐的调节效应 

平台技术与治理机制在用户依恋关系及其行为表现中起着关键的调节作用。本文主要探讨个性化推

荐和算法透明度如何通过情感激活与功能认知双重路径影响用户决策。 

4.1. 个性化推荐与情感标签的双刃剑效应 

个性化推荐系统作为平台核心功能，通过大数据分析与算法模型将用户行为转化为个性化标签，实

现精准内容推送[6]。然而，情感化标签的过度使用可能导致信息茧房效应，使得平台内容趋于单一化。

研究表明，焦虑型用户对情感标签(如“温情”、“治愈”)点击率显著高于普通标签，但连续暴露可能降

低其对平台其他功能性信息的敏感度，从而导致短期情感满足与长期价值缺失并存。 

4.2. 算法透明度与用户信任机制 

近年来，算法透明度成为影响用户信任的重要因素。部分研究指出，当平台在“猜你喜欢”等模块

中公开部分推荐逻辑时，焦虑型用户对情感推荐的依赖程度下降，反而促使其更加关注产品功能和性价

比[13]。这一调节效应说明，提升算法透明度不仅有助于缓解因情感激活而产生的非理性消费，还能增强

用户对平台整体服务的信任。平台在此过程中应遵循数据治理和隐私保护相关规定，确保推荐系统既满

足个性化需求，又防范潜在伦理风险[14]。 

4.3. 数据治理与平台功能优化 

在数字依恋框架下，数据治理和平台功能优化对用户行为具有深远影响。平台通过构建用户全景画

像和动态监测用户情感、认知指标，实现对不同依恋风格用户行为的精细管理。同时，结合隐私保护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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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优化数据采集与处理流程，有助于提升平台在多元数据环境下的运营效率与用户满意度[15]。 

5. 三维治理响应：从行为分化到策略实施 

在前文第三部分中，我们详细讨论了不同依恋风格——安全型、焦虑型和回避型——用户在电商平

台上的行为表现，揭示了用户在情感与功能双重需求上的差异；第四部分则重点探讨了平台属性(如个性

化推荐、情感标签及算法透明度)如何调节用户行为，并指出了个性化推荐的双刃剑效应以及透明算法对

用户信任与决策路径的影响。然而，针对这些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平台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仍面临以下

核心问题： 
1. 如何应对不同依恋风格用户在信息获取和消费决策上的差异？安全型用户因信息加工能力较强，

更倾向于多平台比价和理性决策；焦虑型用户在情感激活下易出现冲动消费及非理性留存；回避型用户

则对隐私安全高度敏感，倾向于低频互动及追求功能高效。 
2. 如何平衡个性化推荐系统在激发用户情感与维持理性决策之间的矛盾？个性化推荐既能够通过

情感标签和内容定制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但过度依赖则可能形成信息茧房和过滤气泡，导致用户长期

价值体验的下降。 
3. 如何在提升用户体验与保障用户隐私、数据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平台治理不仅要求在技术层面

提升功能效率，更应在伦理与法律框架下保护用户权益，确保透明公开的算法推荐逻辑。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在第五部分提出了相应的实践启示与平台治理策略，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有针对

性的运营措施和分层治理机制，实现对不同依恋风格用户行为的有效引导与调控，进而构建一个健康、

可持续的电商生态系统。 

5.1. 针对不同依恋风格的差异化运营策略 

安全型用户依靠其较强的信息处理与风险识别能力，对平台提供的信息完整性和多维评价要求较高

[3]。平台应建立跨平台信息共享机制，整合多维数据(如用户评价、专家点评、产品知识图谱等)，为用户

提供详实、客观的产品信息。加强数据透明度，通过信息展示、比价系统和实时数据更新，确保用户在

决策过程中能够获取到足够的理性参考依据。此外，定期发布平台运营报告，公开个性化推荐逻辑，满

足安全型用户对平台公正性和客观性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提升用户信任度。 
焦虑型用户对情感刺激敏感，易受情感化内容影响，出现冲动购买行为[5]。平台应在直播、社交互

动等场景中引入“情感缓冲”设计，例如在推荐页面中插入客观数据(如已有购买人数、用户评价统计等)，
平衡情感标签与理性提示。推广专家推荐、用户经验分享等机制，引导用户在情感激活的同时进行理性

思考，降低因短期情感冲动带来的非理性决策风险。设置情感内容推荐的上限或触发阈值，防止焦虑型

用户在平台中过度依赖情感补偿，保持消费行为的理性与可持续性。 
回避型用户对隐私泄露和过度社交敏感，倾向于追求简洁高效的信息获取体验[12]。平台应设计低干

扰、极简化的界面布局，为回避型用户提供“隐身模式”、“匿名浏览”等功能，以减少对个人隐私的不

必要暴露。提供速读、倍速播放及知识点跳转等高效信息服务，满足回避型用户对高效获取信息的需求。

在数据采集和权限申请方面，优化流程并透明展示数据使用目的，降低用户因过度授权而产生的不安全

感。 

5.2. 提升算法透明度与数据治理水平 

为解决第四部分中提到的算法推荐透明度不足问题，平台应定期向用户公开部分推荐逻辑和依据，

解释推荐内容的生成过程，缓解用户因算法不透明而产生的不信任感。设计用户反馈机制，允许用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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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内容进行评价和反馈，依据用户意见不断优化算法推荐系统。制定内部审核流程，定期对算法进行

伦理与合规性审查，确保推荐系统既满足个性化需求，又符合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要求[9]。 
数据治理是平台稳定运行和用户信任的基石。平台应建立完善的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和共享标准，

确保每一步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数据保护标准。引入第三方数据安全认证机制，定期评估和审查

平台的数据治理水平，并将评估结果向用户公开。设置专门的伦理监管部门，负责监控和处理平台内部

算法推荐和数据治理中可能出现的伦理风险，确保平台在追求商业利益时不侵犯用户权益[14]。 

5.3. 建立平台分层治理与跨平台协同机制 

基于前文对依恋风格与用户行为的研究发现，平台可将用户分为安全型、焦虑型和回避型三大群体，

并依据各群体特性制定差异化治理方案。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平台，对用户的点击、浏览、购买等

行为进行实时监测，构建精准的用户全景画像。针对不同依恋风格用户设计专属运营策略，如安全型用

户的理性信息展示、焦虑型用户的情感缓冲机制和回避型用户的隐私保护界面，实现用户行为的精细化

管理。建立分层治理机制，根据用户的依恋风格和行为表现，将平台运营策略细分为多层次、多维度的

管理方案，确保各层次用户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当前市场上各类电商平台在产品信息、用户行为和推荐机制上存在差异，但用户的依恋行为及其决

策路径具有一定的共性。平台治理者应通过建立跨平台数据共享机制，实现不同平台间用户行为数据和

依恋风格的联合分析，构建更加全面的用户画像。推动行业内标准化数据治理和算法推荐透明度的建设，

通过行业协会或监管机构制定统一的治理规范，保障各平台在数据采集与用户隐私保护方面的协调统一。

借助云计算与大数据分析技术，对跨平台用户行为进行联合监控和实时反馈，不仅提高运营效率，更为

精准营销和分层治理提供数据支撑[15]，从而实现平台协同发展。 

6. 讨论与结论 

6.1. 理论贡献与启示 

本研究首次将依恋理论引入电商用户行为分析，构建“依恋风格–平台属性–用户行为”三维模型，

揭示了安全型、焦虑型、回避型用户在理性决策、情感激活与隐私效率需求上的分化机制。通过整合情

感与功能双重路径，本研究突破了传统用户行为研究中的单一视角，为理解数字依恋的形成机制及其对

消费决策的影响提供了新范式。同时，算法透明度调节效应的发现为平台平衡个性化推荐与伦理治理提

供了理论依据，验证了依恋理论在数字环境中的解释边界拓展可能性。 

6.2. 实践价值与政策启示 

在平台治理层面，差异化运营策略的提出为精准化用户管理提供了操作框架。针对安全型用户的信

息整合机制、焦虑型用户的情感缓冲设计以及回避型用户的隐私效率优化，均体现了分层治理的必要性。

政策制定者可借鉴欧盟《数字服务法案》对算法透明度的要求，推动建立动态监管机制，要求平台披露

核心推荐逻辑并设立用户行为修正权限。产业实践中，建议通过行业协会建立跨平台用户画像共享标准，

在保护隐私前提下实现协同治理。 

6.3.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的局限性体现在：数据样本局限于国内单一文化背景，结论的普适性需通过跨国比较验证；

对数字依恋的动态演化缺乏纵向追踪；未充分探讨 AR/VR 等新兴技术对回避型用户行为的影响。未来研

究可从三方面深化：1) 结合神经影像技术(如 fMRI)实时捕捉不同依恋风格的决策神经机制；2) 开发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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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风格–平台属性匹配度动态评估工具，构建用户行为预测模型；3) 探索元宇宙场景下数字依恋的“虚

拟化身”效应及其伦理风险。 

6.4. 结论 

本研究系统揭示了电商平台用户行为的依恋分化机制：安全型用户依赖信息整合实现理性决策，焦

虑型用户受情感标签驱动产生冲动消费，回避型用户则因隐私敏感追求功能效率。平台属性通过算法透

明度与个性化推荐的调节作用，显著影响用户的情感–功能价值感知平衡。研究提出的分层治理框架为

平台优化数据伦理治理、提升用户生命周期价值提供了科学路径。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演进，如何在情

感需求满足与隐私效率保障间实现动态平衡，将持续考验平台治理者的战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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