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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
士、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研究所副所长李春
认为，网购作为一种新型的
消费方式，本身没有太多可
以苛责的地方。部分消费者
网购成瘾，是由于在现实生
活中出现了问题而导致的。

几天不上网购物就难
受、没现金刷爆信用卡也要
网购，如果这些现象已经对
正常工作生活产生了影响，
那就可能已经有网购成瘾的
倾向。而对买者造成的影响
是：买了很多不需要的东西，
买回来空虚，买不到焦虑。

李春表示，社会功能受
损的人群易产生网络成瘾行
为，生活比较空虚，工作上压
力较大，有不可回避的问题，
爱好比较少，没有其他可转
移注意力的方式，女性居多。

有专家认为，“网购瘾”
有轻度和重度之分，如果网
友能够自我反省，采取自我
克制措施减少上网购物，则
只是有轻度的瘾症；如果网
友上网购物的欲望不能克
制，并不顾经济能力，采取借
贷的方式上网购物，说明网
友已有重度瘾症。

至于出现网购瘾的原
因，专家认为，在实体店购物
时，需要经过更多的程序，这
个时间差会留给消费者不少
理性思考时间。比如购买一
件衣服，触摸材质、比较同款
价格、试穿等等过程都可能
产生不想购买的想法。网购
的便捷，往往导致消费者“一
触即买”。

李春补充说，消费者因
为没有正确的消费观，自制
力较差，容易为了缓解压力、
弥补空虚而通过网购发泄。

李春表示，戒掉网购的
瘾，消费者应该更加投入现
实生活，同时加强自控力，及
时“刹车”，看中的东西往购
物车里放一段时间，回头再
看是否真的需要。给自己设
定一条“底线”并严格遵守，
如果越过底线，让第三方实
行某种惩罚方式。情况严重
者直接将银行卡和淘宝账户
交给家人保管，从遏制源头
开始对抗网购成瘾。如果情
况太过严重，建议找专门的
心理咨询师咨询，需要时进
行治疗。

网购是种病

买起来不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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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双十二”两个购物节刚刚绚丽落幕，圣
诞、元旦“双节”又要吐血甩卖，你的手指头是不是又忍
不住哆嗦，开始计算着时间要大肆网购了？

这种抑制不住的网购冲动，是种病，得吃“药”。
此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对2580人进

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71 . 1%的受访者认为自
己“网购成瘾”，45 . 6%的人几天不网购就会觉得
缺点什么，25 . 6%的人感觉自己有“比较严重”
或“很严重”的网购瘾。

孩子6个月大，衣服买到了5岁

前阵子的“双十一”淘宝大战，济南的何海夫妇一口
气花了两万多元，这个“战绩”让同事咋舌不已：“高富帅，
切糕党啊！”

何海挺冤枉，“两万多元的东西大多数都是给孩子买
的，我们俩可没怎么花钱啊。”何海告诉记者，大头主要是
给孩子买的意大利品牌汽车安全座椅、婴儿车、婴儿衣、
纸尿裤等等。

“打折的诱惑太大，收不住手啊。”何海告诉记者，同
一款的儿童安全座椅在恒隆卖4600多元，夫妇俩一直“下
不了手”，赶上淘宝商城5折活动，忙不迭地就拍下了。

何海的孩子刚满六个月，纸尿裤的消耗速度惊人，趁
着“双十一”网购打折，夫妇俩一下子买了6包纸尿裤，1包
50片装。如今，再谈起这几包战利品，何海还是忍不住得
意地笑，“就这几包纸尿裤，当时差点儿没抢到！”

于是，就为了对得起“双十一”这天的打折，何海把孩
子从6个月到5岁的衣物都添置了。

何海还给家里添置了台笔记本电脑，“一进电脑实体
店头就晕了，还得一家一家问价格，挑出性价比最高的，
最后没准还被黑心商家坑。”而在淘宝商城上搜寻某种
品牌的电脑，价格从低到高排序，一目了然，不用货
比三家，也不会有什么猫儿腻、黑幕。

每月网购的钱等于

房贷车贷总和
“这一年，每个月网购得花四五

千元，相当于房贷和车贷月供的总和
了。”在省城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李洁
已经不习惯出门逛街了，她和老公
以及孩子的所有东西，大到家用电
器和家具，小到一瓶酱油，全都在
网上买。

为了让孩子吃得放心，李洁夫
妻俩比较青睐价高安全的进口食
品，比如鲜牛奶等。“恒隆卖的进口
食品太贵了，单价三四十元，网上一
般只要十几元。”李洁听说这些进口
食品的供应商是给线上网店和线下
实体店同样供应的，但实体店和网
店相比，明显贵了很多。

除了淘宝，夫妻俩平时看电
影、聚餐也常常在网上购买团购
券。

谈及网购是否给经济造成压
力，李洁说：“能没有压力吗？都赶上房
贷车贷了。”虽说房贷和车贷是必须给的“死”
支出，网购是可以控制的机动支出，但是李洁坦
言：“道理不用你说我也明白，但是网购已经变
成了一种习惯，戒不了了。”

李洁说，她和老公现在几乎不去商店，如
果去，也是为了到商店里逛一圈，听听店员对
相关产品的介绍，然后回家在网上搜索同款
产品，“听起来是不大厚道，但省钱啊。”

李洁也听说过外地有夫妻俩为网购吵
架，甚至极端的妻子剁手指头以戒网购瘾的事
情。李洁说，刚开始夫妻俩也吵，后来发现两个人
都上了瘾，就互不干涉了，现在，如果自己一天不去网
店转转，或者哪天心血来潮从单位附近的超市买了酱
油回来，老公都会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她，“他认为我
不网购才是不正常的”。

咦？我最初是想买什么来

网购比实体店多了份邮费，就是这份邮费，让许多网
购达人既恨又爱。

“只要看到包邮俩字儿，真的会两眼放光。”何海说，平
时在网店买些日用品，单品价格都不贵，但是只要看到诸如

“满50包邮”这样的商家促销手段，就会忍不住“手贱”，再顺
便买上其他一些东西，心里想着现在不用，以后总会用到，
他家6个月的孩子已经买到5岁用的东西，就是这么来的。
可很多东西买了来，放在家里的角落也浪费了。

前段时间想给宝宝买几颗衣服上的按扣，实体商店
现在都不卖这种赚不到钱的小东西，可网上一搜一大把，
而且这种按扣一颗只要两三毛，但为了让那八块钱的邮
费显得不那么扎眼，何海两口子硬是又买了一套孩子三
岁时才玩的玩具。

李洁感叹说，商家时常会推出满多少包邮、两件打五
折等活动，为了凑够数，她是次次多买。前几天，她在网上
买衣服，一淘宝品牌店推出了加79元可选两件包括围巾、
打底裤等配饰的活动，她就加了围巾和打底裤，其实她的
围巾已经有很多条了。这样的活动看上去很合算，实际上
不知不觉比自己原来的计划多花了几百元。而且，她已经
忘了自己上网原本是为了买什么，但买完之后，她明显感
觉“舒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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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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