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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电商大战犹酣，“双十一”余波造成的离婚、
剁手指等闹剧至今还在上演

网购成瘾频发引人关注
! ! ! !“双十一”的硝烟还未散尽，“双十二”的购物狂欢已经开始预
热。利用价格战厮杀火热的电商和快递公司赢了人气赚了钱，在
电脑前共享盛宴的消费者却有人欢喜有人愁。“双十一”余波造成
的离婚、剁手指等闹剧直到今天还在上演，支付宝一天之内191
亿成交额的背后却是愈演愈烈的网购成瘾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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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普及
德国人破产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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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网购成瘾是一
种购物强迫症，指的
是无法克制自己在
网上反复购买不需
要物品的行为。”上
海心灵花园首席心
理咨询师季龙妹说，
如果经常网购，但买
来的都是自己喜欢
或用得着的东西，没
有买废物，这不算成
瘾，只是适应于网购
这种新型的购物模
式，合理利用了网络
购物省钱省时间的
优势；但如果买回来
的东西经常闲置或
浪费，购物之后会感
觉后悔，知道自己不该买，却
还是忍不住再去买，不买就
难受，那就需要提高警惕了。
季龙妹介绍，网购成瘾

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压力
导致的，购物者想借用网购
缓解紧张情绪，买完就会感
到很舒服。这种情况的网购
成瘾是阶段性的，购物只是
释放压力的一个出口，一旦
当下的压力得到缓解，相应
的病态表现就会随之消失。
另一种则是由幼稚心理、焦
虑、对现实不适应和大脑生
物异化共同作用引发的强迫
症，在心理学范畴属于神经
症。“这种人受到遗传基因和
生活环境两方面影响。童年
的创伤、原生态家庭的生活
模式和负性生活事件都有可
能引发网购强迫症。他们需
要通过网购来满足对现实的
适应，这是一种病态表现。”

! ! ! !德国人每天网上购物
要花掉 !"## 万欧元，因为
不需要和店员四目相对，
许多消费者忘记了自己的
购买能力而举债购物，最
终破产。

来自德国机构的数据
显示，许多消费者担心通货
膨胀和存钱利息降低而去
消费。今年以来，因失业造
成的破产数量下降了 "$%，
而因错误消费造成的破产
比例却增加了 &"%。事实证
明，购买情绪能导致消费者
欠债。
据统计，今年有 ''#万

德国成人破产，比去年多了
"(万人。这几乎是德国总人
口的 "#%，所欠债务高达
)"!# 亿欧元，平均每人欠
&*&万欧元。其中六成是男
子，欠债女性比例也在扩大。
如果一个欠债者在债务到期
时或者预计到期时无法偿
还，也没有能力再借钱偿还，
就会出现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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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
以为省钱实则浪费
逛网店是李玲（化名）每天的固

定日程，在杭州做文职工作的她每
天会在淘宝上溜达三四个小时。每
天晚上李玲都会打开第二天的“聚
划算”，购买附近比较实惠的团购
券。为了省邮费、凑活动，她会大批
买进，有些东西从买来开始就从未
用过。她还喜欢囤货，家里洗面奶用
到只剩半支，就会马上去买 )支储
存着，这才心安。家里闲置的护肤品
和精油用到保质期过了都用不完，
洗发水、沐浴露等日用品更是多到
可以成箱。甚至当快递送来包裹，她
根本记不起买的是什么。她买东西
不做规划，也不看心情，“心情好买，
说庆祝，不开心也买，说解气。”

去年的“双十一”，李玲在网上
杀红了眼，由于收到的包裹太多，丈
夫去物业借了板车还要分两次才拖
得回来。今年，尽管努力克制，她光
棍节的网购成交额还是破万，光是
奶粉就买了将近 $###元，“还好奶
粉保质期要到 )#"+年。”

过去一年里李玲每个月在网上
的消费都超过 &###元，算上“双十
一”这样的大促销，光是网购消费就
已经远远超过了她 +万多元的年收
入，“如果不算老公贴补的那些，结婚
时候父母给的小金库，我绝对算个入
不敷出的小负婆”。李玲自己也知道
这样不对，甚至想去看心理医生，但
就是克制不住自己的购物欲。

表现
享受过程多于结果
今年 "" 月 "" 日，&+) 万人 "

分钟内涌入天猫，支付宝 )+小时内
总销售额突破 "("亿元，平均每分
钟产生一万个包裹，创下全球网购
最高纪录。惊人交易额的背后则是
越来越多在网上“洒钱”购物的消费
者。“"(楼论坛”近日发起了一项关
于网购开销的网络调查，在参与调
查的 +#"! 人中，"+," 个人年平均
在网上购物花费过万，其中 )'(人
超过 $万元。一位参与调查的博主
“熊猫的小窝”戏称，“现在网购成了
一种习惯。我每年为马云做出的贡
献，觉得马云好讨我做老婆了”。
新浪微博上对疯狂网购的讨论

也没有停止过。支付宝月支出过万，
工资收入不够网购花费，争当反面
教材，求剁手良方的都大有人在。根
据记者的了解，操作简便，时间灵
活，种类丰富，价钱实惠，服务到家，
支付快捷等优点是人们钟情网购的
主要原因。也有部分网购狂热分子
明确表示自己更看重拥有东西的过
程而不是实际的需要。网购达人“梅
子黄时雨”几乎每天都有包裹，“有
时一天好几个，不收到包裹就难受。
那感觉就像经常吸烟的人，突然断
货了，非常难熬，坐立不安。我不是
因为买到了什么而高兴，而是享受
收到包裹的感觉”。

后果
血拼到底害人害己
痴迷于网络购物的人当然不只

李玲一个。《中国青年报》去年的一
项有 )$!# 人参加的在线调查中，
("*!-的人有网购经历。,"."-的受

访者认为自己“网购成瘾”，其中，
)$.'-的人感觉自己有“比较严重”
或“很严重”的“网购瘾”。

""月 ""日，黑龙江哈尔滨市
的小刘为了抢购商品，在电脑前 "!

小时不吃不喝，最终由于精神高度
集中、血糖急剧下降而晕倒被送进
医院；宁波一对小夫妻，因为妻子小
米“双十一”网购花了 )万元，丈夫
小顾一气之下跑到法院起诉离婚；
江苏苏州张女士 ""月 ))日晚饭后
就一直坐在电脑前淘宝，甚至连哭
闹的女儿都无心理会，和丈夫大吵
一架后，张女士冲进厨房，剁下了自
己的左手大拇指。

去年“双十一”过后，就有网友
发起“晒”单高潮。天涯论坛的网友
“四十几个萨满”发帖《来，晒晒你淘
宝一共花了多少钱，我反正想去死
了》，哭诉自己网购成瘾，!#-的物
品都在网上购买，+年网购花了 )!

万元，去年 "年的花费就接近 ",万
元。众多网友跟帖分享自己的网购
经历，不少人留言感慨“开了支付
宝，生活真潦倒”“一入淘宝深似海，
从此存款是路人”。

成因
内心空虚环境加压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网购成瘾？

复旦大学心理系教授孙时进认为，
对网购的依赖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
用的结果，“感觉空虚、抓狂、茫然及
无意义的人群是网购成瘾的易感人
群，受到某些外因的刺激后，内心中
的欲望很容易被触发”。
孙时进表示，从心理学和社会

学的角度来看，网购成瘾的人可能
是受到了外界环境的打击，内心产
生焦虑和压力，缺乏安全感。这时，
他们内心的挫折感需要转移和替
代，空虚和匮乏需要填补，网购就成
了一种用来缓解内在混乱的渠道，
尤其是外界影响和童年有关的时候
会加倍想要弥补。
“他们可能不是第一代非常贫

穷的人，家里有点钱，却不能满足他
们童年的全部愿望，无法支配金钱
或拥有自己心仪的物品，一旦觉得
自己有决定权，又可以通过简易方
式来实现对愿望的满足，就迫切地
想要满足这些需要。”
“要排遣内心的空虚和无意义

有各种表现方式，包括吸烟、酗酒、
吸毒。随着时代的变化，沉迷网购
成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孙教授
说，对于群体来说，有女性偏多、年
龄偏轻的特点，对于个体来讲，都
是因为存在强烈的欲望。购物的冲
动在商家的促销推动下很容易变
得难以控制。

解决
认清自己规划账户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金立

印认为成瘾消费行为是一种自我控
制的失败。“消费心理学的研究发现，
人们一旦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精神焦
虑，例如孤单、饥饿等，往往会偏向于
购买一些本来不需要的东西来实现
自我弥补。”

要抵制网购成瘾，孙时进称“应
该从心理入手，获得对自己清醒的认
识。内心充实之后，这个问题就会迎
刃而解”。金立印则表示应该首先弄
清楚什么适合在网上买。“标准化的产
品可以在网上购买，如电脑、家电、书
籍等。有固定的品牌、型号，即使在网
上购买，其各项信息也相对透明和固
定。但非标准化的产品，如衣服、饰品，
只有在该领域知识丰富的人才能在信
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作出准确判断，因
此普通消费者在网购时要谨慎。”
金立印说，提升自我控制最好

的方式就是为自己设定一个心理账
户，将不同用途的钱分隔开，设定一
个网购的限额，比如每个月拿出自
己收入的 "#-网购，然后严格控制
自己按照这个标准来操作。如果仍
然频繁出现超支，就可以选择去看
心理医生，对症下药。

见习记者 王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