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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考察物质主义和自尊在大学生宿舍人际冲突与网购成瘾之间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大学生网购

成瘾量表、大学生宿舍人际冲突量表、物质主义量表和自尊量表对675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用SPSS.25
和Process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1) 大学生宿舍人际冲突正向预测网购成瘾。(2) 物质主义在宿舍人

际冲突与网购成瘾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3) 自尊在宿舍人际冲突与物质主义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简

单效应分析表明，与高自尊大学生相比，低自尊大学生的宿舍人际冲突预测更高水平的物质主义。结论：

大学生宿舍人际冲突正向预测网购成瘾，物质主义在两者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自尊调节了中介模型的

前半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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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materialism and self-estee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
terpersonal conflict and Internet shopping addiction. Methods: 675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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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ed with internet shopping addiction scale, interpersonal conflict scale, materialism scale and 
self-esteem scale,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SPSS25. Results: (1) Interpersonal conflict po-
sitively predicted Internet shopping addiction. (2) Materialism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conflict and online shopping addiction. (3) Self-esteem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conflict and materialism. Simple effect analysis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high self-esteem college students, low self-esteem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predict 
higher level of materialism. Conclusion: interpersonal conflict positively predicts Internet shop-
ping addiction, materialism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self- 
esteem regulates the first half of the mediat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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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宿舍人际冲突是指宿舍成员在交往过程中因意见不一致或目标受阻，交往双方产生沮丧、压抑、紧

张、焦虑等负面情绪，导致双方采取情感、语言、行为层面的对立(祝阳，陈旭，2017)。宿舍人际冲突首

先是发生在大学宿舍内，主要表现为室友间语言和行为动作上的敌对、冷漠、压力等，甚至会发生动手现

象(李文辉，2018)。网购成瘾指个体由于网购本身的特点所带来的快感而不断重复此行为，最终导致过度

浪费(金钱和时间)，损害正常生活功能，以及戒断反应(网购行为被阻止而带来的不良情绪) (徐浪，2014)。
简而言之，网购成瘾指过度使用网络购物平台所引起的个体心理和社会损害现象(郑梅钦，2013)。多项研

究指出低社会支持、人际关系缺失以及负面情绪都是网购成瘾的重要原因(陈剑梅，蒋波，2010；温梦梅，

徐晓波，2018)。宿舍人际关系无疑是大学生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李鹏，2020)，因此，研究大学生网购

成瘾的原因，宿舍人际冲突首当其冲。故本研究提出假设 H1：宿舍人际冲突正向预测大学生网购成瘾。 
马克思哲学大辞典这样定义物质主义：物质主义是一种思想和观念，人们以它为生活的中心要义，

将它当做是非善恶的判断准则。在心理学中，Richins 和 Dawson (1992)认为物质主义是物质主义者的一

种核心价值观，他们喜欢将自己的财富与他人进行比较，以此显示自己的成功与失败。有研究表明当个

体在例如情感、生存等方面的基本生活功能被损害时，个体便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调，他们会更易物质

主义以此来填补心理的空洞(Kasser et al., 1995)。由此推测，宿舍人际冲突给个体造成的强烈的不安全感、

疏离感和焦虑感会让个体更趋冷漠，更物质化，而物质主是个体强迫购买行为和购物成瘾的重要因素(赵
占波等，2014；郑叶子健，2016；Villardefrancos & Otero，2016；王洁等，2014；谢晓东等，2013)在中

国电商环境下，网络购物替代线下购物成为主流趋势，因此可以合理推测物质主义会加剧网购成瘾行为。

故本文提出假设 H2：物质主义在大学生宿舍人际冲突和网购成瘾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自尊是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评价，对自己感到骄傲或羞耻的感知，自尊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

意度密切相关，高自尊个体有更好的社会功能和心理健康水平，而低自尊个体则相反(Hawi & Samaha, 
2016)。以往研究发现，高物质主义往往伴随着低自尊(段新焕等，2007；Fitzmaurice & Comegys，2006)，
宿舍人人际冲突与自尊负相关(韦舒雯，2020)，那么高自尊可能在宿舍人际冲突时充当保护作用，从而降

低物质主义产生的概率。自尊高的个体有更少的物质主义倾向，同时高自尊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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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媒体成瘾等成瘾行为负相关(Hawi & Samaha, 2016)，因此可以推自尊高的个体也会有更少的网购成瘾行

为，因此，自尊可能调节物质主义与网购成瘾之间的关系。故本研究提出假设三，包括两条子假设。H3a：
自尊调节大学生宿舍人际冲突与物质主义的关系；H3b：自尊调节大学生物质主义与网购成瘾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建立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大学生宿舍人际冲突与网购成瘾的关系及其

作用机制。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北方 3 所高校大一至大四的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星平台进行问卷发放，一共发放

了 675 份问卷，其中男生 197 人，女生 481 人，年龄主要集中在 19 到 22 岁。汉族为 495 人，少数民族

180 人；大一 209 人，大二 189 人，大三 228 人，大四 39 人；农村 359 人，城镇 316 人；独生子女 306
人，非独生子女 369 人。 

2.2. 调查工具 

2.2.1. 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调查问卷 
此问卷由毛小玲，李宏翰和张建梅三人于 2005 研究编制而成(毛小玲，李宏翰，张建梅，2005)，问

卷一共四个因子：宿舍人际冲突、宿舍人际和谐性、宿舍人际亲容性和宿舍人际扰他性。本研究采用该

问卷的因子一，即宿舍人际冲突性，该因子共 20 个项目，同质信度 α 为 0.92。采用 1~5 级评分，分数越

高，人际冲突越严重。 

2.2.2. 网购成瘾问卷 
该量表是赵海燕，田伟，辛涛于 2017 编制的问卷(Zhao, Tian, & Xin, 2017)，该问卷共 18 个项目，参

考格里菲斯六因子分量模型，每个分量用三个项目衡量。采用 1~5 级评分，得分越高成瘾程度越严重。 

2.2.3. 物质主义问卷 
该问卷由 Richins，M. L.于 2004 年编制(Richins, 2004)。该问卷共 15 个项目，采用 5 级评分，其中 2、

4、6、7、15 为反向计分，总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 

2.2.4. Rosenberg 自尊量表 
该量表是 Rosenberg 于 1965 年编制，使用广泛。量表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783，平均重测系数 0.72。

量表共 10 个项目，1~4 级评分，其中 3、5、8、9、10 为反向计分。分值越低，自尊水平越低，分值越

高，自尊水平越高。 

2.3. 统计方法 

数据回收后对数据进行整理和清洗，剔除 6 个被试的无效数据，剩 669 份数据。采用 SPSS.25 对数

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对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本文使用的是 Hayes 于 2013 年开发的宏程序

Process，并用 Bootstrap 方法检验其显著性。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使用问卷进行调查，可能会出现共同方法偏差，因此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 Harman
的单因子检验对所有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衡量标准是：在所有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中，如果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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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大于 40%，则说明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中，未旋转时共有 7 个因子特征根大

于 1，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33.69%低于 40%的标准，因此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矩阵 

对各个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各变量均值大小中等，标准差在 0.4 至 0.7 左右，

说明被试对各变量的理解良好，数据相对稳定集中。相关分析发现，宿舍冲突与物质主义、自尊和网购

成瘾成正相关，物质主义和网购成瘾正相关，和自尊成负相关但不显著(结果见表 1)。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table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相关分析表 

变量 M SD 1 2 3 
1 物质主义 2.83 0.47 1   
2 宿舍冲突 1.56 0.76 0.16** 1  

3 自尊 2.21 0.44 −0.47* 0.35** 1 
4 网购成瘾 2.01 0.74 0.29** 0.51**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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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大学生宿舍人际冲突与网购成瘾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首先对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使用 Hayes 编制的 Process 程序中的模型 4 进行中介检验，并用

Bootstrap 法对显著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见表 2，表 3)：宿舍人际冲突对网购成瘾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

(β = 0.22，t = 5.62，p < 0.001，95%置信区间不包括 0)，宿舍人际冲突对物质主义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32，t = 6.17，p < 0.001，95%置信区间不包括 0)，物质主义对网购成瘾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29，
t = 9.75，p < 0.001，95%置信区间不包括 0)。从结果可知，大学生宿舍人际冲突不仅能直接预测网购成

瘾，还能通过物质主义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网购成瘾。直接效应 0.22，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 70.96%，中

介效应 0.09，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 29.03%。 
 

Table 2. Path coefficient table of regression model for mediating effects 
表 2. 中介效应的回归模型路径系数表 

回归方程(n = 669) 拟合指数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df) β t 
网购成瘾 宿舍人际冲突 0.541 0.293 55.088 (1) 0.31 5.89*** 
物质主义 宿舍人际冲突 0.222 0.049 6.917 (1) 0.32 6.17*** 
网购成瘾 物质主义 0.593 0.352 60.073 (2) 0.28 5.43*** 

 
宿舍人际冲突    0.22 5.62*** 

 
Table 3.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intermediary effect analysis table (n = 669) 
表 3. 总效应、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分析表(n = 669) 

效应 效应值 标准误 95% CI 下限 95% CI 上限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0.31 0.31 0.45 0.57  

直接效应 0.22 0.03 0.15 0.30 70.96 
中介效应 0.09 0.01 0.14 0.55 29.04 

 
其次，使用 process 宏模型 58 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见表 4)：自尊在宿舍人际冲

突与物质主义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β = −0.30，t = −4.72，p < 0.001，95%置信区间不包括 0)，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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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主义与网购成瘾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β = 0.05，t = 1.21，p > 0.05，95%置信区间包括 0)。因此，

假设 H3a 成立，假设 H3b 不成立。 
 

Table 4. Results of mediation model 
表 4. 中介模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 

路径 β SE t 95% CI 下限 95% CI 上限 
宿舍冲突 * 自尊 −0.30 0.06 −4.72*** −0.43 −0.18 
物质主义 * 自尊 0.05 0.03 1.21*** −0.01 0.11 

 
为了更深入了解自尊对宿舍人际冲突与物质主义关系的调节作用，将自尊以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差

的标准分为低水平自尊和高水平自尊对调节作用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发现(见图 1)：当被试为低自尊时，宿

舍人际冲突能显著正向地预测物质主义(β = 0.19，95%置信区间不包括 0)，且预测强度更大；当被试为高

自尊时，宿舍人际冲突也能正向预测物质主义(β = 0.07，95%置信区间不包括 0)，但相关强度更小。根据

该结果可知：自尊水平越低，产生物质主义倾向的可能越高。具体来说，低自尊的大学生比其高自尊水

平的大学生来说，在宿舍人际冲突时更可能出现物质主义的倾向。 
 

 
Figure 1. Simple slope analysis of self-esteem regulation 
图 1. 自尊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分析图 

4. 讨论 

本研究试图探讨宿舍人际冲突、物质主义、自尊和网购成瘾间的关系，在搜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做出了如下三个假设：一、宿舍人际冲突正向预测网购成瘾；二、物质主义在宿舍人际冲突与网购成瘾

间起着中介作用；三、自尊在这一模型上起着调节作用。经过问卷发放与回收，对数据进行整理统计分

析后，得到如下结论： 

4.1. 大学生宿舍人际冲突与网购成瘾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大学生宿舍人际冲突正向预测网购成瘾。这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解释。首先，宿

舍人际冲突势必给被试造成一定的心理焦虑和压抑情绪，人际冲突，人际关系不良会让个体感到压力，

因而寻求其他方式暂时缓解，网络无疑是当下最便宜的方式。有研究也指出，人际交往能力差，自制力

和心理素质差的学生更容易陷入网购(曹希霞，刘敬伟，2018)。从另一方面来讲，宿舍关系对大学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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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情感上的重要程度应该是不言而喻，而宿舍人际冲突破坏了这一重要的情感支持，每天在宿舍面对

的都是冷漠和敌对，可想而知会有多么的孤独。有研究发现，孤独也会正向预测网购成瘾(高晓倩，朱洪

妍，覃岳，2018)，这也从侧面解释了此结果。 

4.2. 物质主义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物质主义在宿舍人际冲突与网购成瘾间起着中介作用。前文已经提到相关研究证明了人

际冲突，人际冷漠等不良人际关系会使个体趋向物质主义。同时也有研究提到物质主义与人际冲突是一

个恶性循环：物质主义者更少帮助他人，因而也更少获得他人在物质和情感上的帮助和支持，从而变得

更冷漠和物质主义(李原，2015)。宿舍人际冲突和物质主义也有相似的作用和联系。对于物质主义与网购

成瘾之间联系，我们应该不会感到奇怪。物质主义者会从购买中体验到快感，因而也会有更多的购物行

为甚至变成购物狂(李斌等，2018)，而网购因为它的便利和私密性更会导致成瘾行为，本研究的结果验证

了前人的相关研究。 

4.3. 自尊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自尊高的个体在宿舍人际冲突中不容易产生物质主义倾向，相反，低自尊个体在面对宿

舍人际冲突时，更容易产生物质主义倾向。此结果与以往相关研究一致。例如有研究认为低自尊与物质

主义互为因果(周静，谢天，2019)。在宿舍人际冲突时，低自尊者倾向于回避冲突而不是积极解决，他们

往往自我认同感低，缺乏安全感(何琼等，2018)，而物质的强大力量使得低自尊者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

因而加剧了他们的物质主义倾向。高自尊个体则不需要物质力量来弥补心理上的不安全感。 

4.4. 结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1) 宿舍人际冲突正向预测网购成瘾，(2) 物质主义在宿舍人际冲突对网购成瘾的

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 自尊调节了该中介模型的前半段路径，即宿舍人际冲突对物质主义的影响，简单

效应分析显示：高自尊个体，在宿舍人际冲突中，不容易产生物质主义倾向；低自尊个体，在这种冲突

中容易产生物质主义倾向。本研究结论为指导和改善大学生网购成瘾现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学校要

高度关注大学生宿舍关系，为宿舍关系差和低自尊个体提供相应获得心理干预工作，同时注重思想品德

和价值观教育，减少学生的物质主义观念，可以有效防范网购成瘾及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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