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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temporal choice refers to the individual weighing of benefits against costs in different time 
poin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judgment and choices (Loewenstein, 1988; Frederick, Loewenstein, 
& Donoghue, 2002). Intertemporal choice is a very common phenomenon, which covers from mi-
nor things like individual’s daily life and economic behavior, to an organization’s or a nation’s 
public policy making. Therefore, the study of intertemporal choice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
tical significance, to help people make more scientific, rational decision. Our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classic intertemporal choice tasks, by using a scale and an experimental task,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delay discounting in intertemporal choice. Results: 1) 
Internet addiction test scores and delay discounting rate in intertemporal choice tasks of 33 sub-
ject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80 subjects whose Internet addic-
tion test scores and delay discounting rate in intertemporal choice tasks were positively corre-
lated, presenting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 2) using moderating effect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impulsivity has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s on Internet addiction test scores and delay dis-
counting rate in intertemporal choi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e to the moderation of impulsivity,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are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addic-
tion and delay discounting rate in intertemporal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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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是指个体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进而做出的各种判

断和选择(Loewenstein, 1988; Frederick, Loewenstein, & O’Donoghue, 2002)。跨期选择是一个非常

普遍的现象，小到个体的日常生活和经济行为，大到组织乃至国家公共政策制定，都会涉及到跨期选择

的问题。因此，对跨期选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帮助人们做出更加科学、理性的

决策。本研究基于经典的跨期选择任务，采用量表和实验任务相结合的方式。考察网络成瘾与跨期选择

中的延迟折扣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 有33名被试网络成瘾测验的得分与跨期选择任务上的延迟折

扣率呈负相关；同时，有80名被试网络成瘾测验的得分与跨期选择任务上的延迟折扣率呈正相关，出现

人群的分化特征。2) 通过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冲动性在网络成瘾测验分数与跨期选择任务上的延迟折扣

率之间存在着调节作用，且调节效应达到显著。这一结果表明，由于受到冲动性的调节，不同的人群在

网络成瘾和跨期选择的延迟折扣率之间的关系的方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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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1.1. 跨期选择的概念 

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是指个体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进而做出的各种判

断和选择(Loewenstein, 1988; Frederick, Loewenstein, & O’Donoghue, 2002)。跨期选择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

象，小到个体的日常生活和经济行为，大到组织乃至国家公共政策制定，都会涉及到跨期选择的问题。比

如在股市上涨时，一个股民是现在卖出股票以获得立即的收益还是等待一段时间再卖出以获得更大的收益；

比如对于一个国家，是选择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还是选择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

水青山，既要考虑的当代人的利益又要考虑后代人的利益；这些都需要我们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点上的结果

进行权衡和选择。在跨期选择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叫时间折扣(time discounting) (Green & Myerson, 2004)，
即与当前或近期的获益(或损失)相比，人们总是倾向于赋予将来获益(或损失)更小的权重。比如，现在的

100 元和一年后的 100 元虽然从经济价值上两者没有差异，但从主观价值上来看，人们普遍认为现在的 100
元要比一年后的 100 元更具有价值，这是因为我们对一年后的 100 元打了折扣。研究发现动物和人类都存

在着偏好及时奖赏的倾向，动物延迟满足的时间都不会超过 1 分钟，甚至只有十几秒钟，而人类有时却能

抑制这种偏好，为未来长远利益规划数十年甚至遥远的未来(Kim, Hwang, & Lee, 2008)。跨期选择是当前

研究的一个热点，对跨期选择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能帮助人类更好地调控立即满足

偏好，做出更好地未来规划(Green & Myerson, 2004; Yi, Gatchalian, & Bickel, 2006)。 

1.2. 网络成瘾的概念 

“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AD)的概念最早由 I. Goldberg 于 1994 年提出，他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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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IV 中关于药物成瘾的诊断标准，认为网络成瘾是一种类似于精神障碍的心理疾病。不久，匹兹堡

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K. S. Young 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现象。1996 年 Young 参照 DSM-IV 中关于病理性赌博

的诊断标准，认为网络成瘾一种类似于行为冲动的控制障碍，并称之为“病理性网络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简称 PIU)，1997 年美国心理学会(APA)正式承认“网络成瘾”研究的学术价值。2001 年，

Hall 和 Parsons 将网络成瘾命名为互联网行为依赖(Internet Dependent，简称 ID)，他们认为，网络成瘾仅

仅是个体应对生活的一种不适的认知行为风格。网络成瘾现象自提出以来，便引起了社会学家和心理学

家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研究者们对网络成瘾研究的角度不同，给出的界定也各不相同，至今也还没有

形成统一的认识。但研究者们大都认为过度使用网络会造成使用者生理、心理、社会功能的损坏。 

1.3. 网络成瘾与跨期选择的关系 

成瘾行为是人类活动中复杂而又令人费解的一种行为模式，对成瘾行为的研究是当前研究的一个重

要领域，通过对成瘾行为和跨期选择的研究有助于探明成瘾者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及其机制；同时，有

助于拓展跨期选择的研究范围。 
成瘾分为物质成瘾和行为成瘾。物质成瘾主要包括药物成瘾、酒精成瘾、吸烟成瘾等，行为成瘾主

要包括网络成瘾、病理性赌博、暴饮暴食等。时间折扣是跨期选择的核心指标，它在区分正常人群和成

瘾人群上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指标。大量研究表明，成瘾人群常常为了即时享乐而放弃长远的利益(健康、

幸福的家庭、良好的社会关系等)，表现出比正常人群更加明显的冲动行为(Businelle, McVay, Kendzor, & 
Copeland, 2010; Kishinevsky et al., 2012; Madden, Petry, Badger, & Bickel, 1997)。有研究发现，药物成瘾者

在进行决策实验任务时倾向于做出不利的选择，偏好短时的获益而不顾长期的损失(Rogers, Everitt, Bal-
dacchino, Blackshaw, Swainson, Wynne et al., 1999; Grant, Contoreggi, & London, 2000)。Kirby，Petry 和

Bickel (1999)对海洛因成瘾者的研究发现，海洛因成瘾者对金钱的时间折扣高于控制组，其冲动量表上的

得分与折扣率成正相关。在关于吸烟量与时间折扣的关系研究中发现日吸烟量与时间折扣呈正相关

(Ohmura, Takahashi, & Kitamura, 2005)。Gottdiener, Murawski 和 Kucharski (2008)对冲动性与药物成瘾的

关系进行了一项元分析，结果发现，925 名诊断为物质滥用(Substance Use Disorder, SUD)的被试，包括海

洛因、阿片、酒精、尼古丁以及多种药物使用的药物成瘾者。药物成瘾者在延迟折扣任务上表现出来的

冲动性(折扣率)要显著高于控制组。 
在行为成瘾中，Alessi 和 Petry (2003)研究了赌博程度与金钱时间折扣的关系，结果发现，赌博成瘾

的严重程度与时间折扣呈正相关。对网络成瘾者时间折扣的研究也发现，网络成瘾者对金钱的时间折扣

显著大于正常人群(Saville, Gisbert, Kopp, & Telesco, 2011)。国内的研究也发现，网络成瘾大学生更倾向

于做出冲动选择，对金钱的时间折扣大于非网络成瘾被试，且随着奖赏时间的延迟，网络成瘾者的时间

折扣更大(梅松丽，张明，张秀玲，姜英杰，2010)。这些结果表明，网络成瘾者表现出更明显的冲动行为，

且网瘾的严重程度会影响时间折扣。 
这些研究发现成瘾行为与延迟折扣之间存在着关系，成瘾者的延迟折扣率显著高于非成瘾者，成瘾人

群的成瘾程度与时间折扣率呈正相关。但是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对成瘾人群内部的构成进行划分，也没有明

确说明不同构成的成瘾人群与延迟折扣之间的关系的方向，因此，我们的研究从网络成瘾的角度出发，采

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并基于经典的跨期选择任务，考察网络成瘾与跨期选择的延迟折扣之间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学校论坛和张贴广告的方式，共招募 118 名西南大学在校大学生参加本研究，年龄分布在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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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之间，平均年龄 20.5 ± 1.74 岁。通过对问卷数据进行检查，剔除部分数据缺失或不按要求填写问卷的

被试，最终有效被试共 113 名，其中男生 54 人，女生 59 人，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没有生理或精神疾

病，无色盲，裸视或矫正视力正常，自愿参加本研究，最后根据被试在任务中的真实表现给予相应的报酬。 

2.2. 研究材料 

2.2.1. 网络成瘾测验(Internet Addiction Test) 
网络成瘾测验(Internet Addiction Test, IAT)由美国皮兹堡大学 Kinberly Young 编制，用来评定网络使

用者是否成瘾、成瘾的程度及其对生活的影响。该量表一共由 20 道题目组成，每道题有 5 个选择项目，

为 5 级自评量表，1 = 几乎没有，2 = 偶尔，3 = 有时，4 = 经常，5 = 总是，按照“几乎没有”、“偶

尔”、“有时”、“经常”、“总是”五个程度，分别赋值 1~5 分，总分 20~100 分，根据总分判定是否

成瘾及其程度。结构上主要包括网络成瘾戒断反应、网络成瘾耐受性、人际与健康问题、时间管理问题

等因子。其内部一致性信度 α为 0.9051，各条目与量表的相关系数在 0.27~0.67 之间，具有良好的信度和

效度。 

2.2.2. Barratt 冲动量表(BIS-11) 
该量表最先由美国学者 Barratt 于 1959 年提出；经过 11 次修订，在 1985 年修订成 BIS-11 版，BIS-11

中文版共有 30 个条目，采用 1~4 分四级评分法(几乎没有/从不、偶尔、经常和几乎总是/始终)，30 个条

目中有 11 个为反向评分条目(1, 7, 8, 9, 10, 12, 13, 15, 20, 29, 30)，量表的统计量为总分和各维度得分，得

分越高说明冲动性越高。包括注意力冲动性、行为冲动性和无计划冲动性三个维度。该量表的 Cronbach
系数为 0.759，30 个条目与总分显著相关，说明本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 

2.2.3. 跨期选择任务 
实验采用虚拟金钱的跨期选择任务。立即选项的时间都是今天，延迟选项的时间分为五个等级，为

7 天、15 天、30 天、60 天和 120 天。立即选项的金额全部为 18、19、20、21 元，延迟选项比立即选项

增加比例的范围是 10%到 330%，19.8 元到 96.6 元。每个时间点有 40 个 trail，共有 200 个 trail，分为 3
个 block。跨期选择任务的程序釆用 E-primell 编制和控制，在电脑屏幕左边呈现即时奖赏，屏幕右边呈

现延迟奖赏，奖赏金额和延迟时间变化的 trial 均随机呈现。实验的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整个实验过程

在一个安静、光线良好的小房间内单独完成任务，实验正式开始之前要求被试完成练习任务，帮助被试

熟悉实验程序和按键操作。在正式任务前，告诉被试按照自己平时的喜欢来选择，同时告知被试实验报

酬会从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中随机抽取，抽取的结果决定报酬的多少和形式，并在相应的时间点兑现该

报酬，以控制其认真做出每次选择。 

3. 研究结果 

采用 SPSS19.0 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1. 网络成瘾与跨期选择的延迟折扣率之间的关系 

根据“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理，我们采用数据驱动的方式，借助聚类分析的方法对人群进行

了分类，进而根据各人群的内在特征对其进行定性。在我们的实验任务中，我们采用 K-均值聚类方法对

全体被试进行聚类，以网络成瘾测验的得分和跨期选择任务的延迟折扣率为聚类变量，聚类结果(见表 1)
将被试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网络成瘾测验的得分与跨期选择任务的延迟折扣率呈负相关(r = −0.395，p = 
0.023，见图 2)的人群，一共 33 名被试；一类是被试网络成瘾测验的得分与跨期选择任务的延迟折扣率

呈正相关的人群(r = 0.221，p = 0.049，见图 3)，共 80 名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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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xperimental flow graph 
图 1. 实验流程图 

 

 
Figure 2. The Internet addiction test scores of 33 subjects and delay 
discounting rate in intertemporal choice task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图 2. 33名被试的网络成瘾测验的分数与跨期选择的延迟折扣率负

相关 
 

 
Figure 3. The Internet addiction test scores of 80 subjects and delay 
discounting rate in intertemporal choice task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图 3. 80名被试的网络成瘾测验的分数与跨期选择的延迟折扣率正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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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results of K-means clustering analysis 
表 1. K-均值聚类的结果 

聚类变量 群组 

网络成瘾测验的分数 类 1 类 2 

延迟折扣率 N = 33 N = 80 

3.2. 调节效应分析 

通过聚类分析我们发现，在跨期选择任务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群，其中一类人群的网络成瘾

测验的得分与跨期选择的延迟折扣率呈负相关，而另一类人群的网络成瘾测验的得分与跨期选择的延迟

折扣率呈正相关。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受到了其他变量的调节。许多研究均证实网络成瘾的发生

与冲动性分不开，Gao 等(2007)发现网络成瘾者在 BIS 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网络成瘾者；曹枫林和苏林雁

(2007)也发现中学生互联网过度使用与其冲动性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因此，网络成瘾的个体常常表现出冲

动性的特点。那么，冲动性是否是造成两类人群出现差异的原因？为此，我们进行了调节效应分析。在

本研究中，自变量 X：网络成瘾测验的得分，因变量 Y：跨期选择任务的延迟折扣率，假设调节变量 M：

冲动性。按照温忠麟等人建议的方法，采用分层回归分析。首先，对网络成瘾测验的得分和 BIS-11 量表

的得分中心化处理，即各自减去样本均值。其次，生成“冲动性Х网络成瘾”作为交互作用项。再次，

以延迟折扣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在第一步引入主效应项网络成瘾和冲动性，第二步引入交

互作用项，通过新增解释量(ΔR2)或者交互作用项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判断自我控制的调节效用是否显

著。结果发现：引入交互作用项后新增解释量(ΔR2)达到显著性水平(ΔR2 = 0.054, p = 0.025)。表明冲动性

在网络成瘾和跨期选择上的延迟折扣率之间起调节作用(结果见表 2)。 

3.3. 讨论 

本实验釆用标准的跨期选择任务，运用网络成瘾测验，考察网络成瘾与跨期选择中的延迟折扣率之

间的关系。 
1) 聚类分析结果发现，33 名被试网络成瘾测验的得分与跨期选择任务的延迟折扣率呈负相关。但同

时有 80 名被试网络成瘾测验的得分与跨期选择任务的延迟折扣率呈正相关。这一结果表明，网络成瘾和

跨期选择上的延迟折扣率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人群身上表现出不一样的特征。换句话说，大部分人的网

络成瘾与跨期选择上的延迟折扣率同方向变化，即网络成瘾程度越高，延迟折扣率越大。这与前人的研

究相一致，对海洛因成瘾者的研究发现，海洛因成瘾者对金钱的时间折扣高于控制组，其冲动量表上的

得分与折扣率成正相关(Kirby, Petry, & Bickel, 1999)。在关于吸烟量与时间折扣的关系研究中发现日吸烟

量与时间折扣呈正相关(Ohmura, Takahashi, & Kitamura, 2005)。对赌博程度与金钱时间折扣的关系研究中

发现，赌博成瘾的严重程度与时间折扣呈正相关(Alessi & Petry, 2003)。对网络成瘾者时间折扣的研究也

发现，网络成瘾者对金钱的时间折扣显著大于正常人群(Saville, Gisbert, Kopp, & Telesco, 2011)。梅松丽

等基于延迟折扣任务考察了网络成瘾者的冲动性，结果发现网络成瘾大学生的行为抑制能力较差，缺乏

对长远价值的敏感性，倾向于选择即时满足。这些结果都表明，成瘾者的成瘾程度越大，时间折扣率也

越大。但是我们的研究与前人研究不一致的地方是，我们发现有一小部分人的网络成瘾与跨期选择上的

延迟折扣率呈反方向变化，即网络成瘾程度越高，延迟折扣率反而降低。出现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受

到了其他变量的影响，我们的假设是受到了冲动性的影响。为此，我们进行调节效应分析。 
2) 调节分析结果发现：冲动性在网络成瘾和跨期选择中的延迟折扣率调节作用显著，这一结果表明，

个体的冲动性对网络成瘾和跨期选择的延迟折扣率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受到冲动性的调节作用，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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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mpulsivity 
表 2. 检验冲动性的调节效应 

 步骤 预测变量 ΔR2 F 值变化量 B 值 T 值 

第一步： 主效应 网络成瘾     

  冲动性 0.010 0.450 −0.098 −0.941 

  冲动性     

第二步： 调节效应 网络成瘾 Х冲动性 0.054* 5.226* 0.234* 2.286* 

注：*p < 0.01；**p < 0.001。 
 

部分人的网络成瘾的分数越高，但延迟折扣率并不必然随之增大。前人研究发现，低冲动性的个体更能

够为了远期的目标而克服眼前的诱惑，而高冲动性的个体常常表现出具有情绪性、冒险和目光短浅等特

点，更容易被短期利益所迷惑，做出非理性决策。在跨期选择中，个体需要在两个不同诱惑力和不同价

值的奖赏之间进行选择：其中一个奖赏当前看诱惑力较大但长期价值较低，而另一个奖赏当前诱惑力较

低但具有较大的长期价值。个体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最佳选择往往需要个体控制自己的冲动性以抵制当

前诱惑,才能最大化长期利益。 

4. 研究局限和不足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量表和实验任务相结合的方式探讨了网络成瘾与跨期选择的延迟折扣率之间

的关系，不仅拓展了跨期选择研究的范围，同时加深了对网络成瘾现象的认识。因而具有重要的科学价

值。在本研究中，还存在着以下一些不足： 
1) 我们的被试仅仅选取了在校大学生，而没有其他年龄阶段的被试，比如初中生、高中生等，因此，

结论的效度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2) 在探讨网络成瘾与跨期选择的延迟折扣率之间的关系时出现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群，我们对出现两

者差异的原因做了探讨，并认为冲动性的差异可能是两者出现差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出现两者差

异也可能受到了其他变量的影响，比如自我控制能力、解释水平、时间洞察力等，但我们没有对其他的

变量进行考察。 
3) 在我们的研究中，到底是网络成瘾测验分数的变化导致了跨期选择的延迟折扣的变化，还是跨期

选择的延迟折扣导致了网络成瘾测验分数的变化，尚需进一步的探讨。 

5. 结论 

1) 在网络成瘾与跨期选择的延迟折扣率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群，一类是网络成

瘾测验的得分与跨期选择的延迟折扣率呈负相关的人群，另一类是网络成瘾测验的得分与跨期选择的延

迟折扣率呈正相关的人群，出现人群的分化特征。 
2) 出现两种不同人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受到了冲动性的调节作用，即在同样的环境下，个体冲

动性的差异致使大部分人的网络成瘾测验的得分与跨期选择的延迟折扣率呈正相关，但也有小部分人的

网络成瘾测验的得分与跨期选择的延迟折扣率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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