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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利他行为是指个体表现出的，在网络上自愿帮助他人、且不期望任何回报的自觉自愿行为。主要分

为三个维度，即行为动机、行为结果和动机与结果相结合的维度。本文对网络利他行为的概念、特征、

理论及测量进行了研究。另外，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网络利他行为受个人特质、环境、网络社会支持等

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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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twork altruistic behavior refers to the voluntary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who voluntarily 
help others on the network without expecting any return. It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
sions, namely, behavioral motivation, behavioral result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motivation and 
resul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network al-
truistic behavior. In addition, recent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network altruistic behavior is related 
to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real environment, network social support and other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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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2022 年 8 月 31 日发布的第 5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51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4.4%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22)。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其带来的影响也逐渐渗透到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社交网

络作为线下社会交往的线上延伸，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替代的数字媒体工具(Nie et al., 2019)。许多

学者开始研究网络带给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成瘾、网络犯罪等消极行为，

网络利他行为作为网络中的积极亲社会行为，探究其成因对积极心理学的后续研究有着重要作用。 

2. 网络利他行为的概念及特点 

最早提出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这一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Comte)，他用这个词来说明

一个人对他人的无私行为。后又被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Spencer)等人沿用。目前较

为广泛的定义是，利他行为是个体主动帮助他人且不求回报的行为(李梦等，2018)。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

为都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只是亲社会行为的概念更为广泛，利他行为的范围更小，主要对象指的

是人，且不带有任何目的。 
国内学者认为，网络利他行为是指个体表现出的，在网络上自愿帮助他人、且不期望任何回报的自

觉自愿行为(郑显亮，顾海根，2012；Zheng et al., 2018)。鉴于网络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

并对他们的认知和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网络利他主义可能表现出面对面交流中所特有的特征。与线下

互动相比，在线利他行为不受时间和物理空间的限制，发生得更加频繁和多样化(Lin et al., 2021)。学界

关于网络利他行为的阐述，主要分为三个维度，即行为动机、行为结果和动机与结果相结合的维度(吴
满意，薛玉梅，2021)。郑显亮结合开放式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把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表现形式概

括为：① 网络支持：指在网络上给予他人鼓励、肯定等的行为，如对网友的文章点赞、对其言论进行

支持、在网络上帮网友排忧解难等；② 网络指导：指在网络上给予他人指引，他人遇到网络操作难题

进行引导的行为，如专业人士指导新手如何上网、如何查杀病毒等；③ 网络分享：指把自己拥有的资

源在网上共享的行为，如个体把自己的学习资料上传到网上、在网上向他人推荐一些好的文章、电影等

行为；④ 网络提醒：指在网络上对他人遭遇的一些非法行为、网络诈骗等进行提醒和警示。 
关于网络利他行为的特点，岳玉洁(2015)总结出以下四个：第一，公开性与匿名性：有学者认为，在

当今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人们在网络中的一举一动都会留下证据，网络利他行为也是如此，个体在网

络中发生的帮助他人的行为不仅可以隐匿个体的身份信息，而且会保留个体的利他行为的信息；第二，

及时性与延时性：在个体向某个网络平台提出问题时，求助信息发出不久就能收到热心网友的帮助和建

议，这是及时性；但如果过了很久都没有收到回应，这是延时性；第三，非物质性和物质性：在使用社

交媒体中，大部分网络利他行为以非物质的信息传递为主，但也存在网络捐赠等的物质传递；第四，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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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性与单一性：广泛性指网络利他行为不受时间、空间、年龄等的特点，求助者的问题也不受限制。而

单一性指在网络中主要以信息传递的方式表现利他行为。 
除此之外，杨英(2011)指出，助人者在实施网络利他行为后，并没有对自己产生什么损失。但有学者

持相反的看法，认为榜之他人的人在做出网络利他行为之后自己本身会受到损失(丁迈，陈曦，2009)。另

外，有研究者指出网络利他行为的频率更高、更快、更广，助人的时间和形式相对自由(黄雪珂，2015)。 

3. 网络利他行为的理论与测量 

3.1. 网络利他行为的理论 

3.1.1. 先天论 
先天论是 Wilson 首先提出来的，认为人的利他行为是由遗传决定的，是天生就有的，不用学习的一

种行为。也就是说帮助他人的过程是个体本身的特征。并且对于相同或者相近亲缘关系的人，个体会表

现出更强的利他行为，对于不同的人，个体表现出的利他行为不同，也称为亲缘关系的不对称性(王瑞乐

等，2012)，该情况也适用于网络利他行为。 

3.1.2. 移情理论 
移情，也有人称之为共情，来源于希腊词汇“pathos”，最初产生于动物的亲代对于子女的养育行为，

在这个过程中，亲代的父母需要对子代儿女的饥饿或者疼痛做出反应，这种能力可以迁移到其他环境中

(潘彦谷等，2013)。拥有移情的父母会体会到子女的痛苦，感受到子女的快乐。有研究表明，个体所拥有

的移情能力越强，则越有可能做出利他的行为，即越能感同身受他人情感的人越容易做出利他的行为(李
文辉等，2015；Farrelly et al., 2015)。 

巴特森提出的移情—利他假说被研究者们所证实，认为个体产生利他行为的动机是移情(Richman et 
al., 2015)。研究者发现自我利益倾向的个体相比于他人利益倾向的个体，他们的移情能力更低，即移情

能力相对更高的个体，越倾向于维护他人的利益，他们的利他行为就越强。 

3.1.3. 社会学习理论 
该理论认为，利他行为是模仿或强化的结果。当个体的利他行为受到他人的表扬、感激或奖励等强

化时，其在类似事件中助人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Bandura, 1977)。个体的利他行为通过模仿榜样行为来

获得。也就是说，个体在某一情景中看到他人实施利他行为，并且受到了表扬和称赞，以后在类似的情

景中，个体就会对榜样的行为进行模仿，表现出对他人的利他行为。 

3.1.4. 社会交换理论 
该理论认为，任何人际关系，本质就是交换关系，人们普遍认为，除了满足基本温饱外，对社会联系的

需求或者与他人建立关系是人类的基本动力(Baumeister et al., 2013；常保瑞等，2022)。利他行为就是目前期

望将来能得到社会肯定或奖赏等利益的工具性行为。从表面上看，利他者只有付出而没有收益，但实际上，

利他行为最大的收益是内在的奖励，包括实施利他行为后利他者获得的自我满足、认同以及内心的愉悦。 
Trivers (1971)用互惠利他来解释利他行为，他认为个体的利他行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帮助者期望

能得到被帮助者的回报，这种帮助既可以是即时性的，也可以是延时性的(肖凤秋等，2014)。 

3.2. 网络利他行为的测量 

利他行为的测量工具和方法较为丰富。其中，问卷有 Ryo 等人(2013)编制的《利他行为量表》，李

艳芳(2008)编制的《大学生利他行为问卷》等。 
关于网络利他行为的测量，国外尚缺少测量工具，网络利他行为在国内被提出的初期，大部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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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法采用的都是线下的问卷调查方式，以观察法和访谈法为主，方法单一，研究结果也缺乏说服

力。当然，也有研究者开始试图寻找更科学的研究方法。 
国内对网络利他行为的测量使用最广泛的工具是郑显亮(2011)编制的《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

该量表结合对大学生的访谈结果编制，开启了网络利他行为研究的新篇章。该量表包括 4 个维度，可分

别测量提供支持的强度、做出指导的倾向，做出分享的意愿，做出提醒的频率，采用李克特 4 点计分(选
择“1”则表示“从不”，选择“4”则表示“总是”)，得分越高说明利他水平越高。该量表被证明具有

良好的信效度，目前，许多中国学者使用这个量表来研究网络利他行为(张和云等，2021；郑显亮，2013)。 
同时，关于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大多也开始集中在对其影响因素以及作用机制的探讨，且大多采用

郑显亮编制的量表。相对于国内，国外有关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实证研究多一些，但也局限于电子邮件、

虚拟社区、游戏空间等一些特有领域的利他行为。 

4. 网络利他行为的实证研究进展 

4.1. 个人特质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对网络利他行为研究的增多，越来越多的研究基于助人者的个人特质对网络利他行为

进行研究。例如善良人格、共情、自尊、看待世界的方式等对网络利他行为进行研究。人格作为一种综

合性的心理品质，直接影响着个体的行为。 
主动性人格的个体能够拥有更多的积极情绪，以此可以激发其产生网络利他行为(陈妮娅等，2018)。

有研究者在研究影响中职生的网络利他行为的因素中发现，通过培养其主动型人格，可以有效的增加其

网络利他行为(谢英玲，吴素梅，2021)。在现实生活中，善良的人格品质也格外重要，拥有善良品质的人

往往会产生更多的利他行为(张和云等，2018)。张和云等(2021)等人的研究中发现，善良人格可以正向预

测网络利他行为。 
此外，其他个人特质也会影响个体的网络利他行为。有研究发现，个体的自尊可以正向预测网络利

他行为(Zheng et al., 2021)，因此，家长和老师可以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尊，以此来提高个体的网络利他的

行为。有研究者发现，个体的共情能力对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也有着正向的预测功能，即与低共情者

相比，高共情者的网络利他行为出现的概率会更高(蒋怀滨等，2016)。此外，王松云，陈颖(2021)的研究

中也发现，大学生的宽恕特质、宽恕倾向越高，个体越会产生网络利他行为。 
生命意义感指个体找到生命的价值观和方向感，以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对个体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义，有研究发现，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网络利他行为(谢园梅，2021)。 

4.2. 环境因素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 

在探究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中发现，环境因素很大程度会影响个体的网络利他行为。社会阶层作为

一个社会环境变量，对个体有着重要影响。利他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亲社会行为，同样也受社会阶层的

影响。研究发现，环境因素(如社会阶层)可以通过个人因素对个体的网络利他行为产生影响(Zheng et al., 
2023)。郑显亮等(2021)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社会阶层对个体网络利他行为的正向影响。 

国外学者的一项对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儿童的童年期创伤作为一种家庭环境因素，会影响个体的

亲社会态度，即不同类型的童年期创伤会影响个体的利他主义的态度和行为，遭受早期创伤的个体成年

后会表现出较少的利他行为(Prior, 2021)。 
国外学者测试个体在电子游戏中的利他行为发现，个体在玩电子游戏的过程中，受到共情能力和相

似度的影响，即个体在参与电子游戏的过程中，相似性和共同度越高，个体越会产生网络利他行为，而

个体的网络亲社会行为则不像网络利他行为一样，需要相同的移情能力(Wickramasingh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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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 

由于网络利他行为相比于现实利他行为的特殊性，因此网络社会支持被认为是一个有利于网络利他

行为发现的网络环境因素(刘勤为等，2016；叶宝娟等，2018)。个体在网络中得到的社会支持有很多，比

如在网络中找到有相同偶像的朋友、获得一些情感支持、得到学习资料等(郑显亮等，2021)。刘勤为等

(2016)的研究中发现，高网络人际信任的水平下，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会正向预测个体的网络利他行为。

杨欣欣等(2017)的研究中也发现，网络社会支持可以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并且感恩在网络社会支持和

网络利他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现如今，互联网的普及已经影响到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人们不仅可以在互联网上

获得支持，同样，也可以在日后的网络环境中，多一些帮助他人的行为，传播更多的正能量(王志华，秦

亚平，2018)。 

5. 展望 

目前关于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自陈式问卷调查的方法，尤其国内的研究，这种方法更为

普遍。并且国内的研究多为横断调查，很难掌握变量的动态时间变化，难以理解行为和心理规律，未来

可以尝试纵向研究的方式，试图探究网络利他行为随时间变化的发展轨迹及因果联系。国外有研究使用

实验法，目前少有研究去探索影响个体网络利他行为的神经生理机制，未来国内的研究也可以尝试用功

能性核磁共振技术(FMRI)和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等脑成像技术对网络利他行为影响个体的神经生理

机制进行研究。 
目前关于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学生，一些研究集中于青少年。随着网络的普及，中老

年人使用网络的频率也在增加，因此，之后的研究可以针对中老年及儿童的网络利他行为研究。 
对于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还停留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于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日后可以增

加对其的干预研究，积极探索对于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的干预措施，提高青少年的网络道德水平，净化

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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