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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买买买买买””是是病病吗吗

■相关新闻■

丰台工商分局组织召开
“双十一”规范电商网络交易行为告诫会

我们缘何成了“剁手党”

近年来，“双十一” 催生了一
个新群体———“剁手党” ， 专指
沉溺于网络购物的人群， 以女性
居多。 这些人每日游荡于各大购
物网站， 兴致勃勃地搜索、比价、
秒拍、购物。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结果往往是看似货比三家、 精打
细算， 实际上买回了大量没有实
用价值的物品， 造成大量时间、
金钱的浪费。 2015年12月，《咬文
嚼字》杂志发布2015年度“十大流
行语”，“剁手党”排第八。 到底是
什么原因让我们成了 “剁手党”？

求廉心理
打折， 是 “双十一” 打出最

响亮的口号； 虽然大家心里明白
可能有水分， 但还是怕自己错过
占便宜的机会；而“双十一”还打
出“仅此一天”的口号，则让消费
者心理上更加紧迫，让消费欲最
终快速地转化成实际购买行为，
以抓紧时间 “占” 便宜。

图方便心理
不用花大半天的时间去上街

购物， 然后大包小包地扛回家；
网购能方便快捷地买到性价比高
的产品，并直接快递到家；而且可
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做出购买
决策， 不受他人或环境干扰。 根
据对网购用户的调查， 图方便快
捷、节省时间的占55%，在网上能
买到线下买不到的商品占22%，
这是对此种心理的有力佐证。

从众心理
从众行为作为个体处理与群

体关系或与情境的关系的一种方
式， 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调节自
我的反应、 适应社会环境的一种
重要心理机制。 “双十一”在网上
造势， 热闹非凡， 而中国人总喜
欢在热闹的氛围中做出购买决

策； 这也可能导致盲从， 以至于
买大量可有可无的东西。

“剁手党”并非就是“强迫症”

最近几年关于消费行为的相
关研究有很多， 针对 “剁手党”
的购买行为是 “冲动性消费” 还
是 “强迫性购买” 的争论也一直
没有停息， “买买买” 是否一定
就是强迫症不能简单的下定论。
刘飞介绍， “冲动性消费” 是消

费者在由特定环境所激发的动机
和强烈情感的作用下放弃自我控
制所实施的未经深思熟虑、 不计
后果且无先期计划的购买行为。
因此， “冲动性消费” 更多体现
的是一种 “冲动 －控制障碍 ”。
然而 ， 强迫障碍是一种焦虑障
碍， 伴有会导致压力和焦虑的迷
思 (想法 ， 执念 ) 和强迫 (行
为)， 会消耗患者大量时间， 影
响患者正常生活。

“强迫性购买” 具有双重属
性： 一是具有强迫障碍的特征：
思 绪 被 购 买 的 执 念 占 据 且 重
复 性 的购买用以消除焦虑感 ；
二是像 “冲动 － 控制障碍 ” 一
样 ， 消费者缺乏对购买行为渴
望的控制 。 “强迫性购买 ” 和
“冲动性消费” 应该是两个概念，
不应当把 “冲动性消费” 和 “强
迫性购买” 混淆。

8大心理因素影响“买买买”

心理学研究发现， 影响消费

者 购 买 行 为 的 因 素 有 很 多 。
其中被普遍认可的影响因素有8
种： 1、 网购情境吸引力的影响。
2、 促销的影响。 3、 自我控制下
降的中介作用。 4、 物质主义的
影响。 5、 低自尊的影响。 6、 人
际关系冷漠的影响。 7、 心理压
力的影响。 8、 负面情绪的中介
作用。

刘飞认为， 引起消费者 “冲
动性消费” 或 “强迫性购买” 的
因素主要在于消费者内部因素，
即消费者的一些心理特征和价值
观特征。 消费者内部因素通过使
消 费 者 产 生 负 面 情 绪 ， 如 愤
怒 、 压抑 、 焦虑 、 沮丧等 ，
从而进一步引起 “冲动性消费”
或 “强迫性购买 ” 倾向 。 消费
者要控制其 “冲动性消费 ” 或
“强迫性购买” 的主要途径在于
从自身出发 ， 消除引起 “冲动
性消费” 或 “强迫性购买” 的内
部因素。

刘飞也进行了具体的支招 ，
他介绍， 如果想降低 “冲动性消

费” 或 “强迫性购买” 的情况产
生， 具体的做法包括调整心态和
错误的价值观 ， 树立自尊心和
正确的消费观 ， 通过多种途径
降低心理压力 ， 并且增加人际
交往机会。 此外， “双十一” 临
近， 消费者更应该注意观察自己
的情绪状态， 及时调整情绪 ，
通过各种途径缓解和消除负面
情绪， 从而降低 “冲动性消费”
或 “强迫性购买” 的产生。

“双十一 ” 即将来临 ， 各大
电商平台与网络商家纷纷加大促
销力度 ， 广大消费者又迎来了
“购物狂欢”。 为让消费者在 “双
十一” 期间能够畅享更好的消费
体验， 中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

选择正规电商
注重网店信誉

网上购物要选择经营资质齐
全、规模大、信誉高的第三方购物
平台和网上店铺。 不要轻易登陆
陌生网站，避免点击不明链接。微
商所售商品一般没有质量保证，
产生交易纠纷后也难以解决，消
费者请慎重选择个人微店交易。

提前关注商品价格
防止掉入“假优惠”陷阱

“双十一 ” 期间 ， 各类电商
采取秒杀、 让利、 赠红包等促销
手段 ， 很容易让消费者冲动消
费。 建议消费者购买商品前， 要
事先了解商品市场价， 再对促销
活动进行评估是否有实际优惠，
警惕明降实涨的价格陷阱， 避免
受不实促销诱惑而盲目冲动购买
一些长时间不会使用的商品。

注重商品质量
勿信低价误导

“双十一 ” 网络购物时 ， 不

要被个别网店过于低廉的商品价
格所吸引， 不要轻信商家的 “特
价” “清仓价” “全网最低价”，
或者只看宣传图片。 一定要货比
三家， 仔细查看商品的技术参数
和相关说明， 避免个别不良商家
趁机抛售库存和滞销产品， 甚至
是劣质商品。

慎重预付定金
防范消费陷阱

商家规定消费者预付定金
后， 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支付余款
才能享受价格优惠等， 而实际却
存在规定时间内消费者无法付
款、 七日无理由退货不兑现、 预
售定金不予退还等问题。 建议消
费者在缴纳 “预售定金” 前一定
要详细了解营销活动细则， 不要
未看清规则， 随意下单。

首选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
注意保障财产安全

尽量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
不要轻信、 接受任何直接汇款至
个人账户的理由和要求。 不要随
意透露身份信息、 银行账号、 密
码、 验证码等， 短信中奖、 馈赠
等链接也不要随便点开， 避免贪
小失大。 扫描二维码付款时， 应
仔细辨别， 避免扫描非正规途径
的二维码。

中消协提醒：
面对“双十一”促销要理性

专家解读“双十一”女性的购物狂心理
□本报记者 闵丹

曾经被戏称为“光棍节”的11月11日，在各大电商的努力下，如今彻底成为了购物节。 近
日， 一则名为 《注意！ 买买买或是精神病！》 的消息在微博和网络上到处传播， 内容大意是：
“国际医学期刊的一篇分析称， 有一种 ‘买买买’ 被称为强迫性购物，
是精神疾病， 患病率已经达到5%， 大学生、 女性是高危人群。” 疯狂
网购的背后有哪些心理因素， 又有哪些方式可以缓解， 本报记者就此
采访了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刘飞。 ？？？？？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刘飞

11月3日下午， 为进一步落
实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
分局关于进一步推动 “两项维权
制度” 落实深入开展放心消费创

建活动的意见 》 （京工商丰发
[ 2017] 39号 ） 的 要 求 ， 加 强
“双十一” 期间对辖区电商促销
行为的规范力度 ， 提高辖区网
络 电 商经营者和解消费争议的
主动性， 丰台工商分局消保科联
合丰台区消协、 分局广告科、 商
标科、 网监科等科室， 在丰台区
消 费 教 育 基 地 召 开 以 “ 规 范
电 商 网络交易行为 ， 共创丰台
放心消费环境 ” 为主题的告诫
会。 各工商所辖区内投诉、 举报
集中的重点网络电商经营企业40
余户参会。

会上， 相关业务科室分别从
各自的专业领域对电商网络经营

者如何规范交易行为， 合法使用
广告及宣传用语、 保护商标专用
权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指导， 并
对即将到来的 “双十一” 大型网
络促销活动期间容易产生的虚假
宣传问题、 七日退换货纠纷等历
史频发问题进行重点告诫 。 同
时， 分局在会议现场对辖区内排
名前五名的投诉重点户进行了当
场行政告诫。

参会电商网络经营者在会后
统一签订了 《电商承诺书》， 承
诺在 “双十一” 期间及之后的经
营活动中， 规范经营行为， 保障
消费者安心购物。

（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