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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购物行为
相关问题的理论分析

网络购物最早出现在互联网发达的美

国，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在国际互联网上

从事商品或服务零售业务的活动。在网络

经济时代，网络购物因其具有方便、快捷、

前卫、新颖等特点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近几年，网络购物的交易成交额快

速、大幅增长，对传统的实体商场（店）

和超市的营业构成了较大冲击。目前，网

络购物已经成为电子商务的主体，成为一

种新型的购物方式。

网络购物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一）互联网技术为网络购物的产生

提供了基本条件

互联网作为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

第四媒体，现在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而

是单位、家庭、个人的“日用品”，越来越

多的人有条件、有机会使用网络。在网络

空间里，人们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轻轻点击几下鼠标，就能完成若干次网络

购物活动。而许多在现实社会里的购物必

须要到现场，并且有营业时间的限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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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网络购物以其省时、省力、便利的优

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另外，网络购

物过程中所需要的网络技术已经普及，不

再是仅仅被专业人员所掌握，一般人也能

够掌握和应用这些技术。这样，普通网民

也可以利用简单、便捷、容易掌握和应用

的技术进行网络购物，没有太高的技能要

求，这为网络购物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互联网空间为网络购物的发展

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网络空间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虚

拟世界，个中可消费的资源十分丰富，对

人们确实会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从而产生

“眼球经济”。人们网络购物的内容主要有：

各种实物、收发邮件、浏览新闻、搜索引

擎、获取信息、论坛 /BBS 讨论组、在线影

视收看及下载、即时通讯、在线音乐收听

及下载、文件上传下载、网络游戏、网上

校友录、网络博客、网络招聘、网络广告、

网络聊天室、个人主页空间、电子杂志、网

络教育、网络营销（含网上推广、网上拍

卖）、网络电话（包括网上 IP 电话、PC to

Phone）、网络金融（包括银行、网上炒股）、

网络信贷、短信息/彩信服务、网上预订（酒

店、票务、挂号）、网络保险、电子政务（网

上投诉、网上审批、网上监督）、网络恋爱、

网络征婚、网络交友、社区俱乐部等。可

见，网络购物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有物质

的，又有精神的；既有虚拟的，又有实在

的；既有学习的，又有娱乐的。

（三）互联网的特点为网络购物的发

展提供了磁力

由于互联网虚拟性的特点，使得网络

商品可以省去传统商场无法省去的一些费

用，例如进场费、场地租金、卫生费、职

工工资、各种捐资、各级销售商的利润等，

从而使得网络商品的价格通常低于传统商

场的商品价格。哈格尔三世和阿姆斯特朗

对微观经济学中典型的供求曲线进行分析

后指出，网络消费中市场价格将更靠近供

应曲线，即经济活动中的剩余价值将更多

地转移到消费者手中。所以，网络购物相

对于传统购物而言将更加有利于消费者。

由此可以看出，低廉的价格是吸引人们网

络购物的重要原因。

（四）青少年的需要为网络购物的发

展提供了动力

网络购物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现代青

少年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成为文化消费的

主力军。心理学研究表明，青少年具有标

新立异、张扬个性，以此来显示自己与众

不同的心理需要，而不愿落入通俗化、大

众化。因此，他们在消费中更喜欢能够体

现个性的商品，往往把商品与个人性格、理

想、气质、身份、家庭、学历、职业、兴

趣、人气指数符号等联系在一起，喜欢“鹤

立鸡群、与众不同”的消费效果。网络构

造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全球化虚拟大市场，

在这里，有最新颖、最先进、最时尚的商

品，并且这些商品在本地传统市场中暂时

是无法买到或不容易买到的。这样，青少

年通过网络可以比较容易、便利地以最快

的速度获得这些商品信息并决定是否购买。

另外，网络购物的方式具有廉价、便利、有

趣等特点，是一种新兴的购物方式。这样，

与众不同的商品以及异于传统购买商品的

独特方式，满足了青少年张扬个性、标榜

自我的需要，从而促使他们对网络购物趋

之若鹜。

网络购物的功能分析

（一）网络购物刺激人们追逐时尚从

而引导社会潮流

时尚也称流行，是社会生活中某种行

为模式相互效仿并广为流传的现象。依其

表现的热烈程度，时尚可分为热、时髦和

时狂。网络商城以其商品不断的推陈出新

刺激消费者的购物欲望，对人们的社会价

值观念、消费理念、社会认同、社会潮流

的引导发挥着重要作用。

网络购物在这方面的社会功能主要有

以下五个：一是网络购物可以满足人们的心

理需求和物质需求，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

悦。二是作为对传统消费模式的革新，网络

购物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清新的空气，使社会

生活变得生动活泼。三是网络购物可以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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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能源和社会资源，有利于建设低碳性社

会。四是网络购物可能会导致人们社会生活

方式的变革。五是在信息社会，网络购物会

持续不断地刺激消费，活跃经济。

（二）网络购物推动了社会结构的信

息化转型

社会结构是指整体社会中各要素之间

比较稳定的关系或构成方式，它是社会关

系的稳定形式和构成方式。社会结构与消

费形态之间一般是一种相互对应的协调关

系。如果消费形态发生了变化，则必然要

求社会结构也随之变化。网络购物与社会

结构的信息化转型是同步发展的。在此过

程中，网络购物作为一种新质结构要素，

与社会结构之间会呈现出相互依存、相互

催动的互动关系。随着网络购物的迅速发

展，人们的消费形态也会发生变化，它必

然要求社会为其提供相应的组织、制度、

设施及其他构成要素，从而推动社会结构

的转型（熊    ，2007）。

（三）网络购物使消费行为的规范秩

序合法化。

人们在网络购物中扮演自己的社会角

色并定位自己的社会位置，最终在消费社

会中形成了一套规范秩序。合法化的规范

秩序保证了网络购物在信息社会生产和社

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它具有促进人们对

生活质量追求的社会功能；具有传播信息，

以此提升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敏感度和

超越水平的社会功能；具有保障社会再生

产的进一步实现、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

展的功能（陈来仪、郑祥福，2007）。

网络购物的完善分析

尽管网络购物的发展生机勃勃，但它

在前进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

题，如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利用虚假的身

份信息在提供交易或拍卖服务的网站进行

注册，然后在网上推出极其低廉的商品以

吸引购买者，并要求购买者预先付款，在

收取众多的汇款之后，诈骗者并不向购买

者提供商品或者提供与承诺商品极度不符

的商品或者干脆消失。再如网络虚假广告，

所谓网络虚假广告，就是通过网络发布的

虚假广告。其虚假性主要表现为消息虚假、

品质虚假、功能虚假、价格虚假、证明材

料虚假和售后服务虚假等。这些虚假信息

对消费者产生十分恶劣的负面影响，它既

误导消费者的文化与价值观，同时也容易

造成消费者把网络社会理解为“哄客社

会”、网络购物理解为“骗人消费”，不信

任并排斥电子商务模式，从而影响了网络

购物的快速、健康发展。又如，人们网络

购物的品味亟待提高。学术界一般将信息

消费分为生活和娱乐、学习、科学研究和

发展、决策四种类型（贺修铭，1996），网

络购物亦可大体按此分类，其中各消费类

型的层次是不同的。来自学界的研究和现

实的经验显示，绝大部分网络消费属于娱

乐消费，而学习消费不多，从而使得网络

购物的层次较低。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要

采取措施，对网络购物作进一步的完善。

（一）缩短网络商品的配送时间

追求便捷是消费者进行网络购物的主

要动机。但若网络购物不能进行及时的商

品交易，消费者在订货后需要等待很长时

间，这就降低了消费者网络购物的及时性

和积极性。因此经营者要尽可能减少从订

货到商品送达消费者手中的时间，以提高

消费者的满意度。而这一切必须依靠现代

化的物流配送体系才能完成。网络市场经

营者可利用专业的物流公司来尽量缩短网

络商品的配送时间。

（二）树立良好的商业信誉

客观地说，网络购物是一种风险较高

的消费方式，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退货、换

货机制，售后服务水平低下，那么消费者

的权益就难以得到保障，进而降低或消弭

了消费者网络购物的意愿。因此要营造规

范的网络营销法律环境，提升网络购物的

售后服务水平，树立良好的商业信誉，以

此取得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信任和追逐。

只有这样，才能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推进网络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三）提高网络购物者的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一般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

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

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服务的能力。提高

人们媒介素养的目的是增强公众让大众传

媒为自己服务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包括

三个方面：一是切实提高人们的信息意识。

信息意识是人们对信息价值的一种认识，

也是人们掌握信息、应用信息的自觉的内

在要求。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对人类

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必然会对人们的思

想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观

念。信息意识作为人们对信息价值在认识

上的升华，必定会促使和推动人们去自觉

地掌握信息和应用信息。从实际情况看，在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个人信息意

识的淡薄、信息意识的落后还在制约甚至

阻碍着网络购物的发展（吕惠云，2006）。

二是增强人们的信息理解与鉴别能力。即

帮助受众学习解读、鉴别媒介中不同性质

的信息，如怎样理解新闻报道、传媒娱乐、

广告，如何对互联网信息进行系统验证等。

三是提高人们的媒介运用技能。运用媒介

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根本目的。它是对传统

“听、说、读、写”能力的延伸和提高。这

种能力主要是指导人们学习使用不同媒介

的基本技能技巧，并使其能有效地进行网

络购物活动（张玲，2006）。

（四）建设学习型网络并培养消费者

健康的网络理念

人类产生互联网的初衷是为学习和科

研而服务的，因此网络的学习功能应是其

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然而，在许多人

那里，网络的学习功能被弱化而娱乐功能

却在膨胀。郝向宏认为，学习型网络是培

养青少年成才的摇篮，网络可以为他们秉

承开放先进的思想理念提供虚拟和互动的

平台，在自我超越、团队学习等基础上构

建学习型组织蓝图。“网络和青少年的聚合

将为青少年提供创意型发展的动向。网络

对青少年影响利大于弊，它是引领这一代

青少年区别于以往任何一代青少年的根本

特征，应当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手段，把青

少年的聪明才智通过网络激发和表现出来，

把网瘾少年变成网络人才，实现从‘游戏

型网络’到‘学习型网络’的根本转变。”

他认为，目前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推动有关

网络文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为创建绿色

网络环境提供必要的舆论环境和组织基础

（文艺橙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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