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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很关注人际交往对网络依赖的影响，但是很少研究将社交效能感作

为预测变量，也很少同时研究网络依赖的三种类型。因此，文章以《网络成瘾类型调查问卷》和《社

交效能感调查问卷》为研究工具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高校学生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网络依赖，

男生对网络的依赖程度比女生更高。部分个体的社交效能感水平较低，男生的社交效能感低于女

生。相关和回归分析表明，自我控制能力越强、自我价值感越高、对人际交往越有信心的个体，越不

容易对网络产生依赖，即社交效能感能负向预测网络依赖。同时，社交效能感对不同类型的网络依

赖具有不同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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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使用和人际交往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但以往研究主要从人格特征、社交焦虑、一般自

我效能感等角度出发，极少数文献将社交效能感作

为预测变量。在已有的研究中，更多探讨的是社交

效能感与网络依赖的相关关系，社交效能感对网络

依赖的影响机制并不明确。此外，网络依赖有多种

类型，但大多数研究只关注网络游戏依赖，忽略了人

们对网络关系和网络信息的依赖。因此，本文主要

探究的是社交效能感对网络依赖的影响，同时验证

社交效能感对不同的网络依赖类型是否存在不同的

２９

上海管理科学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第４０卷第６期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８



影响。

１　文献综述

１．１　网络依赖

１．１．１　网络依赖的概念

网络依赖又称网络成瘾（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Ｄｉｓ

ｅａｓｅ，简称ＩＡＤ），两者虽然表述不同，但在很多研究

（公艳艳，２０１４；韦耀阳等，２０１８）中表示同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在１９９４年由纽约市的精神医师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首先提出的，指在没有明显成瘾物质情况下的上网行

为冲动失控，表现为由于过度上网导致的社会和心理

的适应行为损害（ＲｅｅｆＫａｒｉｍ，２０１２）。

１．１．２　网络依赖的结构维度

本文采用三维度模型，见表１。网络游戏依赖，

指迷恋于各种网络和非网络的电脑游戏，并包括因

为沉迷于游戏而导致的一些相关负面情绪及体验等

（陈丽，２０１７）。网络关系依赖，指沉溺于通过网上聊

天或贴吧、论坛等结识朋友，主要包括沉迷于网络上

的人际关系互动及相关问题（谢玲平，２０１８）。网络

信息依赖，指强迫性地浏览各种信息，收集无关紧要

或并非迫切需要的信息，并下载或上传这些信息（姚

建国，２００６）。

表１　网络依赖的结构维度

维度 作者（时间） 观点

五维度
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０）

刘磊，李文静（２０１３）
网络色情依赖、网络关系依赖、网络强迫行为、网络信息超载、计算机程序依赖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００１）

陈侠等（２００３）
网络性依赖、网络关系依赖、网络强迫行为、信息收集依赖、电脑依赖

三维度
周治金，杨文娇（２００６）

公艳艳（２０１４）
网络关系依赖、网络游戏依赖、网络信息依赖

１．２　社交效能感

１．２．１　社交效能感的概念

社交效能感来源于班杜拉（１９９７）的自我效能感

理论，谢晶（２００９）将自我效能感应用于社交领域，定

义社交效能感为个体在与他人进行交往活动之前对

自己能够在什么水平上完成该交往活动的判断。社

交效能感高的学生对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充满信

心，常常选择适合自己能力水平并富有挑战性的任

务。他们在人际交往中遇到问题时能够正确对待，

并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采取各种方法去战胜困难，

坚持性高。而社交效能感低的学生则对自己的人际

交往能力信心不足，为确保成功，常常选择一些过于

简单或十分困难的任务。他们在遇到困难时，常常

认为自己能力不行，不加努力就轻言放弃，坚持

性低。

１．２．２　社交效能感的结构维度

本文采用六维度结构，见表２。亲和效能，指个

体所备的同他人接近或参与团体活动时自我有效

能力感；自我印象效能，指个体具有的对自我在他

人头脑中的印象的自我评判效能；利他效能，指个

体所具备的不期望任何形式回报的、自觉自愿的、

有益于他人的有效自我能力感；沟通效能，指个体

具有的与他人进行信息交流的自我能力有效感；

自我价值感，指个体对作为客体的自我的认知和

评价对社会主体以及作为主体的自我所产生正向

效应而产生的一种自我肯定的情感体验；情绪控

制效能，指个体具有的对自身情绪掌握的自我能

力有效感（徐敏，２０１１）。

表２　社交效能感的结构维度

维度 作者（时间） 观点

双维度＋七因子 刘迅（２００４）
交往能力和交往策略两个维度及理解能力、自我能力、灵活沟通、坚持性、表达能力和主动性七个

因子

四维度 李雪梅（２００６） 信任感、主动信念、自信信念和情绪调控效能感

六维度
谢晶（２００４）

徐敏（２０１１）
沟通效能感、亲和效能感、自我印象效能感、自我价值感、利他效能感和情绪控制效能感

七维度 李双双（２０１１） 亲和效能、自我印象效能、利他效能、沟通效能、自我价值感、情绪控制效能及总体效能感

２　理论与研究假设

２．１　理论

本文以认知—行为模型（ＤａｖｉｓＲＡ．，２００１）为

理论基础，试图解释网络依赖的发展和维持。在这

个模型中，网络依赖源于个体对网上活动的错误认

知和上网行为的反复强化。如果人们对上网的体验

和评价是正面、积极的，那么这种愉悦的心情会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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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其上网的行为，反之亦然。同时，该模型还认为

网络依赖者适应不良的认知方式，包括自我怀疑、自

我反思、低自我效能感以及消极的自我暗示会导致

其在现实世界自信心低落，而网络世界却能带给其

被尊重的体验。在这两种体验的作用下，人们对网

络的依赖会越来越严重。网络依赖的行为又会持续

产生消极的行为结果，降低自我价值感，增强社会退

缩感，也就是导致适应性不良认知的加重。这种不

良认知又会反过来影响行为，如此反复（王进，

２０１０）。

２．２　研究假设

在社交效能感与网络依赖关系的研究中，非适

应性认知被认为是网瘾发生的充分条件和近端，其

中低社交效能感属于对自我的非适应性认知（郝恩

河等，２０１４）。低社交效能感的人对发起和维护人际

关系信心不足，从而导致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回

避和社交焦虑。而这种高社交焦虑的体验会使其选

择从网络上寻求支持和认同，这种心理需求一旦被

满足，他就会对网络活动产生依赖，久而久之形成网

络依赖。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犎１：个体的社交效能感与网络依赖负相关。

个体的认知还包括个体具有的对自我在他人

头脑中印象的判断。当个体认为自己在他人眼中

的印象明确、积极的时候，个体会产生相应的行

为，以此强化正面行为的发生。反之，个体对这种

印象的认知模糊不清的时候，这种情绪会使个体

产生无措感，抑制个体的行为。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

犎２：个体的自我印象效能与网络依赖负相关。

犎３：个体的自我印象效能与网络游戏依赖负

相关。

犎４：个体的自我印象效能与网络关系依赖负

相关。

犎５：个体的自我印象效能与网络信息依赖负

相关。

蒋小飞（２０１２）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大学生人际关

系对网络依赖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其中交谈行为、

待人接物两个维度对作为结果变量的网络依赖倾向

存在高度预测作用。存在人际交往困扰的大学生面

对陌生人时会退缩，说话紧张，无法完整表达自己的

意思，很少与同学交谈，从而低估自己的沟通能力。

而网络提供了一个能安全与外界进行平等的、深层

次情感交流的平台和可以避免面对面地、自由地学

习社交技能的场所，满足了在人际关系上存在困扰

的大学生的需要（刘本荣，２００６）。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

犎６：个体的沟通效能与网络依赖负相关。

犎７：个体的沟通效能与网络游戏依赖负相关。

犎８：个体的沟通效能与网络关系依赖负相关。

犎９：个体的沟通效能与网络信息依赖负相关。

３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纸质问卷的形式进行问卷调查，共发

放问卷２５０份，其中有效问卷２１３份，有效率为

８５．２％，达到了预期的回收效果。调查问卷分为３

个部分：个人信息、大学生网络依赖类型调查表和大

学生社交效能感调查表。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学校、

年级、专业、是否为独生子女、生源地、家庭经济状

况、是否为学生干部、是否获得过奖学金共９项内

容。网络依赖类型调查表采用的是杨文娇（２００４）编

制的《大学生网瘾类型调查问卷》，经修改后应用。

社交效能感调查表采用的是谢晶（２００４）编制的《大

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问卷》。

４　数据分析

４．１　样本描述

本文以Ｙｏｕｎｇ（１９９７）的诊断标准为参照，在各

分维度上，如果网络游戏依赖维度上的得分超过２５

分（均值大于３．１２５）即可以判定该被试有网络游戏

依赖倾向，在网络关系依赖维度与网络信息依赖维

度上的得分超过１９分（均值大于３．１６７）即可以认

为该被试有网络关系依赖倾向或网络信息依赖倾

向。个体在网络依赖总体水平、网络游戏依赖维度、

网络关系依赖维度、网络信息依赖维度水平分布见

图１、图２、图３、图４。

样本的社交效能感的均值和标准差水平见

表３。

图１　网络依赖总体水平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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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网络游戏依赖水平分布

图３　网络关系依赖水平分布

图４　网络信息依赖水平分布

表３　变量均值和标准差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社交效能感 ３．３７ ０．２７４

　亲和效能 ３．２５ ０．６６２

　自我印象效能 ３．５４ ０．４９４

　利他效能 ３．４４ ０．３５６

　沟通效能 ３．６０ ０．４８２

　自我价值效能 ３．３５ ０．４２７

　情绪控制效能 ３．０７ ０．４３６

　　根据表３可见，样本的社交效能感的均值为３．３７

（大于理论值犕＝３），说明样本的总体社交效能感水

平良好。其中，亲和效能维度和情绪控制效能维度均

值都大于３，自我印象效能维度、利他效能维度、沟通

效能维度和自我价值效能维度均值都大于３．３。

根据网络依赖得分标准，将总体样本分为依赖

组和非依赖组。依赖组共１０２人，其中男生５７人，

女生４５人；非依赖组共１１１人，其中男生５３人，女

生５８人。依赖组网络依赖及其分维度上的得分均

值均显著高于非依赖组，依赖组在社交效能感的总

体得分显著低于非依赖组。本文以依赖组为研究对

象，进一步做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４．２　相关性分析

对依赖组的网络依赖类型和社交效能感及其分

维度做相关分析，结果见表４。

结果显示，依赖组的社交效能感与网络依赖、网

络游戏依赖维度和网络信息依赖维度显著负向相

关，狆＜０．０１。其中，与网络信息依赖的负相关水平

最高。在分维度上，网络依赖和网络游戏依赖维度

主要与自我印象效能、利他效能和沟通效能显著负

相关，网络信息依赖维度则主要与亲和效能、自我印

象效能、沟通效能和情绪控制效能显著负相关，而网

络关系依赖维度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４．３　回归分析

对依赖组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建立四个回

归模型，见表５。

如表５所示，网络依赖的回归方程经检验犉为

５．２０９，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网络游戏依赖的回归方

程经检验犉为３．６３６，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网络关

系依赖的回归方程经检验犉为２．５３９，在０．０５水平

上显著；网络信息依赖的回归方程经检验 犉 为

４．４９０，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１：网络依赖＝５．８２０－０．２３５×自我印象

效能－０．４４９×沟通效能

模型２：网络游戏依赖＝６．１４６－０．４５６×自我

印象效能－０．６６６×沟通效能

模型３：网络关系依赖＝５．４６８－０．３３２×亲和

效能－０．３９８×沟通效能

模型４：网络信息依赖＝５．７３９－０．１７６×自我

印象效能－０．２１２×沟通效能

为了更好地研究社交效能感对网络依赖的负向

预测作用，对非依赖组也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非依赖组的社交效能感对网络依赖、网络游戏依赖

维度、网络关系依赖维度和网络信息依赖维度均不

存在预测作用。依赖组与非依赖组回归分析结果的

对比显示，对自我的认识模糊、沟通能力弱、对人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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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依赖组狆犲犪狉狊狅狀相关性分析

变量及维度 网络依赖 网络游戏依赖 网络关系依赖 网络信息依赖

社交效能感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３２８ ０．２７１ ０．０７５ ０．４４８

Ｓｉｇ．（双侧）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４６５ ０．０００

亲和效能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１０４ ０．１３０ ０．１３３ ０．２５９

Ｓｉｇ．（双侧） ０．３１２ ０．２０８ ０．１９５ ０．０１１

自我印象效能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３０８ ０．２７８ ０．０５８ ０．３６１

Ｓｉｇ．（双侧）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５７６ ０．０００

利他效能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２５０ ０．２２４ ０．１１８ ０．１７９

Ｓｉｇ．（双侧）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９ ０．２５２ ０．０８２

沟通效能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４０７ ０．３３１ ０．１９９ ０．３９４

Ｓｉｇ．（双侧）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０

自我价值效能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１２２ ０．０３９ ０．１５５ ０．１６４

Ｓｉｇ．（双侧） ０．２３８ ０．７０７ ０．１３２ ０．１１１

情绪控制效能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２ ０．２４７

Ｓｉｇ．（双侧） ０．９０２ ０．６３８ ０．９０９ ０．０１５

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０．０５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５　依赖组线性回归分析

模型 因变量 自变量 犅 犜 犛犻犵．

１ 网络依赖 （常量） ５．８２０ ７．８６０ ０．０００

亲和效能 ０．１３６ １．５４１ ０．１２７

自我印象效能 ０．２３５ ２．２３１ ０．０２８

利他效能 ０．２９０ １．７７０ ０．０８０

沟通效能 ０．４４９ ３．５６８ ０．００１

自我价值效能 ０．０５８ ０．４４５ ０．６５７

情绪控制效能 ０．２０６ １．４１１ ０．１６２

２ 网络游戏依赖维度 （常量） ６．１４６ ４．２５０ ０．０００

亲和效能 ０．１１２ ０．６４８ ０．５１９

自我印象效能 ０．４５６ ２．２２１ ０．０２９

利他效能 ０．４０８ １．２７５ ０．２０６

沟通效能 ０．６６６ ２．７０７ ０．００８

自我价值效能 ０．０４８ ０．１８９ ０．８５０

情绪控制效能 ０．５３２ １．８６４ ０．０６６

３ 网络关系依赖维度 （常量） ５．４６８ ５．６１７ ０．０００

亲和效能 ０．３３２ ２．８６４ ０．００５

自我印象效能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９ ０．９８５

利他效能 ０．３９３ １．８２５ ０．０７１

沟通效能 ０．３９８ ２．４０３ ０．０１８

自我价值效能 ０．２０２ １．１７４ ０．２４４

情绪控制效能 ０．０６６ ０．３４３ ０．７３２

４ 网络信息依赖维度 （常量） ５．７３９ １０．５３３ ０．０００

亲和效能 ０．０２８ ０．４３０ ０．６６８

自我印象效能 ０．１７６ ２．２７９ ０．０２５

利他效能 ０．０３０ ０．２４７ ０．８０６

沟通效能 ０．２１２ ２．２９０ ０．０２４

自我价值效能 ０．０５７ ０．５９０ ０．５５７

情绪控制效能 ０．０８８ ０．８１７ ０．４１６

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０．０５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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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没有信心的个体比自我认识清晰，沟通能力强，

人际交往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对网络产生依赖，即

社交效能感负向预测网络依赖。

５　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见表６。

表６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内容 结论

Ｈ１ 个体的社交效能感与网络依赖负相关 成立

Ｈ２ 个体的自我印象效能与网络依赖负相关 成立

Ｈ３ 个体的自我印象效能与网络游戏依赖负相关 成立

Ｈ４ 个体的自我印象效能与网络关系依赖负相关 不成立

Ｈ５ 个体的自我印象效能与网络信息依赖负相关 成立

Ｈ６ 个体的沟通效能与网络依赖负相关 成立

Ｈ７ 个体的沟通效能与网络游戏依赖负相关 成立

Ｈ８ 个体的沟通效能与网络关系依赖负相关 成立

Ｈ９ 个体的沟通效能与网络信息依赖负相关 成立

５．１　社交效能感负向预测网络依赖

在人际交往中能平等地与人交流，沟通效率较

高，在自我评价中，对自我形象认识较为清晰，对自

我价值认定较为准确，对自我情绪控制较强的大学

生，不容易出现网络依赖，即社交效能感负向预测网

络依赖。这可能是因为社交效能感水平越高，尤其

是自我价值效能感越高的大学生，对自己在日常生

活中的人际交往更有信心，对自我的定位和目标更

为清晰，对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有一定的计划，在生活

中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因此，他们不需要

过多依赖网络来维持人际交往或者通过网络游戏来

发泄情绪、打发时间，也不需要借助网络来隐藏自己

的真实性格。

５．２　亲和效能和沟通效能负向预测网络依赖、网络

游戏依赖和网络关系依赖

能较好地融入团队，参与团体活动，与他人建立

良好的合作关系，能正确表达自己，正确理解对方的

大学生不容易出现网络依赖，即亲和效能和沟通效

能负向预测网络依赖。可能是因为，积极参加团队

活动的大学生比偏爱独自行动的大学生更具有责任

感和归属感，在团队中更讲求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５．３　自我印象效能和沟通效能负向预测网络信息

依赖

对自我认知更准确，对自己的交往能力更有信

心，沟通和表达能力更强的大学生对网络信息的依

赖程度更低，即自我印象效能和沟通效能负向预测

网络信息依赖。这可能是因为对于自我印象效能和

沟通效能较低的大学生来说，他们无法通过广阔的

人脉获得更完整、更准确的信息，因此他们只能依靠

网络上的信息，长此以往，他们的信息获取变得更单

一，也更依赖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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