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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使用 YIAT20 网络成瘾量表和互联网使用模式对广东省 8 所高校

的 1011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分析互联网信息时代下大学生互联网使

用模式、成瘾率及危险因素。结果发现：（1）大学生的上网方式具有普遍性和

灵活性，在学龄早期即开始接触互联网，且在线时间长，手机成为最普遍的上

网工具。（2）检测的轻度、中度和重度成瘾率分别为 37.0%、9.8%、1.0%，轻

度成瘾率高于全球水平。（3）Logistic 回归分析检测影响大学生成瘾因素的相对

危险度估计值，其中性别为 1.59、持续登陆状态为 1.82、朋辈影响为 1.42、首

选交流方式为 1.76、在线交友为 2.24、网络游戏为 1.94 均为潜在危险影响因素（p 

<0.05），而网络课程学习为 0.45（p<0.001）可能成为网络成瘾的保护因素。大

学生表现出网络成瘾易感性，应引起社会重视和多方引导。



·639·
大学生互联网成瘾现状及危险因素分析

——广东地区横断研究

2019 年 11 月
第 1 卷第 9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109041

关键词：大学生；互联网成瘾；流行现状；危险因素

收稿日期：2019-09-26；录用日期：2019-10-09；发表日期：2019-11-01

Analysis on the status and risk factors of Internet 
Addi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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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nternet usage patterns, addiction rates and risk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ag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011 college students from 8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ith the instruction of YIAT20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and internet usage patter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Internet use patterns were universality and flexibility for 

college students who began to contact the Internet at the early stage of schooling and 

had a long online time. The mobile phones were the most common Internet access 

tools. (2) The rates of mild addiction, moderate addiction, and severe addiction were 

respectively 37.0%, 9.8% and 1.0% The rate of mild addiction is greater than the global 

level. (3)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odds ratio (OR) of the addictive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was the following:the risk factors including gender (OR: 1.59), duration of 

online status (OR: 1.82), peer influence (OR: 1.42), preferred communication method 

(OR: 1.76), online dating (OR: 2.24), online games (OR: 1.94), while online learning 

(OR: 0.45, p <0.001)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College students indicate the susceptibility 

to internet addiction, which should arouse social attention and multi-dire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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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技术发展和新一代产品的崛起，全球范围内的网络串联和广泛使用使，

使“网络成瘾”成为新的、全球性的流行性行为成瘾［1］。在发展中国家，由

于技术的普及和渗透，遥远偏僻的角落均不能幸免。

互联网成瘾一般是指一个人无法控制自己的上网行为（包括任何在线相关

的强迫行为），最终导致一个人明显的痛苦和日常生活功能损害。网瘾对青少

年的良好自我意识形成和认知功能具有负面影响，导致大学生学习成绩差、参

与高风险活动和形成不良的饮食习惯等。

大学生比其他群体更容易对网络形成依赖。其原因可能有大学生具有充足

的自由支配时间；上网工具如 IPAD、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及 WIFI 的普及使

上网更加便利；网络消费，如购物等；一些网络课程，没有明确的互联网使用

的目标；互联网娱乐性等缓解了考试压力；缺乏父母监管等。以上因素导致大

学生过度使用网络，引起家长和老师的关注。

根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V），网络成瘾虽然尚未被确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但同

时受到教育、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广泛关注。尽管在全球范围内有众多研究

描述了这个行为成瘾现象，但由于不同的研究的标准不同，被试招募的方式，



·641·
大学生互联网成瘾现状及危险因素分析

——广东地区横断研究

2019 年 11 月
第 1 卷第 9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109041

可能造成严重的抽样偏差，报道的成瘾率也不同。本文主要调查研究广东省大

学生网络使用模式、发病率，并分析引起网络成瘾的危险因素。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对象和样本选择

本研究在珠三角地区的 4 所高校共 511 人，粤北 1 所高校 196 人、粤东 1

所高校 180 人、粤西 1 所高校 152 人进行调查。使用多层整群随机抽样设计，

从每个学校随机抽取一个班级。例如在本科生、研究生中随机抽取专业（包括

计算机、外语、体育、历史、法律、物理、心理、学前教育等文理工专业共 22 个）。

调查时间为 2014 年 9—11 月。共调查 1039 名大学生，年龄范围为 18—28 岁。

其中男性 467 人，女性 544 人；本科生 875 人，硕士研究生 136 人；一年级学

生 236 人，二年级 365 人，三年级 301 人，四年级 109 人。收回 1036 份，回收

率为 99.7%，有效率为 97.6%，共有 1011 名学生最终被纳入统计分析。

2.2  网络成瘾的测量

所有问卷均为课堂发放，进行匿名完成问卷，15 分钟后现场回收所有问卷。

教师离开教室 20 分钟，以避免对学生产生偏见、影响作答。

问卷内容包括三个部分：社会人口学信息、互联网使用模式、Young 的网络

成瘾测验（IAT）。Young 的网络成瘾量表，包含 20 个项目的问卷，5 点评分，

其中 1 表示非常不符合，5 表示非常符合。总分为所有项目得分相加，分数越

高，成瘾程度越大。正常范围：0 ～ 30 分；轻度成瘾：31 ～ 40 分；中度成瘾：

50 ～ 79 分，重度成瘾：80 ～ 100 分。Young 的 IAT20 问卷特性已被证明有效，

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和频繁的使用，并通过成人和青少年人群的验证，α 系数为

0.887（p = 0.000），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以及效度［2］。

2.3  统计分析

使用 SPSS 17.0 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社会人口学变量和互联网使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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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频率表示，网络成瘾的发生率用百分比来描述，通过样本大小推算网络成瘾

的流行情况。对网络成瘾问卷中的各因素进行方差分析，p <0.05，差异显著。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测网络成瘾因素，p<0.05，差异显著。

3  结果

3.1  大学生网络使用模式

大学生的互联网使用模式见表 1，一半以上的大学生接触电脑的时间接近在

5 ～ 10 年，表明在学龄早期已经开始接触电脑和使用互联网。每天在线的时间

延长，有些学生可能是不使用网络也保持在线。上网工具从传统的台式电脑逐

渐被手机和平板取代，移动网络和无线 WIFI 成为大多数人上网的首选，极大部

分大学生选择使用网络进行信息交流。

表 1  被试的互联网使用模式

Table 1  Pattern of use internet

变量 人数 频率（%）

电脑使用年龄（年）
1 ～ 5 327 32.3

5 ～ 10 604 59.7
10 以上 250 24.7

互联网使用年龄（年）
1 ～ 5 243 24

5 ～ 10 733 72.5
10 以上 205 20.3

每天使用互联网时间（小时）
0 ～ 5 284 28.1

5 ～ 10 461 45.6
10 以上 266 26.4

每个月上网费用（元）

50 以下 290 28.7
50 ～ 100 448 44.3

100 ～ 200 191 18.9
200 以上 82 8.1

使用频率最高的上网工具

台式电脑 78 7.7
笔记本 311 30.8

平板 110 10.9
手机 512 50.6

互联网账户登陆状态（小时）

0 ～ 5 338 33.4
5 ～ 10 450 44.5

10 ～ 15 132 13.1
15 小时以上 9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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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人数 频率（%）

最常用的互联网连接方式

WIFI 232 22.9
宽带 325 32.1

流量数据卡 74 7.3
移动互联网 391 38.7

使用互联网最常用的地方

宿舍 207 20.5
办公或实验室 90 8.9

课堂 349 34.5
图书馆 228 22.6

电脑机房 69 6.8
其他公共场合 275 27.2

上网最常做的事情

网络交流，邮件 647 64
浏览新闻 20 2
网络游戏 212 21
资讯查询 61 6

视频电视电影 51 5
其他 20 2

3.2  大学生互联网成瘾率

本研究中未成瘾者调查率为 52.2%，严重的网络成瘾者约为 1%，重度成瘾

率为 9.8%，而轻度网络成瘾占绝大部分；依据样本大小预测实际发生率，见表 2。

表 2  互联网成瘾率

Table 2  Internet addiction rate

成瘾类型 IAT20 分数 人数 检测率（95%CI） 预测率 s（95%CI）
轻度 31 ～ 49 374 37.0（31.91 ～ 38.09） 39.6（34.42 ～ 41.78）
中度 50 ～ 79 99 9.8（6.53 ～ 11.47） 8.2（5.74 ～ 10.46）
重度 80 ～ 100 9 0.89（0.82 ～ 1.31） 0.57（0.48 ～ 0.69）

注：预测实际发生率的计算使用公式（检测率 + 特异度）-1/（灵敏度 + 特异度）；特

异度 =0.87；灵敏度 =0.98。

3.3  互联网成瘾的因素分析

在大学生的网络使用模式中，过度使用网络患者每天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和

每月花在互联网上的金钱均显著较高，见表 3。手机在最常用的上网工具，但方

差分析显示手机使用者的轻度成瘾者的比例较高，但差异不显著。因此，尽管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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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生中手机广泛普及，但并不真正成为互联网成瘾的高危原因，见表 3。

表 3使用模式的方差检验

Table 3  Variance test of usage patterns

变量 样本 正常
轻度
成瘾

中度
成瘾

重度
成瘾

卡方值 p OR CI

使用时间
（小时）

1 ～ 10 799 426 301 70 2
22.872 0 2.42 1.69 ～ 3.46

10 以上 266 124 89 43 7

互联网使
用费用
（元）

50 ～ 100 448 321 82 45 0
12.34 0.002 2.31 1.32 ～ 4.04

100 ～ 200 191 77 81 33 3

使用方式
手机 512 265 211 33 3

6.32 0.059 3.16 1.54 ～ 5.81
其他 499 257 163 76 6

注：OR（Odds ratio），OR>1：危险因素，OR<1：保护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中的高危因素包括性别、年级、持续登

陆状态、朋辈影响、首选交流方式、交友、进入在线关系、网络游戏均为潜在

影响因素（p <0.05），然而年龄、居住地、使用网络的年限、上网工具和网络

连接方式并未发现有显著影响，见表 3。通过逆向逐步条件的二元逻辑回归分析

发现最大的潜在影响预测网瘾的因子，包括男性、交新朋友、进入关系网络、

永久登陆状态均能提高成瘾率，而使用网络完成作业或者学习任务则能成为成

瘾的保护因素，见表 4。

表 4  影响因素的二元回归分析

Table 4  Binary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变量 N 分类 人数 正常 成瘾 方差  OR p 值 修正 OR p 值

性别 515
男性 467 199 268

29.384 2.51（1.79 ～ 3.16）<0.001 1.59（1.18 ～ 2.61）0.019
女性 544 330 214

年级 515
1-2 601 320 281

8.817 2.23（1.37 ～ 4.01） 0.018 N.A.
3-4 410 209 201

持续在
线 10 小
时以上

477
是 266 94 172

13.98 2.18（1.12 ～ 3.54） 0.001 1.82（1.01 ～ 2.82）0.033
否 745 435 310

朋辈影
响

510
有 794 397 397

11.185 1.42（1.08 ～ 2.54） 0.002 N.A.
无 217 131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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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N 分类 人数 正常 成瘾 方差  OR p 值 修正 OR p 值

聊天
515 有 674 317 357

12.95 1.5（1.31 ～ 2.6） 0.002 N.A.
无 337 212 125

色情 515
有 90 39 52

15.522 1.47（1.11 ～ 3.01） 0.001 N.A.
无 921 483 430

在线交
友

515
有 130 56 74

17.809 2.24（1.61 ～ 3.36）0.0001 1.56（1.48 ～ 2.38）0.034
没 385 238 147

网络游
戏

515
有 318 150 168

7.086 1.94（1.62 ～ 2.18） 0.024 N.A.
无 693 369 314

与朋友
互动的
首选方

式

405
虚拟 575 289 286

7.832 1.76(1.24 ～ 2.39) 0.016 N.A.
现实 436 229 206

互联网
学习课

程
515

是 432 269 163
10.139 0.62(0.57 ～ 0.79) 0.007 0.45(0.27 ～ 0.68)* <0.001

否 579 260 319

注：N.A. 在模型中不可用。OR>1：危险因素，*OR<1：保护因素。

4  讨论

4.1  大学生的网络成瘾率

互联网成瘾又称为病理性互联网、强迫性上网和问题性互联网使用，根据

成瘾的诊断表征，以上行为具有共同的特点如过度使用网络、退缩、具有耐受性、

人际关系不良、个人幸福感较低。在当前的研究中，其中轻度网络成瘾的流行

率为 39.0%，高于全球发生率［4］，中度成瘾流行率为 8.2%，重度成瘾率为 0.52%。

目前我国对网络成瘾率的报告数据大不相似，可能与测量工具和对象有关。

张志松等使用中文网络成瘾量表（CIAS-R）安徽省 8 所普通高校中的本科大学

生作为研究对象，测得大学生成瘾率为 14.08%（n=618）［3］。而刘璐等同样

用 CIAS-R 对北京地区大一学生测得的成瘾率为 3.35%（n=2511）［5］。梅松

丽等用 Young IAT 8 网络成瘾问卷测得大学生成瘾率为 4.6%（n=433）［6］，

罗蓉使用 YIAT8 网络成瘾问卷测得江西某高校大学生的网络成瘾率为 7.2%

（n=545）。朱宇航等使用 YIAT8 网络成瘾问卷测得山东省医学生的网络成瘾率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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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76%［7］。

手机的普及使大学生不受时空约束随时能使用互联网也可能显著影响测量

结果。付桂芳等自编手机依赖问卷测量广州地区大学生手机依赖（n=311）［8］，

结果为 100% 大学生使用手机，超过 25% 的大学生具有中度及严重的手机依赖

症状。

本研究测得具有轻度成瘾倾向的大学生为 39%，轻度成瘾虽然不影响网络

使用者正常社会学习功能，但同样妨碍了使用者的身体健康、人际关系和学习

生活，也有研究者将这种发生率很高（58.1%）且容易被人忽视的成瘾倾向称为“网

络软隐”［9］。

4.2  大学生的上网模式变化

随着网络和互联网工具的进一步普及，当前大学生互联网使用模式发生了

很多变化。手机成为最流行的互联网使用工具，且智能手机功能的完善和无线

网络的普及，大大解放了学生对电脑和有线网络的依赖，每个月支出不到 100 元，

且极其方便，几乎可以在白天任何时候登陆，也不受到任何监督。但并未发现

手机提高了中重度成瘾者，但手机使用者中轻度成瘾者比例相对较高，因此手

机在提供上网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使用者对手机的轻度依赖。

大多数学生使用网络的时间超过 5 年，每天使用网络超过 5 小时。与非成

瘾学生相比，网络成瘾的学生每天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和每个月互联网的花费也

显著较高。尽管时间不能作为诊断网络成瘾的直接指标，其他研究说明，在线

时间越长其成瘾的可能性就越大［8］［9］。

4.3  大学生互联网成瘾的因素分析

多个危险因素如性别、高年级、永久登陆状态、朋辈影响、与朋友的虚拟

互动偏好、网络聊天、色情、结交新朋友等。许多研究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容

易互联网成瘾［5］［6］［9］，但近年来女性的成瘾率也有所提高［5］［6］［10］。

男生的网络成瘾比例要显著高于女生，原因可能与男生对计算机操作及上网的

兴趣更大，此外还跟网络内容有关。如网络游戏，多数的大型互动类网络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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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暴力、攻击甚至色情为主要内容，更符合男生对刺激与冒险的身心需求。

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具有更高成瘾倾向，其原因可能与不同年级的学业任

务有关，低年级的课程作业较多，而高年级的课程较少，上网的时间自然较多。

因此，对于高年级的大学生，应给予时间管理和自我规划指导。

同伴的行为、态度均是吸烟、饮酒、个性等也是成瘾重要影响因素［11］。

本研究朋辈的网络使用行为也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网络成瘾，即对同伴成瘾行

为的观察、模仿会直接影响个体表现出相似的行为［7］。网络交友和虚拟交流

偏好也大学生互联网成瘾的危险因素。处于成年早期由于生活经验不足，且缺

少父母的监督，更容易受到影响进入网络进行交友，最终转变成真正的网络关系。

利用互联网进行网上课程学习是大学生避免网络成瘾的保护因素。随着慕

课和网络课程走进校园，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资源进行网络课程学习，有助于大

学生网络时更有目的性和管理自己的时间和上网。

网络过度使用使一个危害公众健康的问题，根据研究发现需要指出的是过

度使用互联网对青少年的身心和社会主观幸福感均有不利［12］。网络成瘾是

一个流行性的公共健康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电子信息的发展，电子产品的

精巧和功能完善冲击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学生的网络依

赖倾向。在大学校园中，如何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网络、制定措施预防成瘾行为，

并进一步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教学并有效管理大学生网络使用行为，将是一个值

得继续探讨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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