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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从假设恋爱的投入有成为沉没成本的风险去探讨自我相貌积极错觉对大学生恋爱成本面临沉没风险的

影响。以自我相貌积极错觉为自变量，以被试挽回金钱和行为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被试

间实验。结果显示，在部分金钱成本（300元）下，中分组挽回金钱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显著高于低分组和

高分组（F（2，86）=4.194，p<0.05，η2=0.089）。表明在低金钱成本下（300元），对自我相貌有中度

美化的个体，在面临恋爱危机时更愿意加大成本投入，维系恋爱关系；而对自我相貌有低度和高度美化的个

体，更愿意及时止损成本、放弃恋爱关系。这有利于帮助个体充分了解自身恋爱风险决策特点，并作出适当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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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恋爱具有时代属性。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择偶模式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即当代青年的恋爱观

不断由传统向开放的方向发展［1］。并且有研究［2］显示，大学生的恋爱基础不牢固，把恋爱当作一种消

遣文化。由“从前的慢节奏慢恋爱，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到现在恋爱“快餐化”的转变，大学生的恋爱

开始更加“闪电化”，这样一种不健康的观念，极易造成大学生片面解读爱情，造成所谓 “闪恋闪分”

的大学生恋爱现象，即产生了恋爱沉没成本。恋爱沉没成本（Love Sunk Cost）定义为：在恋爱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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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关系破裂，比如分手，先前对这段感情投入的金钱、时间和努力都成为无法收回的成本。

卡尼曼（Kahneman）等人［3］的前景理论强调，当涉及收益时，人们都是风险爱好者；当涉及损失时，

每个人都是风险厌恶者。前景理论对从前的恋爱成本的投入解释为一种损失，在损失面前是风险偏好的，

如果恋爱关系即将走到尽头，就会考虑到前期付出的金钱和时间，在风险决策时受到之前的付出影响而

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挽回沉没成本的努力。因此，忽略沉没成本在心理学上不是件容易的事［4］。后来，

阿克斯（Arkes）等人［5］首次从心理学角度对其解释，人们在进行决策时会受到先前投入的时间、金钱、

努力等沉没成本的影响，并表现为继续投资的倾向性，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决策偏差。

研究［6］显示恋爱关系建立前，人们偏好选择高相貌的异性作为伴侣，并且喜欢一个人容易出现“光

环效应”［7］，在面对高相貌异性时，男性和女性都倾向于做出更多的冒险决策［8］，即已有研究证实“情

人眼里出西施效应”。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会用“玫瑰色的眼镜”看恋人，也会用“玫瑰色的眼

镜”看自己，许多健康个体对自我存在过分积极的认知，常常以不切实际的积极目光看待自己，例如觉

得自己比别人的相貌更好看更有吸引力、更加聪明、更有魅力、人缘更好，甚至开车技术更好，总是自

我感觉良好［9，10］，因此，我们把对自己的相貌进行美化和投射的行为定义为自我相貌积极错觉（Positive 

Illusion of Self-appearance）。

综上所述，前人已证实相貌在重大社会决策上起着重要作用，并且相貌能促进个体的投资行为。

由于个体对自己的相貌评价标准因人而异，自我相貌积极错觉是否会对恋爱关系中的投资行为决策产

生影响还需进一步证实，因此更值得我们研究关注。已有研究［11］显示，积极错觉既有利处也有弊处：

可以提高恋爱满意度，也会减少个体的主观努力，增加个体的攻击行为。那么自我相貌积极错觉对恋

爱沉没成本会起到什么作用？目前已知会影响恋爱沉没成本的因素，在自我相貌积极错觉方面的普适

性仍待验证。

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假设当恋爱的投入有成为沉没成本的风险时，自我相貌积极错觉的高低在挽回

金钱和行为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上有什么差异？更高的自我相貌积极错觉会不会产生更少的恋爱沉没成

本？避免我们付出太多的恋爱沉没成本，及时止损，为恋爱关系中的沉没成本研究提供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随机招募了 89 名在校大学生被试（男生 56 人，女生 33 人），平均年龄 21.45±2.29 岁，经

过自我相貌积极错觉操纵后，按照被试回答“你对自己的相貌相较于之前，高了几分？”（1 ～ 9 分），

此题的前后 27% 临界点［12］分为自我相貌积极错觉高分组 25 人、低分组 25 人、其余为中分组 39 人，

共三组。所有被试均为自愿参加研究。

2.2  研究材料

2.2.1  自我相貌积极错觉评定

社会比较理论［13］认为个体有自我评价和评价他人的倾向和动机，当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时，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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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与他人比较来评价自己和他人。社会比较类型分为上行比较与下行比较，其中下行比较是和不如自

己的人进行比较。以往研究［14］采用“人物描述任务”对社会比较进行操纵，并且下行比较是积极错觉

常见的启动策略［15］。因此，本研究改编“人物描述任务”用于恋爱关系，对自我的相貌进行下行比较，

以此来操纵被试的自我相貌积极错觉。具体任务如下：被试需要从自己认识的人（包括网络人物）里列

举比自己在相貌方面更一般的 3 个人，将这三个人姓名的首字母写下来，并且从中选出一人，尽可能详

细地描述此人的相貌如何比自己更一般，字数不低于 100 字。完成任务后，被试需要在 7 级量表上完成

自我相貌积极错觉的操纵检验测项：“你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的相貌，比你描述的这个人更好？”（1= 

一点也不，7 = 非常）

2.2.2  恋爱沉没成本风险决策设定

阿克斯（Arkes）和布鲁默（Blumer）［5］认为沉没成本包括金钱、时间和努力。前人研究分别关注

了时间和努力的沉没成本带来的影响，但时间和努力之间还是难以分离，因为投入更多的时间通常也意

味着更多的努力。因此，大部分有关于行为沉没成本的影响的研究并没有区分这两个因素［16］，将这两

者统称为行为沉没成本带来的影响［17］。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材料的基础上，设置了系列想象故事情景，即金钱沉没成本决策任务改编自斯特

劳（Strough）等［18］关于恋爱关系的场景，研究显示［19］，吃饭、逛街、看电影、节日聚会、旅行是大

学生情侣之间互动的主要花费去向，大学生对恋爱投入所占生活费的平均比例在 25% ～ 30% 之间。大

学生送给恋人最值钱的礼物价值（花费）：平均值为 461.04 元，每周谈恋爱平均花费时间（小时）：平

均值为 14.33 小时［20］。如今大学生的月平均生活费为 1000 ～ 3000 左右，那在恋爱上的投入大约为最

低 250 ～ 300 元，最高 750 ～ 900 元，平均花费也是 500 元左右，所以取 500 元上下，由此可以得到本

研究的场景设置中的金钱依据。有研究显示［21］更多的恋爱时长的大学生情侣对亲密关系满意度与承诺

度高于更短的恋爱时长，且恋爱时长大于 6 个月的情侣尤为显著，恋爱时长较长的情侣亲密关系满意度

和忠诚度较高，其中恋爱时长为 1 年以内的被调查者和大于 1 年的相比较，表现出更低的亲密关系满意

度和承诺度，由此可以得到本研究的场景设置中的行为依据。因而设计了场景想象任务中的金钱成本：

300 元、500 元、800 元；行为成本：半年、一年和两年，该任务通过心理学教师和心理学研究生们的评

定审核，最后成为本研究的研究材料。

（1）金钱沉没成本决策任务（节选）：为了庆祝你们的恋爱关系建立，你花了 300 元请客吃了一

顿海底捞火锅，但是，吃火锅的时候 TA 感到不是很自在，不像和朋友相处那样轻松，如果因此 TA 萌

发了分手的念头，你会？

（2）行为沉没成本决策任务（节选）：你们在一起半年了，期间你经常陪 TA 上下课、吃饭、逛校

园等，形影不离，最近，你陪伴 TA 的频率变低了，TA 心里有落差感，如果因此 TA 萌发了分手的念头，

你会？

以上场景回答均为：1 表示“立即断绝关系”；2 表示“等几周看关系是否改善”；3 表示“等一两

个月看关系是否好转”；4 表示“等 6 个月看看关系是否改善”；5 表示“一定维持关系”。（1 ～ 5 代

表挽回行为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且分数越高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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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设计及程序

（1）研究设计

采用单因素三水平的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自我相貌积极错觉（高分组、低分组、中分组），因变

量为挽回金钱和行为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以被试在恋爱金钱和行为沉没成本决策任务下的评分作为因

变量指标。

（2）研究程序

第一步：向被试介绍研究流程，被试阅读知情同意书；

第二步：收集性别、年龄、年级等人口学信息，以及恋爱状态（从未谈过恋爱、谈过但现在单身、

正在谈恋爱），被试本身的特征均采取平衡法或随机法控制；

第三步：所有被试均进行自我相貌积极错觉的操纵任务（人物描述任务），完成自我相貌积极错觉

的操纵检验测项；

第四步：按照被试回答“你对自己的相貌相较于之前，高了几分？”（1 ～ 9 分），此题的前后

27% 临界点分为高中低三组；

第五步：依次完成恋爱沉没成本风险决策中的金钱和行为沉没成本决策任务。

3  结果

3.1  操纵自我相貌积极错觉的有效性检验

对三组被试的检测题得分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再对三组被试的自我相貌积极错觉

的检测题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高自我相貌积极错觉组的被试在操纵后对自己的相貌评分

显著高于低自我相貌积极错觉组，F（2，86）= 9.937，p<0.001，η 2=0.188，表明在本研究中对自己的

相貌积极错觉的操纵是有效的。

表 1  自我相貌积极错觉检测题得分情况（N=89）

Table 1 Score of positive self appearance illusion test (N=89)

低自我相貌积极错觉（n=25）中自我相貌积极错觉（n=39）高自我相貌积极错觉（n=25）
你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
的相貌，比你描述的这个
人更好？

5.04±1.207 5.49±1.073 6.32±0.748

3.2  自我相貌积极错觉下挽回金钱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

对三组被试的金钱沉没成本决策任务得分进行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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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我相貌积极错觉对金钱沉没成本风险的决策 

Table 2 The positive illusion of self appearance and its impact on the risk of money sinking costs in 

decision-making

场景：金钱成本 / 元 低自我相貌积极错觉（n=25）中自我相貌积极错觉（n=39）高自我相貌积极错觉（n=25）
300 2.80±1.47 3.59±1.41 2.64±1.38
500 2.36±1.47 3.31±1.49 2.84±1.49
800 2.76±1.45 3.18±1.47 2.80±1.56

注：1 ～ 5 代表挽回金钱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其中“1”代表金钱沉没成本止损，即放弃努力；且分数越高、

努力越大。

注：* 表示 p<0.05，误差线为标准误差，下图同。

图 1  自我相貌积极错觉对金钱成本面临沉没风险的影响

Figure 1 The impact of positive self appearance illusion on the risk of sunk monetary costs

以自我相貌积极错觉为自变量，以每个金钱沉没成本决策任务得分为因变量指标，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如图 1 所示。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自我相貌积极错觉在 300 元金钱成本下挽回金钱沉没成本的努力

程度的差异显著，F（2，86）=4.194，p<0.05，η 2=0.089，成对比较（LSD 校正）显示低分组挽回金钱

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和中分组差异显著 p<0.05，中分组和高分组差异显著 p<0.05，而低分组和高分组差

异不显著 p=0.690；自我相貌积极错觉在 500 元金钱成本下挽回金钱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的差异边缘显著，

F（2，86）=3.145，p<0.05，η 2=0.068，成对比较（LSD 校正）显示低分组和中分组差异显著 p<0.05，

而中分组和高分组差异不显著 p=0.222，低分组和高分组差异不显著 p=0.256；自我相貌积极错觉在 800

元金钱成本下挽回金钱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的差异不显著，F（2，86）=0.795，p=0.455，η 2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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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自我相貌积极错觉下挽回行为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

对三组被试的行为沉没成本决策任务得分进行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自我相貌积极错觉对行为沉没成本风险的决策

Table 3 The positive illusion of self appearance in decision-making on behavioral sunk cost risk

场景：行为成本 / 元 低自我相貌积极错觉（n=25）中自我相貌积极错觉（n=39）高自我相貌积极错觉（n=25）
0.5 3.12±1.48 3.54±1.54 3.12±1.42
1 2.72±1.37 3.31±1.45 2.52±1.39
2 3.16±1.49 3.46±1.54 3.16±1.34

注：1 ～ 5 代表挽回行为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其中“1”代表行为沉没成本止损，即放弃努力；且分数越高、

努力越大。

图 2  自我相貌积极错觉对行为成本面临沉没风险的影响

Figure 2 The impact of positive self appearance illusion on the risk of sunk behavioral costs

以自我相貌积极错觉为自变量，以每个行为沉没成本决策任务得分为因变量指标，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如图 2 所示。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自我相貌积极错觉在 0.5 年行为成本下挽回行为沉没成本的

努力程度的差异不显著，F（2，86）=0.864，p=0.425，η 2=0.020；自我相貌积极错觉在 1 年行为成本

下挽回行为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的差异不显著，F（2，86）=2.722，p=0.071，η 2=0.060；自我相貌积

极错觉在 2 年行为成本下挽回行为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的差异不显著，F（2，86）=0.460，p=0.633，

η 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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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研究以三个金钱和三个行为成本的假设情景的研究材料来验证相貌积极错觉和大学生恋爱沉没成

本的关系，相较于前人研究的一个假设情景研究材料，更提高了研究的信度［12，22］。研究结果显示，自

我相貌积极错觉和金钱成本面临沉没风险存在部分因果关系，即在 300 元的金钱成本下，对自己的相貌

有低度美化的和高度美化的个体，挽回金钱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更小，而对自己的相貌有中度美化的个

体挽回沉没成本的努力意愿更强，且显著强于高分组或低分组。随着想象场景中的金钱成本从 300 元到

800 元逐渐增大，中分组挽回金钱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逐渐变小，而低分组和高分组挽回金钱沉没成本

的努力程度几乎不会随着金钱成本的变化而变化。在行为成本的结果中，行为成本从 0.5 年到 2 年逐渐

增大时，高中低分组挽回行为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几乎不会随着金钱成本的变化而变化。以下将对三组

自我相貌积极错觉的结果进行分类讨论。

（1）中自我相貌积极错觉组挽回沉没成本的努力意愿更强，在儒家文化里，中庸思想的适度原则

对我们的思想影响深远，概括为自我和外界事物联系中的平衡，自由而不逾矩［23］，即不太暴露锋芒，

也不甘于人后，保持中间的态度，寻求事物的平衡。表现为觉得自己的相貌不算太差也不算太好看，对

恋爱的要求也不是很高，保持适度平衡的态度更容易再观察看看，可能觉得磨合后会变得更好，持一种

现实的态度，更在意金钱和行为成本，所以挽回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较高。

（2）低自我相貌积极错觉组对自我相貌的评价就不够自信，加之又被分手，可能会开始重新评估

自身的价值，他们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否足够好，是否有吸引力，因此，以此心态在面临分手时就会产生

更少的努力，挽回一点自尊对他们而言可能比挽回金钱沉没成本更重要，即低分组对钱的努力不报太多

的希望，认为就算再继续恋爱关系也可能会因为长得一般而分手，甚至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觉得我不好

看对方也不怎么样。美国心理学家科温顿提出的自我价值理论［24］可以解释这一结果，该理论认为：人

天生具有维护自尊和自我价值感的需要，当一个人的自尊和自我价值受到威胁时，他就需要各种措施来

维护以保持自我的价值感和能力感，恋爱同样有这种需要，如果成功的恋爱难以追求，则以逃避来维持

自我价值。

（3）高自我相貌积极错觉组表现为在面临恋爱危机时对于挽回恋爱关系的努力程度较小，相貌评

价与自尊存在高度相关，即他们对自我相貌有更多的自信，自信于他们而言很容易再开启下一段恋爱关

系，觉得自己会遇到一个更好的，因此挽回金钱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更小，更不在意金钱成本的损失，

觉得对方失去我才是最大的损失。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怕别人否定自己，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摆脱否定。

800 元的金钱成本和所有行为成本的场景中个体的自我相貌积极错觉对金钱和行为成本面临沉没风

险无显著影响，但趋势基本一致，从行为成本下的中分组和高分组数据趋势可以看出一个现象，对自己

有高的相貌积极错觉相较而言挽回行为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更小，表现为自我相貌积极错觉高分组的行

为沉没成本决策任务得分几乎低于低分组，并且均低于中分组。可能的原因是：（1）他们对于这些金

钱和行为成本不是很关注，也许金钱和行为沉没成本风险更高（比 800 元和 2 年多）的时候，才能产生

自我相貌积极错觉对挽回金钱和行为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的显著差异；（2）本研究参照以往的研究材

料改编并且延续了挽回沉没成本努力程度的 5 点评分，5 点评分是更为大致的评估以至于得到的数据结

果存在趋势但差异不大，因此，未来研究可以细化改进场景任务的评分等级为 10 点评分来量化努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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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得到具有更大差异的结果。

恋爱沉没成本是大多数人在恋爱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研究［25］发现亚洲人比北美人表现出更高的积

极错觉，因此依据我们亚洲群体的特性，了解并认识自我相貌积极错觉对恋爱沉没成本的影响对我们的

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林崇德［26］认为，成年早期阶段（18 ～ 25 岁）是个体获得亲密感，避免孤独感，

建立友谊和爱情等亲密情感的重要阶段，并且大学生的恋爱从“准大一”开始，恋爱倾向于普遍化、低

年级化［27］，研究大学生的恋爱沉没成本，有利于帮助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恋爱风险决策特点，从而做

出更好的决策。研究探讨了自我相貌积极错觉对大学生恋爱沉没成本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沉没成本在恋

爱领域的相关研究，也为大学生尽可能规避恋爱沉没成本提供了参考。

5  结论

在低金钱成本下（300 元），自我相貌积极错觉对大学生恋爱成本面临沉没风险有显著影响。具体

表现为：假设当恋爱的投入有成为沉没成本的风险时，对自我相貌有中度美化的个体，在面临恋爱危机

时挽回沉没成本的努力程度更大，更愿意加大成本投入，维系恋爱关系；而对自我相貌有低度和高度美

化的个体，更愿意及时止损成本、放弃恋爱关系。这有利于帮助个体充分了解自身恋爱风险决策特点，

并作出适当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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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he Positive Illusion of Self-appearance on the 
Sinking Risk of College Students’ Love Cost

Zhao Liangling1 Ji Yanling1 Ge Yunhao2 Li Baoling1 Luo Wenwen1

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investment in love has the risk of sinking cost,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positive illusion of self-appearance on the sinking risk of college students’ love 
cost. Taking the positive illusion of self-appearance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the effort of the 
subjects to recover the sunk cost of money and behavior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 single-factor inter-
subject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partial money cost (300 yuan), the 
efforts of middle group to recover the sunk cost of money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low group 
and high group F (2, 86)=4.194, p<0.05, η2=0.089. It shows that under the low cost of money (300 yuan), 
individuals who have moderate beautification of their self-appearance are more willing to increase their 
cost and maintain their love relationship in the face of love crisis; Individuals who have low and high 
beautification of self-appearance are more willing to stop the loss in time and give up the relationship. 
This is helpful to help individuals fully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own love risk decision-
making and make appropriate decisions.
Key words: Positive illusion of self-appearance; Money sunk cost; Behavioural sunk co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