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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觉寻求、第三人效应和性别对大学生
网络色情活动影响*

陈丽君1,2，蒋销柳1，苏文亮1,2

【摘    要】目的  了解我国大学生网络色情活动的现状，并探讨性感觉寻求、第三人效应和性别对网络色情活动的
影响，了解网络色情活动的预测因素及在何种条件下起作用。方法  2016年 9 — 12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福建
省 6所高校 808名大学生进行网络色情活动问卷（OSA）、性感觉寻求量表（SSSS）和第三人效应调查。结果  79.58 %
（643/808）的大学生报告最起码体验过 1种网络色情活动，男生网络色情活动总平均频率明显高于女生（1.92 ±
1.04 vs 1.38 ± 0.65，F = 70.88，d = 0.63，P < 0.001）。性感觉寻求对网络色情活动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且会受到大众传
媒中第三人效应的调节，整体调节模型拟合指标为 χ2 = 257.75，df = 33，CFI = 0.93，TLI = 0.89，AIC = 18 128.07，BIC =
18 292.38，RMSEA = 0.092（95 % CI = 0.082～0.102），各指标在可接受范围内。第三人效应的调节作用体现在：对于
高第三人效应的大学生，性感觉寻求对网络色情活动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 = 0.82（t = 5.26，P < 0.001）；而对于低第
三人效应的被试，性感觉寻求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9（t = 1.17，P > 0.05）。多群组分析显示调节模型的路径系
数在男女生群体存在差异，即整体模型受性别的调节，具体表现为第三人效应对网络色情活动的预测系数及与性
感觉寻求二者的交互作用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结论   我国大学生普遍有网络色情活动经历，性感觉寻求对大学
生网络色情行为的作用受第三人效应的调节，且调节效应因性别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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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exual  sensation  seeking,  the  third  person  effect  and  gender  on
online sexual activit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CHEN  Li-jun*,     JIANG  Xiao-liu,     SU  Wen-lia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Province 35010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status quo of online sexual activities (OSAs) and to explore predictive factors and
the influence of sexual sensation seeking (SSS), the third person effect (TPE) and gender on OSA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Methods   We conducted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among 808 students recruited with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at  6  universities  in  3  cities  of  Fujian  province  between  September  and  December  2016.  Sexual  Sensation  Seeking  Scale
(SSSS), Questionnaire of Online Sexual Activities, and a self-designed scale for TPE were used in the survey. Results   Among
all the students, 79.58% (643/808) reported experiencing at least one type of OSAs and the male students reported a higher
frequency  of  all  types  of  OSAs  than  the  female  students  (1.92  ±  1.04  vs.  1.38  ±  0.65, F  =  70.88, d  =  0.63, P  <  0.00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revealed  that  SS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OSA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SS  and
OSAs was moderated by TPE among the students. The fitting indexes for the established model were all within the acceptable
range  (χ2  =  257.75,  df  =  33,  comparative-fit  index  [CFI]  =  0.93,  Tucker-Lewis  index  [TLI]  =  0.89,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  =  18  128.07,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BIC]  =  18  292.38,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 0.092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082 – 0.102]. Among the students scored with high TPE, SSS demonstrated a
predictive  effect  on  OSAs significantly  (β =  0.82,  t =  5.26; P <  0.001);  but  among the  students  scored  with  low TPE,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SSS on OSAs was not significant (β = – 0.09, t = 1.17; P > 0.05). Multi-group invariance test revealed a
gender difference in path coefficients of the TPE moderating model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PE on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SSS on OSA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SS and OSA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mong the girl students than among the
boy  students. Conclus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Fujian  province,  China,  online  sexual  activity  is  prevalent;  the
effect  of  sexual  sensation  seeking  on  online  sexual  activity  is  moderated  by  the  third  person  effect  and  there  is  a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moderating effect.

【Key words】 sexual sensation seeking; online sexual activity; the third person effect; moderating effect

网络色情活动（online sexual activity，OSA）是一

种网络偏差行为，是指任何与性有关的网络活动，

包括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性产品、色情闲聊，观看

浏览色情图片或色情电影，寻找性支持，进行网络虚

拟性爱，以互联网为媒介寻找性伴侣或性服务 [1]。

在我国近 90 % 的人有过一种类型以上的网络色情

活动[2]；88.32 % 的被试通过手机应用或网站进行色

情活动[3]。性感觉寻求（sexual sensation seeking，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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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人格特征是指“为获得高水平的性兴奋而

去尝试新颖独特性经历的倾向” [4]。性感觉寻求高

的个体越可能拥有更多性伴侣、更可能有危险性行

为 [5]，更多地接触网络色情信息、参与网络色情活

动等[6]。目前却未有研究探讨性感觉寻求作为预测

色情活动的人格因素起作用的条件，而了解了这一

问题才能引导大学生（处于性感觉寻求高峰期）正

确疏导自身的需求，减少由网络色情活动引发的潜

在危险。第三人效应（the third person effect，TPE）被
认为是网络色情成瘾的心理机制之一 [7]，指的是人

们会高估大众媒介内容对他人所起的作用，但是对

于自己的作用则会低估，尤其负面的暴力、色情内

容更是如此[8]。有研究揭示第三人效应会导致大学

生对网络色情的警戒程度降低 [9]，他们在好奇心和

性感觉需求的驱使下，很可能诱发更多的网络色情

行为。为此，本研究假设第三人效应越高的大学生

更可能忽视网络色情的危害，有更多的网络色情活

动。另外，大量研究揭示男女性感觉寻求、网络色

情活动皆存在差异[10 – 11]，由此，本研究也将探讨性

别是否会调节性感觉寻求对网络色情活动的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6年 9 — 12月，采取整群抽样方法

在福建省福州、泉州、漳州 3个城市的 6所高校，每

所高校 1～4年级各抽取 1个班级的全体学生为研

究对象。本次调查发放问卷 850份，回收有效问卷

808份，有效回收率 95.1 %。

1.2    方法　问卷调查时，采用班级集体在线填答的

方式收集数据。每个教室均有一名经过培训的心

理学专业研究生或教师担任主试。施测前，主试先

告诉被试研究的意义；强调被试自愿参加，并有权

随时退出研究。被试在填写知情同意书后，扫二维

码进入问卷填写界面（二维码将问卷内容上传至

“问卷星”网站 www.sojump.com后生成），个人信息

只填写性别、年龄、院校类型、专业类别、年级。调

查工具包括：（1）性感觉寻求量表（Sexual Sensation
Seeking Scale，SSSS） [4]：包括 11个测查项目，采用 1
（非常不同意）到 4（非常同意）点计分，得分越高表

明个体感觉寻求程度越高。本次研究中全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0.92。（2）网络色情活动（Question-
naire of Online Sexual Activities，OSAs） [5]：共有 13项

测评项目，包括浏览色情信息（5个条目）、寻找性

伴侣（2个条目）、网络虚拟性爱（4个条目）、调情

和关系维持（2个条目）共 4个维度（各维度  α 系数

在 0.82～0.90）。每个条目采用 9点计分（1～9）。

计算各个维度的总分和量表总分，各维度的得分除

以项目数，得到该维度的平均活动频率；总得分除

以总项目数得到网络色情活动总平均频率，平均活

动频率越接近 9表明网络色情活动越频繁。本研究

中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87。（3）第三人效应：依

据其他研究者的做法 [9, 12]自行编制题项，用于测查

个体在接触一定事件后，判断事件对自身的影响力

和对他人的影响力的差异情况。共 3个条目涉及对

自己、对熟悉他人、对陌生他人影响的评估，“接触

网络色情信息，会对你（熟悉的同学 /不认识的同

学）的性道德观念、对异性态度、人际关系等方面产

生影响吗？”。每个条目的选项均按照李克特等级

量表由 1（几乎没有影响）到 7（影响很大）设置，由

被试进行自评。第三人效应由对他人的影响减去

对自己影响，分值越高则第三人效应越明显。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0.0进行 χ2 检验、相关

分析；采用 Mplus 6.2软件进行调节效应模型的验证

和多群组不变性检验。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808名学生中，男生 466人（57.7 %），

女生 342人（ 42.3 %） ，年龄 17～ 24岁，平均年龄

（18.54 ± 0.75）岁；211工程大学 276人（34.2 %），一

本 200人（24.8 %），二本 150人（18.6 %），专科学校

182人（22.5 %）；理工专业 309人（38.2 %），医学专

业 123人（15.2 %），师范类专业 121人（14.9 %），艺

术类专业 105人（12.9 %），职业技术学校专业 150人

（18.6 %）；大一 320人（39.6 %），大二 189人（23.4 %），

大三 158人（19.6 %），大四 141人（17.4 %）。

2.2    过去 12 个月中男女生网络色情活动类型比

较（表 1）　79.58 %（643/808）的大学生报告最起

码体验过 1种网络色情活动。在 4种类型中，报告

浏览过网络色情信息的比例最高，75.11 %（350/466）
的男生和 46.78 %（160/342）的女生报告在过去的

12个月曾经浏览过色情信息。17.45 %（141/808）的
大学生报告通过网络寻找性伴侣，包括通过电脑或

手机网络搭讪挑逗、认识并发生实际关系。22.52 %
（ 182/808）报告有参与过网络虚拟性爱； 57.30 %
（463/808）报告有过通过网络调情和维持关系。对

男女从事网络色情活动 4种亚类型的比例进行分

析，男生参与的频次均明显高于女生，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2.3    不同性别大学生网络色情活动频率比较（表2）
对性别进行单因素多变量方差分析（one-way multiva-
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MANOVA），结果显示在各

变量上，性别的主效应显著。在网络色情活动频率及

其 4种亚类型上，男生的活动频率显著高于女生；

并且男生的性感寻求倾向显著高于女生。值得关

注的是陌生人的第三人效应大于对熟悉人的，陌生

人  = 0.84 vs 熟人  = 0.56， t（1，807）= 6.78，P < 0.001，
印证了第三人效应随着社会距离越远偏差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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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各变量相关分析（表 3）　相关分析表明网

络色情活动总平均频次及其 4种亚类型：浏览网络

色情信息、寻找性伴侣、网络虚拟性爱、调情和维

持关系，与性感觉寻求、第三人效应（熟人）、第三

人效应（陌生人）均呈高正相关，这些结果表明各个

变量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适合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2.5    第三人效应在性感觉寻求与网络色情活动

之间的调节作用（图 1、2）　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性

感觉寻求、第三人效应、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网络色情活

动的作用进行考察。以性感觉寻求为自变量、第三人效

表 1   过去 12个月中男女生网络色情活动类型比较

色情活动类型
男生（n = 466） 女生（n = 342）

男/女生 χ2 值 P 值
参与活动人数 % 参与活动人数 %

浏览色情信息 350 75.10 160 46.78 1.60 50.99 < 0.001

　浏览成人网站 310 66.52 130 38.01 1.75 85.27 < 0.001

　看成人视频 290 62.23 115 33.63 1.85 74.90 < 0.001

　下载成人视频 209 45.06 69 20.18 2.32 62.49 < 0.001

　阅读色情文字 289 62.23 128 37.42 1.66 57.95 < 0.001

　邀请别人一起浏览 77 16.52 17 4.97 3.32 32.16 < 0.001

寻找性伴侣 112 24.03 29 8.4 2.86 48.12 < 0.001

　挑逗搭讪 43 9.22 10 2.92 3.15 18.71 < 0.001

　在线性伴侣 106 22.74 26 7.60 2.99 35.98 < 0.01

网络虚拟性爱 132 28.32 50 14.62 1.93 24.24 < 0.01

　视频性爱 47 10.08 16 4.68 2.15 11.59 < 0.01

　文字性爱 85 18.24 40 11.72 1.55 12.28 < 0.001

　语音性爱 37 7.94 14 4.09 1.94 10.77 < 0.05

　分享/索要色情图片 48 10.30 18 5.26 1.96 28.19 < 0.001

调情和关系维持 309 66.31 154 45.03 1.47 45.17 < 0.001

　调情 299 64.37 151 44.15 1.46 49.45 < 0.001

　保持亲密关系 200 42.92 62 18.13 2.36 64.42 < 0.001

任意一种色情活动 414 88.84 229 66.96 1.33 82.87 < 0.001

表 2   各变量的性别差异分析

变量 总体（N = 808） 男 （n = 466） 女 （n = 342） F 值 d 值

网络色情活动总均频次 1.70 ± 0.94 1.92 ± 1.04 1.38 ± 0.65 70.88a 0.63

浏览网络色情信息 1.91 ± 1.21 2.20 ± 1.34 1.51 ± 0.85 69.72a 0.61

寻找性伴侣 1.35 ± 1.07 1.51 ± 1.28 1.13 ± 0.64 54.55a 0.38

网络虚拟性爱 1.32 ± 0.95 1.43 ± 1.07 1.18 ± 0.72 14.61a 0.27

调情和维持关系 2.27 ± 1.74 2.64 ± 1.89 1.75 ± 1.34 25.25a 0.54

性感觉寻求 1.89 ± 0.69 2.01 ± 0.68 1.73 ± 0.66 34.57a 0.42

第三人效应（熟人） 0.56 ± 1.22 0.74 ± 1.31 0.31 ± 1.05 24.68a 0.36

第三人效应（陌生人） 0.84 ± 1.57 1.02 ± 1.67 0.58 ± 1.37 15.52a 0.29
　　注：a P < 0.001； F 为单因素多变量方差分析（one-way MANOVA）性别差异的检验值；d（Cohen′s d）为差异检验效果量。

表 3   各变量相关分析

变量 网络色情活动总频次 浏览网络色情信息 寻找性伴侣 网络虚拟性爱 调情和维持关系 性感觉寻求 第三人效应（熟人）

网络色情活动总频次 1

浏览网络色情信息 0.83a 1

寻找性伴侣 0.73a 0.37a 1

网络虚拟性爱 0.82a 0.56a 0.61a 1

调情和维持关系 0.66a 0.30a 0.59a 0.37a 1

性感觉寻求 0.51a 0.53a 0.29a 0.37a 0.28a 1

第三人效应（熟人） 0.48a 0.41a 0.35a 0.35a 0.32a 0.25a 1

第三人效应（陌生人） 0.54a 0.45a 0.41a 0.44a 0.36a 0.28a 0.67a

　　注：a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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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调节变量，将变量的各指标中心化后，检验性感

觉寻求与第三人效应（熟人和陌生人 2个指标）的交

互项对因变量网络色情活动的预测效应是否显著。模

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如下：χ2 = 257.75，df = 33，compara-
tive-fit index（CFI）= 0.93，Tucker-Lewis index（TLI）=
0.89，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 =  18  128.07，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BIC） =  18  292.38，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  0.092
（95 % CI = 0.082～0.102），模型各拟合指标在可接

受范围内。性感觉寻求与第三人效应的交互项对

网络色情活动的预测路径系数显著（β = 0.36，  =
0.06，P < 0.001，95 % CI = 0.343 0.468），表明第三人

效应可正向调节性感觉寻求与网络色情活动之间

的关系。具体见图 1。
为更清楚地解释性感觉寻求与第三人效应对网

络色情活动的交互效应的实质，将第三人效应按照

正负一个标准差分成高、低水平。采用简单斜率检

验考察在不同第三人效应水平上性感觉寻求对网

络色情活动的影响，相应的简单效应分析见图 2。
结果表明，对于高第三人效应，性感觉寻求对网络

色情活动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 = 0.82（ t = 5.26，P <
0.001）；而对于低第三人效应的被试，性感觉寻求的

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9（t = 1.17，P > 0.05）。
 

2.6    性别差异及模型在男女生中多群组不变性

检验（表 4）　本研究中 ANOVA分析显示性感觉
寻求、第三人效应、网络色情活动男性均显著高于
女性，性别对 4类网络色情活动主效应显著（参考
表 2），因此探究性别是否调节这一模型，对前述的
调节模型进行多群组分析。多群组分析只呈现一
种模型适配统计量，若模型可以被接受，表示模型
具有跨群组效度。结果显示模型的适配度指数为

χ2  =  571.418， df  =  50，P  <  0.001，CFI  =  0.834， TLI  =
0.761，RMSEA = 0.161，表示基线模型被拒绝，意味

着两个群组中至少有一个群组的结构方程模型要

进行修改，即男生和女生群体不具有相同的路径模型。

通过两组模型参数间差异的临界比值比较，发

现第三人效应以及与性感觉寻求的交互项指向网

络色情活动的路径存在显著差异，临界比值的绝对

值都大于 1.96（见表 4），这表明性别对性感觉寻求

到网络色情活动的调节模型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并

表现在性感觉寻求、第三人效应对网络色情活动的

路径预测系数及二者的交互作用上女生显著高于

男生。在男生群体中，模型变异解释量为 63.8 %，

在女生群体中，模型变异解释量为 7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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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P < 0.001。

图 1   第三人效应对性感觉寻求与网络色情活动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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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三人效应对性感觉寻求与网络色情活动

频率的调节作用

表 4   男女两组调节模型路径系数比较

自变量 因变量
路径系数

临界值 P 值
男 B S x 女 B S x

性感觉寻求 网络色情
活动

0.39 0.05 0.40 0.06 1.89 > 0.05

第三人效应 0.45 0.05 0.47 0.07 – 6.85 < 0.05
性感觉寻求 ×
第三人效应 0.33 0.08 0.60 0.07 – 27.10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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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福建省 6所高校 808名大学
生中总体有 79.58 % 的人报告最起码体验过一种网
络色情活动，其中 63.12 % 的大学生在网络上浏览
过色情材料，包括上成人网站、下载和观看成人视
频、阅读色情文学作品等；其次是与人调情、保持亲
密关系（57.30 %）； 22.52 % 的大学生在网络上以视
频、文字、语音等方式进行虚拟的性爱互动；17.45 %
的大学生通过网络寻找性伴侣并发生实际性关
系。大学生的性感觉寻求与网络色情活动存在正
相关（r = 0.51），意味着性感觉寻求越高的人有着更
频繁的网络色情活动，这与其他研究一致 [2]。互联
网作为一种能体验到刺激、新颖活动的媒体，加上
其具有匿名性、廉价性、易得性特点，吸引用户更多
从事网络色情活动 [13]。网络上或虚拟或从线上转
向线下的色情活动满足了高寻求感大学生们追逐
新奇刺激的欲求，使其获得快感，同时缓解了性冲
动而又备受压抑带来的煎熬感，这是一个双重强化
的过程，容易导致更高频次的网络色情行为。

网络作为覆盖面最广的新媒介，大量研究者已
证实第三人效应是影响青少年接触网络色情信息
的要素之一[14]，并且本研究也证实了对陌生人的第
三人效应要大于对熟人的（0.84 vs 0.56，t = 6.78，P <
0.001），说明人际信任可能缩小第三人效应。性感
觉寻求高的大学生对色情信息有较高渴求，有更大
的冲动去进行网络色情活动。然而，为了建立更好
的“自我认知”以缓冲对“自我否定”带来的负疚感，
他们就更容易产生“对自己影响不大，对他人影响
比较大”的认知偏差[15]。性感觉寻求高的大学生在
“自我认同”的潜意识作用下，无视或者轻视网络色
情信息的负性作用，从而更容易放纵自己沉浸在网
络色情中。

男生在网络色情活动的频次和比例均显著高于
女生。男生的网络色情活动平均次数为 1.92显著
高于女生的平均次数 1.38，F = 70.88，d = 0.63，P <
0.001。88.84 % 的男生至少体验过一种网络色情活
动，而只有 66.96 % 女生报告曾经体验过，χ2 检验显
示二者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前期调查是一致的。国
内外的研究皆显示性别对网络色情行为有显著的
主效应：男生接触色情材料的比例显著高于女生[2 – 3]，
比女性更主动接触网络色情[16]，有更多的网络色情
活动 [17]。并且第三人效应对女生的网络色情活动
有更大的调节作用，这意味着感觉寻求高的女生如
果认为网络色情对自己影响小于对他人的影响，就
更可能参与网络色情活动。这可从以往研究得到
间接支持：就第三人效应对行为影响的机制而言，
男女之间也存在性别差异。对于女性，第三人效应
会影响其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来自于他人的社会
期望）从而预测其行为目的，但是对于男性而言，则
只是与其行为态度相关 [9]。因此，第三人效应的作

用也可能因男女性别而异。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性感觉寻求（人格因素）

对网络色情活动的预测作用是在用户存在着第三
人效应的情况下才发生的，这启示我们除了引导大
学生认识自身需求，合理排解之外，还应该做好宣
传工作，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到网络色情可能存在的
危害性，降低其“认为网络色情的危害只会发生在
别人身上，而对自己不会有太大影响”的认知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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