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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目前，网络心理研究的数据收集手段主要依赖于问卷调查法。在针对此种方法所存 

在的弊端进行深入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基于“被试主观评价”转变为基于“客观网络行为数 

据”的全新研究思路，并阐明了由此可能带来的诸如保障数据可靠性等方面的改进与优势。文章 

最后探讨了计算机科学中“行为分析”技术在未来网络心理研究中的可行性与价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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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经迅速融入到 

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根据中国国家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CNNIC)统计，截至2010年6月，中国网民的 

总体规模达到4．2亿人，位居世界第一，互联网普及 

率31．8％，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作为一种新兴媒体，互联网具备着一系列异于 

传统媒体的特点，并 日益影响着诸如个人、社会、 

文化、经济、政治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给人 

f『J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问 

题 (如，网络成瘾 )( 。因此，针对互联网开展相关 

科学研究，保障人们在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之间建 

立起和谐、良好的联系，极具社会意义与价值【2-3】。 

作为一种心理学变量 ，人格 (personality)阐释 

了“我”何以存在的全部内涵。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它 

已经成为了心理学研究领域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随着人格理论被广泛接受，如何进行准确的人 

格测量也显得越来越重要。比如，李中权等提出“条 

件性推理”的测验方法，以期更精确地评估反应者的 

人格倾向L5 J。 

随着互联 网的不断发展，通过网络进行心理测 

验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Kubinger提出基于计算机 

技术的客观度量方法，并且通过对一些实际应用效 

果的讨论来验证了此种方法的可行性与可信度[6]。 

唐蕴玉等指出，目前基于互联 网的心理学研究刚刚 

起步，虽然存在巨大的机会，但是需要研究者去做 

更多、更深入的探讨【 。叶茂林分析了网络测验存在 

的局限性，指出需要结合互联网的实际情况，开发 

研制互联 网的心理测试新方法[8】。 

从理论上来讲，人格特征可以通过特异性的行 

为指标来加以区分与鉴别，而这也同样是心理测 

量学及心理健康诊断标准得以成立的基础前提之 
一

。 Gosling等指出，一种经由个体个性化建构的行 

为结果，其特征反映了该建构者的人格特征【9J9。互 

联网的迅速普及以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将 

计算机科学 中的网络分析技术应用于用户个性化 

研究成为 了可能，而互联 网的匿名性特点又使得用 

户特征的外显行为线索主要体现为用户的网络行 

为【10]。作为从属于人类行为集合的一个子集，网络 

行为 (如，信息搜索、网络聊天等)同样也是一种对 

于自我个性的解读与展示[1lJ，它与人格特征之间理 

应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模式。由此，最终可以实 

现凭借“网络行为”来识别用户的人格特征的目的。 

本文拟围绕该研究主题，回顾国内外一系列相关研 

究成果并探讨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一

、 传统的人格特征测量 

(一 )主要 的人格测量工具 

“人格”囊括了一整套源 自于个体的稳定行为 

模式及 内心加工过程【12】。由于它是一种理论“构 

念”(construct)，不能被直接加以观察研究，因此 

就需要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并通过寻找匹配的测 

量指标 (indicator)来加以间接性地推论，这保证 

了研究者能够方便地对这些构念及其背后所代表 

的心理现象进行科学性描述、解释、预测、干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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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测量学中，这种测量指标即被称为“行为样 

本”(behavior sample)，而针对行为样本开展客观化 

及标准化的测量正是心理测验 (包括人格测量 )的 

实质和基本任务所在[14]。以此为理论依据，众多的 

心理测量工具被不断创制出来，其内容凭借着不同 

的形式 (如，问卷测验、投射测验等)承载着一系列 

能够区辨 出个体相应心理特征水平 的“行为样本”。 

具体到人格测量领域，以最常见的问卷调查形式为 

例，主要的人格测量工具包括： 

1．MMPI(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它是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Hawthaway 

与Mackinley采用经验标准法编制，该问卷包含十个 

临床量表和四个效度量表，题目内容涉及身体体验、 

精神状态及对家庭、社会、婚姻、宗教、政治、法律的 

态度等26类问题。该量表于1982年引人我国(15-17】。 

2．NEO，它是由Costa与McCrae基于“大五”人 

格理论所开发出的一套人格测量工具，该问卷包含 

五个人格维度分量表f18】。其中，较常见的版本包 

括 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NEO．PI—R) 

与 NEO five—factor inventory(NEO—FFI o 2004年 

Costa与McCrae发表了该系列测量工具的最新修 

订版 revised NEO five—factor inventory(NEO—FFI— 

R)[191。 

3．EPQ(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aire)，它 

是由英国伦敦大学的Eysenck编制，该问卷包括三 

个人格维度分量表与一个效度量表[20】。当前我国普 

遍使用的有陈仲庚修订本和龚耀先修订本【21-22】。 

4．16 PF (sixteen personality factor question— 

naire)，它是由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Cattell采 

用因素分析的方法编制，该问卷从16个因素侧面描 

述个体的人格特征[23l。1970年发表的16 PF中文版 

本系由美籍华人刘永和与Meredith联合修订【24】。 

5．MBTI(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它是由 

Myers与Briggs在1962年开发，该工具基于Jung的 

心理类型理论共包括四个维度，每个维度由对立 

的两极构成。国内较常使用MBTI—G与MBTI．M两 

个版本，其中文版分别由苗丹民与蔡华俭等人修 

订 [25—27]。 

(二 )主要的测量指标类型 

上述人格测验是根据用户针对问卷题目的作答 

情况来进行人格特征判断的，而这些题目则涵盖了 

那些与特定人格概念相关的主要测量指标 (行为样 

本)。通过对上述测验的全部题目进行整理，可以大 

致归纳出以下七种主要的测量指标类型： 

1．自我概念与人生哲学(SP)，指人们针对自我 

特征的认识、评价、期望，以及针对现存的制度、人 

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内容的认同。 

例题1：您所有的习惯都是好的吗?(EPQ．A) 

例题2：您是否认为结婚制度过时了，应该废 

止?(EPQ—A) 

2．情绪与情感体验 (EA)，指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的情感基调或针对非社交性事物、场景的情绪体 

验与评价。 

例题 1：您是一个容易伤感的人吗?(EPQ—A) 

例题2：您喜欢跳伞吗?(EPQ—A) 

3．信息偏好与认知风格 (IR1，指接收信息的感 

知偏好以及加工、处理信息的认知习惯。 

例题 1：我喜欢看机械方面的杂志。(MMPI) 

例题2：有很多时候我宁愿坐着空想，而不愿做 

任何事情。(MMPI) 

4．决策、动机与行为模式(DB)，指人们在日常 

生活中行为的模式、内容、过程或结果，以及其背后 

所蕴含的动力过程。 

例题1：您有时把今天应该做的事拖到明天去做 

吗?(EPQ～A) 

例题2：有时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去做一些 

惊人或有害的事。(MMPI) 

5．人际互动模式 (SI)，指人们关于社交场景、 

人际关系或社会性事件的偏好评价、所持原则、互 

动过程及相应感受。 

例题 1：您喜欢见陌生人吗?(EPQ—A) 

例 题2：交 新 朋 友 时 一 般 是 您 采 取 主 动 

吗?(EPQ A) 

例题3：您曾损坏或遗失别人的东西吗?(EPq- 

A) 

例题4：您是否常常为自己不该做而做了的事， 

不该说而说了的话而紧张吗?(EPQA) 

6．气质倾向性 (IP)，指人们在认知、情感、言 

语、行动过程中，心理活动发生的力量强弱、变化快 

慢、均衡程度等稳定的先天性动力特征。 

例题1：您的心境是否常有起伏?(EPQ—A) 

例题2：您容易激动吗?(EPQ—A) 

7．健康状况与生理节律 (HP)，指人们在生理、 

心理方面的健康状况以及生理作息习惯、规律。 

例题 1：您常无缘无故感到无精打采和倦怠 

吗?(EPQ—A) 

例题2：您患失眠吗?(EPQ—A) 

通过针对上述五个主要的人格测量工具进行分 

析总结，在表 1中列出了七种测量指标类型与这些 

人格测量工具之间的涵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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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格测验工具与测量指标类型的对应关系 

问卷 SP EA IR DB SI IP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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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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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PI 

M BTI 

而从上述七种测量指标类型可以看出，“自我概 

念与人生哲学”由于主要是个体内在的主观的表述， 

很难通过行为来观察、获取；“健康状况与生理节 

律”主要是对个体生理情况的表述，虽然通过行为可 

以间接获取，但是更准确的方式是利用其他的度量 

方式(比如，医学 )；“情绪与情感体验”、“信息偏好 

与认知风格”、“决策、动机与行为模式”、“人际互动 

模式”以及“气质倾向性”，这些类型都与个体行为有 

着密切关系。而网络行为作为网络环境下个体行为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从属于人类行为集合的，因 

此其与人格特征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二、网络行为与人格特征的联系 

在网络心理的个性化研究中，探讨网络行为与 

人格特征之间的联系无疑占据了该研究领域的主体 

位置。在该研究领域内，针对被试在心理特征与网 

络行为等两个方面的数据收集手段主要依赖于问卷 

调查形式，由于早期研究多采用相关性分析的统计 

手段来对数据进行处理，因此所得结论一般也只关 

注于能否在网络行为与心理特征之间建立起单纯的 

相关关系，并无针对该关系的方向性或区辨效果进 

行更为深入的论述。其中，Hamburger等第一次从实 

证角度证明了人格特征与网络行为之间存在着相关 

关系，从而揭示出人格特征在决定网络行为方面是 
一 个高度相关因素【28】。随后开展的一系列研究从不 

同的研究视角，运用更为丰富的统计手段 ，针对既 

有结论进行着验证并不断丰富其内容。 

目前，主要的研究视角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 

基于心理特征来区分网络行为特征，即通过对不同 

心理特征人群进行研究，它要回答 的问题是心理特 

征是否可以预测或鉴别网络行为，简单来说即具有 

某种心理特征的人会怎样进行网络操作；其二，是 

基于网络行为特征来区分心理特征，即通过对不同 

网络行为人群进行研究，它所关心的问题是网络行 

为特征是否可以将心理特征彼此区辨开来，即做出 

某种网络行为的人会具备什么样的心理特征。 

通过调研相关文献，分析既有研究中使用的网 

络行为，我们将其中涉及到的网络行为划分为以下 

四种主要类型 ： 

1．一般性上网行为，包括网络使用的时间、频 

率特征等。廖传景等发现大学生的上网时间和上网 

频次与人格特质存在着关联，其中“恃强性”、“独立 

性”和“紧张性”等人格维度得分变化明显【29]。 

2．针对不同类型网络服务功能偏好，Hamburger 

等将网络服务功能划分为社会性服务 (包括网络聊 

天、讨论组、人物或地址搜索等)、讯息性服务 (工 

作相关讯息搜寻、学业相关讯息搜寻等)、休闲性服 

务 (上网冲浪等)等三类 。李秀敏通过对大学生 

进行研究，发现不同人格特征的大学生在服务功能 

偏好上存在显著差异【31】。此外，该类型也包括针对 

网络所提供支持性技术形式的使用偏好，比如，用 

户对网页所包含的超链接数量的偏好度等【32】。 

3．针对某种特定网络服务内容的使用特点。比 

如，用户利用维基百科(Wikipedia)进行信息搜索的 

频繁度等【33]。乔歆新等发现具有不同人格特征的用 

户在对即时通信的使用偏好上存在着很大差别【34j。 

雷雳等发现青少年对社交服务的偏好与不同的人 

格特质之间存在着关联[35]35。而在另一项研究中，雷 

雳等发现互联网服务偏好 (如，社交、娱乐和信息 

等)对神经质人格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存在着交互作 

用[36]。 

4．网络犯罪或网络偏差行为。比如，Rogers等 

将网络犯罪行为界定为几类，包括猜测其他用户密 

码、未经授权使用他人密码、未经授权查阅他人文 

件、未经授权篡改他人文件、使用或编写计算机病 

毒、未经授权获取他人信用信息、通过设备获取免 

费电话等【37】。而Seigfried等则将注意力集中于网络 

色情行为，包括故意搜索色情材料、故意下载色情材 

料、故意在网上与他人交换或传递色情材料等[38】。 

江楠楠等通过对网瘾和非网瘾学生网络行为的调查 

发现 ，他们在社交性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并 

且前者更具有孤独、抑郁和焦虑的人格特质[39]39。庞 

海波等则发现病理性使用互联网的青少年与非成瘾 

群体相比，在忧虑性等人格特质方面存在着显著差 

异【40]。 

结合表 1中所列出的七种测量指标类型，通过对 

上述四种网络行为进行总结，从而将网络环境下的 

测量指标类型与网络行为互相进行了映射 (表2)。 

从表 2中可以看 出，人格测量工具的测量指标 

类别与网络行为特征有着较好的对应关系。因此， 

建立每个人格测量维度与网络行为特征之间的映射 

关系，从而提出利用网络行为进行人格特征预测是 

完全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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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格测验的测量指标类型与网络行为种类的对应关系 

三、网络行为分析 

国内外的一系列研究已经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证 

实了在用户网络行为与其人格特征之间建立起匹配 

关系所具有的可能性。而在这其中，基于问卷调查形 

式的研究无疑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目前，凭借这 

种研究形式虽然已经成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事实， 

但是其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有时却并不能得到有效保 

障。比如，根据Yong及Thompson等人的研究分别 

发现互联网使用者中有74％与80％的人达到了互联 

网成瘾的标准，而Egger等却发现只有10．6％人是互 

联网成瘾者或互联网依赖者【41-43】。这之间巨大的数 

量反差不由得不让研究者对于过分依赖于问卷调查 

形式来收集数据的做法产生质疑。 

究其原因，这可能是由于问卷调查形式其 自身 

所存在的一些局限所致： 

1．基于问卷调查形式的网络行为数据收集易受 

到被试社会赞许性心理的干扰。而研究所涉及的网 

络行为主题有时会涉及到一些网络犯罪或网络偏差 

行为[37-38]，被试如果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种被观察 

的研究环境之中，在回答相关问题时不免会有意隐 

瞒真实的行为情况。 

2．基于问卷调查形式的网络行为数据收集质量 

会受到被试认知能力的影响。当网络行为调查需要 

被试进行回忆作答时，被试的记忆能力将会对研究 

结果的可靠性产生干扰。因而，被试认知能力水平 

的个性化差异必将会随之带来调查结果可靠性方面 

的人际差别。 

3．问卷调查所提供的结构化选择回答方式只能 

揭示出关于用户某种网络行为的程度趋势信息 (如 

频率 )，而其他一些用户的行为分析，如网络导航策 

略、界面应用等方面却无法有效涉及，因此也就不能 

提供关于用户怎样去使用互联网的更多行为细节。 

针对传统问卷调查研究的不足，研究者开始在 

网络行为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过程中寻找那些能够使 

客观性与全面性达到最优化的替代方法。而计算机 

科学中“网络挖掘技术”的应用则可能会成为未来该 

研究领域内的一个焦点。 

网络挖掘 (web mining)一般是指从WWW 中 

发现和分析有用的信息，通过归纳学习、机器学习、 

统计分析等方法得到知识和规律，从而最终提高 

网络资源的使用效率。根据挖掘的对象不同，网络 

挖掘可以分为“结构挖掘”、“日志挖掘”和“内容挖 

掘”[44-461。其中，结构挖掘主要是通过网页之间的结 

构关系来计算网页之间的关联，主要应用于搜索结 

果的排序。 

一 般来说，用户针对网页的任何访问行为都会 

被网络服务器以网络日志的形式 自动记录下来[47]。 

日志提供了一种更加自然发生的、非干扰性的网络 

使用数据[48】。它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信息内容，涉及 

到用户IP地址、域名、访问时间、访问网页地址、返 

回代码或请求状态、使用的浏览工具等，这种对于 

实际用户数据的使用不仅能够最大化研究的外部效 

度，而且以计算机作为中介环境时所能够提供的高 

度控制性也同样保证了研究具有一定的内部效度， 

从而使得网络行为数据收集过程避免了由于主观报 

告所可能发生的偏误[10】。日志挖掘正是利用数据挖 

掘技术来处理服务器日志数据，从而实现一系列的 

目标，这包括：1)发现用户网络行为模式[49】；2)根 

据浏览行为对用户进行分类；3)发现网页与用户群 

体的潜在联系等[矧，它关心的是某用户群体如何去 

行动的发展模式及其与网络 日志数据之间的对应模 

式，从而最终用于提高信息服务的质量和传递便利 

性、识别访客兴趣、提高服务器效率【50】。 

同时，内容挖掘或内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 

的形式也开始被逐渐应用到网络心理领域的研究之 

中。它能够针对文本 (或其他有意义的材料 )和其 

应用背景做出可重复的、有效的推论[51]。相较于问 

卷调查研究来说 ，基于内容分析的网络行为心理研 

究具有更高的有效性及客观性。由于内容分析的对 

象聚焦在真实存在于网页上的客观文本信息，因此 

更加贴近于实际的网络操作，其结论比起问卷调查 

研究来说应具有更好的外部效度。除此之外，在内 

容分析中，信息提供者与信息分析者也是互相区分 

开的，再加上分析过程往往需要 由两个 以上的研究 

者根据既定编码方式独立开展，因此自然具有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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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客观性。目前，基于内容分析的相关研究数 

量仍然较少，仅有的几项研究主要涉及到针对个人 

博客、个人主页、社交性网站等主页内容进行分析， 

从而根据一定的标准对网页特征进行归类，进而探 

讨在网络行为偏好方面所存在的人际差异[52-55]。作 

为对问卷调查研究结论的二次验证与有益补充，内 

容分析方法将会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内容挖掘，可以 

适当利用现有心理学研究之中的一些人格词汇。黄 

希庭等通过对562个人格特征的形容词进行分别测 

试，发现了一些与人格特征密切相关的形容词【56]。 

王登峰等总结出描述稳定人格特征的词，而张智勇 

等在其基础上开发出了一个包含244个人格特征词 

的自我评定表(5％58】。这些人格词汇在进行网络内容 

分析过程中，能够有效提高预测的精确度。 

此外，作为内容挖掘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可 

以针对网络文本内容进行情感分类，从而有效地 

预测作者或者读者的情感。Bracewell等利用情绪 

词、短语以及词典对新闻内容的作者情绪进行预 

测[59J。Lin等利用多种语言特征对中文文本作者的 

情感进行分类预测，分类精度超过70％ 。Yang等 

分别对文本的作者和读者的情感进行分类，使用 

在线作者和读者的情绪词库，获得了很好的分类精 

度 。Masum等建立了基于文字的新闻情感分类系 

统 ，它可以将新闻分类为八种情绪，并根据用户的 

偏好推荐给用户[62]。Bhowmick利用多标签分类技 

术对新闻的句子进行情绪分类，预测读者可能的情 

绪反应；而在Bhowmick等的另一项实验中，通过计 

算机分类与人工分类的比较发现，针对愤怒和厌恶 

的情绪分类精度最好[00坩 】。Zhang等针对人机对话 

中的内容情感分析，建立一个 中文的情感分类系统 ， 

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是可行的(65】。Tokhisa等通过 

对网络上大量情绪相关词汇进行分析，从而预测对 

话系统中说话者讲话内容的情绪[66]。Lin等则提出 

两种方法，都可用于对文档进行读者情感预测，其 

分别在预测最恰当情感以及预测的情感列表的相关 

性上有很好的结果【67]。Quan等建立了一个基于博 

客情绪词库的中文情绪分析方法，可以用于中文文 

档的情绪分类[68j。Hanser等通过对新闻中的情绪进 

行预测，将网络内容以二维的情绪图片方式呈现给 

用户[69]。 

根据表1中所列出的人格测量指标类型，结合上 

述网络挖掘技术种类，可以进行关于人格测量指标 

类型与网络挖掘技术种类的映射关系分析(表3)。 

表 3 人格测量指标类型与网络行为分析技术种类的对应关系 

由此，可以看出，利用目前的网络挖掘技术，通 

过对网络日志和内容的分析，利用计算技术来获取 

人格测量中的各行为指标类型完全可行，并且进一 

步可以建立起基于网络行为与网络挖掘技术的人格 

预测模型。 

四、总结与讨论 

综上所述，基于相关理论与既有研究成果，借助 

于 网络行为来映射人格特征的做法是完全可行的， 

而网络行为分析技术的介入又可以使得网络行为数 

据的收集和分析工作变得更为及时 、客观 、准确 ，这 

也就成功避免了既有研究中由于单纯依赖于自陈量 

表而相应产生的一系列不足，从而能够在未来大大 

提高该领域研究的效度。 

具体来说，结合网络行为自身的特点来看，网络 

环境下人格测量的发展在未来可能会有两条相互影 

响、相互关联的发展思路： 

1．通过对网络行为的有效提取与筛选，将网络 

行为以主观问题的形式进行转述并逐步纳入到传统 

人格测量工具的框架中，从而达到对传统的人格测 

验题目(行为样本 )进行有效补充与修饰的目的，以 

便保障在网络环境下人格测验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的 

信效度水平与施测可操作性。 

2．利用网络挖掘技术，针对用户的网络使用数 

据进行计算并获取更加客观化的网络行为特征。通 

过建立客观化网络行为特征与人格特征之间的关系 

计算模型，最终期望达到在可接受的精度范围内实 

现由完全客观化的网络行为监控直接映射到用户人 

格特征的目的，从而保障了相关研究成果能够具备 

较高的现实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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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analyses the defects of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which is commonly used as a way of data 

collection in the research of the Internet psychology,proposes a new method named objective cyber-behavior data 

and investigates the advantages it enjoys over the conventional subjective assess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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