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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不耐心研究综述及展望

柯维林,  费显政,  李若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消费者不耐心是指在消费场景中消费者为了获得某一利益而不愿意等待的程

度。尽管消费者不耐心研究日益增多，但国内外均缺乏对消费者不耐心研究文献的梳理和评

述。首先，本文归纳了消费者不耐心的表现形式、衡量指标和概念定义，并厘清了消费者不耐心

与跨期选择、自我控制等概念的关联和差异。其次，本文总结了消费者不耐心的四大类解释机

制，具体包括相关目标被激活、对时间的主观感知、时间焦点的选择和时间折扣率差异。再次，

本文梳理了消费者不耐心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最后，基于上述梳理，本文在未来研究展望中

强调了可以进一步探索新技术背景下消费者不耐心的前因（如算法、虚拟数字世界、设备差

异、社交媒体环境）；消费者不耐心的新机制；消费者不耐心的长期后果；四类可行的潜在干预

措施，包括时间资源评估和时间权衡、“远虑”心态、认知模式和品味倾向性。本文的回顾和展望

为进一步推动消费者不耐心研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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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消费者在生活中面临许多需要等待的消费场景，等待无处不在。例如，2024年上半年中国

快递业务完成量达801.6亿件①，单个快递的平均等待时长约为53小时②，海量的线上业务场景

普遍需要消费者去等待。实际上，等待对全球的消费者来说都非常普遍。例如，美国消费者每年

仅用于排队的时间就长达370亿小时（Stone，2012）。当消费者在等待的过程中变得不耐心时，

他们的感受、决策和行为就会发生改变。如美国消费者在黑色星期五会破坏规则以规避排队等

待（Shaddy和Lee，2020）；消费者还会对响应缓慢的网页表现出不耐心（Huang等，2016）；对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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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上市的迭代升级产品表现出更低的购买意愿（May和Monga，2014）；甚至，他们有时候会愿

意支付更多的金钱来获得更快的解决方案，如更快但更贵的快递服务（You等，2022）。以上消

费场景的共同特点是需要消费者进行等待或者存在更快的解决方案供消费者选择，消费者经

常在这些场景中体验到不耐心的感觉，并在决策上做出回应（Huang等，2016；Lin等，2024）。此
外，消费者不耐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如更新、更快、表面上更好的技术无

处不在地改变着消费者的耐心程度（Baker，2019）。综上，深化对消费者不耐心的理解具有普遍

意义和时代价值。

在消费者不耐心（impatience）相关文献检索过程中可以发现，许多研究将跨期选择中消费

者对“即刻获得较小选项”（vs.“延迟获得较大选项”）的偏好界定为消费者不耐心（Kim和

Zauberman，2013）。最近的文献已经开始关注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但对它们的联系和区别并未

做明确的阐述（Roberts和Fishbach，2023）。实际上，在上文提及的一系列消费场景中，消费者不

耐心强调的是消费者在众多消费场景中对等待本身或对需要等待的事件的消极看法或感受，

它是一种相对负面的体验（Roberts和Fishbach，2023），而跨期选择则强调不同时间点的损益权

衡。虽然聚焦于跨期选择的研究评述已经概括了贴现函数的数学公式（Killeen，2009；Read，
2004），跨期选择中的异象（intertemporal anomalies）（Frederick等，2002），跨期选择的前置影响

因素如情绪、心理表征（Zauberman和Urminsky，2016）等，但是，考虑到跨期选择与消费场景中

的消费者不耐心存在一定的差异，现有的跨期选择研究评述还远不足以帮助营销相关人员对

消费者不耐心形成系统性的、全面的理解。

目前，消费者不耐心这一研究领域涉及众多不耐心诱发因素（如多功能产品、价格促销、反

馈方式等），不同因素涉及的解释机制和理论又存在诸多差异，这为人们系统理解消费者不耐

心带来了困难和挑战。本文力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消费者不耐心研究做出贡献：第一，明确消

费领域中消费者不耐心的表现形式、概念界定和测量方式，并对消费者不耐心与跨期选择等概

念展开辨析，厘清这些概念的关联和区别。第二，总结消费者不耐心的前置影响因素，对消费者

不耐心发生的机制类型进行归纳总结，厘清目前消费者不耐心的解释机制和理论。第三，对消

费者不耐心的后果展开评述，为消费者个人和社会提供洞察。第四，在研究展望中，基于对前述

几点的梳理，从前因、机制、后果和干预这四个视角展开进一步讨论。一方面，需要围绕消费者

不耐心的前因、机制和后果，进一步讨论消费者不耐心的未来研究方向；另一方面，现有消费者

不耐心研究较少提及干预措施，解决该问题不仅必要且急迫，因此有必要基于现有的评述提出

潜在的干预措施。综上，本文将遵循“概念内涵—前置影响因素及解释机制—重要后果”的逻辑

思路进行评述，并依据评述内容从前因、机制、后果和干预这四个视角进行未来研究展望，以期

为消费者不耐心的理论研究及其实践应用做出贡献。 

二、  消费者不耐心的内涵

（一）消费者不耐心的表现形式

不耐心的概念较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跨期选择研究，经济学中的跨期选择强调不同选

项主观价值之间的函数关系，探究奖励延迟和奖励有效性随时间下降的问题（Ainslie，1975），
随后许多研究将人们对“即刻获得较小选项”（vs.“延迟获得较大选项”）的偏好视作消费者不耐

心（Kim和Zauberman，2013）。在跨期选择研究中，价值维度和时间维度是决策的重要信息，消

费者会在不同的选项之间权衡这两个维度并做出决策（江程铭等，2016）。不过，在实际的商业

情景中，消费者不耐心的表现形式远比单一的跨期选择要更加多样化（Sweeny，2024），即使人

们不对价值维度和时间维度进行权衡，也有可能会对需要等待的消费场景产生负面感受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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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Roberts和Fishbach，2023）。
综合现有文献来看，消费者不耐心存在许多表现形式。第一，消费者不耐心可以表现为消

费者对更快解决方案的偏好（Lin等，2024）。例如，消费者不耐心可以表现为消费者对加急快递

（vs.标准快递）的支付意愿变强（Xu等，2024；You等，2022）；消费者还经常需要在购买现有产

品和等待更好的升级产品之间做出选择（May和Monga，2014），此时的消费者不耐心体现为他

们对现在就享受产品的渴望程度（Chen等，2005）；对现在就享受产品的渴望程度还可以表现

为消费者是愿意以更高的价格在此刻购买还是愿意等待一段时间以换取一定金额的商品降价

（Bartels和Urminsky，2011），以及需要获得多少补偿才愿意延迟使用商品（越偏好此刻使用商

品就会要求越多的补偿）（Goodman等，2019）；也有可能表现为破坏规则以避免等待的可能性

（选择更快但违背社会规范的方案）（Shaddy和Lee，2020）。第二，消费者不耐心表现为消费者因

不愿意等待而做出的时间评估。例如，对缓慢加载网页的时间评估（Huang等，2016），对等待就

餐过程的时间评估（Huang等，2016）。现有研究明确指出，消费者不耐心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

对等待过程所持续时间的主观评估会更长（House等，2014）。第三，消费者不耐心在行为上会

表现出想要节省时间的倾向性。例如，当消费者变得不耐心时，其实际用餐时间会变短

（Zhong和DeVoe，2010），阅读速度会提高（Zhong和DeVoe，2010），更愿意购买省时产品（time-
saving products）（如二合一洗发水）以节约时间（Zhong和DeVoe，2010）。不过，需要进一步指出

的是，消费者不耐心的表现形式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如消费者收入的突然增加或对金

钱态度的突然转变，可能会改变他们对更贵但更快方案的偏好程度，此时有必要动态审视消费

者不耐心的表现形式。

对于消费者不耐心的上述各种表现形式，还可以进一步进行归类。前文提及，在跨期选择

研究中，消费者需要权衡给定的两个选项。最近有学者提及，消费者不耐心在许多情况下并不

需要进行类似的选项权衡（Sweeny，2024）。例如，消费者不耐心在部分消费场景中表现为消费

者对时间的评估更长或更倾向于节省时间，这些评估和行为倾向直接体现了消费者不耐心的

程度。本文进一步将涉及两个（甚至多个）选项且需要在选项之间进行权衡和评估的消费者不

耐心称为“选项权衡下的消费者不耐心”（如“对更快解决方案的偏好”）；将不涉及多个选项之

间权衡的消费者不耐心称为“非选项权衡下的消费者不耐心”（如“时间评估”或“节省时间的倾

向”）。一方面，该划分更能够适应现实消费场景中消费者不耐心的表现形式，体现了消费者不

耐心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另一方面，该划分有助于研究人员拓宽消费者不耐心研究结论的适用

范围，研究人员需要表明相关结论能够在选项权衡和非选项权衡消费场景中同时成立。

将现有文献中的消费者不耐心进行上述进一步划分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在涉及消费决策

的研究中，通常存在两种评估模式：联合评估和单独评估（Hsee，1996）。在联合评估中，决策者

同时面对两个或两个以上选项；而在单独评估中，决策者只面临一个选项。在许多研究中，研究

人员经常既需要证明联合评估下的结论能够成立，又需要证明单独评估下的结论也能够成立。

这意味着在实验过程中，不管实验设计是否存在选项权衡，研究人员均应确保结论能够成立。

第二，在跨期选择研究中，齐当别模型（equate-to-differentiate model）认为消费者做出选择的依

据是对价值维度和时间维度差异的评估，如在面对“1年后获得320元”和“3年后获得520元”选
项时，决策者会基于“520元”和“320元”的差异与“3年”和“1年”的差异进行比较，然后依据差异

程度更大的那个维度进行决策（江程铭等，2016）。考虑到消费领域消费者不耐心的表现形式还

存在并不涉及维度间比较的形式，基于维度占优的过程机制并不一定适用于“非选项权衡下的

消费者不耐心”。例如，依据齐当别模型的观点，当价值维度具备更大差异时（如“5元和10元的

差异”vs.“1年和3年的差异”），人们会变得不耐心；然而，调整价值维度的差异（如价值维度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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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倍，“500元和1 000元的差异”vs.“1年和3年的差异”），人们的耐心程度可能就会出现反转，

因为多等两年获得额外的500元显然比多等两年获得额外的5元更有吸引力。考虑到人们在多

维度比较过程中认知模式的差异性，基于选项权衡得出的结论在延伸到更广泛的消费者不耐

心场景时需要谨慎对待，因为选项本身的设计就有可能会改变人们的决策行为。综上，在消费

者不耐心研究领域应该注重采用多种不耐心测量方式，兼顾选项权衡和非选项权衡两种类型，

以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拓宽研究结论在不同场景中的适用性。

（二）消费者不耐心的定义

有学者强调消费者不耐心是消费者为了减少等待而付费的意愿强弱（Xu等，2024），有学

者认为消费者不耐心是消费者在面临收益或损失时对更快解决方案的偏好（Lin等，2024），有
学者直接使用跨期的货币权衡来衡量消费者不耐心（Kim和Zauberman，2013），有学者认为消

费者不耐心体现为消费者倾向于延迟享受产品的程度（Bartels和Urminsky，2011）等，具体详见

表1中的总结。
 
 

表 1    消费者不耐心的定义及测量方式

文献 定义 测量方式

Xu等，2024 消费者是否愿意为了减
少等待时间而付费

1. 愿意为加急快递支付额外的费用

Lin等，2024
不管是面临损失还是面
临收益，消费者对更快的
解决方案都表现出偏好

1. 立即获得1 000美元补贴，相当于1年后的多少补贴（9种选择，
　范围为200~1 800美元）；损失框架则改为现在支付1 000美元，
　相当于1年后支付多少钱（9种选择，范围为200~1 800美元）；
2. 运输方式：标准快递vs.加急快递；
3. 现在的50美元vs.一周后的80美元优惠券

Hardisty和
Weber，2020

不耐心是一种消极的等
待感觉

1. 对退休计划的点击率；
2. 延迟付款/延迟得到回扣

Huang等，
2016

消费者愿意耐心等待以
获得某个好处的程度

1. 抽奖：立即获得14美元vs.1个月后获得22美元；
2. 等待网页加载的耐心程度；
3. 运输方式：标准快递vs.加急快递；
4. 对等待就餐的时间进行估计

Kim和
Zauberman，

2013

跨期货币权衡：即人们对
“即时奖励”vs.“延迟奖
励”的偏好

1. 折扣任务：“立即获得65美元”vs.“等待3个月/12个月，他们需　
　要获得多少美元”

Bartels和
Urminsky，

2011

在面对“即刻到来的消费
或快乐”vs.“延迟到更遥
远未来的（更多的）消费
或快乐”选择时，人们做
出的选择行为

1. 一周后120美元的礼券 vs.1年后的多少美元（8种选择）；
2. 现在全价购买1 000美元的电脑vs.等以后降价买（每3个月便　
　宜250美元）

Chen等，
2005

渴望更快的服务或产品
交付；更愿意为即时满足
付费

1. 愿意为加急快递支付的费用；
2. 直接测量被试渴望现在得到的程度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
 

根据前文的总结，在选项权衡中，消费者不耐心主要衡量的是消费者对更快解决方案的偏

好程度，这种偏好程度可以用多种形式的指标来衡量；而在非选项权衡中，消费者不耐心主要

衡量的是消费者不愿意等待的程度，可以反映在时间评估、行为表现等上。然而，不管是选项权

衡还是非选项权衡，本质都是反映消费者在消费场景中为了获得某一利益而不愿意等待的程

度，甚至是因为不愿意等待而要求更多的补偿，或者是支付额外的费用以减少等待的时间。据

此而言，本文倾向于将消费领域的消费者不耐心直接定义为消费者为了获得某一利益而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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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等待的程度。在表现形式上，则可以划分为选项权衡下的消费者不耐心和非选项权衡下的消

费者不耐心。在不耐心程度的衡量上，则可以从支付意愿、因延迟需补偿的金额、时间评估等认

知层面加以衡量；或者从破坏规则的倾向性、提高阅读速度、缩短实际用餐时间等行为表现层

面加以衡量。这些衡量方式应建立在消费场景中，并且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应尽可能囊括多种衡

量方式，以增强营销研究的相关性和结论的稳健性。

（三）消费者不耐心与相关概念辨析

1. 消费者不耐心与跨期选择中消费者对“即刻获得较小选项”的偏好

跨期选择指人们对不同时间点的损益做出权衡的过程（Malkoc和Zauberman，2019）。在经

典的研究范式中，消费者需要在“即刻获得较小选项”和“延迟获得较大选项”之间进行权衡。消

费者在权衡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即刻获得较小选项的偏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消费者对

等待的态度。现有跨期选择研究评述总结了跨期选择中的异象（如即刻效应、共同差异效应、序

列效应等）（Frederick等，2002；江程铭等，2016）、贴现函数的数学公式（Killeen，2009；Read，
2004）、跨期选择的神经学基础（Kable，2014），以及跨期选择的影响因素（如情绪、心理表征）

（Zauberman和Urminsky，2016）等。以下对跨期选择与消费场景中消费者不耐心的共同点和差

异点展开分析：在共同点上，由于跨期选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等待的态度，因此

跨期选择行为也可以作为衡量消费者不耐心的指标之一（Huang等，2016）。现有研究认为，通

过跨期选择行为来测量消费者的不耐心能够真实反映消费者在获得利益的过程中不愿意等待

的程度（Lin等，2024；Huang等，2016）。在差异点上，首先，从心理角度来看，消费者不耐心更加

强调人们对等待的看法和感受，这些看法和感受会改变人们的消费行为（Roberts和Fishbach，
2023），例如对更快解决方案的支付意愿、因延迟或等待需补偿的金额等；而跨期选择行为研究

强调未来价值如何贴现、贴现程度大小，以及齐当别模型中的某个维度的占优、现在时刻与未

来时刻的权衡等问题。其次，在机制和理论方面，消费者不耐心研究更加强调人们变得不耐心

的心理机制，因此涉及的理论解释也超越了单一的跨期选择研究领域，在消费者不耐心的形成

机制上要更多元和丰富。最后，消费者不耐心研究更加强调营销实践相关诱发因素，这些因素

在跨期选择研究中是被忽略的，如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价格促销（Shaddy和Lee，2020）、快餐符号

（Zhong和DeVoe，2010）等。

2. 消费者不耐心与自我控制失败

自我控制失败指的是消费者为了短期的满足而牺牲更重要的长期利益（Wertenbroch，
1998）。自我控制概念一般涉及多个自我之间的冲突，例如，“现在的自己”更希望消费某种诱人

的商品，但“未来的自己”会后悔过去消费了这种诱人的商品（Vosgerau等，2020）。储蓄问题和

健康问题均可以归入自我控制相关研究（Vosgerau等，2020；Kim和Zauberman，2013）。这些研

究的重点通常是理解消费者做决策时的障碍，并帮助他们避免做出与长期福祉相违背的决策

（Malkoc和Zauberman，2019）。例如，在储蓄问题研究中，现有研究尝试了诸多的干预措施以提

升人们在储蓄问题上的耐心，如让人们与未来更加年长的虚拟自我互动（Hershfield等，2011）；
在健康问题研究中，现有研究则尝试了从标签、呈现生动的图片描述未来的伤害等方面提升人

们在健康行为上的耐心（Malkoc和Zauberman，2019）。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强调了人们在决策

过程中会违背更具优先级的长期目标或利益。由于自我控制失败强调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

间的冲突，因此消费者做出决策后往往会产生预期后悔，如果再次选择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Vosgerau等，2020）。相反，消费者不耐心不一定会伴随强烈的预期后悔情绪，因此相较于自我

控制失败，往往被认为是更加理性的行为（Vosgerau等，2020）。消费者不耐心反映的通常是人

们对更快方案的偏好，或者对等待本身的厌恶，一般不会引起预期后悔的感受。此外，消费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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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不一定会涉及现在与更久远未来之间的权衡，消费场景中的消费者不耐心更强调当下人

们对等待的看法和感受。 

三、  消费者不耐心的影响因素及解释机制

前文提及，消费者不耐心涉及众多诱发因素，不同因素涉及的解释机制和理论又存在诸多

差异。本文根据消费者不耐心的解释机制，将其影响因素归纳为四个大类。

（一）相关目标被激活

在消费者不耐心研究中，经常存在跨领域的影响模式，例如暴露在价格促销中会激活人们

在其他消费领域的不耐心。在跨领域影响的模式下，相关诱因会在无意识中激活人们的某一目

标，并引导人们接下来的行为，即使该行为与诱因分别处于不同的领域（Bargh等，2001）。这是

由于，手段和目标在联想网络（associative network）中以不同的层次被存储，手段或子目标（如

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与更高水平的目标（如保持健康）相关联（Kruglanski等，2002；Shah和
Kruglanski，2000）。研究发现，更高水平的目标会激活相应的子目标或执行手段；反之亦然，即

子目标也会自下而上地激活更一般或高阶的目标（Shah和Kruglanski，2003）。上述理论中子目

标与一般性目标的关系，为消费者不耐心的跨领域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了更方便地讨论，

本文将与不耐心相关的一般性目标分为：效率目标、奖励寻求目标、行动导向目标、细细品味行

为目标。

1. 效率目标的激活

当追求效率的目标被激活时，人们会在随后的消费场景中表现出不耐心。注重时间效率在

当下的社会是普遍存在的（Zhong和DeVoe，2010）。在现实环境中，存在一些外部环境或线索，

会通过激活人们的效率目标而导致消费行为上的不耐心。快餐的本质通常体现了节省时间的

目标，因此，接触到与快餐相关的文化符号会激活一般性效率寻求目标，这些目标在接下来的

行动决策中又会导致消费行为层面的不耐心（Zhong和DeVoe，2010）。接触到多功能产品也会

激活人们在一般层面上寻求效率的目标，即相较于单一功能产品，多功能产品的属性会激活人

们的效率目标，进而诱发后续消费行为上的不耐心（You等，2022）。综上，在消费场景中，一些

相关的刺激物可以激活消费者在一般层面上追求效率的目标，并导致他们在随后的消费行为

中表现得更不耐心。

2. 奖励寻求目标的激活

人们总是渴望获得各式各样的奖励，以满足各种欲望。例如，人们会渴望获得金钱方面的

奖励、获得生理满足上的奖励等。由于人类的动机系统在处理各类奖励上十分相似（Aharon等，

2001；Knutson等，2000；Stark等，2005），因此具体的奖励线索会激活人们渴望获得一般性奖励

的动机。现有研究表明，暴露于性感环境中，不仅会使人们想要获得生理方面的奖励，也会使人

们想要获得金钱方面的奖励，从而在与金钱相关的决策中，偏好即时的金钱奖励而非远期的金

钱奖励，即相关的性感奖励放大了对即时金钱奖励的感知价值（Kim和Zauberman，2013；Van
den Bergh等，2008）。此外，相关研究还发现，价格促销也有类似的作用。当人们接触到价格促

销信息时，由于折扣提供了货币利益，因此人们在一般层面上寻求奖励的动机也会被激活，进

而导致后续消费行为上的不耐心（Shaddy和Lee，2020）。奖励寻求目标和效率目标虽然属于不

同的目标类型，但它们的作用机制均与其各自更高阶的一般性目标相关。

3. 行动导向目标的激活

相较于一次性给予人们反馈，给予更多次数的反馈（在行为之后逐条提供反馈，而非一次

性提供总体反馈），可以帮助人们建立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能帮助人们建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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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行动导向目标，使人们更渴望在随后相关或不相关的场景中完成活动并获得结果。一旦建

立起“行为—结果”关联，人们想要获得结果的欲望就会被强化，随即就会表现出更大程度的不

耐心（Lin等，2024）。这意味着，与消费者不耐心决策不相关的“行为—结果”关联的强化，会导

致人们想要尽快完成一项活动并获得结果，这种行为导向目标的激活会导致后续不相关决策

中的消费者不耐心。此外，也有证据表明，人们越接近目标完成阶段，不耐心程度就越低，为了

完成目标愿意付出的钱也越多（Roberts等，2024）。这是由于，越接近目标，人们想要获得结果

的欲望就越大。

4. 细细品味行为目标的激活

细细品味可以视为人们在行为上的倾向性，它是由人们的目标驱动的（goal-directed
processing）（Huang等，2016）。人们在产生细细品味动机的时候，会有意识地捕捉当前的经验，

以便稍后可以反思和回味（Biskas等，2019）。在细细品味目标下，人们会产生延长积极体验的

动机，并在享受的过程中不慌不忙或形成缓慢处理的风格以增强对过程的享受（Huang等，

2016）。相关研究认为，让人们回忆怀旧事件可以增强人们的细细品味动机，这一动机的作用机

制类似于子目标与一般性目标的关系（Huang等，2016），人们在回忆过程中形成的细细品味目

标，会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增强人们在不相关消费场景中的耐心程度（Biskas等，2019；Huang等，

2016）。
（二）对时间的主观感知

人们对时间的主观感知而非客观的时间计量，决定了人们的耐心程度。在跨期选择研究

中，时间维度是十分重要的决策维度之一，研究者也意识到主观时间感知在时间折扣模型公式

中的重要性（Kim和Zauberman，2009；Zauberman等，2009）。例如，冲动的个体会高估间隔时间

的长度，进而低估延迟奖励的价值（Wittmann和Paulus，2008）。人们还会依据空间距离来估计

时间距离，当空间距离信息在时间判断情境中可用时，人们的主观时间距离会受到空间距离的

影响。例如对于位于上海的人来说，相较于3个月后去距离更近的杭州，人们对3个月后去更遥

远的北京的时间距离感知会更长，进而对延迟奖励的偏好降低（Kim等，2012）。性感暗示也会

导致人们高估时间距离，从而在跨期决策中变得更不耐心（Kim和Zauberman，2013）。此外，时

间距离估计还存在个体性差异（时间高估者和时间低估者）（索涛等，2014）。与跨期选择一致，

在广泛的消费场景中，消费者同样越是高估时间距离，就会产生越高程度的不耐心。然而，在消

费者不耐心研究中，更进一步地识别影响人们主观时间感知的潜在机制是更重要的。总体来

看，现有的消费者不耐心影响因素，会通过情绪体验、心理唤醒、认知模式以及其他一些机制影

响人们的主观时间感知。

1. 情绪体验下的主观时间感知

暴露于自然环境、网站的颜色、目标冲突等消费者不耐心诱因，会通过影响人们的情绪而

影响人们的主观时间感知。在该机制下，既有增强消费者耐心的情绪（如放松），也有削弱消费

者耐心的情绪（如压力和焦虑、无聊等）。Chen等（2021）研究发现，在网页加载过程中提供与购

物动机相匹配的拟人化线索（享乐动机下提供令人激动的拟人化线索，实用动机下提供真诚的

拟人化线索）可以提升人们在等待过程中的认知流畅程度，并带来享乐的情绪体验，从而缓解

人们在等待过程中的不耐心。此外，消费活动本身带来的体验情绪，也会影响人们的耐心程度，

例如，消费者可能在沙滩上愉快地躺几个小时，即使该活动十分平淡，但排队几分钟就可能会

导致沮丧和不耐心（Woermann和Rokka，2015）。实际上，情绪会通过影响人们对时间的主观感

知而影响消费者的不耐心。研究发现，暴露于自然环境可以激活人们的放松情绪，进而增强人

们的等待意愿（Xu和Ding，2023）。放松情绪降低了人们对主观时间流逝的关注程度，当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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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关注时间流逝时，给定的时间段通常被认为更长，反之则更短。因此，面对同样的等待时

间，暴露于自然环境而激活的放松情绪，使得消费者对等待的主观时间感知更短。放松情绪这

一解释机制，在网站颜色对下载速度感知的影响中也得到了验证，能让人放松的网站颜色设计

往往会让人认为下载速度更快，即下载花费的主观时间感知更少（Gorn等，2004）。与放松情绪

不同，压力和焦虑情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例如，人们在经历目标冲突时，会产生压力和焦虑情

绪，这使得人们在主观上感知到时间更加紧迫，进而导致人们更不愿意等待以及更愿意为了节

省时间而支付费用（Etkin等，2015）。与无聊相关的情绪也被发现会导致类似的结果。无聊被描

述为“时间似乎静止不动了”，高无聊倾向的个体在完成单调的数字循环任务时，会觉得时间过

得更慢（Watt，1991）。以往研究还发现，消费者会高估零售结账队伍的等待时间（Hornik，
1984），因为人们对“空闲时间”（unoccupied time）的感知要比对“被占用时间”（occupied time）
的感知更长（Maister，1985），而排队等待过程中空闲时间过多，会导致人们高估时间距离。

2. 心理唤醒与主观时间感知

有关时间的隐喻会通过心理唤醒这一机制，改变人们对时间距离的感知。具体而言，相较

于将未来事件描述为“时间移动”（time-moving，即未来事件在时间轴上运动，如“The launch
day is coming to you！”），将其描述为“自我移动”（ego-moving，即自我在时间轴上运动，如“You
are coming to the launch day！”），会导致消费者更大程度的不耐心。这是由于将未来事件描述为

我向未来事件移动（vs.未来事件向我移动）会导致消费者唤醒水平更低，从而使得他们高估事

件的时间距离，最终导致消费者更愿意为节约时间而付费（Xu等，2024）。
3. 不同认知模式下的主观时间感知

研究发现，解释水平会对消费者的主观持续时间判断造成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取决于人们

的认知模式（Wang等，2018）。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处于主观感受（情感路径）模式，此时低解释

水平的人更容易在等待过程中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从而觉得等待不那么无聊，并对等待过程的

时间感知更短；相反，当人们采用心理标记（认知路径）模式时，人们依靠自身脑海中的想法数

量来进行等待时间推断，由于低解释水平的人更容易产生更多的想法，因此他们会觉得等待持

续的时间更长（Wang等，2018）。上述结论意味着，在不同的认知模式下，人们推断时间的线索

或依据会发生变化。

4. 其他主观时间感知

与自我调节（如控制情绪、经历节食）相关的研究发现，进行自我调节会导致人们对未来估

计的时间更长，并导致消费者对更快方案的付费意愿增强、对节省时间产品的偏好增强等

（Kim，2020）。这是由于，人们在经历自我调节时，会跟踪自己的表现并远离不可取的想法和行

为，在该过程中人们会增加对时间的关注，进而导致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变长。这意味着，引发人

们对时间的关注会改变人们对时间的估计。此外，还有研究从人们对时间的厌恶视角展开了消

费者不耐心研究。有研究表明，时间拟人化会赋予时间人格，这会让人们对等待时间产生更强

的厌恶感，进而导致消费决策的不耐心，如支付额外的费用以获得加急的快递服务（May和
Monga，2014）。

（三）时间焦点的选择

时间焦点描述了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程度，该概念侧重人们注意力专

注于哪个时期，即注意力分配程度问题（Shipp等，2009）。研究发现，消费者对过去、现在和未来

的思考会影响其当前的态度、决策和行为。实际上，不同的时间取向可以预测个体的跨期选择

偏好。具体而言，未来时间取向的个体更关注将来的发展，更偏好远期的较大收益，而现在时间

取向的个体更偏好眼前的即时小收益。这意味着，将时间注意力放在不同的时间点，会改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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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行为选择。研究发现，与恐惧、死亡威胁相关的变量，会使人们将注意力投向不同的时间

点，进而改变消费者的耐心程度（佘升翔等，2016；王鹏等，2019；陈斯允等，2021）。目前虽然国

内也有学者已经将对该类机制的探索延伸到更广泛的消费场景中（如对送餐延迟的等待意愿、

对加急快递的偏好），并发现了时间焦点的中介作用（陈斯允等，2021），但大多的探索依然集中

于跨期选择行为。不过，由于时间焦点会改变人们对当下/未来的看法，这或许会进一步改变人

们对延迟消费或者等待的看法，因此进一步在更广泛的消费者不耐心情境中验证时间焦点这

一解释机制依然是十分有价值的，本文也在潜在干预措施中提出了未来应如何利用这一机制

进行干预。

（四）时间折扣率差异

时间折扣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者不耐心的程度。研究发现，跨期选择的时间跨度越

长，人们的时间折扣率就越小。例如，相较于立即获得15美元，等待3个月的消费者要求获得

30美元，而等待1年时间的消费者则只要求获得60美元（Thaler，1981；Zauberman等，2009）。在
消费领域，也存在基于时间折扣的解释机制。有研究发现，消费者购买不同商品的时间折扣率

是不一样的。相较于物质型购买，消费者对体验型购买表现出更高程度的不耐心，这是由于体

验型购买的消费往往集中在未来的一小段时间里，而物质型购买的消费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都会持续，因此，人们愿意为提前享受体验型购买（vs.物质型购买）而支付更多的钱（Goodman
等，2019）。除了商品类型，消费者在现金与等量的非物质化货币之间的选择决策也会引发不同

的时间折扣率（Duclos和Khamitov，2019）。此类研究主要关注不同商品或者货币等营销刺激物

的时间折扣率差异，这些差异本身造就了消费者对延迟消费相关商品的看法。未来，识别更多

商品的时间折扣率差异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人们延迟消费不同商品的意愿差异。

综上，本文系统梳理了消费场景中消费者不耐心的解释机制，部分解释机制下还存在各类

复杂的子机制。该部分的梳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消费者不耐心的发生机制，也有助于后续消

费者不耐心研究工作的推进。不过，现有机制依然还存在进一步探索的空间。第一，在跨期选择

研究中，Zauberman和Urminsky（2016）系统总结了跨期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现在自我与

未来自我的联结程度、心理表征水平、贴现函数公式中的时间感知等。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相

关机制是否可以运用在更广泛的消费场景中。例如，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的联结研究发现，当

消费者认为自己的身份不稳定的时候，他们在购买决策中更不愿意为了获得更便宜的商品而

等待一段时间再购买（Bartels和Urminsky，2011）。这是由于身份不稳定性降低了人们现在自我

与未来自我的联结。一项与储蓄行为相关的研究也发现，那些通过虚拟现实硬件与未来的自己

互动过的消费者，更愿意为未来分配更多的资源，更愿意接受未来的金钱奖励而不是眼前的金

钱奖励（Hershfield等，2011）。第二，跨领域影响是消费者不耐心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

但是现有的解释机制主要围绕“相关目标被激活”这一路径。实际上，时间是人们上一活动与下

一消费活动联结的“纽带”，人们需要在不同的活动场景中安排时间，而上一活动的特征有可能

会改变人们对时间的看法，进而对下一消费活动造成影响并诱发消费活动中的不耐心。由此可

见，跨领域影响视角下的消费者不耐心可能存在更多的解释机制。第三，现有的解释机制在新

时代背景下发挥的作用可能有限，一方面需要拓宽现有机制在新时代背景消费下的解释力，另

一方面应该探索新的解释机制以丰富现有理论。 

四、  消费者不耐心的重要后果

消费者不耐心反映了人们对等待的看法，通常还伴随着人们解决延迟问题并加速实现目

标的行为倾向或动机（Sweeny，2024）。因此，不耐心驱使人们采取行动，例如设法提高排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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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从令人乏味的活动中脱离并投入更有价值的活动、推动线上购物后货物交付时间的缩短、

在日常生活中寻求更有效率的商品或工具、促进商业模式的创新、提供更有效率和令人满意的

公共服务等。这些加速实现目标的适应性动机，推动了消费者不耐心在现代生活中展现积极的

一面，体现了消费者不耐心的时代价值和意义；但同时，消费者不耐心作为一种相对负面的体

验，在部分情况下也存在消极的一面，会对个人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一）对个人的影响

第一，消费者不耐心会阻碍人们从事件中获得快乐和幸福感。与幸福感相关的研究发现，

当人们想要从事件中汲取快乐时，他们可以采取细细品味的策略，如细细品味美味的食物

（House等，2014）。通常而言，品味需要人们专注于当下，而消费者不耐心被认为会破坏人们专

注于当下的想法和细细品味的倾向性，从而降低人们从消费事件中汲取快乐的能力。例如，变

得不耐心的人从自然美景中获得快乐的能力会降低（House等，2014），最终导致幸福感的降低

（Smith和Bryant，2017）。提示人们时间背后的金钱成本或让人们从金钱角度思考时间，也会导

致人们在花费时间消费愉快事件的过程中感受到不耐心，并进一步导致消费者幸福感的损失

（DeVoe和House，2012）。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越来越多会诱发消费者不耐心的环境因素（如代

表效率的快餐文化、随处不在的促销奖励、强调效率的多功能产品等）的产生，这一影响似乎变

得越来越长期化。例如，研究人员就发现，在过去30年里，大面积快餐店的流行与个人财务上的

不耐心显著相关（DeVoe等，2013）。然而，人们的幸福感是否也会受到越来越长期化的影响尚

未可知。

第二，消费者不耐心会对人们的日常行为造成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当人们需要等待信

息的时候，人们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对信息的欲望会降低（Molnar和Golman，2024）。在按需服

务的消费场景中（企业在收到订单后提供服务，如美团外卖），消费者等待服务生产的时间也会

触发更多的订单取消行为（Xu等，2021）。消费者不耐心还会影响人们对交易方式的偏好，例如

不愿意等待的消费者更不喜欢通过拍卖（vs.直接标价）的形式进行交易，因为在拍卖的交易形

式中，他们需要等到最终拍卖结束才能获得商品（Chowdhury等，2019）。虽然缺乏耐心会导致

消极的后果，但合理利用消费者的急切心理，有时候也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例如，Choi等
（2022）研究发现，当强调临期食品的享乐（vs.功利）好处时，消费者会变得更加缺乏耐心，并希

望立即消费它，这会使消费者对临近过期的食品不那么反感，从而有效避免浪费。该研究对如

何发挥消费者不耐心的积极作用做出了探索。

（二）对社会的影响

普遍的消费者不耐心推动了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社会后果。在

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中，“即时消费”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在动态的环境中，个人的偏好和品味会

快速变化（Chen等，2005）。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在“快”理念的影响下，消费者不耐心通过引发

特定的行为动机来推动社会和时代的进程（Sweeny，2024），例如商家需要根据消费者的需求

来缩短交货时间、缩短生产周期、推动更有效率的商业活动等，这些由消费者不耐心引发的特

定行为动机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即使也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卢长宝等，

2021）。在“快”理念的影响下，人们逐渐形成了一套普遍的现代化价值观，开始强调时间的重要

性并赞扬时间的高效利用（House等，2014）。然而，在寻求效率的社会文化中，人们的生活压力

也在逐渐提升（杜园春和徐晨，2019），人们一方面寻求高效以满足当代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

又希望社会和生活节奏能够慢下来以提升自身的幸福感（卢长宝等，2021）。此外，处于不耐心

状态不仅会提高人们的效率目标，往往还会使得人们较少考虑长远的未来，使得整个社会的储

蓄率也相应降低，从而影响社会福祉（Zhong和DeVo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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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消费者不耐心对个人和社会既会产生积极影响，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关键的研究问

题是，应该如何发挥消费者不耐心的积极作用（如利用消费者的不耐心避免临期食品的浪费），

以及避免消费者不耐心造成的负面影响（如避免个人幸福感的下降）。相关话题的探讨将会是

消费者不耐心后果的重要未来研究方向。 

五、  总结与展望

总体而言，前述内容遵循“概念内涵—前置影响因素及解释机制—重要后果”的逻辑思路

展开评述。可以看到，本文消费者不耐心延伸了跨期决策的定义，运用场景不仅更加广泛，在解

释机制上也和跨期决策存在许多差异。本文在已有的消费者不耐心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常见

的消费者不耐心的表现形式和测量方式，并概括了相关的定义。在归纳的过程中，本文发现消

费者不耐心的表现形式和测量方式存在多样性，研究人员应该注意到这些差异，并尽可能采用

多样的消费者不耐心测量方式，以提升研究结论在不同消费场景中的稳健性。接着，本文对消

费者不耐心的前置影响因素及解释机制、重要后果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本文总结的消费领域不

耐心的前置影响因素和解释机制相较于跨期选择研究领域，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且与现有

的跨期选择研究评述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本文提炼的机制包括：目标激活（效率目标、奖励寻求

目标、行动导向目标、细细品味行为目标等）、不同路径下的主观时间感知、时间焦点选择，以及

消费领域与营销相关的物品本身的时间折扣率差异等，本文区分并系统地概括了这些机制。最

后，本文进一步总结了消费者不耐心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综合上述内容，本文构建了消费者

不耐心的整合性研究框架（见图1）。
尽管现有研究已经对消费者不耐心做出了诸多探索，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明晰相关的未

来研究方向对于弥补这些不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在现有消费者不耐心评述总结的

“前因—机制—后果”内容中，依然存在未被充分探索的领域，因此依次从前因、机制、后果三个

方面展开对未来研究方向的讨论是具有价值的。其次，从现有文献看，基本上缺乏对消费者不

耐心干预措施的研究。考虑到现有的解释机制已经足够丰富，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研究人员应该

如何寻找新的干预措施或在已有机制的基础上去探索可行的干预措施。本部分的展望将从“前
因”“机制”“后果”和“干预”这四个视角依次展开对未来研究方向的讨论。

（一）前因展望：系统研究现代商业和社会中新技术的使用对消费者不耐心的影响

现有研究已经对消费者不耐心的传统诱发因素（如价格促销、快餐线索、多功能产品等）进

行了相对充分的探讨，虽然已经有研究意识到技术会导致普遍的消费者不耐心（Baker，2019），
但是对技术的探索依然处于起步阶段。鉴于现代商业和社会中技术的普遍使用，将消费者不耐

心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是重要的，这同时也能加深人们对时代如何改变人类行为的理解。据此，

本文在此提出以下几个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第一，探讨算法对消费者不耐心的影响。推荐算法导致人们接收的信息越来越同质化，例

如短视频平台就借助算法为人们推荐大量相似的内容，研究人员将这种同质化的媒体内容环

境描述为信息茧房，即人们长期被同质化的信息包围（廖觅燕等，2023；Ma等，2022；杨雨娇和

袁勤俭，2023）。然而，现有文献忽略了观看媒体内容对后续消费行为的影响。实际上，信息窄化

和信息冗余是算法推荐下媒体内容非常明显的特征（Ma等，2022）。因此，算法推荐导致的同质

化的媒体内容往往被感知到存在更大的冗余和重复性（Wang和Zhang，2022）。即使消费者喜欢

某一主题的短视频，当他们感知到信息存在较大的重复时，相同主题短视频提供的边际价值也

会降低（Woolley和Sharif，2022）。考虑到时间和价值之间的关系（Rudd等，2019），当消费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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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到边际价值降低时，他们更容易产生浪费时间的感觉。根据时间可权衡的概念（后文将进一

步展开论述），当人们在上一活动中感知到时间浪费时，在后续消费活动中就会想要节省时间，

进而导致消费者在行为表现上显得缺乏耐心。因此，媒体内容环境下的算法推荐有可能会对跨

领域的消费者耐心产生影响。

第二，探讨虚拟数字世界对消费者不耐心的影响。在虚拟的数字世界中，用户可以选择自

己的化身、购买相关的数字商品（Kim，2021），且类似的数字商品交易可能是频繁发生的。以往

的研究发现，相较于拥有实体产品，拥有数字产品会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心理所有权降低

（Atasoy和Morewedge，2018）。当消费者对商品的心理所有权降低时，他们会采用补偿策略以

增强对商品的心理所有权，这一动机有可能会减弱人们延迟享受商品的欲望，因为延迟使用商

品意味着不确定性和缺乏控制。此外，在虚拟数字空间中，人们对空间的概念会与现实的空间

有所不同（在数字空间中从一个空间切换到另一个空间是十分简单的）。考虑到相关研究表明

空间距离会与时间距离相互关联，进而影响人们的选择（Kim等，2012），有关空间的心理状态

的改变也有可能会影响人们对时间的看法，使得人们厌恶按部就班地等待。总之，未来虚拟数

字世界（如虚拟世界中的商品形态和空间形态等）和消费者不耐心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

究领域。

第三，探讨不同设备下的消费者不耐心。以往研究发现，相较于PC端，人们在手机端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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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消费者不耐心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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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物理的局限，这使得人们的认知模式发生转变，如人们生成的文字会更关注情感层面

（Melumad等，2019），注意力会转向情感和内心状态（Song和Sela，2023）等。当人们处于不同的

认知模式时，人们对时间的估计方式会有所不同（Wang等，2018）。总体而言，探索由设备差异

导致的认知模式差异及其与时间评估的关系，对企业来说是重要的。

第四，探讨社会化媒体背景下的消费者不耐心。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得上行社会比较变

得更普遍，算法的精准推送又加剧了社交媒体内容与自我的相关性，进而加剧了人们在社交媒

体上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的动机，即将自我的观点或能力与社交媒体上的其他人进行比较。研

究表明，上行社会比较既有可能引发自我提升动机，也有可能导致自我威胁感（Tesser等，

1988）。当人们产生自我提升动机时，他们的注意力可能在未来；而产生自我威胁感的时候，注

意力更有可能在当下。这些注意力改变，可能会对消费者不耐心的程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此外，研究人员还可以关注技术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对消费者不耐心造成的影响。例如，

在短视频平台上，人们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地获得享乐，而享乐的及时性或许又会反过来增强

人们对等待的厌恶；新技术一般还存在即时反馈的特点，人们习惯了在做出点击动作后立即获

得自己想要的内容，这一生活方式转变也有可能会加剧消费者的不耐心。

（二）机制展望：深化对消费者不耐心中介机制的研究

现有的机制研究虽然已经较为完善，但依然存在可以进一步探索的地方。

第一，加强对耐心强化机制的探索。以往研究发现，怀旧情绪可以提升消费者细细品味的

倾向性和耐心程度（Huang等，2016）。然而，大部分研究更多聚焦于导致消费者更不耐心的因

素及相应的解释机制，对能够增强消费者耐心的因素探讨较少。国外的研究提出可以从神学视

角探索如何增强消费者耐心（Baker，2019），本文建议可以探索中国独特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

耐心增强机制，如体验传统文化可能会激活消费者的传承意识，进而使他们对时间表现出更强

的忍耐。相关探索不仅有助于推动消费者耐心增强机制研究，也有助于推动干预策略的进一步

发展。

第二，探索更多的跨领域影响机制。现有对跨领域影响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与目标相关的机

制上，例如效率目标、奖励寻求目标、行动导向目标以及细细品味行为目标等，一种潜在的新的

跨领域影响机制是，与消费者不耐心无关的场景诱因改变了人们对剩余空闲时间的评估（Jhang
和Lynch，2015），进而改变了消费者的不耐心程度。例如，前因展望中提及的算法推荐下的媒

体内容同质化，就有可能会通过改变人们对剩余空闲时间的评估而影响消费者的不耐心程度，

即消费者有可能在观看了大量同质化媒体内容（如在短视频平台上）之后，意识到自身的空闲

时间被占用，从而在接下来的消费决策中表现得更不耐心。目前，通过该机制探讨相关诱因对

消费者不耐心的跨领域影响是一个潜在可行的方案。

（三）后果展望：深化对消费者不耐心的长期后果研究

前文已经讨论了消费者不耐心对个人和社会福祉的影响，而消费者不耐心是否会导致幸

福感受到越来越长期化的影响尚未可知。随着社会越来越转向即时性（如相比过去，现在即时

就能得到各类信息、娱乐），人们越发频繁地将节省时间这一目标融入生活（Baker，2019），这意

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本质性改变。此外，随处可见的不耐心诱因也长期影响着消费者

的耐心程度。本文建议重视与消费者不耐心有关的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进一步验证这种转变

是否会带来长期化的影响及后果，如对幸福感的长期损害。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建立长期的追

踪调查机制来验证相关推断，提醒个人、企业和政府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增进个人和

社会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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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干预展望：潜在干预措施研究

在文献回顾过程中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消费者不耐心的诱发因素及相关机制

的探索，虽然有部分研究探讨了如何干预消费者不耐心，例如，Chen等（2021）提出在网页加载

过程中提供与购物动机相匹配的拟人化线索可以提升人们等待时的耐心程度，但是从总体上

来看，现有研究在干预措施的探索上严重不足，这阻碍了相关研究在实践中的应用。

1. 从时间视角出发的干预

由前文可知，人们对时间的主观感知是消费者不耐心发生的重要机制。本文进一步基于时

间作为一种资源的视角提出两个潜在的干预方向。

第一，对时间资源评估的干预。当个体感知到时间资源较少时，就会感觉到时间压力（李爱

梅等，2016），并开始关注时间本身（毕翠华和齐怀远，2022）。此时，时间压力会使消费者更容易

高估时间的距离（李爱梅等，2016）。因此，操纵人们对时间资源的评估可以改变消费者的耐心

程度。以往研究已经发现，针对时间资源进行一定的金钱补偿可以干预消费者不耐心

（DeVoe和House，2012）；缓解压力感和焦虑感也可以降低人们对时间资源有限的评估并干预

消费者不耐心（Etkin等，2015）。上述结论为从时间资源评估视角开展干预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未来研究或许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缓解因时间资源有限导致的消费者不耐心。例如，引导消费者

专注于当下有助于避免他们对时间的关注和缓解时间紧迫感；增强人们对时间的感知控制或

支配感，或许也可以缓解时间资源有限导致的消费者不耐心。

第二，对时间可权衡性的干预。时间对于人们安排、协调不同事项而言，是需要重点考量的

维度之一。当一项活动花费较多时间时，另一项活动可用的时间就会减少。例如，当人们做出加

班的决定时，他们可以用于休闲的时间就会减少（Etkin和Memmi，2021），这意味着人们经常需

要在不同的活动之间分配时间（Etkin和Memmi，2021；Spiller，2011）。因此，时间作为一种有限

的资源，其重要特征便是需要在不同的活动之间进行权衡，人们花费时间做某件事情时，就会

放弃做其他事情的机会（Rudd等，2019；Shah等，2015；Spiller，2011）。据此推断，当消费者在某

项活动中产生时间被浪费的感觉时，他们就会产生更强的动机，希望在接下来的其他活动中通

过节约时间的方式弥补在之前的活动中被浪费的时间，以实现平衡。此时，可以通过减少时间

权衡的倾向性来干预消费者不耐心。

近年来，关于时间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 of time）的研究引起了学者的关注（魏勇刚

等，2023），这一概念由Rajagopal和Rha（2009）率先提出，是指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独立对时间进

行分类、记账、编码、评价和分配的过程，影响着人们对时间的预算与分配方式。该研究证明了

时间同金钱一样，也具有非替代性特征。他们发现，人们在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分配上存

在显著的差异，即人们更倾向于将工作时间分配给工作相关活动，将非工作时间分配给与工作

不相关的活动。一种潜在的干预措施是通过时间心理账户来干预人们在不同活动中权衡时间

的倾向性，例如预先让消费者为消费活动或事件设定专属时间，可以避免人们在不同事件中产

生时间权衡，并导致人们在后续活动中形成时间利用的效率目标。

2. 激活“远虑”心态的干预

前文提及，消费者购买不同商品时的时间折扣率是不一样的，人们通常会对体验品（vs.物
质品）（Goodman等，2019）、现金（vs.等量的非物质化货币）（Duclos和Khamitov，2019）等表现出

更大程度的不耐心。人们有时还会对享乐性质的商品表现出立即享受的倾向性（Choi等，

2022）。在类似的消费中，潜在的干预措施是根据不同商品的属性，引发人们对商品的未来思

考，即通过未来时间焦点激活人们对商品的远虑思考。

现有研究涉及较多的与“远虑”相关的心理学概念，有未来时间洞察力、未来取向、未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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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思维、前瞻行为等。事实上，“远虑”是一种计划未来的思维或能力，包含与目标实现相关的对

事件或情景的未来建构（邓之君等，2024）。“远虑”心态的核心是对未来事件的心理表征，包括

提升对未来时间和事件的认知（李爱梅等，2015）。综上，通过激活人们的远虑心态可以将消费

者的时间焦点引导至未来。例如，强调现金（vs.等量的非物质化货币）应对未来的能力或许可

以使人们更偏好延迟以获得更多现金，而非立即得到现金以满足欲望；再如，强调体验品

（vs.物质品）存在最佳的未来使用时机，并让人们模拟最佳的消费场景，也有可能会增强人们

延迟消费这些商品的意愿。未来研究可以结合特定商品的独特属性，激发人们对商品的“远虑”
能力，从而达到干预目的。

3. 基于认知模式的干预

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不耐心意味着对等待的感受做出反应。然而，人们对等待的反应，既

取决于主观感受（情感路径），也取决于心理标记（认知路径）（Wang等，2018）。主观感受（情感

路径）认为，人们在等待的过程中会根据等待过程的感受做出时间评估，如无聊感等，当人们注

意到时间本身在流逝时，时间感知就会变久。心理标记（认知路径）认为，人们会通过在一段时

间内标记的次数来进行判断，例如在等待的过程中想到了多少件事情，想到的事情件数越多，

人们感知等待时间也就越久。基于这两条路径可以采用两种干预思路。第一，识别认知模式后

进行干预。当人们处于主观感受路径时，一个常见的干预措施是让人们更多地考虑与等待无关

的事情，即转移人们的注意力（Kellaris和Kent，1992）。当人们处于心理标记路径时，则可以操

纵等待期间的事件数量来操纵人们对时间的感知（Zauberman等，2010）。第二，对人们的认知

模式进行干预。例如，基于认知模式干预信息的可及性，在短视频环境中，如果提供观看的短视

频的数量这一线索，消费者会自然而然地采用视频数量进行心理标记，并认识到自己花费了更

多时间在观看短视频上。反之，人们会因为在观看短视频过程中注意力不在时间上而忽略时间

的流逝，从而影响消费者的福利。

4. 对品味倾向性的干预

根据前文的总结，不耐心对消费者个人的影响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长期化，越来越多诱发

消费者不耐心的环境因素（如代表效率的快餐文化等）进一步塑造了寻求效率的社会文化，虽

然这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也对个人从消费事件中汲取快乐的能力造成了长期影响。对于此类

需要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进行干预的消费者不耐心的长期后果，可以通过提升消费者细细品味

的倾向性，来减弱消费者不耐心的长期影响。

“加速”是现代生活的特征之一，关注效率已经演变成一种长期的行为模式。为了应对类似

的负面影响，一个显著可行的策略是“慢下来”（卢长宝等，2021）。在慢下来的过程中，人们需要

花费时间认真品味，赋予快乐、分享和反思更多的时间，使得对时间的感知从“有限”转换为“丰
富”。此外，现有研究已经表明，回忆往事可以增强人们细细品味的倾向性，进而提升消费者的

耐心程度（Huang等，2016）。本文认为，品味当下而非回忆往事也能让消费者更加耐心。过去的

研究已经表明，接受品味当下的消费者报告的抑郁情绪和消极情绪都要更低（Smith和Hanni，
2019）。不管是通过回忆往事激发细细品味，还是通过专注于当下激发细细品味，抑或是通过其

他方式，人们都会形成缓慢处理的认知风格，这种风格将有助于消费者缓解不耐心的长期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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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Research on Consumer
Impatience

Ke Weilin,  Fei Xianzheng,  Li Ruoxi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Summary:  Consumer impatience refers to the extent to which consumers are unwilling to wait to
obtain certain benefits in consumption scenarios. Although research on consumer impatience is
increasing, there is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s on this topic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First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orms,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nd conceptual
definitions of consumer impatience, and clarifies its connections and distinctions from concepts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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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temporal choice and self-control. Secondly, it summarizes four mediating mechanisms in the field
of consumer impatience, including goal activation,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time, focus of time, and
differences in time discount rates. Thirdly, it evaluates the impact of consumer impatience on individuals
and the society. Finally, it outlin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cluding antecedents of consumer
impatience within the context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algorithms, virtual digital worlds,
device variations, and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s), novel mechanisms of consumer impatience, long-
term consequences of consumer impatience, and interventions to mitigate consumer impatience such as
time resource evaluation and trade-off, a “foresight” mentality, cognitive modes, and savoring
tendencies.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advances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consumer impatience.

Key words:  consumer impatience;  intertemporal choice;  consumption waiting;  consumer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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