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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考察学生群体中动漫色情与其他类型色情内容消费者在色情内容消费频率、

成人依恋、色情内容消费动机上的差异。本研究强调了区分动漫色情对学生群体的影响

与其他类型色情内容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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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引言

1.1 色情内容及其分类

色情内容 (Pornography) 在过去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常常被定义为“用于性唤起的任何媒

体内容”[1] 。在较近的一篇文章《在数字时代“色情”意味着什么？对社会科学研究中一

个定义的反思》中，色情内容被定义为“在给定语境下被认为具有性意味，以唤起消费者性

欲为主要目的的内容”[2] ，本文中所讨论到的色情内容将全部采取这一定义。（需要注意的

是，在诸如金瓶梅这样的作品是否应该被归类为色情内容问题上，学界存在争议，即使在上

述定义下这一问题依旧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本文并不会讨论这一问题，本文中讨论的色情

内容都是明显符合上述定义的作评）

色情内容的消费在当下大学生群体中极其普遍，并且其受欢迎程度随时代发展快速增

长。

传统的色情内容通常是主角为真实人类的色情内容，通常表现为图片、影像的形式，也

就是真人色情。

然而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国内外文化的演变，色情动画、色情漫画、色情轻小

说、色情音声等等非传统的色情内容在国内外广泛流行。在本研究中，我们把所有色情内容

简要分为三类：真人色情、动漫色情和其他类色情。其中其他类色情指的是例如 ASMR 色

情音声等不存在清晰的人物设定、且性唤起机制较为不寻常的色情内容；动漫色情的定义将

在下一节中给出。

1.2 什么是动漫色情？

动漫色情 (Hentai Pornography) 是一种主要使用日本动漫角色 (Anime Characters) 的

色情内容。日本动漫角色是一种源自于日本的卡通视觉形象，通常有着类似真人的外表。日

本动漫角色常用于各种公共娱乐活动，主要通过电视、漫画、小说插图、网络社交平台、网

络视频等方式传播和被消费。

动漫色情一词译自英文词汇 Hentai（相关领域缺乏既有中文文献，因此作者将 Hentai

一词翻译为动漫色情），这一词汇来自日本汉字“变态”，在中日两国本意为：事物的性状发

生变化“。色情动漫情节多种多样，包含从同性恋关系到强奸、通奸、恋童、乱伦等多种独

特分别，例如变性，以及涉及触手的奇幻场景 [3]。《日本动漫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 [4]》指

出，日本动漫中的色情内容往往语言露骨、画面暴力且淫秽，且充斥乱伦、同性恋等违反传

统伦理道德的场景，并用“色情扭曲”给予总结。在一项研究中动漫色情被定义为“一种通

常以性活动详细、不寻常、奇幻的描述为特征的色情内容”[5]，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对动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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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色情与成人依恋 1 引言

色情采取这一定义。

一项基于谷歌搜索引擎的调查指出，从 2004 年开始动漫色情的流行程度快速上升 [6]。

2021 年色情网站 Pornhub 的年度报告指出，Hentai 标签位居全球搜索榜的第一名；而 2019

年 Pornhub 每天有超过一亿访问量。尽管动漫色情作品流行程度极剧上升，社会科学领域

少有将色情动漫等色情内容单独拿出来考虑的研究。

1.3 色情与成人依恋

对色情内容的长期消费和沉迷能够对人的伴侣关系和恋爱心理产生重要的影响，为了衡

量不同种类色情内容对学生群体恋爱心理的影响，本研究从成人依恋的角度考察这种相关

性。

成人依恋 (Adult Attachment)理论最早由 Hazan和 Shaver在 1987年提出，主要研究成

年人如何在浪漫意义下看待并与另一个人互动。基于心理学家 Bowlby 的依恋理论，成人依

恋理论解释了个体在婴儿期与其照顾者的早期关系如何影响到其在后来的一生中的人际关

系 [7]。Bartholomew 在 1990 年发展了一套两维度四象限的量表，依照依恋焦虑程度和依恋

恐惧程度将成人依恋归为四类：安全型 (Secure)、先占型 (Preoccupied)、拒绝型 (Dismissing-

Avoidant)、恐惧型 (Fearful-Avoidant) [8]。同年 Collins 等人基于 Hazan 和 Shaver 的研究发

展了成人依恋类型的测量方式 [9]，并于 1996年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修订，提出从亲近 (Close)、

依赖 (Depend)、焦虑 (Anxiety) 三个角度对人的依恋类型进行考察，并将其分入安全、先

占、回避 (Avoidant) 三种大类 [10]。1998 年 Brennan 等人提出了一种更为简要的双维度模

型，仅测量依恋焦虑 (Anxiety) 和依恋回避 (Avoidance) [11]。

近期研究发现了色情内容消费与依恋人格类型之间的关联。一项使用 Brennan 模型和

量表的研究 [12] 发现在成年男性中的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均与色情内容消费成正相关，而

另一项使用同样模型的研究 [13] 则发现在成年女性中仅依恋焦虑与色情内容消费成正相关。

另一方面，一项基于 Bartholomew 模型的对色情内容消费与性满足感之间关系的研究 [14]

指出，四种成人依恋类型的人在受到色情消费的影响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其中安全型人格

的色情消费几乎不受到色情内容消费的影响，焦虑型、拒绝型人格则更容易受到色情内容消

费的影响。这些研究都证明了色情内容的使用对其消费者的浪漫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

也表明了不同群体被色情内容影响的方式和结果各不相同。

然而先前的大部分研究都在考察色情内容和成人依恋的关系时，都并没有明确地指出

他们所研究的色情内容到底包括那些内容，以及其中是否包含动漫色情。在最近的一篇文章

中 [15]，研究者使用 Brennan 的 ECR 成人依恋量表 [11] 对动漫色情消费者和非动漫色情消

费者进行考察，发现在依恋回避这一项上动漫色情消费者相比非动漫色情消费者并没有表现

出显著的差异；然而仅在女性中，动漫色情消费者的依恋焦虑显著高于非动漫色情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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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色情内容的消费动机 1 引言

而男性中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倾向，但差异并不显著。然而该研究的结果表明男性非色情消费

者的依恋焦虑显著高于色情内容消费者，这一结果与前文中提到的研究 [12] 结果不相符合。

1.4 色情内容的消费动机

Reid 等人在先前的研究 [16] 中提出了消费色情内容的四种主要动机并通过调查证实了

这一观点，分别为情感回避 (逃避或缓解不舒适情绪和压力，逃入幻想世界中)、性好奇 (对

性的好奇心) 、刺激寻求 (对刺激、幻想、新奇和变化的欲望) 、性愉悦 (获得性快感) 。其提

出的 PCI (Pornography Consumption Inventory) 是一种用于评估色情内容消费动机的量表，

该量表由四个子量表组成：情感回避、性好奇、刺激寻求、性愉悦。

在先前的一项研究 [15] 中，研究者研究了在动漫色情消费者中色情内容消费动机关于

性别的差异，本研究将研究消费动机与色情内容消费者类型的差异。

1.5 研究目的与猜想

先前国际上关于色情内容的研究并没有关注到不同种类的色情内容对人群的影响差异；

而国内关于色情内容的研究都把焦点放在网络色情的成瘾性上，研究成果多为对色情和日本

动漫的口诛笔伐，极其缺乏对色情内容影响和影响方式的研究。因此，消费不同种类色情内

容的个体消费者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认知。

本研究的首要目标是对比不同种类色情内容消费者群体之间的成人依恋类型，以此解释

色情内容对学生群体亲密关系和恋爱心理的影响。本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从色情内容的消

费动机的角度研究不同种类色情内容消费群体之间的差异。

但是由于调查条件限制，本研究不同于往常在成人依恋的测量中使用较为简单的 AAS-R

量表。

在开始研究之前我们提出以下几个猜想：

1. 动漫色情消费者的色情内容的消费动机在情感回避、性好奇、寻求刺激三项上显著强

于真人消费者；

2. 其他类色情内容消费者在所有消费动机上都弱于前两种色情内容消费者；

3. 动漫色情消费者相比真人色情消费这有着更强的焦虑和更低的亲近、依赖；

4. 色情内容的消费频率男性显著高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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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 研究方法

2.1 参与者

原始数据中包含 96 份样本，然而其中 11 份样本由于个人信息填写异常、作答时间过

短且有明显胡乱填写行为被判定为无效样本，并从最终样本中剔除。最终调查问卷获得 85

份有效样本。在全部 85 份样本中平均年龄为 17.60 岁 (标准差 1.29，范围在 15-22 区间) 。

样本中男女比例较为接近，其中 56 人为男性、29 人为女性、0 人为非二元性别者。其中中，

异性恋的人数为 66 人，占比 77.65%；双性恋的人数为 19 人，占比 22.35%；同性恋的人数

为 0 人，占比 0%。其中 27 位参与者在过去的一年中曾经谈过认真的恋爱，其中 2 位在过

去的一年中有过 2-3 名伴侣。

参与者中 28 人自认为是动漫色情消费者、21 人自认为是真人色情消费者、7 人是其他

类色情消费者、余下 29 人自认为不是任何色情内容的消费者。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有三位

自认为的动漫色情消费者、一位真人色情消费者、一位其他类色情消费者在过去的一年中没

有消费过任何一种色情内容；有一位自认的真人色情消费者在过去的一年中没有消费过任何

真人色情内容，但是以较高频率消费过动漫色情内容；有一位自认的其他类色情消费者在过

去的一年中没有消费过任何其他类色情内容，但是以较高频率消费过真人色情内容，我们仍

然支持他们自己对自身的分类。另外有五位自认的非色情内容消费者在过去的一年中以较轻

程度（一个月 1-2 次或更少）消费过各种色情内容，我们仍认为他们为非色情内容消费者。

问卷使用问卷星平台创建，通过网络平台散播，填写者主要来自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等其他重点高中、大学。其中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平台散播时，给

予其中前 25 名参与者 2 元人民币的奖励；在其他地方传递则使用了在表白墙等公共平台公

示问卷的方式。

原始问卷见 https://www.wjx.cn/report/224848534.aspx

2.2 量表

2.2.1 简要统计问卷

问卷的这一部分询问参与者的性别、性取向、年龄以及过往恋爱经历，以及参与者对四

种色情内容消费者类型的自我评估（参与者认为自己是动漫色情消费者、真人色情消费者、

其他类色情消费者、非色情内容消费者）。进一步地，问卷调查参与者对三种色情内容分别

地消费频率。基于先前研究提出的提出的色情内容使用量表 [17]，我们使用了一种六级评分

量表，各个选项分别为：1 (无), 2 (一个月 1 次或更少), 3 (一个月 2 到 3 天), 4 (每周 1 到 2

天), 5 (每周 3 到 5 天), 以及 6 (每天或几乎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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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分析 2 研究方法

2.2.2 成人依恋等级量表 (AAS-R)

为了方便问卷的分发和填写，作者选择了尽可能短且有效度高 [18] 的量表。这一部分

使用 Collins 等人 1996 年修订的成人依恋等级量表 [10]，包含十八个问题。中文互联网上广

泛传播称该量表将成人依恋分为 Bartholomew 的四种类型，作者查阅文献发现原研究中并

没有对拒绝型和恐惧型作精密区分，而是把他们当作了同一种回避类型加以研究，但在后来

的研究证明了该量表可以对这两种回避类型进行区分。该量表的中文译本提供者暂时没有找

到。

量表中的每个问题采取李克特 (Likert)五级评分量表，每个选项的等级评分从 1(非常不

赞同)到 5(非常赞同)。为了提高结果的准确性，其中的七个问题为反向计分条目。量表分为

三个子量表，分别为亲近量表、依赖量表、焦虑量表，每个子量表对应六个问题。子量表的总

等级评分为其中六个问题的等级评分之和，范围从 6 到 30，在三个子量表中更高的评分分

别代表更强的“对亲密的舒适程度”、“对依赖的舒适程度”、“对被抛弃的焦虑程度”[10,18]。

2.2.3 色情内容消费调查 (PCI)

色情内容消费调查是一个包含 15 项问题的等级评分量表 [16]，该量表评估四种不同的

消费色情内容的动机。量表中包含四个子量表：情感回避、性好奇、刺激寻求、性愉悦。量

表中的每个问题采取李克特 (Likert) 五级评分量表，每个选项的等级评分从 1(非常不赞同)

到 5(非常赞同)。总量表等级评分范围是 15 到 75，更高的评分代表因具体的理由有更强的

色情内容消费动机。该量表的中文译本由本人作者本人提供。

2.3 数据分析

由于先前大量研究指出性别在色情内容相关问题上有着较大影响，所有量表和子量表

都经过使用性别作为协变量的单变量协方差分析 (ANOVA) 。所有数据的星都分析都是用

Chronbach-α 信度 [19]。所有的数据分析都使用 SPSSAU 软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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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

3 研究结果

3.1 色情内容消费动机

PCI 量表和各个子量表的信度为：情感回避 α = 0.920、性好奇 α = 0.775、刺激寻求

α = 0.747、性愉悦 α = 0.852、总量表 α = 0.927 。这表明本研究中的这一部分数据具有普

遍较好的信度。

PCI量表和各个子量表在协方差分析中关于色情内容消费者类型一项的 p值为：情感回

避 p = 0.081、性好奇 p = 0.209、刺激寻求 p = 0.140、性愉悦 p = 0.548、总量表 p = 0.082

。由于在情感回避和总量表两项上 p 值小于 0.1，我们认为不同种类色情内容消费者的色情

内容消费动机具有显著差异，且差异主要来自于情感回避一项。另一方面，性好奇和寻求刺

激亮相上表现出了轻微差异。综上所述，研究结果部分支持猜想 1。从表中可以看出，其他

类色情内容消费者在所有项上都显著低于于前两种色情内容消费者，研究结果支持猜想 2。

另一方面，PCI 量表和各个子量表在协方差分析中关于性别一项的 p 值为：情感回避

p = 0.205、性好奇 p = 0.901、刺激寻求 p = 0.845、性愉悦 p = 0.064、总量表 p = 0.358 。

由于在性愉悦一项上 p 值小于 0.1，这表明色情内容的消费动机仅在性愉悦一项上与性别有

较大关系。为此我们对这一项作进一步研究，以性别为主变量、色情内容消费者类型为协变

量作协方差分析，结果中 p = 0.056 < 0.1 证实了这一观点，即仅在性愉悦一项上，性别表现

出了显著的差异。

表 1: 不同种类色情内容消费者 PCI 统计表

真人 (n=21) 动漫 (n=28) 其他 (n=7)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情感回避 15.29 6.08 17.25 6.48 10.86 5.18

性好奇 13.95 5.17 14.75 3.71 11.43 2.37

寻求刺激 23.81 8.22 25.29 6.75 18.86 5.21

性愉悦 13.00 3.61 13.25 3.37 11.14 3.58

总动机 67.81 20.10 72.79 16.84 54.14 14.37

表 2: PCI 子量表性愉悦与性别关系

项 平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男 13.45 3.19 42

女 11.21 3.9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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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成人依恋 3 研究结果

表 3: PCI 各子量表 Spearman rho 秩矩阵 [20]

PCI 1 PCI 2 PCI 3 PCI 4 PCI

PCI 1 1

PCI 2 0.535** 1

PCI 3 0.632** 0.936** 1

PCI 4 0.469** 0.567** 0.600** 1

PCI 0.813** 0.883** 0.938** 0.880** 1

**p<0.01

3.2 成人依恋

AAS 各个子量表的信度为：亲近 α = 0.614、依赖 α = 0.670、焦虑 α = 0.750。这表明

本研究中的这一部分数据具有可靠的信度。

在三个量表的协方差分析中，色情内容消费者类型这一项都表现出了极高的 p 值 (亲近

p = 0.862、依赖 p = 0.755、焦虑 p = 0.948)，在性别一项上也是如此。研究的结果不支持猜

想 3。

另一方面，真人色情消费者与动漫色情消费者在亲近、依赖、焦虑三个量表上都显著高

于非色情内容消费者。为了与先前的研究相比较我们将亲近、依赖、焦虑转化为 Brennan的

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双维度模型（亲近、依赖与依恋回避正相关，焦虑与依恋焦虑正相关），

结果表明这两种色情内容消费者的依恋焦虑、依恋回避都显著强于非色情内容消费者。这一

点应证了先前的研究结果 [12, 13]，表明了动漫色情与真人色情的同一性。

然而在依赖一项上，表中可以发现其他色情内容消费者低于真人、动漫色情消费者甚至

非色情消费者。进一步使用方差分析对比其他类色情消费者和真人色情消费者，得到的 p值

为 0.356，无法判定为具有显著差异。

表 4: 不同种类色情内容消费者 AAS 统计表

真人 (n=21) 动漫 (n=28) 其他 (n=7) 非色情 (n=29)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亲近 20.90 5.33 20.21 4.12 20.00 3.83 19.48 3.61

依赖 17.62 4.53 17.43 5.30 15.86 3.39 16.69 5.20

焦虑 19.10 4.97 19.18 5.81 19.71 5.71 18.59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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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色情内容消费频率 3 研究结果

3.3 色情内容消费频率

使用交叉频率统计做出如下柱状图：

图 1: 性别与动漫色情内容消费频率关系

图 2: 性别与真人色情内容消费频率关系

图 3: 性别与其他色情内容消费频率关系

使用方差分析得到三组交叉关系中 p 值分别为：0.000, 0.000, 0.157。也就是说性别对真

人色情、动漫色情消费频率的影响极显著，对其他类色情内容消费频率影响轻微。

另一方面关于性取向对色情内容消费频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性取向 (异性恋、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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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恋) 对色情内容消费频率没有显著影响 (三组交叉关系中 p 值分别为 0.701, 0.892, 0.570) ，

但在三种色情内容中双性恋者都表现出了略微较高的频率。

4 讨论

4.1 成人依恋与色情种类

本研究的首要目的是对比不同种类色情内容消费者之间的成人依恋类型的不同，以此色

情内容对学生群体亲密关系和恋爱心理的影响。为此在引言部分我做出了猜想 (猜想 3)，然

而经过调查和数据分析，这一猜想并没有得到支持。在这点上，与 [15] 中表现一致；本研究

的其他部分也应证了先前的其他研究 [12, 14]。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动漫色情与真人色情二

者的区别，并没有显著体现在消费者的成人依恋情况上。

4.2 色情内容消费动机

本研究的第二个目标，也就是研究色情内容消费动机与色情内容消费者种类之间的关

系，这一目标得到了较好的完成，引言中提出的两个猜想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支持。在所

有 PCI 子项上动漫色情消费者都高于真人色情消费者，然而在情感回避一项上动漫色情消

费者显著性地高于真人色情消费者。为此，我认为情感回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方向：在

作者与他人的交流中，经常能够发现同学在看色情漫画、色情电影的时候带着逃避现实生活

的目的，情感回避在解释人为什么消费色情内容这一问题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为什

么动漫色情与情感回避有较大的关系，作者认为可以从色情动漫中的性别形象考虑：在文

献 [21]中研究者分析多部动漫色情电影，指出了动漫色情的形象塑造上往往具有奇幻、超现

实的特点（例如动漫色情中常出现的触手，详见参考文献 [22]），这种特点为消费者提供了

逃避现实生活的避难所。然而这个观点并没有经过研究的论证和调查，因此仅作为提供后人

研究方向简要叙述。

本研究在对色情内容消费动机与性别的关系的分析中发现，性别主要在性愉悦一项上产

生较显著的影响，然而先前的研究 [15]指出产生差异的主要项是寻求刺激。在这一点上本研

究与前人研究结果不同。

在对 PCI 调查结果地 Spearman rho 秩分析中 [20]，四个子量表和总表之间都表现出了

极强的关联性。作者进一步的研究以阐明这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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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性别与性取向对色情内容消费频率的影响 6 鸣谢

4.3 性别与性取向对色情内容消费频率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性取向 (双性恋，异性恋) 对色情内容消费频率影响不显著，而再次验证了

性别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4.4 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4.4.1 AAS 量表中译本

在前述关于色情内容与成人依恋关系的研究中，量表 ECR 和量表 AQ 被广泛使用，而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 AAS 量表并没有相应的参考数据。在实际分析中，AAS 量表的信度表现

较差，且该量表的中文译本来源不明。因此，不难怀疑本研究中并没有发现成人依恋上显著

的差异是由该量表中译本效果较差导致的；而事实上在问卷投放前，作者就在同学的帮助下

发现了该量表中的几个翻译用词错误。为此作者鼓励对 AAS 量表中译本的重新研究。

4.4.2 所谓其他类色情内容

本研究中的其他色情内容一项收集到了较少的数据，而且在进行各类分析时均出现了没

有预料到的情况。其原因可能是样本过少，为此作者鼓励更大规模的统计分析。

然而另一方面，作者反思这一概念的区分本身。在先前关于动漫色情的一项研究 [15]

中，作者在界定动漫色情时并没有提及“视觉形象”这一特点，因此在该研究中动漫色情

(Hentai) 包括了 ASMR，因此也没有再对所谓其他类色情做区分。而在文献 [3] 中动漫色情

的定义则强调了“视觉形象”。为此作者鼓励对非视觉色情内容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动漫色情内容消费者和真人色情内容消费者成人依恋并没有差异。然而在色

情内容的消费动机上，不同种类色情内容消费者有所区别。因此，作者鼓励进一步对动漫色

情内容消费者的心理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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