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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饭搭子到孤食：外卖文化对大学生社交方式与互

动模式的影响——基于社交隔离的实证研究 
邱威（指导老师）  姚如敏  马西阳  孙碟  张代虎  苏清锐  杨景容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摘要：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对该地 524 名大学生展开研究，发现外卖依赖程度和大学生团队合作能力、网络互动倾向、数

字沟通工具使用有显著线性关系。外卖成主要饮食方式时，团队合作能力得分降 0.118 单位，网络互动倾向得分增 0.302 单位，

面对面交流依赖程度降 0.349 单位，改变社交模式，倾向线上互动。研究还发现外卖文化有双重影响，既提供便利、丰富课余生活，

又限制面交、削弱社交与合作意识，推动线上社交却可能致信息孤岛，带来社交压力与焦虑。所以高校和相关机构要引导学生理性

看待外卖消费，平衡线上线下社交，助力健康多元社交方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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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外卖文化已成为现代城市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大学生群体中影响深远。外卖不仅改变

了大学生的就餐方式，还对他们的社交习惯和互动模式产生了

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经济、环境或健康

层面的影响，如蔡跃洲和顾雨辰（2023）通过在线问卷调查，

测算垂直领域代表性平台的社会福利效应；刘璐婵（2024）利

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外卖平台入驻对低保受助群体的影响。

此外，外卖文化对大学生社交方式的研究较少，但已有研究表

明高频点外卖可能影响面对面社交活动的参与度。本研究通过

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外卖文化如何影响大学生的社

交行为，旨在帮助大学生平衡数字化生活与传统社交方式，提

升社交能力和心理健康。 

2.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 

原假设 1：外卖依赖程度越高，大学生的社交能力越弱，

尤其是在面对面沟通和团队合作方面。 

原假设 2：外卖文化的普及导致大学生社交行为发生变化，

更多倾向于线上互动而非面对面社交。 

原假设 3：外卖文化促进了社交隔离的加剧，减少了与朋

友的面对面互动机会。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了 5 名外卖

商家和 11 名学生作为访谈对象，做主题分析。通过实际问卷发

放，收集到有效问卷 524 份问卷。本研究按照随机抽样计算公

示：  

本次调研总体样本为 152037 人，根据统计计算需要，设定

z=1.96，E=0.05，P=0.5，将相关数值带入公式，求得本次问卷

最 低 样 本 量 ， 得 出 如 下 结 果 ：

 
为确保样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样本男生占比 54.77%，女

生占比 45.23%；在年级上，大一占比 19.66%，大二占比 66.22%，

大三占比 9.92%，大四占比 4.2%。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问卷共 28 个题项，利用 SPSS 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

态度类评分题项均按照 LIkert 五级量表进行赋分（1=完全不同

意，5=完全同意），分值与评价正相关。态度量表具体编码如下： 

表 2-1：题项编码设计 

当前编号 题项 

DD1 我经常使用外卖平台订餐。 

DD2 我一天至少有一餐是通过外卖解决的。 

DD3 外卖已成为我日常饮食的主要方式。 

DD4 我选择外卖的原因是方便、快捷。 

DD5 
外卖平台上的多样选择让我不愿意去食堂或外出

就餐。 

SS1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善于与人沟通的人。 

SS2 我通常能够与新认识的人顺利建立联系。 

SS3 我有很好的团队合作能力。 

SS4 我习惯于通过社交媒体而非面对面与他人交流。 

SS5 我在社交场合中容易感到不自在。 

SB1 我平时很少参加班级聚餐或团建活动。 

SB2 我的社交活动通常局限于熟悉的朋友或同学。 

SB3 
我更倾向于在网络平台上与朋友互动，而不是面

对面交流。 

SB4 我会主动邀请同学聚餐或团建。 

SB5 我更喜欢与朋友通过线上平台沟通，而非面对面。

IFD1 外卖使我减少了与他人共同进餐的机会。 

IFD2 外卖文化使得我与朋友之间的互动减少。 

IFD3 外卖的普及让我更少参加面对面的社交活动。 

IFD4 
外卖文化促使我更倾向于独自用餐而非与他人一

起。 

IFD5 我更喜欢和朋友一起外卖而不是自己做饭。 

RSF1 
我感到外卖为我的社交提供了方便，尤其是在与

朋友聚会时。 

RSF2 外卖让我的社交变得更为便捷。 

RSF3 
外卖让我能够更自由地选择社交时间，而不是被

就餐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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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F4 
外卖使我在社交活动中更少依赖面对面的交流，

更多依赖数字沟通工具。 

RSF5 
外卖的便利性改变了我的社交圈，更多的是线上

交流。 

3.实证研究分析 

3.1 信度分析 

从信度检验报表中可以发现，总量表共包含 28 个题项 ，

整个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913 ，则说明整份量表信度很高，甚

为理想。 

表 3-1： 量表各层面信度分析 

层面 Cronbach’s Alpha 项数 

DD .899 5 

SS .703 5 

SB .791 5 

IFD .857 5 

RSF .876 5 

3.2 因素分析 

选取 DD 的层面的各题项进行主成分因素分析，顺利萃取

一个构念成分。其 KMO 值为 0.386，共同解释变异量为 71.260%，

公因子方差在 0.610-0.810 之间。选取 SS 的层面的各题项进行

主成分因素分析，顺利萃取一个构念成分。其 KMO 值为 0.735，

共同解释变异量为 80.249%，公因子方差在 0.724-0.857 之间。

选取 SB 的层面的各题项进行主成分因素分析，顺利萃取一个

构念成分。其 KMO 值为 0.750，共同解释变异量为 74.487%，

公因子方差在 0.611-0.946 之间。选取 IFD 的层面的各题项进行

主成分因素分析，顺利萃取一个构念成分。其 KMO 值为 0.824，

共同解释变异量为 65.476%，公因子方差在 0.624-0.831 之间。

选取 RSF 的层面的各题项进行主成分因素分析，顺利萃取一个

构念成分。其 KMO 值为 0.807，共同解释变异量为 66.845%，

公因子方差在 0.638-0.720 之间。 

3.3 描述性统计结论 

调查显示，大学生使用外卖平台订餐的频率较高，均值为

3.31，表明外卖在大学生饮食中占有一定比例。尽管外卖尚未

成为主要饮食方式，但方便快捷是其主要吸引力，均值达 3.56。

这反映了外卖的便捷性对外卖选择的重要影响。 

大学生普遍认为自己具备良好的社交能力，但外卖文化减

少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均值在 2.76-2.94 之间。同时，外卖也

提供了社交便利，如自由安排社交时间，均值在 3.04-3.24 之间。

这表明外卖既隔离了部分社交活动，又在某些方面促进了社交

便利。 

虽然大学生对自己的社交能力评价较高，但外卖文化导致

部分学生减少线下社交互动，均值在 2.76-2.94 之间。然而，外

卖也为社交提供了新的方式，如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交流，均值

为 3.27。这说明外卖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大学生的社交模式。 

3.4 回归方程构建 

为了证明原假设 1：外卖依赖程度越高，大学生的社交能

力越弱，尤其是在面对面沟通和团队合作方面。从系数表中可

得回归方程为 Y=-0.118X+3.213。 

为了证明原假设 2：外卖文化的普及导致大学生社交行为

发生变化，更多倾向于线上互动而非面对面社交。选从系数表

中可得回归方程为 Y=0.302X+2.034。 

为证明原假设 3：外卖文化促进了社交隔离的加剧，减少

了 与 朋 友 的 面 对 面 互 动 机 会 。 从 系 数 表 中 得 出 的 回 归 方

程 Y=-0.349X+1.957。 

4.研究结果与讨论 

4.1 外卖依赖限制大学生社交能力 

外卖的普及导致大学生减少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从而削弱

了其社交能力。网络社交的碎片化、浅层化和圈层化特征使得

信息交流表面化，缺乏深度和多样性，进而阻碍了大学生在真

实场景中的沟通锻炼，影响其适应社交场合的能力和沟通技巧

的提升。 

4.2 外卖加剧社交隔离现象 

外卖文化通过增加线上社交依赖和改变社交时间与空间选

择，加剧了大学生的社交隔离，减少了公共空间中的面对面互

动机会，从而增强了社交隔离感，增加大学生孤独感和抑郁风

险，影响身心健康。 

4.3 外卖不利于合作意识培养 

外卖的便捷性和依赖性降低了大学生参与班级聚餐和社团

活动的积极性，导致其团队合作意识和责任感的缺失，进而影

响其在团队中承担责任和倾听他人意见的能力。 

4.4 外卖文化重塑社交圈和互动模式 

外卖可能固化大学生的社交圈子，并增强线上社交依赖性，

减少与圈外人员的接触，导致社交圈的固化和狭窄。这种现象

不利于结交背景和思想各异的朋友，限制了社交的多元性和丰

富性，同时减少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可能导致沟通能力退化。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总结外卖文化对大学生社交能力和行为的影响，揭

示外卖依赖与社交隔离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了外卖普及对于

当代在校大学生社交活动、社交能力、社交行为和模式的深远

影响和意义。基于样本选择偏差、数据收集方式的局限等，本

研究结论和建议如下： 

1）外卖依赖降低社交能力，建议减少依赖，多参与线下活

动，增强人际交流。 

2）频繁点外卖可能导致社交隔离，建议适度点外卖，培养

健康饮食习惯。 

3）外卖减少团队活动参与，建议通过兼职或社团活动提升

团队合作能力。 

4）外卖影响社交圈重塑，建议利用外卖平台拓展社交网络，

但需注意真实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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