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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决策中的时间沉没成本
效应及其验证
侯 玉 波,王 婷,陈 书 怡
(北京大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北京100871)

摘 要:本研究以大学生和职场人士为对象,探讨了日常决策中时间沉没成本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

究一采用2×2的因子式设计,探讨了成本类型与有无对人们决策选择中沉没成本效应的影响,发现在决策选

择时人们更关注已经付出成本,而成本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但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研究二进一步操纵实

际情景,采用2×2的因子式设计探讨时间成本大小和努力程度对决策选择的影响,不仅验证了行为决策中时

间的沉没成本效应,而且证明它受时间成本大小和个体努力程度的影响。这些结果对理解时间沉没成本效应

及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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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中国人历来重视时间,唐末诗人王贞白在《白鹿洞二首》中用“一寸光阴一寸金”来形容时间的

重要,这句诗也成为劝勉世人珍惜时间的至理名言。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当代人对时间更为看

重,时间与金钱一样成为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因此,对时间作用的研究也成为心理学家关心

的主题。心理学对时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它的主观认知[1-3]、分配策略[4-5]等领域。这类研究大

致分为三类:一是使用日记形式让被试记录不同时间内进行的活动,以此理解和归纳人们如何利用

时间;二是使用理性决策范式研究人们如何分配时间[4-6]和人们如何对待时间[7-8],以探讨时间使用

所造成的后果;三是探究时间稀缺性如何影响人们做出决策[9-11],同时也比较人们在使用时间和金

钱上的不同[12-14]。这类研究把时间和金钱一样看待,认为时间也是一种成本,它和金钱一样会对人

们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这类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人们对时间沉没成本效应的探讨。
成本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是指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付出或应付出资源的价值牺牲,可用货币单

位加以计量。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很多时候即使付出了很大成本,也未必能达到目的。经济学把

那些人们已经付出的、不可再收回的金钱称为沉没成本。在经济学家看来,人在做决策时常常关注

那些沉没成本,决策结果与沉没成本的大小成比例,这种现象就是沉没成本效应。比如你去电影院

看电影,你对这部电影有很高的期望,你花了40元买票,然而电影看到一半时你感到越来越无聊,
这时你会离开电影院吗? 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选择受到过去在金钱、时间和努力付出等因素的影响,
你可能会坚持到最后。

801

收稿日期:2020-04-26
作者简介:侯玉波,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判性思维对中国人创新观念与行为的影响”(31671159),项目负责人:侯玉波。



对沉没成本现象的解释,最初主要以理性决策理论为基础,比如在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对失败项

目进一步投资的时候就用到了沉没成本效应,认为沉没成本效应导致个体考虑先前的投入,对可能

失败的项目继续投资,而不是理性止损[15-16]。研究者发现,当个体在一个活动中投入时间或努力

时,尽管可能有更好的替代性选择,但个体仍然选择原来的活动[17-18]。为此,研究者用自我辩

解[19-20]、规避损失[21]、寻求风险[22]和避免浪费[15,23]等多种因素解释沉没成本效应。以上的研究主

要针对金钱,随着人类生活节奏的加快,时间与金钱一样也成了稀缺性资源,所以时间的沉没成本

效应也开始受重视。
经济学家Becker用小时工资率来衡量时间的价值[6],而心理学家Soman则认为时间成本因其

功效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价值,时间不仅是金钱,还可能包含着更多的东西[26]。他在回顾了经济

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不同领域对时间的研究后指出,时间也是一种具有很高价值的资源,它同金

钱一样具有稀缺性。但时间与金钱也存在差异,时间在一定意义上对每个人是等量的,比如一天

24小时,没有人多也没有人少;而金钱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等量获得。有学者认为随着社会富裕

程度提高,产品和服务丰富性增加,金钱已不再是稀缺资源,而时间的重要性却大大增加[24-25]。正

因为时间稀缺,才使得人们在决策过程中越来越重视时间沉没成本。研究者发现,时间沉没成本效

应不仅受时间成本大小的影响,也受时间质量影响,即人们以怎样的状态度过时间[12,26]。所以,人
们对时间付出过程的体验也会影响时间沉没成本效应。

为了进一步弄清时间沉没成本效应产生的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
图探究人们在日常决策中是否存在时间的沉没成本效应,以及哪些因素会对沉没成本效应产生的

影响。研究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时间沉没成本效应是不是和金钱的沉没成本一样存在;二是探

讨时间成本和努力因素如何影响时间的沉没成本效应。为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采用了两个2×2
的因子式设计。研究一探讨成本的大小和类型两个因素对沉没成本效应的影响,研究二探讨时间

成本大小和努力程度对沉没成本效应的影响。

二、研究一:时间与金钱的沉没成本效应

(一)目的与假设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时间和金钱的沉没成本效应是否存在。以往的研究表明,时间和金钱一

样是我们在日常决策中重要的成本[27-28]。但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投资领域的问题,很少

涉及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决策。我们认为日常决策比大型投资更普遍,所以据此提出假设1:人们在

做决策时不仅考虑金钱的成本,也考虑时间成本,并且成本的大小和类型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为北京大学本科生,来自全校不同院系,选修社会心理学课程。共有120名学生

参加实验,最终收到有效数据108份,平均年龄19.7±1.82岁。男性57人,女性51人。

2.研究设计与实验材料:研究采用2×2的因子式设计,一个因子为有/无沉没成本,另一个因

子为金钱/时间成本。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四个不同的组中,每组30人。实验材料为贴近大学生日

常生活的看演出,把这两个因子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四种情境,其中情境之一的无沉没成本/金钱的

例子如下:
假如,近期你看到某音乐剧和某话剧的演出宣传海报,其中音乐剧票价50元,话剧票价250

元。两场剧目都是你期待已久的,都想去看,并且更喜欢音乐剧。这两场演出定在同一家剧院上

演,不巧的是,你正准备买票的时候获知,演出方临时调整了时间,两场演出被安排在同一天的同一

时间。已知这两场演出近期都没有其他演出场次,你最终会选择看哪场演出? 在看完该情景后,请
被试在下面7点数字上勾选,其中1=肯定选音乐剧,4=没有区别,7=肯定选话剧。在这里选择1
分代表选择自己喜欢的,选7分代表选择成本更大的,分数越高意味着沉没成本效应越大。另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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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境无沉没成本/时间、有沉没成本/金钱、有沉没成本/时间的操作基本情境类似,只是对两个因

素的强调不同。
(三)结 果

使用SPSS26.0对数据进行分析,表1显示了研究对象在不同情境中的得分。
表1 不同情境中被试的行为决策选择得分

有无沉没成本 成本类型 M SD N
无沉没成本 金钱 1.54 1.29 27

时间 1.75 1.70 26
有沉没成本 金钱 3.79 2.40 28

时间 2.27 1.64 27

  以有无沉没成本和成本类型为自变量,决策选择结果(沉没成本效应的大小)为因变量做方差

分析。发现有无沉没成本的主效应显著,F(1,104)=14.529,p=0.000,ηp2=0.58,有沉没成本时

研究对象选择观看成本更大的话剧,而不是喜欢的音乐剧;成本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1,104)=
3.272,p>0.05,说明时间与金钱成本对决策选择的影响没有差异;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1,

104)=5.675,p=0.019,ηp2=0.43。进一步分析两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模式,发现无沉没成本

时,金钱和时间对决策中沉没成本效应的影响是一样的———研究对象主要依据自身喜好做决策选

择;而有沉没成本时,金钱成本的影响大于时间成本的影响。交互作用的模式如图1所示:没有付

出成本时,人们觉得时间和金钱的影响是一样的,但一旦有付出,金钱对决策选择时的沉没成本效

应影响更大。

图1 有无沉没成本与成本类型的交互作用图

研究一发现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会考虑沉没成本,并且沉没成本的大小和类型之间存在交互

作用。如果单独考虑时间,有没有沉没成本对决策选择的影响不显著;但如果单独考虑金钱,则成

本对沉没成本效应影响显著。在这里,时间的沉没成本效应不显著,这可能与情境材料中大学生研

究对象的时间价值感有关。因为这些情境没有太大的压力,如果加入努力这一变量,时间沉没成本

效应应该会出现。为证明这一点,在研究二中我们进一步对决策场景加以操纵[29-30],以时间成本大

小和个体努力程度作自变量,探讨时间和努力对决策时沉没成本效应的影响。

三、研究二:时间沉没成本效应的影响因素

(一)目的与假设

研究二的目的是探讨时间成本和个体努力程度对决策中时间沉没成本效应的影响。从前面的

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时间成本在决策中的影响不仅和人们付出的时间多少有关,而且也和在付出

这些时间的时候心理上的努力程度有关。费斯廷格在认知失调研究中早就发现,当人们努力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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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情的时候,因为付出了更多的心理能量,所以会伴随着更多的认知失调[31-32]。而失调会使得人

们更看重这些事情的价值。也就是说,与其选择效用较低的方案来避免浪费,不如选择与先前一致

的方案。所以,对于时间沉没成本,我们提出假设2:时间成本的大小和个体的努力程度对决策中

的时间沉没成本效应会产生影响,并且二者之间还可能存在交互作用。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为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省市的社会人士。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共发

放问卷240份,回收199份。研究对象平均年龄27.15±5.82岁;男性96人,女性103人。

2.研究设计及实验材料:采用2×2的因子式设计,两个因子分别为时间成本(大/小)和努力

程度(高/低)。240名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四个不同组,每组60人。研究二也采用情境实验,实验材

料是职场中较常见的加班任务,需要付出一定时间和努力。一个自变量为时间成本分为加班10小

时或50小时;另一自变量为努力程度分为低努力和高努力,两个因素组合成四种情境。

时间成本小-努力程度低:假设你是一位已经工作的人,你的上司给你布置了一项额外的工作

任务,这项任务需要你加班,加班内容是在办公室接听电话,并做好相关记录。这项任务完成时你

总共加班10小时。由于没有加班费,上司奖励你某旅行社最近推出的 A市七日游套票一张。但

不巧的是这个套票的行程与你前几天自己花钱购买的B市七日游套票正好相互冲突。假定你对两

个套票去的地方都十分向往,并且两项旅游套票的价格也相同,同时这两个套票都不能更改日期或

转让他人。情境最后问被试,如果必须选择的话,你最终会选择哪一项? 让被试在7点量表上做选

择,1表示肯定选择A,7代表肯定选择B,4代表不能确定,被试选择的分值代表时间沉没成本效应

的大小。另外三种情境分别是时间成本小-努力程度高、时间成本大-努力程度低、时间成本大-努力

程度高,基本情境类似,只对两个因素有不同的强调。
(三)结 果

在四种处理条件下,被试行为选择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
表2 不同时间沉没成本和努力程度情境下的决策选择

时间沉没成本 努力程度 M SD N

成本小 低 3.69 2.172 45
高 4.72 2.125 53

成本大 低 4.45 2.241 53
高 5.31 1.800 48

  以时间沉没成本大小和努力程度为自变量,以代表沉没成本效应的决策选择分数为因变量做

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时间成本大小的主效应显著,F (1,195)=5.212,p=0.024,ηp2=0.12,表明付

出的时间成本越多,研究对象越倾向于选择成本对应所得结果。努力程度的主效应也显著,F(1,

195)=10.050,p=0.002,ηp2=0.18,表明付出的努力越大,研究对象越珍视努力所换取的回报,但
时间沉没成本数量大小与努力程度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95)=0.080,p>0.05。图2揭示了

这两个因素对决策中时间沉没成本效应的影响:时间成本越大沉没成本效应也越大,努力程度越大

沉没成本效应也越大,但二者的增长是同步的,没有交互作用,并且努力对时间沉没成本效应的影

响比时间更大。

可见,时间成本大小的主效应显著,付出的时间成本越多,被试越倾向于选择成本对应所得结

果。努力程度的主效应也显著,付出的努力越大,被试越珍视努力所换取的回报,但时间沉没成本

数量大小与努力程度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图2揭示了这两个因素对决策中时间沉没成本效应的影

响:时间成本越大沉没成本效应也越大,努力程度越大沉没成本效应也越大,但二者的增长是同步

的,没有交互作用,并且努力对时间沉没成本效应的影响比时间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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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时间沉没成本与努力程度的交互作用图

研究二通过对变量的操纵,证明了在决策选择中时间沉没成本效应的存在,结果部分验证了我

们提出的假设,即在决策时的时间和努力程度对沉没成本效应均有显著的主效应。但二者的交互

作用结果不显著,这和我们的假设不一致。

四、总讨论

本研究探究了日常决策中的沉没成本效应,研究一发现已经投入成本与尚未投入成本的情况

对比,对人们的行为选择有显著影响。尚未投入成本时,人们能够根据自己本身的偏好选择活动,
而投入成本后,人们放弃偏好而转向付出成本更大的项目,这是典型的沉没成本效应。出现这种行

为倾向的原因可能和避免浪费、避免损失更大有关[15,33]。研究一发现当付出一定量成本时,金钱成

本比时间成本对人的影响更大,这与前人的研究成果[10,26]相一致。金钱的沉没成本效应更容易出

现与金钱本身的性质有关,与时间相比金钱更常被人们计算和累加,为金钱建立心理账户是人们的

常规活动[34]。人们所接受的教育、理财习惯等均使得重视金钱成本的行为更普遍,而时间的不可

存储、不可替代、不可合并累加等使得人们较少考虑时间成本,尤其在心理账户中,时间比金钱更难

跟踪和平衡[26]。人们更习惯于为金钱而不是为时间做预算,而且到目前为止,沉没成本的相关研

究大多只是操纵了金钱的决策,没有比较人们如何考虑金钱、时间和努力的付出[35-36]。
尽管人们在决策选择中时间和金钱成本的影响不一样,但这并不能说明时间成本就不重要。

研究表明,对于非社交的决策行为,金钱的沉没成本效应比时间的沉没成本更明显[37]。但随着社

会的飞速发展,时间的重要性也越来受到重视。尤其是对有职场经历的个体来说,时间成本更重

要[38],时间对 他 们 来 说 更 宝 贵 和 稀 缺[32,39],对 他 们 来 说,时 间 成 本 越 大 沉 没 成 本 效 应 也 越

明显[40-42]。
研究二还证明了努力因素对时间沉没成本效应的主效应,这一结果和传统的认知失调理论相

符合[31-32]。涉及时间沉没成本的决策是个体自主做出的,没有引起相互冲突的认知,但却会使个体

感到心理上的不适[43],所以个体会考虑这种付出的价值。Soman曾经指出,时间成本只有通过启

动,让人们用金钱来衡量时间价值时,沉没成本效应才出现[11,26]。在中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

节奏的加快,时间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对天天加班的人来说时间的价值可能更大。因此,本研

究通过选择工作中加班情景探讨时间沉没成本效应,结果与报告金钱[15]和努力[12]的沉没成本效应

的研究相一致。努力程度对时间沉没成本效应的作用说明人们不仅关注花费了多少时间,同样也

关注如何度过时间-是轻松度过还是费心思度过? 与金钱一样,轻松获得的金钱如彩票中奖、继承

遗产等,通常很容易被挥霍;而辛苦劳动所得的金钱在花费时更加谨慎和理智,所以个体的努力程

度也影响决策行为选择的结果。研究二没有发现时间沉没成本与努力程度之间的交互作用,说明

时间成本和努力的作用是同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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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中被试仅通过阅读材料判断自己会做出如何选择,这种

测量方式和真实情境有差距。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现场实验,让被试真正付出时间和精力完

成某项任务,进而考察其对于付出时间成本的关注和考虑过程。其次,由于不同个体对于时间价值

的主观感知受到很多个体因素的影响,如特定的职业、人生阶段、个人发展状态等,这些因素可能导

致个体对于时间成本的感知不同[44-45]。最后,传统的经济心理学研究把沉没成本效应看成是一个

完全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决策,忽视了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尽管有研究表明文化对沉没成本

偏差有影响[46],但对文化因素通过什么来起作用并未探讨。未来的研究应该研究文化因素,比如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基于文化的自我差异等因素如何影响这一效应。

五、结 论

研究结论:(1)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决策行为不仅存在着金钱的沉没成本效应,而且也存在着

时间的沉没成本效应。(2)沉没成本效应受成本大小和类型的制约,没有成本时的时间和金钱的影

响一样,有成本时金钱的影响更大。(3)时间沉没成本效应受成本大小和个体努力程度的影响,并
且这两个因素的作用是同等的。

参考文献:
[1] MATTHEWSWJ,MECKW H.Temporalcognition:connectingsubjectivetimetoperception,attention,andmemory[J].Psy-

chologicalbulletin,2016(8):865-876.

[2] BLOCKRA,GRUBERRP.Timeperception,attention,andmemory:aselectivereview[J].Actapsychologica,2014(149):

129-133.

[3] ZAUBERMANG,KIMBK,MALKOCSA,etal.Discountingtimeandtimediscounting:subjectivetimeperceptionandinter-

temporalpreferences[J].Journalofmarketingresearch,2009(4):543-556.

[4] VIAU-QUESNELC,GAUDREAULTR,OUELLETAetal. Makingsenseoftimingandattention:modalityeffectintiming

withabreak[J].Timing&Timeperception,2014(2):129-144.

[5] LAKEJI,MECKWH.Differentialeffectsofamphetamineandhaloperidolontemporalreproduction:dopaminergicregulationof

attentionandclockspeed[J].Neuropsychologia,2013(2):284-292.

[6] BECKERGS.Atheoryoftheallocationoftime[J].Theeconomicjournal,1965:493-517.

[7] WOLFM. Whattimemaytell:towardsanewconceptualizationofdevelopmentaldyslexia[J].Annalsofdyslexia,1999(1):1-28.

[8] ARSTILAV,DLLOYD.Subjectivetime:thephilosophy,psychology,andneuroscienceoftemporality[M].MITPressCam-

bridge,MA,USA,2014.

[9] LECLERCF,SCHMITTBH,DUBEL. Waitingtimeanddecisionmaking:istimelikemoney? [J].Journalofconsumerre-

search,1995(1):110-119.

[10] DUNNEW,etal.,Prosocialspendingandbuyingtime:Moneyasatoolforincreasingsubjectivewell-being[J].Advancesinexper-

imentalsocialpsychology.2020(61):67-126.

[11] MOGILNERC,A.WHILLANSAV,NORTON MI.Time,money,andsubjectivewell-being[M].Handbookofwell-being,

2018.

[12] NAVARROAD,FANTINOE.Thesunk‐timeeffect:Anexploration[J].Journalofbehavioraldecisionmaking,2009(3):

252-270.

[13] OKADAEM,HOCHSJ.Spendingtimeversusspendingmoney[J].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2004(2):313-323.

[14] REEDAII,KAYA,FINNELS,etal.Idontwantthemoney,Ijustwantyourtime:Howmoralidentityovercomestheaver-

siontogivingtimetoprosocialcauses[J].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2016(3):433-457.

[15] ARKESHR,BLUMERC.Thepsychologyofsunkcost[J].Organizationalbehaviorandhumandecisionprocesses,1985(1):124-

140.

[16] BORNSTEINBH,CHAPMANGB.Learninglessonsfromsunkcosts[J].Journalofexperimentalpsychology:applied,1995

(4):251-269.

[17] REGOS,ARANTESJ,MAGALHAESP.Isthereasunkcosteffectincommittedrelationships? [J].Currentpsychology,2018

(3):508-519.

311



[18] CUNHAJRM,CALDIERAROF.Sunk‐costeffectsonpurelybehavioralinvestments[J].Cognitivescience,2009(1):105-113.
[19] FRIEDMAND,POMMERENKEK,LUKOSER,etal.Searchingforthesunkcostfallacy[J].Experimentaleconomics,2007

(1):79-104.
[20] STAWBM,FOXFV.Escalation:thedeterminantsofcommitmenttoachosencourseofaction[J].Humanrelations,1977(5):

431-450.
[21] HARINCKF,DIJKEV,BEESTIV,etal. Whengainsloomlargerthanlosses:rversedlossaversionforsmallamountsof

money[J].Psychologicalscience,2007(12):1099-1105.
[22] PARKJ-Y,JANGSS.Sunkcostsandtravelcancellation:focusingontemporalcost[J].Tourism management,2014(40):425-435.
[23] KAMENICAE.Behavioraleconomicsandpsychologyofincentives[J].Annualreviewofeconomics,2012(1):427-452.
[24] GARRETSONRC,MAUSERFF.Thefuturechallengesmarketing[J].Harvardbusinessreview,1963(6):168-188.
[25] RAJAGOPALP,RHAJ-Y.Thementalaccountingoftime[J].Journalofeconomicpsychology,2009(5):772-781.
[26] SOMAND.Thementalaccountingofsunktimecosts:whytimeisnotlikemoney[J].Journalofbehavioraldecisionmaking,

2001(3):169-185.
[27] PAYNEJW,BETTMANJR,LUCEMR. Whentimeismoney:decisionbehaviorunderopportunity-costtimepressure[J]

.Organizationalbehaviorandhumandecisionprocesses,1996(2):131-152.
[28] MONGAA,ZORO.Timeversusmoney[J].Currentopinioninpsychology,2019(26):28-31.
[29] KLACZYNSKIPA.Analyticandheuristicprocessinginfluencesonadolescentreasoninganddecision-making[J].Childdevelop-

ment,2001(3):844-861.
[30] STROUGHJ,SCHLOSNAGLEL,DIDONATOL.Understandingdecisionsaboutsunkcostsfromolderandyoungeradults

perspectives[J].Journalsofgerontologyseriesb:psychologicalsciencesandsocialsciences,2011(6):681-686.
[31] FESTINGERL.Atheoryofcognitivedissonance[M].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2.
[32] CUNHAMJr.CALDIERAROF.Ontheobservabilityofpurelybehavioralsunk-costeffects:theoreticalandempiricalsupport

forthebiscmodel.Cognitivescience,2010(8):1384-1387.
[33] GALD,RUCKERDD.Thelossoflossaversion:willitloomlargerthanitsgain? [J].Journalofconsumerpsychology,2018

(3):497-516.
[34] THALERR.Mentalaccountingandconsumerchoice[J].Marketingscience,1985(3):199-214.
[35] HEATHC.Escalationandde-escalationofcommitmentinresponsetosunkcosts:theroleofbudgetinginmentalaccounting[J]

.Organizationalbehaviorandhumandecisionprocesses,1995(1):38-54.
[36] COLEMANMD.Sunkcostandcommitmenttomedicaltreatment[J].Currentpsychology,2010(2):121-134.
[37] SOSTERRL,MONGAA,BEARDENWO.Trackingcostsoftimeandmoney:howaccountingperiodsaffectmentalaccount-

ing[J].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2010(4):712-721.
[38] STROUGHJ,SCHLOSNAGLEL,KARNST,etal.Notimetowaste:restrictinglife-spantemporalhorizonsdecreasesthe

sunk‐costfallacy[J].Journalofbehavioraldecisionmaking,2014(1):78-94.
[39] GOODINRE,RICEJM,SAUNDERSBP.Thetime-pressureillusion:discretionarytimevs.freetime[J].Socialindicatorre-

search,2005(1):43-70.
[40] OLIVOLACY.Theinterpersonalsunk-costeffect[J].Psychologicalscience,2018(7):1072-1083.
[41] GARLANDH.Throwinggoodmoneyafterbad:theeffectofsunkcostsonthedecisiontoescalatecommitmenttoanongoing

project[J].Journalofappliedpsychology,1990(6):728-731.
[42] PANDEYSK,SHARMAD.Sunktimefallacywithrecoverablemonetarycosts[J]. Marketingintelligence&planning,2019

(2):154-167.
[43] CHUNGSH,CHENGKC.Howdoescognitivedissonanceinfluencethesunkcosteffect? [J].Psychologyresearchandbehavior

management,2018(11):37-45.
[44] KLACZYNSKIPA,COTTRELLJM.Adual-processapproachtocognitivedevelopment:thecaseofchildren'sunderstandingof

sunkcostdecisions[J].Thinking&reasoning,2004(2):147-174.
[45] STROUGHJ,MEHTACM,MCFALLJ,etal.Areolderadultslesssubjecttothesunk-costfallacythanyoungeradults[J].

Psychologicalscience,2008(7):650-652.
[46] YODERCY,MANCHAR,AGRAWALN.Culture-relatedfactorsaffectsunkcostbias[J].Behavioraldevelopmentbulletin,

2014(4):105-118.

责任编辑 曹 莉

网 址:http://xbbjb.swu.edu.cn

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