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科学进展》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大型网络聚集促销诱发前瞻性情绪的心理语言机制研究 

作者：卢长宝；王啊婷；卢翠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意见： 

 

意见 1： 

作者通过语言学视角探讨了大型网络聚集促销诱发前瞻性情绪，是基于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申报书改写的，作者的凝练比较到位，给出了 6 个研究内容。研究构想思考深入，有很强

的跨学科的属性。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优点。 

回应： 

感谢专家的认可，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完善对文章的修改。 

 

意见 2： 

较多的研究内容和跨学科的属性使得写作和改写有较大的难度。申报书写作必须按照要

求在特定段落回答指定问题，综述、评述、研究框架和内容分开写；这样申报书的评审人能

快速确认信息。但是，当这个文本作为发表的研究构想时，读者（尤其是研究生阶段的读者）

接受起来可能比较困难。这是因为，读者在文献综述部分处理的大量信息需要分散给研究问

题 1-6，后面评述针对 1-6 都讲到，框架和研究内容同样是这样 1-6 的顺序。读者执行 1-6

循环的加工顺序，针对某个知识点很可能不知道在铺垫后文的何种结论或推导，不知道这个

知识用来解决什么问题，很难记住；理解第 n-1 个问题获得的知识在思考第 n 个研究问题的

时候需要快速被覆盖掉，切换到新问题的知识上。这种安排迫使读者需要反复到前面对照知

识点复习。作者可以请学生试读一下，例如 2.1-2.4 后给出 2.5，2.5 的加工难度很大。 

另外，这种结构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文章变得很长，有些内容叙述角度不同，但是意义

上有重复。尽管作者在区分语言的论述重点方面处理的很好，这种在申报书中必要的文字也

许并无必要出现在研究构想类的文章中。为了使普通读者（尤其是研究生水平得读者）更好

的吸收信息，作者需要调整文章的叙述结构。考虑将讨论相关内容的部分合并，使信息加工

更集中和顺畅。 

回应： 

感谢专家的提醒，我们之前对文献回顾部分的处理与分析的确做得不够好。为此，我们

按照专家的建议对文章的第二部分“文献回顾与评述”进行了修改，并重新梳理了文献回顾

的逻辑次序。具体而言，就是将心理语言学和前瞻性情绪两个基础理论的介绍前置，然后再

对促销设计原理以及大型网络聚集促销决策中的前瞻性情绪研究现状展开阐述，最后再根据

现有研究成果与大型网络聚集促销实践之间的矛盾厘清现有研究的缺口，并据此指出了心理

语言学在解释大型网络聚集促销前瞻性情绪发生的心理机制上的优势。综合来看，本次修改

不仅对文章叙述结构进行了优化，而且解决了专家指出的 1-6 循环式叙述结构带来的认知加

工困难，同时也是对意见 3 的重要回应，突出并强调了心理语言学跨学科视角的必要性。具

体修改如下： 

第一，强化了研究的学科依据。为保障学科依据前后贯穿性，将“心理语言学及其在营



销领域的应用”前置到 2.1 部分，并在“2.5 研究评述”中再次强调了心理语言学的特点及

其对全面理解促销传播需求、语言设计对促销效果的影响的重要意义，这不仅彰显了心理语

言学对本研究的支撑，更为后续研究内容的提出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科依据与理论铺垫。 

第二，为解决读者在阅读中需要反复对照着理解与记忆的问题，我们对 2.1-2.4 的叙述

结构进行了调整。首先，夯实了研究的理论基础，将文章涉及的两个重要理论（心理语言学

和前瞻性情绪）的介绍顺序前置，包括“2.1 心理语言学及其在营销领域的应用”和“2.2 前

瞻性情绪及其发生机制”。其次，立足于一般促销设计原理，通过科学的比对，对大型网络

聚集促销这一研究对象的运作模式和特点等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形成了“2.3 促销设计原理

与大型网络聚集促销的特点”这一部分的内容。再次，在 2.1-2.3 的分析基础上，将探索焦

点汇聚到了对大型网络聚集促销中的前瞻性情绪上，形成了“2.4 促销决策与大型网络聚集

促销中的情绪发生机制”的内容。最后，根据理论基础以及大型网络聚集促销的研究现状，

结合“2.5 研究评述”部分，指出现有理论研究缺口。此外，本次修改还在 2.1 前增加了对

综述主题的简单介绍，概括并串联了论述主题并与“2.5 研究评述”部分形成对照，同时也

对后续“3 研究构想”中的 6 个问题进行了铺垫，从而提高了叙述的逻辑性与文本的阅读性。 

主要修改详见正文第 5 页到第 10 页蓝色部分。 

 

意见 3： 

作者在凝练 research gap 的时候评价说目前的研究忽略了语言方面。管理学背景的读者

会疑问跨学科关心这一视角有什么必要。是否考虑直接从推导中得到文献描述和事实相悖或

模糊的之处来引出研究问题？这样跨学科视角的必要性可以更容易被接受，语言学作为框架

建构的视角也更为直接。 

回应： 

感谢专家的提醒和建议。由于文本较长且涉及的专业术语与理论较多，可能导致文章在

阐述跨学科研究视角的必要性时重点不够突出。为此，根据专家所给的建议，我们对必要性

的推导做了进一步思考，此次做出的修改主要有两个部分： 

首先，在文章第一部分“问题提出”中，我们根据文本中提到的具体促销实践的广告用

语，再次强调了大型网络聚集促销活动对促销传播和语言设计的依赖，从而为从心理语言学

视角开展深化研究提供了实践依据。不仅如此，我们还立足于现有研究与实际发展的不匹配，

突出强调引入新的研究视角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 

其次，在文章第二部分“文献回顾与评述”中，对意见 2 进行了回应，并对文献回顾顺

序进行了调整，最终形成的“理论基础-研究现状-研究缺口-研究评述”逻辑链条，不仅有助

于帮助读者理解跨学科研究视角的必要性，而且在“2.5 研究评述”中进一步展示了作为交

叉学科而引入的心理语言学视角之于促销传播设计研究与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性。 

主要修改详见正文第 4 页第 2、3 段和第 5 页到第 10 页蓝色部分。 

 

意见 4： 

目前研究 4-6 放在研究框架中的必要性需要进一步加以强调。 

回应： 

感谢专家的提醒。由于文章涉及的研究内容较多，且文献回顾逻辑存在一定的问题，导

致文中对于研究 4-6 放在整体研究框架内的必要性阐述不够深入突出。为此，结合专家意见，

我们在第三部分“研究构想”中，进一步强化了对 6 大研究内容设计的说明。第一，指出研

究内容 1-3 涵括了条件句式、前事实思维和前瞻性情绪三大重要因素的关系，突出关键性促

销语言形成的条件句式在诱发前事实思维以及前瞻性情绪上的内在机制；第二，指出研究内

容 4-6 主要是立足于促销语言构成，突破传统仅关注关键性促销语言的局限，从词汇、句式、



结构、语境、语篇等多个角度探索促销语言中的不同成分对促销传播效果及前瞻性情绪的影

响，从而夯实大型网络聚集促销传播理论体系化研究的基础。 

主要修改详见正文第 11 页第 2 段蓝色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意见： 

 

意见 1： 

仔细阅读修改后的手稿后感觉文章的问题提出部分可以表达更清晰聚焦。具体来看，“问

题提出”部分在给出例子之后，在“面对上述语言轰炸”一段梳理了文献，这段写的非常含

蓄，不容易让读者看懂过去的研究有什么值得补充的。我尝试梳理作者真正想表达的，首先

是大型网络促销很特别，既有对促销的研究可能不适用；这里作者表达为“大型网络聚集促

销, 则创新地将众多促销诱因组合在一起, 对消费者产生了更为强大的冲击力和诱惑力”。我

想这里应该明确指出“创新”新在哪。 

回应： 

感谢专家的建议。采用案例对大型网络聚集促销进行导入介绍的处理方式，确实存在表

达含蓄、不够直接的不足。为了改善这一问题，结合专家意见，我们在第一部分“问题提出”

中相应的位置进一步强化了对大型网络聚集促销的介绍，强调其与一般促销设计原理的一致

性及其自身因所处虚拟空间而产生的特殊性，指出大型网络聚集促销在诱因使用、运行模式

和促销工具运用等方面的创新，点明其经济性、娱乐性、全民性和仪式性的综合特征。 

主要修改详见正文第 4 页第 2 段“第一，在设计原理上……是集‘经济性、娱乐性、全

民性和仪式性’于一身的促销性商业事件。”红色部分。 

 

意见 2： 

作者总结似乎在暗示预期后悔是导致兴许高涨和促销狂欢形成的机制。看后文我再回到

这里，猜测作者真实态度是想表达狂欢这样正面情绪的事件为什么是预期后悔这样负面情绪

的购买事件主导的，文献和事实有悖。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作者在问题提出部分明确指出

这种相悖之处，会增强对读者的吸引力。 

回应： 

感谢专家的建议。关于促销狂欢现象的解释，结合文献阅读结果来看，我们意在说明以

往研究侧重从负性情绪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换句话说，就是现有研究认为，藉由机

会成本（时间压力）、抢购等竞争机制而产生的“不买的后悔”或“预期后悔”是导致消费

者采取购买决策的关键。但是这种研究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大型网络聚集促销蕴含的正

性情绪的力量，不能为狂欢现象提供全面的解释。而这恰是本研究的重点，更是本文试图探

索大型网络聚集促销中的正性情绪占优机制的初衷。为此，在本次修改中，本文在第一部分

“问题提出”中相应的位置细化了对这一思考逻辑的表述。 

主要修改详见正文第 4 页第 2 段“第二，在心理机制上，……但狂欢背后所蕴含的正性

情绪力量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红色部分。 

 

意见 3： 

不看后文的话，完全不懂利用信息处理框架占据主流有什么值得补充和探讨的问题。这

里的表达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有点突兀的感觉）。 

回应： 



感谢专家提醒。为使文章逻辑更为顺畅，此次修改在第一部分“问题提出”中的相应位

置做了文字精简，使文章对促销情绪研究现状的说明重点更为突出，而“信息处理框架占据

主流”等文字留在后文交代。 

主要修改详见正文第 4 页第 2 段“第三，在情绪研究上，……在大型网络聚集促销决策

中的作用。”红色部分。 

 

意见 4： 

以上三条由于定位 research gap 或者事实和理论的矛盾不够具象，在蓝色字“因此值得

进一步指出的是”后面这段，读者会问此处指出的既有研究中“忽略”的问题为什么很关键，

以及“研究和实践哪里脱节了”。 

回应： 

感谢专家的提醒与建议。结合专家的意见，此次修改在第一部分“问题提出”中相应位

置进行了调整，肯定了现有研究在解释促销情绪与决策关系上的合理性，同时也指出了大型

网络聚集促销在语言与传播上的特殊性，以及现有促销研究在解释大型网络聚集促销事件上

存在的缺陷，进一步强调了心理语言学视角的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促销设计原理的

消费行为解释机制，忽视了大型网络聚集促销传播特色造成的心理认知影响。由此可见，采

取心理语言学视角对大型网络聚集促销的情绪诱发进行研究，充分结合了大型网络聚集促销

的语言运用特色，有助于弥合现有研究与实践发展的距离。 

主要修改详见正文第 4 页第 2 段“因此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诱惑消费者尽快采取

行动上的作用提供心理语言层面的解释。”红色部分。 

 

意见 5： 

2.3.2 部分修改后的蓝字，我猜作者这里应该是想强调的大型网络聚集促销与一般促销

在适用理论上的差别。写作中共性和差别混起来写，很难让读者知道你究竟在强调什么。 

回应： 

感谢专家的提醒与建议。在大型网络聚集促销的介绍中，将共性与差别混合写的方式确

实存在模糊重点的问题。为此，结合专家意见，此次修改在“2.3.2 大型网络聚集促销的运

作模式及特点”的总结上将一般促销与大型网络聚集促销的共性与差异分为两方面进行阐

述，在解释大型网络聚集促销特殊性的同时，为引入与大型网络聚集促销语言运用特色适配

的心理语言学理论的必要性做好铺垫。 

主要修改详见正文第 8 页第 1 段中红色部分。 

 

意见 6： 

2.5 研究评述新修改的蓝字，“忽略了促销语言作为重要的外在刺激源对消费者认知加

工、心理反应和情绪诱发的重要影响。”这里有个基本问题，大型网络聚集促销在营销的行

为上有一系列有别于一般营销的“事实”，这些事实被语言反映和表达出来。话语和事实之

间可以有很大差别，这里平台上商家联合做活动并不是脱离事实的语言描述，而是直接反映

事实。语言学这里只是一个观察的视角或研究的工具。写作的时候注意区分话语和事实的关

系，避免让人觉得话语架空了事实。 

回应： 

感谢专家提醒。我们之前在文字表述上的确存在不足，容易造成歧义。为解决这一问题，

此次修改对原有措辞进行了调整，并在对比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突出了心理语言学作为

观察视角或研究工具的作用，以及它对完善大型网络聚集促销研究的重要意义。 

主要修改详见正文第 10 页第 2 段中红色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编委意见： 

关于“论文主题比较新颖，质量达到发表要求，同意刊出。但建议作者降低自引的参考

文献”的问题。 

 

回应：此次修改在保障文章完整性、科学性、可读性的基础上，对以下三篇文献引用进行了

精简，并在相应的引用之处采取文献替换处理，主要修改详见正文引用中标黄部分： 

[1] 卢长宝. (2004). 销售促进强度与效用研究.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 卢长宝, 黄彩凤. (2014). 时间压力、认知闭合需要对促销决策中“不买后悔”的影响

机制. 经济管理, 36(3), 145–158. 

[3] 卢长宝, 秦琪霞, 林颖莹. (2013). 虚假促销中消费者购买决策的认知机制: 基于时

间压力和过度自信的实证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 16(2), 92–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