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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应偏差( correspondent bias)亦称为过分归因偏差 ( overatt ribut ion)或基本归因错误( funda�
mental att ribut ion error) ,指的是人们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时, 夸大行动者个人内在因素,低估外在环

境因素,甚至在行为是由明显的外在环境因素造成的情况下, 也是如此。对应偏差在西方研究了

30多年,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最活跃,被重复证明最多 的重要现象[ 1]。本文综述的便是西方对

对应偏差产生的心理机制的研究。

1 � Gilbert & Malone的理论

� � Gilbert & M alone在综合以往各种解释的基础上, 从归因的产生过程角度, 提出了一个对应偏

差的解释模型[ 2]。这个模型是当今对对应偏差最完全、最具解释力的理论。

首先 Gilbert & Malone描述了归因产生的一般过程(见图 1) :

环境感知 � 行为期望 � 行为感知 � 归因
图 1� 归因产生的过程

也就是说, 一个对环境因素有合理考虑的归因过程,必须先对行为发生的环境要有充分的知觉;而

后产生的是在这种环境下人们会如何行动的预期,这种预期主要来自个人的信念和经验;接着,对

行动者的行为进行知觉和分类;最后对行动者的行为是否符合自己的预期进行评定, 如果符合,则

对行为进行外部归因,如果不符合, 则对行为进行内部归因。而对应偏差可发生在其中任一步骤,

因此对应偏差发生的原因主要有四种: ( 1)缺乏对环境限制的知觉; ( 2)对行为的不实际期望; ( 3)行

为分类的扩大化; ( 4)对内在特征归因校准的不完全。

( 1)缺乏对环境限制的知觉。有两种情况会导致人们在归因时未有充分考虑约束行为的环境

因素。一种是没有知觉到环境因素。这是因为许多环境因素是无形的, 另外许多行为环境因素与

行为本身在时间和空间上分隔。第二种是对环境的心理诠释的偏差。环境因素对行为的影响可分

为两类:一类为行为约束( behavioral constraints) , 指的是环境通过客观改变一个人的行为能力和环

境对行为的支持力直接改变行为, 环境因素对行为的影响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比如归因

实验中常用的任务难度因素对行为的影响就属于这类。另一类是心理约束( psycholog ical con�
st raints) ,指的是环境因素通过改变人们对行为的看法来间接地改变行为,比如归因实验中常用的

社会压力因素就是通过改变影响行为的信念和愿望来影响被试表达方法的。心理约束同行为约束

是有所不同的, 前者对归因者来说需准确把握的是行动者认识中的环境,而后者则是真实的客观环

境,并且对行动者认识中环境的把握比客观环境的把握更困难。事实上,人们往往会在理解行动者

认识中的环境上出现偏差,即人们都倾向把自己对环境的认识等同于行动者对环境的认识[ 3]。总

之,对行为的环境约束的知觉是正确归因的前提, 缺乏对行为环境约束的知觉必然会产生对应偏

差,可以说是它发生的首要原因。

( 2)对行为的不实际期望。一个人即使对行为的环境因素有很好的认识,但对环境因素对行为

影响力的期望, 即对行为在该环境因素下预期表现的认识, 也可能出现偏差。人们对行为者在某种

环境因素下行为的预期, 是一个主观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常用的认知策略是可利用性启

发式( availability beurist ic) ,即人们会把那些在记忆和想象中容易提取的某种环境下的行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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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成是人们在该种环境条件下的典型反应(所谓在记忆和想象中容易提取的行为信息,指的是那些

人们自身的典型行为反应、最近的经验,以及所自有的其他行为) ,从而对该种环境下的行为形成预

期。这样就会发生过分一般化、以偏盖全的错误。因为不仅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方式不同,就是一个

人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

( 3)行为分类的扩大化。在前两步骤中, 一个人即使对环境约束有十分正确的知觉, 对行为的

期望也十分客观,还是有可能产生对应偏差。因为正是这种对环境的知觉,使得人们在对行为知觉

时会产生分类扩大化错误。从图一可见,人们做归因时要把人们对行为的期望与行动者的行为相

匹配,但必须指出的是行动者的行为不是行动者的实际行为,而是人们对实际行为的知觉。而这种

行为知觉是受到对它的发生环境知觉的深刻影响的,比如说:母亲在女儿葬礼上的眼泪就比在女儿

生日上的眼泪更感动人。实际这种影响就是心理学研究了很长时间的认识的图式驱动过程、自上

而下的加工过程,以及知觉同化过程。人们对行为情境因素的知觉在产生对行为期望之后,会导致

对行动者行为知觉的同化作用,而这种同化作用可能会对行动者的行为进行扩大化分类。也就是

说,把不是一个种类内的行为也归为该种类, 这样行为知觉不能与行为期望相匹配,于是产生对应

偏差。当然,对行为的期望并不一定会导致对行动者行为的知觉同化,有时行为的期望引导的行为

知觉与期望的大为不同, 有时行为的期望对一个人的行为知觉没有影响,所以对环境约束的知觉并

不一定会导致行为归类的扩大化, 从而产生对应偏差。

( 4)对内在特征归因( disposit ional inference)校准的不完全。人们即使在行为期望和行为知觉

上有很好的匹配,也可能产生对应偏差。固着 ! 不充分 ! 调整启发式( anchoring insuf ficient- ad�
justment heurist ic)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谓固着指的是观察者对行为归因最先的一种自发和

直觉判断,固着即可能固着于行为的内在归因,也可能固着于行为的外在归因。归因过程精细分析

( fine- grained analyses of att ribut ional process)的研究表明,由于西方人的先有信念, 他们在日常生

活中对行为进行归因时, 总是倾向于固着于行动者的内在特质方面, 也就是说人们在对行为归因

时,常常倾向先做内在归因(固着)。内在固着之后,人们再去检查行为知觉和行为期望是否相符,

看行为是否确实受到环境约束。实际上,观察者象是先走一步(即做出内在归因) ,然后在必要时回

走一步(即当行动者的行为与行为预期相符时,他们校正内在归因)。图 2反映了这种观点,它是图

1的扩展形式。许多研究考察了影响校正过程的因素, 这些因素可分为四个方面: 认知因素、动机

因素、认知 ! 动机因素和信息的可靠性[ 2, 4]。

图 2� 扩展的归因产生过程

固着过程也有可能固着于行动的环境因素方面。这个过程的影响变量是观察者在归因前认知的目

标,如果认知目标是考察环境对行为影响,则会产生外在归因固着; 而如果认知目标是考察行为者

内在特质对行为的影响, 则会产生内在归因固着[ 2]。在后一种情况下, Leyens, Yzerbyt & Corneille

认为,归因前所激发的概念在随后的要归因的行为中要有解释力, 即有适用性( applicability ) ,对行

为的归因才会固着于行为者内在特征方面的因素, 否则就不会产生固着, 也就不会发生对应偏

差[ 1]。内在固着之后是外在校正(被称之为 S 系列) , 同样外在固着之后是内在校正(被称之为 D

系列) ,影响外在校正的因素亦影响内在校正。实验表明,认知任务过多会使S 系列产生对应偏差,

而在 D系列中会使内在校正能力减弱而产生过分情境归因
[ 2]
。

2 � 显著性( salience)与对应偏差

� � Heider 用格式塔理论来解释对应偏差。他认为人的行为�倾向于占据整个知觉领域 , 因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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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和行为在知觉领域中特别显著,与行为发生时的环境形成图形与背景的关系,因此人们在行为

归因时倾向于在行动者方面找原因,而不是环境方面[ 5]。Jones & Nisbet t用同样理论解释了行动

者归因和观察者归因之间差异
[ 6]
。但 Jones以及其他许多研究者认为, 行动者和行为的显著性与

对应偏差一样都是结果, 而不是对应偏差产生的原因。再者,实验中文章作者的显著性仅仅通过他

们所写的文章体现出来, 这远达不到实验中对显著性控制的要求。但 Jone并未忽视显著性在对应

偏差产生中的作用, 不过他们认为在对应偏差中显著的是行动者和行为的因果连接, 而不是行为,

因为没有行动者就没有行为这个道理比情境导致行为更易理解的多[ 1]。Gilbert & Malone在研究

以往文献的基础上认为, 显著性实际上不能算是对应偏差产生的原因。他们从显著性的效应能被

其它原因替代解释和显著性导致对应偏差缺乏实验依据这两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他们认为, Hei�
der对对应偏差的格式塔解释实际上就是说: 行为易见, 而环境难察觉。而这种显著性的效应事实

上只是阻止被试加工和利用行动者的环境信息,从而导致内在归因, 而这完全可由缺乏环境知觉和

校正不完全这两种原因来解释,因此显著性不能产生独立效应。另外他们认为,用行为的显著性来

解释观察者对行为的内在归因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因为行为是结果, 而内在特征和外在环境是原

因,以结果解释原因是本末倒置。其次, 针对�所注意的因素就是所归因于的因素 [ 7]这个流行观
点, Gilbert & M alone认为显著性导致对应偏差实际很少受到实验支持。一方面, 在以往研究中,

对内 ! 外归因的测量存在严重问题; 另一方面, 他们认为被广泛引证为支持显著性的四个实验

( Taylor & Fiske, 1975; McArthur & Posr, 1977; Arkin & Duval, 1975; Storms, 1973) ,实际上并未证

明显著性会导致对应偏差[ 2]。

3 � 隐含理论( implicit theory)与对应偏差

� � 从 Gilbert & M alone所提出的理论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知识和经验在各种形式的对应偏差

(即由不同原因导致的对应偏差)中都有重要作用。它们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环境中行为约束和心理

约束的知觉,对行为的期望,对行为知觉和归因中的固着和校正。一个认为行为主要是由人格决定

的人和一个认为行为主要是由环境决定的人,他们在对应偏差产生频率上肯定有不同,比如说前者

易产生归因中的内在固着,这对他来说是自发的自觉的, 不需要多少认知努力, 而后者因同样的原

因可能易产生归因中的外在固着, 它们是不易导致对应偏差的。在归因中重视归因者个人的知识、

经验、动机等主观因素的作用是归因理论发展的趋势[ 8, 9]。比如:H it t ion & Slugoski的归因非常规

模型认为, 归因过程离不开事件所发生的前后背景,在对归因事件的认识和判断过程中, 我们头脑

中的一些知识图式起着非常重要作用, 而这些图式反映的就是人们的知识和经验[ 10]。至于人们的

知识和经验如何对归因产生影响的,可以从认知结构的易提取性( const ruct accessibility)角度进行

阐述。所谓认知结构的易提取性, 指的是在认知加工过程中,一个已有的认知结构被利用的难易程

度。具体的说, 就是在对模糊的社会事件进行解释时, 有关概念提取的难易程度。最易提取的认知

结构是人们经常或最近被激发的。这是因为人的认知结构是有次序地储存在一个�记忆箱 ( mem�
ory bin)的不同层里,那些经常或最近激发的认知结构存放在记忆箱的上层,当要加工新信息时,人

们就从记忆箱中自上而下进行搜索,所以在上层的认知结构最先被提取
[ 11]
。

归因实际上是人们已有知识和经验�自上而下 的应用过程。而人们的知识和经验是以图式
( schema)、脚本( script )或隐含理论( implicit theory )储存在人脑中的。其中隐含理论能在广泛的层

次上对不同文化下人的知识和经验进行比较,而相对来说, 图式和脚本所涵盖的只是较低层次知识

和经验[ 12]。所谓隐含理论指的是指导人们理解行为,包括对过去行为的因果解释和将来行为预测

的那些一般理论以及许多具体理论,这些理论的正确性对持有者来说可不言而喻。最常被引证的

一般隐含理论是:人格特质主义者理论( dispositionalist theory )认为行为主要是由于行为者的人格

决定的,而人格是持久不变的; 环境主义者理论( situationalist theory)认为行为主要是由行为发生

时的情境所决定的。人格特质主义者理论在西方的伦理、道德和哲学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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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的基本特质之一, 因此西方人易于产生对应偏差。具体的隐含理论指的是某一具体领域中

的小理论,比如:成功的人都是志向远大、动机强烈的; 喜欢伤害别人感情的人是没有教养的; 等等,

不胜枚举[ 13]。Dweck, et al的实验表明,人们关于人类内在特征结构的隐含理论决定了他们对人

类行为和结果的理解和反应方式,具体实体理论( ent ity theory)的人认为,人的特质是固定不变的,

他们完全依赖特质( disposit ion)信息对行为和结果进行判断和推理; 而具有增强理论( incremental

theory)的人认为,人的特质是变化的, 他们对行为及其结果所作的推理更具体、条件化, 具有时效

性。他们认为隐含理论对人们的行为并不具有绝对的决定作用,但是它给人们理解世界提供了一

个解释性构架( framework) ,促使人们所做的判断和反应与该构架一致。不同隐含理论的人对输入

社会信息的编码和组织是不同的。实体理论者是以明显的评价性标签( evaluative tags)来编码信

息,以与特质相关的评价性意义( trait�relevant evaluat ive meaning)来分类信息;而增强理论者对输

入信息的评价性立场小的多, 他们是以一些中介信息(比如人们的行为目标)来分类信息的{14, 15]。

4 � 小结

� � 对应偏差在西方虽然研究了 60多年,但对其产生的原因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而这个问

题直到Gilbert & Malone的理论提出,才得到较好的解决。Gilbert & Malone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整

合了以往的研究,提出了四种形式的对应偏差(即对应偏差产生的四种原因) ,并指出以往心理学家

在对应偏差产生的原因上争论不休,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对应偏差包括四种形式,而他们各自研

究的往往又是不同形式的对应偏差。另外, Gilbert & M alone还利用自己的理论框架, 列举了大量

事实批驳了以格式塔理论即显著性来解释对应偏差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在以往是极为流行的。由

于跨文化研究的兴起,对应偏差产生过程中归因者个人主观经验、态度、知识即隐含理论的作用日

益受到重视,而这方面的研究与 Gilbert & Malone 的理论是相辅相成的, 是对后者的说明和补充。

笔者以为, Gilbert & M alone的理论具有较大的涵盖面,对不同文化下的此类现象都具有较强的解

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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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应的词条表征, 所以假词所产生的同音效应说明语音激活是前词水平上的,支持了语音信息的

前词计算和自动激活[ 6]。而且这种语音类似作用只发生在低频假目标词上,又进一步证实前词作

用的存在。由此可见,对于连绵词这种特殊的单素词来说, 语音信息的自动激活不仅可能, 而且这

种激活可能来自于前词水平与词水平上的交互作用。这也比较符合 Frost提出来语音作用的两个

机制: 一个是装配的语音( assembled phonolgy ) , 是前词水平的; 一个是查找心理词典的语音( ad�
dressed phonolgy) ,是词水平上的,语音的作用应该是两者的共同作用。他认为,来自视觉前词语音

的装配是一个默认的过程。前词表征的产生越容易,语音装配就越充分。但对于深的正字法,如中

文,完全语音表征的装配没有词的贡献是不能完成的[ 6]。本实验也证实了连绵词的语音加工来自

于前词水平装配和词水平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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