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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情绪对决策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目前已经成为认知神经科学与心理生理学的热点研究领域。本文就 

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情绪对决策影响的研究范式来进行阐述，文章最后展望了情绪对决策影响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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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emotion on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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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emotio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decision making and it has become research hotspots． 

This paper represents the influence on decision making and its research paradigm．In the mean time，it illust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ffect of emotion Oil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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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情绪与人相生相伴，自然渗透于人们决策的方 

方面面。情绪是一种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以及 

相应的行为反应，涉及生理机制(如皮层、皮层下神 

经活动等)、主观体验(如喜悦、悲伤和愤怒等)及外 

在行为(面部表情、身体姿态、动作等)三个方面，它 

与其他心理过程(比如认知、动机)有复杂的相互作 

用关系。在决策过程中，它有利于信息整合、原因获 

取以及在多个目标中给予优先权。它在依赖于个体 

特点和任务特征以及两者交互反应的决策过程中的 

作用很明显，人们在生活中由于情绪激动而做出欠 

缺决策的现象比比皆是。情绪反应上的个体差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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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任务信息的评价差异最终引起刺激物表象的情感 

性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匹配和解释，因此人们在做 

出判断决策的过程中需要参考情况，正如可想象性、 

记忆性和相似性可以作为决策判断的线索一样，情 

绪也可以作为决策判断的线索。但由于理论构建、 

方法学以及技术水平局限等方面的原因，到目前为 

止，取得的研究成果与情绪对决策的重要性并不 

相称 。 

美国著名决策研究专家 R．Hastie在 2001年的 

《心理学年鉴》发表文章，提出了决策领域未来需要 

解决的 16个问题，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研究是其中 

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从此，情绪研究在决策领域中 

越来越受到重视。 

2 情绪对决策影晌 

对决策产生影响的有三类情绪，即预期情绪、决 

策后情绪和决策时的情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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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预期情绪 

在过去的H~I司里，决策研究者对情绪与决策关 

系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预期情绪上。预期情绪一般 

被认为不是在决策时所体验到的，而是有可能在将 

来被体验到的情绪。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将决策现 

状作为参照点引入值函数，但是决策现状并不是对 

结果做出预测的唯一参照点，Loomes j和 Belll4 等 

人认为预期情绪可以作为参照点改变效用函数，由 

此提出后悔理论和失望理论。该理论假设：如果决 

策者意识到自己选择的结果可能不如另外一种选择 

的结果时，就会产生后悔情绪，反之，就会产生愉悦 

情绪。这些预期情绪将改变效用函数，决策者在决 

策中会力争将后悔降至最低。许多研究证明了后悔 

理论，例如：SimonsonI5]发现，如果顾客预先想象到 

购买某种陌生产品发生故障时的后悔心情时，就更 

愿意购买熟悉的产品。 

几年后 ，Loomes、Sugden~6．【和 BellE 又提 出失 

望理论。该理论假设失望是当同时有几个结果，而 

自己的结果较差时所体验到的一种情绪。 

继预期后悔和失望理论之后，MellersE8等人根 

据赌博的金钱结果，提出决策情绪理论。该理论认 

为情绪反应时给予获得的结果，相应的比较和关于 

获得结果的可能性的信念而得出的。在决策情绪理 

论的基础上，Mellers等人提出了一种更为完善的风 

险选择理论：主观预期愉悦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决 

策者通过权衡每一赌博的预期愉悦和预期痛苦，对 

每一赌博进行评估，考虑到每一赌博的平均的预期 

愉悦程度，并选择有更大的预期愉悦程度的赌博。 

总之，无论是后悔理论、失望理论还是主观预期 

愉悦理论都是在预期效用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的，她们可以利用图 1的模型表示。 

图 1 预期效用理论模型 

Fig．1 M odel of expected utitity theory 

2．2 决策后情绪对决策的影响 

情绪与决策的影响关系是双向的，决策的积极 

和消极的结果能够引发决策者的某种情绪，而该种 

情绪反过来又会影响随后的决策。人们是如何处理 

后悔和失望等决策后情绪，而这些情绪又是如何影 

响决策和行为的，目前还处于一个探索阶段。 

强烈的决策后情绪是南一项重要决策的结果所 

引发的，比如，你在网上买了一套梦寐以求的衣服， 

并且在买之前就想象 自己穿着是多么漂亮，但是在 

收到衣服的时候，才发现和所想象的不一致，并且还 

有很多地方都破了，那你就会感觉非常后悔。Rat— 

nerL9 研究了决策结果的消极的情绪反应对随后行 

为的影响。当一项好的决策导致了令人不快的结果 

时，由该结果所引发的消极情绪将促使人们在下一 

次决策时不去选择最有可能成功的选项。 

体验到失望的个体不大愿意做出随后的决策， 

同时，这种体验还会导致对将来的失望更为敏感，不 

大可能做出会导致更大的失望的选择。早在 l999 

年，Van Dijk已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检验了失望 

情绪对决策的影响。 

2．3 决策时的情绪对决策的影响 

决策时的情绪就是指决策时体验到的情绪， 

Loewenstein等人l j提出了风险即情绪模型，用以 

描述决策时体验到的情绪对风险决策的影响。该模 

型假定：决策过程不仅存在预期情绪，还存在即时情 

绪，也就是对风险当时的心理反应(比如害怕、焦虑 

等)，也就是决策时的情绪。人在做决策时，在情绪 

与决策领域研究中，研究得最多的决策任务为风险 

决策。Schwarz和 Clore(1996)指出处于愉快心情 

下的人，更容易采用启发式的信息加工策略，即自上 

而下的信息加工方式，比较依赖于已有的知识结构 

而忽略手头上的细节问题。庄锦英、陈明燕u 指出 

消极情绪中不同的具体情绪对决策具有不同的具体 

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消极情绪中不同 

的具体情绪对决策具有不同的影响，愤怒使人高估 

风险的概率，表现出较高的风险规避偏好。 

3 情绪影响决策的实验范式 

经过多年的研究，科学家们发现了采用不同的 

实验范式，分析情绪刺激下对决策的影响。 

常用实验范式包括：情绪诱发范式、情绪调节下 

的行为控制范式以及信任游戏、赌博游戏等范式。 

3．1 情绪诱发范式 

在特定情境下诱发情绪(包括正性、负性、中性) 

情绪以这种研究范式来探讨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但 

可能会出现矛盾的结果。徐辉(2005)【 】采用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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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消极情绪，愉快作为积极隋绪，从而发现悲伤倾 

向于风险寻求，而愉快倾向于风险回避，得出积极情 

绪引发风险回避，消极情绪引发风险寻求的结论。 

而毕玉芳l_1。 使用了相似的方法，但是其中不同的是 

引人害怕作为消极情绪，愉快作为积极情绪，而得出 

积极情绪引发风险倾向，消极情绪引发回避风险倾 

向的结论，与徐辉的研究完全不同。其中最主要的 

原因在于相同性质的不同情绪害怕与悲伤对于风险 

决策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如果采用 Lerner和 

KelnerEH]具体情绪范式来研究，就可以避免上述 

矛盾 。 

3．2 情绪调节下的行为控制范式 

情绪调节是个体对情绪体验或相关行为和情绪 

的调整过程，同时也是调整或维持情绪唤醒、体验、 

认知和行为的过程口 。国内外许多情绪调节行为 

主要采用指导语的方式、自我安慰、回避策略以及寻 

求他人策略。而要检验情绪调节策略是否会影响个 

体的决策行为，首先要在控制情境下诱发出目标情 

绪，然后使用指导语等方式控制被试的情绪调节策 

略，而这里的指导语情绪调节策略根据具体实验设 

计是不一样的，最后再进行决策。首都师范大学李 

英武的情绪调节策略对决策的影响，研究的是不同 

的情绪调节策略下表达抑制指导语和认知重评指导 

语对决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采取认知重评的个体 

易做出概率性决策行为，而表达抑制的个体易做出 

非概率性决策行为。这与 Gross[ ]J隋绪理论是相一 

致的。Gross认为表达抑制是一种在情绪时间全过 

程中需要 自我监视、自我纠正活动的情绪调节方式， 

由于自我监视本身需要消耗认知资源以加工情感信 

息，这就会影响完成记忆任务的认知资源的可利用 

性，从而影响记忆任务完成的质量。而认知重评是 

在情绪发生之前进行，不需要持续的自我调节，不需 

要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管理情绪信息，因此不会影 

响决策的测量。 

经过多年的研究，人们在情绪与决策的研究中 

已经积累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对于情绪调节策略 

对于决策的影响还处于起步阶段。 

3．3 博弈游戏范式 

Isen和他的同事【l 提出情绪维持假说，该假说 

将情绪对决策的影响视为目的驱动的过程，即处于 

积极的情绪状态的人们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持他们的 

积极情绪将避免去冒险而不愿意参加赌博，因为如 

果失去可能会降低人们的好心情，虽然他们对赢钱 

做出了更积极的判断。Isen[1 ]实验研究积极情绪 

对风险情境中的决策规则的影响作用。在试验中， 

被试被随机分到积极情绪组和无情绪诱发的控制 

组，随后被要求在成对的赌博间进行选择，并做出可 

能性评估。被试被告知赌博的结果有三种，或者是 

失去所有拥有的存款，或者是维持原有数目，或者是 

有所增加。 

Clore和 schwarz[ ]提出情绪即信息假说，情绪 

是使判断简单化的启发式，即人们根据 自己的情绪 

做出快速的判断，而无需整合判断任务的外部信息 

以及自己的内部记忆和联想。该理论假设情绪与刺 

激之间的联接以认知为中介，即依赖情绪与刺激之 

间的归因，归因在其中扮演“判官”角色，在情绪与当 

前任务之间做出判断。 

4 未来研究展望 

在情绪与决策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人们越来越 

关注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它已成为这一领域的首要 

研究主题，但它们只是情绪影响决策中的某一特定 

方面，当然，对这方面的探索还存在很多不足和未知 

的东西。基于前面的总结，我们得出以下的研究 

思路： 

首先，情绪影响决策不仅仅只考虑积极情绪与 

消极情绪的影响l2 ，这种分类已经被证明具有极大 

的局限性，所以应该突破积极和消极的理论惯性思 

维，考察更多范围的具体情绪的情况下才能发现。 

从认知评价理论出发，从情绪对认知的六个评价维 

度出发，认为情绪对于决策的影响，因这六个维度的 

不同而产生对未来事件不同的评价，从而对决策会 

有不同的影响。 

其次，对于情绪影响决策的神经机制仍然有待 

于更深入的研究，Coricelli对决策结果所引发的情 

绪进行研究 ]，发现后悔情绪与内侧眶额、扣带前 

回、海马的活动有关；对后悔的厌恶情绪与内侧眶 

额、杏仁核的活动有关。Kennerley的实验[2 ]中划 

分了不确定条件下的两种非理性投资策略一风险选 

择错误和风险规避错误，并发现阿肯伯氏核(nucle— 

us accumbens)的活动伴随在风险选择之后，前脑岛 

的活动伴随在无风险选择之后。这说明与情感有关 

的脑区活动会影响投资方式，而且这些脑区的过量 

活动会导致投资失误。虽然很多的研究都发现 

ACC等脑区与情绪和决策有关，但是他们的神经机 

制至今还是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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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情绪与决策关系的认知也达成不少共 

识，情绪通过影响决策的过程、决策问题的表征以及 

决策问题的结构来影响决策行为，如果能利用他们 

来研究对情绪智商的挖掘和培植，达到建立和维护 

良好的情绪状态，这对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有很大 

的作用。 

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是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吸引 

着很多研究者包括社会心理学家、认知神经科学家、 

经济学家、决策家等的关注。在未来的研究中，将会 

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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