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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生态理论认为个体行为认知和社会环境共同决定人们的行为。依此所建立的理论被分类为个体行为理

论和群体行为理论。迄今为止，这两类理论一直被学界分层次独立使用，实施对个体和群体行为问题的研究与处

理。理论上来说，两种理论结合会比单一层次理论使用会增加其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进而，两种理论结合的干

预行动也更有效。本研究尝试将两种理论模式进行跨层次结合，构建成一个新的理论形式，个体认知与社会影响

跨层次理论（跨层次理论）（Cross-level Theory Between Individual Behavioral Cogni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旨在解释个体认知和社会影响对行为所形成的合力。跨层次理论有文献和理论和依据，具备构建理论的合理性基

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所构建立理论模型成立。单层次和跨层次模型分析发现个体认知和社会影响均对行为产

生显著影响作用。跨层次理论从根本上突破了人们长期在行为理论研究方面的定势，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开

辟了新的视野。理论深度融合，从根本上进行认知提升，为将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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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ecological and health behavior theories consider the interplay between individual behavior cognition, 

norms of reference, collectives, and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 understanding people's behavior. The 

theoretical model established on this basis can be divided into individual behavior theory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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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far, the two have been used independently by academics to understand behavioral problems. Theoretically speak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heories will increase the explanatory extent of the real world and be more effective to 

problem intervention than a single level theor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ombine the two theoretical models to form a new 

comprehensive theory, cross-level theory between individual behavioral cogni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perspectives, 

which aims to explain the combined effect of cogni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s on behavior. The theory is based on theory 

and literature, and has certain rationality basis for theory constructing.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show that the 

theoretical model constructed was accepted, and social influence and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behavior in a single 

level analysis and cross level model. Cross-level theory between individual behavioral cogni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breaks through people of long-term inherent practice on behavioral theory research, opening up new perspective fo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in this field.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ies offers the potential for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behaviors and a promising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efforts. 

Keywords: Health Behavior Theory; Cognition; Social Influence;  

Cross-level Theory Between Individual Behavioral Cogni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1 引言 

社会生态理论认为个人认知、他人与团体规范和社

会环境共同决定人们的行为。依此所建立的理论模式被

分类为个体行为理论和群体行为理论。这两种理论一直

被学界分层次独立使用，用于处理个体和群体行为问题。

理论上来说，理论结合使用会比单一层次理论增加模型

的解释力，有利于更全面、更深入地解释行为。进而，

两种理论结合的干预行动也更有效。就研究方法而言，

跨水平方法行为问题研究已有很多文献[1-3]。本文所关

注的是理论跨层次结合问题。已有不少理论结合的研究

文献，但一般发生在同水平之间，尤其在个体行为理论

方面较多[4, 5]，而不同层次理论结合的研究甚少。社会

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on Theory）明确指出个体与环

境因素相互作用对行为的作用。在其建立的理论框架中，

集中了大量复杂的个体认知因素，但其中环境条件给人

的感觉只作为陪衬[6]。所以，这一理论常在教科书中列

在个体行为理论之中。公共卫生的观点认为个体因素内

在作用对行为的作用较有限，社会环境条件才具有重要

意义。显然，这种做法与公共卫生观点相矛盾。实际上，

这个理论不能被看做是一个标准的跨层次理论结合。也

有学者提出领域框架理论（ Theoretical Domains 

Framework），框架包含了十分复杂的个体和环境要素，

如知识、社会角色和认可、信念、能力、注意力、决策

过程、环境背景、社会资源、社会影响、感情和行为规

范等[7]。我们认为理论是探索行为机制的系列概念，而

不是简单的逻辑关联过程的表述。如果一种表述不能解

释机制，只能被看作是一种模式（Model）而已。迄今

为止，学界尚未见到真正意义上的跨层次理论结合研究。 

如何进行跨层次理论结合？目前有很多处于不同

层次的行为理论，理论选择首当其冲。显然，仅仅进

行层次间理论的机械组合非本研究的目的。理想的做

法应该是从不同层次理论中提取共同和关键者，而后

对他们进行组合。这个研究拟将个体行为理论中的认

知、群体理论中的社会影响充当这种角色。 

认知是人类大脑活动的产物，包括知识、意识、

观念、感知等。目前绝大多数个体行为为认知理论中，

认知是众多个体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研究显示，认

知关键要素包括行为信念和问题感知，前者属于思维

的观念产物，后者属于人们对事物的觉察和感悟

（Perception）[8]。我国文化中问题感知往往比信念更

重要[9]。影响行为的社会方面，包括社会经济地位、

文化、风俗、社会资源和社会影响等。其中因果直观，

易于改变的“活”的元素当属社会影响。社会影响是一种

非常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系指社会压力对人们行为

产生的影响[10]。行为绝不是真空发生，每个人的行为

都要受社会压力的影响。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可影响

人们的很多健康行为[11]。另有研究表明，利他主义、

搭便车和随波逐流对人们的疫苗接种决策有作用[12]。

D’Onofrio 等发现，宗教归属主要是一种文化传播现象，

宗教态度和习俗受家庭因素影响[13]。由于社会压力的

作用使个体行为朝社会占优势的方向变化。社会影响

通过各种方式对人们行为产生作用。主要有三种，从

众（Conformity）、顺从（Compliance）和服从（Obedience）

[14]。从众是个体行为与他人行为趋于一致，使其与社

会保持一定的归属关系。顺从是个体按照组织或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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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去做事。服从是个体对外部权威指令的执行。社

会影响作用常以社会规范方式产生作用。社会规范为

社会认可的行为标准，包括组织规范、参照规范等，

均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作用[8]。人们居住的生活环境

为社会的产物，反过来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作用。 

依据社会生态理论，作者曾成功构建了认知-社会

影响理论[8]。其中认知包括行为信念和问题感知，社

会影响涉及到他人行为态度和行为。并且，该理论在

态度、行为意向和行为之间的转化中施加了行为学方

法和技能[8]。有研究应用认知-社会影响理论分析了大

学生抖音依赖行为。抖音认知关联于抖音依赖行为（OR：

1.11，95% CI：1.02~1.22）；朋友（OR：3.27，95% CI：

1.33~8.03）和家人（OR：2.21，95% CI：1.05~4.67）

的行为压力与抖音依赖呈正关联[15]。这个研究在一定

程度上证实了该理论的合理性。然而，近来我们发现

认知-社会影响理论存在两个缺陷。首先，在个体行为

要素方面，所涉及认知部分为行为理论的关键变量，

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态度、行为意向和行为之间转

化之间的行为学方法和技能，其属于一般行为理论研

究内容，将此置于理论中略显画蛇添足。其次，这个

理论的社会影响部分源于一般社会影响理论。一般社

会影响理论旨在研究他人和团队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10]。于是，认知-社会影响理论只考虑了他人态度和

行为，这显然是不够的。而真实世界中社会影响所包

含的内容则要丰富得多，如社会组织、团队、环境等。

为弥补以上缺陷，作者将个体认知和群体健康行为理

论进行跨水平组合，构建了一个新的认知-社会影响理

论：个体认知与社会影响跨层次理论（Cross-level theory 

between individual behavior cogni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简称跨层次理论，旨在解释行为个体认知

和社会影响对行为所形成的综合影响。 

2 方法 

本研究所建构的理论框架，跨层次理论结构，如

下图： 

 

图 1 跨层次理论结构图 

由此可见，这个理论涵盖两个方面，原则上仍为

个体认知和社会影响。与认知-社会影响理论的差别，

一方面抛弃了行为学方法和技能方面，另一方面社会

影响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行为认知所包括的行为信

念和问题感知为个体行为了理论之关键。知识只有被

理解和认同才会对行为产生作用，所以自认知和社会

影响开始就没将此当做认知要素。一般社会影响理论

旨在研究他人和团队对个人行为的影响[10]。跨层次理

论所涵盖的社会影响元素较为广泛，涵盖社会影响部

分为参照、社会组织、团队、环境等。 

3 结果 

这里展示真实世界中支持跨层次理论一些证据。

跨层次理论中的个体认知，其中行为信念和问题感知

对行为的作用已被很多研究证实，在此不做过多赘述

[8]。社会影响对行为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对此社会学

领域呈现较多支持证据[10]，但在健康行为理论研究中

一直没有给于足够重视。以下为一些观察和研究证据。

本人曾观察了我国汽车流行初期人们的购车行为。假

如，一个办公室有七八个同事。开始有一个人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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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就有点动心；有两人购车时大家就会不安；有三

人购车时一个个就坐不住了……就这样，个体行为被

他人行为所套牢。社会影响的另一主要方面是机构规

范。依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与个人关系密切的莫过

于工作单位，其对人们行为影响较大。如，体育锻炼。

单位激励政策、体育锻炼活动组织等都会影响个体行

为。再如减肥，除以上外，单位食堂小份购餐也是有

意举措。我们的一个研究证实了机构规范和行为对人

们行为的重要性。从 2007 年开始，我们在全国医学院

校或具有医学或健康专业的高校组织实施了“Tobacco 

Control Advocacy Capacity”系列项目。截止目前，项目

已有 102 个大学参与，覆盖全国所有省、直辖市和自

治区。这是一个群体研究项目，旨在提高医学或健康

专业师生的控烟倡导促动能力。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

实践以无烟校园建设形式进行。其具体操作：学校出

台无烟校园文件，校园设立无烟标识，进行无烟校园

倡导促动活动。评估研究发现，活动使师学控烟兴趣、

态度、动机和行为得到了显著提高[16, 17]。有些学者

将社区组织规范与行为作为影响人们行为来研究，值

得商榷。因为目前的社区组织形式与社区居民关系较

松散，对人们行为产生影响不会大。社会影响的另一

方面是居住环境。众多研究表明，人们的居住环境与

个体行为具有密切关系。有研究发现居住地环境污染

水平与人们对控烟政策支持态度存在显著正相关[18]。

另一研究发现，居住地环境污染越严重、交通越拥挤，

人们的网络成瘾率就越高[19]。再如，锻炼行为。居住

区出行方便性、绿化、体育设施、居住区人群锻炼行

为等均可影响个体锻炼行为。 

以上只在单个维度上展示个体认知和社会影响分

别对行为所行成的影响，进一步的工作需对整体模型

进行验证。这方面已经有成功的尝试。有研究应用结

构方程分析了个体医患冲突认知和参照人群医患冲突

经历与医学生心理压力的关系[20]。结果显示这两个变

量个不但对医学生心理力有直接影响，还通过专业兴

趣对医学生心理力产生作用。方程拟合的卡方值为

13,99, df: 13, p<0.01; GIF＝0.997, AGIF＝0.992, REM

＝0.006。表明所假设理论模型成立。所要说明的是这

里只涉及到社会影响的参照规范，其它方面有待于进

一步验证。 

4 讨论 

跨层次理论是一个综合性行为理论，它将个体行

为理论和群体行为理论相结合。涉及到个体水平的行

为认知和群体水平的社会影响两方面，符合研究问题

的社会生态学理论假设。认知（Cognition）是指人们

对事物的认识和看法。这个理论抛弃了“知信行”理论

模式中的“知识”。采纳了认知的有效成份，涵盖了合

理行动理论中的“行为信念”[8]，感知信念-参照规范理

论中的“问题感知”[8]。参照规范、机构规范和工作生

活环境是社会影响理论的构成要素。通过个体与群体

理论相结合的范式，可探索这两部分解释变量的交互

关系，有利于对行为问题的全面理解。在实际研究操

作中，可进行个体和社会的两层面分析。如，体育锻

炼，可分析个人认知-单位组织激励与人们体育锻炼关

系。同时，模型可探索行为认知变量前提下社会影响

对行为的解释力，反过来亦可探索社会影响因素前提

下个体认知的解释力。在模型分析时，有时可以撇开

个人认知部分，专门探索社会影响不同方面对行为的

影响。 

这个理论除了进行行为机制探索外，还也可以用

于干预研究。如：行为干预的价值阐明（Value 

Clarification）举措。价值阐明系指针对人们观念所进

行的一切努力，包括树立健康的价值观、辨别是非、

搞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在两难困境下处理问题

的能力等。再如，青少年吸烟问题的干预应该将他们

从“吸烟像男子汉”“吸烟有利于社交”等认识误区中引

出来，掌握处理心理压力和拒绝香烟的方法和技巧等。

期望行为信念的确立还可通过咨询、劝说等方法，旨

在使人们加深对问题理解和认同。问题感知策略是一

个行为干预的视角，需要创造机会给予人们问题感知

和体验的机会，触动思想命脉，改变态度和形成行为

意向。在认知行为干预中，结合“行为信念”和“问题感

知”是较优的组合方案。 

所需特别强调的是群体干预要比个体干预有着较

高的效率。作者更主张应用这个理论进行群体干预，

主要在社会影响方面的开展一些干预研究。如，对于

压力管理，制定合适的工作目标，减少对员工过高压

力；管理规范和信息透明，减少员工不确定心理压力；

监测员工心理压力，开展减少员工压力娱乐活动等。

这些均为机构压力管理干预的有益之举。上述我们所

述的“Tobacco Control Advocacy Capacity”系列项目能

够较好地说明这个问题[16, 17]。 

需指出的是无论是认知-社会影响理论，还是跨层

次理论中，都包含了参照规范，即他人影响。参照规

范是合理行动理论一部分，但在常规研究中只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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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信念和遵从。一般来说参照规范只会影响小群体

行为，所以合理行动理论被列在个体行为理论中。认

知-社会影响理论和跨层次理论强调他人影响的行为压

力，将其看做是社会影响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纳入

了团体规范和生活环境的作用。 

5 结语 

跨层次理论为一个综合性行为理论。本文既有理

论依据，又有真实世界的证据支持，初步建立了该理

论的合理性和应用的可行性。然而，本文的验证由于

所用资料来源不同，不得不从不同侧面进行，难以进

行综合效应判断。目前理论只将个体认知和社会影响

形式上结合，这样做虽对行为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的应

用价值。但距离理论的深度融合，并从根本上理论认

知提升尚有很大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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