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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来源、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
*

———来自实验室实验的证据

郑万军 叶 航 罗 俊

摘要:不平等是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它会导致社会分化,影响社会关系。本文在实

验室中构造了四种典型的收入不平等来源:风险选择、自然运气、个人努力和竞争机制。以此为背

景,本文研究了个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来源对他们的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分别有着怎样不同

的影响,并尝试从个体优势不平等厌恶和劣势不平等厌恶心理的角度对这一影响的机理进行解释。
本文的主要发现是:自我财富水平并不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但自我财富相比他人财

富越多,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他人财富相比自我财富越多,反社会行为水平越高;各类不平等来源

可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优势不平等厌恶能够影响亲社会行为,劣势不平等厌恶能够影响反社会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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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久以来,不平等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吸引了决策者、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

关注。近年来,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是进一步扩大的不平等。《2018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2016年欧

洲收入前10%的人占有整体国民收入的37%,北美为54%,中东地区甚至达到了61%。毋庸置疑,
严重的不平等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是饥荒产生的关键因素(森,1998);
基于库兹涅茨曲线的数据表明不平等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Hamannetal,2018)。在诸多问题

中,不平等对人类行为偏好的影响尤为重要。意识到不平等时,高收入群体相对于低收入群体风险

厌恶程度更低(Schmidtetal,2019),而对不平等的感知也会降低人们的合作意愿和合作水平(Nishi
etal,2015)。甚至,仅仅是暴露在不平等环境中也可能引起情绪上的激动:来自航空公司的证据表

明,乘机时愤怒发生率增加与暴露于不平等环境中(如在登机时看到头等舱座位)有关(DeCelles&
Norton,2016)。在这些行为偏好中,最受关注的是反社会行为和亲社会行为。在诸多不平等可能导

致的问题中,反社会行为因其危害巨大而备受关注(Gangadharanetal,2019)。相反,人们的亲社会

行为是缓解不平等的重要力量,但不平等可能降低亲社会行为,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担忧(Piffet
al,2010)。

反社会行为主要是指人们宁愿损失自己的福利也要损害他人福利的行为(Abbink&Sadrieh,

2009)。为了更好地观察和检验这一行为,Zizzo& Oswald(2000)开创性地提出了反社会行为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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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研究方法,而后续的一系列研究证明了反社会行为的普遍存在性(Abbink& Herrmann,2011)。
虽然单纯的破坏心理是反社会行为的原因之一,但更多的证据表明,长期处于稀缺资源下可能会导

致人的反社会性(Predigeretal,2014)。此外,反社会行为多指向成功人士(Mui,1995)。进一步的

研究也发现,人们对平等的偏好是他们做出反社会行为的原因之一(Zizzo,2003;Dawesetal,2007)。
不平等不仅可能导致以反社会行为为特征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还可能削弱人与人之间的亲社会

性。近三十多年来,经济学家已通过各类行为实验,包括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信任博弈、公共

品博弈实验等,验证了人的利他、公平、信任、合作、互惠等亲社会行为的广泛存在(Güthetal,1982;

Forsytheetal,1994)。同时,大量实验研究也表明,人们的亲社会水平很容易受到初始禀赋(Camer-
on,1999)、地域文化(Henrichetal,2001)、宗教(Chen&Tang,2009)、社会身份(Chen&Li,2009)
等相关因素的影响。而由于人的亲社会行为是解决不平等问题的重要力量,博弈双方初始禀赋的差

距(不平等)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也在实验研究中被发现(Piffetal,2010)。
构成不平等的因素很多,通常表现为收入、健康、消费、资源或自身禀赋、教育等诸方面(杨俊等,

2008;祁毓、卢洪友,2015;甘犁等,2018;何凡、张克中,2021;姚健、臧旭恒,2022;Piketty&Saez,

2014)。这些不平等的因素既相互区分,又相互影响。比如,除自身禀赋外,教育是影响收入差距最

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家庭收入差距又是教育投入差距最为根本的原因(杨娟等,2015)。在众多因

素中,国内外学者关注和研究聚焦最为广泛的是个人或家庭的收入(陈纯槿、李实,2013;姚健、臧旭

恒,2022)。因其重要性和易测性,世界银行在划定贫困线时以每人每天的平均收入为衡量标准,而
作为衡量不平等最为重要的指标,基尼系数的计算也主要以收入(财富)为依据。因此,本文选择收

入为研究对象,采用实验室实验的方法构造了四类收入不平等的来源:风险选择、自然运气、个人努

力和竞争机制。
卢梭(1775)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论述到,生产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使人类脱

离了“自然状态”,产生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实际上,除了经济制度导致的不平等,个人的先天禀

赋、后天努力、冒险意识、运气、家族遗产和社会竞争等因素都会在财富差距的产生过程中扮演重要

作用。然而,很难在一般的实证研究中分离这些因素分别对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以往实验文献在

研究不平等问题时,多采用给定不同初始禀赋的方法外生区分穷人和富人两个群体(Haushofer&
Fehr,2014),或通过真实努力任务(real-efforttask,RET)的方法来形成收入不同的被试(Fehr,

2018)。而实验经济学研究结果多表明财富来源的异质性会导致人们行为的异质性(Cherryetal,

2005;Krolletal,2007)。
在各类不平等来源情境下,人们的再分配意愿及行为、信任、包容程度、政策主张均有所不同。

不同的不平等来源会导致人们的再分配意愿和行为有所不同。虽然绝大多数行为个体都是机会平

等主义者,但是当收入差距是由个人选择之后的运气所造成时,人们的再分配意愿更强,更倾向于一

种平等的再分配(Cappelenetal,2013)。不平等来源对人们的信任行为也具有异质性。虽然不平等

会严重削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行为,但一项实验室的研究结果表明,信任的削弱主要是由于财富随

机分配导致的,当不平等是由个人努力和竞争所决定时,人们的信任行为并未受到影响(Blauw &
Smerdon,2016)。人们对不同的不平等来源的包容程度也具有异质性。相较于由个人努力造成的

不平等,人们更能包容由运气导致的不平等。通过设置运气和努力两种不平等来源,一项实验室实

验发现当不平等是由运气而非努力造成时,人们更能包容劣势不平等(Ku&Salmon,2013)。对待

不平等来源的态度也会影响人们消除不平等时的主张。人们往往倾向性地认为,努力不平等导致的

不平等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而机会不平等导致的收入差距应该得到补偿。Roemer(1993)主张社

会应该保护那些不受其控制的原因所导致的不良结果,而不是那些在其控制范围内的原因所导致的

结果。
平等主义理论对收入不平等的探讨在起初主要集中于实现收入结果的平等,即事后结果平等主

义,自罗尔斯以后,事前机会平等主义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同(Roemer&Trannoy,2016)。事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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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义认为一个社会所要实现的公正,重要的是机会的分配,而非最终结果的分配(Hammond,

1981;Roemer,1993)。Roemer(1993)将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分为“环境”因素和“努力”因素:由家庭

背景、种族、性别等“环境”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被称为机会不平等,由工作付出、职业选择等“个体努

力”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被称为努力不平等(Roemer,1993)。需要注意的是,在努力或选择不同造

成收入差距时,有一类因素较为特殊:人们做出选择,选择行为结束之后的结果却由运气决定而非人

为控制。这一类因素最为明显的是风险选择:人们做出选择,但主要由运气决定最终的收入。因此,
介于事后结果平等主义和事前机会主义之间的一种公平立场,即选择平等主义认为人们应该对自身

的努力和选择负责,但不应对自身运气导致的收入差异负责(Cappelenetal,2013)。基于以上收入

差距来源及公平理论,本文首先设置自然运气和个人努力两类基础性的不平等来源来反映“环境”因
素(Haushofer&Fehr,2014)和“努力”因素(Fehr,2018)。其次,由于人们做出选择后运气导致的收

入差距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本文设置风险选择作为收入不平等的来源。最后,在个人努力之外,
人们之间努力的程度也会互相影响,从而导致收入差距和人们的行为差异(Ku&Salmon,2013),本
文进一步设置了竞争机制作为收入不平等的来源。

已有文献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了不平等来源对个体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一是公平感知理论。
人们在面对不同的不平等来源时,内心感知的公平各异,外在行为存在差异(Cappelenetal,2007;

Kuetal,2013)。当感知到某种不平等来源不公平时,人们甚至愿意付出较高的个人代价去抵制该

不平等来源(Boltonetal,2005)。二是不平等厌恶理论。面对各类不平等来源,人们的优势不平等

厌恶和劣势不平等厌恶都有所不同,行为表现也因而有所差异。比如,当不平等是由运气因素导致

时,人们的劣势不平等厌恶更低,能够包容更有利于他人的再分配方式(Ku&Salmon,2013)。三是

社会认同理论。不同的不平等来源会导致人们相互间认同感的差异,从而导致在互动行为方面的差

异(Blauw&Smerdon,2016)。比如,当不平等是由个人努力程度的差异引起时,人们相互间的认同

感更低,表现出的互相信任程度更低(Blauw&Smerdon,2016)。在这三种理论中,不平等厌恶理论

表现出了较强的解释力。并且,采用优势不平等和劣势不平等量表可以较好地对个体的不平等厌恶程

度测度量化。因此,本文采用不平等厌恶理论展开不平等来源对反社会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的机制分析。
以此为背景,本文考察了不同的收入不平等来源下个人的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表现,并进

一步从个体优势不平等厌恶和劣势不平等厌恶的心理层面分析了不平等对于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

的影响机制。本文的创新点为:首先,不平等来源的设置较为全面。已有研究主要是从运气和努力

两个层面展开不平等来源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本文以平等主义对公平的不同主张为依据(事后结果

平等主义,事前机会平等主义和介于两者之间的选择平等主义),构造了风险选择、自然运气、个人努

力和竞争机制四种不平等来源。其次,已有研究多是从人们对待分配的态度、相互信任、合作等角度

考察不平等来源对行为的影响,然而对于不平等来源导致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

研究较少,本文较为细致地考察了四类不平等来源对于反社会行为的影响。再次,本文采用实验室

实验,利用新的实验范式将亲社会和反社会纳入统一的框架下,同时考察不平等来源的异质性对两

种相反行为的影响,发现收入不平等来源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与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不同,为消除

不平等来源造成的反社会行为、防范不平等来源对亲社会行为的削弱提供了政策启示。

二、实验设计

(一)实验设置

实验通过Z-tree软件(Fischbacher,2007)实现,于2019年10月在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

策研究中心完成。实验被试通过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公众号招募,共有462名大

学生分15场参加了实验。被试来自不同年级(包含大一至大四)、不同专业(包括中文、经济、法律、
计算机等)。

被试到达实验室后,通过抽签的方式被随机分配座位并获取实验说明。实验开始后,实验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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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说明进行统一解释。为了确保每名被试理解实验规则,他们必须独立回答3道控制性测试题。
只有所有被试都通过3道控制性问题后,实验才正式开始。在实验中被试之间会发生互动,为了保

证实验的匿名性,通过计算机随机搭配的方式对被试进行分组,因而在实验的过程中所有被试均不

知道决策所对应的对象。为了保证实验的隐私性,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不会记录被试的名字和身份信

息;在实验结束后,由一名实验员将被试的收益放入一个信封,由另外一个实验员发放实验收益,因
而被试所获得的具体数额不被他人知晓。为了保证实验的激励性,被试所获得的报酬与其在实验过

程中所做决策之间相关,即被试在实验结束后所获得的实验筹码越多,获得的被试费越多。为了保

证实验的真实性,在实验初始,实验员在讲解实验注意事项时会强调实验中所提供的一切信息和承

诺都是真实可信。为了保证实验有序性,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被试需保持安静,被试间禁止有任何形

式的沟通。
(二)不平等来源的实验设置

本文通过在实验室中的四种设置方式产生了不同类型的财富不平等来源。为了控制各种类型

不平等来源所导致的收入差异,本文将四种不平等来源下被试可能得到的财富均设定为10个筹码、

20个筹码和30个筹码。具体不平等来源的实验设置如下:
第一种实验设置是风险选择导致的不平等,被试在实验中会面临两个有风险的收益选项:选项

一为100%的概率可以得到20个筹码的财富,选择二为50%的概率可以得到10个筹码的财富,

50%的概率可以得到30个筹码的财富。
第二种实验设置是自然运气导致的不平等,所有被试都有1/3的概率可以得到10个筹码的财

富,1/3的概率可以得到20个筹码的财富,1/3的概率可以得到30个筹码的财富。
第三种实验设置是个人努力导致的不平等,在该种实验设置中本文引入真实努力任务,具体任

务为:在计算机中会出现30个由0和1组成的30位的数串,被试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数出每个数

串中1的个数。若正确个数小于或等于14,则可以得到10个筹码的财富;若正确个数大于等于14
且小于20,则可以得到20个筹码的财富;若正确个数大于或等于20,则可以得到30个筹码的财富。

第四种实验设置是竞争机制导致的不平等,在引入与个人努力实验设置中相同的真实努力任务基

础上,将被试完成任务的数量进行从多到少的排名,排名在后1/3的被试可以获得10个筹码的财富,排
名在中间1/3的被试可以获得20个筹码的财富,排名在前1/3的被试可以获得30个筹码的财富。

在实验中除了对不平等来源的设置以外,被试的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参数也是重要的设

置内容。为了控制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中被试每个财富所达成的作用,本文在两种行为中均设

定被试的财富选择对他人财富影响的比例为1∶3。具体对于亲社会行为而言,本文采用Zhang&
Ortmann(2016)的做法,被试可以通过花费自己的财富来增加他人的财富,比例为1∶3,即每花费自

己1个筹码的财富可以增加他人3个筹码的财富。而对于反社会行为而言,本文采用Zizzo(2003)、

Abbink& Herrmann(2011)的做法,被试可以通过消耗自己的财富来减少他人的财富,比例为1∶3,
即每消耗自己1个筹码的财富就可以减少他人3个筹码的财富。

(三)实验局设计

为了考察不同类型的不平等来源分别对被试在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表现方面的影响,本文根

据不平等来源的不同(风险选择、自然运气、个人努力和竞争机制)和被试决策任务的不同(只做亲社会

行为决策、只做反社会行为决策、可选择做亲社会行为决策还是反社会行为决策),本文设计了4×3共

12个被试间(betweensubjects)的实验局(如表1),每名被试只能参加其中1个实验局的实验。

表1 被试间各实验局的基本设计

实验局 不平等来源 决策任务 被试数

Treatment1 风险选择 亲社会行为 30

Treatment2 自然运气 亲社会行为 30

Treatment3 个人努力 亲社会行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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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实验局 不平等来源 决策任务 被试数

Treatment4 竞争机制 亲社会行为 30

Treatment5 风险选择 反社会行为 30

Treatment6 自然运气 反社会行为 30

Treatment7 个人努力 反社会行为 30

Treatment8 竞争机制 反社会行为 30

Treatment9 风险选择 亲、反社会行为 30

Treatment10 自然运气 亲、反社会行为 30

Treatment11 个人努力 亲、反社会行为 30

Treatment12 竞争机制 亲、反社会行为 30

为了检验实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开展了被试内(withinsubject)实验。被试内实验分为亲社

会行为实验局、反社会行为实验局和亲反社会行为实验局。在亲社会行为实验局中,每名被试都需

要分别完成四种不平等来源下的亲社会行为决策;在反社会行为实验局中,每名被试都需要分别完

成四种不平等来源下的反社会行为决策;在亲反社会行为实验局中,每名被试都需要分别完成四种

不平等来源下的亲社会或反社会行为决策选择。为了避免不同类型的不平等来源先后出现的顺序

对于实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在三个实验局中改变了四种不平等来源出现的顺序(如表2)。

表2 被试间各实验局的基本设计

实验局 决策任务 不平等来源顺序 被试数

Treatment13 亲社会行为 风险选择、自然运气、个人努力、竞争机制 34

Treatment14 反社会行为 个人努力、风险选择、自然运气、竞争机制 34

Treatment15 亲、反社会行为 自然运气、个人努力、风险选择、竞争机制 34

(四)实验流程

实验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不平等来源阶段,在各实验组中,被试通过风险选择、自然

运气、个人努力或竞争机制,获得10、20或30个筹码的财富,由此产生不平等情境。
第二阶段为决策任务阶段,实验设置了两种博弈角色:M 和N。以亲社会行为为例,角色 M 可

选择花费自我财富去增加角色N的财富,比例为1∶3。实验中所有被试都要同时扮演角色 M 和角

色N,且扮演两种角色时的博弈对象都不相同,以避免被试的策略选择。在博弈之前,被试只知晓自

己在第一阶段获得的财富而并不知晓博弈对手的财富数量,因而被试需要做出三个选择:即假定自

己作为角色 M且与之博弈的对象N的财富为10时愿意花费多少财富来增加对方的财富;假定自己

作为角色 M且与之博弈的对象N的财富为20时愿意花费多少财富来增加对方的财富;假定自己作

为角色 M且与之博弈的对象N的财富为30时愿意花费多少财富来增加对方的财富。此外,在亲、
反社会行为实验局中,被试需要面临的选择是,是花费(多少)自己的财富增加对方的财富,还是花费

(多少)自己的财富减少对方的财富。
第三阶段为不平等厌恶测度阶段。本文采用Yangetal(2016)所提出的测度方法,通过行为决

策任务后的量表,可以得到被试个人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即自我的收入高于他人而产生的不平等)系
数和劣势不平等(即自我的收入低于他人而产生的不平等)厌恶系数。在所有实验任务结束后,被试

还需填写一份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被试的年龄、性别、专业、家庭收入、父母教育水平等个体社会

特征信息。
问卷完成后,本文会根据被试在实验中所获得的财富筹码数以1∶1的比例兑换成人民币,并当

场发放实验报酬。被试间的实验持续时间约为1个小时,被试的平均收益约为50元;被试内的实验

持续时间约为2个小时,被试内的平均实验报酬约为100元。该报酬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为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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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场费,金额为5元;一部分为第二阶段实验中的决策任务收益,根据被试的选择及博弈方的决策结

果确定;一部分为被试在不平等厌恶测度量表中所选择的收益。

三、实验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首先对被试间实验的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实验局进行考察,比较分析四种不平等来源

下(风险选择、自然运气、个人努力和竞争机制),被试的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分别会有着怎样不

同的影响。由于四类不平等来源产生财富差距的方式各异,四组内被试拥有10、20、30个筹码的分布

存在差异,表3给出了各类不平等来源下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实验局中被试的筹码分布。本文对

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在四种不平等来源下筹码分布的差异进行了检验。Kruskal-Wallis(K-W)检
验结果表明,四种不平等来源下亲社会行为的筹码分布存在显著性差异(χ2d.f.3=13.378,p<0.01)。

表3 不平等来源的收入分布

实验组
风险选择 自然运气 个人努力 竞争机制

10 20 30 10 20 30 10 20 30 10 20 30

亲社会行为 0.10 0.57 0.33 0.43 0.47 0.10 0.20 0.27 0.53 0.33 0.33 0.33

反社会行为 0.17 0.63 0.20 0.30 0.33 0.37 0.23 0.37 0.40 0.33 0.33 0.33

由于各种不平等来源之间被试筹码分布存在一定差异,为了控制初始筹码(财富)这一变量,本
文用被试花费的财富与他们初始获取的财富比值来衡量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水平。表4
给出了基于这一比值衡量的各类不平等来源下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水平的描述性统计。在亲

社会行为各实验局中,自然运气组被试的亲社会行为的平均水平最高,竞争机制组被试的亲社会行

为的平均水平最低。在反社会行为各实验局中,竞争机制组被试反社会行为的平均水平最高(这与

亲社会行为的情况正好相反);个人努力组被试的反社会行为平均水平最低。

表4 被试间实验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实验局描述性统计

实验组 风险选择 自然运气 个人努力 竞争机制 总体

亲社会行为
0.071
(0.155)

0.130
(0.210)

0.071
(0.186)

0.044
(0.067)

0.079
(0.166)

反社会行为
0.087
(0.176)

0.089
(0.182)

0.078
(0.150)

0.096
(0.158)

0.088
(0.167)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二)社会行为数据分析

基于以上描述性统计结果,本文对于各类财富不平等来源可能对个体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

带来的不同影响,在总体上有了一定的判断。之后,本文将通过各个角度的实验数据分析,分别对个

体的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在不同财富不平等来源下的表现进行更加细致的讨论。

1.非参数检验。本文首先对被试间实验中各类不平等来源下被试的亲社会行为表现是否存在

显著差异进行了非参数检验。
第一,各类不平等来源下个体亲社会行为的比较。如上文所述,个体在做出亲社会行为时,其财

富来源分为四种情况:风险选择、自然运气、个人努力和竞争机制。继续采用被试花费的财富与他们

的初始财富比值来衡量亲社会行为水平,四种收入不平等来源下被试的亲社会行为表现如图1所

示。K-W检验结果表明,四种收入不平等来源下的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差异(χ2d.f.3=10.838,p<
0.01)。进一步的 Mann-WhitneyU检验结果显示,风险选择组、个人努力组、竞争机制组相对于自

然运气组,被试的亲社会行为水平都要显著更低(z=-1.990,p=0.046;z=-2.616,p<0.01;z=
-3.032,p<0.01);其余两两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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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类不平等来源下的亲社会行为

第二,不同财富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在亲社会行为各实验局中,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的个体财

富值有所不同,分别为10、20、30。因此,在对各类不平等来源下个体亲社会行为进行总体比较

后,本文还关注不同财富个体在亲社会行为表现上是否也存在显著差异。图2a给出了拥有不同

财富个体所表现的亲社会行为。K-W 检验结果显示,不同财富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并无显著

差异(χ2d.f.2=0.075,p=0.963)。Mann-WhitneyU 检验结果显示,两两之间比较均无显著性

差异。

图2a 不同财富值个体亲社会行为 图2b 各类不平等来源下不同财富值个体亲社会行为

进一步,本文还考虑各类不平等来源下不同财富个体在亲社会行为水平上是否存在差别(如图

2b)。首先,Mann-WhitneyU检验结果显示,财富为10的被试,风险选择组相对于自然运气组和竞

争机制组,被试的亲社会行为水平都显著更低(z=-2.971,p<0.01;z=-2.213,p=0.026),自然

运气组相对于个体努力组,被试的亲社会行为显著更高(z=2.117,p=0.034),其余两两之间无显著

性差异。其次,财富值为20的个体,自然运气组相对于竞争机制组,被试的亲社会行为水平显著更

高(z=1.898,p=0.057),其余两两之间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最后,财富值为30的个体,风险选择

组相对于竞争机制组,被试的亲社会行为水平显著更高(z=2.327,p=0.020),其他两两之间比较均

无显著性差异。
第三,不同财富个体接收到的亲社会行为。在对不同财富的亲社会行为提议一方的表现进行分

析比较后,本文还关注不同财富的亲社会行为接收一方的情况。图3a给出了拥有不同财富个体所

接收到的亲社会行为水平。Mann-WhitneyU检验结果显示,低财富组个体相对中财富组个体所接

收到的亲社会行为水平显著更高(z=3.096,p<0.01);低财富组个体相对高财富组个体所接收到的

亲社会行为水平显著更高(z=6.225,p<0.01);中财富组个体相对高财富组个体所接收到的亲社会

行为水平显著更高(z=3.330,p<0.01)。
进一步地,图3b显示了各类不平等来源下三种财富值个体在所接收的亲社会行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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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a 不同财富个体接收亲社会行为 图3b 各类不平等来源不同财富个体接收亲社会行为

Mann-WhitneyU检验结果显示,对于财富为10的个体,自然运气组中的个体相对于其他三种不平

等来源情况,所接收的亲社会行为水平都要显著更高(相对风险选择组,z=1.702,p=0.036;相对个

体努力组,z=2.043,p=0.018;相对竞争机制组,z=2.793,p<0.01),其他两两组之间并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其次,对于财富为20的个体,自然运气组相对于竞争机制组,个体所接收到的亲社会水

平显著更高(z=1.659,p=0.097),其他两两组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最后,对于财富为30的

个体,两两组之间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2.亲社会行为的计量回归分析。为了进一步考察个体的财富差距、不平等来源对亲社会行为的

影响,本文以亲社会行为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模型如下:

Pi =β0+β1wealthi+β2owealthi+β3Tj+β4adi+β5disadi+εi (1)

其中,P是被试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解释变量为个体自身的财富(wealth)、他人的财富(owealth)以
及被试所处的实验组(Tj),Tj 为虚拟变量,T1、T2、T3、T4 分别代表风险选择组、自然运气组、个人努

力组及竞争机制组。模型1以风险选择组(T1)为对照组,模型2以自然运气组为对照组(T2),而模

型3以个人努力组为对照组(T3)。为了解释亲社会行为的产生机理,式(1)还纳入了个体的优势不

平等厌恶水平(ad)和劣势不平等厌恶水平(disad),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自身财富对个体的亲社会水平并无显著影响,他人财富对个体的亲水平行为有

显著影响,他人财富水平越高,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越低。对比模型1-模型3中实验组的影响可

以发现,竞争机制组相对于风险选择组,个体的亲社会水平显著更低;竞争机制组相对于自然运气

组,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水平显著更低;其余两两组之间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差异并不显著。模型1-模

型3的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个体的优势不平等厌恶程度越高,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个体的

劣势不平等厌恶程度越高,亲社会行为水平越低。

表5 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解释

变量

被解释变量:亲社会行为

模型1-模型3 模型4-模型6 模型7

wealth
0.003
(0.017)

0003
(0.017)

0003
(0.017)

0.062
(0.040)

0.016
(0.038)

-0.034
(0.031)

0.062
(0.048)

owealth -0.072***
(0.015)

-0.072***
(0.015)

-0.072***
(0.015)

-0.077**
(0.030)

-0.120***
(0.030)

-0.051*
(0.030)

-0.062
(0.040)

T1
-0.227
(0.371)

0.328
(0.358)

-2.220
(1.422)

-1.423
(1.469)

T2
0.248
(0.361)

0.555
(0.376)

2.220
(1.422)

0.797
(1.332)

0.335
(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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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解释

变量

被解释变量:亲社会行为

模型1-模型3 模型4-模型6 模型7

T3
-0.251
(0.348)

-0.555
(0.376)

1.423
(1.469)

-0.797
(1.332)

-1.385
(1.313)

-0.275
(0.347)

T4
-0.743**
(0.351)

-1.140***
(0.362)

-0.585
(0.362)

0.038
(1.412)

-2.182*
(1.270)

— -0.755
(0.349)

wealth·T1
0.467
(0.054)

0.096*
(0.051)

wealth·T2
-0.467
(0.054)

0.050
(0.049)

wealth·T3
-0.096*
(0.051)

-0.050
(0.049)

wealth·T4
-0.664
(0.050)

-0.020
(0.049)

0.030
(0.043)

owealth·T1
0.042
(0.042)

-0.026
(0.042)

owealth·T2
-0.042
(0.042)

0.069
(0.042)

owealth·T3
0.026
(0.042)

0.069
(0.042)

owealth·T4
0.0345
(0.042)

0.077*
(0.042)

0.008
(0.042)

disad -0.353***
(0.082)

-0.353***
(0.082)

-0.353***
(0.082)

-0.366***
(0.083)

-0.366***
(0.083)

-0.366***
(0.083)

0.014
(0.329)

ad 0.114**
(0.049)

0.114**
(0.049)

0.114**
(0.049)

0.117*
(0.049)

0.117*
(0.049)

0.117*
(0.049)

0.159
(0.181)

常数项 3.556***
(0.621)

3.804***
(0.580)

3.305***
(0.644)

2.340**
(1.137)

4.561***
(0.956)

3.764***
(1.035)

2.260*
(1.303)

观测值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R2 0.143 0.143 0.143 0.162 0.162 0.162 0.161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下同。

在分析自我财富、他人财富、各类不平等来源以及不平等厌恶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基础上,本文

还关注了自我财富、他人财富与各类不平等来源的交互作用。回归模型如下:

Pi =β0+β1wealthi+β2owealthi+β3Tj+β4adi+β5disadi+β6wealthi·Tj+β7owealthi·Tj+εi

(2)

式(2)在式(1)的基础上纳入了自我财富与各类不平等来源的交互项(wealthi·Tj)以及他人财

富与各类不平等来源的交叉项(owealthi·Tj)。模型4以风险选择组(T1)为对照组,模型5以自然

运气组为对照组(T2),模型6以个人努力组为对照组(T3),从表5中模型4-模型6的回归结果中可

以发现,个人努力组相对于风险选择组,随着自我财富的增多,人们亲社会水平的增长幅度会显著更小;
竞争机制组相对于自然运气组,随着他人财富的增多,人们亲社会水平的增长幅度会显著更小。

为了更加明确地分析自身财富与他人财富之间差异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本文将自身财富

与他人财富之差纳入到了亲社会回归模型中:

Pi =β0+β1wealthgapi+β2Tj+β3adi+β4disadi+εi (3)

式(3)中的解释变量wealthgap指的是自我财富与他人财富之差,其余解释变量与式(1)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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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如表6模型1所示,在控制了各类不平等来源、优势不平等和劣势不平等后,财富差异对被

试的亲社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自我财富相对于他人财富越多,个人的亲社会行为表现得越

强烈。进一步地,本文也关注财富差异与不平等来源的交互作用,回归模型如下:

Pi =β0+β1wealthgapi+β2Tj+β3adi+β4disadi+β5wealthgapi·Tj+εi (4)

式(4)在式(3)的基础上纳入了财富差异与各类不平等来源的交互项wealthgapi·Tj。回归结

果如表6模型2-模型4所示,个人努力组相对于风险选择组,随着财富差异的增加,人们的亲社会

水平增长的幅度会显著更小;个人努力组相对于自然运气组,随着财富差异的增加,人们的亲社会水平

增长的幅度会显著更小。最后,本文还关注了财富差异与个人不平等厌恶的交互作用,回归模型如下:

Pi =β0+β1wealthgapi+β2Tj+β3adi+β4disadi+β5wealthgapi·adi+β6wealthgapi·disadi+εi

(5)

式(5)在式(4)的基础上纳入了财富差异与个人优势不平等厌恶的交互项(wealthgapi·adi),
财富差异与个人劣势不平等厌恶的交互项(wealthgapi·disadi),回归结果显示,个人相对于他人的

财富差异越大,个人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导致个人亲社会行为增加的幅度更大;个人相对于他人的财

富差异越大,个人的劣势不平等厌恶导致个人亲社会行为减少的幅度也更大。

表6 财富差异与亲社会行为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亲社会行为

模型1 模型2-模型4 模型5

wealthgap
0.042***
(0.011)

0.072***
(0.024)

0.080***
(0.024)

0.010
(0.021)

0.056*
(0.031)

T1
-0.660*
(0.363)

0.108
(0.362)

T2
0.465
(0.358)

0.660*
(0.363)

0.769*
(0.365)

0.528
(0.356)

T3
-0.290
(0.352)

-0.108
(0.362)

-0.769*
(0.365)

-0.305
(0.350)

T4
-0.646*
(0.354)

-0.569
(0.355)

-1.230***
(0.360)

-0.461
(0.358)

-0.657*
(0.352)

disad -0.359***
(0.083)

-0.377***
(0.083)

-0.377***
(0.083)

-0.377***
(0.083)

-0.376***
(0.083)

ad 0.124**
(0.049)

0.129***
(0.049)

0.129***
(0.049)

0.129***
(0.049)

0.126***
(0.049)

wealthgap·T1
-0.008
(0.034)

0.062*
(0.032)

wealthgap·T2
0.008
(0.034)

0.070*
(0.032)

wealthgap·T3
-0.062*
(0.032)

-0.070*
(0.032)

wealthgap·T4
-0.377
(0.032)

-0.061
(0.032)

0.010
(0.030)

wealthgap·disad
-0.014*
(0.008)

wealthgap·ad
0.008*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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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亲社会行为

模型1 模型2-模型4 模型5

常数项 2.061***
(0.386)

2.021***
(0.387)

2.682***
(0.410)

1.913***
(0.411)

2.116***
(0.384)

观测值 360 360 360 360 360

R2 0.106 0.117 0.117 0.117 0.117

(三)反社会行为数据分析

在对亲社会行为进行比较检验,并引入自身财富、他人财富、其二者差异、个人不平等厌恶等因

素,对各种不平等来源下的亲社会行为进行全面分析后,本文将以同样的思路和方法对各种不平等

来源下被试的反社会行为数据进行考察。

1.非参数检验。本文首先对被试间实验中各类不平等来源下被试的反社会行为表现是否存在

显著差异进行非参数检验。
第一,各类不平等来源下个体反社会行为的比较。个体在做出反社会行为时,其财富来源同样

分为风险选择、自然运气、个人努力和竞争机制四种情况。本文对四种情况下的反社会行为结果比

较发现,各类不平等来源下的被试反社会行为水平差异较小。K-W 检验结果显示,不平等来源下被

试总体的反社会行为不存在显著差异:χ2d.f.3=1.704,p=0.636。Mann-WhitneyU检验结果显示,
任意两两组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第二,不同财富个体的反社会行为。考虑拥有不同财富(10/20/30)的个体所表现出的反社会行

为水平是否存在差异,图4a给出了拥有不同财富个体所做出的反社会行为。K-W检验显示,三组间

反社会行为水平并无显著性差异(χ2d.f.3=1.685,p=0.431)。Mann-WhitneyU检验结果显示,任意

两两组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进一步地,本文对各类不平等来源下不同财富值个体的反社会行为进行比较分析。如图4b可

以发现,不同财富值的个体在各类不平等来源下的反社会行为特征有所不同。K-W 检验结果显示:
财富为10的个体,各类不平等来源下的反社会行为无显著差异(χ2d.f.3=2.996,p=0.3928),Mann-
WhitneyU检验结果显示,任意两两组之间均无显著差异;其次,财富值为20的个体,各类不平等来

源下反社会行为无显著差异(χ2d.f.3=1.630,p=0.652),Mann-WhitneyU检验结果显示,任意两两

组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最后,财富值为30的个体,各类不平等来源下的反社会行为存在显著差异

(χ2d.f.3=7.751,p=0.051),Mann-WhitneyU检验结果显示,自然运气组相对于风险选择组,被试的

反社会行为水平显著更高(z=2.667,p<0.01);自然运气组相对于个人努力组,被试的反社会行为

水平显著更高(z=2.007,p=0.048),其他两两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图4a 不同财富个体的反社会行为   图4b 各类不平等来源下不同财富个体的反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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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同财富个体所接收的反社会行为。同样,本文也关注不同财富个体所接受到的反社会行

为水平(如图5所示)。K-W检验显示,三组间所受到的反社会行为存在显著性差异(χ2d.f.2=16.248,

p<0.01)。Mann-WhitneyU检验结果显示,低财富组个体相对于中财富组个体,所接收到的反社会

行为水平显著更低(z=-2.007,p=0.048),低财富组个体相对于高财富组个体,所接收到的反社会

行为水平显著更低(z=-3.987,p<0.01);中财富组个体相对于高财富组个体,所接收到的反社会

行为水平显著更低(z=-2.103,p=0.035)。

图5a 不同财富个体接收反社会行为 图5b 各类不平等来源不同财富个体接收反社会行为

本文也对不同财富值个体所接收的反社会行为在各类不平等来源下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进行了

检验。图6b显示了不同财富值个体在各类不平等来源下所接收到的反社会行为水平。首先,K-W检

验结果表明,低财富值个体所接收到的反社会行为在各类不平等来源间无显著性差异(χ2d.f.3=0.175,

p=0.981),且任意两两组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其次,K-W 检验结果表明,中财富值个体所接收到

的反社会行为在四种不平等来源之间同样无显著性差异(χ2d.f.3=0.175,p=0.840),且任意两两组之

间均无显著性差异。最后,K-W检验结果表明,高财富值个体所接收到的反社会行为在各类不平等

来源间也无显著性差异(χ2d.f.3=1.215,p=0.749),且任意两两组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2.反社会行为的计量回归分析。进一步,本文考虑不平等来源、自我财富值、他人财富值以及个

人不平等厌恶水平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反社会行为为被解释变量,回归模型与亲社会行为分析

中的式(1)一致,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结果显示,自身财富对个体的反社会水平并无显著影

响,他人财富对个体的反社会水平有显著影响,他人财富水平越高,个体施加的反社会行为水平越

高。对比模型1-3中实验组的影响可以发现,四种不平等来源两两之间的反社会水平并无显著差

异。为了进一步解释反社会行为的产生机理,本文同样也在模型中纳入了优势不平等厌恶和劣势不平

等厌恶。本文发现,个体的劣势不平等厌恶程度越高,个体对他人施加的反社会行为水平显著更高。
在分析自我财富、他人财富、各类不平等来源以及个人不平等厌恶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基础上,

本文还关注自我财富、他人财富与各类不平等来源的交互作用,从表7模型4-模型6的回归结果中

可以发现,个人努力组相对于风险选择组,随着个体财富的增加,反社会水平减少的幅度显著更小;
竞争机制组相对于风险选择组,随着个体财富的增加,反社会水平减少的幅度显著更小。同时,他人

财富与不平等来源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的,本文还关注了个人财富、他人财富与优势不平

等和劣势不平等的交互作用。回归结果显示,当他人财富值增加时,劣势不平等厌恶对个人的反社

会行为影响更大。

表7 反社会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解释

变量

被解释变量:反社会行为

模型1-模型3 模型4-模型6 模型7

wealth
-0.017
(0.015)

-0.017
(0.015)

-0.017
(0.015)

-0.095**
(0.039)

-0.024
(0.029)

0.001
(0.031)

-0.039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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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

解释

变量

被解释变量:反社会行为

模型1-模型3 模型4-模型6 模型7

owealth 0.087***
(0.014)

0.087***
(0.014)

0.087***
(0.014)

0.075***
(0.029)

0.098***
(0.029)

0.098
(0.029)

0.005
(0.046)

T1
-0.233
(0.342)

0.418
(0.355)

-2.173
(1.348)

2.869**
(1.373)

T2
-0.233
(0.342)

-0.185
(0.342)

-2.173
(1.348)

0.696
(0.127)

-0.252
(0.343)

T3
-0.418
(0.355)

-0.185
(0.342)

-2.869**
(1.373)

-0.696
(0.127)

-0.420
(0.355)

T4
-0.181
(0.346)

0.052
(0.337)

0.237
(0.344)

-2.471*
(1.340)

-0.298
(0.124)

0.398
(1.257)

-0.196
(0.347)

wealth·T1
-0.071
(0.419)

-0.097*
(0.050)

wealth·T2
0.071
(0.419)

-0.025
(0.042)

wealth·T3
0.097*
(0.050)

0.025
(0.042)

wealth·T4
0.110**
(0.049)

0.039
(0.041)

0.013
(0.042)

owealth·T1
-0.024
(0.041)

-0.023
(0.041)

owealth·T2
0.024
(0.041)

0.001
(0.041)

owealth·T3
0.023
(0.041)

-0.001
(0.041)

owealth·T4
0.002
(0.041)

-0.021
(0.041)

-0.020
(0.041)

disad 0.499***
(0.097)

0.499***
(0.097)

0.499***
(0.097)

0.506***
(0.098)

0.506***
(0.098)

0.506***
(0.098)

0.002
(0.363)

ad
0.070
(0.048)

0.070
(0.048)

0.070
(0.048)

0.065
(0.049)

0.065
(0.049)

0.065
(0.049)

-0.113
(0.200)

wealth·disad
0.001
(0.014)

wealth·ad
0.005
(0.007)

owealth·disad 0.023**
(0.011)

owealth·ad
0.003
(0.006)

常数项 -1.443***
(0.574)

-1.676***
(0.606)

-1.862***
(0.647)

0.394
(1.063)

-1.780*
(0.939)

-2.475**
(0.998)

0.704
(1.470)

观测值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R2 0.134 0.134 0.134 0.135 0.135 0.135 0.137

本文还关注了自我财富与他人财富的差异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8模型1所示,
在控制了各类不平等来源、优势不平等和劣势不平等后,财富差异对被试的反社会行为有显著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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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影响,自我财富与他人财富差异越大,反社会行为水平越低。进一步的,本文还关注了财富之差与

不平等来源的交互作用。回归结果如表8模型2-模型4所示,财富差异与不平等来源的交互作用

均不显著。最后,本文也关注了财富差异与不平等厌恶的交互作用,结果显示,财富差异与优势不平

等、财富差异与劣势不平等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表8 财富差异与反社会行为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反社会行为

模型1 模型2-模型4 模型5

wealthgap
-0.054***
(0.011)

-0.082***
(0.024)

-0.062***
(0.021)

-0.050**
(0.021)

-0.013
(0.035)

T1
0.234
(0.348)

0.406
(0.361)

T2
-0.228
(0.347)

-0.234
(0.348)

0.171
(0.348)

-0.231
(0.348)

T3
-0.388
(0.360)

-0.406
(0.361)

-0.171
(0.349)

-0.373
(0.360)

T4
-0.199
(0.351)

-0.211
(0.351)

0.023
(0.342)

0.194
(0.350)

-0.199
(0.351)

disad 0.513***
(0.099)

0.515***
(0.099)

0.515***
(0.099)

0.515***
(0.099)

0.507***
(0.100)

ad
0.079
(0.049)

0.076
(0.049)

0.076
(0.049)

0.076
(0.049)

0.084*
(0.050)

wealthgap·T1
-0.021
(0.032)

-0.032
(0.032)

wealthgap·T2
0.021
(0.032)

-0.011
(0.029)

wealthgap·T3
0.032
(0.032)

0.011
(0.029)

wealthgap·T4
0.051
(0.032)

0.030
(0.030)

0.019
(0.030)

wealthgap·disad
-0.013
(0.009)

wealthgap·ad
-0.000
(0.004)

常数项
-0.099
(0.404)

-0.087
(0.405)

-0.321
(0.448)

-0.493
(0.499)

观测值 360 360 360 360 360

R2 0.111 0.111 0.111 0.111 0.112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对实验结果进行检验分析,本文从各类不平等来源下被试在亲社会与反社会之间的选

择,被试内实验中各类不平等来源下被试分别做出的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等方面做更多讨论。

1.各类不平等来源下个体在亲社会与反社会之间的选择。本文在上文分别报告了四类不平等

来源情境下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那么,如果在各类不平等来源下个体既可选择亲社会

行为,也可选择反社会行为,个体的行为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为此,本文在实验中设计了一个实验

局,该实验局被试既可选择对博弈方实施亲社会行为,也可选择实施反社会行为。本文对这个实验

局中被试在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之间的选择进行回归分析,被试的选择作为被解释变量,以选

择什么都不做(既不亲社会也不反社会)的个体作为基准组(虚拟变量值为0),选择亲社会行为与选

—911—

郑万军等:不平等来源、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



  2023年第1期

择反社会行为的被试分别作为对照组(虚拟变量的值为1)。解释变量为个体财富(wealth)、他人财

富(owealth)和四个实验组,其中四个实验组分别记为风险选择组(T1)、自然运气组(T2)、个人努力

组(T3)和个体间竞争组(T4)。模型1以风险选择组为对照,模型2以自然运气组为对照,模型3以

个人努力组为对照,多元logit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
与前文一致,自我财富对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选择无显著影响;他人财富对个体的亲社

会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他人财富越多,被试选择亲社会行为的概率越低;他人财富对个体的反

社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他人财富越多,被试选择反社会行为发生概率越高。对比模型1-模

型3可以发现,部分不平等来源组间也存在差异。自然运气组相对于风险选择组,亲社会和反社会

行为发生概率显著更高;个人努力组相对于风险选择组,亲社会行为发生概率显著更高;竞争机制组

相对于风险选择组,反社会行为发生概率显著更高;个人努力组相对于自然运气组,反社会行为发生

概率显著更低。

表9 被试在亲社会与反社会行为之间的选择分析

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亲社会 反社会 亲社会 反社会 亲社会 反社会

wealth
0.014
(0.016)

0.000
(0.020)

0.014
(0.016)

0.000
(0.020)

0.014
(0.016)

0.000
(0.020)

owealth -0.055***
(0.016)

0.076***
(0.022)

-0.055***
(0.016)

0.076***
(0.022)

-0.055***
(0.016)

0.076***
(0.022)

T1
-0.762**
(0.363)

-1.066**
(0.464)

-0.616*
(0.357)

-0.149
(0.515)

T2
0.762**
(0.363)

1.066**
(0.464)

0.147
(0.342)

0.918**
(0.467)

T3
0.616*
(0.357)

0.149
(0.515)

-0.147
(0.342)

-0.918**
(0.467)

T4
0.339
(0.372)

0.855*
(0.463)

-0.423
(0.360)

-0.211
(0.410)

-0.277
(0.352)

0.706
(0.467)

常数项
-0.458
(0.517)

-3.670***
(0.769)

0.304
(0.530)

-2.604***
(0.745)

0.157
(0.514)

-3.521
(0.776)

观测值 360 360 360

R2 0.069 0.069 0.069

基准组(无行为) baseoutcome baseoutcome baseoutcome

为了检验不平等厌恶的影响,本文也考虑在被试的行为选择模型中纳入个体的优势不平等厌

恶和劣势不平等厌恶。多元logit回归结果显示(表10),与前文一致,优势不平等厌恶对个体的亲

社会行为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个体的优势不平等厌恶程度越高,其做出亲社会行为选择的

概率越大。同时,优势不平等厌恶系数对个体的反社会行为选择无显著影响。劣势不平等厌恶对

反社会行为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个体的劣势不平等厌恶程度越高,其做出反社会行为选择

的概率越大。

表10 不平等厌恶对被试行为选择的影响

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亲社会 反社会 亲社会 反社会 亲社会 反社会

wealth
0.014
(0.016)

-0.002
(0.021)

0.014
(0.016)

-0.002
(0.021)

0.015
(0.016)

-0.002
(0.020)

owealth -0.055***
(0.016)

0.078***
(0.022)

-0.056***
(0.016)

0.078***
(0.022)

-0.056***
(0.016)

0.078***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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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0

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亲社会 反社会 亲社会 反社会 亲社会 反社会

T1
-0.613*
(0.373)

1.048**
(0.473)

-0.458*
(0.369)

-0.057
(0.526)

T2
0.613*
(0.373)

1.048**
(0.473)

0.154
(0.346)

0.991**
(0.472)

T3
0.458*
(0.369)

0.057
(0.526)

-0.154
(0.346)

-0.991**
(0.472)

T4
0.228
(0.381)

0.474
(0.463)

-0.384
(0.363)

-0.297
(0.416)

-0.230
(0.356)

0.694
(0.473)

disad
-0.102
(0.103)

0.229**
(0.114)

-0.102
(0.103)

0.228**
(0.114)

-0.101
(0.103)

0.228**
(0.113)

ad 0.084*
(0.045)

0.038
(0.058)

0.084*
(0.045)

0.037
(0.057)

0.084*
(0.045)

0.038
(0.057)

常数项
-0.365
(0.611)

-4.486***
(0.871)

0.303
(0.529)

-2.604***
(0.745)

0.157
(0.514)

-3.735***
(0.849)

观测值 360 360 360
pseudoR2 0.083 0.083 0.083

基准组(无行为) baseoutcome baseoutcome baseoutcome

本文也检验了自我财富与他人财富之间差异对个体行为选择的作用。在表11模型1-模型3
中的解释变量为财富差异(个体财富与他人财富之差,wealthgap)、优势不平等厌恶、劣势不平等厌

恶以及四个实验组。回归结果显示,财富差异对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均有显著影响。自我财富

与他人财富差异越大,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自我财富与他人财富差异越大,反社会行为水平越低。

表11 财富差异与亲社会行为、反社会行为

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亲社会 反社会 亲社会 反社会 亲社会 反社会

wealthgap
0.037***
(0.012)

-0.038***
(0.015)

0.037***
(0.012)

-0.038***
(0.015)

0.037***
(0.012)

-0.038***
(0.015)

T1
-0.566
(0.371)

-1.084**
(0.466)

-0.441
(0.366)

-0.081
(0.520)

T2
0.566
(0.371)

1.084**
(0.466)

0.125
(0.344)

1.003**
(0.467)

T3
0.441
(0.366)

0.081
(0.520)

-0.125
(0.344)

-1.003**
(0.467)

T4
0.245
(0.377)

0.664
(0.471)

-0.321
(0.360)

-0.420
(0.411)

-0.195
(0.353)

0.583
(0.467)

disad
-0.107
(0.102)

0.237*
(0.113)

-0.107
(0.102)

0.237*
(0.113)

-0.107
(0.102)

0.237*
(0.113)

ad 0.081*
(0.045)

0.039
(0.057)

0.081*
(0.045)

0.039
(0.057)

0.081*
(0.045)

0.039
(0.057)

常数项
-1.151
(0.427)

-2.845***
(0.544)

-0.585
(0.436)

-1.761***
(0.501)

-0.709
(0.440)

-2.764***
(0.584)

观测值 360 360 360
pseudoR2 0.065 0.065 0.065

基准组(无行为) baseoutcome baseoutcome baseoutcome

2.被试内实验结果分析。为了验证实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设计了被试内实验,来更好地分

析被试在各类不平等来源下的亲社会行为、反社会行为,以及在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之间的选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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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被试内的亲社会行为。考虑被试内实验中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将被试的自我财富,他
人财富以及不平等来源作为解释变量,将四个实验组同样记为风险选择组、自然运气组、个人努力组

和竞争机制组。
回归结果显示,与前文一致,他人财富对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他人财富越

多,被试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越低。个人努力组相对于风险选择组,被试的亲社会行为水平显著更低;
个人努力组相对于自然运气组,被试的亲社会行为水平显著更低;竞争机制组相对于自然运气组,被
试的亲社会行为水平显著更低。

进一步,本文也关注了自我财富与他人财富差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财富差异和不平等厌

恶的交互作用。与前文一致,财富差异对亲社会行为有显著影响,财富差异越大,亲社会行为水平越

高。同时,财富差异与不平等厌恶的交互作用在被试内实验中并不显著。
第二,被试内的反社会行为。本文同样也考虑被试内实验中反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首先将被试

的个人财富、他人财富、不平等来源等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与前文一致,个人财富对反

社会行为无显著作用,他人财富对反社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他人财富越多,被试对其施加的反社

会行为水平越高。不平等来源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两两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考察个体的优势不平等厌

恶和劣势不平等厌恶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与前文一致,优势不平等厌恶对反社会行为无显著影响。
本文也关注了自我财富与他人财富差异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财富差异和不平等厌恶的交互

作用。结果显示,财富差异以及财富差异与不平等厌恶的交互作用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都不显著。
第三,被试内的亲社会与反社会行为之间的选择。本文再对被试内实验中可选择亲社会行为,

也可选择反社会行为的实验局进行分析。以是否选择亲社会或反社会为被解释变量,既没选择亲社

会也没选择反社会的被试作为基准组,被试的个体财富(profit),他人财富(dprofit)、不平等来源、
优势不平等厌恶和劣势不平等厌恶作为主要解释变量,进行多元logit回归。

回归结果显示,与前文一致,个人财富对被试在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选择无显著影响;他人

财富对被试反社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他人财富越多,被试选择反社会行为的概率越高。考虑

各不平等来源之间被试选择亲社会行为的差异发现,个人努力组相对风险选择组被试选择亲社会行

为的概率显著更低;竞争机制组相对于风险选择组被试选择亲社会行为的概率显著更低;其他不平

等来源两两之间对亲社会行为选择的影响并无显著性差异。本文也比较各不平等来源之间被试选

择反社会行为的差异:自然运气组相对于风险选择组,被试选择反社会行为的概率显著更高;竞争机

制组相对于风险选择组,被试选择反社会行为的概率显著更低;竞争机制组相对于个人努力组,被试

选择反社会行为的概率显著更低。
本文进一步检验了优势不平等厌恶和劣势不平等厌恶对被试选择亲社会或反社会行为的影响。

结果显示,与前文一致,优势不平等厌恶对被试的亲社会行为选择有显著正向作用,个体的优势不平

等厌恶程度越高,选择亲社会行为的概率越高。劣势不平等厌恶对被试的亲社会行为选择有显著负

向作用,对被试的反社会行为选择有显著正向作用,个体的劣势不平等厌恶程度越高,选择亲社会行

为的概率越低,选择反社会行为的概率越高。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实验室中构造了四类不平等来源:风险选择、自然运气、个人努力和竞争机制。以此为框

架,本文在不平等来源的视角下考察了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并将个体的财富水平和他

人的财富水平,以及个体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和劣势不平等厌恶纳入了对这两种行为的分析中。在本

文中,被试主要来自在校大学生群体,年龄分布在二十岁左右,这些行为主体与来自田野实验的个体

在对待不平等的态度和行为特征上均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可能存在外部有效性不足的问题。然而,
对于现实世界中,在公共服务基本权利(如住房、教育、医疗等)享受上存在明显差距的不同社会群体

(城乡居民、不同地区居民)而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平等可能更为深切,因此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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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社会行为减弱与反社会行为出现可能更为明显。因此,本文的实验室实验为不平等来源对反社会

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参照基准,并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本文主要有以下发现:
第一,个人自我财富的高低并不直接影响他们的亲社会行为水平,但他人财富的高低能够决定

人们实施的亲社会行为水平,他人财富越少,个人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同时,自我财富与他人财

富差异越大,亲社会行为的水平就越高。这说明人们的利他亲社会行为,往往是从需要帮助对象的

角度出发,受纯粹利他动机所激发(Becker,1974),而不是由自身财富数量的多少来决定的。即富人

不一定比穷人更利他,更亲社会。
第二,个人自我财富的高低并不直接影响反社会行为水平的高低,他人财富的高低能够影响反

社会行为水平。本文的实验结果表明,个体较低的财富并不必然导致更多的反社会行为发生。另

外,他人财富越多,越会激发人们更高的反社会行为水平,即“不患寡而患不均”,随着他人财富相对

于自我财富差异的增加,个人对社会、对他人的抱怨、愤怒甚至伤害的事情就会增加。
第三,收入不平等来源会影响人们的亲社会行为水平。竞争机制组中的个人相对于自然运气组

和风险选择组中的个人,亲社会行为水平都要显著更低。此外,随着自我和他人之间财富差异的增

多,个人努力组相对于风险选择组和自然运气组,人们亲社会行为增长的幅度显著更小。这表明在

个人努力和竞争压力下获得的收入,更少会被人们投入亲社会活动中。Cherryetal(2002)也发现,在
个人努力挣得禀赋的情况下,有高达95%的被试未分配任何禀赋给对方。

第四,收入不平等来源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与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不同。首先,各类不平等来源对反

社会行为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人们的反社会行为更多的是与人格特质有关,而不受到外在收入不

平等来源的影响。其次,个人努力组相对于风险选择组,随着自我财富的增多,反社会行为的减少幅度显

著更小;竞争机制组相对于风险选择组,随着自我财富的增多,反社会行为的减少幅度也显著更小。
第五,优势不平等厌恶和劣势不平等厌恶能够影响人们的亲社会行为水平。人们的优势不平等厌恶

程度越高,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以此,人们就可以通过亲社会行为来缩小相互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这一

结论也符合Fehr&Schmidt(1999)对个人有关“差异厌恶”社会偏好的设定。本文也发现,个人与他人之间

的财富差异增加时,优势不平等厌恶对被试的亲社会行为影响越大,其亲社会行为水平增加的幅度也越

大;而财富差异增加时,劣势不平等厌恶对被试的影响越大,其亲社会行为水平下降的幅度也更大。
第六,优势不平等厌恶不影响人们的反社会行为水平,但劣势不平等厌恶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反

社会行为水平。个人的劣势不平等厌恶程度越高,选择反社会行为的概率越高,表明本文也许可以

将劣势不平等厌恶指标纳入反社会人格特质的测度方案中。此外,他人财富值越大,劣势不平等厌

恶的影响越大,其反社会行为增长的幅度也更大。这一结论意味着随着他人财富的增加,人们内心

的劣势不平等厌恶感会越来越强烈,导致反社会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应更加注意对经

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人们“仇富”心理的疏导。
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建义。第一,人们的亲社会行为主要受他人财富的影

响,优势不平等厌恶对被试的亲社会行为影响越大,其亲社会行为水平也越高。我们正处于扎实推

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共同富裕需要全社会互帮互助,而中高收入群体的亲社会行为是消除不平

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因此,对于收入不平等中的优势方,即中高收入者,要强调其与弱势

方的收入差距,突出弱势方的低收入,激发中高收入者的优势不平等厌恶,从而引导出更多的亲社会

行为以帮助弱势方。第二,人们的反社会行为主要由劣势不平等厌恶导致,个人的劣势不平等厌恶

程度越高,选择反社会行为的概率越高。因而对于弱势方应该加以合理的引导,帮助其更多关注自

我财富的提升,少与他人比较,从而减少劣势不平等感,为减少反社会行为提供条件和可能。第三,
在各类不平等来源下,个人努力和竞争压力下获得的收入,更少地被人们投入到亲社会活动中。因

而在鼓励市场竞争和依靠个人努力获得财富时,也应该注意到竞争对亲社会行为的负面作用,合理

引导和鼓励在竞争中胜出的群体参与到亲社会行为中。第四,各类不平等来源对人们的反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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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即由不平等引发的反社会行为没有来源之别,因此,对于各类不平等来源可

能造成的负面影响,都要积极疏导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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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ofInequality,Pro-socialBehaviorandAnti-socialBehavior
—EvidencefromLabExperiments

ZHENGWanjun YEHang LUOJun
(Zhejia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Hangzhou,China)

  Abstract: Asanimportantissueintheprocessof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inequalityleadstosocialdif-
ferentiationandaffectssocialrelations.Weconstructedfourtypicalsourcesofincomeinequalityinthelaboratory:risk
selection,naturalluck,individualeffort,andcompetitivemechanism.Inthiscontext,weinvestigatedhowthe
sourcesofincomeinequalityamongindividualsaffecttheirpro-socialandanti-socialbehaviors.Moreover,wetriedto
explainthemechanismfromtheperspectiveofindividualadvantageousinequalityaversionanddisadvantageousine-

qualityaversion.Ourmainfindingsareasfollows:thelevelofself-wealthdoesnotdirectlyaffectpro-socialandanti-
socialbehavior,butthemoreself-wealthrelativetootherswealth,thehigherthelevelofpro-socialbehavior;the
moreotherswealthrelativetoself-wealth,thehigherthelevelofanti-socialbehavior;varioussourcesofinequality
candirectlyaffectpro-socialbehavior;advantageousinequalityaversioncanaffectpro-socialbehavior,anddisadvanta-

geousinequalityaversioncanaffectanti-socialbehavior.
Keywords:SourcesofInequality;Pro-socialBehavior;Anti-socialBehavior;Laboratory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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