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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行为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 
— — 基于环境一个体一行为三元决定论的分析 

姚志强，刘 伟 
(聊城大学廉政文化研究中心 教育科学学院 ，山东聊城 252059) 

摘 要：以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的交互决定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社会心理环境、个体心理和腐败行为三种因素互 

动关系分析腐败形成的心理机制，可以看出，社会心理与个体心理的互动在腐败行为的产生中具有重要作用。为此， 

应培育健康的反腐社会心理氛围，改善腐败行为滋生的心理环境；提高行为者的心理素质，增强其抵制腐败行为的 

心理免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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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腐败，简单说来，就是利用公共权力来谋取个人私利。改 

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 

成就，但与进步和发展并存的社会问题仍然存在，有的问题还日渐 

突显。腐败问题是目前影响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之一。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腐败问题也变 

得越来越严重，甚至从传统的官吏腐败，{彳亍生出了行业、文化以及 

学术方面的腐败。腐败不仅是大众和传媒经常讨论的话题，更是政 

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心理学等诸多社会科学十分关注的 

问题。腐败行为的产生与宏观制度设计相关，也与民众的社会心理 

密不可分，更离不开腐败行为者的个体心理因素，因此，反腐倡廉 

是一个涉及有效制度建设、社会心理营造和个人品德素养培育的 

系统工程。本文尝试以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和视角分析腐败行 

为彤成的相关因素及其互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腐败行为的 

干预策略与途径。 
一

、交互决定论对理解腐败行为的意义 

交互决定论是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的理 

论基石．是解释行为发生机制的心理基础的理论，也是阐述人们思 

想与行动的社会基础的系统观点。I11交互决定论认为，个体行为既 

不是决定于环境(行为主义)，不取决于个体 (人本主义)，也不是 

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行为本身是弓l起个体与环境相 

互作用过程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在班杜拉看来， “行为并不是由 
一 个无行为的人和一种情境相结合而产生的。行为主要是人们借 

以影响情境的诸多行动，而情境又回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情绪 

反， 和行为。所以，行为是起相互作用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在人 

和 境的相互作用中不起作用的一个超脱的副产物。”班杜拉认 

为． 『本(P)、环境fE)和行为fB)构成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是作为 

相 ‘≤错的决定闲素而起作用的，这些决定因素是双向地相互影 

响 (如[皋]1所示)。在分析三个决定因素时，不能把某个因素放 

在比其他两个陶素之 f：的位置，但三个决定因素所起的相对影 

Ⅱ ，则因个人、环境 1事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以班杜拉的交互 论来看，腐败的现象是社会环境、认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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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交互决定论(班杜拉 ．1987) 

品格等个体自身因素与个人行为三因素的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的结 

果。每一腐败个案都有鲜明的特殊性，不同个案又具有共同特点， 

交互决定论为我们认识腐败行为的个性和共性提供了一个有价值 

的分析框架。所有腐败个案都能够从环境、个体和行为三个方面分 

析其产生的根源．这是所有腐败行为的共性；不同腐败个案中环 

境、个体和行为j三个因素的相对作用不同，从而表现出腐败行为的 

个性。下面分别说明环境、个体与行为在交互决定中的作用。 

环境是行为产生的基础与源泉，并对行为起着一定的导向作 

用。班札拉认为，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通 

过对他人示范行为及其结果的观察学习而得以形成的。观察学习 

不必直接做出行为，也不必亲身体验强化，却可以提高学习的效 

率。在社会生活中，个体通过对某一示范行为的观察，获得对这一 

行为认知性的概念表征。并把此行为抽象化符号化到大脑中，这一 

过程对日后相似行为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不可否认，当前社 

会中的各种腐败行为并不鲜见，特别是腐败行为得不到有效惩罚 

时，便为某些人习得腐败行为提供了榜样，通过替代强化而获得 

了认知图式，一旦有腐败的机会就可能做 实际的腐败行为。此 

外，政府反腐倡廉的作为和公众反腐心理是影响腐败行为的重要 

社会因素，而且政府反腐倡廉的态度与公众反腐心理有时还存在 
一 定张力，这也是腐败行为形成的土壤之一。 

自我认知在行为的产生和发展中起着动机和维持的功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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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观察学习的主体，个体并非被动地接受环境信息，而是在已有的 

认知水平基础上，有选择地调节自己的注意方向，积极主动地去发 

现与探索客观世界。个体的选择与行为会受到已有的知识经验、认 

知水平、气质类型、需要和价值观等主观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个体 

的需要认知和价值观会影响到行为的选择。在腐败案例中，我们可 

以看到，腐败行为与行为者的需要层次肉身化和价值观物质化密 

切相关，如果以追求物质与肉身享受和权力控制为最高需要和价 

值，那么腐败行为对个体来说，就具有内在必然性，一旦遇到合适 

的时机，腐败就会成为现实。 

行为使环境因素激活，并影响着个体自我调节系统的建立。个 

体的行为连接着环境与自我认知，起着一定的桥梁与纽带的作用． 

同时，行为的产生也改变了特定的环境。社会心理环境通过强化腐 

败行为而改变腐败行为者的认知和态度，腐败行为者的认知和态 

度又会融人整个社会环境中，成为社会心理的组成成分。同时，腐 

败行为的滋生和蔓延也会改变公众社会心理状态，腐败行为对社 

会公众心理产生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加剧公众的不信任和干群矛 

盾，另一方面使腐败行为成为公众效仿的对象，导致社会 D理的衰 

落，从而为腐败行为的蔓延提供有利的社会心理氛围。 

总之，环境、个体自我认知、行为三者之间交互影响．共同决定 

着个体的一D理活动和行为表现。班杜拉特别强调，环境、个体自我 

认知、行为三个因素对个体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在不 

同的时间和条件下，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会起到突出的 

作用，但任何一个因素永远都不可能单独对个体起作用，三者永远 

都处在交叉影响的状态中。 

二、影响腐败行为产生的社会心理因素 

腐败行为的产生，受到了环境、自我认知和行为三者之间交互 

作用的影响。特定环境和特定个体 D理的相互作用．引发了个体特 

定的腐败行为，行为者通过对腐败行为效果的评估，对有关自我腐 

败行为的认知进行调节。在腐败行为的产生过程中，社会 D理氛围 

具有重要影响，它是腐败行为形成的气候条件，是腐败生发的文化 

生态环境，足嚆败现象滋长蔓延的社会 D理、观念意识、文化 D态 

的总 舅J l=I1日lji『，对腐败行为影响至大的社会 D理氛围要素有传统 

文化 礼会认同 D理和亲缘关系心理。 

1．传统文化因素。传统文化中封建糟粕的遗毒、以私有制为基 

础的剥削阶级思想是腐败行为滋生蔓延的温床，这主要表现在权 

力崇拜观念的继续盛行和公众民主法治意识的淡薄。随着我国社 

会的转 }j体制的转轨．必然会带来社会文化的振荡和价值观的 

冲突与渊整．往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各种边缘政治文化和西方的意 

识彤态不断冲击主流的意识形态，也给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更 

多的可能性 

2社会认同心理。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信仰、价值和 

行动取向的集I卡1体现，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意识和观念。自从社 

会形成公共权力以来腐败现象就一直存在着，并随着时代变迁和 

社会发展，腐败的内容和形式也在发生变化。但令人震惊的是，腐 

败现象逐渐扩展竟“深入人 D”，为社会上不少普通老百姓所接受、 

认同。H甚至有群众认为腐败是有能力、有地位的象征，是会为人处 

世的表现。即使贪官得以惩罚，也不认为是罪有应得，而是觉得贪 

官不走运。部分官员认为“廉洁奉公”虽然是为官从政必须遵守的 

“显规则”，但拉关系、走后门、讲人情等“潜规则”才是真正的为官 

之道；而与官员沆瀣一气，贪赃受贿，则被视为“拎得清”、有水平。 

社会认同心理主要表现为对腐败行为的羡慕、同情、侥幸以及默 

认。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当今社会功利观和“家国同构”的传统政 

治伦理理念等是影响社会认同 D理形成的重要因素。 

3．亲缘关系心理。亲缘关系心理主要是指对家族裙带关系在 

感情上和行为上的认同。亲缘关系心理是～种普遍的社会 D理现 

象，它不仅存在于亲戚朋友当中，还可能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当然也会包括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 

响，这种亲缘关系 D理从古至今～直存在着，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 

的许多方面。当然，一般意义上的礼尚往来、人情关系并不属于腐 

败现象，但当亲缘关系心理与权力结合，并表现为一定的交易关系 

时，便可能会出现腐败行为。 

社会文化、社会认同与关系心理相互关联构成腐败行为形成 

的社会 D理氛围。以权力为成功的价值取向与人际关系至上的思 

维相结合，当与民众的社会认同相一致时，就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 

供了适宜的社会 D理条件。 

三、影响腐败行为形成的个体心理因素 

社会心理氛围是腐败行为产生的外因，个体心理因素则是腐 

败行为形成的内因。我们认为，影响腐败行为的根源性个体I 理因 

素是行为者的需要认知和价值观，但在腐败行为发生过程中补偿 理、 

侥事 理和从 理也起到重要作用。 

l_弄 偿心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伴随着经济 

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发生的结构性角色地位变动，使一些公务员 

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挫折感和不公平感，继而引发了大量的滥用职 

权、以权谋私、寻求补偿的活动，从而促成了大量的腐败行为。他们 

认为，依靠正当的工资收入，仅仅能够维持正常的消费水平，而无 

法与其所处的公职地位相匹配．只有靠一定程度的灰色收入才能 

予以补偿。于是在这种思想和心理的支配下，他们将各种灰色收入 

看作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 

2l侥幸心理。侥幸 D理是一切犯罪分子的共同特征，也是一切 

蜕化变质的腐败分子的共同 D理特征。侥幸 D理的基础特点就是， 

个体明明知道行为本身是属于违法乱纪的，并且一旦败露将受到 

严厉的制裁，但仍然寄希望于侥幸过关而不被发现。侥幸心理的 

产生，主要来源于以下三种情况：一是过往的经历中，有过违法 

行为未被发现；二是周围的群体中有违法行为而未被惩处的情 

况，形成了一定的替代强化；三是其职权的合法身份可以掩盖其违 

法的行为。 

3．从众心理。当前我国腐败行为的产生与个体的从众 D理有 

着紧密的联系。从众是指个体在群体的规范与压力下，放弃自己的 

独立性，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态度和行为。从众心理本身并没有 

绝对的好坏之分，主要取决于它所造成的结果和社会意义。腐败 

分子并非生来就是腐败者，其中的一些人也曾经为社会做过贡 

献，他们后来之所以成为腐败分子，除了制度方面的原因，也与 

从众心理形成的社会氛围有关。由于从众心理的存在，个体腐败 

还可能逐渐演化为群体腐败、部门腐败，甚至是制度性的腐败。 

社会心理与个体心理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个体的 D理结构总 

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人们的品行、态度和价值观等都受到特 

定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个体的品行、态度和价值观是构成社会一D理 

的分子，是社会心理的有机组成。个体行为是社会 D理与个体 D理 

相互影响的结果，也是社会 D理和个体心理形成和发展的根基；美 

国社会心理学家艾森和费希班的合理行为理论为我们理解卒十会心 

理与个体心理的互动在个体行为产生中的作用提供了合理解释。161 

该理论假设人都是理性的，在采取某一行动(如为亲友谋私利)之 

Q! ： 丝重至 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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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会作充分的权衡。影响个体行为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个体对该 

行为的态度或内心认同程度，另一个是个体所知觉到的礼会态度， 

也即对“如果我做或不做此事别人会怎么看我”的知觉。当这两者 

相一致时，个体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而当二者不一致时，是根 

据个人倾向行事还是按大众的社会态度行事就会变得不明确。而 

在强调集体主义和人际关系的中圈文化中，相当程度上，一个人的 

行为更多反映的是社会态度和价值取向．而非个体内心深处认同 

的观念。 此，在我周文化环境中，多数人会以社会态度来决定行 

为。在 一些典型腐败案例中．常常会看到腐败行为者的内心冲突与矛 

盾，行为者本人的认Ⅻ、态度与其所知觉到的礼会心理的冲突是常见的 

内心冲突之 

四、干预腐败行为的社会心理策略 

腐败干亍为的产生受到了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氛同等方面多种 

【太l素的交互影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必然性 反腐倡廉也是一项 

长期的系统的f}．会 I 程，不仅需要礼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完 

善，培育干̈营造现代民众的健康反帱心理氛围、提高行为者的心理 

素质也是反腐倡廉的重要方面：只有全方位推进反麝廉政建设，才 

能有效控制腐败行为， 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1．培育健康的反腐社会心理氛围，改善腐败行为滋生的心理 

环境。腐败行为的产牛是腐败行为人个体内在心理 素与外在}十 

会心理环境相 作用的结果。外部社会心理环境是腐败行为形成 

的土壤和气候 计会心理环境既包括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也包括 

特定时空中的民众心态、 此，反墙斗争不仅要重视制度层面的建 

设，也要加强培育健康的反腐社会心理环境。 

我仃1嘘该开展反腐倡廉全民教育，增强公民反腐认识，培育反 

惦倡廉的社会心理氛嗣。通过普及法律政治教育，使公众树立权力 

的 确观念，利立 面的官员形象．改变公众对官员与权力的不正 

确看法，改变公众对待腐败的不正确态度，消除公众对腐败的社会 

认同感。 

力I1强廉政文化建设，营造良好文化生态环境 廉政文化从道 

德、法律、政治、心理与行为等不同层面探讨如何营造一个反腐倡 

廉的社会心理氛尉，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方面：在廉政文化建设 

中，不仅要开发传统文化中的廉政资源，也要汲取西方廉歧义化的 

精华，井积橄培育现代公民义化，为反f岗倡廉提供长期的社会支持。 

然，要从根本 优化反懵的社会心理环境．1芙键还是加强法 

治建设，优化监督体系、规范权力行为．以避免公职人员 为自f}1 

裁决的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而}b现损害公众利益的腐败行为，从 

而使腐败于亍为发牛的机会降到最低：提高公职人员行政与执法的 

透明度．以保证政策与法律的执行力；对法律法规进一步细化，并 

对违规行为的处罚进行必要的鼙化，以确保司法的公正性和执行 

力；建 L科学合婵的J刳人机制，提高惩罚制度的执行力；建立科学 

的选才和仟职机制，以降低用人 风险；在选择公职人员时，除了 

要号察i7歧能力，还要对其 1 作作 进行必要的了解，尽可能地降 

低悔败行为发生的儿率 

2．提高行为者的心理素质，增强其抵制腐败行为的心理免疫 

能力 俞罔良等的研究表明．权力在人际方面的作用似乎是消傲的 

居多， 杈者经常利H】对资源的控制来为个人谋取利益，但并不是 

每一个 权者部是以fj我为【{1，L咱j，权力对有责任感的人来说是 

为他人(或集体)谋利益的工具。l 他们认为，只要唤起当权者的责任 

意识，就能够对府畋行为的产 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制约。具体的措 

施主要有以下 个方面： 一是存授 权力的同时，对权力进行必要 

圈 丝 ! ： 

的约束，这里主要是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来保证；二是在_f部管理 

的各个系统的环节中加入必要的责任因素，建立全面有效的监督 

体系；三是在全社会复兴“责任”文化，倡导公平正义，树立团结合 

作的意识。 

通过制度建设、完善监督体系和倡导责任文化以唤起官员的 

责任意识，进而干预腐败行为，依靠的是外部环境的力量。人的行 

为同然离不开一定的环境条件，但更与个体的内部动因相关。因 

此，除通过各种措施营造良好外部反腐环境外，提高官员自身的心 

理素养也是反腐的重要方面： 

倡导终生学习的理念。官员要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只有不断 

学习，才能更好地完善知识结构．提高T作水平，提升人生境界。把 

学习转化为一种工作方式、生活习惯和修养途径，通过学习，使自 

已的视野更加开阔，境界更加高尚。从诸多腐败案例中，我们可以 

发现，行为人已经放弃学习，很少读书，醉心于肉身享受，精神生活 

饭度匮乏。 此，在官员教育中，通过提倡终生学习，使其提高思想 

境界和重视精神追求是抵制腐败行为重要的内心力量。 

关注官员的心理健康。官员要能抵制各种诱惑，清正廉洁，除 

J 委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T=作能力以外，还必须具有较高的心理 

腱康水平。纵观腐败行为人的心路历程，可以看到这些当事者多存 

在某些心理健康问题，如偏执、双面人格等。心理健康是适应环境 

的重要条件，对于领导十部就更为重要，凶为领导干部承受的压力 

蜓大，如果没有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就有可能m现心理问题，不 

能正确而有效地决策和1]二作，甚至衍生腐败行为。 此，提高领导 

十部的心理健康水平，对于预防腐败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提升官员对生命意义的认知。人的生命是第一宝贵的财富。生 

命的意义在于活着，而为谁活着、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lJ!IJ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但也是每个人无法回避的人生问题。有人 

说：“如果生命是树，耶么理想是根，勤奋是叶，毅力是十．成功是 

果。如果能在奋斗的指引下，勤奋执著地去追索成功，你的生命之 

树就会开花结果。”官员如果能够做到不追求名与利， 以为人民 

服务为生命最高价值，便能踏实丁作、快乐生活，最终获得自身内 

任价值的真正实现。 I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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