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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际 接触 能通过增进 了 解 、缓解焦 虑 、产 生共 情 等 机制来提 升群际关 系 ， 而 接触 效果 的泛 化 和接

触 方 式 的拓展进
一

步使得群际 接触理论 的 政策 应 用 价值大 幅提升 。 需要 注 意 的是 ，群 际 接触 的 积极

效应 是有条件和存在 限度 的 。 严 重违背 最优条件可 能 导致消 极接触并对群 际关 系造成 负 面 影 响 ， 而

诸如群体文 化 差异和 利 益 竞 争 等 问题也无 法 在群 际接触 的理 论框架 中 得到 彻 底 解决 。 民族 交往 交

流 交 融 政策 与 群际 接触理论的 逻辑预设基本
一致 ，群 际接触 的相 关 研究对 于我 国促进族 际 交往 的 实

践工作具有 重要 启 示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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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0 年 1 月 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加强各民族
“

交往交流交融
”

以来 ，这一

方针事实上巳经成为我国促进民族关系 的指导性原则之
一

。

“

各 民族要相互了解 、相互尊重 、相

互包容 、相互欣赏 、相互学习 、相互帮助… …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

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 、增进感情
”

。
？ 国家将增进族际交往视作促进民族关系的基本路

径 ，力图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为民族团结构筑牢固的社会基础 。 有关族际交往对于民族关系 问题的

重要性 ， 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远不够系统深入 ，理论框架和实证支撑双重缺失 ；
也因为缺乏整理归纳

和比较分析 ，针对族际交往对民族关系的具体影响 的观察或推论呈现碎片化状态 。 缺乏明确理论

指导也在民族工作实践中引发了一些混乱和困难 。 例如 ，中央强调积极推动族际交往以促进民族

关系 ，而地方政府却担心族际接触增多引发族际矛盾 ； 旨在增进族际互动的城市多民族社区在一些

地方成为管理难点等 。

群际接触理论 （ ｉｎｔｅｒｇｒ
ｏｕｐｃ

ｏｎｔａｃｔｔｈｅｏｒｙ ）是西方社会心理学学科为解决群际冲突问题而

发展出来的
一

套理论体系 。 这
一

理论集中关注不同群体之间 的接触交往对群 际关系 的影 响 ，

被公认为是改善群际关系最有效的 策略之一 。

？ 群际接触理论形 成于二战之后的美国 ， 刚刚

＊ 本文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青年 项 目
“

多 民族国 家建设 视角 下少 数 民族社 会融 合 的理论与实 践研 究
”

（项 目 编号 ：

1 1ＣＭＺ 0 0 1 ） 、中央髙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 目 （项 目编号 ：
ＮＫＺＸＢ 1 4 8 6 ）的阶段性成果 。

① 《习近平在第二次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依法治疆 ， 团结稳疆 ，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 ，

《人民 日报 》 2 0 1 4 年 5 月 3 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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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世界大战使美国社会意识到为避免 因分裂而被征服 的下场就必须实现国 家团 结 （ ｎａ
？

ｔ ｉｏｎａ ｌｕｎ ｉ ｔｙ） ，而首当其冲必须解决的就是历史遗留下来 的种族 （ 白人与黑人 ）关系问题 。

一大

批著名 学者为这
一理论 的形成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 ，如威廉姆斯 （Ｗ ｉ ｌ ｌ ｉａｍ ｓＲ ．）

？
、史密斯 （Ｓｍｉ ｔｈ

Ｆ ．Ｔ ． 等 。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美 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 （Ａ ｌ ｌｐｏ ｒｔＧ ．Ｗ． ） 成为集大成

者 ，他的经典著作 《偏见的本质 》
一书被视作群际接触理论形成 的标志 。

③

尽管今天群际接触理论 的解释范围 已 经扩展到诸多群体 ， 但其最初形成 的研究起点却正

是不同种族及民族之间的族际交往过程 ， 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 以将其视作是一种族际接触理

论 ，

？对于族际关系这种最重要的群际关系有着特别 的解释效力 本文尝试对群际接触理论

的相关内容进行较全面的评述整理 ，并以此为基础来剖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策原则 ， 力 图

为我 国通过族际交往巩固民族团结大局提供一些理论与实践借鉴 。

一

、群际接触的效力 问题

在社会心理学的视域中 ，导致群 际冲突 的主要原因在结构上可以区分成三个方面 ：认识上

的刻板印象 、态度上的偏见以及行为上的歧视 。 这些群际冲突动 因 的形成源于不 同群体彼此

之间缺乏充足信息或持有错误信息 ， 而群 际接触则为增进群体间 相互 了 解或澄清对外群体

（ｏ ｕｔ
－

ｇ ｒｏｕｐ ）的错误信息提供了机会 。 基于此 ，人们较早就形成了群际接触可 以减少群际冲突

的假设 （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 ｕｐ 
ｃｏｎｔａｃｔｈｙｐｏｔｈｅ ｓｉｓ） 。 布拉姆菲尔德 （Ｂｒａｍｆ

ｉ ｅｌ
ｄＴ

． ）在其对美 国公立学校

中种族关系研究的著作中写道 ，

“

如果来 自 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们能够 自 由而真诚地交往 ，那

些紧张与困难 、偏见与困惑 ，都会消失 ；如果人们不能彼此交往而是相互隔离 ，那么偏见和冲突

就会像疾病一样疯狂生长
”

。

⑥

心理学家谢里夫 （ Ｓｈｅｒｉ ｆＭ
． ）通过实验研究证 明 了群际接触发生的环境具有极其重要 的

意义 。 他认为 ，仅仅是接触并不足以促进群际关系 ，

一

般性接触还经常会加剧对外群体的偏

见 。

⑦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奥尔波特提出 了群际接触理论的 核心观点 ，
Ｂ卩 ： 对立群体的成员

在恰当的条件下进行接触 ，可 以减少群体之间 的敌意并形成积极的外群体态度 。
⑧

如上所述 ，群际接触理论研究起点和实证基础都集中于种族民族群体 的交往与关系问题 。

早在奥 氏提 出群际接触理论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理论实证研究 。 泽里格斯 （ Ｚｅ ｌ ｉ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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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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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群 际接触理论未被 中国 民族研究所重视有三方面的 原因 。

一是该理论侧重心理学领域 ；
二是该理论后期 涉及 的群

体较广 ，并不集中 于族际关系和族际接触 ；三是相关实证研究大多是采用实验研究方法进行 。

⑥Ｂｒａｍ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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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 ） 和亨德里克森 （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ｓｏ ｎＧ
． ）研究了人们对 3 9 个不同种族群体的态度 ，发现最为显著

的影响 因素就是个体所宣称的对这些群体 的熟悉或 了解程度 。

？ 史密斯 （Ｓｍｉ ｔｈＦ ． Ｔ ）设计了

一个实验项 目 ，让一群哥伦比亚大学的 白人学生与纽约黑人社区 的领袖在 周末进行一系 列的

社交接触和智力活动 。 结果发现 ，相对于控制组中未进行跨种族接触的大学生而言 ，实验组的

大学生对黑人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善 。

？二战中美国士兵在战场上 的经历也为群际接触理论

提供了 系统的案例和天然的试验场 。 尽管战时美国部队黑人士兵和 白人士兵在制度上是按照

种族隔离方式进行编队的 ，但在战场上不 同种族的编队之间需要协同作战 。

一个显著的后果

就是那些有过跨种族联合作战经历的士兵 比那些没有该种经历 的士兵在种族态度上要积极得

多 。

③ 海上商船队的经历也支持群际交往改善群际关系 的假设 。 白人海员 与黑人海员 在相互

协作的状态下进行越多的 海上航行 ，他们彼此之 间 的 种族 态度变得越积 极友 善 。

？ 多伊奇

（Ｄｅｕｔｓ ｃｈＭ． ）和柯林斯 （Ｃｏｌ ｌ ｉｎｓＭ ．Ｅ ． ） 比较了
一

个跨种族随机分配公寓的住房项 目 和一个遵

照个人意愿更加种族隔离的住房项 目 。 他们发现 ，相对于种族隔离式的社区 ，混居区的 白 人居

民更积极、 更频繁地进行跨种族接触 ，随后这些居民也展现 出更加积极 的种族态度 ，并且减少

了种族刻板印象 。

？

群际接触理论形成几十年来 ，学者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 ，涵盖了实验研究 、调査研究 、实地研

究 、档案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从最初的种族民族群体扩展到老年人 、残疾人 、精神疾

病患者 、难 民以及同性恋者等群体 ，但一直未能平 息人们在群际接触理论效力 问题上的争论 。

也 即群际接触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群际关系 ？ 为 了 回应这方面的质疑 ，群 际接触理论 的

领军学者佩蒂格鲁 （Ｐｅｔｔ ｉｇｒｅｗＴ ． ）用元分析 （ｍ ｅｔａ
—

ａｎａｌ

ｙ
ｓｉｓ ）

？
的方法对相关实证研究进行 了

完全定量的评估 。 他对 2 0 世纪群际接触理论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全面整理 ，最终的分析涉及来

自 3 8 个 国家的 5 1 5 个研究 ，包含样本个案 2 5 万多人 。 分析结果显示 ，
9 4 ％ 的研究 中群 际接触

与群体偏见呈现负相关 ，也即群际接触越多 ，群际偏见程度越低 。 群际接触与群际偏见 的相关

系数平均值为
一

0 ． 2 1 （ ｒ
＝
—

0 ． 2 1 ）
；在严格的实验研究 中 ， 相关 系数 的平均值高达

一

0 ． 3 3 （ ｒ
＝

一

0 ． 3 3 ） 。

？ 元分析确证了群际接触与群际偏见之间存在稳健的 、高度 的负相关关系 ，基本平

息 了学界在群际接触与群际关系问题上的争论。

如果群际接触的效力仅仅维持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特定个体身上 ，那么这种理论的价值

将大打折扣 。 因此 ，学者们开始积极探究群际接触理论的效果泛化 （ ｇｅｎｅｒａ ｌ ｉ ｚａｔ ｉｏ ｎ ）问 题
。 群

际接触的效果泛化一般被区分为三个递进的层次 ：从特定情境中泛化到其他情境 ；从个体泛化

到所属群体 ；从接触群体泛化到其他群体 。 第 一个层次是积极接触效果 的跨场景延续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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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 Ｓ ｉｎｇｅｒ Ｈ ．
Ａ

． ，

ｒｔ
Ｔｈｅ Ｖｅ ｔｅｒａｎａｎｄＲａｃｅ Ｒｅｌａｔ

ｉｏｎｓ ？

ｗ

／ｏｕｒｎａ／ｏｉ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ｆＶｏｌ
．
 2 1 ， Ｎｏ ．

 7 ， 1 9 4 8 。

④ 参见 Ｂｒｏｐｈ ｙ
Ｉ ．

Ｎ． ，

＂

Ｔｈｅ Ｌｕｘｕｒｙ
ｏｆＡｎｔ

ｉ

一

Ｎ ｅｇｒｏＰｒｅ
ｊ

ｕｄｉｃ ｅ ，

“

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 ． 9
，Ｎｏ ．


4

， 1 9 4 6
。

⑤参见 
ＤｅｕｔｓｃｈＭ

．
Ｃｏ ｌｌ ｉｎｓＭ

．
Ｅ

． ，
Ｉｎｔｅｒｒａｃｉａ ｌＨｏｕｓｉｎｇ：Ａ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ａ ｌｕａ ｔｉｏｎｏｆ ａ Ｓｏ ｃｉａ 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 ｔ

，
Ｍ ｉｎｎ ｅ

？

ａｐｏ ｌ ｉｓ ？ＭＮ ：Ｕｎｉｖｅ ｒｓ ｉｔｙ
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Ｐ ｒｅ ｓｓ

？
1 9 5 1

。

⑥ 元分析是用统计 的概念与方法 ，
全面地收集 、整理与分析之前针对某个主题所做 的实证研究 ， 从中探寻该 间题或所

关切 的变量之 间的明确关系模式 。

⑦ 参见 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Ｔ ．Ｆ．＆Ｔｒｏｐｐ
Ｌ． Ｒ ． ，

＂

ＡＭｅｔａ
－

ａｎａ ｌｙｔ ｉｃＴｅｓｔ ｏ ｆＩｎ ｔｅ ｒ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ｔａｃｔＴｈｅｏｒｙ ？

ｎ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ｌｉ
？

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Ｖｏ ｌ．  9 0
，
Ｎｏ ．  5 ？ 2 0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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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存在群际接触效果在不同情境中未能延续的情况 ，但不 断的积极接触所带来的 累积

效果可以最终打破情境局 限 ，实现群际关系 的稳定改善 。 第二个层次是对
一

个外群体成员 的

积极态度能否最终导向对其所属整个群体的积极态度 问题 。 学者提出 了诸如突显归类 （ ｓａ ｌ
ｉ

－

ｅｎｔｃａｔｅｇｏｒ
ｉｚ ａｔ ｉｏｎ ） 、去归类 （ｄ ｅｃａｔｅｇｏｒ

ｉｚａｔ ｉｏｎ）和再归类 （ ｒ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 ａｔ ｉｏｎ ） 等接触策略 ， 借此群

际接触可 以达成这种泛化效果 。 第三个层次是最高级别 的泛化过程 ，
强调接触效果从一个接

触群体泛化到多个或所有外群体 。 尽管很多人认为这种泛化不可 能发生 ，但一些实证研究却

证明 了这种效果 的真实存在 。

一项欧洲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发现 ，对于拥有跨族群友谊的个体

而言 ，他们对所有外群体的 态度都显著地友善得多 。

？ 对群际接触效果泛化问题 的研究 ，极度

彰显 了群际接触理论的效力及现实应用价值 。

除了群际接触效果的泛化之外 ，群际接触方式的 拓展也具有重要 的意义 。 由 于心理学的

学科特点 ，经典的群际接触理论主要关注面对面的直接接触 （ ｆａｃｅ ｔｏ
－

ｆａ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ｎｔａｃｔ ）对于

群际关系 的影响 问题 。 但在现实场景中 ，直接的群际接触很多时候难 以实现 （时空限制 ） ，有时

候还会带来很多的负面效果 （焦虑感等 ） ，而正处于激烈冲突之中 的群体之 间也不适合进行面

对面的接触 。 因此 ，群际接触理论饱受实用性 （ ｐ ｒａｃｔ ｉ ｃａ ｌ ｉ ｔ
ｙ ） 问题 的 困扰 。 随着理论和实证研

究的不断深人 ，群际接触理论开始 向间接接触 （ ｉｎｄ ｉｒ ｅｃｔｃｏｎ ｔａｃ ｔ ）延伸拓展 。 学者们通过实验

研究发现 ， 面对面的接触并非是改善群际关系 的必要条件 ，直接接触与间接接触在降低外群体

偏见 的作用上没有显著 的差异 ；基于对间接接触的专 门研究 ， 目前大致提 出和形成 了四种间接

群际接触假设 。

1
． 扩展接触假设 （ ｅｘｔｅｎｄ ｅｄｃｏｎｔａｃｔｈｙｐ ｏｔｈｅｓｉｓ ） 。 莱特 （Ｗｒｉ

ｇｈｔＳ ．Ｃ． ） 等人提出 ， 仅仅知

道内群体 （ ｉ
ｎ 

—

ｇ ｒｏｕｐ ）成员 中有人与外群体成员 是朋友关系 ，也会促使这个群体形成更加积极

的外群体态度 。

？—些实证研究证明 了这种效果 ，例如陶斯 （Ｔａｕ ｓｃｈ Ｎ ． ）等人调查了北爱尔兰

地区 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认为扩展性接触对于改善群际关系起到显著作用 。

③

2
． 想象接触假设 （ ｉ

ｍａｇｉｎｅｄｃｏｎ ｔａｃ ｔｈｙｐ
ｏ ｔｈｅ ｓｉｓ ） 。 即使是想象着与外群体成员 进行接触交

往 ，也可 以降低群体偏见和产生积极的群际态度 。 克里斯普 （ＣｒｉｓｐＲ．Ｊ ． ） 和特纳 （ＴｕｒｎｅｒＲ． ）

指出 ，在心理上模拟与外群体成员进行积极 的社会互动 ，随之形成对外群体 的积极情感 ，并进
一

步产生对外群体的积极观念以及提升与外群体交往的动机 。

④

3
． 替代接触假设 （ ｖｉｃａｒ ｉｏ ｕｓｃ ｏｎｔａｃｔｈｙｐ

ｏ ｔｈｅ ｓｉｓ ） 。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 ，人们是通过观察他

人来 形成 自 己 的态度 、价值 、情感倾向和行为方式 。 通过将社会认知理论运用于群际交往领

域 ，替代接触假设提出 ，观察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之间成功的群际接触经历 ，能够改善观

察者的群际态度并且提高他们与外群体进行直接群际接触的意愿 。

⑤

①参见Ｐｅｔ ｔ ｉｇｒｅｗ ， Ｔ ．Ｆ ． ， 

“

Ｇｅｎ ｅｒａ ｌ 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ａｃ ｔＥｆｆｅ ｃｔｓ ｏｎＰｒｅ
ｊ
ｕｄ ｉｃｅ ，

＂
Ｐｅｒｓ ｏｎ 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 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Ｂｕｌｌｅ ｔｉｎ ，Ｖｏ ｌ．
 2 3 ， Ｎｏ

． 2 ， 1 9 9 7 。

② 参见Ｗｒ ｉｇｈｔＳ． Ｃ．，ＡｒｏｎＡ
． ，ＭｃＬａｕ ｇｈｌ ｉｎ

—

Ｖｏｌ
ｐ
ｅ Ｔ ．ＲｏｐｐＳ． Ａ ．

，

“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Ｃｏｎｔａｃ ｔＥｆｆｅｃ ｔ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ｏｆＣ ｒｏ ｓｓ
－

ｇｒｏ
ｕ
ｐＦｒｉｅｎｄｓｈ ｉｐｓａｎｄＰｒｅ

ｊ 

ｕｄｉｃｅ ，

ｎ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 ｌｉ ｔｙ
ａｎ ｄＳｏｃｉａ 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Ｖｏｌ ． 7 3

，
Ｎｏ

．
 1

，
1 9 9 7

 0

③ 参见Ｔａｕｓ ｃｈＮ ． ，Ｈｅｗｓｔｏｎ ｅＭ
．，Ｓｃｈｍ ｉｄＫ ．

， Ｈ ｕｇｈｅ ｓ
Ｊ ．Ｃａｉ ｒｎｓＥ ．，

＂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Ｃｏｎ ｔａ ｃｔＥ ｆｆｅｃｔ ｓａｓａ Ｆｕｎ ｃｔ ｉｏｎｏｆ

Ｃｌｏｓ ｅｎｅ ｓｓｏ ｆＲｅｌ ａｔ ｉｏｎｓｈｉｐｗ ｉ ｔｈＩｎｇｒｏｕｐＣｏ ｎｔ
ａｃｔｓ ，

”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ｏｃｅ ｓｓ 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ｇｒｏ ｕｐ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Ｖｏ ｌ ．  1 4 ，Ｎｏ

． 2 ， 2 0 1 1 。

④ 参见
Ｃｒｉｓｐ

ＪＲ ．

Ｊ
．＆■Ｔｕｒｎ ｅｒＲ ．Ｎ ．

，

＂

Ｃａｎ Ｉｍ ａｇｉｎｅｄＩｎｔｅｒ ａｃ 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Ｐｏｓｉ ｔ ｉｖｅＰｅｒｃｅｐ
ｔ

ｉｏｎｓ ？Ｒｅｄ ｕｃｉｎｇＰｒｅ
ｊ
ｕｄ ｉｃｅ

ｔｈ ｒｏｕｇｈＳｉｍｕｌａ ｔｅｄＳｏｃｉａ ｌＣｏｎｔａｃｔ
？

＂
Ａｍ ｅｒｉｃａ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 ｔ

，Ｖｏｌ
．
 6 4

？
Ｎｏ

．  4 ？
 2 0 0 9 。

⑤ 参见Ｍａｚｚｉｏｔｔａ Ａ．
， Ｍ ｕｍｍｅｎｄｅｙＡ ．＆ ？Ｗｒｉｇｈｔ Ｓ．Ｃ ．Ｖｉｃ ａｒｉｏｕｓＩｎｔｅ ｒｇ ｒｏｕ ｐＣｏｎ ｔａｃｔ Ｅｆｆｅ ｃｔｓＡ

ｐｐ
ｌｙ ｉｎｇ Ｓｏｃｉ

ａ ｌ
一

ｃｏｇ
？

ｎｉｔ ｉｖｅＴｈｅｏｒ ｙｔｏ Ｉｎｔｅ ｒ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ａｃ ｔＲ ｅｓｅ ａｒｃ ｈ
，

＂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ｏｃｅｓ ｓ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 1 4 ，
Ｎｏ

．
 2

，
 2 0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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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群 际接触理论研究及启示

4 ． 模拟接触假设 （ ｐａｒ ａ
—

ｓｏｃ ｉａｌｃｏ ｎｔａｃｔｈｙｐ
ｏｔｈ ｅｓ ｉｓ） 。 模拟接触假设强调大众媒介可 以产

生类似真实面对面接触的效果 。 夏帕 （ Ｓｃｈ ｉａｐｐａＥ ． ）等学者提出 了这一假设并设计 了系 列实

验研究 ，证明通过大众媒介的模拟接触过程的确能够减少人们对外群体 的偏见 ，改变人们对特

定群体特性的刻板认识 。

？ 在传统大众媒体之外 ，
网络社会中模拟接触假设将有更大的 应用

空间 。 有学者分析了通过 网络进行 的模拟接触所具备 的优势和特点 ，
论证 了其对于改善群际

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

②

间接群际接触具有超越面对面直接群际接触的 重要实践价值 ，极大地扩展 了群际接触理

论的解释力度和应用范围 。 尽管这些假设 尚存一些理论疑问 ，缺乏足够 的实证支撑 ，并且间接

接触带来的效果可能不如直接群际接触那样稳定持久 。 但毫无疑问 ， 在群际直接接触开始之

前先开展
一

些间接接触 ，将极大地促进整个接触过程的顺利进行 。

二
、群际接触的最优条件问题

群际接触理论在形成与发展过程 中
一直面临着根本性的 困扰 ，即 群际接触到底是减少了

群际冲突还是增加了群际冲突 。 罗宾 ？ 威廉姆斯认为 ，

“

对于所有社区 的所有群体而言 ， 无论

是多数种族还是少数种族 ，族际交往越频繁 ， 种族偏见就越少
”

。

③ 与这种乐观主义论调不同 ，

一些学者秉持悲观主义的视角 ，

“

不同种族在平等条件下 的接触 只会滋生怀疑 、恐惧 、僧恨 、骚

乱甚至公开的冲突
”

。

④ 争论不仅出现在理论层面 ，很多实证研究也呈现出相互抵触的结论 。

以早期 的实证研究为例 ，例如 ，

一项亚拉巴马州 的研究显示 ，来 自 美国北部的 白 人大学生

平均每在南方多呆一年都会增加反黑人的偏见 ；

＠霍洛维茨 （Ｈ ｏｒｏｗ ｉ ｔｚＥ
．Ｌ ．

） 比较了种族隔离

学校和非种族隔离学校中 白人孩子的种族态度 ，结果发现并无显著差别 ；

？威廉姆斯对美 国不

同地区 四个城镇的社会接触与种族态度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白人与少数种族群体接触越多 ，其

所持有的负面偏见就越少 。

⑦ 在佩蒂格鲁所做的 元分析研究中也可以看到 ，依 旧有数十个研

究不支持群际接触减少群际冲突 的结论 。

1 9 5 4 年美 国最高法院宣布教育系统 中 白人与黑人的种族隔离违宪 ，要求终止学校 中的种

族隔离行为 。 人们普遍相信 ，

一旦两个种族彼此接触交流 ，种族间 的偏见和歧视将不复存在 。

？

这项法令得到了数十名 顶尖人类学家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背书支持 。
然而奥尔波特则认

为 ，美国最高法院 的法令不切实际且无法达到既定 目 的 ， 因为仅仅将不 同种族或族群简单放在

①参见Ｓｃｈ ｉａｐｐａＥ． ， Ｇｒｅｇｇ Ｐ ．＆ ．

ＨｅｗｅｓＤ ． ，
＂

Ｔｈｅ Ｐａｒａ ｓｏｃ ｉａ ｌＣｏｎ ｔａ ｃｔＨｙｐ
ｏｔｈｅ ｓｉｓ？

＂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 ｔｉｏｎ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 ｆ

Ｖｏｌ．
 7 2

，
2 0 0 5 。

② 参见Ａｍｉ ｃｈａ ｉ

－

Ｈａｍｂｕｒｇ ｅｒＹ ．ＭｃＫｅｎｎａ
Ｋ ． Ｙ ．

Ａ
． ，

“

Ｔｈ ｅ
Ｃｏ ｎｔａｃ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 ｓｉ

ｓＲｅｃｏｎｓ
ｉ
ｄｅ 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ａ ｃｔ
ｉ
ｎｇｖ ｉ

ａ ｔｈｅ
Ｉｎ

－

ｔｅｒｎｅ ｔ ，

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 ｔｅｒ
—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ｆ
Ｖｏ ｌ

．  1 1 ？Ｎｏ ． 3 ， 2 0 0 6 ，

③Ｗｉ ｌ ｌｉａｍｓＲ
．
Ｍ

． ，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Ｎｅｘｔ Ｄｏｏｒ：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ｉｎＡｍ 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ｉｅｓ

’
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Ｃｌ ｉ ｆｆｓ

，
ＮＪ ：

Ｐ ｒｅｎｔ ｉｃｅ

－Ｈ ａｌｌ
， 1 9 6 4 ，ｐ．

 1 6 8 ．

④Ｂａｋ ｅｒＰ
．
Ｅ． ，

Ｎｅｇｒｏ
— ＷｈｉｔｅＡｄｊｕｓ ｔｍｅｎ ｔ ｆ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Ａｓ ｓｏｃｉａ ｔ
ｉ
ｏｎ Ｐｒｅ ｓｓ ， 1 9 3 4 ， ｐ ． 1 2 0 ．

⑤ 参见ＳｉｍｓＶ
．
Ｍ

．
Ｐａ ｔｒｉｃｋ

Ｊ ．Ｒ
．，

“

Ａｔ ｔ ｉ 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 ｅＮｅｇｒｏｏｆＮｏｒ ｔｈ ｅｒｎ ａｎｄＳｏ ｕｔｈｅｒｎＣ ｏｌ 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
，

＂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 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 ｌ Ｐｓｙｃｈ 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
 7

，
Ｎｏ ．  2

，
 1 9 3 6 。

⑥ 参见Ｈｏｒｏｗ ｉｔｚ Ｅ． Ｌ
． ，

“
Ｔｈ 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 ｔｔ 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 Ｎｅｇｒｏ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ｓ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ｙＶｏ ｌ

．
 1 9 4

，
1 9 3 6

。

⑦参见Ｗ ｉ ｌｌ ｉａｍｓＲ ．Ｍ．’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Ｎｅｘｔ Ｄｏｏｒ ：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ｉｎＡｍ 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ｉｅ ｓ，，

⑧ 参 见ＣｏｏｋＳ ．Ｗ ． ，
＂
Ｃｏｏｐｅ ｒａ ｔ ｉｖｅＩｎｔ ｅｒａｃｔｉ ｏｎ ｉｎＭｕｌ ｔｉ ｅｔｈｎｉ ｃ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

＂
ＩｎＮ ． Ｍｉ ｌｌｅ ｒ＆？Ｍ ． Ｂｒｅｗｅ ｒｅｄ ．

，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Ｃｏｎ ｔａｃｔ ：Ｔｈ 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ｅｓｅｇｒｅｇａ ｔｉｏｎ
 ｔＯｒｌａｎｄｏ ，Ｆ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 ｃＰｒｅ ｓｓ

，
 1 9 8 4

， ｐｐ
． 1 5 5

－

1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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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并不足以 消除他们彼此所持有的刻板印象 ，这种场景下的 随意接触将会导致焦虑感并强

化彼此的刻板印象 。 斯蒂芬 （ Ｓｔ ｅｐｈａｎＷ ．Ｇ ． ） 日 后对学校去种族隔离的研究 印证了奥尔波特

的判断 。 他的研究证明只有 1 3 ％的 白人学生报告对黑人学生的 印象有所改善 ， 3 4 ％ 的 白 人学

生表示没有变化 ，
5 3 ％的 白人学生表示对黑人学生的 印象更为负面 。

？

奥尔波特指 出 ，接触本身并不是克服群际偏见的有效工具 。 群际接触是一个变化 的现象 ，

分为积极接触与消极接触 。 他将促成积极接触的最优条件 （ ｏｐｔ ｉｍａ ｌｃｏｎｄｉ ｔ ｉｏｎｓ） 归纳为四条 ：

（ 1 ） 平等地位 ，
即接触群体在接触 的情境中保持平等的群体地位 ；

（ 2 ）共 同 目 标 ， 即设立接触双

方均积极努力才可以达成的特定 目标 ；
（ 3 ）群际合作 ， 即接触双方在达成共 同 目标过程 中处于

合作而非竞争状态 ；
（ 4 ）制度支持 ， 即官方 、法律 、道德规范 、社会传统对群际接触予 以支持和鼓

励 。

② 他认为 ，
只有在这四条最优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 ，才能确保群际接触产生积极效果 。

事实上 ，奥尔波特被公认为群际接触理论的创始人 ，其最大的贡献并不在于他对群际接触

与群际关系 的精炼概括 ，而正在于他提出 了群际接触的最优条件问题 。 首先 ，最优条件 的提出

使得群际接触理论摆脱了长期争论的 困扰 。 在最优条件被违背的情况下 ，群 际接触才会导致

群际冲突的产生 ；是群际接触条件而不是群际接触本身导致 了群际冲突 的产生 。 其次 ，最优条

件的提出深化 了人们对群际接触和群际关系 的理解 ， 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 人们开

始不再单纯关心群际接触本身 ，
进而开始关注群际接触的环境和条件问题 。

正是这种创见 ，使

得群际接触从
一

种假设进化为严密的理论体系 。

奥尔波特在提 出群际接触理论时将最优条件视作先决条件 ，很多严格遵循最优条件的实

验研究都取得 了 良好的积极接触效应 。 然而 ，
一些研究又发现 ，即使在不满足最优条件的情况

下 ，群际接触也能对群际关系产生积极效应 。 佩蒂格鲁通过元分析发现 ，满足最优条件的研究

中群 际接触与群际偏见的相关系数平均值为
一

 0 ． 2 8 7
，而不满足最优条件的研究中两者相关系

数的平均值为
一

0
． 2 0 4 。 这就说明 ，在不满足最优条件的情况下群际接触依然具备促进群际关

系 的积极效应 ，但遵循最优条件能够增强群际接触的积极效应 。 因此 ，总结认为 ，最优条件只

是群际积极接触 的促进条件 ，而非必要条件 。

③ 尽管如此 ， 奥尔波特的最优条件依 旧具有重大

意义 。 遵循这些最优条件不仅可以增强群际接触的积极效果 ，更重要 的是可以有效防止消极

接触的发生 。

在奥尔波特最优条件的影响下 ，学者们不断地发展情境变量 以促进最优接触 ，被提及的最

优条件超过 5 0 个之多 。 例如通用语言 、 自愿接触 、经济繁荣 、不过于负 面的最初群体印象等 。

但佩蒂格鲁认为这些研究者混淆 了促进性条件 （ ｆａｃｉ ｌ ｉ ｔａｔｉｎｇｃｏ ｎｄ
ｉ ｔ ｉｏｎｓ） 与必要条件 （ｅｓ ｓｅｎｔ

ｉ
ａ ｌ

ｃｏｎｄｉ ｔ ｉｏｎｓ）之间 的区别 ，而且过多的最优条件事实上排除了绝大多数群 际接触场景 。
？ 然而

发展新的最优条件的努力也并非毫无意义 ，人们发现群 际友谊的形成机会很可能是
一

个新的

必要条件 。 如果群际接触只是保持在常规状态而无法形成进一步的群际友谊 ，
则可能对于群

际关系提升意义不大 。 在很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 ，群际友谊成为重要的中介变量 ，如果没有

① 参见Ｓｔ ｅｐ
ｈａｎＷ． Ｇ

．，

“
Ｔｈ ｅＥ ｆｆｅ ｃｔ ｓｏ￡ Ｓｃｈｏｏ ｌＤ ｅｓｅｇ ｒｅｇａ ｔ

ｉｏｎ ：Ａｎ Ｅｖａ ｌｕ ａｔ ｉ
ｏｎ 3 0

ｙｅａ ｒｓａ ｆｔｅｒ Ｂｒｏｗｎ ，

”
Ｉｎ Ｍ ．

Ｊ． Ｓａｋ ｓ＆？

Ｌ． Ｓ ａｘ ｅｅｄｓ
． ， Ａ ｄｖａｎｃ ｅｓ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ｃｉａ 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ｔＮｅｗＹｏｒｋ ：Ｅｒ ｌ ｂａｕｍ ？ 1 9 8 6 。

② 参见Ａｌ ｌｐｏｒｔ Ｇ． Ｗ．
，
Ｔｈ ｅ Ｎａ ｔｕｒｅｏｆ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 ｅ ， ｐ ．

 5 3 7 。

③ 参见
Ｐｅｔ ｔ ｉｇｒ ｅｗ Ｔ

．
Ｆ

．
Ｔ ｒｏｐ ｐ

Ｌ
．
Ｒ

． ，

“
ＡＭｅ ｔａ

－ Ａｎａｌ ｙｔｉ ｃＴｅｓ ｔｏｆ Ｉｎｔｅ ｒ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ａ ｃｔ Ｔｈｅｏ ｒｙ ，

＂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
？

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
 9 0 

’Ｎｏ ．
 5  ’ 

2 0 0 6 。

④ 参见
Ｐｅｔ ｔ ｉｇｒｅｗＴ

．
Ｆ

． ，
＂

Ｉｎｔｅ ｒｇｒ ｏｕ ｐＣｏｎ ｔａ ｃｔＴｈｅ ｏｒ ｙ ｔ

＂

Ａｎｎ ｕａ 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ｆＶｏｌ ．
 4 9 ， 1 9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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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际友谊的形成 ，则提升群际关系 的多种机制均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

三 、群际接触的作用机制问题

阐明群际接触 的作用机制对于确证群际接触的效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 群际接触如何

作用于群际关系 ，事实上是一个因果链 的探究过程 。 这种 因果关系并非是
一

种直接的作用 ，而

是通过中介变量产生的间 接作用 ，
对群际接触作用机制的研究 ，事实上就是对链接两者的 中介

变量的探寻 。 概而言之 ，群际接触作用机制 的理论探寻经历了
一个从认知取 向到情绪取 向发

？

展的过程 。 认知取 向认为群际接触促进了群体间 的相互了解 ， 而情绪取 向认为群际接触减少

了对外群体的负面情绪 ，或者增加 了针对外群体的正面情绪 。 基于认知取向 的早期研究取得

了很大成就 ，人们发现积极接触效果远 比基于认知取 向 的族际接触理论预测的多 ，
这就说明在

此之外还存在其他的作用机制 ，此后人们开始积极探索情绪取 向的群际接触过程 。 佩蒂格鲁

将群际接触的主要作用机制总结为增进了解 、缓解焦虑和产生共情三个方面 。

？

（

一

）增进了解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

偏见源 自无知 （ ｉｇｎｏｒ ａｎｃｅ
ｐｒｏｍｏ ｔｅｓｐ ｒｅ

ｊ
ｕｄ ｉｃｅ ） 、熟悉产生喜爱 （ ｆａｍｉ ｌ ｉａｒｉｔｙｂｒｅｅｄ ｓｌ ｉｋ ｉｎｇ ）

是群际接触理论研究的起点 。 早期理论家们普遍秉持的观点是 ，群际偏见是 由 于某一群体对

其他群体缺乏充足信息或存在错误信息而产生的 ，
而群 际接触可以增进彼此 了解 。 当通过接

触 习得 的新知识修正了对外群体的负 面认识 ，群体关系就会有所改善 。 整个 2 0 世纪对群际接

触 的研究都视增进了解为最重要的 中介变量 ，奥尔波特群际接触理论的提 出也正是基于这一

判断 ，并使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中的主流思想 。 多维迪奥 （Ｄｏ ｖｉｄｉｏＪ ．Ｆ ．
） 等人将增进群际

了解发挥作用的过程细分成三种方式 ： （ 1 ） 随着对外群体 了解的增 加 ，人们更有可 能用更加个

性化或个体化的方式去审视他者 ，并与外群体成员建立新的 、非刻板印象的群际关联 ；
（ 2 ）对外

群体了解的增加可以降低交往过程 中的不确定性 ，减少交往 中不适的产生 Ｋ 3 ） 增进对外群体

的了解可以获得历史背景和文化敏感性 ，从而增强跨文化理解的能力 。

②

（二 ） 缓解焦虑 （Ａｎｘ ｉｅｔｙ ）

情绪对于群际接触过程至关重要 ，不 同的情绪可能导致不同 的接触效果 。 与群体 内部的

交往相 比 ，群际交往非常容易引 发焦虑感 ，而焦虑感能够导致不同群体之间产生
一系列消极反

应 ，如强化刻板印象 、干扰有效沟通、影 响群际互信等 。 史蒂芬 （ ＳｔｅｐｈａｎＷ ．Ｇ ． ）等人认为 ，群

际焦虑 （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ａｎｘ
ｉｅｔｙ）是在群际交往时所发生的一种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负 向情感反

应 ，尤其是在交往群体之前从未有过接触或群体间 地位差距 巨大时更易发生 。

③ 由 于焦虑情

绪的存在 ，即使是两个不存在任何偏见和冲突 的群体 ，也可能形成消极接触 。

④ 当人们与外群

体成员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互动并认识到不必害怕此类交往之后 ， 他们 的群际焦虑水平会大幅

① 参见 
Ｐｅｔｔ ｉｇｒｅｗＴ

．
Ｆ ．，

＂
Ｉｎｔｅｒｇｒ ｏｕｐＣｏｎ ｔａ ｃｔ Ｔｈ ｅｏｒｙ ， 

＂
Ａｎｎｕａ ／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Ｐｓｙｃｈ ｏｌｏｇｙｒ

Ｖｏ ｌ．  4 9
，
 1 9 9 8 。

②参见 Ｊ ｏｈｎＦ
．
Ｄｏｖｉｄｉｏ

？Ｓ ａｍｕ ｅｌＬ．Ｇａｅ ｒｔｎ ｅｒＫｅｒｒｙＫａｗａｋａｍｉ
，

＂

Ｉｎ ｔｅｒ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ａｃ ｔ ：ＴｈｅＰａｓ ｔ
，
Ｐ ｒｅｓ 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 ｔｕ ｒｅ
，

＂

Ｇｒｏ ｕｐ 
Ｐｒｏｃｅ 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ｇｒｏ ｕｐ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ｔ
Ｖｏ ｌ ．  6 ，Ｎｏ ．  1

，
2 0 0 3 。

③ 参见ＳｔｅｐｈａｎＷ．
Ｇ ． ＆ －

Ｓｔｅｐ ｈａｎＣ．
Ｗ．，

“

Ｉｎｔｅ ｒｇｒｏｕｐＡｎｘ ｉｅ ｔ
ｙ ，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Ｓｏｃｉａ 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Ｖｏ ｌ ．  4 1 ，


Ｎｏ ．

 3 。

④参见 Ｄｅｖ ｉｎｅ Ｐ ．
Ｇ ． ，Ｅｖｅｔ ｔＳ ．

Ｒ ．＆．Ｖａ ｓｑｕｅｚ
—

ＳｕｓｏｎＫ．Ａ． ？
“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 ｅＩｎｔｅｒｐ ｅｒｓｏｎ ａｌＤｙｎａ
ｍ

ｉｃｓ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 ｔａ ｃｔ ，


”

ＩｎＲ．Ｍ．Ｓｏｒｒｅｎｔ ｉｎｏＥ． Ｔ． Ｈ ｉｇｇｉｎｓ ？ｅｄ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 Ｍｏ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 ｔｅ ｒｐｅｒｓｏｎ ａｌＣｏｎ ｔｅｘｔ，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Ｇｕｉ
ｌｆｏｒｄ ， 1 9 9 6 ， ｐｐ

．
 4 2 3

—

4 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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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 降 。 群际接触显著地减少了群际威胁和交往焦虑 ，从而促进了群际关系 的积极发展 。 研

究发现 ，与那些缺乏群际交往的 白人相比 ，有过跨种族接触的 白人在群际交往过程 中显示 出更

少的心理紧张状况以及 自 我报告焦虑感 。

？

（三 ）产生共情 （ Ｅｍｐａ ｔｈｙ）

焦虑是群际接触过程 中所产生的一种负 面情绪 ， 而共情则是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 积极情

感 。 在群际交往过程 中 ，重要的不仅是对不同群体之间差异的 了解 ，更是对不 同群体之间差异

的理解 ， 而共情的 主要表现正是对外群体视角 的采用 。 群际接触尤其是较亲密的接触 ， 如形成

跨族友谊等 ，很有可能使得一个人采取外群体成员 的视角并对他们的关注点感同身受 。 这个

新 的视角反过来可以改善群际态度 ，并成为消减群际偏见的重要调节机制 。 有学者认为 ，共情

从两个角度来消 除群际偏见 ，

一

方面共情能够使得人们对外群体产生更加积极的感受 ；另
一

方

面共情影响人们的动机并促使他们对外群体表现出支持性行动 。

？

总体而言 ，群际接触的作用机制就是
一

个认知与情绪相结合 的过程 。 尽管早期人们普遍

认为增进 了解是群际接触理论的首要作用机制 ，但进一步 的分析发现它在三个中介变量 中解

释力最弱 。 情绪变量是 比认知变量更有力 的解释机制 ，尤其是焦虑的缓解对群际接触 的效果

起着关键作用 ，
而产生共情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 。

③ 显然 ，全面理解以上三种主要作用机制

之间 的关系 ，并探索他们如何联合作用于群际接触的过程 ，要 比理解他们各 自 独立的作用更为

重要 。 除以上三种基本的作用机制之外 ，学者们还总结出一些其他的重要中介变量 ，如群际友

谊的发展 、依存关系 的建立 、行为模式的改变以及接触对象的重新归类等内容 。 这些 中介变量

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拓展了群际接触理论的作用机制 ，但 目前尚欠缺全面的理论解释和实证

支撑 。

四 、 群际接触理论面临的 困境

独特的理论地位和广泛的政策应用前景吸引 了大批学者参与群际接触的研究 ，促使理论

体系不断发展完善 ，实证支撑 日益增加 。 但 由于 自身 的缺陷？及现实的复杂性 ，群际接触理论

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

（
一

）对理论立论点的挑战

群际接触理论原初的基本假定是群际冲突源于无知和误解 ，通过相互接触可以增进彼此

的 了解并进而改善群际关系 。 这一假设成为经典群际接触研究的理论立足点所在 ，尽管后期

在解释思路上 出现 了从认知取向到情绪取向 的转型 ，但缓解焦虑和产生共情都被认为是在增

进了解 的基础上所达成 。 正如佩蒂格鲁分析 的那样 ，这一理论立足点暗示 ，群际接触使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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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主要是心理学学科的视域局限 。 为此 ，佩 蒂格鲁尝试将社会因 素和个体因素加人群 际接触模型 中 以弥补理论解释

力的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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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相互了解并最终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实际上是非常相似 的 。

“

这种视角其实是否认群体差

异 的存在 ， 回避从社会层面或制度改革 的层面来处理群际冲突 问题
”

。

？ 依照这种逻辑 ，如果

群际相似 的观点成立 ，那么群际接触 自 然可 以促进群际关系 ；但如果群际相似的 观点不成立 ，

那么群际接触则可能对促进群际关系毫无帮助 。

不可否认 ，群际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 尤其是 当这种理论框架被用来解释不 同 民族群体的

族际交往时更是面临着极为严重的挑战 ，
因为民族通常就是被界定为 以文化差异为边界而划

分的人群共同体 。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政治学家福布斯 （ Ｆｏｒｂｅ ｓＨ ．Ｄ． ）对群际接触理论进行

了近乎彻底的批判和否定 。 他认为 ，群体冲突 ，尤其是族际冲突 的来源并非是刻板 印象 ， 而是

对文化差异以及对同化的恐惧 。 在个体层面 ，族际接触可以增进了解 ，减少差异 ，消 除偏见 ，产

生群际关系和谐的效果 ；但在群体层面 ，族际接触却激发 了对同化 的担忧 ， 产生对差异的保护

或者增加保持差异的努力 ，使得人们强烈维护各 自 的群体认同 ， 因而在实际上增加 了群体之间

的紧张关系 。

（二 ）对最优条件的挑 战

奥尔波特的最优条件认为 ，群际接触在平等地位 、共 同 目 标 、群际合作以及制度支持 四个

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才能确保产生积极接触效果 。 如果严重违背最优条件 ，则群际接触极有可

能强化群体偏见并引发群际紧张 。 资源竞争理论是现代族群理论的一个重要范式 ，它将族群

视作服务于资源竞争 目 的的社会工具 。

“

冲突是 因为政 治资源 、经济资源 、社会资源在不 同人

群中 的争夺而产生的 ，包括族群在 内的群体都是社会竞争的工具之一
”

。

③ 在资源竞争理论的

视角 中 ，族际之间 主要是竞争关系 而非合作关系 ；
而在资源竞争激烈的社会场景中 ，双方的平

等地位 、共同 目标及制度支持势必都难以建立与维持 。 更有学者指出 ， 当群体之间 处于竞争关

系或者接触群体地位不平等时 ，制度性支持因素相反会引发群体之间的敌意 ，降低群际积极接

触发生的可能 。

？ 也就是说 ，资源竞争理论预设了 族际交往必然是
一

种对最优条件全面违背

的群际接触类型 ，从而极大地挑战了群际接触理论在调节族际关系 中的应用价值 。 资源竞争

理论引 申 出
一些值得思考的 问题 ，群际接触理论如何容纳利益分歧 问题 ？ 群际接触对处于明

确竞争关系 的群体有多大意义 ？

（三 ）对因果关系的挑战

对 因果关系的质疑
一直被认为是群际接触理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

一

。 群际接触理论认

为 ，群际接触降低了群际偏见并进而改善了群际关系 。 而反对者则认为相反的 因果逻辑也是

真实存在的 ，即对外群体偏见程度低的人更乐于进行群际接触 ，而对外群体偏见程度高的人则

尽力避免参与群际接触 ，这种选择偏倚 （ ｓｅ ｌｅｃｔ ｉｏｎｂｉａｓ ）使得人们错误地理解 了这个过程 中 的

因果逻辑关系 。

对此 ，佩蒂格鲁提供 了三种解决方案 ，第一是寻找
一些严格 限制 自 我选择的群际接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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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关凯 ： 《社会竞争与族群建构 ：反思西方资源竞争理论 》 ，《 民族研究 》 2 0 1 2 年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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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第二是借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去比较方 向相反的因果路径 ；
第三就是从截面研究转向长时

段的历时性研究来探寻明确 的因果方 向 。

？ 对 因果关系 的探讨提 出 了
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问

题 ，即如何增强人们 的群际接触意愿 ？ 毕竟对于群际接触意愿较低的人而言 ，他们往往既拒绝

进行群际接触 ，也拒绝改变所持有 的外群体态度 。

（四 ）两个不对称问题

第一个是优势群体和劣势群体在接触效果上的不对称问题 。 尽管最优条件指出接触群体

在接触场景 中保持平等地位有助于形成积极接触效果 ，但现实生活 中 的群体不平等依 旧会被

带人群际接触过程 。 研究发现 ，与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群体相 比 ，群际接触对处于较高地位的

多数群体的外群体态度能产生更为强烈的 影响 。

？ 主流群体态度的 改变 固然可喜 ，但如果群

际接触不能使劣势群体的态度得到相应提升 ，群际关系依 旧难以发生质的变化 。

第二个是积极接触效应和消极接触效应的不对称 问题 。 众所周知 ，
积极接触可以减少偏

见改善族 （群） 际关系 ，消极接触则会强化偏见恶化族 （群 ） 际关系 。 有研究指 出
，

“

相对于积极

接触所产生 的改善族际关系效应而言 ，消极接触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强于积极接触所带

来 的正面影 响
”

。

③ 这种不对称告诫我们 ，在现实生活中应用群际接触理论存在一定的风险 ，

以这种途径改善群际关系的努力可能导致群际关系严重恶化的后果 。

五 、群际接触理论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政策的启示

在多民族国家长期的社会政治实践中 ，国人很早就认识到族际交往对于民族关系 的 积极

意义 。 然而 ，当这份历史共识被普遍性地视为理所 当然或不证 自 明 时 ，学界却也因之失去了进

一步探究 的动力 和方向 ，很多时候仅仅是简单地将两者归结为
一

种相互促进 的关系 。 国 内 的

族际交往研究存在诸多不足 ，缺乏清晰展示族际交往作用于民族关系具体过程 的经典案例研

究 ，缺乏客观测量族际交往对 民族关系作用程度的调査统计研究 ，缺乏 以相关实证资料为基础

的族际交往理论建构研究 。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证层面 ， 国 内 的相关研究难以 明确 回答一

系列问题 ，如族际交往为何影响 民族关系 ？ 族际交往如何影 响 民族关系 ？ 族际交往对 民族关

系 的影响程度多大？ 族际交往促进民族关系是否存在前提条件 ？ 族际交往能够解决民族关系

中的哪些问题 ？ 国 内族际交往研究理论提炼较少 ，使其难以对当前现实问题发挥指导作用 ；
而

积极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并展开对话 ，无疑从理论或实践层面都是大有裨益的 。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一种政策表述 ，既是对 中国历史上民族事务成功经验的总结与概

括 ，也是对中 国 当前促进民族关系若干基本原则的坚持与强调 。 就基本意涵而言 ，交往就是促

进族际接触族际互动 ，交流就是增进族际理解消除族际偏见 ，交融就是化解族际矛盾达成民族

团结 。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展示的就是从族际接触到族际理解再到族际 团结逐步递进 的过程 ，

这与群际接触理论的逻辑预设高度吻合 。 我们应该认识到 ，群际接触理论是基于西方尤其是

美 国的种族族群交往实践而形成的理论体系 ，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必然 与多 民族 中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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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差异 。 尽管如此 ，作为社会心理学历史上最成功的理论之
一

，其相关研究对于中国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策实践依 旧具有不容低估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

？

（

一

）族际交往是构建和谐 民族关 系的基础

在费孝通先生对 中华 民族整体结构的阐述 中 ， 多元
一体格局 的形成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 。 各种史实资料显示 ，不同 民族之间的流动 、接触 、混杂 、融合是一

种历史常态 。

② 正是这种历史长河 中频繁而不间 断的族际交流互动 ，才造就了 中华 民族以及

统
一

的多民族国家 。 然而 ，广袤的疆域 、多元 的文化 、边疆
一

内地的 民族地理分布 、相对缺乏流

动性的经济形态以及管控型的户籍制度 ， 又使得中 国的族际交往长期保持着不充分与非均质

的双重特性 。 根据群际接触理论 ，族际交往不充分将导致针对其他民族错误认知 的形成及负

面交往情绪的产生 ，并且妨碍民族间相互理解 能力 的建构 。 在我 国 的 民族交往实践 中类似问

题普遍存在 ，族际相互了解大多较为肤浅和片面 ，族际信息中充斥着大量的道听途说和 自 我想

象 ，对族际差异缺乏包容理解 ，对族际交往充满疑虑担忧 ，
而诸多 问题的本源在很大程度上正

是族际交往不充分 。 这些消极后果的存在进一步说明 ，促进族际交往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的

必 由之路 。

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策原则正是针对我国 民族交往不充分的现实 ，力图 以族际交往

为民族团结的大局打下 良好的社会基础 。 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 了群际接触对于提升群际关系

的效力 ，
而且这种积极效应还可以通过接触效果泛化和接触方式拓展实现最大化 。 在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 ，

一方面要坚定族际充分交往是和谐民族关系基础的信念 ，积极稳

妥促进族际交往 ；另
一

方面要因地 、 因 时制宜地采取各种群际接触形式 ，激发不同 民族群体族

际交往的积极性 ，努力发展跨民族的个体或群体友谊 。

（二 ）族际交往并不必然导向 民族团结

近几十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 、城市化和现代交通通信技术 的快速发展 ，各 民族人 口 在全国

范围 内广泛流动 。 族际 自 发接触进一步增多 ，族际交往开始普及深化 ，并逐步从公共领域进入

私人领域 。 人们通常认为 ，族际交往必定带来族际关系 的提升 。 然而 ，族际交往增加
一

定能够

促进民族关系吗 ？ 群际接触理论对此做出 了否定的 回答 。 我国 的民族关系现实也印证了这
一

点 ，更多 自发族际接触在一些地方甚至带来了民族之间的摩擦 。 例如 ，有学者在青海西宁市调

查发现 ， 民族之 间发生摩擦次数多少与民族之间接触频率密切相关 ，族际个体矛盾有可能进一

步激化并形成针对其他民族整体性的负 面评价与刻板印象 。

③ 对此群际接触理论给出 了两种

解释路径 ：乐观的解释是 ，群际接触存在阶段性 ，
积极接触的发生需要

一

定的 时间 ；
悲观的解释

是
，
这些 自 发族际交往中存在相 当数量的消极族际接触 。

从群际接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来看 ，群际交往与群际关系之间并非是绝对的线性关

系 。 受接触场景中各种因素的影响 ，群际接触既可能发展成积极接触 以改善群际关系 ，也可能

发展成消极接触并恶 化群际关系 。 要确保积极群际接触 的发生 ，必须满足平等地位 、共同 目

标 、合作关系及制度支持等一系列最优条件 。 由此对中 国 的族际交往实践形成几条启示 ： 第

一

，考虑到 中国 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历史文化的特殊性 ， 中 国族际接触 的最优条件与奥尔波特

？ 通 常而言 ，较之一般社会科学
，
心理学 的研究结论在不同社会 、 文化环境 中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普适性 。

② 费孝通主编 ： 《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 》 （修订本 ） ，中央民族大学 出版社 1 9 9 9 年版 ，第 3 

—

 3 8 Ｋ 。

③ 参见刘有安 ： 《多民族城市中 的族际交往及和谐 民族关系构建 》 ，《 内蒙古社会科学 》 2 0 1 2 年第 6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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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优条件之间可能会存在
一些差异 ，对两者之间异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第二 ， 由

于消极接触恶化群际关系 的能力要强于积极接触提升群际关系 的能力 ， 在以外力促进族际接

触时必须慎防消极接触对民族关系的破坏作用 。 在不能创造恰当的接触条件之前盲 目推动接

触交往 ，
很多时候会导致意想不到 的负 面后果 。 第三 ，在族际 自 发接触 日 益增多 的情况下 ，相

对于提供或增进族际交往的机会 ，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创造符合中 国国情的族际接触最优条件 ，

确保族际交往对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 。

（三 ）族际交往促进民族关系存在限度与边界

族际交往对于和谐民族关系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但这种作用是存在限度和边界 的 。 族际

交往可 以解决不同 民族之间 因缺少了解导致 的偏见与歧视 ，可 以缓解群际交往时的 焦虑与隔

膜 ，甚至可以为族际政治 、经济 、文化事项的解决创造 良好的宏观社会基础 ，但它无法消弭民族

文化差异 ，无法解决族际利益竞争和分配等与民族关系密切相关的核心议题 。 民族关系和 民

族团结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 ，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只是其 中重要 的一环而非全部 。

一些

事关民族团结大局的核心问题的解决依然需要从问题本身去寻找解决办法 ，如果这些问题长

久得不到解决 ， 由族际交往所形成的积极效应也难以 维持 。 这种清醒的定位对于公共政策 的

制定及运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可 以有效避免对公共政策的误判和误用 。

中央提出建设各民族相互嵌人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其 目 的正在于从宏观和微观两

个层面来促进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无疑这一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由 于族际交往在促进

民族关系 问题上存在限度和边界 ，
民族互嵌式社会必须在功能定位和构建路径上都有所突破 。

从功能定位上来说 ， 民族互嵌式社会在注重消 除社会心理隔离的同时 ，还应该强调消除社会结

构分割和消除社会资源排斥 从构建路径上来说 ， 民族互嵌式社会离不开少数 民族经济发

展 、少数民族文化保护 、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及少数民族社会融合的辅助和支撑 。

〔责 任编 辑 马俊毅 〕

① 参见郝亚 明 ： 《 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 ：现实背景 、理论内 涵及实践路径分析 》 ，
《西南民族 大学学报 》 2 0 1 5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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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ｔｉｎｎｅｇａｔ ｉｖ 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ａｎｄｃ ａｕｓｅｄｎｅｇａｔｉｖ ｅ

ｅｆｆｅｃ ｔ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ｇｒｏ ｕｐｒｅ 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ｍｏｒ ｅｓｅｒｉｏｕｓ ｌｙ ， ｉ ｓｓｕｅ ｓｓ ｕｃｈａｓｔｈｅ ｉｒｃｕ ｌｔｕｒａ ｌｄ ｉｆｆｅｒ ｅｎ ｃｅｓ

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 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 ｔｓｃｏ ｕ ｌｄｎｏｔｂｅｃｏｍｐｌ ｅｔｅｌｙｒｅｓｏ ｌｖ 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 ｒ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 ｆ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 ｕｐｃｏｎｔａｃｔ ．Ｔｈｅｐｏ ｌ ｉｃｙｏｆｔｈｅｅｔｈｎｉｃｉｎｔｅ ｒｃｏ ｕｒｓ ｅ ，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
ａｎｄｃｏ

－

ｍｉｎｇ ｌｉｎｇｈ
ａｓ

ｔｈｅｓａｍｅ ｌｏｇｉｃｐｒｅｓｕｐ ｐｏｓ ｉｔ ｉｏｎａｓｔｈｅｉ
ｎｔｅｒｇｒ ｏｕｐｃｏｎｔ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ｏｔｈｅｒｅｌ ａｔ ｅｄｓ ｔｕｄ ｉｅ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 ｕｐｃｏｎｔａ ｃｔｉｓｏｆ
ｇｒｅａｔｓ ｉｇｎ ｉｆ 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

ｐ ｒｏｍｏ ｔｉｎｇｏ ｕ
ｒｃｏ ｕｎｔｒｙ

＇

ｓｐ ｒａｃｔ ｉｃｅ ｉｎｔｈｅｅ ｔｈｎ ｉｃ

ｉｎｔｅｒｃｏ ｕｒｓ 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 ｕｐｃｏｎｔ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
ｅｔｈｎ ｉｃ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 ｓｅ

；
ｅ ｔｈｎ ｉｃ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

．

Ｔｈ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 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 ｌＴｕｒｎ

ｔｏｔｈｅＮｅｗＯｎｔ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Ｒｅｔｕｒｎ Ｗａｎｇ
Ｍ ｉｎｇｍｉｎｇ（ 2 5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ｎ ｔｏｌｏｇｙ （ ｔｈｅ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ｏ ｆｔｈｅｒ ｅａ ｌｉｔｉｅｓｏ ｆ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ｅ ｌｅｍ ｅｎｔ ｓｏｆ

＂

ｆａｃ ｔ

＂

ａｎｄ
＂

ｗｏｒｌｄ
＂

） ａｎｄｅｐ
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ｕｎｄ 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ｎａ ｔｕｒ ｅｏｆｔｈｅ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ｏｆ

ｔｈｅｋｎｏｗｅｒ ）ａｒｅｒ ｅｌａｔ ｉｖｅｔｏ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ｈｉｓ ｔｏ ｒｙ

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ｎ ｔｈｒｏ ｐｏｌ ｏｇｙ ？ｏｎｔｏｌｏｇ
ｉ ｃａ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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