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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 �×�×� 的混合设计 , 采用问卷测量方法检验不同被试间合作意识的认知差异。被试来自

两个群体:青年组包括 ���名大学生;老年组包括 ��� 名 ��—�� 岁的各业人士。 结果验证了实验假设 , 发现

人们对合作意识与竞争意识的认知存在差异。在能力维度上 , 人们认为具有竞争意识的人能力更强;在个性

维度上 , 具有合作意识的人比具有竞争意识的人更加顺从。人们的工作价值观与他们对他人的评价存在显著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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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今社会中 ,合作关系成为工作中人际关系

的主体 。如何促进员工之间的合作水平 ,提高工作

效率 ,是许多管理者面临的难题之一。影响合作行

为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人格因素和情境因素 。

	
��
� & ���
����(����)认为存在两种稳定的个体

类型 , 可以被描述为合作与竞争人格(����
�����


��� ����
�����
 �
������� ��
�),更确切地说 ,指在合

作与竞争维度上存在稳定的人格差异[ �] 。我们可

以通过某些途径了解这两种类型的个体对外部世界

的不同看法 ,比如 ,具有合作和竞争人格的个体对

“合作者”和“竞争者”可能具有不同的评价。两种类

型的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不同经验会导致这种认知上

的差异。

对于合作问题的研究 ,两难对策问题是其中的

一个重点 。	
��
� 和 ���
����(����)发现 ,当合作

性与竞争性的被试相遇时 ,合作者会被竞争者行为

同化 ,表现出竞争性行为。合作者和竞争者对他人

是合作性的还是竞争性的观点不同 ,合作者认为他

人是异质性的 ,有些人是合作性的 ,有些人则是竞争

性的;而竞争者认为他人是同质性的 ,都是竞争性

的。��� ����
 和 	�� �� ����
�[ �] 扩展了 	
��
� 和

 ���
����(����)关于行为同化的研究 ,认为非合作

性同伴会导致较低水平的合作行为和相互依赖感;

同时社会价值定向对合作行为及相互依赖感产生影

响。 ������ &!�����
(���")[ �]采用模拟技术研

究了人格与组织文化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发现个体

在不同的组织文化中有不同的行为表现:高合作倾

向的个体在集体主义文化下表现出最高的合作行

为;合作个体对组织文化(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更

敏感 ,在不同文化中他们的合作行为比个人主义者

表现出更大的差异。而 
���� &#�
������(����)

的研究结果表明 ,合作者会被竞争程序同化 ,但当遇

到合作程序时 ,他们很容易又表现出合作行为。这

种“弹回”现象(�
$�%��)说明 ,合作者在面对竞争同

伴时所表现出来的竞争性行为只是暂时的 ,当同伴

变得他们一致时 ,他们很容易又重新主张建立一种

合作性关系。尽管合作者的行为向竞争者同化 ,但

他们主观意识上仍然是合作的 ,说明合作者是暂时

的行为改变 ,而不是改变了自己对人际关系的基本

定向。

我国近年来对合作问题的研究强调合作行为的

测量与分析 ,且样本大多局限于儿童 ,主要研究情境

因素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例如李晓东等人对 �—�

岁儿童的合作与竞争行为的实验研究
[ �]
;郑建成等

人研究系列协作游戏对幼儿协作行为的影响[ "] 。

谢晓非等人从价值观对合作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探

讨 ,结果表明价值观对个体行为的确能够产生影

响[ �] 。

笔者认为 ,合作意识是合作人格的有机成份 ,意

识能够指导个体对外部情境作出反应 ,同时又在与

外部世界的交互作用过程中 ,对个体行为进行反馈 ,

从而在意识中形成新的经验 。合作意识也应该是合

作概念的一部分 ,目前已有的研究缺乏对于合作概

念本质的研究。因此 ,本研究拟对合作概念 ,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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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认知成份进行探索性研究。本研究采用投射

技术(&��'
����
 �
����(%
)的原理 。投射技术是一

种对行为的无意识或隐藏内容尤为敏感的工具;它

允许甚至鼓励被试作广泛和千差万别的回答 ,并能

在被试对测验目的最少觉察的情况下引发内容丰富

的反应资料[ �] 。由于作者对合作意识的研究是探

索性的 ,因此采用投射技术的方法 ,希望获得个体对

合作概念的真实理解 。从个体对具有强烈合作或竞

争意识的人 ,在人格 、能力和道德维度评价上的差

异 ,投射出个体自身的人格特征 ,反映个体的合作意

识状况。我们选用了两个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

职业作为评价对象 ,通过对评价对象的评价来反映

人们自身对合作与竞争的认知特征 ,反映人们深层

次的人格和价值观方面的信息 。

2　方法

2.1　实验设计

�×�×�混合设计:(�)两个评价对象 —幼儿教

师和推销员(组内);(�)两种实验条件—合作意识与

竞争意识(组间);(�)评价对象的性别:男 、女(组

间)。本实验要求被试对两个既定对象进行评价 。

为了掩饰实验的真正目的 ,问卷被称为“想象力测

验” 。

2.2　被试

青年组:��� 名 ��—�� 岁的北京大学的本科

生 ,��名男生 ,��名女生;老年组:���名 ��—��岁

的中 、老年人 ,大多数为已退休人员 , "�名男性 , "�

名女性。

2.3　实验材料

(�)想象力问卷 。该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 ,其

评价项目主要选自王登峰 、杨国枢等编制的中国人

人格问卷 ,并经过初测筛选最终认定。项目内容包

括能力 、个性和品德三个方面 ,项目由正反两个形容

词组成 ,被试采用 �点量表作答。

(�)工作价值观量
[ �]
。黄敏儿博士修订的美国

%�
� 教授编制的工作价值观量表(����)。

2.4　实验程序

青年组问卷在北大校内发放了 ��� 份 ,收回合

格问卷 ���份;老年组问卷是通过本市同学的家长

及其单位同事及邻居等渠道收集 ,发放问卷 ���份 ,

收回合格问卷 ���份 。

3　结果与分析

实验结果采用 &��.�软件包与 )*".� 分

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3.1　总样本在评价项目上的认知差异

总样本在两个主要的项目 ,即“能干—无能”和

“顺从—叛逆” ,对合作性评价对象与竞争性评价对

象的评价主效应显著。人们的认知差异主要集中在

能力与个性维度上 ,在能力维度上 ,人们倾向于认为

具有强烈竞争意识的人比具有合作意识的人能力更

强(合作=�.�� ,竞争=�.�� ,+(� , ���)=�.��" ,&

=�.���);在个性维度上 ,人们认为具有合作意识的

人更顺从 ,而具有竞争意识的人叛逆性更强(合作=

�.�� ,竞争=�.�� , +(� , ���)=�.��� , & =�.���)。

该结果说明了一个总体的轮廓 ,人们对合作者与竞

争者的认知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反过来也必然提供

了评价者本身的信息。

“能干 —无能”与智力发挥价值正相关 ,与监督

关系价值和利他价值负相关;“顺从 —叛逆”与多数

工作价值观呈正相关 ,特别与智力发挥价值和生活

方式价值相关显著 。
表 1　评价项目与工作价值观之间的相关

能干—无能 顺从—叛逆

智力发挥价值 .��"＊＊ .�"�＊＊

监督关系价值 -.�"�＊ .�"�＊

成就价值 .���＊

声望价值 .���＊

经济利益价值 .���＊

职业保障价值 .��"＊

环境价值 .���＊

同事价值 .���＊

生活方式价值 .���＊

利他价值 -.���＊

　　注:＊&<�.�" , ＊＊&<�.��(以下同)。

3.2　性别对认知的影响

性别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被试自身的性别

和评价对象的性别 。

男女被试对具有强烈合作意识和竞争意识的评

价对象在成功—失败项目上有显著交互作用。男性

被试认为具有合作意识的人更成功 ,而女性被试认

为具有竞争意识的人更成功 。男性被试对合作者和

竞争者的评价无差异;女性被试对合作者与竞争者

的评价在能干—无能项目上差异显著(竞争者=�.

�� ,合作者=�.�� , + =��.��� , &=�.���),即认为

竞争者比合作者更加能干。

对具有强烈合作意识和竞争意识的男性评价对

象 ,人们评价无显著差异。对于女性评价对象 ,人们

的评价在 "个项目上差异显著(见表 �),这 "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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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反映了被试对女性合作者与竞争者个性特点的认

知差异。
表 2　女性评价对象的评价分数比较

竞争者 合作者 +

勤劳—懒惰 �.�� �.�� ".���＊

能干—无能 �.�� �.�� ".�"�＊

独立—依赖 �.�� �.�" �.���
＊

顺从—叛逆 �.�" �."� �.���＊＊

坚持不懈—半途而废 �.�� �.�� �.���＊

3.3　年龄对认知的影响

青年组对合作者与竞争者的认知差异主要表现

在能力和个性维度上。老年组则认为合作者与竞争

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道德维度上(见表 �)。

3.4　)*拟合检验

本研究问卷设计分为三个维度 ,品德(*� ,� ,� ,

�")、个性(*� , � ,� , �� ,��)和能力(*� , " , � , �� , �� ,

��)。利用 )* 检验的结果表明 ,考虑到卡方值受

表 3　不同年龄组被试对合作与竞争意识的评价分数

项目 竞争者 合作者 +

青年组 能干—无能 �.�� �.�� �.��"＊

顺从—叛逆 �.�� �.�� ".���＊

老年组 外向—内向 �.�� �.�� �.���＊

坦诚—虚伪 �.�� �.�� ".���＊

知恩图报—忘恩负义 �.�� �."� �.���＊＊

样本规模影响较大 ,我们重点考虑模型的拟合优度:

 +,=�.��" ,#+,=�.�"� ,近似误差均方根 -.)/

=�.��" ,��% 01+,2)1 ) ,1 3)-�/� 0+ -.-

)/为(�.��� , �.��"),说明我们提出的模型在统

计上是可以接受的。

4　讨论

4.1　合作意识的认知差异

被试在两个项目:即“能干的—无能的”与“顺从

的—叛逆的”上的合作与竞争意识存在显著差异 。

人们对高竞争意识的人在能力维度上的评价好于高

合作意识的人 ,这与我们的实验预期是一致的 。在

现实生活中 ,有时人们不采取合作行为可能是认为

与人合作是一种示弱的表现 ,也就是说 ,人们在能力

维度上通常给具有高合作意识的人以较低的评价 ,

这可能是在工作中难以引导合作行为的原因之一 。

另外 ,人们认为具有高合作意识的人比较顺从 ,而高

竞争意识的人叛逆性较高 。这一点和我们通常的看

法也是吻合的 ,一个个性随和的人更可能具有高合

作倾向 ,在工作与生活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行为。

本研究对价值观的测量是针对被试本人的 ,项

目测量是针对评价对象的 ,两者之间的相关反映出

个体价值观对合作意识的影响。数据结果表明“能

干—无能”项目与智力发挥价值呈正相关;智力发挥

价值指对于需要思考以及有机会了解工作本身运作

原理及规律的工作价值 ,比如 ,工作中能不断解决新

的问题 ,能有心理上的挑战 。“能干—无能”项目与

智力发挥价值间的相关表明 ,智力发挥价值越高的

个体越注重能力特征 ,因此 ,会在对他人的能力评价

中投射出来。另一方面 , “能干—无能”项目与监督

关系价值和利他价值呈负相关。监督关系价值指能

在一个体贴下级 、与之相处融洽的主管手下工作的

价值观 ,即希望有一个公正 、通情达理且体贴下级的

主管 ,该价值与能力项目的负相关 ,也正好投射出被

试本身对能力的知觉 ,能力高的人可能并不太在乎

主管是否体贴。利他价值指对于能造福他人的工作

价值 ,比如能够使他人幸福 ,能够帮助他人 。该价值

与能力项目间的负相关表现出能力维度的负面性 ,

人们对能力的注重同时伴随着在利他 、情感等方面

的牺牲。另外 ,顺从 —叛逆项目与多数工作价值观

均呈正相关 ,主要包括:智力发挥价值 、生活方式价

值和成就价值等。

4.2　性别和年龄对认知的影响

性别的影响在本实验中表现在两个方面:评价

对象的性别和被试的性别。被试评价具有强烈竞争

意识的女性比合作意识的女性更勤劳 、能干 ,更加独

立 、叛逆和坚持不懈。通常人们认为 ,如果一个女性

的竞争意识较强 ,那表明她的依赖性较低 ,能力较

强 ,她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辛苦才可能取得成功 ,

因此人们对具有竞争意识与合作意识的女性 ,其评

价出现了显著差异 ,而且表现为对具有竞争意识的

女性有更高的评价 。相反 ,对于男性评价对象 ,其评

价的差异不显著。

关于被试自身的性别 ,女性被试对于竞争者和

合作者在能力维度上存在认知差异 ,认为竞争者比

合作者更加能干。而男性被试对合作者与竞争者的

评价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现象可能是因为女性在

社会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因此对竞争的压

力感受更为深切 ,从而也更崇尚竞争者的能力。这

并不表示女性在工作中会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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