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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讨什么样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作弊追随

者”，发现厚黑人格水平高的个体在他人作弊时感受到更

高的社会损失从而更有可能成为“作弊追随者”。1

1　问题提出

作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着久远的历史，可以说，

从有“考试”这一概念存在的时候，作弊的现象就已经

存在 [1]。现如今，大学生考试作弊已经成为当今大学校

园的热点问题 [2]。之前的研究表明，大约百分之八十的

学生在大学生涯中至少发生过一次作弊行为 [3]。可以说，

考试作弊的现象在大学校园中已经非常普遍。还有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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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评价过考试作弊，说作弊现象“像传染病一样流行”[4]。

有研究表明，发现他人作弊会导致观察者自己作弊[5]，

当一个人看到别人在作弊的时候，自己也会被影响，从

而产生作弊行为。但是，在同一种框架下，不同的人在

面临损失时会采取不同的反应 [8]，也就是说存在着多种

因素去对框架效应产生影响。而在这些因素当中，人格

是最主要的个体差异变量之一 [9]，也就是说，人格因素

对不同个体在框架下采取行为的差异具有重要的影响。

厚黑这一人格，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其存在时间

非常长，但这个名词的出现，最早还是在民国时期李宗

吾先生所著的《厚黑学》一书中。在书中，李宗吾先生

写道：脸皮要厚而无形、心要黑而无色，这样才能成为

“英雄豪杰”[11]。所谓“厚黑”，可以说是“面厚心黑”，

可以说是脸皮厚而良心黑，或者说脸皮厚而手段狠 [12]，

可以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这一观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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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极其相似。马基雅维利主义用以

描述那些为了达到目标，挑战常规道德准则，不惜使用

欺诈手段来操纵他人的个体 [13]，有研究表明，厚黑人格

特质会让人有更高的作弊意向 [16]，也就说，厚黑人格会

促使人们去进行作弊行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厚黑

人格是他人作弊与自己作弊和社会损失关系之间的一个

调节变量，就是说，具有厚黑人格的人在观察到他人作

弊之后，会产生更强烈的社会损失感，从而引发自己的

作弊行为。这就是本研究的假设。

综上，提出本研究的中介模型，模型见下图。

 社会损失 

他人作弊 自己作弊 

厚黑人格 

图1　理论模型图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取样

样本的是通过网络问卷的方式采集，主要以高校的

学生为主。共回收有效问卷 562 份。其中男生 383 名，女

生 379 名。

2.2 研究工具

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由 Christie 和 Geis 编制 [13]。该量

表是测量在人际情境中认为他人可以被操纵的程度。最

初题目来源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谈话录》。该

量表有 20 个项目，分为正向和反向的陈述，要求被试从

三种情况，即“完全同意”、“完全不同意”及“中间”

中做出选择。

他 人 作 弊 问 卷， 参 照 O’Rourke 等（2010） 编 制，

包含“考试时，有的人翻看手机、纸条或教材。上学期

期末考试时，你当时发现考场上这么做的人有多少”等 4

道题。问卷采用从“完全没有”到“非常多”5 点计分。

社会损失问卷，考察个体在上个期末考试中因他人

作弊引起的社会损失认知，包含“在这种情况下，不作

弊就会让自己处于竞争的劣势”等 4 道题。问卷采用从

“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5 点计分。

自 己 作 弊 问 卷 [19] 参 照 O’Rourke 等（2010） 编 制，

考察个体在上个期末考试中自己作弊的次数，包含“考

试的过程中让别人传递答案，上学期期末考试中你这么

做的次数是”等 4 道题。问卷采用从“零次”到“很多

次”5 点计分。

3　研究结果和分析

3.1 初步统计分析

对试验中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以了解其在大

学生群体中的基本情况，具体情况见表 1。

表1　各个变量描述统计量表3各变量间的相关

平均数 标准差 社会损失 厚黑人格 他人作弊

社会损失 8.16 3.79 1

厚黑人格 72.41 10.57 0.32** 1

他人作弊 7.85 3.33 0.46** 0.20** 1

自己作弊 5.47 2.81 0.40** 0.22** 0.47**

采 用 process 程 序（PROCESS-Model#14）（Hayes，

2013） 分 析， 使 用 bootstrap 重 复 抽 样 5000 次。 发 现 他

人作弊对社会损失的效应不显著（β=0.33，p=0.007，

BootLLCI=-0.90，BootULCI=0.36），社会损失对自己作弊

意向的效应显著（β=0.17，p ＜ 0.001），他人作弊对自

己作弊意向的直接效应显著（β=0.31，p ＜ 0.001），厚

黑人格对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意向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

（β=0.0098，p ＜ 0.001）。

4　讨论

经过初步的数据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样本社会损

失、他人作弊、自己作弊和厚黑人格的均值分别为 8.16、

7.85、5.47 和 72.41，四个变量的均值均在中等偏下的水

平，且数据的分布符合正态，那就可以说明，在大学生

群体中厚黑人格并没有严重的体现，而且他们产生的社

会损失感也较为缓和，作弊情况也无较为严重态势。而

其中他人作弊的均值要高于自己作弊，说明一部分学生

没有受到他人的影响而去产生作弊行为。

从中介效应分析我们可知，虽然他人作弊对社会损

失的作用不显著，但是在整个模型中交互作用显著，我

们依然可以判断社会损失在他人作弊和自己作弊间的中

介效应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在大学生群体中，当一个

人看到他人作弊，并且产生了一种损失感的时候，他会

为了去弥补或是挽回这种损失感而去采取一些行动，甚

至是作弊这种不那么光彩的行为。这与 Delgado（2008）

关于损失与挽回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由调节作用分析可

知，厚黑人格在他人作弊和社会损失之间起着正向的调

节作用，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厚黑人格程度越深，他

在观察到他人作弊时就会产生越强烈的社会损失感。张

子涵曾在他的研究中表明：具有厚黑人格特质的个体有

更高的作弊意向。这与我们的结论相符。厚黑人格的人，

具有强烈的利己欲望，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

这也就是李宗吾先生所说的“面厚心黑”。所以，当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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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黑人格的人面临损失时，就会更加想要挽回这种损失，

因为他们讨厌损失，他们会极力去避免损失。汤舒俊曾

在研究中指出，马基雅维利主义水平越低，在两难情境

下受到的心理紧张或焦虑程度越高。也就是说马基雅维

利主义水平的人在此情境下的焦虑程度要低得多，因为

他们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并且也很难被道德因素所牵

绊。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具有厚黑人格的人会采

取更多的作弊行为，与本研究的结论相符。

5　结束语

一部分人作弊通过社会损失导致观察者作弊；马基

雅维利主义水平高的个体在他人作弊的情况下感受到更

高的社会损失，因而更有可能成为考试作弊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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