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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sk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s a complex mental process.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psy-
chologists show the highly appreciated on risk decision, and conducted a series of valuable re-
search. This article, from the theory of risk decision-making model, carries on the summary anal-
ysis of influenc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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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风险决策过程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近年来，风险决策得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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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本文从风险决策的理论模型、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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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决策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它的同义词是“选择、做决定”等。决策行为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例如今天穿什么衣服、早餐吃什么、去哪个地方旅游、如何

投资股票等。尽管最早关于决策的研究大多是在管理学或者经济学的领域，但决策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心

理过程，因此，随着心理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心理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决策的心理过程，主

要体现在关注决策者在做出选择的过程中的心理活动与其行为表现之间的关系。决策往往包括确定性的

决策以及不确定的决策。一般我们很有把握、能估计到的决策都是我们能掌握的、确定性的决策，但更

多时候，所面临的是充满各种各样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选择。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往往是存在风险的，也就

是我们常说的风险决策，对决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研究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受到广大学者

的关注与研究。 

2. 概念界定 

心理学家 Hastie (2001)认为，决策是人类对自己的某种欲求和信念选择某一种行动的过程，其中这

些欲求和信念就是人们的目标、结果、个人价值、期望、认识以及手段。也就是说决策其实就是人们在

对自己想要达到一种目的或者结果而做出选择的一种过程。 
通常决策者在做选择时所掌握信息完整度是不同的，研究者们根据信息的掌握情况将决策划分为确

定性决策和不确定性决策，后者又可分为“风险决策”和“完全不确定性决策”。确定型决策有确定的

方案，决策过程中环境因素是可控的，人们能获得完整的信息，也能区分出决策后结果的好坏优劣。而

风险决策是在不确定因素情况下做出选择的一种过程，就是未来事件的发生是有可能性和概率的，但这

些事件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这也就是风险存在的含义。通常，人们在对每个事件作出决策时，会受到很

多因素的影响，环境因素的不可控性会使得一些决策时存在风险的，“风险决策”就是在这样存在着各

种风险和不确定的自然状态下，对两个或多个行动计划进行选择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

性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被决策者事先确定的。 
国内对于风险决策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李纾等人(2009)认为风险决策就是指决策者并不完全

确定未来的情况，但有能知道其所做的决策会带来的后果及其出现的概率，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事件所作

出的决策。王洪利(2010)研究了时间压力对风险决策的影响，他认为决策风险就是指个体在决策活动中，

存在着多种不确定的因素，而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会影响决策者的选择会达不到他们的预期。王洪利从另

一个角度阐述了决策中是存在一定风险的，风险决策就是在不确定的因素和环境下所产生。刘耀中，杨

长华(2012)认为风险决策顾名思义就是决策者要承担一定风险的选择或对事件的定夺，而且在决策的过程

中会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和不可控的因素。 
综上所述，这里认为风险决策是一个认知判断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如下特点，即未来每种事件发

生都有一定的概率和可能性，但会产生未知的不确定的结果，而且在决策过程中会对 2 个以上的行动计

划进行选择，但由于这个过程中会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和不可控的内外部因素，从而导致决策者也无法确

定选择后的收益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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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险决策的研究现状 

风险决策的分析最早是从心理学开始的，1954 年 Bernoulli 就已提出金钱会减少其边际价值，意思就

是富裕程度的增长并不能使得快乐也随着成比例地增加(彭凯平，主编，2005)。这样的假设主要是依据：

富裕程度的增加反而会导致满足重要性的减少。 
关于风险决策的研究，研究者们从不同对象、内容、方法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使得风险决策的研

究越来越丰富。 

3.1. 风险决策研究理论 

风险决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从决策问题研究以来，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理论研究，

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与研究范式。 

3.1.1. 风险决策的期望效用理纶 
1944 年 Von Neumann 和 Morgenstem 提出了期望效用理论(蒋多等，2009)，他们在公理化假设的基

础上，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对理性人选择进行分析的框架，此外，他们还指出决策者的总效用其实就是

未来各种可能结果的权重和，就此他们就在经济学当中就引入了概率论，而这些概率都是客观的，并不

是决策者个人存在的信念。Von Neumannh 和 Morenstem 随着研究的深入，在 1947 年他们提出了预期效

用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他们认为可以通过总结个体的决策结果来证明个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及这一差

异对决策结果的预测，如果人们存在的一致选择，则可以得出关于风险决策的有效函数，这就突出了风

险决策的决策结果价值和风险决策态度。 
这一理论主要是基于经济学的角度预测决策者的风险决策行为，这些理论都认为决策者在做出决策

的时候，会同时决策收益和获得这种收益的概率或者收益的概率和获得收益的效用，通过一系列的权衡

后，选择出最优的方案。在风险决策理论中，这样的说法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3.1.2. 风险决策的展望望理论 
Kahneman和Tversky是风险决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1979年，他们在展望理论中提出参照点效应，

认为决策者是依据参照点(决策者现有的财富状况)来估算风险决策结果的，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决策以及

未来效应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决策中的效用，在低风险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风险规避，而在损失的情况

下又是风险寻求的，也就是风险低的时候，如果确定有收益，人们会倾向于避免冒险，而在损失的情况

下，又会赌一把，寻求风险。 
参照点效应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后来也成为了很多心理学者研究风险决策心理机制的研究重点之一，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就经常会在做风险决策的时候以风险高低和收益大小作为参照，在低风险获益肯定

时规避风险，在高风险获益不稳定的时候寻求风险。 

3.1.3. 风险决策理论 
Yates 和 Stones 于 1992 年提出了风险决策理论，在这个理论中，Yates 和 Stones 认为，风险决策其

实就是在损失或赢利以及二者的权重和它们的不确定性这三个要素中进行最优化的选择。 
这里的风险决策理论相对来说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这一理论其实就是在以往风险决策理论的基

础上不断优化发展的结果，它不但体现了期望效用理论中的最优选择，也体现了参照点效应中的参照点

比照，可以说，风险决策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是不断发展的。 

3.1.4. 风险决策的失望理论与成就动机理论 
1964 年，Atkinson 提出了成就动机理论，从人的动机出发解释人们的决策机制，他认为，人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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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两种，个体的动机的强度相当于这两种动机的强度的和。 
风险决策中的失望理论认为人们在决策过程中不仅仅是重视风险决策的结果以及决策结果发生的概

率，而且人们一旦知道自己决策结果，就可能将之与其他可选择的决策产生的结果进行比较，这种比较

可能会产生失望或者是满意，这一理论是由 Loomes 和 Sugden 在 1982 年提出。 
这两个理论相对前面几个理论，它们更多的体现了人们在风险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动机与体验这两方

面，前者强调决策者决策中的动机，而失望理论更多的是强调决策者在决策之后的一种心理体验，若果

是获益就会产生满足感，反之就会因为决策的结果感到失望。无论怎样，决策理论在以往的理论基础上

是得到发展的，研究者们也能从更多的角度关注到风险决策，从一开始经济学领域慢慢扩展到了心理学

领域，这无疑也推动者心理学的不断发展。 

3.2. 风险决策研究方法 

对于风险决策的研究，目前主要采用测量与实验的手段与范式，例如使用简单的调查问卷、测量量

表、赌博任务和彩票任务、情景模拟选择问卷和想象模拟情境测试等。情景模拟选择问卷也就是在同一

个情景中设定多个(2 个或 2 个以上)选项让被试者进行选择，从而测量被试者的风险决策偏向；想象模拟

情境测试就是让被试者想象要求中的任务情境，然后根据题目做出选择。以往对风险决策的研究测量大

多都是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但这样的方式存在很大的主观性，会影响到测量的精确性。为了使实验结

果更加精确，研究者们致力于寻找新的实验范式，例如，Lejuez 等人(2003)的研究中，采用了气球来模

拟风险决策的任务。 
实践研究方面的决策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李萌，贾丽霞等人(2013)对大学生的风险决策行为做

了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的风险决策行为受到风险框架的影响，而且他们倾向于风险寻求。黄文述，耿

晓伟(2012)用实验的方式探讨大学生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条件下风险决策的心理效应，他们的实验一共有两

个实验情景，分别是风险获益和风险损失，在两种实验情境中比较大学生在自我决策和预测他人决策的

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风险获益的情况下，不同的获益额度会影响决策者的风险决策，也就是低收益

的情况下，更多的决策者会选择风险倾向，而且在风险获益和风险损失两种情境下决策者的风险决策不

同，最后在风险获得状况下，被试自我风险决策和预测他人风险决策存在差异。针对我国大学生群体的

重要性与所处阶段的特殊性。 

3.3. 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心理学者们也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例如在心理学研究中，很多心理学者认为

框架效应、心理距离、参照点等都是影响风险决策的因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框架效应的研究。 
框架效应最早是由卡尼曼与特沃斯基在“亚洲疾病”问题的研究中发现并提出来的。很多学者都关

注到了风险决策的框架效应的问题，在风险决策研究中，很多学者也把框架效应称为“语饰效应”，认

为在相同的决策任务当中，决策者会受到不同描述方式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决策者对备择选项的偏好于

选择。李爱梅，凌文辁(2005)对框架效应的研究发现决策者对问题不同的表征框架所反应出来的选择偏好

不同。段锦云，王重鸣等人(2013)研究发现模糊痕迹理论对框架效应具有最佳的解释力，这是他们把模糊

痕迹理论与展望理论和概率心理模型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结果支持了框架效应存在领域特性的观点。

宋之杰等(2015)关于风险决策中框架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发现时间压力与时间距离对风险决策有显著

影响，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加入了人格这一变量，结果发现，内外倾维度与时间压力的交互作用以及时

间距离与感觉直觉维度的交互作用都对风险决策框架效应有显著的影响。风险决策中的框架效应一直以

来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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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框架效应，参照点效应也是决策影响因素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决策中的双参照点效应是由

谢晓非提出的，即个人参照点以及社会参照点，他认为风险决策无处不在，而决策者在面临风险决策的

时候，所具有的参照点不仅有众多学者提出的个人参照点，也就是在决策过程中以自身的损失和收益为

参照点，除此以外，决策者还会在个人层面的基础上考虑社会层面的损益，研究者认为虽然在现实生活

中，个人参照点与社会参照点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前者关乎决策者自身的切实利益，而社会参照点却与

决策者本身的利益无关，但研究者的研究表明并提出两种参照点实际上是一起作用于决策者的风险偏好，

共同影响着他们的决策。另外，心理距离也是影响风险决策框架的重要影响因素，段锦云，朱月龙(2013)
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心理距离越远，解释水平就会越高，被试产生明显的框架效应，相反，心理距离近，

解释水平越低的时候，框架效应的作用就明显减弱了，而且在除了概率距离维度以外，在其他维度的无

论是高解释水平还是低解释水平，被试的框架效应都很显著。张葳等(2014)的实验证明了心理距离与决策

者性别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男性在为具体他人做决策时显得更冒险，而女性则为笼统他人决

策时会显得更为冒险。 
风险决策的神经机制研究也是近年来心理学界的研究热点。吴燕等(2010)探讨了风险决策和跨期选择

的认知神经机制。张颖，冯廷勇(2014)探讨了青少年风险决策的发展认知神经机制，主要就是从双系统模

型出发对与青少年风险决策相关的大脑结构、功能的变化进行了阐述，重点分析了新近的大脑功能连接、

脑网络的研究；阐述了青少年风险决策中的双系统模型和三角模型。 

4. 风险决策研究的不足 

风险决策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但人们的决策是时时刻刻存在的，因此，关于风险决策的研

究日益丰富，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风险决策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首先，从风险决策的理论来看，关于风险决策的研究理论很丰富，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率不高，

尤其是在心理学的领域，以往的很多理论大多是经济学或管理学上的，不太适用于风险决策心理机制的

研究；其次，关于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往学者更多关注框架效应、参照点等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对于风险决策的其他影响因素，目前研究较少，例如决策者的思维模式，决策中存在的心理距离等；再

次，目前对于风险决策研究取样较为单一，大多为在校学生，青少年等等，但对于个体投资者、企业老

板等对象的研究较少；最后虽然现在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风险决策的神经机制进行研究，但成果较少，

这也是未来对风险决策研究的新领域。 
决策过程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在未来的心理学研究中，对于人们的决策问题，在影响因素、产

生机制等方面研究者们还在不断的探索和更新，风险决策的研究会一直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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