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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主观心理感受，通过不合理的社会比较影响个体的认知和情绪，使个体做出危害他人的攻
击行为。当比较对象是某一群体时，在集群认同作用下，个体会倾向于参与群体行动。相对剥夺感作用于攻

击行为的微观因素有个体认知偏差、自尊水平等个人特质以及性别、学历等人口学变量，宏观因素是社会转

型导致的贫富差距。目前对相对剥夺感作用于攻击行为的研究大多是以问卷为主的横断研究，研究对象多为

大学生等普通人群，今后的研究可以放在完善相对剥夺感的测量工具、注重对特殊群体研究等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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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ative deprivation is a subjective psychological feeling that affects individuals’ cogni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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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s through unreasonable social comparisons, causing individuals to engage in aggressive 
behaviors that harm others. When the comparison object is a certain group, individuals tend to 
participate in group ac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luster identity. The mechanism of relative de-
privation affecting aggression at the micro level includes personal traits such as individual cogni-
tive bias, self-esteem,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t 
the macro level, it is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caused by social changes. Currently, mos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on aggression i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and the research objects are mostly college students and other groups. Future re-
search can focus on improving the measurement tool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focusing on re-
search on special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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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而言有了巨大的改善，但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加大，早

已超出了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水平警戒线(王俊秀，刘洋洋，2023)，加上近几年来新冠疫情的冲击，在经

济下行与失业裁员的双重压力下，犯罪比例明显提高(靳高风等，2020)，对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相对剥夺感作为一种主观感觉，多产生于不良的社会比较中，并且极易导致社会失范行为，成为影响社

会和谐稳定的因素之一，因此，探索相对剥夺感作用于攻击行为的内在机制，对于促进公民心理健康和

社会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2. 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是一种基于与他者比较而产生的负面主观心理感受(Merton, 1968)，从感受情绪层面来看，

即个体发觉社会中某一部分人拥有自己没有并渴望拥有的东西，从而体验到的一种不公平感(Davis, 
1959)。根据不同参考对象，相对剥夺感可以分为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Runciman)，二者属

于横向相对剥夺感；当参考对象是过去的自己时，产生的感受称为纵向相对剥夺感，即个体对自身价值

期待与价值能力不一致的感知，或者说对自己应得与实得差距的感知(Gurr, 1971)。 
综合分析上述相对剥夺感理论，可以归纳出相对剥夺感概念中包含的四个要素，分别是参照群体、

社会比较、认知评价和情感反应(Smith et al., 2012)。相对剥夺感大致可以概括为一种通过比较产生的主

观感觉，比较对象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者是过去的自己，比较后的认知评价会促使个体产生

负面心理感受。 

3. 攻击行为 

关于攻击行为的定义有许多种理论，目前学界公认的定义内容如下：攻击是指有意对他人造成实质

性伤害的行为(Anderson & Bushman, 2002)，其潜在目的在于伤害他人、为他人带来痛苦，所以这种行为

也是他人感到厌恶并且极力想避免的(李闻戈，方俊明，2004)。除此外，攻击还必须包含一定程度的心理

唤醒和生理唤醒(张丽华，苗丽，2019)。以上是对以往研究对攻击定义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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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出现攻击行为之前的认知变化共有 6 阶段，包括对线索的编码、解释、选择目标、反应获取、

反应决策和行为制定，这些阶段的任一环节出现错误都会导致个体的攻击反应(Crick & Dodge, 1994)。 
近年的研究中，相对剥夺感对攻击行为的影响被日益关注，相对剥夺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会影

响个体的认知过程和情绪，并且多数伴随着现实中客观相对剥夺的情境因素，易引发个体不满、愤怒

等情绪，在冲动之下表现出攻击倾向和行为。研究相对剥夺感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有利于维护社会的

稳定和谐。 

4. 相对剥夺感对攻击行为的影响研究回顾 

4.1. 相对剥夺感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4.1.1. 对群体攻击行为的影响 
朱迪斯·布劳和彼得·布劳夫妇在《不平等的代价：都市结构与暴力犯罪》一文中认为，当社会贫

富差距过大，就会引起公民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从而导致愤怒情绪和犯罪行为。自古以来，社会

的动荡革命往往都起源于底层人民被剥夺后的不满，中国俗语“不患寡而患不均”就说明了相对剥夺感

背后隐藏的危险因素。 
国外学者通过情景模拟操纵群体相对剥夺感，验证了其对群体攻击行为的影响(Grant & Brown, 1995)。

实验开始时被试被告知将会获得 10 美元，但实际获得的美元数量取决于外团体的评估和建议；随后外团

体按照实验设计建议部分被试只能获得４美元。结果显示，体验到相对剥夺的被试拒绝来自外团体的评

估，并且更倾向于写抗议信来表达自己团体的诉求。 
许多实验表明，相对剥夺感带来的紧张状态，容易使人产生不良的社会适应方式，如越轨、犯罪、群

体性事件，甚至革命，对于社会下层群众影响更加显著(李静华等，2012)。这种攻击性不光出现在现实中，

也会出现在虚拟网络世界中。对网络集群行为的研究发现，群体相对剥夺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群体愤怒、群

体效能和网络集群攻击行为(宋明华等，2018)。相对剥夺感引起的变动不止局限在某一个国家，更可能会

造成全球性的影响，成为推动 21 世纪跨群体、跨文化、跨背景的暴力极端主义的关键因素之一(Kunst & 
Obaidi, 2020)。 

国内研究者通过模拟实验考察群体性事件的动因，令处在相对剥夺和相对满意条件下的个体自主摆

放多米诺骨牌，摆放数量证实了相对剥夺个体比相对满意个体更易参加群体行为，而集群认同这一变量

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高集群认同水平之下，相对剥夺个体更倾向于参加集体活动，低集群认同水平则

相反(张书维等，2010)，这说明对于所属群体的认同和归属感会影响个体的行为。 

4.1.2. 对个体攻击行为的影响 
相对剥夺感会持续影响个体的心理发展，对人的一生造成巨大影响。童年时体验到较高相对剥夺感

的儿童，长大后更易出现暴力、攻击等行为，并且会产生较多愤怒和不满的负性情绪(Zinner et al., 2008)。
这种相对剥夺的感觉会通过代际传递，父母相对剥夺程度较高，儿童产生相对剥夺感概率越大，但感受

教师情感支持可以减轻这种不良影响(Xuan et al., 2021)。 
进入大学后，由于城乡生活的差异较大，许多农村学生往往会感受到价值期望与实际能力的巨大落差，

产生纵向相对剥夺感，为了缓解这种落差感，他们或刻苦学习取得优异成绩来进行平衡，或产生激进的社

会失范行为，例如攻击他人、自杀(翁堂梅，2018)。在工作环境中，当员工感知到自身利益被剥夺、遭受

不公平对待时，会产生愤怒、嫉妒等情绪，并倾向于做出违反章程的反社会意向行为和行动(梁振东，陈建

华，2021)。 
研究表明社会相对贫困程度、公民间的凝聚力都是预测犯罪率的重要因素，杀人抢劫等暴力犯罪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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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犯罪中的入室盗窃通常与被剥夺和社会资本较低指标有关(Kawachi et al., 1999)。暴力犯罪通常是由于感

受到资源被剥夺，导致了强烈的挫折和敌意(Kennedy et al., 1998)。对 481 名被试的实验证实了敌意对攻击

行为的影响(Greitemeyer & Sagioglou, 2017)。一实验开始时被试被告知实验目的是计算自由支配收入，实

际上所有被试都收到了虚假的反馈，部分被试收入被反馈比平均可支配收入少，另一部分则相反，随后让

被试反馈自己的情绪和对收入的满意程度。结果显示，相对剥夺个体有明显的状态敌意唤起，并且会比感

受到相对满足产生更强的攻击行为，但这种攻击行为只针对引起其相对剥夺感受的目标个体，不针对中性

目标个体。 
主观体验的相对剥夺感并不代表客观现实有相对剥夺情况，相对剥夺更多是一种不合理比较的结果。

国外研究表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穆斯林个人和高收入者有时更有可能支持和同情暴力抗议和恐怖主义

行为(Bhui et al., 2014; Tahir et al., 2019)，而出生在西方的人往往比那些出生在冲突地区的人更倾向于支持

暴力(Obaidi et al., 2018)。社会精英群体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是因为内心存有对传统平均主义的社会文化

的幻想，当他们发现自己想象中的名声和财富无法实现，就产生了社会不公平感，进而便会采取非法手

段来平衡内心的挫败感(刘亮，2010)。 

5. 相对剥夺感作用于攻击行为的机制 

感受到相对剥夺会对人的攻击行为产生影响，可以从个体认知机制、个体因素、社会环境几方面进

行解释。相应实证研究有两类，一类是以量表为研究方式的横向研究，一类是通过实验操纵相对剥夺感，

观察个体攻击行为的变化。量表研究为探究相对剥夺感导致攻击行为的因果关系打好了基础，实验研究

则可以验证因果关系并拓宽外部效度。 

5.1. 认知机制 

一项元分析结果表明，感受到相对剥夺感会使个体认知产生偏差，从而可能出现攻击行为。看待不

同社会现象时，认知偏差会使个体将注意力集中在消极的方面，忽视积极的方面，对于区别于自身的外

群体采取排斥诋毁的态度，使得领悟社会支持较低，相对剥夺感变得更强(Smith et al., 2012；杨晓丽等，

2013)。 
在相对剥夺感的产生过程中，感知劣势且评价劣势不应得是核心过程(杨东，倪萍，2022)。一些针对

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表明，归因方式(李珊珊，2019)、心理压力感(余美洁，2020)都会对相对剥夺感作用于

个体攻击行为的过程产生影响，越偏向外部归因、心理压力感越大，攻击行为越强，而个人公正世界信

念能够调节这种压力感，降低攻击行为。此外，针对 400 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相对剥夺感通过道

德认同影响攻击行为，道德认同程度较高时，个体会抑制其反社会行为倾向，表现出更多道德行为(张华

威，张萌，2023)。使用 CDI 虚假反馈法范式探究女性被试的认知控制能力的实验表明，相对剥夺个体的

认知控制能力本身并没有受损，但却表现出较弱的主动性控制能力，是因为他们调用认知资源的方式有

所改变(张利杰，2020)，这可能是导致相对剥夺个体出现一些认知控制能力受损的负性行为的原因，比如

抽烟行为和暴力攻击行为(Smith et al., 2012)。 

5.2. 个体特征变量 

研究发现，大五人格中的尽责性、开放性和神经质三个维度与相对剥夺感显著相关(Callan et al., 
2011)。个体情绪也会影响相对剥夺感和攻击行为，一味进行上行社会比较会使个体感受到强烈的负性情

绪，并深陷于负性情绪之中，产生失控感，从而引发个体的攻击行为(刘林海等，2022)。个体自尊水平也

会影响相对剥夺感，低自尊个体往往敏感多虑，容易通过比较感受到相对剥夺感，产生更多不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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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较难抑制攻击冲动(韩磊等，2017)。个体羞怯水平越高，越容易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并会体验到更强的

相对剥夺感，显示出较强的攻击倾向(高峰强，杨华勇等，2017)。 

5.3. 人口学变量 

对于青少年群体来说，男生相对剥夺感较之女生更显著，可能是由于女生更愿意主动寻求社会支持，

而男生则倾向于自己解决问题，导致不良情绪难以抒发。但也有研究发现，进入大学后女生的相对剥夺

感比男生更显著，可能是由于成年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周三华，2019)。除此外，年龄越大学生相对剥

夺感越显著；非独生子女、单亲家庭、农村户籍、经济困难的大学生相对剥夺感更显著(Zhang & Tao, 2013)。
对于成年人群体，年龄、实际收入和婚姻等变量对个体相对剥夺感有显著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群间具

有显著差异，而性别和学历变量对个体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 CGSS2015 实证研究发现，原

生家庭阶层会显著影响相对剥夺感，原生家庭阶层越高，个体相对剥夺感越低，对现阶层的认同越高(余
佳欣，王舒雅，2022)。 

5.4. 社会因素 

社会抗议等集体行为更易发生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更不是经济衰退时期，因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会

加强人们被剥夺的不平感，加上现代社会技术的普及和互联网全球化的趋势，人们能够轻易看到别人的

生活，会加强这种相对剥夺感(Seamus A Power et al., 2020)，此外，个体也很容易受到社会中不良群体的

影响，参加一些暴力的活动，对社会安全稳定造成影响(马皑，乐国安，2004)。 
改革开放几十年，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分化、解组、整合、流动都比较剧

烈(曾钰泽等，2020)。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会让部分公民产生基本权利被剥夺的感觉，非常不利于社会的

和谐稳定(付允，牛文元，2009)。国内学者认为相对剥夺感产生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原因

是不同个体或群体在物质水平、社会地位、名声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差距；主观原因是不合理的社会比较

和认知偏差等(王思斌，1988)。根据人们在改革开放中获利和受损的状况，可以将中国社会分为四个利益

群体或称利益集团：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李强，2004)。
当社会底层群体对于自身权益的表达未能得到想要的反馈时，就会产生对社会共同体的离异感和对其他

社会阶层的隔离感，也会激发更多社会矛盾和问题(Obaidi et al., 2008)。 

6. 相对剥夺感导致攻击性的理论依据 

社会应变理论认为，当个人被剥夺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合法渠道时，他们可能会寻求获得社会地位和

成功的替代手段，结合挫折感和失范感的理论，可以解释社会中暴力和攻击行为的增加(Merton, 1968)。 
挫折–攻击理论认为当个体感受到挫败时，很容易采取带有暴力的攻击行为进行宣泄。当个体与他

人比较后体验到相对剥夺感，就会体会到自己不如他人的挫败感，从而激起个体的攻击行为(Gaskell, 
1984)。 

从诱发攻击的因素角度提出的一般攻击模型认为，攻击行为的产生包括输入、途经和结果三阶段，该

模型解释了个体诱因和情境诱因，即输入变量对个体的认知过程和评价决策的影响，以及激发个体攻击行

为的过程；个体诱因主要包括个人特质、态度、价值观、长期目标等；情境因素主要包括攻击性线索、挑

衅、挫折、疼痛与不适、酒精和药物等(Anderson & Bushman, 2002)。相对剥夺感产生既有情境诱发，又有

个体认知、情感以及唤醒的内部状态，通过引发个体的评估及决定过程，促使个体做出冲动行为(陈允丽，

2018)。 
描述相对剥夺感经历的模型认为，相对剥夺来自于个体在社会等级中客观地位引发的比较，而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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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历来自个人和其他较富裕的人之间的人际比较。因此，个体对自身的不利条件产生愤怒和怨恨。反

过来，这些情绪反应可能会引发攻击行为或暴力的活动(Smith et al., 2012)。 
美国心理学家提出公正世界信念，假设个体都有这样的需要：相信自己生活的世界是公正的，每个

人都能够并且应当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这种世界是公正的信念，可使个体产生对于社会环境稳定的秩

序感，从而有利于个体适应这些环境。如果这种信念动摇，个体就很难以对长远目标进行追求，难以遵

循社会规范行事(Lerner & Miller, 1978)。 

7. 小结与讨论 

近几年研究者对相对剥夺感的关注逐渐增加，相对剥夺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

情绪来影响个体行为。对个体或群体攻击行为的影响主要涉及两个维度，第一是宏观社会环境的影响，

第二是个体自身因素。宏观社会环境决定了个体的经济收入、声名地位等外部条件，当感受到与他人外

部条件的差距时，个体易产生愤怒、不满，以及对社会的怨恨。不仅社会底层易产生剥夺感，精英阶层

也会通过与更上层群体比较而产生剥夺感；个体自身因素则涵盖个体认知、情绪、人格、自尊水平以及

性别人口学变量等因素，这些因素往往对个体攻击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使个体在生活和工作中产生失

范行为，甚至走上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的道路。 
目前，国内外对于相对剥夺感和攻击行为的研究以问卷形式为主，近几年模拟情景激发相对剥夺感

的研究有所增加，但大多还是停留在横断研究的基础上，无法推断其严格的实验结果，也无法看到相对

剥夺感随时间改变对个体产生的影响，后期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研究，考察相对剥夺感与攻击行为之间

的因果关系，为研究增添更多实证支持。 
此外，研究方法上也可多多创新。目前研究由于相对剥夺感测量参考群体不同，且涵盖维度不同，

国内外尚无信效度较高、适用人群范围较广的相对剥夺感量表，因此，日后的研究可以将重点放在编制

一套涵盖认知情感双维度的信效度较高的量表上。也可多使用生理学数据进行研究，探索相对剥夺感产

生时个体内部机制的变化。实验对象选择上，国外对特殊群体研究较多，国内则把视角放在普通群体身

上，如大学生、员工等，日后可以更加注重对特殊群体的关注，如空巢老人、服刑人员等，这些特殊弱

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较之普通群体会更强，更有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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