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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we find that no scholar has discussed the individuals’ different prefe-
rence of value in the study of intertemporal decision-making influence factors. Based on existing 
literatures and research paradigms, my study intends to introduce the variable, love of money, 
and adopt the combination of questionnaire and experimental method. Thus we can investigate 
the choice difference of individuals who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love of money. This is not only the 
study of integration of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perspective,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decision-making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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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对跨期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目前并未有学者就个体效价的喜好差异进行过讨

论。在已有文献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本研究拟引入金钱崇拜这一变量，采用问卷和实验相结合的方法，

以探讨不同金钱崇拜水平个体的跨期决策差异，这是经济学与心理学融合视角的研究，是在已有决策领

域研究基础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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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金钱对人们行为决策的影响变得更为频繁、敏感与复杂。对于多数人而

言，金钱与时间总是在决策情景中无法兼得。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刻面临着跨期决策的困扰。正如现代

经济学家 Adam Smith (2002)在《国富论》中所强调的，跨期决策不仅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幸福与财富，

也关系到国家和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健康(Frederick, Loewenstein, & O’Donoghue, 2002)。 
有关跨期决策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早期的哲学界，心理学界对它的关注以 Mischel (1961)的儿童延迟

满足研究为起点。目前已有对跨期决策的研究中，虽就情绪、大五人格、自我控制、时间感知等影响因

素进行了探讨，但还未见学者就效价感知差异或喜好偏向进行深入讨论。通过了解人们的金钱态度和决

策偏向，能有效管理个体的冲动消费行为和错误价值观影响、提高决策质量。因此，本研究设想，能否

找到一个变量来描述个体的金钱喜好程度并通过操纵它来影响个体的跨期决策偏向？这既是亟待阐述的

现实问题，也是本研究构想的核心内容。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对于跨期决策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概念基本一致，认为跨期决策是个体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点的成本

与收益进行权衡，进而做出的各种判断和选择(Frederick, Loewenstein, & O’Donoghue, 2002)。研究发现，

与当前或近期的获益(或损失)相比，人们总是倾向于赋予将来获益(或损失)更小的权重，这一心理现象叫

做延迟折扣，也叫时间折扣或时间贴现，也即是说奖赏的主观价值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贬值(Green & 
Myerson，2004；何嘉梅，黄希庭，2009)。 

2.1. 关于跨期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 

关于跨期决策的影响因素，综合国内外学者(梁竹苑，刘欢，2011；秦玲玲，冯廷勇，2014；Peters & 
Büchel，2011)观点主要可概括为三类：决策选项的属性、决策者自身因素以及决策的情景因素。 

2.1.1. 决策选项的属性 
对于跨期决策而言，效价和时间是最重要的两个操作指标。针对效价，学者们提出了跨期决策中的

大小效应，指的是与大数量奖赏相比，小数量奖赏的时间折扣率更大(Benzion, Rapoport, & Yagil, 1989)。
时间方面，学者们发现，当决策选项分别以日期与延迟时间间隔表述时，个体的决策偏向不同(Weber et al., 
2007)。此外，研究者们还对决策选项的正负(损失或收益)、序列(上升或下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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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决策者自身因素 
已有研究发现，个体的年龄、自我控制能力、建构水平、时间感知能力、经济状况等属性明显影响

着人们的跨期选择行为。如陈海贤和何贵兵(2011)采用“为什么”和“怎么做”的启动范式来考察个体的

跨期决策偏向，研究发现受高建构水平启动的个体比受低建构水平启动的个体对延迟选项的主观价值判

断更大，从而更愿意等待或冒险。人格方面，叶博涵等人(2013)就大五人格对人们的跨期经济决策的预测

作用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开放性得分较高的被试愿意花时间等待一个较高的回报，神经质得分较高

的被试则更倾向于得到即时的回报，而外向性、宜人性和严谨性并没有体现出显著的预测作用。此外，

学者们还就个体的情绪、年龄、智力等自身因素进行了讨论。 

2.1.3. 决策的情景因素 
决策情景因素作为一个大背景融合了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通过引导个体的动机和意

图，影响其跨期决策。如 Chen (2005)对东西方人进行的对比研究，研究发现，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具忍耐

性，在跨期选择中，东方人更注重长远的利益，延迟折扣较小，而西方人则更偏向于近期利益，对未来

结果的折扣更大。此外，研究者们还对民族、宗教等背景因素进行了探究。 
虽然已有研究就跨期决策的不同影响因素进行了讨论，但仍然未有学者就效价的喜好程度进行讨论，

因此，对效价的偏爱研究成为了可能的探索方向。 

2.2. 关于金钱崇拜的研究 

金钱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对一些人而言，金钱就是动力，随着全球化竞争的

到来，金钱意义的研究引起了各国学者和企业管理者的广泛关注。 
对于金钱态度的测量，早期研究中提出了许多测量方法。美国心理学家 Tang，T.L.P 教授认为，人

们的金钱态度可分为积极、消极和否定三种类型，并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加以考察。在此基础

上，Tang 等人推出了不同版本的金钱伦理量表(Money Ethic Scale, MES)，并归纳出四种金钱人格的人：

金钱排斥者、金钱冷漠者、金钱不满者和金钱崇拜者。Mitchell 和 Mickel (1999: p. 571)认为金钱伦理量表

是测量金钱态度最完整、系统性的量表之一。然而通过对 MES 的内容分析，研究者们发现其维度较广，

不具针对性，无法满足特定研究中对金钱态度的测量要求，介于此，Tang 和 Chiu (2003)从 MES 中选取

了一些因子并开发了金钱崇拜量表(Love of Money Scale, LOMS)，可以说 LOMS 就是 MES 的一个子量表。

Chiu 和 Tang 等(2003)认为，收入和金钱崇拜是两个独立的构念，金钱崇拜是“恶魔”(evil)的根源，而金

钱本身则不是。金钱崇拜被定义为个人对金钱的态度、个人的金钱意义以及个人对金钱的需求、价值与

渴望。Tang 等人(2006)认为具有高水平金钱崇拜的人渴望变得富有(情感的)；能被金钱所高度激励(行为

的)，并认为金钱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知的)。 
金钱崇拜量表前后有 3 个版本，分别是 9 个题项的 3 因子模型、17 个题项的 4 因子模型和 15 个题

项的 5 因子模型。2013 年，国内学者谢延浩等人利用 9 题项 LOMS 中文版从企业单位职员、事业单位职

员中获得 256 份有效问卷，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聚合效度(谢延浩等人，2013)。
2005 年，国内学者杜林致与 Tang 进行合作，将 4 维度的 LOMS 引入中国并在天津某大学进行了本土化

的差异研究。通过对 319 份有效问卷的分析发现，性别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法律、政治学、社会学

专业间也没有显著的差异，模型各拟合指数大于 0.9，RMSEA 小于 0.05。虽然研究结果差异不显著，但

是该研究验证了 LOMS 在中国的适用性。2004 年，Tang 等人利用 5 维度的 LOMS 对金钱崇拜在收入与

薪酬满意度间所存在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性(Tang 等人，2004)。 
目前国内致力于金钱认知管理、金钱伦理、金钱心理的研究较多，有关金钱崇拜的研究，特别是以

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屈指可数。未来的研究可对大学生的金钱态度作一个基本了解并尝试探究金钱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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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生就业决策、跨期经济决策、创业风险决策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研究。 

3. 研究构想 

研究以个体金钱喜好差异为切入点，采用 Tang 等人开发的 9 题项 3 因子 LOMS (中文版)为测量工具

来探讨不同金钱崇拜水平个体的跨期决策差异，这采择了经济学与心理学的视角，也是在前人(Tang，李

红，索涛、何贵兵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3.1. 总体目标 

本研究的目标是通过问卷调查与实验研究的方法，在考察被试金钱崇拜水平的基础上，通过操纵跨

期决策的任务难度和时间类型，观测个体的决策结果(延迟奖赏 LL 的选择率)，以探明金钱崇拜对个体跨

期决策的影响作用。 

3.2. 研究框架(图 1) 

3.3. 研究内容设计 

3.3.1. 实验目的 
考察高水平金钱崇拜者和低水平金钱崇拜者在跨期决策中的行为倾向差异，探讨金钱崇拜与其它变

量可能存在的关系及其对跨期决策行为结果的影响。 

3.3.2. 研究对象 
以高校大学生与研究生为对象，利用 LOMS (中文版)对 120 名被试进行施测，按照测验总分的高低

进行排序，分别从上、从下选取序列中的 27%作为高、低水平金钱崇拜者各 32 人，并尽可能保证被试在

重要人口学变量(如男女)上的均衡。且所有被试智力正常，视力或矫正视力均正常，无眼疾病患者，均为

右利手。 

3.3.3. 实验材料 
本实验共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材料为《金钱崇拜量表》。利用 LOMS(中文版)对大学生的金钱

态度进行测量，已经证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该量表共 9 个题目，分 3 个维度。采用 5 点计

分法进行计分，1 代表“非常不赞同”、2 代表“不赞同”、3 代表“中立”、4 代表“赞同”以及 5 代

表“非常赞同”。 
第二个部分材料是在计算机上呈现的实验材料。参照前人的研究(马文娟等，2012；索涛，李红，2012；

索涛等，2014)，研究所选用的备择选项间的金额差值率为：5%、10%、15%、25%、35%、50%、70%、

95%。合并 35%、50%、70%、95%作为“容易决策”类，即 SS 与 LL 的差异较大，被试较易做出决策；

合并 5%、10%、15%、25%为“困难决策”类，即 SS 与 LL 差异适中，被试较难做出决策。时间为今天

–3 天、今天–1 周。 

3.3.4. 研究假设 
基于已有的成果，研究假设：① 高、低金钱崇拜组被试在跨期决策任务中存在不同的行为反应模式，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图 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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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低金钱崇拜者相比，高金钱崇拜者更看重报酬的多少，因此在跨期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较大的延迟奖

赏(LL)；② 在跨期决策任务中，金钱崇拜、任务难度、时间类型之间存在交互效应。 

3.3.5. 实验设计和程序 
参照前人的研究范式(马文娟等，2012；索涛，李红，2012；索涛等，2014)，本实验采用 2 (被试类

型) × 2 (任务难度) × 2 (时间类型)的混合设计。其中被试间变量为被试类型(高金钱崇拜者、低金钱崇拜者)，
被试内变量为任务难度(困难、容易)和时间类型(今天–3 天、今天–1 周)；因变量为被试的决策结果，

测量指标为被试选择延迟奖赏项(LL 项)的概率。 
实验程序 1：筛选被试 
利用 LOMS 中文版对被试进行分类，取总分高低 27%作为高、低金钱崇拜组进入行为实验。 
实验程序 2：跨期选择任务 
刺激程序由 E-prime 编制和控制，并在一台屏幕大小为 17 英寸的液晶电脑上呈现。被试舒适地坐在

安静的行为实验室的椅子上，两眼平视电脑显示器，眼睛距离显示器大约 50 cm，背景颜色为灰色，并

且被试到电脑显示屏的水平和垂直视角保持在 5˚以内。 
实验前首先告知被试：这是一个简单的真实决策任务，为了答谢他们对研究的支持，将会给他们一

些劳务费作为报酬。关于数额的多少则基于任务中他们的选择进行权衡。面对每一次的选择，他们必须

在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其中一个选项会立即得到报酬但金额较小，另一个选项会较晚得到报酬但金额

较大。请根据自己的真实想法做出选择。同时告知被试，实验中会随机出现探测选项，以检查其是否认

真做出每次选择，若没有认真完成实验，最终将不能获得报酬。整个实验结束后，让被试在所有选择过

的选项中随机抽取一个，作为最后的报酬。 
在每个 trial 中，首先在电脑屏幕中央出现一个“+”，持续 500 ms 提醒被试实验准备开始，然后屏

幕上出现两个选项，如图 2 所示。 
左侧选项(今天得到 6 元)为即时选项，右侧选项(一周后得到 12 元)为延迟选项，要求被试根据自己

真实的想法尽快做出选择。选择左侧选项按 F 键，选择右侧选项按 J 键。当按键后，选中选项下面对应

的三角形立即由黄色变成红色持续 1000 ms，以示确认选中。随后进入下一个 trial。 
正式实验之前，被试先进行一个包括 10 个 trial 的练习，练习程序和正式程序一样，在练习的过程中，

主试给予详细的指导，直到被试能单独熟练地掌握整个任务。正式实验由 5 个 block 组成，每个 block 包

含 16 个 trial，相邻 block 之间有 30 s~1 min 的自控休息时间。为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实验结束

后对每个被试进行追问，以保证被试的决策是在注意到刺激信息后做出的选择。 

3.3.6. 实验数据分析 
运用 SPSS20.0、AMOS20.0 对所获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 

 

 
Figure 2. The flow chart of every trial 
图 2. 每个 trial 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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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本研究探索的是在不同金钱崇拜水平下个体的跨期决策差异与模式，为了能更好地了解金钱崇拜对

个体跨期决策行为的影响机制，未来可在此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提出有关金钱崇拜与其它变量

关系的假设，并结合 fMRI、ERP 等技术探讨跨期决策中金钱崇拜对个体心理机制的影响。本研究构想不

仅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整合与发展，其预期结果也能为后继研究提供十分有意义的线索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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