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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ook “The influence of prosocial behavior on happiness and it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a 
series of methods such as cross-sectional research, follow-up research, experimental research, di-
ary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research were adopted to demonstrate the immediate and delayed 
influence of prosocial behavior on happines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the theory of organic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this book 
studied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mechanisms of prosocial behavior affecting happiness: the 
mediating role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satisfac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osocial mo-
tivation. This book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enriching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prosocial behavior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level of prosocial behavior and 
well-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lementer, receiver and bystander, the book also unders-
tudied the influence of prosocial behavior on happiness as a whole, improved the happiness of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prosocial behavior, helped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widespread transmission of prosocial behavior, and constructed a harmonious, mutual aid and 
positive energy social atmosphere. This book has obtained many valuable research results, which 
provided empirical basis for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one good return deserves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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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一书，综合采取横断研究、追踪研究、实验研究、日记研

究和干预研究等多种方法系列论证了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即时性影响和延时性影响。并基于自我决定

理论视角下的基本心理需要理论和有机整合理论，考察了亲社会行为影响幸福感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和亲社会动机的调节作用。对于丰富亲社会行为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

论意义，对于亲社会行为和幸福感水平提升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该书还从实施者、接受者和旁观者多

主体视角入手，从整体上理解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提升亲社会行为发生过程中所有当事人的幸

福感，有助于了解亲社会行为广泛传递的机制，构建和谐、互助、充满正能量的社会氛围。该书获得了

诸多有价值的研究结果，为“善有善报”的心理学机制研究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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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先哲们曾秉持这样一种观点：“善有善报”。如《论语·子罕》中“仁者不忧”，具有“仁”这种

儒家所谓最高美德的人是幸福的。外在资源再丰富，没有道德，人也不会感到幸福，所谓《论语·述而》

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再如《论语·雍也》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外在条件严重匮乏时，具有美德的人依然能获得幸福(喻丰，彭凯平，窦东徽，董蕊，

&韩婷婷，2014)。《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一书正是对“善有善报”的心理学机制

进行研究。 
亲社会是一种美德，是构建和谐社会所提倡和推崇的精神。从个体视角而言，亲社会行为具有提升

个体自尊，实现个体自我满足的功能(Laible, Carlo, & Roesch, 2004; Yates & Youniss, 1996)；从人际关系

角度而言，亲社会行为有助于增进人际交往，促进人际适应和人际和谐(Campbell, Gulas, & Gruea, 1999)；
从社会层面而言，亲社会行为是社会公益和社会责任的象征，更是社会和谐发展与建构的基础(Penner, 
Dovidio, Piliavin, & Schroeder, 2005)。因此，亲社会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研究主题。自 2010 年

起，慈善援助基金会(Charities Aid Foundation)委托 Gallup 调查机构对全球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有关

亲社会行为的持续调研，调研对象覆盖世界 95%的人口。他们以“捐赠行为”、“志愿行为”和“助人

行为”作为关键指标对各国进行亲社会水平的排名，中国连续三年一直处于落后的区位(2015 年，第 144
位，共计 145 个国家；2016 年，第 140 位，共计 140 个国家；2017 年，第 142 位，共计 144 个国家)。
这一结果显然与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形象大相径庭，有必要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亲社会行为给予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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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关注和分析。 
Seligman (1998)最早提出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倡导，作为心理学的新兴领域，积极心理学是揭示人类的

优势和促进其积极机能的应用科学，致力于识别和理解人类优势和美德，帮助人们提升幸福感和生活得

更有意义。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个体心理健康的保护和心理疾

病的预防越来越值得关注。心理学研究不仅要为心理疾病提供治疗对策，还要为心理健康保护提供建议。

如何提高幸福感已然成为研究者和社会大众关心的重要话题。如果亲社会行为的回报机制即亲社会行为

增加助人者适应性这一结论能够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得以证实，将会引导人们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有

助于构建和谐、互助、充满正能量的社会氛围。 
因此，对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已是当今社会不可或缺的，并且势必是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因为亲社会行为研究的目的恰好在于，试图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使人们生活的更有意义。正是基于对上

述问题的高度关注，冯琳琳博士对此开展了系列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

响及其心理机制》一书，于 2018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从目前中国个体参与亲社会行为的比例

相对较低这一现状来看，可能意味着中国文化背景下亲社会行为的自激励效应相对较弱。因此，该书的

出版，对于丰富亲社会行为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提升亲社会行为和幸福感的提升有着

重要的实践意义。 
常言道“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亲社会行为常被看作个体获得幸福感的重要途径(Aknin et al., 2013; 

Martela & Ryan, 2016a, 2016b; Son & Wilson, 2012)。然而亲社会行为影响幸福感的研究大多在西方文化背

景下展开，国内较少有研究系统考察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对亲社会行为与幸福感关系间的机制

探讨也较为缺乏，对于两者间中介机制的探讨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亲社会行为如何影响幸福感。因此，

该书第一部分探讨了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及中介机制，即“为何善有善报”，包括 3 个研究，考

察不同形式的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及中介机制。研究 1 通过横断研究考察最高形式的亲社会行为

——利他行为与幸福感的关系及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研究 2 通过连续 2 个周的日记研究考察

自发的、非正式的亲社会行为——助人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研究 3 通

过间隔 4 个月的追踪研究考察正式的、有组织的亲社会行为——志愿行动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基本心理需

要满足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无论是问卷测查的利他倾向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助人行为以及基于团体活动

的志愿行为，都有利于施善者自主性需要、能力感需要和关系性需要的满足，进而有利于施善者幸福感

的提升。具体而言，亲社会行为可以使施善者感觉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善行、能力施善，并且通过善行

能够与他人建立和保持亲密的关系。解答了“为何善有善报”。 
通常个体的行为既可能源于个体主动性，也可能源于外部压力和回报，亲社会行为的结果也可能因

为源于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有所不同。自主动机的施善者通常真心想要使受善者受惠，受控动机的施善

者则可能为避免羞愧或避免惩罚从而顺从他人的要求。因而受到强制的亲社会行为可能并不能使施善者

幸福，甚至使施善者不愿意再次伸出援手。虽然自主–受控动机这一连续体结构对行为的影响具有跨文

化的广泛一致性(Chirkov & Ryan, 2001; Roth, Assor, Maymon, & Kaplan, 2007)。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尚

需进一步探讨动机对亲社会行为与幸福感关系的调节作用。该书第二部分探讨了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

影响及亲社会动机的调节作用，即“何时善有善报”，包括 3 个研究。研究 1 考察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

的即时影响及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研究 2 考察自主–受控动机的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即时

影响及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研究 3 考察亲社会行为的自主–受控动机对亲社会行为影响基本

心理需要满足及幸福感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自主动机的亲社会行为有利于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和幸福

感的提升，而受控动机的亲社会行为则起相反作用。提示我们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善有善报”，当善行

出于自愿时，才能有效地促进幸福感，解答了“何时善有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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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社会行为本质上是人际之间的互动行为，因此统合关注亲社会行为及其动机对亲社会行为涉及到

三方(包括实施者、接受者和旁观者)的幸福感的影响非常重要。近年来，研究者们也日益重视亲社会行为

对各个当事人的意义，统合考虑实施者的自我提升、接受者的获益，以及双方的积极体验(张庆鹏&寇彧，

2012)。但却忽略了非常重要的旁观者，在实际生活中，亲社会行为的发生不仅局限于人际交往中实施者

和接受者这两方，还涉及旁观者，即潜在的实施者和接受者。因此，该书第三部分首次综合探讨了亲社

会行为互动过程中施善者、受善者和旁观者的幸福感，即善有善报的广泛意义。有助于揭示亲社会行为

互动过程中幸福感提升的原因，还有助于了解亲社会行为广泛传递的机制。结果发现善行对涉及的各个

当事人均有裨益，有利于幸福感的提升，有利于各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但前提是出于自主动机。 
积极心理学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立足于发掘个体自身的积极品质和积极力量，包括爱、感

恩、勇气、乐观、信心、希望等。左宏梅和韦小满(2008)的研究也曾指出亲社会行为具有极大的可塑性，

并探讨了初中生亲社会行为的干预内容及方法。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仅此一篇文献探讨了亲

社会行为的干预，但其研究更着重于认识和鼓励及学习亲社会行为，可能只能改变个体的认识，却很难

改变行为。《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一书第四部分创新性地采用亲社会行为干预的

方法对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进行干预，探讨了亲社会行为干预促进幸福感水平的提升，为大学生亲社会

行为和幸福感的提升探索了新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总体而言，《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一书的创新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研究内容方面，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善行如何提升幸福感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更可能提升幸福感。将

自我决定理论视角下的基本心理需要理论和有机整合理论应用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通过系列研究论证

了善有善报的心理机制：基于基本心理需要理论，考察了基本心理需要(包括自主性需要、能力感需要和

关系性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基于有机整合理论，考察了亲社会动机(包括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的调节

作用。 
研究方法方面，采用多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实验研究、日记研究及干预研究等)对研究问题进行系列

论证，有助于更深入细致地揭示善有善报的心理机制。首次将日记研究应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亲社会行

为的研究，有助于把握日常生活中的助人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另外从亲社会行为干预入手探索提升幸

福感的新途径，有助于鼓励人们做出亲社会行为进而有效提升幸福感。 
研究视角方面，对亲社会行为互动过程中三方的幸福感体验进行统合分析，有助于从整体上理解亲

社会行为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提升所有当事人的幸福感水平。亲社会行为的互动过程中不仅会有实施

者，还会涉及接受者和旁观者。从实施者、接受者和旁观者多主体视角入手，通过现场实验考察真实情

境中的亲社会行为对实施者、接受者和旁观者幸福感的影响及心理机制。有助于了解亲社会行为广泛传

递的机制，构建和谐、互助、充满正能量的社会氛围。 
基于《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一书，未来研究还可以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探讨： 
首先，从长远的进化角度来看，危机首先促成亲社会倾向在群体中的保存。在面对突发性的、对物

种生存极具威胁的危机事件时，群体内部间的亲社会行为可以增加内部效用效益并促进个体之间互相帮

助共同弥补外在的损失(谢晓非，王逸璐，顾思义，&李蔚，2017)。由此，亲社会行为得以在群体内进化

并保存。相比在日常情境中，在危机情境中的亲社会行为更显得珍贵且更具有适应性价值。事实上在中

国，并非所有情境下，人们的亲社会行为水平都较低。每当中华民族遇到较大的灾难时，都会涌现大量

的亲社会行为：大家慷慨解囊、无私奉献，共同面对灾难和危机。李靖宇(2014)研究发现，与非危机情境

不同，在危机情境中，低自我控制的个体具有更强的动机，并且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这提示我们

今后研究要注意区分危机情境和非危机情境中的亲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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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亲社会行为的动机以及亲社会行为的有效性会对个体体验到的幸福感产生影响(Fritz & Lyu-
bomirsky, 2017)，进而反过来影响其亲社会行为水平。在中国，人们做出的亲社会行为可能很多恰是基于

受控动机。人们会因为迫于外界压力，担心受到他人指责，或者是出于一些想要得到的利益，而做出亲

社会行为。这种亲社会行为无法对人们的幸福感起到促进作用，更不用说自激励效应在其中起到作用。

个体做出亲社会行为的有效性也会影响个体的幸福感，某些负面事件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人们对于公益组

织的信任，减弱了个体做出亲社会行为的效能感。人们会认为自己做出的亲社会行为无法真正地帮助到

需要帮助的人，其幸福感水平不仅不会提升，反而还有可能会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今后应更

关注亲社会行为的动机，鼓励自主性的亲社会行为，并提高行为的有效性。 
纵观整个研究，作者采用问卷调查、实验研究、日记研究和干预研究等多种方法系列论证了亲社会

行为对幸福感的即时性和延时性影响，并以自我决定理论视角下的基本心理需要理论和有机整合理论为

理论指导，考察了亲社会行为影响幸福感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和亲社

会动机的调节作用，揭示了为何善有善报及何时善有善报。相信《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心理

机制》这一著作的出版，对亲社会行为的培养与维持以及了解亲社会行为广泛传递的机制有着重要的理

论意义，对亲社会行为和幸福感的提升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该书提示我们，首先，对于人们幸福感的

提升应该促进人们的亲社会行为倾向从危机情境延伸到更广泛的情境中。其次，需要注意培养个体亲社

会行为的自主动机，使个体发自内心地、自主自愿地做出亲社会行为。最后，形成一个诚信的社会大环

境，会对亲社会行为的培养会产生更为有效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该书首先可以启发人们重新思考自我–他人–社会利益的关系。利人即利己是现代化公

民意识的标志，是“大国心态”必不可少的。该书研究结论会对我国亲社会行为水平的提升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其次，该书研究结论能够应用于实践，为全民身心素质的提高开辟新途径。个体的道德行为

水平得到提升，他们更能走出自我的藩篱更好地融入社会。随着社会资源的丰富，个体的身心健康问题

会得到改善。再次，该书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临床价值。将亲社会行为应用于身心疾病的治疗与常规疗

法相结合能够取得更好的临床效果。该书在实施过程中能够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亲社会行为干预方案，

并能够在身心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中逐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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