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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have been studied for a long time in China and abroad.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covers different groups and different fields. However, 
the related research is still insufficient. After systematical exploring and discussion of basic psy-
chological needs in the concept definition, the structu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the research 
statu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meaning, internal structure confu-
sion and single measurement.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introspection and pros-
pect from the aspects of systematicness, traceability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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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本心理需要在国内外的研究由来已久，目前基本心理需要的研究遍及不同人群不同领域。但是需要的

研究仍存在不足，在概念界定、需要结构、理论基础及研究现状几个方面系统地对国内外基本心理需要

的观点和研究进行阐述之后，发现其中存在涵义不清、内部结构混乱以及测量单一等问题。因此从系统

性、追踪性以及应用性等方面提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17.711158
https://doi.org/10.12677/ap.2017.711158
http://www.hanspub.org


库慧，史慧颖 

 

 

DOI: 10.12677/ap.2017.711158 1270 心理学进展 
 

关键词 

基本心理需要，结构，理论基础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基本心理需要概念及辨析 

1.1. 需要概念的界定 

需要作为一个日常概念虽然广为人知，但其定义却并不统一。国外学者们各有看法，如 Sullivan (1953)
在人际理论里将需要定义为个体与有机体内外的物理化学环境之间的生物不平衡引起的张力；Rotter 
(1975)的社会认知学习理论中对需要进行了假设，认为需要是被人们认为是驱使自己朝向目标的行为或行

为群，需要由需要势能、活动自由和需要值组成；Murray (1981)则认为需要是一种存在于大脑中的生物

化学力量，它以将令人不满意的情境转化成令人更加满意的情境的方式来组织知觉、智力和行动，并将

需要等同于驱力，认为一种需要或多或少可以被看作是稳定的人格特质或者某些时候是一种状态(叶奕乾，

2005)。可见需要是内部产生的，指向一定行为的力量。 

1.2. 需要概念的辨析 

需要常以意向、愿望、动机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概念以需要为基础，与需要关系紧密，正确理清

这些概念和需要的关系才能更好的掌握需要的概念。常见的容易与需要发生混淆的有欲望、内部动机和

目标等。欲望(desire)是指想得到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必然为人所觉知，可能超出需要的度，

欲望象征有机体缺少或者实际需要某些东西，欲望的结果可能是有害的，而需要则与人的成长健康联系

在一起(Kasser & Ryan, 1996)。内部动机是人类积极主动寻求成长的本性，是人类学习和发展的基础

(White，1959)，而胜任(competence)及自主(autonomy)的需要激励内部动机行为的产生，即动机是需要的

基础，推动人们去行为或指向某一目标以满足需要，阻碍人的自主需要会降低行为的内部动机(Kowal & 
Fortier, 2010)。Deci 与 Vansteenkiste (2004)将基本需要与内在化联系起来分析，认为外在刺激驱力可以通

过加强对自主需要的支持度来提升内部动机，实现内部的整合。以及关于人生目标的阐释，目标设定过

程的核心依据就是基本需要，且需要满足的程度影响着目标的制定(Deci & Ryan, 2000)。 

1.3. 基本心理需要的界定 

人类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根据需要的特征描述列出一个清单来，比如睡眠、性、进食等等

的需要，这些生理的驱动彼此间是相对独立存在的，并且毫无疑问是先于其他需要存在的最有力的需要

(Maslow, 1943)。在满足这些需要之后，才会考虑到爱、归属、安全等等需要。Len Doyal 和 Ian Gough (2008)
在《人的需要理论》一书中对基本需要进行了论述，认为基本需要是在需要与想要之间存在普遍性和最

高的标准判断，这种需要是所有人为了避免严重伤害都必须达到的目标，并且列举了健康和自主作为人

类最基本的需要。 
对于基本心理需要的概念，却并未见到明确的界定。McClelland (1961)将需要划分为两大类，基本心

理需要就是除却生存需要或者物质需要之外在精神上的需求，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金字塔中便是除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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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的所有层次的需要。除开和动物一样的生物需要之外，这些存在的特殊的人类需要出现于人类文化

的演化过程中。基本心理需要对人类生存发展以及心理整合而言是必要的营养(Deci & Ryan, 1991)。 

2. 基本心理需要结构 

2.1. 国外需要结构的划分 

对于需要的结构，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马斯洛(1943)的需求层次理论将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

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还有早期曾提及的求知

与审美的需要。Alderfer (1969)在马斯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 E.R.G 理论，把人的需要分为三类，包括存

在、关系和成长需要。社会-文化理论的代表霍妮(1937)认为神经症的动力结构是基本焦虑，为消除基本

焦虑个人产生了神经质需要，她提出十种神经症需要并归为三类：依从人，对爱与赞许的需要；支配人，

对权力、成就威信等的需要；分离人，即对独立、自主和完善的需要。艾瑞克森(1968)则提出了八个心理

社会发展的阶段需要，如婴儿期对基本信任感的需求、青少年时期对同一性的需要等，主要有基本信任(希
望)、自主(意志)、主动性(目的)、勤奋(能力)、同一性(忠诚)、亲密(爱)、繁殖(关心)以及自我完整(智慧)
的八种需要。之后弗洛姆(1981)提出人类除了生理或者动物需要外，还受五种需要的驱使，即亲合、超越、

寻根、同一性感以及定位的需要。随着动机研究的发展，Deci 及 Ryan 提出影响颇大的自我决定理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通过对内外部动机的认识假定人有三种根本的心理需要，即胜任需要、

关系需要及自主需要。 

2.2. 国内需要结构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于需要结构的研究则偏向于在通过调查研究进行分析，并没有形成比较系统和被认可的

理论。如黄希庭等(1988)通过开放式问卷测量后自编的需要调查表，将大学生的需要分为 6 类 18 种，主

要有生理、安全、交往、尊重、发展和贡献需要。景汇泉和孙宝志(2001)进行了长达 20 年的追踪研究，

参考马斯洛理论、ERG 等理论编制问卷，提出了需要的 TGO 理论，包括成长、成才及服从三大类需要，

并发现需求结构具有层次性和相对稳定性。 

2.3. 需要结构内部辨析 

需要划分的种类众多，甚至名称各有不同，有些需要之间存在重叠。Murray(1981)也认为需要与需要

之间存在关联，需要可能融合也可能发生冲突。 
以马斯洛和德西的理论为参照分析，首先，生存需要是生物或者物质需要，排除在心理需要之外，

对此不予赘述。其次是安全需要，马斯洛认为在婴儿和孩子身上这种需要表现的最明显，是指一种对周

围环境和事物的确定感、可预测、稳定的以及有秩序的要求，能使个体感到受保护和安心，感受到父母

的有力保护和外界环境的安全。不安全分为几种，缺乏保护的心里不安全，对未知的恐惧，对危及生存

的意外事件的不确定等等。心理安全感是指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有预测和处理的能力，主要表现为控制感

和确定感，这在某种程度上又表现出一种渴望支配的权力，这与弗洛姆等人提到的支配需要、权力需要

存在一定的联系。 
归属与爱的需要，主要是指对亲情、爱情以及友情的追求，这类需要在大部分学者的观点中均有表

述，有的和此含义相同，如霍妮对“爱与赞许”的需要，艾瑞克森“亲密”的需要，弗洛姆“寻根”的

需要，以及萨提亚冰山理论中“被认可、被接纳、被爱”需要等。有的则将其归纳到其他类别中，如德

西的关系需要定义为来自重要他人的爱与关心，与他人连接的需要，包括归属需要。周冠生(1995)的关系

需要包括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信任的需要、权力与优越的需要等等，两者之间的观点存在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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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黄希庭等(1988)将归属需要、友情需要以及求援需要都归结为交往需要。 
马斯洛将尊重需要单独设为一个层次，认为尊重需要是普遍的一种希望自我尊重、以及尊重他人并

且对自己有一个稳定的有根基的高自我评价的渴望。弗洛姆则将尊重视为爱的要素之一，黄希庭等(1988)
认为尊重需要包括成就需要、自尊自立需要以及权力需要，即希望胜过他人，得到他人尊重、顺从服从，

此含义与马斯洛的则略有不同。而成就需要对于德西而言，则是胜任需要的范围，胜任需要是指人希望

有效适应环境(White, 1959)，确实的掌握并且知道自己能够做到的效能感，而对于马斯洛而言成就需要却

是属于自我实现需要的部分。 
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指个体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他适合或者应当成为的人。马斯洛将求知需要、

审美需要以及其他能够促使潜能发挥的需要归入其中。而自主或者自由是满足这些基本心理需要的前提

条件，只有能够自由决定要不要做、怎么去做以及自由的表达等等才可能实现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而

在德西的理论中，自主需要是三种基本需要之一，是指一种自我意识的整合，自我意愿以及能够根据自

己的兴趣和价值追求自主选择。 
综上所述，对于基本心理需要按照三类划分，一是从个体自我意志、兴趣等等出发的指向现在的需

要，比如独立、自主、享受、自尊、同一性等等需要，二是从个体与周围世界、人物相处指向双方的需

要，如爱与被爱、被认可、归属、权力、支配、尊重、友情等等需要，三是从个体适应环境角度指向未

来的需要，如成就、发展、自我实现、成长成才、求知审美等等需要。大方向上可以从这三类进行考量，

如果需要进一步对这些需要概念进行辨析，了解它们之间的交叉、独立或者包含、被包含的关系，则应

当在具体情境中结合需要使用的年龄段特征和含义进行分析。 

3. 基本心理需要的测量 

国外对需要的测量主要有个人取向量表、主题统觉测验和基本心理需要量表。依据马斯洛的理论，

Shostrom (1974)编制了个人取向量表(Personal Orientation Inventory, POI)，采用强迫选择法对自我实现的

人的价值观及行为进行全面的测量，具有较高的信效度。Murray (1981)将需要分为两个类别，心因性需

要次于生物性需要，属于心理的方面，包括成就、亲和、求援、次序、支配、表现、攻击、自主等 13 种，

并编制主题统觉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TAT)，使用投射技术分析图片解读人的故事以了解其需

要。Deci等人依据自己提出的 SDT理论编制了基本心理需要量表(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Scale, BPNS)，
这是一系列的量表，测量个体的需要满足水平，包括工作领域和人际关系领域，原始量表有 21 个项目，

测量个体自主、胜任及关系三方面的需要。 
国内使用的较多的是黄希庭教授(1988)年编制的需要调查表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9)编制的大学

生需要调查量表(UNI)。前者在大规模开放式问卷的基础上编制而成，对 18 种需要进行界定并通过重要

性排序测量优势需要，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后者是根据香港城市大学 1997 年编制的大专生需要调查问卷

改编而成，共 58 个项目，采用五级评分制，测量大学生的学习、个人及择业三大类需求。 

4. 基本心理需要的理论基础 

4.1. 西方心理学领域的理论基础 

西方心理学领域关于基本心理需要的研究基本集中在人格心理学当中，个体心理需要一直是人格心

理学中相当重要的议题。晏予(1990)对人格心理学当中的需求理论进行研究，总结归纳了三种理论基础，

一是本能需求理论，包括弗洛伊德“无意识本能理论”以及荣格认为本能是心灵背后的推动力，是为个

体心理发展提供的一种能量等等观点；二是社会-文化需求理论，以阿德勒为代表，他认为对人格发展起

决定作用的，是个体的社会性需求即寻求优越、补偿自卑的需要。而霍妮则从坏境、文化的角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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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个体都有两种无意识的需求：安全和满足。埃里克森发展了个体人格发展的八阶段，即该阶段的个

体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对立；三是生物-社会-文化需求理论，最早提出的是弗洛姆，他将生物学意

义与社会学意义相结合，认为在满足生存需要后，还有五种社会需要。马斯洛则进行了完善，提出了需

要层次理论，完成了本能需求理论与社会文化需要理论的综合。莫瑞进一步弥补了马斯洛的缺陷，认为

没有大脑就没有人格，强调了生理基础的重要性，并归纳了个体所具有的基本生物需求和非生物需求。 
与此归纳一脉相承的是周冠生(1995)的观点，他认为需要理论研究的三座里程碑是弗洛伊德的生物欲

望说、阿德勒的社会情感需要说及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说，这三种需要理论演进的历程是：生物的性本能

需要——先天的社会情感需要——生物的社会性需要(“似本能”需要)。此外，还有观点认为需要的理论

基础包括驱力降低理论、自我实现理论等等(沈静，2007)。 

4.2. 我国心理学领域的理论基础 

我国对于需要的论述在古代主要集中在理欲之辩上。有学者认为欲相当于现代心理学中需要这一概

念，并且偏向低层次的物质需要，与罪恶、私欲等同齐观，大部分学者对欲的态度都是轻贬的(彭彦琴，

杨鑫辉，1997)。一方面欲为人之天性，“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

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

求”(《吕氏春秋》)。朱熹也承认“若是饥而饮食，渴而欲饮，则此欲岂能无”。另一方面则贬低对欲的

需求，无论是儒家的修身养性，道家的清心寡欲还是佛家的四大皆空，都是要求人们抑制最低层次的生

理需要。 
理从心理学意义上看，是指人合乎礼的诸种需要(汪风炎，2001)。理与欲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在我国

古代思想中就相当于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关系(彭彦琴，杨鑫辉，1997)，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是合

理需要与不合理需要之间的争辩，即理与欲都包含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只是欲中包含的需要既有合理

也有不合的，而理中的需要都是合礼的(汪风炎，2001)。 
理欲之辩，对此有着很多不同的看法和观点。部分学者持理欲对立观点，如朱熹，认为正当的“欲”

即天理,不合乎礼的需要即为人欲,“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

理灭(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另一些则对理欲对立进行了批判，如陈亮、陈确等人，认为人欲中合乎礼

的部分就是理，肯定了物欲的正当性，同时主张适度节制。清代著名学者戴震的“理义在事”、“理存

乎欲”与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马迁《货殖列传序》)的观点相一致，精神需要

是建立在物质需要的基础上的，物质需要的满足能更好的实现精神需要。同时，欲也是行为的动力，《吕

氏春秋》有载：“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这

就强调了欲的驱动力量。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对于需要有了更系统的认识，马克思认为需要即人类本性，人有劳动的

需要、自然需要以及现实需要等等。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过需要的系统观，但是他的人性分析为我

国心理系统研究打下基础。周冠生(1995)年就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系统理论研究需要问题，并提出需要的自

我社会价值实现学说，从系统论的角度去考察自我实现的需要，对个体需要进行了并行性的、多层次的

全面概括，可分为低层次的生物潜质的实现需要和高层次的社会价值实现需要即自然需要和现实需要，

后者的实现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 

5. 心理需要的研究方向 

最常见的是关于基本心理需要的调查与结构研究。景汇泉和孙宝志(2001)通过对大学生的需要结构进

行了长达 20 年的追踪调查研究，认为大学生的需要有 3 大类 13 种。沈静(2007)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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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需要问卷，得出大学生的自我成长需要、发展条件需要、心理健康需要和友爱交际需要排前四位，

并探讨了性别、年龄、文理科、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和家庭月收入等的影响。还有对小学生中学生心

理需要的状态调查、需要问卷编制(涂红涛，2007；万晶晶，张锦涛等，2010; Sheldon & Hilpert. 2012)等
的研究。 

其次是基本心理需要与幸福感等因素的相关研究。基本心理需要能显著预测个体的幸福感水平(Deci, 
& Ryan, 2000, 2008)，并且个体的自主需要和胜任需要的测量轨迹与幸福感指数显著相关，自主需要、

胜任需要满足的日常变化可以预测日常变化的幸福感(Sheldon, Ryan, & Reis, 1996; Reis, Sheldon, Gable, 
Roscoe, & Ryan, 2000)，还有研究更进一步发现自主与关系需要满足与瞬间幸福积极相关，而胜任需要

满足却与瞬间幸福满足呈现负相关，因为胜任能力的提升行为至少需要以现在暂时的情感付出为代价

(Howell, Chenot, Hill, & Ryan, 2011)。Tay 和 Diener (2011)研究跨文化幸福感，得出结论无论是在哪种领

域、文化或者人生阶段，基本心理需要是少数能够稳定预测幸福感的指标之一。还有一些与其他的因素

之间关系的探讨，如网络领域探讨网络成瘾、问题网络使用、手机依赖等与心理需求的关系(邓林园，

方晓义等，2012；甘启颖，2015)；学习领域探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学习倦怠、学业表现之间关系

(Miserandino, 1996; Jang, Reeve, Ryan, & Kim, 2009; Jang, Kim, & Reeve, 2012)；以及职工领域研究基本心

理需要满足与员工幸福感、工作满意度、感知组织或者领导支持的关系等(Baard, Deci, & Ryan, 2004; Van 
den Broeck et al., 2010; Gillet, Fouquereau, Forest, Brunault, & Colombat, 2012)。 

近年来以基本心理需要作为中介变量的研究增多，德西的自我决定理论及测量工具为众多领域研究

提供了条件。如成瘾领域(喻承甫，张卫等，2012；易娟等，2016；李董平等，2016)、亲密关系领域(Wei, 
Shaffer, Young, & Zakalik, 2005；郭海英，朱婉灵等，2014)、学习工作领域(罗云，赵鸣，朱振宏，2014)、
运动领域(Leversen, Birkeland, & Samdal, 2012)等。 

6. 反思和展望 

心理需要的研究更多的不是集中于需要本身，对于需要的结构与维度的研究也存在不足，并且各需

要或者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明确，缺乏整合性的论述。要把握基本心理需要的结构，不仅需要对各维

度本身进行界定，还需要把握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并且对基本心理需要的界定也不

清晰，除 Deci 和 Ryan (2000)对选择三种需要作为基本需要的原因做过阐释外，其他并未明确界定这些需

要因何是基本心理需要，有些则只是对需要种类的不完全列举，这导致同一名称的需要在不同理论中表

达的含义可能不同，而不同名称的需要可能含义相同(陈陈，2004)。缺乏统一的明晰的界定，导致这一领

域研究的混乱。基本心理需要领域缺乏连续的、全面的以及发展的研究，研究时应当注意到不同年龄段

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政策等等对于需要的影响。 
对于基本心理需要的研究，首先应当从系统化、生态化的角度去全面把握需要的结构、层次以及发

展，面对不同的群体或者领域，需明确基本心理需要的内涵和结构。其次要重视对于纵向数据的研究，

加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理论深度验证，从普遍的共性角度去理解心理需要的属性，同时也要注意个体

差异、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此外，在研究需要满足程度作为中介的领域，则需要进一步细化深入，分析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时如何在多种因素间起到作用，了解基本的作用机制，并且明了在不同研究领域中基

本心理需要存在的异同。最后，应当加强需要研究的应用性，无论从个性分析、行为表现或者咨询、干

预角度，都可以以此为依据，加强对个体的了解，应用相应的理论知识于实践。 
此外，研究的工具也大多采用量表或者自编问卷，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基本没有采用实验进行研究。

需要是人行为的动力，是人内部的一种平衡状态，具有内隐性和变化性，不可直接观察，只能通过外部

行为进行推测和判断。但是需要的外部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不同的需要可能表现为相同的行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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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也可能表现为不同的行为。基于需要本身的特性，精确的定量化的实验方法和其他测量存在难度，

这也是影响需要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今后的需要研究中，如何克服这些不足，取得需要研究的长足

进展，也是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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