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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6 要：责任心研究理论背景的多元性，决定了其测量方法和研究结果的多元特征。文章介

绍了心理动力学、人格心理学领域和社会认知等不同领域的责任心测量探索；并对责任心测量方

法的发展做了整理，如责任心的自评与他评测量、个体与团队水平测量、经典与项目反应理论测量

和外显测量与内隐测量；最后根据责任心三侧面的理论构想，讨论了责任心测量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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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前言

责任心是心理学研究和应用中最重要的个体差

异变量之一，对任务绩效、组织行为、人际关系等有

重要的预测作用，与稳定婚姻、健康行为、寿命长短

等也都有正向的关联［$］，因而在诸多领域受到广泛

重视。但在西方心理学中，责任心并没有统一的概

念、理论和评价测量工具。不同领域研究对象存在

差异，理论解释难以沟通，测量工具推陈出新，众多

研究各执一词，呈现一种多元化局面。

!6 不同领域的责任心测量

!< $6 心理动力学的责任心测量

主题 统 觉 测 验（ 3/3，3=>?@ABC /DD>EC>DABFG
3>HA）是心理动力学的一种测量方法，其原理是通过

被试对模糊刺激的自由反应的分析，推断其潜意识

的、深层的态度、冲动与动机，并以此了结其人格结

构。IBGA>E 基于 3/3 内容计分技术，发展了责任心

测量系统［!］。其计分标准包括 ; 个类别［5］：$）行为

的道德 : 法律标准；!）主观义务感；5）对他人的关

注；9）对不良后果的关注；;）自我判断。用这些类

别可以为想象性的口头材料计分，这些材料包括个

体的 3/3 故事、演讲、开放式问题等，统称为“ 自然

连续文句”。

IBGA>E 等以此责任心计分系统考察了责任心变

量在权力动机表达中的调节作用，发现高责任心个

体的权利动机可以预测亲社会行为，而低责任心个

体的权利动机可以预测放荡和冲动行为。在随后的

一系列研究中，IBGA>E 及其同事考察了责任心对职

业生涯和家庭适应的预测作用，责任心对领导人权

力实施的调节作用等［9］。总之，在责任心较高时，

权力动机表现为积极和亲社会的影响力，相反，则表

现出攻击、酗酒、药物滥用或其它放荡行为［;］。

!< !6 人格心理学的责任心测量

责任心测量也是人格研究中的一个活跃领域，

但在理论、概念和结构维度解释上存在很多分歧，如

JC)E@>，)FHA@ 的大五人格理论（KBL> K@CAFE 3=>FEM，

KK3）侧重于生物学解释，认为人格发展主要是一种

遗传现象［N］；2FO>EAH 等人的社会投资理论（ ’FCB@P
.GL>HA?>GA 3=>FEM）则侧重环境的解释，认为人格发

展主要是成年早期社会角色决定的［%］。

责任心特质论关注的核心在于责任心的静态结

构，即到底有多少维度。在人格的 /8;) 模型（ @Q
OEBRS>R 8BS KBL> RB?>GHBFG@P CBECT?DP>U）中，责任心

特质从理论上存在 7 个维度：尽职尽责、灵敏高效、

谨慎细心、忠诚敬业、理性严格、坚定果断、尽善尽

美、有条不紊、规整守序［"］。为了验证这一理论构

想，2FO>EAH 等人［7］综合了 % 个最常用的人格测量工

具（40+ : &. : 2，$N&K，)&.，J&V，W&. : 2，*&.，
/8;) : .&.&），揭示了六因素的责任意识结构，分别

是：勤奋、秩序、自控、负责、传统、美德，它们显示了

良好的汇聚效度（与其高阶因子责任心的高相关），

也具有一定的区分效度（ 与大五其他维度的低相

关）。

把责任心作为一种情境性状态的研究相对较

少，-@EG>E［$#］发展了一个测量短期状态性责任心的

工具，包括三个维度：组织性、坚持不懈和动机性，每

个维度 " 个项目，共 !9 项。该量表项目与先前量表

并无本质不同，区别在于量表前面的指导语：在稳定

特质责任心测量中，要求被试基于自己近一年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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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作答；在状态责任心测量中，要求被试根据给定

的情境作答（如期中考试准备和帮临时出差的朋友

看家）。特质与状态两种测量条件下，内部一致性

分别为 !" #$ 和 !" %&，因素分析验证了状态性量表

的三因素结构。

’" ( ) 社会认知领域的责任心测量

责任心还是社会心理学和管理心理学中的一个

重要概念，国内多译为当责（*++,-./01232/4），主要是

指当事人对自己责任具有清晰认识，并对行为后果

负有全部责任，具有当家人的意味，简言之即能够

“慎思、明辨、笃行”。它既可以看作是社会对个体

认知和行为的期待与要求，也可以看作是个体对社

会情境的认知，因而并非简单的个体心理特征，而是

个体决策者与其所在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纽带［(］。

5,436 考 察 了 对 他 人 的 非 正 式 当 责（ 7.8,9:03
*++,-./01232/4 8,9 ;/<69），他以五个项目的五点量表

作为对他人非正式当责的测验，该量表是只有一个

维度的测量工具。=69, 曾考察了责任认知与责任

品质对责任行为的预测作用，他用两个评分员对两

个行为变量进行评定，两个变量分别为：专注性和记

录（对下属绩效信息的记录质量），并以此来检验当

责操作的效果［(］。这实际上是把当责作为一个二

维构念来测量。>,,? 将领导当责界定为三层含义：

@）承担责任的意愿；’）言行公开；(）做出应答［@@］。

在此基础上，>,,? 发展了用于测量这种责任心的三

维结构的三个量表：负责性量表、公开性量表和应答

性量表，三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A、

!" %A和 !" %#，说明这些量表信度很高［@’］。但遗憾的

是研究者并未提供全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也没有

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因此，尚且不能说明领

导当责就是一个三维的心理结构。

() 责任心测量的多元方法

传统的责任心测量的对象多为被试本人，测量

水平属于个体水平，测量方法是对自我的责任心人

格特质、责任意识、责任情感或责任行为的反省和报

告，其量表也是根据经典测量理论来建构。但这些

方法存在着主观性强、与社会赞许性相混淆、容易作

伪、不够精确等问题。研究者针对不同问题，发展了

责任心的他测量、团队水平测量、项目反应理论测

量、反应时内隐测量等多元化方法。

(" @) 责任心的自评与他评测量

责任心的自我报告测量（ B638 C 96D,9/ :60B-96B）
或自评测量（ B638 C 90/2.E :60B-96B），是被试对自己

的评价、感受或认识。这种方法在特定情境下（ 如

人事选拔），可能存在社会赞许性的影响，也可能存

在作伪问题。>0E69:0. 在研究责任心与学业成绩

关系时，同时施测了被试自评和他评两种责任心测

量，结果表明被试的两种责任心分数都与学业成绩

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显示了一种线性关系，而且他评

责任心与学业成绩的相关要比自评责任心与学业成

绩的相关高（9 F !" @&，!" ($）。研究表明，责任心他

评测量应作为自评测量的一个重要补充［@(］。

(" ’) 责任心的个体与团队水平测量

对于有组织的团队，个体责任心与团队水平的

整体责任心是否是一种简单的加和关系？G.E32B<
等人发展了责任心的团队水平测量，考察了不同任

务下不同分析水平的责任心测量与团队绩效的关

系。团队特征的测量有两种水平：@）个体累加水

平：把团队成员责任心分数累加（或取其平均值）作

为团队的责任心水平；’）团队整体水平：以团队整

体为对象，整体不等于个体的累加，同一个体在不同

团队中的表现可能相差很大。在研究中，两种测量

的工具分别为：总加责任心量表（H-::0/6? I,.B+2J
6./2,-B.6BB H+036，HIH）和团队责任心问 卷（ K60:
I,.B+26./2,-B.6BB 7.L6./,94，KI7）。KI7 测量责任心

的六个子维度：能力、秩序、负责、努力、自律和慎重。

通过对 (! 个空军飞行员机组（每组 ( 人）同时施测

两种 测 验，发 现 KI7 与 任 务 绩 效 有 显 著 相 关（ 9
F !" (%），而 HIH 与 任 务 绩 效 相 关 则 不 显 著（ 9 F
!" ’$）；回归分析也发现，团队整体责任心测量对团

队整体绩效的预测效力要好于个体水平的责任心的

预测效力［@&］。

(" () 责任心的经典测量与项目反应理论测量

朱宁宁和张厚粲曾对人格测量的两种方法进行

了比较研究，采用项目反应理论（ 75K）的 M5= 模

型，发 现 在 人 格 测 验 中，75K 要 比 经 典 测 量 理 论

（IKK）的结果更接近受测者特质的真实情况，也能

更细致地区分被试，他们主张应该在人格测验中尝

试使用 75K 方法［@N］。

I<69.4B<6.O, 在其博士论文中认为，在 75K 中

采用理想点模型（ 7?603 P,2./ =,?63），更适合于人格

测量［@$］。理想点模型中的 MMQ=（广义等级展开模

型）既可用于二值计分，也可用于多值计分；既允许

在项目间使用分化反应类别，也允许项目的变量水

平区分，因而更具灵活性。对比 75K 项目分析与

IKK，发现理想点模型要比 IKK 更适合于人格测验

的建构，显示出对人格项目的更好拟合，并可以利用

特质连续体中间的更多项目来建构量表，这些项目

在传统方法中是难以利用的，而且量表可以提供更

多信息，由此提高了测量精度。此外，理想点模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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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也显示了较高的结构效度。国内外其它 !"# 人格

测量的研究也表明，$$%& 无论在项目拟合，还是测

量精 度 上，都 有 一 定 优 势［’(］。)*+,-./*+-01 基 于

"12+,3 的责任心六侧面研究结果，发展了责任心的

六侧面 !"# 测验，结果验证了 "12+,3 的责任心六侧

面理论，显示出了比同时施测的优势 )## 和优势

!"# 测验更加优良的测量学特征［’4］。

56 78 责任心的外显测量与内隐测量

外显自我报告存在一系列局限，如易受自我欺

骗、要求特征、自我提升和印象管理之类系统误差的

影响，也易受内省能力的限制［’9］，可能使外显测验

结果系统偏离被试的真实特质。为了克服外显测量

的这些不足，研究者发展了各种内隐测量，如内隐联

结测验（!:;<=>=3 ?//1>=@3=1- #+/3，!?#）、多因素特质

内隐联结测验（&A<3=B@>31, #,@=3 !?#，&C# " !?#）、

个人化内隐联结测验（D+,/1-@<=E+F !?#）、内隐联结

程序（ !:;<=>=3 ?//1>=@3=1- D,1>+FA,+，!?D）、单目标

词内隐联结测验（G=-H<+ I #@,H+3 !?#）等［JK］。

G3+BB+-/（JKK7）利用标准 !?# 程序，以我 L 他为

目标词类，尽责 L 非尽责为属性词类，构成了一个尽

责性 !?# 测验。为了避免与内隐自尊相混淆，G3+BM
B+-/ 使用了比较极端的尽责属性词（ 如书生气），而

非尽责属性词则选得比较温和。结果发现，被试在

外显测验中能够自如地作伪，而在内隐测验中较难

作伪；!?# 尽责性与 NOP I CC! 尽责性存在相关趋

势，而与 NOP I CC! 其他人格维度没有相关，这显示

了 !?# 尽责性测验的汇聚与区分效度［J’］。

$,A:: 仍以标准 !?# 测量大五人格，同时施测

了相应外显测量 NOP I CC! 和内隐自尊 !?#。多质

多法分析结果既显示了同质异法间的汇聚效度，也

显示了异质异法间的区分效度。他们发现，大五

!?# 测量的不仅是内隐自尊，更是测量到了内隐人

格的某些方面［JJ］。另外值得一提的是，$,A:: 对各

对属性词的项目效应进行了计算，并由此对整个大

五 !?# 进行了因素分析，验证了与外显测量类似的

大五因素结构。

$,++-Q@<F（JKK(）［J5］在其专利文献中，描述了

改进的责任心反应时内隐测量———多因素特质内隐

联结测验（&C# I !?#）。针对标准 !?# 测量人格特

质存在的内隐自尊和内隐人格自我概念的可能混

淆，$,++-Q@<F 在 !?# 属性词的设计上，力图避免两

极性词语的对比。$,++-Q@<F 选取“ 有组织性”、“ 注

重实效”、“高效能干”和“认真细致”7 个词语，构成

“尽责性”属性词；从其它 7 个人格因素中分别抽出

最有代表性的 J 个词构成“非尽责性属性词”。按照

标准 !?# 程序，使用这 J 种属性词与“我”及“非我”

目标词，构成了一个测量内隐尽责性的 !?# 程序。该

测量程序的信度和效度目前尚无实证数据支持。

78 责任心理论与测量的发展展望

76 ’8 责任心三侧面模型的构想

根据 O;/3+=- 的认知 I 体验自我理论（)1H-=3=R+
I OS;+,=+-3=@< G+<B I #*+1,.，)OG# ）［J7］、G>*<+-0+, 等

的责任三角模型（ 3,=@-H<+ :1F+< 1B @>>1A-3@2=<=3.）［JT］

和 "12+,3/ 等人的社会投资理论（ G1>=@< !-R+/3=:+-3
#*+1,.）［U］，责任心是影响责任行为的心理倾向、心

理活动和心理内容的统一体，包括责任品质、责任认

知和责任情境三个相互作用的侧面。责任品质是个

体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个体特征，包括内隐

和外显的各种与责任相关的动机、情感、价值观、效

能感、信念、意志特征，以及在认知操作过程中表现

出来的认知、行为和能力等特征。责任认知则是具

有某种特定责任品质的个体对环境的认知操作，包

括自我认知、人际知觉、角色认知、规则认知、结果预

期等内容。责任情境是个体基于已有责任品质对客

观环境的主观认识的结果，包括文化环境、社会规

范、风俗习惯、任务要求、岗位角色等内容。从理论

上讲，三侧面模型进一步整合了责任心理论，既体现

了认知双加工思想，又体现了心理动力学思想，有利

于解决责任心的稳定性和情境性之争。

76 J8 基于责任心三侧面模型对责任测量的展望

从理论上讲，三侧面模型源于不同领域的多个

模型，能够解释不同领域的责任心的研究结果，期望

能以此对未来研究提供假设和方法上的指导。

’）多侧面分解与综合。以往研究对人格特质

的分析，已经比较深入细致，对责任认知过程和责任

情境的研究尚不多见，从品质、认知和情境三个侧面

的整体来预测责任行为的模型，也有待建立。

J）责任情境研究的细化。责任情境也不仅仅

作为实验控制，而是要以多维度的具体指标来考察，

才能更好的预测具体责任行为。近年来对人职匹配

（;+,/1- I V12 B=3）、个人组织匹配（;+,/1- I 1,H@-=E@M
3=1- B=3）的重视，实际上也是对情境的重视［JU］。

5）个体与团体测量相结合。人事选拔是责任

心测量的重要应用领域，选拔的不管是员工还是管

理者，都是要嵌入到当前的组织中，因而未来研究应

该重视进一步发展团体水平的测量。三侧面模型不

仅提供了情境侧面，能够提供环境信息的输入接口，

其三侧面所确定的责任行为侧面，也为信息输出提

供了界面。由于具有了与外界的信息交换和相互作

用，三侧面模型具有了指导责任心团体测量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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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责任心的内隐层面。在三侧面模型中，

三个侧面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内隐性，尤其是责任品

质侧面，具有道德评价意味，因而即可能由于被试知

觉程度差异造成测量误差，也可能由于被试有意作

伪而造成系统误差。进一步发展内隐测量，是该问

题的一个重要解决途径。

"）责任心研究需要统一标度。责任心的结构

具有个体差异性和发展性［#$］，现有的维度考察只能

适用于某一类群体，不同群体的结果难以比较。三

侧面模型中可以引入强度和时间因素，从理论上讲，

既可比较责任心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也可以显示

责任心的个体内发展过程和个体间差异。

责任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话题，文章仅对涉及

责任心测量的几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作了简单总结，

对把握整个责任心研究现状也仅能提供一个出发

点。责任心的三侧面模型也只是一个初步的理论构

想，尽管具体到每个侧面都有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

支持，但针对模型整体的验证尚未进行，因而模型的

效度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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