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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调节效应或者中介效应分析在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中被广泛使

用。总结了多种有助于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分析找到建模理据的途径，指

出调节效应模型只需要为主效应提供理据。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视角，论述

了调节效应或中介效应的实证文章多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地认

为此类文章多就有什么不妥，正确的做法是审视具体文章中模型假设是否

有理据、统计方法是否用得恰当。

研究要点

1. 总结了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分析找到建模理据的途径。
2. 论述了为何调节效应或中介效应的实证文章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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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多年来，在心理学和其他社科

领域，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基于问卷调

查的研究涉及调节效应或者中介效应的文

章特别多。2019—2023年五年间《心理学

报》《心理科学》《心理发展与教育》《应用

心理》上发表的论文，使用了问卷、量表收

集数据的实证文章（不包括仅在协变量使

用问卷、量表的实验类文章）分别有 49%、

46%、73%和 38%，其中使用了调节效应分

析或（和）中介效应的分别有 81%、68%、

88%、86%，同时包含了两种效应分析的文

章分别有 41%、28%、36%、21%。这种现象

也引起部分学者的疑问，为什么这类文章

这么多？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明确调

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究竟是做什么的，应当

如何提出建模理据，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

其实许多人理解得并不透彻。然后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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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论两个视角，说明这类文章多是很正

常的现象。

1 调节效应分析及其建模理据

调节效应与交互效应大同小异，凡是

可以做交互效应的场合，都可以将其中一

个自变量视为调节变量，将交互效应转为

调节效应进行解释（温忠麟等，2005）。或许

有人不清楚调节效应与交互效应的关系，

因而觉得调节效应文章多有问题。多变量

分析的一个优势是可以做交互效应分析，

包含交互效应是 SPSS 等流行统计软件进

行方差分析的默认功能，所以多因素实验

研究包含交互效应或者调节效应很正常。

同样，回归分析不止一个自变量的时候，考

虑自变量之间的交互效应，也是比单单考

虑主效应较好的做法。

假设已经知道变量 X 影响 Y（温忠麟，
2017；温忠麟等，2024），调节变量 M 影响
的是 X 与 Y 的关系，即影响 X 与 Y 关系的
方向（正或负）和强弱（Baron & Kenny，

1986；温忠麟等，2005）。调节效应研究的是

X 对 Y 影响的条件，何时有影响或者何时
影响较大。为了提出 M是 X寅Y 的调节变
量的建模依据，从验证调节效应的角度，需

要为如下假设提供理据：（a）X 影响 Y；（b）

X 对 Y 的效应（通常是 Y 对 X 的回归系
数）随着 M的变化会有变化。从探索调节
效应的角度，需要为如下假设提供理据：

（a）X 影响 Y；（c）M影响 Y。既然 X 和 M都
影响 Y，就可以探索两者是否存在交互效
应。无论哪种研究范式，主效应不能探索，

只能验证。就是说，假设（a）的理据必不可

少，X 影响 Y 在横断数据中是不能探索的，
只能验证。但两个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交

互效应是可以探索的。

目前调节效应分析的应用文章几乎都

使用验证性范式。除了找到理论和文献支

持外，建立调节模型常用的思路是：如果 X
对 Y 的影响时强时弱，可以怀疑受到某个
变量的调节；自变量 X 的前置变量（例如性
别）通常可以作为调节变量。

例如，刘思含等人（2023）为了提出假

设“配偶协同教养行为调节母亲（或父亲）

教养压力与教养投入的关系”，引入了多个

理据：（1）协同教养生态模型：协同教养能

调节风险因素对父母结果变量的影响。（2）

父职易感性假说：父亲教养角色模糊，其教

养行为易受外部因素冲击，相对而言，母亲

是教育主角。（3）前人研究：积极的协同教

养能促进积极教养行为（Yu & Xiao，2021），

消极的协同教养能够增加消极教养行为

（Zvara et al.，2019）；父亲在家庭中通常处

于照顾配角，而母亲是哺乳养育的主角（伍

新春等，2012）。

又如，马鹏等人（2021）提出假设：正念

可以调节孤独感和抑郁的关系，正念能力

越强的大学生，孤独感对抑郁的影响越小。

给出的理据是：“正念强调关注当下情绪状

态，采取接纳和认知解离的方法应对当前

的情绪状态（陈玥，祝卓宏，2019；Hayes et

al.，2011）。接纳意味着放弃对自己负性情

绪的挣扎，认知解离强调要避免沉迷过去

的悔恨和未来的担忧中。也就是说，正念并

不是减少对负性情绪的唤醒，而是带着痛

苦出发，不带批判的关注此时此刻的情绪

状态（Hayes et al.，2012）。”

有的文章试图为假设（b）提出理据时，

其实只为假设（c）提供了理据，便提出了 M
是 X寅Y 的调节变量的假设。这种做法与
探索调节效应的做法是一样的，此时最好

能说明，既然 X 和 M 都影响 Y，那就可以
探索 M是否起到了调节作用。无论是探索
还是验证，不影响结果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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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介效应分析及其建模理据

中介效应分析的文章比调节效应分析

的应用文章更多，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个

原因是中介效应的假设提出理据相对容

易，而提出调节效应的假设不易找到理据，

而且一般人不知道调节效应分析可以不要

理据，只要主效应有理据就可以探索是否

存在调节效应；另一个原因是调节效应需

要更大的样本才能得到显著的结果，设定

同样的检验力，调节效应分析比中介效应

分析需要更大的样本。从表 1可以看出，假

设单纯的主效应分析需要的样本容量为

N，包含上下交叉式交互作用（cross-over

interaction）所需样本容量为 2N，包含一边
倒式交互作用（knockout interaction）所需样

本容量为 4N，包含效应减半式交互作用
（50% attenuation interaction）所需样本容量

为 14N（Ledgerwood et al.，2017；彭凡等，

2023）。

和调节效应分析一样，中介效应分析

也是多变量分析的重要方法，可以分析变

量之间影响的过程和机制。例如，有研究发

现，个人取向勇气影响中学生学业成就，勇

气水平较高的大学生学业成绩显著优于勇

气水平较低者（Park & Peterson，2008）。程

翠萍和黄希庭（2021）进一步研究发现，问

题解决是一个中介变量：勇气水平越高的

个体越倾向于采取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

而问题解决应对方式影响中学生的学业成

就。这个研究“个人取向勇气→问题解决应

对方式→中学生的学业成就”与研究“个人

取向勇气→中学生的学业成就”相比，是有

创新，因为前者揭示了影响过程，给了“个

人取向勇气→中学生的学业成就”一个合

理的解释。该文还同时研究了另一个中介

过程“个人取向勇气→求助应对方式→中

学生的学业成就”。文中对每个箭头的假

设，都给出了理据。又如，谭利华和冯士季

（2024）研究了学习兴趣和创造力效能感在

教师自主支持与小学生的科学学习无畏之

间的中介作用，中介建模依据也比较充分。

心理学界通常认为，基于问卷调查的

研究不能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

莫雷等，2019；莫林，2020），但中介效应分

析并不只是研究相关关系，而是研究影响

关系。温忠麟等（2024）明确给出了变量之

间的影响关系的定义，即影响关系是有方

向性的相关。基于问卷调查的简单中介效

应模型（包含 1个因变量、1个自变量和 1

个中介变量），可以简单地分解为三个箭头

的关系，每个箭头表示的是两个变量之间

的影响关系。为了提出假设：M是 X寅Y 的
中介变量，通常需要为如下假设提供理据：

（a）X 影响 Y；（b）X 影响 M；（c）M 影响 Y。
不过，后面这两条假设（b）和（c）就可以推

出假设（a），即影响有传递性。因而假设（a）

是否有理据都可以建立中介模型。值得注

意的是，这种传递性只是推理形式有效，可

以建立中介模型，但不一定中介作用就存

为何调节效应或中介效应的实证文章那么多？

预想的交
互形式

上下交叉
Cross-over

半衰减
50%

attenuation

示意图
主效应研究所需
样本容量为 N

2N

14N

中等效应量所
需的样本容量

260

1320

时有时无
Knockout

4N 520

表 1 不同交互形式效应需要的被试人数

（检验力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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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为在中介模型中，M对 Y 的效应要控
制变量 X 后进行分析。

为了建立中介模型，需要对涉及的变

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提供理据。为了提出有

理据的影响关系，温忠麟等（2024）总结出

如下八条途径。（1）可以按变量出现的时间

顺序确定方向；（2）颠倒两个变量的顺序，

看哪一个更容易解释；（3）客体变量影响主

体变量；（4）根据变量的属性而定：本质属

性影响状态属性，长期属性影响临时属性，

稳定属性影响不稳定属性；（5）理论或实证

文献的支持；（6）根据生活经验和常识总结

出来；（7）根据类比推理推导出来；（8）根据

交叉滞后分析原理，使用纵向数据分出优

势影响因素探索出来。

中介效应分析还有一个作用是整合前

人的研究。例如，如果文献上有人研究了

（a）X 影响 Y，有人研究了（b）X 影响 M，有
人研究了（c）M影响 Y，只要这些研究中的
影响关系都有理据，则可以整合成一个中

介模型。这种整合是一个创新研究，因为之

前的研究，一个样本只有两个变量之间的

影响关系成立，但新的研究中一个样本全

部三个影响关系都成立。

3 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文章多是

正常现象

为何包含中介和调节效应的文章多，

可以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角度解释。先从实

践上来说。对于已经有的任何一个 X 对 Y
的影响关系，都可以研究是如何影响的，即

引入中介变量解释 X 对 Y 的影响过程，并
且可能的中介往往还不止一个；还可以研

究影响的条件，可能的调节变量也不是唯

一的。例如，运动对创造性思维（如发散思

维）的影响，有的研究结果有正面影响，有

的研究结果却相反。于是引出不少后续研

究包含了中介变量或者调节变量。先说中

介变量，有研究发现，运动会降低认知控

制，从而激发思维的灵活性与独创性（Zhou

et al.，2017），即认知控制是一个中介变量；

也有研究发现，运动通过减少压力、提升幸

福感的方式改善思维的独创性（Bollimbala

et al.，2022；Campion & Levita，2013），即压

力和幸福感都是中介变量。再说调节变量，

体适能（Ramocki，2002）、运动强度（Naka-

gawa et al.，2020）、运动方式（Richard et al.，

2020）、运动时间长度（李清扬等，2023）的

调节作用都有人做了研究。任何一个影响

关系的应用研究，都可能生发出多个中介

作用研究，分析影响的过程和机制；也可能

生发出多个调节作用研究，分析影响的边

界条件。就是说，一项影响关系研究会引出

一系列的中介或者调节作用研究，这就可

以解释为何涉及中介效应或者调节效应的

文章那么多。

国际上使用测量工具的文章使用中介

效应分析早就很普遍，尤其是主要基于问

卷做研究的学科。Rucker等（2011）统计发

现 2005 至 2009 年间发表在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JPSP）和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PSPB）上约有 59%和 65%的文章使用了

中介效应分析。我们统计了 2019—2023年

五年间上述两种期刊的发文情况。JPSP包

含中介和调节效应的分别占文章总数的

46%和 77%，同时包含两种效应的占文章

总数的 41%。PSPB包含中介和调节效应的

分别占文章总数的 48%和 71%，同时包含

两种效应的占文章总数的 35%。

再从理论上来说。中介和调节分析中，

结果变量至少有两个影响因素。Kraemer等

人（2001）在讨论两个风险因素的共同作用

时，将其中的风险因素分为独立（indepen-

dent）、重叠（overlapping）和代理（proxy）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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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因素，以及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共 5类。

温忠麟等（2024）在讨论两个影响因素的共

同作用时，将其中的影响因素分为独立影

响因素、重叠影响因素、两种代理影响因素

（比较罕见，一种对应于虚假效应，一种对

应于未分解效应，视乎两个因素是否有先

后顺序）、两种中介变量（一种对应于完全

中介，一种对应于部分中介）和三种调节变

量（两个影响因素无先后顺序时两种，有先

后顺序时一种；如果加上两种罕见的情形

则是五种），详见表 2。可见，只要影响因素

不止一个，除了独立和重叠影响因素这两

种简单情形，或者出现比较罕见的代理影

响因素外，都会涉及中介变量或者调节变

量。就是说，研究独立和重叠影响难有新

意，出现代理影响因素的可能性很低，其余

的多变量影响关系研究就剩下中介效应或

调节效应分析了。这么说来，多变量研究很

难绕过中介效应或者调节效应，中介效应

或者调节效应的文章多是正常现象。

4 结 语

早在十年前就有《心理学报》审稿人向

编辑部提问：“为什么调节效应或者中介效

应的文章近几年很多？这其实是个统计问

题，不是研究问题。如果一直发这个，有一

个导向，本来没什么创新的问题，加个中介

效应或者调节效应就貌似高级了。”

上面开头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好问题，

但接着的评论就有“一根篙竿压倒一船人”

的嫌疑。道理很简单，如果一篇文章包含了

调节或者中介效应就是调节或者中介效应

的文章，那么包含了差异分析的文章就可

以称为差异分析的文章了。包含差异分析

的文章比包含中介效应或者调节效应的更

多，做实验的文章几乎都有差异分析（如实

验组和对照组的均值差异 t检验）。按上面
审稿人的逻辑就可以说：“差异分析是一个

统计问题，不是研究问题。……本来没什么

创新的问题，加个差异分析就貌似高级

了。”显然，这样的评论不合适。

本文不仅回答了为什么包含调节效应

或者中介效应的文章那么多；还概述了多

种有助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找到建

为何调节效应或中介效应的实证文章那么多？

X与Z是
否相关

X
与
Z
不
相
关

X 与 Z是否
有先后顺序

示意图

X 与 Z没有
先后顺序

影响关系类型

独立影响因素

X 为 调 节 变
量，Z 为中介
变量（罕见）

其中一个影响
因素是调节变
量

X 在 Z前面

独立影响因素

X 为调节变量

X
与
Z
相
关

X 与 Z没有
先后顺序

重叠影响因素

Z为代理影响
因素（Z 对 Y
的影响都是未
分解效应）

其中一个影响
因素是调节变
量

X 在 Z前面

Z为中介变量

Z为代理影响
因素（Z 对 Y
的影响都是虚
假效应）

表 2 两个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类型

注：此表根据温忠麟等（2024）整理得到，独立影响虽
然有两种情形，但因为两个影响因素独立，有无先后顺序
可以看成是一样的。此外，他们只在小结部分提到 X 为调
节变量、Z为中介变量的罕见情形，所以他们主要考虑的
是 9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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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理据的途径。不管简单还是复杂的统计

方法，都有一个使用恰当的问题。既不能说

包含了调节或者中介效应就是好文章，也

不能因为包含了调节或者中介效应就觉得

有什么不妥。无论是读者还是审稿人，合适

的做法不是离开具体文章去质疑统计方

法，而是要审视文章中模型假设是否有理

据、统计方法是否用得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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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调节效应或中介效应的实证文章那么多？

Why Are There So Many Empirical Articles on Moderating
or Mediating Effects？

WEN Zhonglin LIU Fang ZHENG Yuandan LIAO Xinyi HUANG Yinan
（School of Psychology & Center for Studies of Psychological Appli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China）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moderating or mediating effects is

widely used in questionnaire based research. Several

ways were summarized to find modeling evidence for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analysis. From both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we explain why

there are so many empirical articles on moderating or

mediating effects. Basically，it cannot be generalized

that having too many articles of this kind is not ap-

propriate，the correct approach i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model assumptions in an article are reasonable

and whether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are used appro-

priately.

Key words：moderating effect，mediating ef-

fect，influenc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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