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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ree levels of consciousness: conscious, preconscious, and subliminal, the article 
proposes a new perspective about the classification of money priming. Based on this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relative theories under the new classification, and we would be focusing on 
the unconscious money priming research specially, which contains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re-
search paradigm, as well as processing model of unconscious money priming. In the end, the au-
thors proposed future directions of exploring the difference of processing mechanism of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money priming, and explicit boundary should be given between the monetary 
processing on different levels of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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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三种意识水平：意识、前意识、潜意识，作者提出一种金钱启动研究分类的新视角。在此基础上，

依次介绍各种研究类型下的相关理论，并重点介绍无意识层面的金钱启动研究，包括无意识金钱启动的

最新研究结果，无意识金钱启动研究范式，以及无意识金钱启动的认知机制及理论模型，在文章的最后，

作者指出今后的研究应该不断深入探索无意识、有意识金钱启动的机制及其差异，而且，对于不同意识

水平的金钱启动要进一步明确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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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金钱对人类的意义非常重要。因此，在过去一个世纪，研究者全面研究了金钱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大大加深了我们对金钱问题的认识。此外，由于过去几年中，关于高级认知过程自动化问题的研究渗透

到了心理学研究的众多方面,包括决策过程，亲密关系，情绪情感，面孔知觉，社会判断，等等(Bargh, 2008, 
2012)，又因研究者对无意识目标追求问题的重视(Dijksterhuis & Aarts, 2010)，无意识层面的金钱启动成

为当下金钱启动研究的一个焦点。 
随着金钱启动研究不断深入，金钱启动的研究类别变得复杂，目前仍然没有一个让所有研究者接受

的金钱启动研究的分类标准。因此，本文首先对金钱启动研究进行分类。其次，总结过去金钱启动研究

的各项理论成果，其中重点介绍金钱启动研究中新的焦点——无意识金钱启动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外，

本文还介绍了国外研究者最新提出的无意识奖励加工模型。最后，提出金钱启动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未

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2. 金钱启动研究的分类 

曾有研究者从金钱启动的操纵方法上归纳过金钱启动研究(谢天，周静，俞国良，2012)，例如：物质

启动，定式启动。但这一归纳法仅概括了阈上金钱启动研究，忽略了无意识金钱启动研究，而且这一归

纳法也较为笼统。因此，本文尝试从新的角度对金钱启动研究进行划分，希望通过两个维度下的六种研

究类别，能够包含金钱启动领域的大部分研究，以方便今后的研究者进行总结。 
金钱启动研究分为两大类：与任务无关的(task-irrelevant)金钱启动、与任务有关的(task-relevant)金钱

启动。此外，由于高级认知过程自动化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因此，将个体的意识参与程度纳入金钱研究

分类的范畴显得尤为必要。对意识水平的划分传统上可分为意识及无意识。Dehaene 等(2006)通过一种新

标准，将个体意识水平划分为“意识(conscious)”及“无意识(unconscious)”，而无意识又分为“潜意识

(subliminal)”和“前意识(preconscious)”，Dehaene 是这样定义前意识和潜意识的：潜意识，一种信息无

法穿越到达意识水平的状态，这种状态下，自下而上的刺激物不足以诱发神经网络下的大范围神经反射。

前意识：又称潜在的意识。它是一种神经活动，这种神经活动下潜在地传递了足以进入意识水平的刺激

量，但是由于本身缺乏自上而下的注意放大，这些神经活动暂时停留在无意识空间中进行缓冲。如果这

些刺激被个体注意到，他们会被迅速捕捉到继而进入意识层面，但在当下，它们处于没有进入意识层面

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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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金钱研究是否与任务有关，以及个体的意识状态或意识参与程度这两种维度划分出六种研

究类型(见表 1)。 

3. 不同类型的金钱启动研究 

3.1. 与任务无关的、阈上金钱启动 

与任务无关的金钱研究的特点是：个体是被动地接受金钱概念；金钱，仅仅以概念的形式存在，并

不包含奖励的性质。这类研究的理论成果最为丰富，包括：自足理论(Vohs, Mead, & Goode, 2006)，社会

资源理论(Zhou, Vohs, & Baumeister, 2009)；心理定势理论(Liu & Aaker, 2007)。具体见综述：谢天，周静，

俞国良，2012。 

3.2. 与任务有关的、阈上金钱启动 

与任务有关(perfomance-contingent)，顾名思义，金钱启动个体是否能够得到奖励，与其在任务中的

表现相关，其特点是：个体被动地接受金钱概念的启动，而金钱，不仅仅以概念的形式存在，它还起到

诱发个体动机的作用。与任务有关的、阈上金钱启动会在以下方面对个体产生影响：1) 努力程度(effort)。
Treadway 等(2009)研究者发现，高获奖概率下，被试更可能选择“困难任务”。2) 生理变化。金钱的出现，

会诱发个体产生相应的生理变化，包括肾上腺素的升高，心脏射血前期反应等(Richter, 2010; Lea & Webley, 
2006)。3) 注意。Kiss, Driver 和 Eimer(2009)研究了奖励对选择性注意的影响。运用视觉搜索范式，首次

发现，在视觉搜索范式下，奖励的操作可以影响选择性注意的 ERP 波形。4) 认知过程。奖励对认知过程

的影响，特别是对冲突信息的解决研究成果较丰富(Krebs, Boehler, Appelbaum, & Woldorff, 2013; Braem, 
Verguts, Roggeman, & Notebaert, 2012; van Steenbergen, Band, & Hommel, 2012)。这些研究发现，金钱启动

使当个体对奖励产生期待，使个体提高对有关信息的处理，降低无关信息的干扰，从而降低干扰效应(4)
创造性。Eisenberger(2001)通过一系列研究发现另外，对奖励的期待，可以提高大学生创造性。但是关于

奖励是否可以提高创造性的问题，一直处于争论当中(另见综述：徐希铮，张景焕，刘桂荣，李鹰，2012)。 

3.3. 与任务无关的、前意识金钱启动 

这种金钱研究的操作方法就是在当前的实验环境中，设置与实验任务无关的金钱。其实这并非是绝

对意义上的阈下启动，因为被试仍然可以意识到金钱的存在，只是这些金钱的存在不是个体意识加工的

中心，或者个体不清楚实验者意图。这样的操作方式，正好符合了如前文所述的 Dehaene(2006)对于前意

识状态的定义。Vohs 等(2006)让被试在摄像机前大声朗读一段短文，高金钱启动组朗读的短文是关于自

己在丰富的金钱条件下长大的，低金钱启动组读的短文是关于自己在贫乏的环境中成长的，朗读的内容

中，金钱的信息非常隐蔽，符合前意识状态的定义。后来发现高金钱启动组会出现自足状态。 

3.4. 与任务无关的、潜意识金钱启动 

这种金钱研究的操作方法同“与任务无关的、前意识金钱研究”类似，金钱的存在符合 Dehaene(2006) 
 

Table 1. The classification of money priming research 
表 1. 金钱启动研究分类 

 与任务无关 与任务有关 

意识 与任务无关的、阈上金钱研究 与任务有关的、阈上金钱研究 

无意识 
前意识 与任务无关的、前意识金钱研究 与任务有关的、前意识金钱研究 

潜意识 与任务无关的、潜意识金钱研究 与任务有关的、潜意识金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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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前意识状态的定义，金钱的存在不是个体意识加工的中心。不同的是，与金钱的获得与任务有关。

这一类型的研究较为少见，但是它却与金钱的应用研究息息相关。 
例如，在运动心理学领域，Bijleveld 等(2011b)发现，在体育竞赛中，奖杯总是放在运动员能够看到

的位置，虽然在比赛中运动员关注比赛而非奖杯，也即奖杯不在运动员的意识加工中心，但奖杯意味着

巨额的奖金，运动员需要赢得比赛才可以获得奖杯，这符合与任务有关的、前意识金钱启动的定义。通

过对网球赛事的数据分析发现,奖杯的出现会对运动员造成无意识的压力，进而影响运动员的竞技状态。 

3.5. 与任务有关的、潜意识金钱启动 

个体决定追求什么奖励，以及追求奖励时付出多少努力？取决于三个因素：奖励的价值，期待(获得

奖励的可能性)，以及获得奖励的要求(需要付出多少努力)(Eccles & Wigfield, 2002)。过去认为个体的奖励

追求过程需要意识的参与，因为它涉及到信息整等高级认知过程。然而，最新研究发现，即使处于无意

识状态，个体仍然可以对价值进行判断，并且付出相应的努力来获得金钱奖励(Pessiglione et al., 2007)。
这一发现也开辟了潜意识金钱研究的新热点，引起研究者们对无意识动机问题的重新审视(Custers & Aarts, 
2010)。以下部分将重点介绍与任务有关的潜意识金钱启动的最新研究、理论模型，及认知神经机制。 

关于金钱的无意识加工，是在 Pessiglione(2007)等的研究之后，才开始受到关注。Pessiglione 利用金

钱启动范式(monetary reward paradigm)成功对比了阈上与阈下金钱启动对个体心理及行为的影响。如今，

与任务有关的阈下金钱研究有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它主要会对个体造成以下影响：1) 生理变化。瞳孔大

小可以作为资源的投入程度的指标。Bijleveld 等(2009)设计了一项数字回忆任务，并用眼动仪记录被试的

瞳孔尺寸。研究结果显示：无论被试是否能意识到金钱的存在，高奖励条件下的瞳孔尺寸均大于低奖励

条件下的瞳孔尺寸。2) 努力程度(effort)。Bijleveld 等(2012a)结合“手指敲击任务(finger-tapping task)研究

无意识金钱奖励对身体努力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奖励刺激是否被被试意识到，高难度任务

下，被试敲击速度都更快。3) 注意。Bijleveld 等(2011a)运用注意瞬脱范式发现，在无意识条件金钱启动

下，个体能够提高在注意瞬脱任务中的表现，而在阈上金钱启动下，结果却正好相反。4) 记忆。Zedelius
等(2011)研究发现，个体在阈下奖励刺激下，记忆成绩优于阈上条件下的奖励刺激。5) 认知控制。Capa
等(2011, 2012)根据记忆更新范式(memory updating paradigm)研究发现：不论奖励刺激处于阈上还是阈下，

高奖励诱发下的记忆效果总是优于低奖励条件下的，成功证明了无意识金钱刺激可以提高更新(updating)
能力。 

4. 金钱奖励加工模型 

研究者通过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MRI)的研究发现，奖励的评价与纹状体(striatum)的神经活动有关。

这一皮层下脑结构可以反映刺激中有关奖励的价值，这里的奖励包括金钱(Bjork & Hommer, 2007)。而纹

状体(striatum)在人类发展早期阶段就已进化成熟，并且在脊椎动物上它也具有相同的结构和功能。因此，

研究者假设：求奖励的本能反应，可能并不一定需要意识的参与。随后 Pessiglione(2007)验证了这一假设。

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发现：奖励线索的加工的确发生在皮层下的脑结构，例如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虽然这些较低级别的脑结构是在无意识下运作的，但是在加工奖励刺激的价值方面却扮演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皮层下区域与那些涉及到工作记忆、行为控制，以及目标追求的前额

叶皮层区域直接关联(Aston-Jones & Cohen, 2005)。由于大脑皮层下结构与前额叶皮层这样的关联关系，

让研究者猜测奖励也许能够在无意识条件下，直接诱发个体行为。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Bijleveld(2012b)提出了关于个体如何对奖励进行加工，加工层次，以及对行为

的影响的奖励加工模型。Bijleveld 把奖励的加工分为两个阶段：初级加工和完全加工。1) 初级加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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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体对奖励形成价值时，依靠的是一些大脑皮层下结构，例如多巴胺系统(dopamine system)，这些皮层

下结构中最重要的是纹状体(striatum)，它反映了环境中的奖励刺激，如食物，药物，与性相关的，金钱

等。又因纹状体是人类发展早期阶段的产物(Merker, 2007)。因此，研究者认为当个体对奖励进行加工时，

起初是依赖于最基本的脑功能，只需要很少的奖励刺激输入，甚至少于个体意识体验所需要的刺激强度。

但是，初级加工的作用不可忽视，它对人类行为有重要意义，初级加工可以直接提高个体对奖励的敏感

性，直接诱发个体为获得奖励而付诸努力的行为。2) 完全加工阶段。在这一阶段，奖励可以得到更完整

加工。脑结构方面，完全加工阶段除了涉及到在初级加工阶段的纹状体外，还涉及到前额皮层中与高级

认知功能相关的脑区域。这些区域包括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扣带前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以及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只有经过完全加工才能使个体形成更高级的奖

励追求策略(Wallis & Kennerley, 2010)。Bijleveld 提出，对奖励的完全加工可以使个体在关于如何获得奖

励这个问题上，做出相关策略性行为，而不仅仅是付出努力(Bijleveld et al., 2010)。 
综上所述，奖励加工模型认为，初级加工和完全加工共同构成了人类大脑对奖励刺激的处理模式。

在各自的阶段，分工不同，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有着不同意义。初级加工使个体迅速捕捉到所处环境中的

奖励刺激，及时作出反应；完全加工使个体根据不同奖励类型，调整奖励追求略。 

5. 小结与展望 

从以上研究中不难看出，研究者对于阈上和阈下金钱启动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发现了无意识

金钱启动对个体行为的确存在影响。但是关于阈上金钱启动和阈下金钱启动的认知机制问题仍在争论之

中，但可以确定的是，阈下和阈下金钱加工是由两套独立、却又紧密联系的加工系统完成的。总之，阈

上和阈下金钱启动的研究中得出的很多有价值的结论，极大推动了金钱研究的发展。但是现有的研究还

存在诸多不足，有待研究者进一步完善。本文提出以下几点：1) 阈上金钱启动与无意识金钱启动对个体

行为的影响究竟有什么区别？这应该是未来的研究重点。2) 导致无意识金钱影响个体行为的具体机制是

什么？对于无意识金钱如何激活了脑区，最后又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现在仍然还未知。3) 阈上及阈下

金钱的加工模型有待完善。4) 我们了解到，目前仍然没有研究者关注与任务有关的、前意识金钱启动研

究，这也是今后金钱启动研究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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