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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效应及其神经机制

周  婵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桂林

摘  要｜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指通过对决策问题的描述做不影响其实质意义的改编即可导致决策者的选择产

生偏好逆转的现象。鉴于框架效应在决策偏差研究中的核心作用，它已被用作理解人类判断和决策的一般机

制的实验探针，研究人员也提出了各种模型来解释框架效应。另外，随着相关神经成像技术的发展，框架效

应的神经机制也得到了更多关注，让我们对框架效应产生的原因及其相关的决策过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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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框架效应的含义及类型

1.1  框架效应的含义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最早由 Kahneman 和 Tversky 在研究风险决策时发现［1］，并且使用这一

概念指代那些通过对决策问题的语义做不影响其实质意义的改编即可导致决策者的选择产生影响，甚至

偏好逆转的现象［2］。下面我们用“亚洲疾病问题”，形象地说明框架效应的含义。具体见图 1（括号内

为实验中选择该方案的人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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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亚洲疾病问题

Figure 1  Diseases in Asia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性框架（Positive Frame）和负性框架（Negative Frame）下对应方案（A 和 C、

B 和 D）所表达的含义是相同的，但仅因其表述形式的不同，就导致了决策者在决策偏好中出现了显著

的转变，即从规避风险到风险寻求的明显变化。

1.2  框架效应的类型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由于决策问题的框架，会导致一系列广泛的行为后果。Levin 等人［3］基

于对不同框架效应的元分析，提出了一种被广泛采用的框架效应的分类方式，分别是风险选择框架效

应（Risky Choice Framing Effect）、属性框架效应（Attribute Framing Effect）和目标框架效应（Goal 

Framing Effect）：（1）风险选择框架，如亚洲疾病问题所示，选择结果的框架影响决策者的风险偏好；

（2）属性框架，即事物的属性或特征的框架影响会他人的评价。例如，相对于被描述为含“25% 的脂肪”

的牛肉，被描述为含“75% 的精肉”的牛肉所获的评价更高［4］；（3）目标框架，即对行为的积极后

果或消极后果进行描述的框架，会影响个体对信息的隐含目标的采纳和信息的说服力。例如，女性在

面对乳房自我检查时，强调不参与这一行为的消极后果的信息，比强调参与这一行为的积极后果的信

息时更具说服力［5］。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并非所有的框架都是平等创建的，同样，并不是所有的框架效果都是一样的。

由此，Wang 区分了涉及风险偏好逆转的双向框架效应（Bidirectional Framing Effect）和涉及偏好转移

的单向框架效应（Unidirectional Framing Effect）［6］：（1）双向框架效应，即传统意义上的框架效应，

涉及偏好反转；（2）单向框架效应，没有偏好反转，但是转变为一种更加极端的决策偏好，即在正性

框架下比在负性框架下更倾向风险规避，或在负性框架下比在正性框架下更倾向风险寻求。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在面对大大小小的决策时，很多时候并没有现成的方案供我们选择和评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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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常会依照个人习惯对问题进行解读，也就是自我编码、加工和表征相关信息，即自我框架（Self-framing 

Effect）［7］。自我框架指的是由决策者对决策方案进行的内部编码加工。相对的，由别人提供和包装的

信息形成的框架叫外部框架（External Framing）。自我框架就好似沟通中使用的语调：当我们用愉快的

语调“编码”决策方案时，会影响我们对于风险的感知，且与传统框架对我们风险偏好的影响相似［7，8］。

2  框架效应的理论解释

框架效应的发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决策者是依赖框架来做出他们的选择，而不是预期的结果。

经典的框架效应被视为一种非理性决策偏差和认知错觉，因为它违反了框架效应违背了描述不变性原则，

即决策者在同类问题的决策中有一个一致的逻辑偏好，不受问题呈现方式的影响。因此，研究人员提出

了各种模型来解释框架效应。

2.1  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运用价值函数来解释框架效应［1］。价值被定义为一个参考点的收益和

损失。而整个决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初始阶段将选项编码为相对于中立参考点的收益或损失，第二个

阶段，则是根据收益或损失，评估每个选项的主观值和加权概率。价值函数在增益区域为“凹”型函数，

在损失区域为“凸”型函数，且损失的斜率大于收益的斜率。因此，它的基本观点：人们通常会从“得”

与“失”考虑问题，且收益与损失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是不相称的，即在相同的收益或损失的情况下，损

失对人们的心理影响比收益对人们的影响要大。

该理论为框架效应的解释提供了主要理论架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该理论未给出价值函数的计

算方法与参考点的确定标准，仅通过例证来描述。并且，框架效应理论解释的前景仅限于风险选择框架，

在属性框架中，如果风险的存在不是必要的，那么框架的效价可能唤起个体有利或不利的联想，也可能

唤起不同的参照点［9］。

2.2  模糊痕迹理论

模糊痕迹理论（Fuzzy-trace Theory）是行为决策领域的重要理论［10，11］。该理论认为，人们对过去

的事件形成两种心理表征——逐字逐句加工和要点加工。逐字逐句的加工方式使个体保留了相关信息的

细节，要义加工往往只保留了信息的基本含义。而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往往更喜欢根据要点进行推理，

而不是逐字逐句的详细表征。例如，进行“亚洲疾病问题”的决策时，人们会将 A、B 方案“模糊”为“一

些人生还”和“一些人有可能生还或无人生还”，将 C、D 方案“模糊”为 “一些人死去”和“一些人

有可能死去或者无人死去”。那么显而易见，在正性框架下 A 方案价值更高，在负性框架下 D 方案价值

更高。而 Reyna 和 Brainerd 也证明，当方案中的具体概率更换为大致的数量的关系（“一些”“全部”“没

有”）时，同样能产生经典的框架效应［11］。因此，该理论认为，框架效应是将决策方案转化为具有正

性或负性内涵的表征结果。

2.3  认知——情感权衡模型

认知——情感权衡模型（Cognitive-affective Tradeoff Model）认为框架效应的产生是由于计算一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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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期望值所需要的认知努力和情感价值之间的权衡［12］。个体在考察各种选择时，试图确定如何在花

费最小认知努力和情感成本的情况下做出一个好的决定。

一般来说，选择确定的方案比评估有风险的方案所需要的认知努力要少得多［13-15］，因此在正性框

架下，决策者更经常地选择确定的方案，他们可能是在试图节省评估收益所涉及的认知成本，以及想象

不确定收益所涉及的情绪［12］。而在负性框架的决策中，在最小化认知努力和不愉快感觉之间的权衡是

很难做到的，因为确定方案和风险方案都涉及相应成本。选择一个需要较低认知努力但却导致负面结果

的确定选择所导致的冲突，会让个体得情绪反应增强［12，14］。此时，人们更愿意付出认知成本，而不是

情感成本［12］。因此在负性框架下，决策者更倾向风险寻求。

3  框架效应的神经机制

框架效应一经提出，就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通过亚洲疾病研究程序衍生出的验证框架效应的研

究层出不穷，寻找其产生的原因。

一般我们将框架效应的影响因素可分为两类，一是个体因素，如被试的性别［16］、年龄［17］、认知

能力［18］、卷入程度［3］等；二是情境因素，如问题描述中所呈现的值的模糊程度［19］、涉及数量或规模［6］、

时间压力［20］、时间距离［8］等。大量相关研究也告诉我们，框架效应并不总是“普遍”和“有力”的，

一些条件或因素会限制甚至消除框架对决策者的影响。例如，当在陌生的大群体环境中做出生死方案抉

择时，框架效应就会产生，但当同样的问题，在被决策人数缩小到人数较少的小群体中时，框架效应就

会消失；而当小群体包括决策者的朋友或亲属时，框架效应又会再次出现［6，21］。由此，我们不难发现，

在决策过程中，决策主体和决策背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框架效应的产生和强度，进而影

响着决策者的决策行为。不同决策主体在不同决策背景下，就会产生不同的决策行为。很难在行为研究

的层面上得到一个适用于所用条件的结论。现在更多的关于框架效应的研究也倾向对某一具体的现实问

题展开。

而神经成像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框架效应的研究现在也更多地关注现象学之外的神经机制，而神

经机制的相关研究结果也给我们提供新的见解和新的研究方向，揭开框架效应发生的内在机制。

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技术我们发现，框架效应的

产生通常与杏仁核（Amygdala）、脑岛（Insula）、右侧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IFG）的激活有

关［22-24］。而框架效应的减弱或消失，与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眶前额叶皮层

（Orbitofrontal Cortex，OFC）的激活有关［22，25-27］。例如，De Martino 利用 fMRI 在金钱决策任务发现框

架效应与杏仁核活动有特定的联系［22］，但是当被试进行与框架效应偏向不同的决策时，ACC 和眶前额

叶皮层（Orbital and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OMPFCO）的活动将更加强烈。Zheng 等人同样利用 fRMI 技

术，进一步探索情绪相关脑区与前额叶结构在调节框架效应存在与否方面的相互作用［23］，发现框架效

应与右侧 IFG 的激活相关，框架效应的减弱与右脑岛和右脑顶叶皮层的激活有关。

杏仁核的活动说明了情绪系统在调节决策偏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 ACC 与 OFC 可能通过调节

杏仁核，以对选择的倾向产生影响：在受框架影响较小的被试中，ACC、OFC 和杏仁核之间的耦合作用

更大［22，23］。

IFG 的激活通常与语义选择相关［28］。个体在进行语义选择时，相关的概念将被挑出，在其中选定



·80·
框架效应及其神经机制 2021 年 1 月

第 3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301011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一个概念时，IFG 会抑制其他竞争性概念。概念的典型用法与左 IFG 的活动相关；概念的非典当用法与

右 IFG 活动相关，右 IFG 扮演着抑制和认知控制作用［29］。由此，在框架效应中，IFG 可能根据决策方

案所蕴含的语义和情感意义，对风险评估和调节风险偏好起整合作用［30］。

另外，高时间分辨率的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对框架对信息加工中的影响提

供了更精准的评估［31-34］。Ma 等人利用属性框架下的救助问题，发现在负性框架中的救助结果比在正性

框架中的结果诱发了被试更大的 FRN（Feedback-related Negativity）［31］。Yu 和 Zhang 则利用金钱赌博

任务发现，初始金额值为正时，负性框架下的选项比正性框架下的选项诱发了更大的 FRN；初始金额值

为负时，负性框架下的选项与正性框架下的选项诱发的 FRN 无明显差异。而无论初始金额的正负，被试

在方案抉择都表现出显著的框架效应［32］。在此基础上，Xu 等人探究真实和假设的货币增幅的大小，以

及正性和负性的反馈信息对金钱决策的影响，发现 ERP 数据显示，对负性反馈下，大的实际货币增幅比

小的实际货币增幅诱发的更大的 FRN，而无论在大的假设货币增幅和小的假设货币增幅中皆没有观察到

FRN 的差异［34］。

FRN 是被称为负性相关反馈的脑电成分，分布在额叶中央，在刺激出现后的 250 ms 左右到达峰

值［35，36］，其产生与 ACC 的激活相关［37，38］。且 FRN 对事件结果的效价敏感，负面反馈比正面反馈诱

发更大的 FRN［35］。结合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FNG 与“比预期的更糟”的预测错误相关，对“比预

期的更好”的反馈不敏感，因此，框架效应是可能是基于效价进行决策的结果，即潜在损失影响个体的

情绪反应从而导致个体在不同框架下做出不同的决策反应［31，32，34］。另外，先前的研究强调了 ACC 和

杏仁核在框架效应中的相互作用，认为 ACC 对杏仁核的情绪反应进行认知控制［22，27］。ACC 可能不仅

通过抑制杏仁核的活动来调节框架效应，而且还参与了对刺激的动机性评估，ACC 在框架构建中的起到

重要作用［12］。

因此，当个体受到框架影响时，杏仁核、右 IFG 的激活提示框架效应不仅涉及语义分析，还涉及对

其情感基调和意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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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ing Effect and Its Neural Mechanism

Zhou Ch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 Department, Guilin

Abstract: Framing effect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by adapting the description of a decision 
problem without affecting its substantive meaning, the decision maker’s choice can produce a reversal of 
preference. In view of the central role of framing in the study of decision biases, it has been used as an 
experimental probe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mechanisms of human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and various models have been proposed to explain framing effects. In addi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neuroimaging technology,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framing effect has also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which has given u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of framing effect and related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Key words: Framing effect; Prospect theory; Fuzzy trace theory; ACC; F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