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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与白色谎言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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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
+1*2*)<=)3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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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博弈

实验基础上#引入两名信息发送者#实验检验了竞争对白色谎言的影响%实

验结果显示#竞争显著降低了利他白色谎言&提高了帕累托白色谎言%具体

来说#竞争主要显著减少了女性的利他白色谎言&增加了男性的帕累托白色

谎言%

$竞争'白色谎言'实验

!"#

$

?$7?"@!?

(

A

7,)B(7,3

C

7!$!"7$#7?D

一!引
!!

言

信息不对称在市场经济活动和社交互动中普遍存在#因此#人们在什么时候传递真

实信息&什么时候说谎#以及谎言如何影响利益相关者福利#是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从

谎言的结果来看#经济学把谎言分为两种类型#即利己谎言 !

E34F(E';4*,B4(3E

"和白色

谎言 !

G'(234(3E

"%利己谎言的结果是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使自己获得收益#而白

色谎言的结果是在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使他人获得收益 !即利他白色谎言#

*4210(E2(,

G'(234(3E

"或者是在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获得收益 !即帕累托白

色谎言#

H*132-G'(234(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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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实验检验了竞争对白色谎言的影响%传统经济理论通常认为竞争会产生积极的

结果#比如#竞争让劳动&资本&知识&管理和技术等资源的活力竞相迸发#保证资源

配置的高效率#实现优胜劣汰%然而#一些研究表明竞争会对人们的道德行为产生不利

影响#比如#竞争会增加人们的蓄意破坏和利己谎言行为 !

&'*1)3EE32*4I

#

!$?D

'

J*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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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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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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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与自利为主要动机的利己谎言相比#白色

谎言往往以利他为动机%从功利主义视角来说#白色谎言具有一定的道德合理性#它是

可以被广泛接受的%父母的白色谎言#让刚踏入社会的孩童脸若鲜花'老师的白色谎

言#让遇到困难的学生增添信心'医生的白色谎言#让恐惧的病人由毁灭走向新生%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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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竞争是否挤出了人们的白色谎言)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在
+1*2*)BC)33X

5

!

!$<!

"一名信息发送者和一名信息接

收者博弈实验的基础上#借鉴
H()-XX(*)B]--)

!

!$<M

"的实验设计#引入两名信息发

送者#使得同组的两名信息发送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 !即 +结构竞争,"#以此检验了竞

争对白色谎言的影响%本文实验结果显示#竞争挤出了利他白色谎言#但提高了帕累托

白色谎言#其可能的机制是竞争增加了被试对自身收益或损失的敏感性程度#以及提高

了被试的自我形象考虑%我们进一步发现竞争仅对女性被试的利他白色谎言有显著影

响#而对于帕累托白色谎言#竞争仅对男性被试有显著影响%

本文的主要研究贡献是补充了现有关于竞争与谎言行为的实验文献#把研究视角从

利己谎言扩展到白色谎言%现有经济学文献主要探讨了竞争与利己谎言的关系 !

9,'S(313)

*)B]3(,'K34;*0.3

#

!$<$

&

[*1*E344(32*4G

#

!$<#

&

b*;*)*4*)Bb0B

#

!$<N

&

[342-E(,'

#

!$<=

"#较少关注竞争情境下的白色谎言%虽然白色谎言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但是#现有经济学文献对白色谎言的研究还较为有限 !

+1*2*)BC)33X

5

#

!$<!

&

Y*,

@

03.3232*4G

#

!$<%

"%本文实验研究了竞争对白色谎言的影响%本文对于企业引入锦

标赛等竞争方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比如#企业在引入锦标赛时应该考虑竞争对利他

白色谎言的不利影响#一些研究发现利他白色谎言可以促进合作和信任 !

I(X(-0OE*)OF-4

32*4G

#

!$<#

&

D3E()3*)B9,'S3(2X31

#

!$<#

"#竞争情境下更少的利他白色谎言可能不利

于组织成员建立合作和信任关系#从而影响组织绩效结果%在此情况下#企业应着重关

注竞争对女性组织成员利他白色谎言的不利影响#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对其进行干预%除

此之外#企业应考虑建立能促进组织成员关注自我形象的助推机制#通过助推提升组织

成员对自我形象的关注#从而提高组织成员的帕累托白色谎言%

二!文 献 回 顾

!一"白色谎言的实验研究

现有经济学文献对白色谎言的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最早对白色谎言进行实验研究

的文献是
+1*2*)BC)33X

5

!

!$<!

"#他们使用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博弈实验首次分

离了利他白色谎言和帕累托白色谎言%采用相同的实验设计#

Y*,

@

03.3232*4G

!

!$<%

"

检验了誓言对被试谎言行为的影响#他们发现在中性语言设置下#誓言对被试的谎言行

为没有显著影响#在载入 +诚实,或 +欺骗,等非中性语言设置下#誓言显著减少了被

试的帕累托白色谎言率#而对利他白色谎言率不存在显著影响%

除此之外#一些心理学文献重点对白色谎言的道德判断'前因以及结果变量进行了

探讨%

D3E()3*)B9,'S3(2X31

!

!$<L

"剖析了被试对白色谎言的道德评价%他们发现#

与利己谎言相比#被试对个体的利他和帕累托白色谎言具有更高的道德评价#而谎言动

机是影响被试道德判断的重要因素%

D0

:

-4(32*4G

!

!$<N

"实验分析了白色谎言的前因变

量#即同情%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实验方式诱导被试的同情可以显著提高其白色谎言行

为#被试的同情特质与其白色谎言行为显著正相关%

D3E()3*)B9,'S3(2X31

!

!$<#

"研

究了白色谎言的结果变量#即信任%他们发现被试对个体的利他和帕累托白色谎言者有

较高的信任度#而个体的谎言动机是影响被试对其信任程度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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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实验检验了竞争对白色谎言的影响#一方面#补充了现有经济学文献对白色谎

言的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对竞争对白色谎言的影响机制分析也进一步加深了对白色谎

言的心理机制认识%

!二"竞争与谎言行为的实验研究

现有文献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刻画竞争#并主要探讨了竞争对利己谎言的影响%第一

种方法为增加参与者数量%这种方法主要通过引入两名以上参与者#检验多名信息发送

者情境下被试的欺骗行为%比如#

H()-XX(*)B]--)

!

!$<M

"采用两名信息发送者和单

个信息接收者博弈#实验研究了竞争对发送者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

[342-E(,'

!

!$<=

"

采用掷骰子游戏实验检验了垄断与双寡头市场中被试的欺骗行为#却发现了与
b*;*)*4

*)Bb0B

!

!$<N

"相反的结论#他们的实验结果显示竞争与利己谎言行为二者之间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增加竞争提高了利己谎言率%

第二种方法为引入锦标赛 !

2-01)*.3)2

"%例如#

9,'S(313)*)B ]3(,'K34;*0.31

!

!$<$

"利用迷宫游戏实验研究了计件和锦标赛激励下被试的欺骗行为#他们发现两种

激励制度下被试的利己谎言率并没有显著差异%然而#

[*1*E344(32*4G

!

!$<#

"采用矩阵

任务实验研究发现与计件激励相比#锦标赛激励显著提高了被试的利己谎言行为%此

外#

b(

T

B-)*)BRf+K23113

!

!$<#

"采用矩阵任务以及
&-)1*BK32*4G

!

!$<L

"采用掷骰子

游戏进行实验#均得到了相同的研究结论%

综上#一方面#不论采用增加参与者数量还是锦标赛的方法#现有文献均发现了不

一致的研究结论#竞争对利己谎言行为的影响仍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另一方面#现有

文献主要关注利己谎言#在实验中被试的利己谎言行为使其他被试获得更少的收益%

&*-32*47

!

!$!!

"实验检验了锦标赛竞争对白色谎言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锦标赛竞争

减少了利他白色谎言'增加了帕累托白色谎言%这里#本文拟采用增加参与者数量方法

刻画竞争#进一步研究结构竞争对白色谎言的影响%

三!实验设计与流程

我们以
+1*2*)BC)33X

5

!

!$<!

"经典白色谎言实验设计作为基准设置#在基准设置

中每组有一名信息发送者#信息接收者选择是否接受该名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字消息%

在此基础上#为检验竞争对白色谎言的影响#我们借鉴
H()-XX(*)B]--)

!

!$<M

"的实

验设计#每组由两名信息发送者组成#信息接收者从两名信息发送者中#选择接受其中

一名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字消息#从而使得同组的两名信息发送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

!一"实验设计

实验中#每名被试由计算机随机指定为
A

类型或
I

类型参与者%

A

类型参与者为信

息发送者#

I

类型参与者为信息接收者%

实验为组间设计#共包含两个设置$单名信息发送者设置 !简称
a)3OK3)B31

设置"

和两名信息发送者设置 !简称
ZS-OK3)B31

设置"%在
a)3OK3)B31

设置中#一名信息发送

者和一名信息接收者被随机匿名匹配组成一组%而在
ZS-OK3)B31

设置中#两名信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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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者和一名信息接收者被随机匿名匹配组成一组%所有被试的类型和分组都是私人信

息#并且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不再改变%

实验开始时#计算机从整数
<

*

M

!

<

'

!

'

"

'

L

'

#

'

M

"中随机生成一个数字%计算

机随机生成的数字在整个实验中是固定不变的%计算机随机生成的数字只有信息发送者

知道#信息接收者不知道%

实验进行
N

轮%每轮实验中#每组的信息发送者需要向本组信息接收者发送关于计

算机随机生成的数字消息$ +计算机随机生成的数字是 , !

<

*

M

"%不同组的信息发

送者仅知道自己给本组信息接收者发送的数字消息%

N

轮实验结束后#计算机从
N

轮实验中随机选择一轮%信息接收者仅会看到本组信

息发送者在该轮中发送的数字消息%没有被计算机选中的轮次#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字

消息#信息接收者将不会看到%因此#信息接收者只需要做一轮决策#这就确保实验具

有一次性博弈 !

-)3OK'-2

"性质#最大程度地控制重复博弈所产生的策略性行为%

在
a)3OK3)B31

设置中#每组的信息接收者#看到计算机随机选中的轮次#以及该轮

中本组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字消息后#选择是否接受本组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字消息%

如果信息接收者选择不接受#他们的收益均为
M

元#即 !

M

#

M

"%如果信息接收者选择

接受#此时#若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字与计算机生成的数字是相同的#他们的收益均为

M

元#即 !

M

#

M

"&若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字与计算机生成的数字是不相同的#信息发

送者的收益为
L

元#信息接收者的收益为
K

元#即 !

L

#

K

"%

在
ZS-OK3)B31

设置中#每组的信息接收者#看到计算机随机选中的轮次#以及该

轮中本组两名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字消息后#从本组两名信息发送者中选择一名信息发

送者发送的数字消息%信息接收者不允许拒绝两名信息发送者#他或她必须从两名信息

发送者中选择一名%

" 没有被信息接收者选中的另外一名信息发送者#其收益为
M

元%

被信息接收者选中的信息发送者#如果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字与计算机生成的数字是相

同的#他们的收益均为
M

元#即 !

M

#

M

"&如果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字与计算机生成的

数字是不相同的#信息发送者的收益为
L

元#信息接收者的收益为
K

元#即 !

L

#

K

"%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只有信息发送者确切知道计算机随机生成的数字#以及每轮中

M

'

L

和
K

的具体数值#信息接收者不知道这些信息#信息接收者只知道计算机抽中轮

次中同组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字消息%在
a)3OK3)B31

设置中#信息接收者只知道抽中轮

次同组一名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字消息&在
ZS-OK3)B31

设置中#信息接收者只知道抽

中轮次同组两名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字消息%

表
<

为
N

轮实验中每轮
M

'

L

和
K

的具体数值%如表
<

所示#所有
N

轮实验中
M

的

数值都是
!$

元#而
L

和
K

的数值是变化的%根据
M

'

L

和
K

的数值大小#我们可以定

义三种不同的欺骗类型#即利他白色谎言 !

"

轮"'帕累托白色谎言 !

"

轮"和利己谎言

!

<

轮"%为了控制次序效应 !

-1B313̀̀3,2

"#

N

轮实验中三种欺骗类型的出现顺序是随

机的%

"

这种实验设计可以凸显竞争下的 +优胜劣汰,#即一名信息发送者被选中和另一名信息发送者没有被选中%

另外一种可能的实验设计是增加信息接收者可以同时不接受两名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字消息的选项#但是#我们认

为这种实验设计会弱化竞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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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每轮中
%

'

&

和
'

的数值

欺骗类型
M

!元"

L

!元"

K

!元"

信息发送者发送不一致消息收益结构

利他白色谎言

!$ <% "$ Z

/

i<

#

<$

0

!$ <# "$ Z

/

i#

#

<$

0

!$ <% !# Z

/

i<

#

#

0

帕累托白色谎言

!$ !$ "$ Z

/

$

#

<$

0

!$ "$ "$ Z

/

<$

#

<$

0

!$ "$ !$ Z

/

<$

#

$

0

利己谎言
!$ !< <# Z

/

<

#

i#

0

具体来说#如果
L

的数值小于
!$

#

K

的数值大于
!$

#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消息与计

算机生成的数字不一致#可能会给自身带来大小为 !

LiM

"元的损失#而给同组信息

接收者带来大小为 !

KiM

"元的收益#即利他白色谎言%有
"

轮为利他白色谎言#其

收益结构为
Z

/

i<

#

<$

0'

Z

/

i#

#

<$

0和
Z

/

i<

#

#

0%

如果
L

和
K

的数值大于或等于
!$

#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消息与计算机生成的数字不一

致#可能会给自身带来大小为 !

LiM

"元的收益#给同组信息接收者带来大小为

!

KiM

"元的收益#即帕累托白色谎言%有
"

轮为帕累托白色谎言#其收益结构为

Z

/

$

#

<$

0'

Z

/

<$

#

<$

0'

Z

/

<$

#

$

0%

如果
L

的数值大于
!$

#

K

的数值小于
!$

#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消息与计算机生成的

数字不一致#可能会给自身带来大小为 !

LiM

"元的收益#而给同组信息接收者带来大

小为 !

KiM

"元的损失#即利己谎言%有
<

轮为利己谎言#其收益结构为
Z

/

<

#

i#

0%

当所有组的信息接收者做完决策后#每组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的收益会显示在

他们的计算机屏幕上%被试真实的人民币收入为计算机抽中轮次中获得的现金收入#加

上
#

元出场费%被试的收益范围
!$

元到
"#

元#平均收益
!%7<#

元%

实验于
!$<=

年
L

月到
#

月在南开大学泽尔滕实验室进行%

!"#

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参

与了本实验%其中#

<"M

名被试参与了
a)3OK3)B31

设置#

%%

名被试参与了
ZS-OK3)B31

设置%在
a)3OK3)B31

设置下#

M=

名被试为信息发送者 !

A

类型参与者"#

M=

名被试为信

息接收者 !

I

类型参与者"%在
ZS-OK3)B31

设置下#

MM

名被试为信息发送者 !

A

类型参

与者"#

""

名被试为信息接收者 !

I

类型参与者"%

我们总共举行了
!$

场实验#其中#

<!

场实验为
a)3OK3)B31

设置 !有
<$

场实验#

每场
<!

人&另外
!

场实验#每场
=

人"#

=

场实验为
ZS-OK3)B31

设置进 !有
N

场实验#

每场
<!

人&另外
<

场实验为
<#

人"%每场实验大约持续
"$

*

L$

分钟%实验通过
XOZ133

软件在计算机上进行 !

[(K,';*,'31

#

!$$N

"%实验开始前有
"

轮练习#以便于被试熟悉

实验流程#练习轮次不计入被试的收益%被试做完
"

轮练习后#马上进行
N

轮正式实验%

实验结束后#我们测量了被试的内在诚实 !

[(K,';*,'31*)B[u44.(OJ30K(

#

!$<"

"'竞争

意愿 !

8(3B3143*)B63K23140)B

#

!$$N

"'损失厌恶 !

b*0

#

!$<L

"'利他以及宗教信仰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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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设计特征

与
+1*2*)BC)33X

5

!

!$<!

"以及
H()-XX(*)B]--)

!

!$<M

"的实验设计相比#本文

的实验设计特点如下%

第一#在
+1*2*)BC)33X

5

!

!$<!

"实验中#信息接收者在收到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

字信息后#需输入计算机随机生成的数字#根据信息接收者输入的数字与计算机随机生

成数字的一致性#来确定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的收益%而在本文实验中#信息接收

者在收到数字信息后#需选择是否接受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字消息#信息发送者和信息

接收者的收益#是根据信息接收者是否接受数字消息#以及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字消息

与计算机随机生成数字的一致性来确定的%

我们认为#让信息接收者选择是否接受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字消息#可以更好地刻

画出信息发送者对信息接收者的欺骗行为#即$信息接收者接受信息发送者的数字消

息#但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字消息与计算机随机生成的数字不一致#从而凸显信息发送

者的欺骗行为对信息接收者收益所造成的影响%而让信息接收者输入计算机随机生成的

数字#信息发送者会把信息接收者的收益更多地归因于信息接收者输入的数字#而不是

自己发送的数字消息#这就弱化了信息发送者的欺骗行为%

第二#在
H()-XX(*)B ]--)

!

!$<M

"实验中#两名信息发送者的收益目标不同

!即$一名信息发送者的收益目标为
7hP

#收益函数为
<$$i

)

1i

!

7hP

"

)

&一名

信息发送者的收益目标为
7hC

#

<$$i

)

1i

!

7hC

"

)

&

7

的取值范围为
i<$$

*

<$$

#

P

的取值范围为
i#$

*

$

#

C

的取值范围为
$

*

#$

"#并且收益目标是各自的私人信

息%信息接收者的决策是选择一个数值 !即
1

#

1

的取值范围为
i<#$

*

<#$

"#该数值与

信息发送者的收益目标越接近#信息发送者的收益越高%两名信息发送者之间的竞争关

系体现在#通过同时向信息接收者发送数字消息来影响信息接收者的决策#使得信息接

收者选择的数值尽可能接近自己的收益目标%

而在本文的实验中#两名信息发送者各自没有私人信息#他 !或她"们拥有相同的

收益目标%信息接收者的决策是选择接受其中一名信息发送者#被选中的信息发送者会

获得额外的收益或损失#而没有被选中的信息发送者不会获得超额收益或额外损失%两

名信息发送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体现在#有且只有一名信息发送者会被信息接收者选中%

第三#在
H()-XX(*)B]--)

!

!$<M

"实验中#一名信息发送者决定发送什么数字消

息时#他 !或她"既要考虑信息接收者解读信息和选择行动的策略#也要考虑另一名信

息发送者的数字信息发送策略%信息发送者的数字信息发送行为是个体偏好'理性层级

和关于别人行为的高阶信念等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因此#这种实验设计使得我们

难以从信息发送者的数字信息发送行为数据中直接推断出他 !或她"们的真实偏好%

而在本文的实验中#信息接收者需要从两名信息发送者中选择接受一名信息发送

者#对于每一名信息发送者来说#他 !或她"被信息接收者接受的可能性均约为
#$̂

#

而信息发送者发送的数字消息对信息接收者选择接受他 !她"的可能性的影响较小#这

就最大程度地排除了策略互动对信息发送者欺骗行为的潜在影响#从而可以直接从行为

的观测数据中较好地推断信息发送者的真实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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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理 论 假 设

与
a)3OK3)B31

设置相比#在
ZS-OK3)B31

设置下每组包含两名信息发送者和一名信

息接收者#两名信息发送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对于利他白色谎言 !收益结构分别为

Z

/

i<

#

<$

0'

Z

/

i#

#

<$

0和
Z

/

i<

#

#

0"#信息发送者发送与计算机生成数字不一

致的消息#可能会给自己造成一定的损失%已有研究发现被试在群体决策或锦标赛激励

中会更为看重自身的损失#从而表现出更多的不诚实行为 !

W-,'3132*4G

#

!$<=

&

&-)1*BK

32*4G

#

!$<L

"%因此#

ZS-OK3)B31

设置中两名信息发送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可能使得信

息发送者对自身的损失更为敏感#从而导致更少的利他白色谎言%

假设
$

!

ZS-OK3)B31

设置中被试的利他白色谎言率显著低于
a)3OK3)B31

设置%

对于收益结构为
Z

/

<$

#

<$

0和
Z

/

<$

#

$

0时的帕累托白色谎言#信息发送者发送

与计算机生成数字不一致的消息#可以在不给任何人造成损失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名

参与者获得额外收益#尤其是可以给信息发送者自身带来
<$

元的额外收益%也就是说#

信息发送者为了赢取
<$

元额外收益#需要发送与计算机生成数字不一致的消息%

[*1*E344(32*4G

!

!$<#

"实验研究发现与计件工资激励相比#锦标赛激励显著提高了被试

的利己谎言%进一步#

&-)1*BK32*47

!

!$<L

"实验发现在锦标赛激励机制中#获胜者的

收益大小与被试的诚实度显著负相关%与锦标赛激励机制相类似#

ZS-OK3)B31

设置可能

使得被试对自身的收益更为看重#从而导致收益结构为
Z

/

<$

#

<$

0和
Z

/

<$

#

$

0时更

多的帕累托白色谎言 !

[*1*E344(32*4G

#

!$<#

&

&-)1*BK32*4G

#

!$<L

"%

对于收益结构为
Z

/

$

#

<$

0时的帕累托白色谎言#信息发送者发送与计算机生成数

字不一致的消息#可以在使自己不遭受任何损失的前提下#给信息接收者带来额外收

益%根据道德行为理论#自我形象考虑是欺骗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

H*X*132*4G

#

!$$=

"%已有研究发现#与非竞争情境相比#竞争情境中被试对自身的形象和地位更为

看重 !

&'*1)3KK32*4G

#

!$<L

"%因此#竞争可能导致被试更为看重自身的自我形象#从

而使得
ZS-OK3)B31

设置中收益结构为
Z

/

$

#

<$

0时的帕累托白色谎言更多%

假设
B

!

收益结构为
Z

/

<$

#

<$

0'

Z

/

<$

#

$

0和
Z

/

$

#

<$

0时#

ZS-OK3)B31

设置中

被试的帕累托白色谎言率显著高于
a)3OK3)B31

设置%

五!实验结果分析

!一"人口统计学特征与随机性检验

在
<"L

名信息发送者中#

=!

名为女性被试 !占比
M<7!̂

"#

#!

名为男性被试 !占比

"=7=̂

"#年龄范围为
<%

*

!=

岁%在
<$<

名信息接收者中#

#%

名为女性被试 !占比

#=7L̂

"#

L!

名为男性被试 !占比
L<7M̂

"#年龄范围为
<%

*

!N

岁%

表
!

列出了两个设置中信息发送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
H*))O]'(2)3

5

检验%由

表
!

可知#

<"L

名信息发送者的宗教信仰程度'诚实度和利他度均值分别为
L7M=M

'

"7N%=

和
#7$$N

#竞争意愿和损失厌恶程度均值分别为
"7NLM

和
"7<$L

%

a)3OK3)B31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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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ZS-OK3)B31

设置在统计上均无显著差异 !双尾
H*))O]'(2)3

5

检验#

2

值均大于

$7<$

"#不能拒绝所有调查变量在两个设置中来自同一总体的原假设%

"

表
B

!

描述性统计与随机性检验

所有信息发送者

!

@g<"L

"

a)3OK3)B31

!

@gM=

"

ZS-OK3)B31

!

@gMM

"

H*))O]'(2)3

5

性别
!!

$7"==

!

$7$L!

"

$7"$=

!

$7$#M

"

$7L#<

!

$7$MN

"

2

g$7!=#

宗教信仰
L7M=M

!

$7<$$

"

L7N$M

!

$7<LM

"

L7MMN

!

$7<"=

"

2

g$7#L"

竞争意愿
"7NLM

!

$7<$$

"

"7=!"

!

$7<"#

"

"7MMN

!

$7<#$

"

2

g$7!L#

损失厌恶
"7<$L

!

$7$%N

"

!7%N$

!

$7<"<

"

"7!L!

!

$7<L#

"

2

g$7<!L

诚实
!!

"7N%=

!

$7<<N

"

"7N$#

!

$7<M!

"

"7=%"

!

$7<M=

"

2

g$7"$N

利他
!!

#7$$N

!

$7<N=

"

#7!N%

!

$7!L#

"

L7N!N

!

$7!#M

"

2

g$7<"$

!!

注$表中的统计量为均值#括号中为均值的标准误%性别 !

<g

男性#

$g

女性"%宗教信仰为宗教信仰程度 !

N

点量表#数值越高程度越高"%竞争意愿的测量方法见
8(3B3143*)B63K23140)B

!

!$$N

"!取值范围
<

*

#

#数值越高程

度越高"%损失厌恶的测量方法见
b*0

!

!$<L

" !取值范围
$7%

*

#

#数值越高程度越高"%诚实的测量方法见
[(K,'O

;*,'31*)B[u44.(OJ30K(

!

!$<"

"!取值范围
$

*

#

#数值越高程度越低"%利他为最近一年参与慈善捐赠的次数 !

<g

没有参与过#

!g<

次#

"g!

次#

Lg"

次#

#gL

次#

Mg#

次#

Ng#

次以上"%

!二"竞争对白色谎言的影响

与先前研究白色谎言的实验结果分析相一致#在本研究的结果分析部分#我们也只

关注信息发送者的行为 !

+1*2*)BC)33X

5

#

!$<!

&

Y*,

@

03.3232*4G

#

!$<%

"%如果信息发

送者发送的消息与计算机生成的数字是一致的 !即#

!

"#则定义为诚实行为%如果信息

发送者发送与计算机生成数字不一致的消息 !即#

<

'

"

'

L

'

#

'

M

"#则定义为欺骗行

为%具体来说#若信息发送者在某轮次的收益结构为
Z

/

i<

#

<$

0'

Z

/

i#

#

<$

0或

Z

/

i<

#

#

0时欺骗#则为利他白色谎言&若信息发送者在某轮次的收益结构为
Z

/

$

#

<$

0'

Z

/

<$

#

<$

0或
Z

/

<$

#

$

0时欺骗#则为帕累托白色谎言&若信息发送者在某轮次

的收益结构为
Z

/

<

#

i#

0时欺骗#则为利己谎言%

图
<

为
a)3OK3)B31

和
ZS-OK3)B31

设置中被试在不同收益结构下的利他白色谎言率

!误差线代表
Hv9+

"%由图
<

可知#在
a)3OK3)B31

设置中被试的利他白色谎言率为

<L7N$̂

!

9+g!7#=̂

"#而在
ZS-OK3)B31

设置中被试的利他白色谎言率为
%7#%̂

!

9+g

!7$%̂

"#二者差异显著 !双尾
H*))O]'(2)3

5

#

2

g$7$L%

"%具体来说#收益结构为
Z

/

i<

#

<$

0和
Z

/

i<

#

#

0时#

a)3OK3)B31

设置中被试的利他白色谎言率分别为
!$7#%̂

!

9+gL7%L̂

"和
<N7ML̂

!

9+gL7M#̂

"#

ZS-OK3)B31

设置中被试的利他白色谎言率

"

对于
<$<

名信息接收者#

a)3OK3)B31

设置和
ZS-OK3)B31

设置在所有调查变量上也均无显著差异 !

H*))O

]'(2)3

5

检验#

2

值均大于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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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
<"7ML̂

!

9+gL7!#̂

"和
<"7ML̂

!

9+gL7!M̂

"%在收益结构为
Z

/

i<

#

<$

0

和
Z

/

i<

#

#

0时#虽然利他白色谎言率在
ZS-OK3)B31

设置小于
a)3OK3)B31

设置#但

差异不显著 !双尾
H*))O]'(2)3

5

#所有的
2

值大于
$7<$

"%收益结构为
Z

/

i#

#

<$

0

时#

ZS-OK3)B31

设置中被试的利他白色谎言率为
<7#!̂

!

9+g<7#<̂

"#显著小于

a)3OK3)B31

设置中被试的利他白色谎言率 !

Hg<$7!%̂

#

9+gL7N<̂

" !双尾
H*))O

]'(2)3

5

#

2

g$7$"!

"%

图
$

!

"*5V&5*15,

和
J6/V&5*15,

设置中的利他白色谎言率

图
!

为
a)3OK3)B31

和
ZS-OK3)B31

设置中被试在不同收益结构下的帕累托白色谎言

率 !误差线代表
Hv9+

"%由图
!

可知#在
ZS-OK3)B31

设置中被试的帕累托白色谎言率

为
=!7"!̂

!

9+g!7N!̂

"#显著高于
a)3OK3)B31

设置中被试的帕累托白色谎言率 !

H

gM=7<L̂

#

9+g"7!N̂

#双尾
H*))O]'(2)3

5

#

2

g$7$$<

"%具体来说#收益结构为

Z

/

$

#

<$

0'

Z

/

<$

#

<$

0和
Z

/

<$

#

$

0时#

ZS-OK3)B31

设置中被试的帕累托白色谎言

率分别为
#$̂

!

9+gM7!$̂

"'

<$$̂

!

9+g$̂

"和
%M7%N̂

!

9+g!7<!̂

"#均显著

高于
a)3OK3)B31

设置中被试的帕累托白色谎言率 !

Hg!N7%L̂

#

9+g#7L=̂

&

Hg

%L7<!̂

#

9+g!7=N̂

&

Hg=!7"#̂

#

9+gL7M#̂

" !双尾
H*))O]'(2)3

5

#所有的
2

值小于
$7$#

"%

进一步#我们采用
D-

T

(K2(,

回归#检验了
ZS-OK3)B31

设置对白色谎言决策的影响%

如表
"

所示#在
D-

T

(K2(,

回归中#第 !

<

"列和第 !

!

"列的因变量为利他白色谎言 !

<g

欺骗#

$g

诚实"#第 !

"

"列和第 !

L

"列的因变量为帕累托白色谎言 !

<g

欺骗#

$g

诚

实"#

ZS-OK3)B31

为哑变量#如果白色谎言决策来自相应的设置#取值为
<

#否则为
$

%

Z

/

i#

#

<$

0'

Z

/

i<

#

#

0'

Z

/

<$

#

<$

0'

Z

/

<$

#

$

0均为控制变量#如果白色谎言决

策来自相应的收益结构#取值为
<

#否则为
$

%除此之外#我们还把轮次和人口统计学特

征作为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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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

"*5V&5*15,

和
J6/V&5*15,

设置中的帕累托白色谎言率

第 !

<

"列和第 !

!

"列检验了
ZS-OK3)B31

设置对利他白色谎言的作用%在表
"

第 !

<

"

列中#

ZS-OK3)B31

设置的回归系数为
i$7#%N

#在
<$̂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在第 !

!

"

列中#加入
Z

/

i#

#

<$

0'

Z

/

i<

#

#

0和轮次作为控制变量后#

ZS-OK3)B31

设置的回

归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这表明
ZS-OK3)B31

设置对利他白色谎言决策具有显著的负向作

用%第 !

"

"列和第 !

L

"列检验了
ZS-OK3)B31

设置对帕累托白色谎言的作用%在表
"

第

!

"

"列中#

ZS-OK3)B31

设置的回归系数为
$7NN=

#在
<̂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在第 !

L

"

列中#加入
Z

/

<$

#

<$

0'

Z

/

<$

#

$

0和轮次作为控制变量后#

ZS-OK3)B31

设置的回归

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表明
ZS-OK3)B31

设置对帕累托白色谎言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

作用%

表
G

!

利他和帕累托白色谎言的
?/

L

%&2%'

回归

利他白色谎言 !

<g

欺骗#

$g

诚实" 帕累托白色谎言 !

<g

欺骗#

$g

诚实"

!

<

" !

!

" !

"

" !

L

"

ZS-OK3)B31 i$7#%N

"

!

$7"#%

"

i$7#=%

"

!

$7!%#

"

$7NN=

"""

!

$7<%!

"

<7<"#

"""

!

$7!L#

"

Z

/

i#

#

<$

0

i<7$M=

"""

!

$7"%#

"

Z

/

i<

#

#

0

i$7$=%

!

$7!N<

"

Z

/

<$

#

<$

0

"7M<M

"""

!

$7"M%

"

Z

/

<$

#

$

0

!7L%<

"""

!

$7"$!

"

人口统计学特征 控制 控制

轮次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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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续表"

利他白色谎言 !

<g

欺骗#

$g

诚实" 帕累托白色谎言 !

<g

欺骗#

$g

诚实"

!

<

" !

!

" !

"

" !

L

"

常数
i<7ML#

"""

!

$7!!<

"

i<7$=%

"""

!

$7<NL

"

$7NM$

"""

!

$7<"$

"

i<7!!"

"""

!

$7<%L

"

观测数
L$! L$! L$! L$!

FK30B-C

!

$7$<" $7$ML $7$!L $7L!=

!!

注$括号内为集群在被试上的标准差 !

&40K2313B92*)B*1B+11-1K

"%

"""

'

""

'

"分别表示在
<̂

'

#̂

和
<$̂

水平上

显著%

另外#我们发现
a)3OK3)B31

和
ZS-OK3)B31

设置中被试在收益结构为
Z

/

<

#

i#

0

时的利己谎言率分别为
M%7<!̂

!

9+g#7ML̂

"和
M=7<=̂

!

9+g#7NN̂

"#二者无显著

差异 !双尾
H*))O]'(2)3

5

#

2

g$7%$N

"%

综上所述#与
a)3OK3)B31

设置相比#被试在
ZS-OK3)B31

设置下具有显著较低的利

他白色谎言率和显著较高的帕累托白色谎言率#但利己谎言在
a)3OK3)B31

设置和
ZS-O

K3)B31

设置下并无显著差异%竞争减少了利他白色谎言#增加了帕累托白色谎言#但对

利己谎言并无显著影响%特别地#我们发现收益结构为
Z

/

$

#

<$

0时#

ZS-OK3)B31

设

置中被试的帕累托白色谎言率显著高于
a)3OK3)B31

设置%假设
<

和假设
!

得到验证%

!三"可能的机制

根据理论假设#本文认为当欺骗给被试自身带来一定收益或损失时#由于竞争使得

被试对自身的收益或损失更为敏感#从而可能导致竞争减少了利他白色谎言 !即假设
<

"'

提高了收益结构为
Z

/

<$

#

<$

0和
Z

/

<$

#

$

0时的帕累托白色谎言 !即假设
!

"%当欺骗

不会给被试自身带来任何收益或损失'而会给其他人带来额外的收益时#由于竞争增加

了被试的自我形象考虑#从而可能导致竞争提高了收益结构为
Z

/

$

#

<$

0时的帕累托白

色谎言 !即假设
!

"%这里#我们对这些可能的机制进行逐一检验%

第一#当欺骗给被试自身带来一定收益或损失时#竞争应该使得被试对自身的收益

或损失更为敏感#从而使得观测到的实验数据支持了假设
!

%为此#我们分析了信息发

送者对自身收益或损失的敏感程度%

Z

/

i#

#

<$

0'

Z

/

i<

#

<$

0'

Z

/

$

#

<$

0和

Z

/

<$

#

<$

0的共同之处是欺骗给信息接收者造成的收益相同%对比这四个收益结构下被

试的欺骗率可以让我们分析
a)3OK3)B31

和
ZS-OK3)B31

设置中信息发送者对自身收益或

损失的敏感程度%

与
Z

/

i<

#

<$

0相比#收益结构为
Z

/

i#

#

<$

0时#两个设置中的利他白色谎言率

均显著降低了 !双尾
](4,-P-).*2,'3BO

:

*(1KK(

T

)3BO1*)?

#所有的
2

值均小于
$7$$<

"#

a)3OK3)B31

设置中被试的利他白色谎言率降低了
#$̂

#

ZS-OK3)B31

设置中被试的利他

白色谎言率降低了
==7=#̂

%与
Z

/

$

#

<$

0相比#收益结构为
Z

/

i<

#

<$

0时#

a)3O

K3)B31

设置中被试的白色谎言率并无显著差异 !双尾
](4,-P-).*2,'3BO

:

*(1KK(

T

)3BO

1*)?

#

2

g$7!%N

"#而
ZS-OK3)B31

设置中被试的白色谎言率显著降低了
N!7N!̂

!双尾

](4,-P-).*2,'3BO

:

*(1KK(

T

)3BO1*)?

#

2

'

$7$$<

"%因此#当欺骗给被试自身带来一定损

失时#竞争使得被试对自身的损失更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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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Z

/

$

#

<$

0相比#收益结构为
Z

/

<$

#

<$

0时#两个设置中被试的帕累托白色谎

言率均显著提高了 !双尾
](4,-P-) .*2,'3BO

:

*(1KK(

T

)3BO1*)?

#所有的
2

值均小于

$7$$<

"#

a)3OK3)B31

设置中被试的帕累托白色谎言率提高了
!"N̂

#

ZS-OK3)B31

设置中

被试的帕累托白色谎言率提高了
<$$̂

#收益结构为
Z

/

<$

#

<$

0时
ZS-OK3)B31

设置中

被试的帕累托白色谎言率为
<$$̂

#天花板效应可能导致
ZS-OK3)B31

设置帕累托白色谎

言率的提高幅度小于
a)3OK3)B31

设置%另外#与
Z

/

i<

#

<$

0相比#收益结构为

Z

/

<$

#

<$

0时#两个设置中的白色谎言率均显著提高了 !双尾
](4,-P-).*2,'3BO

:

*(1K

K(

T

)3BO1*)?

#所有的
2

值均小于
$7$$<

"#

a)3OK3)B31

设置中被试的白色谎言率提高了

"LN7M!̂

#

ZS-OK3)B31

设置中被试的白色谎言率提高了
M<L7!=̂

%因此#当欺骗给被

试自身带来一定收益时#竞争使得被试对自身的收益更为敏感%

第二#当欺骗不会给被试自身带来任何收益或损失'而会给其他人带来额外的收益

时#竞争应该增加了被试的自我形象考虑#从而使得观测到的实验数据支持了假设
!

%

在原始的实验中#我们没有收集被试的自我形象数据#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们额外招

募了
NN

名南京财经大学本科学生被试进行了一个网上实验#年龄范围为
!$

*

!M

岁%

"%

名实验参与者 !

<N

男#

!!

女"被随机分配到
a)3OK3)B31

设置#

"=

名 !

<=

男#

!$

女"

实验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
ZS-OK3)B31

设置#两个设置中被试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在统计

上均无显著差异 !双尾
H*))O]'(2)3

5

检验#

2

值均大于
$7L$

"#不能拒绝所有调查变

量在两个设置中来自同一总体的原假设%所有的实验参与者均为信息发送者#并且实验

参与者仅需要完成收益结构为
Z

/

$

#

<$

0时的一轮实验%

" 实验完成后#被试需要回答

如下问题$+实验中#发送与计算机生成数字不一致的消息会使我获得有利的自我形象,

!

<g

非常不同意#

Ng

非常同意"%其他实验设计与之前的实验完全相同%

实验数据显示#收益结构为
Z

/

$

#

<$

0时#

ZS-OK3)B31

设置中被试的帕累托白色

谎言率 !

Hg#$̂

#

9+gM7!!̂

"显著高于
a)3OK3)B31

设置 !

Hg!"7$N̂

#

9+g

M7="̂

"!双尾
H*))O]'(2)3

5

#

2

g$7$<#

"%更为重要的是#

ZS-OK3)B31

设置中被试报

告的自我形象水平 !

HgL7"M=

#

9+g$7!!<

"显著高于
a)3OK3)B31

设置 !

Hg!7%L=

#

9+g$7!<<

"!双尾
H*))O]'(2)3

5

#

2

'

$7$$<

"%因此#自我形象是
ZS-OK3)B31

设置影

响收益结构为
Z

/

$

#

<$

0时被试帕累托白色谎言的一个可能机制%

!四"个体异质性分析

为了检验个体异质性#我们从每个被试水平检验了
a)3OK3)B31

设置和
ZS-OK3)B31

设置下被试的利他和帕累托白色谎言率差异%我们发现
ZS-OK3)B31

设置被试的利他白

色谎言率 !

Hg%7#%̂

#

9+g!7LN̂

"显著低于
a)3OK3)B31

设置 !

Hg<L7N$̂

#

9+g

"̂

" !双尾
H*))O]'(2)3

5

#

2

g$7$ML

"&

ZS-OK3)B31

设置被试的帕累托白色谎言率

!

Hg=<7"<̂

#

9+g!7<N̂

"显著高于
a)3OK3)B31

设置 !

HgM=7<L̂

#

9+g!7="̂

"

!双尾
H*))O]'(2)3

5

#

2

g$7$L<

"%

具体来说#对于利他白色谎言#

a)3OK3)B31

设置中的男性 !

Hg<L7!=̂

#

9+g

"

为了确定被试的收益#我们随机招募了另外
#=

名学生被试作为信息接收者#

"%

名信息接收者与
a)3OK3)B31

设置的
"%

名信息发送者随机配对#另外
<%

名信息接收者与
ZS-OK3)B31

设置的
"=

名信息发送者随机配对#通过信

息接收者的选择来确定所有被试的收益%被试的人民币收益为实验点数除以
L

#被试的平均收益为
M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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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7%!̂

"和
ZS-OK3)B31

设置中的男性 !

Hg<!7%$̂

#

9+gL7##̂

"#并无显著差异

!双尾
H*))O]'(2)3

5

#

2

g$7M!!

"#而女性在
ZS-OK3)B31

设置比在
a)3OK3)B31

设置具

有显著较低的利他白色谎言率 !

HgM7MN̂

#

9+g!7!=̂

&

Hg<N7$!̂

#

9+g"7NN̂

&

双尾
H*))O]'(2)3

5

#

2

g$7$N$

"%对于帕累托白色谎言#

ZS-OK3)B31

设置中的女性的

帕累托白色谎言率为
N%7$#̂

!

9+g"7N<̂

"#

a)3OK3)B31

设置中的女性的帕累托白色

谎言率为
N<7M"̂

!

9+g"7$L̂

"#二者无显著差异 !双尾
H*))O]'(2)3

5

#

2

g$7<L"

"%

但是#男性在
ZS-OK3)B31

设置比在
a)3OK3)B31

设置具有显著较高的帕累托白色谎言率

!

Hg="7=N̂

#

9+g"7$L̂

&

HgM$7"!̂

#

9+g#7L#̂

&双尾
H*))O]'(2)3

5

#

2

'

$7$$<

"%

进一步#我们采用
aD9

回归检验了
ZS-OK3)B31

设置对男性和女性被试白色谎言率

的影响 !见表
L

和表
#

"%表
L

和表
#

的因变量分别为利他和帕累托白色谎言率#其中#

第 !

<

"列和第 !

!

"列为所有被试的回归分析#第 !

"

"列和第 !

L

"列为男性被试的回归分

析#第 !

#

"列和第 !

M

"列为女性被试的回归分析%

ZS-OK3)B31

为哑变量#如果被试来

自相应的设置#取值为
<

#否则为
$

%宗教信仰'竞争意愿'损失厌恶'诚实度'利他度

均为控制变量%

表
L

第 !

<

"列和第 !

!

"列检验了
ZS-OK3)B31

设置对所有被试利他白色谎言率的作

用%第 !

<

"列中
ZS-OK3)B31

设置的回归系数为
i$7$MM

#在
<$̂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

在第 !

!

"列中#加入控制变量后#

ZS-OK3)B31

设置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与非参数

检验结果相一致#

ZS-OK3)B31

设置对被试的利他白色谎言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第 !

"

"

列和第 !

L

"列中#

ZS-OK3)B31

设置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i$7$<L

和
i$7$$N

#均不具有统

计显著性%第 !

#

"列和第 !

M

"列中#

ZS-OK3)B31

设置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i$7<$"

和

i$7$%%

#均在
#̂

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
ZS-OK3)B31

设置对利他白色谎言

率的负向影响仅限于女性被试%

表
I

!

J6/V&5*15,

设置对利他白色谎言率的
"?:

回归

利他白色谎言率 !取值范围为
$̂

*

<$$̂

"

所有被试 男性 女性

!

<

" !

!

" !

"

" !

L

" !

#

" !

M

"

ZS-OK3)B31 i$7$MM

"

!

$7$"%

"

i$7$M!

"

!

$7$LN

"

i$7$<L

!

$7$MN

"

i$7$$N

!

$7$N#

"

i$7<$"

""

!

$7$LL

"

i$7$%%

""

!

$7$L#

"

人口统计学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
$7<M!

"""

!

$7$"$

"

$7<N!

"""

!

$7<N$

"

$7<L!

!

$7$#$

"

$7$L$

!

$7!="

"

$7<N$

!

$7$"N

"

$7"#=

"

!

$7!$<

"

@ <"L <"L #! #! =! =!

C

!

$7$!< $7$"! $7$$< $7$%$ $7$## $7$=N

!!

注$括号内为集群在被试上的标准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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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在
<̂

'

#̂

和
<$̂

水平上

显著%

表
#

第 !

<

"列和第 !

!

"列检验了
ZS-OK3)B31

设置对所有被试帕累托白色谎言率的

作用%第 !

<

"列和第 !

!

"列中
ZS-OK3)B31

设置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7<"!

和
$7<!N

#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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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与非参数检验结果相一致#

ZS-OK3)B31

设置对被试的帕累托

白色谎言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第 !

"

"列和第 !

L

"列中#

ZS-OK3)B31

设置的回归系数

分别为
$7!"#

和
$7!!%

#均在
<̂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第 !

#

"列和第 !

M

"列中#

ZS-O

K3)B31

设置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7$NL

和
$7$#%

#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
ZS-O

K3)B31

设置对帕累托白色谎言率的正向影响仅限于男性被试%

表
D

!

J6/V&5*15,

设置对帕累托白色谎言率的
"?:

回归

帕累托白色谎言率 !取值范围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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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被试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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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分别表示在
<̂

'

#̂

和
<$̂

水平上

显著%

因此#

ZS-OK3)B31

设置对被试的利他白色谎言率有显著负向作用#但这个影响仅对

女性被试起作用%

ZS-OK3)B31

设置对被试的帕累托白色谎言率有显著正向作用#但这个

影响仅对男性被试起作用%对于男性被试来说#

ZS-OK3)B31

设置中的帕累托白色谎言率

显著高于
a)3OK3)B31

设置#而利他白色谎言率在两个设置中无显著差异&对于女性被试

来说#

ZS-OK3)B31

设置中的利他白色谎言率显著低于
a)3OK3)B31

设置#而帕累托白色

谎言率在两个设置中无显著差异%

我们还结合性别异质性进一步分析了本文提出的两个可能性机制%我们认为竞争可

能使得女性被试对自身损失更为敏感'使得男性被试对自身收益更为敏感#从而导致竞

争主要减少了女性的利他白色谎言'提高了收益结构为
Z

/

<$

#

<$

0和
Z

/

<$

#

$

0时男

性的帕累托白色谎言%当欺骗不会给被试自身带来任何收益或损失'而会给其他人带来

额外的收益时#竞争可能主要增加了男性被试的自我形象考虑#从而可能导致竞争提高

了收益结构为
Z

/

$

#

<$

0时男性的帕累托白色谎言%

对于女性被试#我们发现与
Z

/

i<

#

<$

0相比#收益结构为
Z

/

i#

#

<$

0时#两个

设置中女性的利他白色谎言率均显著降低了 !双尾
](4,-P-).*2,'3BO

:

*(1KK(

T

)3BO1*)?

#

所有的
2

值均小于
$7$<

"#

a)3OK3)B31

设置中女性被试的利他白色谎言率降低了

"=7$%̂

#

ZS-OK3)B31

设置中女性被试的利他白色谎言率降低了
<$$̂

%与
Z

/

$

#

<$

0

相比#收益结构为
Z

/

i<

#

<$

0时#

a)3OK3)B31

设置中女性被试的白色谎言率无显著差

异#而
ZS-OK3)B31

设置中女性被试的白色谎言率显著降低了
NM7$=̂

!双尾
](4,-P-)

.*2,'3BO

:

*(1KK(

T

)3BO1*)?

#

2

值小于
$7$<

"%对于男性被试#我们发现与
Z

/

i<

#

<$

0

相比#收益结构为
Z

/

i#

#

<$

0时#两个设置中男性的利他白色谎言率也均显著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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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尾
](4,-P-).*2,'3BO

:

*(1KK(

T

)3BO1*)?

#

2

值小于
$7$<

"#

a)3OK3)B31

设置中男性被

试的利他白色谎言率降低了
N"7M=̂

#

ZS-OK3)B31

设置中男性被试的利他白色谎言率降

低了
=<7!#̂

%与
Z

/

$

#

<$

0相比#收益结构为
Z

/

i<

#

<$

0时#

a)3OK3)B31

设置中男

性被试的利他白色谎言率无显著差异#而
ZS-OK3)B31

设置中男性被试的利他白色谎言

率显著降低了
N$7%$̂

!双尾
](4,-P-).*2,'3BO

:

*(1KK(

T

)3BO1*)?

#

2

值小于
$7$<

"%因

此#与男性相比#当欺骗给被试自身带来一定损失时#竞争使得女性被试对自身的损失

更为敏感%

在收益结构为 /

<$

#

<$

0时#男性和女性被试的帕累托白色谎言率都是
<$$̂

#天

花板效应使得我们不能很好地说明当欺骗给被试自身带来一定收益时#竞争使得男性被

试对自身的收益更为敏感%

对于男性被试#我们发现#收益结构为
Z

/

$

#

<$

0时#

ZS-OK3)B31

设置中男性被

试报告的自我形象水平 !

Hg#7LLL

#

9+g$7<=L

"显著高于
a)3OK3)B31

设置 !

Hg

!7NM#

#

9+g$7!%<

"!双尾
H*))O]'(2)3

5

#

2

'

$7$$<

"&女性被试报告的自我形象水平

在
a)3OK3)B31

设置和
ZS-OK3)B31

设置之间无差异 !

"7$%<EK7"7L

#双尾
H*))O]'(2)3

5

#

2

g$7L="

"%这表明竞争主要增加了男性被试的自我形象考虑#从而导致竞争提高了收

益结构为
Z

/

$

#

<$

0时男性的帕累托白色谎言%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
+1*2*)BC)33X

5

!

!$<!

"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博弈实验基础上#借鉴

H()-XX(*)B]--)

!

!$<M

"的实验设计#每组引入两名信息发送者#使得信息发送者之

间存在竞争关系#从而检验了竞争对利他和帕累托白色谎言的影响%根据实验结果#我

们得出如下几个主要结论%

第一#竞争挤出了利他白色谎言#但提高了帕累托白色谎言%特别地#我们发现收

益结构为
Z

/

$

#

<$

0时#竞争设置下被试的帕累托白色谎言率显著高于无竞争设置#但

是#收益结构为
Z

/

i<

#

<$

0时#有竞争设置下被试的利他白色谎言率显著低于无竞争

设置#这表明竞争使得被试对自身的收益或损失更为敏感%因此#当欺骗行为给被试造

成损失时#竞争挤出了利他白色谎言#当欺骗行为给被试带来额外收益时#竞争提高了

帕累托白色谎言%这表明采用增加参与者数量方法刻画竞争的实验结果与我们先前采用

锦标赛方法刻画竞争的实验结果相一致 !

&*-32*4G

#

!$!!

"%当欺骗不给被试自身带来任

何收益或损失'而给其他人带来额外收益时#竞争提高了被试的自我形象考虑#所以提

高了帕累托白色谎言%值得强调的是#本文提出的两个可能机制是建议性的'不是结论

性的#也并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性机制%比如#收益结构为
Z

/

i#

#

<$

0和
Z

/

i<

#

<$

0

时利他白色谎言率下降了#且
ZS-OK3)B31

设置中下降的幅度更大#另一种可能的解释

是#

ZS-OK3)B31

设置下#信息发送者会将利他的责任 +推卸,给另一个信息发送者#自

己更心安理得地选择利己 !

D0'*)32*4G

#

!$$%

&

W-,'3132*4G

#

!$<=

"#因此#

ZS-O

K3)B31

设置中利他白色谎言率下降幅度更大#这个解释同样适用于
Z

/

$

#

<$

0和

Z

/

i<

#

<$

0的结果%

第二#竞争对白色谎言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具体来说#对于男性被试来说#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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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增加了他们的帕累托白色谎言#但对他们的利他白色谎言并没有显著影响%对于女

性被试来说#竞争显著减少了她们的利他白色谎言#但对她们的帕累托白色谎言并没有

显著影响%现有文献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损失厌恶程度更高 !

&1-K-)*)BC)33X

5

#

!$$%

"#而竞争意愿程度更低 !

8(3B3143*)B63K23140)B

#

!$$N

"%对于利他白色谎言#高

损失厌恶可能导致竞争环境下的女性比男性对欺骗给自身带来的损失的关注度更高%对

于帕累托白色谎言#高竞争意愿可能导致竞争环境下的男性比女性对欺骗给自身带来的

收益的关注度更高%因此#损失厌恶以及竞争意愿的性别差异#可能导致男性和女性被

试对自身的收益或损失敏感性程度不同#进而使得竞争对男性和女性被试白色谎言的影

响不同%

第三#收益结构为
Z

/

<

#

i#

0时#竞争并没有提高被试的利己谎言行为%现有对

竞争与利己谎言的文献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我们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显示在给自

己带来微小收益 !

<

元"而给对方带来较大损失 !

i#

元"时#竞争并没有显著提高被

试的利己谎言行为%竞争对被试利己谎言的影响可能依赖于欺骗者和受骗者的收益结

构#从而导致不同文献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

[*1*E344(32*4G

#

!$<#

&

[342-E(,'

#

!$<=

&

b*;*)*4*)Bb0B

#

!$<N

&

9,'S(313)*)B]3(,'K34;*0.31

#

!$<$

"%除了收益结构#实验

设计和样本来源的不同也可能导致竞争对利己谎言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未来需要更多的

研究对这一话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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