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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社会比较视角,以124所中国高校的323名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研究生之间的个体相

似性对研究生科研工作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与优等研究生之间的个体相似性正向影响研究生的科研自

我效能感,与差等研究生之间的个体相似性负向影响研究生的科研自我效能感;科研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科

研工作意愿;从理论边界看,在研究生个体之间的社会比较中,向上社会比较能够增强个体相似性对研究生

科研自我效能感的正向影响,向下社会比较却不能增强个体相似性对研究生科研自我效能感的负向影响。

研究模型精准描述了高校研究生群体的科研氛围和群内互动模式,为高校研究生的科研管理工作提供了一

个跨层次、多维度的理论参考框架,也为提升研究生科研工作意愿提供了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管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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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研工作意愿是研究生参与科研工作的前提和

基础,对于提升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培养效果至关

重要[1]。近年来,随着高校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

大,以及全球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因素对经济形势

的影响,研究生就业压力增大,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出

现短期导向。另外,科研工作的性质也决定了研究

投入和科研产出之间具有较长周期,无法收到立竿

见影的效果,这导致部分研究生的科研工作意愿较

低。因此,提升研究生的科研工作意愿,是我国目前

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议题。从理论研究看,现有文

献对研究生科研工作意愿的前因探索可以分为宏观

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前因变量包括高校培

养机制、科研实践活动、科研团队、科研条件与科研

环境等[2];微观层面的前因变量包括科研兴趣、科研

动机、研究态度、学术激情等[3-4]。总体来看,现有文

献对研究生科研工作意愿的前因挖掘主要聚焦于宏

观环境因素或微观个体因素,但尚未关注个体之间

的社会比较对科研工作意愿的影响。然而,研究生

作为社会网络中的个体成员,其科研工作意愿不可

避免地受到周边社会成员的影响。根据作者团队的

观察和调研结果,在周边的同类群体中,研究生更倾

向与所在年级或班级的同学进行比较。研究生在开

展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通过不断与同伴进行社会比

较,通过评估自身与同伴之间的差距,产生期待效应

和个人行为动力,进而形成自我完善的需求和动

力[5]。本文据此推测,研究生之间的个体相似性与

科研工作意愿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关联,现有文献尚

未对此问题做出探讨。
为揭示个体相似性对科研工作意愿的影响路



径,作者结合调查研究和现有研究[6],初步认为自我

效能感作为研究生对自身学术科研能力的主观信

念,能够对个体积极情绪的产生起到促进和强化的

作用,并能对个体负面情绪的产生起到缓冲和弱化

作用[7]。同时,科研自我效能感通过提高研究生个

体自我认同感,能够激发研究生的科研兴趣和科研

动机[8],具有科研自我效能感的研究生会把提高自

身科研工作能力视为一种“挑战”和“目标”,并愿意

为此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而拥有更强的内驱

力去完成科研任务。基于上述研究进展,为揭示个

体相似性与科研工作意愿之间的过程机制,本文拟

探讨自我效能感在研究生个体相似性与科研工作意

愿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生之间的个体相似性,在一段时间内是相

对稳定的。在研究生教学实践中,另一常见现象是

研究生通常与年级或班级同学进行持续地比较。根

据现有研究,与同类的比较行为也是影响个体行为

的重要因素之一[9],个体对与自己水平接近的人更

为敏感[10],人们倾向于做出与相似同伴相似的行

为[9,11]。根据社会比较理论[12],按照比较对象的差

异,个体之间的社会比较可以分为向上的社会比较

和向下的社会比较。根据作者团队对研究生教学实

践的观察和调研,研究生在同一班级或年级的同学

之间,也明显存在向上比较和向下比较。那么,两类

社会比较作为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是否会影

响研究生个体相似性与科研工作意愿之间的关系,
是本文需要考虑的另一议题。

综合上述思考,本研究的核心任务如下:第一,
探讨研究生个体相似性与科研工作意愿之间的关

系,并检验科研自我效能感在研究生个体相似性与

科研工作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第二,把研究生之间

的社会比较划分为向上的社会比较和向下的社会比

较,探讨两类社会比较在研究生个体相似性与自我

效能感之间调节作用,以此进一步明确理论边界。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个体相似性是人与人之间在价值观、兴趣、态
度、偏好等方面的相似程度[13]。现有研究[14-15]认

为,彼此的相似能够促进人际互动,对关系的形成和

互动结果产生影响,人们往往更加关注与自己相似

的人,也更倾向做出与相似个体相似的行为。对于

“相似”的度量维度,一些文献[15]将“相似”分为主观

相似 (perceivedsimilarity)与 客 观 相 似 (actual
similarity),前者指个人主观感受到与对方的相似

程度,后者则是以客观指标(如:性别等)衡量双方

的相似程度。结合本文的研究情境,在班级和同一

年级的研究生群体中,研究生个体之间的相似性比

较主要聚焦于彼此之间的背景相似性。背景相似性

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文献集中于公司

治理领域,主要研究企业高管背景相似性对企业绩

效的影响作用[16-18];第二类文献关注了夫妻之间的

背景相似性对婚恋关系的匹配程度[19-20]。总体来

看,现有研究尚未关注科学研究领域。结合研究任

务,本 文 对 研 究 生 背 景 相 似 性 的 界 定 主 要 参 考

Turban等[21]研究者的做法,主要关注研究生之间

在工作风格、职业抱负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相似性。
自我效能感是指从事科研活动的个体对自身能

否运用掌握的技能与能力完成特定科研任务的信心

程度[22]。现有文献从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探讨了

自我效能感的前因变量:在个体层面,现有研究主要

关注了科研能力[22]、科研执行力[23]、科研经历[24]以

及科研焦虑[6]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在组织层面,现
有研究主要关注了科研训练环境[25]以及科研指

导[26]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综合以上研究现状,现
有研究尚未充分关注个体之间的社会比较对研究生

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结合研究情境,本文将把研究

生之间基于背景相似性的社会比较区分为向上社会

比较和向下社会比较两种场景。
现有文献对研究生科研工作意愿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两个方面:第一,部分文献探讨了研究生科研工

作意愿的前因变量[2-4];第二,其他一些文献关注了

研究生科研工作意愿对科研产出的影响机制[27],本
文重点关注第一类研究。与以往文献重点关注个体

因素(科研兴趣、科研动机等)或组织因素(科研实践

活动、科研团队等)不同,本文基于研究生个体之间

的社会比较探讨科研工作意愿,是对现有研究格局

的拓展和补充。
(二)研究假设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个人总是倾向于通过与相

似的他人比较来进行自我评估[28]。相关文献认为,
个体以他人作为比较对象,用以确认自己与他人相

类似的属性[29],通过社会比较来评价自我的能力,
从而有意或无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30]。根据作者

团队的调研,在高校的科研环境中,在同一班级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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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的研究生群体中,研究生个体基于背景相似

性的对比会产生情感、认知、行为三种后果,并产生

自我评价、自我强化、自我改进三种学习动机。通常

情况下,同一群体中的研究生个体,在背景相似性对

比中,同时存在强于自己和弱于自己两种情况,为便

于区分,本文把研究生个体之间基于背景相似性的

对比区分为“与优等研究生对比”和“与差等研究生

对比”两种情况。在与优等研究生的对比过程中,如
果一名研究生认为自己与优等研究生在工作风格、
职业抱负和价值观等方面是相似的,那么,这名研究

生将更加倾向认为自己也可以做出与优等研究生更

加接近的科研成果。据此提出假设:

H1a:在研究生个体之间的社会比较中,与优等

研究生之间的个体相似性正向影响研究生的科研自

我效能感。
相关文献认为,在一个群体中,个体会自发地卷

入“自己-他人”的比较之中[31],通过与比较对象进

行对比,个体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自己和他人之间存

在的差距,发现自己的长处与不足,从而有针对性地

增强或减弱自己的某种行为。结合本文的研究情

境,当研究生与差等的比较对象展开对比时,如果一

名研究生认为自己与差等生在工作风格、职业抱负

和价值观等方面是相似的,或者认为自己与差等研

究生在诸多领域都很相似,在科研竞争氛围下,这将

影响研究生个体在追求科研进步过程中的自信心,
并可能导致研究生放弃有关自我完善的各种努力,
据此提出假设:

H1b:在研究生个体之间的社会比较中,与差等

研究生之间的个体相似性负向影响研究生的科研自

我效能感。
拥有较强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基于比较结果,认

为自己在某些方面优于比较对象,能够获得更高的

自我评价[32]。研究生科研自我效能感作为研究生

对自身学术科研能力的主观信念,能够对个体积极

情绪的产生起到促进和强化的作用[7]。在这种场景

下,研究生会产生类似如下认知:“如果我尽力去做

的话,我总是能够解决科研中碰到的问题”“如果我

付出必要的努力,我一定能解决大多数的科研难

题”。作者基于以上分析推测,研究生的科研自我效

能感可以激发个体的科研兴趣和科研动机,促使他

们拥有更强的目标和动力去开展科学研究,并试图

进一步从科研成果中获得更强的满足感与自信心。
据此提出假设:

H2:研究生科研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科研工作

意愿。
研究生群体内部的社会比较可以分为上行比较

和下行比较。在上行比较场景下,如果一名研究生

认为自己在工作风格、职业抱负、价值观或资源禀赋

等方面与优等研究生更加相似,这会让研究生拥有

更多的自信,并认为自己与优等生之间相似的科研

背景使自己具备追求科研优势的条件。相关研究[5]

也认为,群体内部之间的社会比较行为能够内化同

伴的学习动机,提升自我效能感,促进高阶思维发

展。另外,在高校研究生群体“评先评优”等因素的

影响下,研究生群体内部会产生较浓的竞争氛围,资
源的有限性促使研究生个体希望在激烈的竞争中脱

颖而出。因此可以推测,在具备个体相似性的前提

下,研究生个体之间的上行比较能够进一步激发研

究生的科研自我效能感。据此提出假设:

H3a:在研究生个体之间的社会比较中,研究生

的向上社会比较能够增强个体相似性(与优等生相

比)对研究生科研自我效能感的正向影响。
在下行比较场景下,研究生个体与差等生进行

社会比较。在个体相似性保持在一定水平的基础

上,如果研究生认为对方的科研绩效较差,有可能在

内心滋生满足感,并且考虑到自己在与对方科研背

景相似的情况下仍然取得较好科研成绩,已经殊为

不易,这会进一步影响研究生的科研进取精神,个体

的主观能动性也将会下降。荀子《劝学》提到:“蓬生

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也可以在某

种程度上说明类似道理。据此提出假设:

H3b:在研究生个体之间的社会比较中,研究生

的向下社会比较能够增强个体相似性(与差等生相

比)对研究生科研自我效能感的负向影响。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文的理论模

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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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国内专业权威的数据调研平台“见
数”(www.credamo.com),以付费的方式面向高校

在读研究生群体收集问卷数据。调研对象一共涉及

124所高校(70所“双一流”、54所非“双一流”),高
校地域范围涉及25个省份(直辖市或自治区),以此

确保样本具有广泛代表性。数据收集工作一共历时

5天,共计收到350份问卷,经过人工筛选,获得有

效问卷323份(235份来自硕士生,88份来自博士

生),问卷有效率为92.29%。本研究通过设置“非
硕博生”选项,确保获得目标群体数据;同时,通过

“与班级同学相比,您认为自己的综合科研水平处于

哪个阶段”这个选项,筛选出科研综合水平处于中间

80%的硕博生,而不是处于前10%和后10%的硕博

生群体。本文运用数据分析软件 SPSS26(IBM,

Chicago,USA)进行有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最终有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有效样本描述性统计

项目 类别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125 38.70

女 198 61.30

年龄/岁

21~30 262 81.11

31~40 59 18.27

>40 2 0.62

硕博生类别
博士生 88 27.24

硕士生 235 72.76

高校类别
“双一流” 234 72.45

非“双一流” 89 27.55

研究领域类别
哲、商等人文社科类 140 43.34

理工医等自然科学类 183 56.66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需量表均来自国内外权威期刊文献中

的成熟量表,并结合研究情境进行了适当改编。除

人口统计学信息外,本研究所有潜变量的测量均采

用7点Likert量表(1=非常不同意,4=中立,7=
非常同意)。

个体相似性的测量参考了 Turban等[21]的做

法,包括“我和该同学看待事物的方式基本相同”等

5个测项。社会比较(包括向上社会比较和向下社

会比较)的量表采用了 Gibbons和Buunk[33]的研

究,包括“我经常把自己的科研表现和这位同学进行

比较”等6个测项。在进行社会比较量表测项的填

写前,要求被试人员写出其所在班级科研综合水平

最高和水平最低同学的姓名,并分别与之进行科研

水平比较,之后才允许被试填写问卷,以此提高准确

性。对研究生科研自我效能感的度量,本文对邝宏

达和李林英[25]的量表进行了改编,包括“如果我尽

力去做的话,我总是能够解决科研中碰到的问题”等

6个测项。科研工作意愿采用了Barnes等[34]所使

用的量表,包括“我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开始做研

究”“我将在未来6个月内继续做研究”“我将在未来

6个月内努力做研究”等4个不同维度的测项。本

文对研究生“科研工作意愿”概念界定如下:在未来

一定时期内(半年)的研究工作中,研究生在“是否启

动研究”“是否持续研究”“是否努力研究”等不同投

入维度的综合表现。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 研 究 使 用 SmartPLS-SEM(SmartPLS-
SEMGmbH,Ismaning,Germany,3.2.8版)进行

验证性因子分析。偏最小二乘法(PLS-SEM)可以

做出非常稳健的模型估计,能够有效处理复杂的模

型路径关系,适用于复杂性较高且具有预测性质的

研究场景[35],目前广泛用于营销管理等领域的在线

用户行为研究[36]。基于社会比较的理论视角,本研

究尝试探讨科研自我效能感的前因和影响结果,以
往文献尚未充分关注自我效能感在科研领域的作

用,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探索和预测性质。此

外,PLS-SEM方法比基于最大似然协方差的常见

结构方程建模方法具有更大的统计功效,消除了潜

变量测项固有的测量误差,并可以有效减少结果偏

差;同时,PLS-SEM模型会低估而不是高估潜变量

之间的路径关系,进而可以防止无效的假设和结

论[37]。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采用PLS-SEM 模型

开展实证分析是合适的。
另外,结构模型评估标准包括决定系数(R2)、

预测相关性(Q2)、路径系数(β)及其显著性(p)、多
重共线性[36]。PLS-SEM不能测量模型估计的整体

拟合优度,PLS-SEM 结构模型的稳健性由内生结

构的R2 值决定[38]。结果表明,科研自我效能感、未
来科研工作意愿的R2 值分别为0.331、0.048。依

据Cohen[39]判断R2 小效应(0.02)、中效应(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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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效应(0.26)的标准,可知本研究模型稳健性较

好。科研自我效能感、未来科研工作意愿的Q2 值

分别为0.160、0.018,表明研究模型具有较强的预

测相关性[36]。此外,SRMR为0.066,小于临界阈

值0.08,因此保证了结构模型的拟合程度[40]。变异

膨胀因子(VarianceInflationFactor,VIF)数值介

于1.107和3.623之间,小于5的阈值,可见研究模

型多重共线性情况比较理想[36]。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测量模型

运行 自 助 法(BootstrappingApproach)程 序

5000次后,发现测项“即使别人不认同我的研究能

力,我仍有信心证明我自己”因子载荷为0.475,小
于0.5,对之进行删除[41]。之后对剩余模型检验重

复运行程序,运行结果如表2所示。除了少数因子

负荷略低于0.7外,其他均高于0.7,表明模型具有

较好的聚合效度[36];除“未来科研工作意愿”组合信

度为0.688,略低于0.7外,其他各潜变量的组合信

度均大于建议阈值0.7,表明内部可靠性良好[36];每
个潜变量测项的平均萃取方差(AVE)均超过了0.5
的阈值水平,表明每个测量项目具有较好的收敛效

度[36]。每个潜变量的AVE值平方根值都大于该潜

变量和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值(见表3),说明各

潜变量具有良好的判别效度[42]。
表2 测量项目

测项 因子载荷

个体相似性(与优等硕博生)(Cronbach’sα=0.849;CR=0.892;AVE=0.623)

我和该同学看待事物的方式基本相同 0.812

我和该同学在很多领域都很相似 0.837

我和该同学具有相似的工作风格 0.837

我和该同学具有相似的职业抱负 0.737

我和该同学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和态度 0.713

个体相似性(与差等硕博生)(Cronbach’sα=0.886;CR=0.912;AVE=0.676)

我和该同学看待事物的方式基本相同 0.763

我和该同学在很多领域都很相似 0.839

我和该同学具有相似的工作风格 0.735

我和该同学具有相似的职业抱负 0.867

我和该同学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和态度 0.896

科研自我效能感(Cronbach’sα=0.789;CR=0.856;AVE=0.545)

如果我尽力去做的话,我总是能够解决科研中碰到的问题 0.743

即使别人不认同我的研究能力,我仍有信心证明我自己 -

以我的能力,我定能应付学术研究中意料之外的情况 0.791

如果我付出必要的努力,我一定能解决大多数的科研难题 0.611

面对一个科研难题时,我通常能找到几个解决方法 0.746

科研中无论什么事在我身上发生,我都能应付自如 0.786

向上社会比较(Cronbach’sα=0.925;CR=0.941;AVE=0.728)

我经常把自己的科研表现和这位同学进行比较 0.885

我总是把自己做科研的方式和方法与这位同学进行对比 0.848

如果我想知道自己科研做得有多好,我会把自己的科研情况和这位同学进行比较 0.778

我经常在科研活动方面与这位同学进行比较 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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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测项 因子载荷

我经常拿自己在科研中取得的成就与这位同学进行比较 0.889

我不是那种经常和别人进行科研水平比较的人(R) 0.841

向下社会比较(Cronbach’sα=0.940;CR=0.920;AVE=0.698)

我经常把自己的科研表现和这位同学进行比较 0.923

我总是把自己做科研的方式和方法与这位同学进行对比 0.728

如果我想知道自己科研做得有多好,我会把自己的科研情况和这位同学进行比较 0.913

我经常在科研活动方面与这位同学进行比较 0.855

我经常拿自己在科研中取得的成就与这位同学进行比较 0.737

我不是那种经常和别人进行科研水平比较的人(R) 0.956

未来科研工作意愿(Cronbach’sα=0.688;CR=0.806;AVE=0.516)

我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开始做研究 0.820

我打算在未来6个月内继续做研究 0.735

我将在未来6个月内努力做研究 0.750

我在未来6个月内不想做研究(R) 0.537

  注:R表示反向测项。

表3 测量模型判别效度检验

变量 判别效度

1 个体相似性(与优等硕博生) 0.789

2 个体相似性(与差等硕博生) -0.068 0.822

3 向上社会比较 0.519 -0.22 0.853

4 向下社会比较 -0.432 0.111 -0.71 0.486

5 未来继续科研意愿 0.410 -0.117 0.416 -0.232 0.718

6 科研自我效能感 0.540 -0.161 0.289 -0.275 0.219 0.738

  注:斜对角线上加粗数字是指各潜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其左下方的数据为各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同一问卷回答者的自我报

告,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43]。本研究

使用Harman的单因子检验法和考察潜变量之间相

关性两种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基于主成分分析

法,将量表中全部测量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并

提取出6个因子后,未旋转时得到的第一因子只解

释了24.835%的方差,低于50%,表明本研究共同

方法偏差现象良好[43]。除控制变量外,其他所有潜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处于-0.158—0.596,低于

0.9标 准,这 也 表 明 本 研 究 共 同 方 法 偏 差 现 象

良好[44]。
(二)结构模型

运行5000次自助法后,研究假设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H1a提出个体相似性(与优等研究生)正向

影响科研自我效能感,H1b提出个体相似性(与差

等研究生)负向影响科研自我效能感,数据结果支持

H1a(β=0.596,t=10.820,p<0.000)和 H1b(β=
-0.158,t=2.413,p<0.05)。H2提出科研自我

效能感正向影响未来科研工作意愿,数据结果支持

H2(β=0.220,t=5.120,p<0.000)。H3a提出向

上社会比较在个体相似性(与优等研究生)和科研自

我效能感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H3b提出向下社

会比较在个体相似性(与差等研究生)和科研自我效

能感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据结果支持 H3a
(β=0.125,t=3.245,p<0.000),H3b未得到支持

(β=0.045,t=0.606,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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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效应 路径关系 路径系数(β) t值 p 值

主效应

个体相似性(与优等研究生)→科研自我效能感 0.596*** 10.82 0.000

个体相似性(与差等研究生)→科研自我效能感 -0.158* 2.413 0.016

科研自我效能感→未来科研工作意愿 0.220*** 5.120 0.000

调节效应

向上社会比较→科研自我效能感 0.035 0.651 0.515

向下社会比较→科研自我效能感 -0.06 0.558 0.578

交互项1→科研自我效能感 0.125** 3.245 0.001

交互项2→科研自我效能感 0.045 0.606 0.545

  注:交互项1为个体相似性(与优等研究生)和向上社会比较的交互项,交互项2为个体相似性(与差等研究生)和向下社会比较的交互

项。*p<0.05;**p<0.01;***p<0.001(Two-tailedTest).

  此外,为进一步探索不同研究领域的底层规律,
本研究对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类研究领域的关系路

径进行对比分析,数据结果如表5所示,并解读如

下:(a)相对于差等研究生而言,与两种研究领域(人
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优等研究生的个体相似性越高,
研究生的科研自我效能感越强;与差等研究生的个

体相似性越高,研究领域为自然科学的研究生,其科

研自我效能感得到提升,而人文社科领域则不能。
(b)在自然科学领域,向上社会比较在个体相似性

(与优等生相比)和科研自我效能感之间具有正向调

节作用,但在人文社科领域不具有调节作用;另外,
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领域,向下社会比较对个体

相似性(与差等生相比)和科研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

系均没有调节效果。
以上检验结果显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

样本在学科层面存在一定的规律差异。作者团队查

阅对比相关文献[45-46]之后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

会科学相比,具有不同的学科特征,研究工作任务也

具有明显差异。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生的投入和

产出之间具有相对明晰的对应关系;人文社会科学

是软科学,其科研产出更加具有不确定性,较容易受

到时空因素、情境因素的影响。因此,自然科学和人

文社会科学在科研探索规律上具有较大区别,限于

本文的研究任务,且出于严谨性考虑,作者团队将在

未来的研究中对此问题进一步探讨。

表5 两类样本(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对比分析

效应

类别
路径关系

人文社科(自然科学)

路径系数(β) t值 p 值

主效

应

个体相似性(与优等生)→科研自我效能感 0.652***(0.548***) 6.574(8.192) 0.000(0.000)

科研自我效能感→未来科研工作意愿 0.122(0.361***) 1.335(5.646) 0.184(0.000)

个体相似性(与差等生)→科研自我效能感 -0.215(-0.200**) 1.148(2.649) 0.253(0.009)

科研自我效能感→未来科研工作意愿 0.189*(0.368***) 2.292(5.508) 0.023(0.000)

调节

效应

向上社会比较→科研自我效能感 -0.014(0.090) 0.162(1.081) 0.871(0.281)

交互项1→科研自我效能感 0.115(0.139**) 1.597(2.662) 0.113(0.008)

向下社会比较→科研自我效能感 -0.205(-0.040) 0.689(0.147) 0.492(0.883)

交互项2→科研自我效能感 0.014(-0.009) 0.136(0.050) 0.892(0.960)

  注:交互项1为个体相似性(与优等研究生)和向上社会比较的交互项,交互项2为个体相似性(与差等研究生)和向下社会比较的交互

项。*p<0.05;**p<0.01;***p<0.001(Two-tailed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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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在研究生个体之间

的社会比较中,与优等研究生之间的个体相似性正

向影响研究生的科研自我效能感,与差等研究生之

间的个体相似性负向影响研究生的科研自我效能

感;第二,从作用机制看,个体相似性首先激发或削

弱研究生科研自我效能感,进而正向影响科研工作

意愿;第三,从理论边界看,在研究生个体之间的社

会比较中,向上社会比较能够增强个体相似性(与优

等生相比)对研究生科研自我效能感的正向影响,向
下社会比较却不能增强个体相似性(与差等生相比)
对研究生科研自我效能感的负向影响。

从上述研究结论看,向上社会比较能够增强个

体相似性(与优等生相比)对研究生科研自我效能感

的正向影响,但是,向下社会比较却不能增强个体相

似性(与差等生相比)对研究生科研自我效能感的负

向影响。为探究其中的原因,作者团队结合对研究

生群体的访谈并继续查阅文献,初步归结为如下原

因:第一,从高校的微观环境看,为加强对研究生群

体的 科 研 管 理,各 个 高 校 普 遍 采 取 集 体 效 能 培

育[47]、心理干预[48]等多种管理或激励措施,研究生

在日常学习中更倾向采取“向上社会比较”;第二,从
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源看,向上社会比较在中国社会

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从古籍文献中可以找到丰

富的例证:《周易·乾》中提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礼记·中庸》提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

仁”;《荀子·劝学》提到“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

不舍,金石可镂”;《论语·述而》提到“知其不可为而

为之”。研究生作为仍处于学习阶段的学生群体,其
关注重点更可能是优等生群体,并对科研自我效能

感产生明显影响。

六、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
在研究生科研管理领域,本文跳出组织视角、导师管

理视角等传统思维定势,尝试关注微观层面的个体

特征,探讨了个体相似性对研究生科研工作意愿的

影响,对现有理论格局进行拓展并做出了边际贡献;
第二,研究结果在理论层面找到了可以激活研究生

“科研自我效能感”的“催化剂”。科研自我效能感在

主效应中的中介作用可以表明,个体特征的对比可

以明显影响研究生的“科研自我效能感”。从现有研

究看,研究生教育领域的文献尚未充分关注个体差

异对“科研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本文尝试进行初步

探索;第三,结合研究生管理实践,对研究生群体内

部互动模式进行了理论提炼,把研究生之间的个体

相似性区分为两种类别:与优等研究生之间的个体

相似性以及与差等研究生之间的个体相似性,这为

展开更为微观的理论探讨提供了理论支点。在此基

础上,本文把研究生的社会比较区分为向上社会比

较与向下社会比较,研究模型精准描述了高校研究

生群体的科研氛围和群内互动模式,总体理论架构

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研究结论对高校研究生科研工作的管理启示如

下:第一,高校或学院科研管理部门要尽量充分掌握

各个研究的科研背景,做好建档工作,并在研究生学

习生涯中及时更新和回顾。在此基础上,对同一班

级、同一学科或同一年级的研究生,按照科研背景相

似性进行多维分类管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在

每一个群体类别中都找出标杆个体,作为各个子群

体的比较参考对象,实现精细化管理;第二,在对个

体相似性进行细化管理的基础上,注意发挥科研自

我效能感的桥梁作用,可以通过研讨会、专题探讨等

方式,激发研究生对个体相似性的认知,进而通过强

化研究生的科研自我效能感,最终提升其科研工作

意愿;第三,在对研究生按照个体相似性进行多维分

类管理的基础上,在每个子群体内部,引导研究生进

行向上社会比较。向上社会比较不能是短期行为,
要做到可持续且保持一定频率,并根据子群体内部

科研绩效的排名变化对“向上社会比较”对象进行动

态调整,使各个子群体内部的更多成员长期保持较

高的科研意愿,提升科研绩效。总体来看,本文的研

究结论为高校研究生的科研管理工作提供了一个跨

层次、多维度的理论参考框架,为高校管理部门在微

观工作中提升研究生科研意愿提供了操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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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Similarity,Self-efficacyandPostgraduate’ResearchWorkIntention

YUANJingbo1,ZHOUZhimin1,WANGYucheng2,WANGYaqin1

(1.CollegeofManagement,ShenzhenUniversity,Shenzhen518055,Guangdong,China;

2.SchoolofBusiness,HongKongBaptistUniversity,HongKong999077,China)

Abstract:Basedontheperspectiveofsocialcomparison,thispaperuses323selectedpostgraduatesfrom 124Chinese
universitiesasresearchobjectstoexploretheinfluenceofindividualsimilarityamongpostgraduatesontheirresearch
willingness.Theresearchshowsthattheindividualsimilarityofexcellentpostgraduatespositivelyinfluencestheirself-efficacy
inresearch.However,theindividualsimilarityofunderachievedpostgraduatesnegativelyaffectstheirself-efficacyinresearch.
Theself-efficacyinscientificresearchpositivelyinfluencestheirintentiontodoresearch.Fromtheperspectiveoftheoretical
boundary,andinsocialcomparisonamongindividualpostgraduates,theindividualsimilarityin"upward"comparisoncan
strengthenpositiveimpactontheself-efficacyofpostgraduatesintheirresearchwork,whiletheindividualsimilarityin"
downward"comparisoncannotenhancenegativeimpactontheself-efficacyofpostgraduates.Theresearchmodelaccurately
describesthescientificresearchatmosphereandintra-groupinteractionmodeofuniversitypostgraduates,providingacross-
levelandmulti-dimensionaltheoreticalreferenceframeworkforthescientificresearchmanagementofuniversitypostgraduates,

andalsoamoreoperablemanagementpathforimprovingthewillingnessofpostgraduatestoworkinscientificresearch.
Keywords:individualsimilarity;self-efficacy;researchworkintention;social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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