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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确定性减少理论” ( URT)的产生受到信息论 、认知失调理论等理论的直接影响。 URT 认为,人际关系中常常充满了

不确定性,个体将通过交往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减少不确定性是人际交往的核心动力。 以此为基础,提出了 7项公设和 21条

定理。自诞生以来, URT 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也受到了某些挑战。URT 对人际交往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使“不确定性”成为

交际研究的主要范畴,同时它也存在某种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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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在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交往也一样。正

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 因此在交往决策时总是伴随着风险。

我国有学者曾进行了有关不确定和风险条件下人的认知及

决策的研究[ 1-3] , 但似乎对交往中的“不确定性” 重视不够,

研究得很少。国外学者对交往中的不确定性研究已经有三

十多年的历史, 有关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也是比较深入的,

其中“不确定性减少”理论对交往的理论和应用研究都产生

了相当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国外交往中的“不确定性减

少”理论进行综述。

1　人际交往不确定性减少理论的提出

　　“不确定性”译自 uncertainty, 它也可译为“不稳定感” , 指

“个体对自己的心理和行为无法作出具体而明确的标识和评

价时形成的一种游移不定的心理状态” [ 4] 。不确定性一般具

有动力作用,它促使个体通过寻求信息 、获得知识来改变现

状,以达到一种心理上的确定感。

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以来, 在经济学等领域出现的

“不确定性”概念, 也在人际交往研究中开始出现。 1975 年,

在系统科学和心理学理论影响下, Berger 和 Calabrese提出了

不确定性减少理论 ( 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 简称

URT) [ 5] 。这是人们在人际交往领域对“不确定性”研究的理

论成果,它是在相关理论学科影响的基础上产生的。

首先是系统科学中信息论的影响。 Shannon 等人 ( 1949)

从量的方面来描述信息的贮存和提取问题, 并认为, 当存在

大量可能的选择而每一事件出现的可能性等同时, 就存在着

不确定性。减少不确定性的需要激发了个体的信息交流行

为,而信息的增多会减少不确定性。其次是 Lewin 的群体动

力学和 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所产生的实质性影响。人

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其实和认知失调类似, 当不确定性出现

后,个体要寻求减少不确定性的途径。 这种推论正符合 Fes-

tinger的基本假设。Festing er曾指出, 在某种特殊情境中, 当

人们感受到高度的不确定性时, 就会寻求与自己行为或见解

最为相似的他人来平衡。最后, 是 Heider的归因理论。他认

为,“朴素的因素分析使个体赋予某一行动以意义, 同时影响

他人和自己的行动并预测下一步的行动” [ 6] ;并将不确定性

解释为“可供选择的数量, 每一种选择中都发生着相互作

用” 。某一情境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程度越大, 个体预测行为

或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小。

2　不确定性减少理论及其发展

2.1　不确定性减少理论的基本内容

经典的不确定性减少理论提出了 7 项公设, 认为人际交

往的不确定性是与以下关键变量相联系的:语词输出 、非语

词兴奋( nonverbal w armth) 、信息搜寻 、自我表露 、相互性 、相

似性 、喜爱程度等[ 5] 。由这些公设出发, 又推导出 21 条定

理,如“言语交往的量和非言语表达呈正相关”;“交往的量与

相似性呈正相关”;等等。

这些公设和定理是条文式的, 可以简要概括如下:人际

关系中常常充满了不确定性, 个体将通过交往来减少这种不

确定性;在最初的相遇中, 陌生的交际双方都试图获取相应

信息以推断下一步的行为;信息的汇集通常伴随着自我表

露,人际关系就随着自我表露和信息的共享而得到增强, 这

一增强也受制于许多因素;个体有能力通过建立相互作用的

模型来减少不确定性。减少不确定性是人际交往的核心动

力,正因为如此, 减少不确定性能够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

2.2　不确定性减少理论的发展

根据理论自身的内容完善情况, 可以把 URT 理论的发

展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对 URT 的完善和运用。 Berger 后来增

加了第 8 项公设和第 8 个关键变量———网络共享,最初的 21

条定理增加到 28条[ 7] 。 Berger( 1979)认为 ,要减少不确定性

须满足三个先决条件:对进一步交际的期望 、诱因价值 、与期

望行为的差距等,得到 Douglas( 1987)的支持[ 8] ;他还认为语

言是减少不确定性的中介, 并进一步将不确定性划分为认知

不确定性和行为不确定性[ 9] 。 这一归类有助于人们辨别不

确定性的起因。后来, Berger 强调代价和回报在人际关系中

的作用,并认为减少不确定性是解释社会交换代价的必要条

件。他还把减少不确定性的策略分为三类:被动式 、主动式

和交互式。这一观点得到一些研究的支持。如有研究证实,

个体经由直接观察或使用媒体的间接方式而减少疑虑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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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就是运用了消极策略[ 10] 。 Douglas( 1991)提出的“总体不

确定性”概念对理解 URT 有促进作用, 因为它是“对人际熟

识程度大体上的不确定” [ 11] 。那些拥有高度“总体不确定性”

的个体很少进行自我表露,并被认为具有较弱的竞争能力。

此外, 还有像 Parks 和 Adelman ( 1983) 等人的应用研

究[ 12] 。他们发现, 那些经常与伴侣及其亲友进行交往的人感

受到与伴侣有更多的相似性,会更多地得到伴侣及其亲友的

支持,从而体验到低水平的不确定性。

第二个阶段, 是 URT 理论的模式化阶段。Heath 和

Bryant( 1999)根据人际关系发展的阶段性,提出了交往不确

定性减少的模式(图 1) [ 13] 。可以看出, 在不同阶段, 所获得

的信息是不同的, 交往特点也各不相同。但从趋势来看, 信

息从少到多,最后又减少到零;交往则从受限制到更加自由

自在发展。

图 1　交往不确定性减少模式图

　　此外,研究者还对不确定性与人际交往中不同心理因素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有研究表明, 不确定性会导致压

力和焦虑,而压力和焦虑又会降低个体的交际能力水平;建

立关系的过程是稳定和变化 、确定和不确定性之间的辩证过

程[ 14] 。在 URT 的应用方面, 人们不仅用 URT 解释人际交

往,还提出了新的思路。如 Christensen( 2007)曾分析了组织

内交际时出现的不确定性[ 15] , 并提出了 URT 运用时要解决

的课题:信道选择 、评价反馈 、期望 、反思性决策等。

3　不确定性减少理论的特点及不足

不确定性减少理论的诞生对人际交往研究作出了重要贡

献,“不确定性”成为交际研究的主要范畴,使人们对交际过程

中的深入理解予以更多关注。其核心思想是,在交际的最初

阶段,个体主要关心如何减少不确定性, 以增加对交际双方行

为的可预见性。减少不确定性是人际关系的发展 、持续和解

体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可以说, URT 具有很强的解释功能, 它

能够对不同情境中的个体交往进行阐释。它避开了交往研究

中的一些模糊的陈述,提出了明确的公设和定理,用来解释交

往机制,使人清楚地看到交往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揭示了交

往中某些难以解释的现象,具有相当强的客观性。

由于 URT 来源于信息论、认知失调论和归因论,所以它

在发展过程中势必会出现相应的局限性。这里仅从 URT 所

依赖的归因论为例来说明。从归因论出发, URT 理论认为, 人

际交往过程中, 个体会努力寻求所知觉的交往事件的意义, 个

体能够运用相应的策略学会如何预见将要发生的行为和解释

已经发生的事。随着关系的发展, 个体会对交际及其行为进

行顺向和逆向的归因, 以此作出反应来减少不确定性。事实

上,在 URT 提出之前, 符号互动论倡导者 Mead 及其后继者

Blumer对人际交往中意义的理解就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

述[ 16] 。他们认为, 人际交往是一个符号互动过程。个体行为

的产生包含着主体对客观对象的知觉、解释和选择过程。个

体卷入的互动过程既要向人表示自己的所作所为, 又要对他

人的行动进行解释。因此笔者认为, 不确定性减少理论强调

的是用“不确定性”来揭示交往的机制,而未把重点放在“意义”

上, 也没有在交往的相互作用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因此 URT

理论所遵循的因果关系的理论思路不能完全阐释交往双方的

意义建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的解释功能。

一般地说,理论解释的现象越多, 理论的生命力就越强。

如果没有后续的研究, 经典的 URT 理论也可能只会昙花一

现。在经典 URT 理论提出之初, 它的效度就曾受到人们的

质疑。如 Sunnafrank( 1986)认为, 交际双方最初相遇时主要

关心的是“交际收益的最大化”而非“不确定性” [ 17] 。 Keller-

mann和 Reynolds( 1990)曾考察了 URT 的第 3 项公设, 即高

度的不确定性会增加信息搜寻行为, 而当不确定性降低时,

信息寻求行为也会减少;并且发现, 高度不确定性不会激发

足够的动机产生信息搜寻行为, 但个体对信息的渴求心理照

样存在[ 18] 。这说明经典 URT 理论的某些公设有待进一步

完善,以增强其理论解释力。

从当前研究来看, 人们不再止步于 URT 的效度问题的

讨论,而是在完善 URT 的前提下, 转向应用研究;人们从仅

仅将其用于解释陌生人最初相遇时的心理和行为, 到综合考

虑不同水平的人际关系。另外人们还把 URT 理论运用在跨

文化比较研究中,如 Gudykunst和 Nishida( 1984)考察了态度

相似性 、文化相似性和文化背景对减少交往不确定性的影

响,发现指向跨文化间的各项有关不确定性的变量之间呈现

出正相关[ 12] ;Sanders 和 Wiseman( 1993)曾比较了不同后裔

的美国人被试交际时表现在不确定性减少方面特点的异

同[ 19] 。不仅如此, URT 的应用从对“面对面”的二人交往研

究,扩大到后来的对小群体交往 、大众传播和以计算机网络

为中介的交流等方面。这说明 URT 最初的效度问题已经不

足以成为其发展的障碍, 其应用范围还进一步扩大到很多人

际交往领域。

综上所述, URT 理论是一个发展着的理论。其理论核心

是“不确定性减少” 。但究竟什么是“不确定性” , 它到底是属

于什么性质的概念,它和人际交往中信息的“确定性”之间的

界线是什么,尚未得到完全的阐释。另外, 在应用 URT 理论

解释人际交往时, 会出现循环论证现象, 如通过交往就可以

减少不确定性,通过减少不确定性就可以促进交往。尽管有

这样那样的不足, 但我们仍然期待 URT 理论能够引领人际

交往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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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the 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Zhou Aibao, Zhou Pengsheng

(S 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orthw 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Abstracts　The paper reviews the “ 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 ( URT ) , w hich came into being in the studies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its source from Information Theory ,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etc.URT held that there was a good deal of

uncertainty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With communication individuals reduced un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reduction w as the core

of motivation during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Based on this, 7 ax ioms and 21 theorems were put fo rward.Since its appearance in

1975, URT was supported by some studies and also criticized by some data from experiments.

Key words:Studies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Uncer tainty Reduction Theo ry;Review

(上接 1502页)进行充分阐述的同时, 尤其注重教材的可用

性 、实践性。如在内容安排上, 囊括了管理心理学的基本范

畴 、研究方法 、基础知识 、理论框架, 并对近年来管理心理学

的研究重点做了深入 、细致的探讨,增添了许多新概念 、新理

论,体现了当今国内外管理心理学的重要理论成果, 有助于

读者更好地把握管理心理学界的前沿动态。在体例安排上,

每章结尾部分都安排有“本章小结” 、“本章思考题” , 有的章

节后面还有“案例分析” 、“技巧库”和“小测验” 。 此外, 部分

章节内有“管理小贴士” 、“阅读材料”等内容, 以开阔读者的

视野,加深其对相关知识和原理的理解, 使管理心理学有更

快 、更新的发展。

总的来看,刘永芳教授的这本《管理心理学》 , 思路清晰 、

观点新颖 、资料翔实 、既反映了国内外管理心理学的最新进

展,又融入了作者自己一些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使之具有较

强的科学性 、创新性 、系统性和实用性。特别是在研究视角

和研究体系上,能给读者以新启发 、新思考, 有助于推动这一

领域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正如本书作者认为那样, 该书为读

者打开了一扇窗户,展示了管理心理学的一片新天地。

周受保等:人际交往的不确定性减少理论( URT)述评 1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