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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我优势效应是指人们对与自我高度相关的信息表现出加工速度更快、更准确的现象。自我优势效应不仅

存在于与自我相关的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这些刺激上，与自我无关的物理属性的刺激也可以诱发自我优势效

应。本研究对自我优势相关研究进行较为详细的分类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未来研究

可关注自我优势的脑机制、自我概念的边界、直接和间接自我优势的差异，以及自我优势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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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我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Eddy，2018；Geng et al.，

2012）。对于个体来说，认清自己，分辨“我”和“非我”不仅可以保持自我意识，而且可以作为各种

高级认知及社会行为和功能的基础（Leblond et al.，2016；Turk et al.，2002）。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更倾向

于关注与自己有关的信息，形成各种各样的自我中心偏好（Pelham et al.，2003）。个体更偏爱与自我相

关的刺激，对自我相关刺激的加工存在优势，即个体对自我相关的刺激反应更快、更准确，表现出自我

优势效应（Rogers et al.，1977；Truong et al.，2017）。

自我优势效应是指个体对自我面孔、自我姓名等与自我高度相关的信息表现出加工速度更快、更

准确的现象（Alexopoulos et al.，2012；Frings and Wentura，2014；Liu et al.，2016）。个体在行为层面

上对自我面孔具有极端的认知敏感性和优势，即对自我面孔的加工处理速度更快、更准确（Bortolon and 

Raffard，2018；Cunningham and Turk，2017）。个体识别自我面孔比识别他人面孔的速度更快、更准确

的现象是自我面孔优势现象（Keenan et al.，2000）。当自我面孔作为干扰刺激时也存在优势效应，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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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对目标刺激的识别速度减慢（Minghui et al.，2015）。以往研究发现，个体除了在面孔这一自我生

理属性上有明显的自我优势外，在识别自我声音时也比识别他人声音时反应速度更快、更准确（Kaplan 

et al.，2008；Xu et al.，2013），这表明个体识别自我声音也存在自我优势效应。

自我姓名可以自动地吸引个体更多的注意，个体对自我姓名的识别速度快于其他姓名，准确率也高

于其他姓名（Alexopoulos et al.，2012；Harris and Pashler，2004）。即使在嘈杂的环境中或者缺乏注意

力的情况下，个体也可以很轻易地辨别自己的姓名，这一现象又被称为鸡尾酒会效应（Shapiro et al.，

1997）。除了自我姓名这一自我社会属性外，最新的研究发现，自我网名跟自我姓名存在同样的自我优

势效应，个体识别自我网名的速度显著快于识别其他姓名（Niu et al.，2020；Yang et al.，2015）。

除了以自我直接相关的生理和社会属性为刺激的研究，在自我优势的间接研究中，以自我无关的物

理属性作为实验刺激的研究中同样也发现了自我优势效应。例如，通过联想学习，将没有任何意义的几

何图形与自我联系起来，结果发现，与自我建立联系的几何图形比没与自我建立联系的几何图形识别速

度更快、更准确（Sui et al.，2012；Sui et al.，2015）。

以往关于自我优势的综述，有的侧重自我优势的间接研究（Cunningham and Turk，2017），有的虽

然关注自我优势的直接和间接研究（高敏 等，2020），但总结得不够全面，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

就是因为人类具有社会属性，但是以往研究并没有将自我的社会属性这一重要方面的研究纳入综述。本

研究综合自我优势的众多研究，将从实验刺激的属性进行划分，将自我优势的研究划分为自我生理属性

的研究、自我社会属性的研究和自我无关的物理属性研究三类进行评述。

2  自我生理属性的研究

2.1  以面孔为实验刺激的研究

个体对自我和他人的面孔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当要求被试识别自己、熟悉人、陌生人的面孔时，

不管面孔是直立还是倒置，被试对自我面孔的反应时间（RTs）比熟悉人和陌生人反应都短（Keenan et 

al.，1999）。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个体对自我面孔的加工，在行为方面表现出显著不同于熟悉人和陌

生人面孔的现象（Devue and Bredart，2011），个体对自我面孔的反应比对他人面孔的反应更准确，反应

速度也更快（Bortolon and Raffard，2018；Keyes and Brady，2010；Maister and Tsakiris，2014）。

当自我面孔作为干扰刺激时，会影响个体对目标刺激的反应，导致反应时增加；当他人面孔作为

干扰刺激时，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Minghui et al.，2015）。这说明自我面孔会自动吸引个体的注意，

占用认知资源，从而干扰任务的进行。还有研究表明，文化也会影响面孔的自我优势效应，与东方国家

相比，西方国家的自我面孔优势效应更显著（Bortolon and Raffard，2018；Liew et al.，2011；Sui et al.，

2009），从文化差异角度来理解，西方国家通常以独立的自我意识为特征，而东方文化主要以相互依存

的自我意识为特征。

个体识别自我面孔时倾向于与积极特征相联系。相比于熟悉面孔、著名面孔和陌生面孔，自我面

孔可能会有更强的皮肤传导性（Bagnato et al.，2010）。相比于其他面孔，对自我面孔的识别存在更强

的情绪唤醒（Guerra et al.，2012）。自我面孔优势可以用对自我的内隐积极态度来解释（Ma and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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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即个体倾向于将自我与积极特征相联系。

2.2  以其他生理属性为实验刺激的研究

自我优势也存在于对自我声音的识别中。在实验中同时给被试呈现声音和面孔，让被试判断声音是

否为自我声音，当同时呈现自我声音和非我面孔时，被试不会将声音判断为错误声音；当同时给被试呈

现非我声音和自我面孔时，被试倾向于把这个声音判断为错误声音（Aruffo and Shore，2012）。这说明

在对视觉和听觉进行整合时，听觉在自我相关信息加工时所占的比重更大，存在听觉加工优势。随后的

研究也证明了自我声音优势效应的存在，相比于识别他人的声音，个体在识别自己的声音时反应速度更

快、也更准确（Tye-Murray et al.，2015；Xu et al.，2013）。

作为身体运动的产物，个体对于自我笔迹的识别也存在优势效应。电生理研究表明，在刺激呈

现 300 毫秒后，手写字符和非手写字符在右后脑区引起了不同的大脑激活模式（Sawada et al.，2016；

Wamain et al.，2012）。在一项关于字迹的研究中发现，手写字符也代表自我，其本质上是独立于自己

名字的，ERP 数据显示，自我手写姓名与非自我手写姓名相比，P300 的振幅明显增大了，这说明自我手

写姓名比非自我手写姓名更有效地吸引注意力；自我手写姓名的 P250（250-330 ms）振幅小于非自我手

写姓名，表明手写姓名这一自我相关信息有特定的处理脑区（Sawada et al.，2019）。

2.3  小结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自我优势不仅体现在对自我面孔的识别上，也可以体现在识别自我声音、

字迹等其他生理属性上。自我面孔优势存在文化差异，西方人的自我面孔优势效应更显著（Bortolon and 

Raffard，2018；Liew et al.，2011；Sui et al.，2009）。这可能是因为自我概念是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拥有不同的自我概念，具体来说，在西方文化中，大多数人寻求保持与他人的独立性，

并强调他们独特的内在属性；在东方文化中的大多数人强调人与人的基本联系，保持与社会环境的和谐。

以往使用自我生理属性（如自我面孔、声音）作为实验刺激的研究中始终无法排除熟悉性的影响，出现

的自我优势效应有可能是由于个体对这些刺激的熟悉性造成的，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将熟悉性从自我优势

效应中分离。

3  自我社会属性的研究

3.1  以自我姓名为实验刺激的研究

姓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中不仅包含了重要的文化信息，而且包含重要的社会信

息。姓名对个体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姓名是自我的象征，人们对于自己的姓名会格外关注且敏感（刘

显翠 等，2020）。

早期关于自我姓名的研究来源于鸡尾酒会效应，人们发现在嘈杂或者缺乏注意力的情况下，个体也

可以很轻易地识别自己的姓名（Moray and Neville，1959），这说明自我姓名对个体具有特殊的内在意义，

即使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也可以很容易地引起个体的注意（Conway et al.，2001；Harris et al.，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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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 and Pashler，2004；Wood and Cowan，1995）。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姓名，个体对自我姓名的识别速

度更快、更准确（Alexopoulos et al.，2012；Frings and Wentura，2014）。

自我姓名吸引个体的视觉注意力，使其获得更多的注意资源。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是自我相

关信息认知加工的神经机制，自我姓名加工与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密切相关（Kelley et al.，2002；

van Veluw and Chance，2014；Yaoi et al.，2015）。特定的事件相关电位成分（主要是 P300 成分）与自

我相关信息的加工密切相关（Gray et al.，2004；Sawada et al.，2019）。与非自我姓名相比，自我姓名

会增加 P300 的振幅，这反映了个体认知资源分配的程度，表明自我姓名有效地捕捉了视觉注意力，从

而使得个体将更多的注意资源分配到自我姓名上去（Chen et al.，2011；Gray et al.，2004；Kotlewska and 

Nowicka，2015）。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相比于其他姓名，由自我姓名引起的 P300 振幅更大、潜伏期

更长，并且在中央和额叶脑区更为突出（Chen et al.，2011；Kotlewska and Nowicka，2015；Tacikowski et 

al.，2011）。

3.2  以虚拟自我为实验刺激的研究

在当前的信息时代，能够完成各种活动的互联网极大地扩大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就出

现了“虚拟自我”的概念，它是个体在网络空间内人类特征的体现（Salimkhan et al.，2010），网络昵称

表现出与真实姓名相同的社会功能（Salimkhan et al.，2010；Stommel，2010）。相对于名人姓名和陌生姓名，

个体对自我网名的识别速度更快、更准确（Niu et al.，2020；Yang et al.，2015）。

自我优势受自我相关性影响，而并非受熟悉度的影响（Niu et al.，2020）。牛更枫等人（2020）的

研究发现，自我姓名、自我网名和著名姓名在熟悉度上没有显著差异；自我姓名和自我网名在自我相关

性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它们的自我相关性显著高于著名姓名和陌生姓名。事件相关电位的结果发现，在

P300 分量上，识别自我姓名和自我网名时的振幅显著高于识别著名姓名和陌生姓名，自我姓名和自我网

名也能够引起更长的潜伏期，但自我姓名和自我网名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进一步说明这种自我优势是

与自我相关性有关，而不是与熟悉度有关。

3.3  小结

综上所述，现实自我和虚拟自我均存在自我优势效应。在关于姓名的研究中，加入了熟悉性与自我

姓名、自我网名没有显著差异的著名姓名，排除了熟悉性的干扰，证实了以姓名为实验材料的研究中出

现的自我优势效应是由自我相关性导致的。基于网络昵称的研究发现，网名在网络生活中的频繁使用使

得其被赋予了特殊的心理意义，自我网名与自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网名在心理上变得和真实的名字

一样突出，因此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对自我姓名的认知优势有可能同样表现在网络中对网名的认知优势。

4  自我无关的物理属性的研究

自我优势不仅存在于与自我相关生理属性（例如面孔、声音等）和与自我相关社会属性（例如姓名、

网名等）的刺激上，也存在于与自我没有直接相关的外部刺激上。通过对与自我无关的物品、几何图

形等与自我无关的物理属性的研究表明，与自我无关的物品、几何图形等经过操作也存在自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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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我无关的物理属性的研究多使用所有权范式和联想学习范式进行研究，接下来将从这两个方面

进行评述。

4.1  所有权范式

自我可以被“延伸”到自己所拥有的对象上，与自我无关的物品可通过所有权与自我建立联系，也

会存在自我优势。所有权范式是指通过所有权在与自我无关的物品与自我之间建立联系，当一个人拥有

一个物体或刺激物时，对这个物体或刺激物的注意和记忆偏差与处理自我相关信息时相同（Cunningham 

et al.，2008；Mirjam Van Den Bos，2010）。个体对所有权线索的知觉会引发个体内在的自动注意反应（Gray 

et al.，2004；Turk et al.，2011）。在购物任务中，相比于加工“别人拥有的物品”，被试加工“自己拥

有的物品”时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的激活程度会增加，内侧前额叶皮层与自我相关信息的加工密

切相关，这说明内侧前额叶皮层区域的激活可以预测拥有物品的记忆优势大小，自我拥有的物品也存在

自我优势效应（Macrae et al.，2004；Turk et al.，2011）。

自我处理范式是所有权范式的一个变式，自我处理范式中所有权的增强效应通常是通过给自己和他

人分配具体对象来探索的（Cunningham et al.，2014；Cunningham et al.，2008）。2017 年的一项研究探

索了单纯所有权是否可以扩展到抽象概念，他们创造了一种编码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让被试对某一理论

形成看法，对于被试来说，这些理论可能与自我相关（“你有一个理论，基于……”），而其他理论则

与陌生人相关（“Alex 有一个理论，基于……”），让被试对每句话是否正确进行判断，结果表明，被

试自己的理论更有可能被认可（Gregg et al.，2017）。研究者认为这种对于自身理论的自发偏好既反映

了固有的自我偏差，也反映了纯粹的所有权效应，导致了所有权这一抽象概念的自我优势增强。这种“自

我拥有”不仅吸引了个体的注意力，也会受到自我积极偏见的影响，即个体倾向于将积极与自我进行联系。

4.2  联想学习范式

与自我无关的几何图形经过联想学习也会出现自我优势效应，且不受特定标签—匹配类型的影响。

Sui 等人（2012）使用联想学习范式探究自我相关信息的自我优势，发现与自我无关的几何图形经过联

想学习也会出现自我优势效应，即相对于其他匹配联结的刺激，个体对自我匹配联结的刺激反应更快。

随后的研究也表明，联想学习范式中出现的自我匹配联结优势不受特定标签—匹配模式影响，改变标签—

匹配模式，同样也会出现自我匹配联结的优势效应，这说明个体对自我匹配联结的优势效应是自动化的

（Sui et al.，2014）。随后的大量研究采用这种联想学习范式来研究自我优势，都发现了显著的自我优

势效应（Frings and Wentura，2014；Sui and Humphreys，2017；Sun et al.，2016；Yin et al.，2019）。

联想学习会带来一些临时的“自我扩展”，与自我无关的物理属性会迅速与自我建立联结，但这

种联结只是暂时的，并不影响个体的自我建构。在一项联想学习范式变式的研究中，研究者将几何图

形替换为陌生人的脸，联想阶段要求被试将标签（自我、朋友、陌生人）与三个陌生面孔相联系，标签—

匹配阶段要求判断标签与面孔的组合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结果发现，相比于与朋友和陌生人标签匹

配的陌生面孔，个体学习与自我标签匹配的陌生面孔的速度更快，也会出现自我标签匹配的自我优势。

研究还发现，虽然陌生面孔会迅速与自我建立联结，但这种联系并没有对个体的自我建构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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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没有融入个体的自我形象中（Payne et al.，2017）。虽然特定情境的形状或面孔—标签匹配可以

引起一系列的自我处理偏差，出现自我标签匹配的优势效应，出现了一些临时的“自我扩展”，但这

些自我扩展是动态的，是目标驱动的系统的一部分，并没有纳入自我构建中去（Allan et al.，2017；

Payne et al.，2017）。

4.3  小结

综上所述，自我优势效应可以扩展到诸如物品、几何图形等与自我无关的刺激物上。这从本质上体

现了自我概念的扩展，但这种扩展是动态性的，这些无关刺激物只是暂时纳入了自我范围，并没有真正

融入自我。相比于自我相关的生理和社会属性的研究，使用无关刺激物的研究要求被试先进行想象或联

想，如想象或联想的效果不好，可能会对这种间接自我优势效应产生影响。

5  总结与展望

个体偏爱与自我有关的信息，个体处理自我相关信息（尤其是自我面孔和自我姓名）时在行为

和神经层面存在极端的认知敏感性和优势，行为上表现为对自我相关信息的反应速度更快、更准确

（Cunningham and Turk，2017；Bortolon and Raffard，2018；Sawada et al.，2019；Zhao et al.，2011；

Sawada et al.，2019）。这种自我优势还可以扩展到与个体有关的其他方面，例如自我声音、自我笔迹、

自我网名等（Niu et al.，2020；Kaplan et al.，2008；Xu et al.，2013；Sawada et al.，2019）；关于自我优

势的间接研究也表明，“自我拥有”的物品的记忆更快，记忆效果更好（Cunningham et al.，2008），与

自我无关的几何图形经过联想学习也会表现出自我优势（Sui et al.，2012）。使用面孔、声音等物理属

性作为实验材料时，熟悉性的干扰不可避免，且需要提前准备和处理这些实验材料；使用姓名作为实验

材料时，虽然可以加入著名姓名排除熟悉性的影响，但这个著名姓名如何选择，以及姓名的长度、结构

等问题都需要解决；使用几何图形作为实验材料时，虽然可以排除熟悉性的干扰作用，但被试对标签—

形状的联想过程不好控制。

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的问题：第一，自我优势的文化差异。文化对个体带来的是一种动态的影响，个

体可以在不同情境中提取不同的文化信息，表现出适应的行为（侯玉波、张梦，2012）。东方集体主义

文化以相互依存的自我意识为特征，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以独立的自我意识为特征。目前关于自我优势文

化差异方面的研究仅仅对比了东西方文化（Liew et al.，2011；Sui et al.，2009），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

北美和欧洲等个人主义文化的参与者进行的，其他文化仍有待探究。先前的一项研究表明，非洲幼儿在

自我镜像识别中表现出与美国幼儿不同的行为模式（Broesch et al.，2011）。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化

混搭是全球文化互动的一个新趋势（彭璐珞 等，2017），受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个体可能会拥有更为复

杂的文化模式，双文化者或者处于族群边缘的个体，他们的自我优势相对于单文化者更弱还是更强？以

后的研究可以考虑自我参照加工的文化含义。

第二，自我概念的边界。虚拟自我是否真正融入自我？自我概念是否扩展到虚拟空间？在科技日新

月异的时代，互联网的存在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生活空间，网络昵称的频繁使用使其具有特殊的心理意

义，使得网络昵称在心理上与真实姓名一样突出，虚拟自我相关信息和现实自我相关信息具有相似的社



·1328·
“我”比“你”重要：自我在认知中的优势 2022 年 11 月

第 4 卷第 11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411155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会功能，同样出现了虚拟自我信息的优势，但虚拟是否真正融入自我？自我概念是否扩展到虚拟空间？

个体可以通过将他人和物体整合到自我概念中来实现自我概念扩展（Branand et al.，2015；Mcintyre et 

al.，2014），例如，与以母亲为参照相比，以自我为参照的优势效应并不显著（Sui et al.，2007），与母

亲相关的信息会引发与自我相关信息类似的大脑激活模式（Dai et al.，2013；Wuyun et al.，2014），自

我被认为是过去经验的抽象表示，这说明虚拟自我可以融入自我，自我概念可以扩展到在虚拟空间。未

来研究可考虑自我概念是否扩展到虚拟空间，可以为虚拟生活和现实生活之间的本质关系提供一个新的

综合视角。

第三，直接的自我优势和间接的自我优势是否存在差异？对自我的直接研究（尤其是自我面孔和自

我姓名）均发现，这种直接的自我优势是一直存在的，且这种自我优势效应很强。对自我的间接研究发

现，自我优势确实可以拓展到与自我无关的物体和几何图形上，外部刺激与自我标签间很容易建立联结，

且这个联结不容易被打破（Wang et al.，2016）。但是这种拓展的自我优势效应的持续时间是未知的，

这种拓展的自我效应与直接自我效应在强度上是否存在差异也是未知的。

第四，自我优势的脑机制研究。有研究表明奖赏（Sui and Humphreys，2013；Wang et al.，2016；

Wolosin et al.，2013）和积极情绪都可能与自我信息加工有关（Murray and Kensinger，2014；高敏 等，

2020）。但也有研究表明，奖赏和积极情绪均不与自我优势存在相关（Stolte et al.，2017；Sui and 

Humphreys，2015）。所以自我优势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项关于联想学习的研究中，除了让被

试对几何图形进行标签匹配之外，还告知被试，与朋友（高奖赏）和陌生人（低奖赏）相关的匹配有

额外的奖赏，结果发现自我优势效应和奖赏效应都是稳定的，个体在识别自我标签和高奖赏标签的几

何图形时都具有优势效应（Sui and Humphreys，2015）。这表明自我优势效应和奖赏效应之间具有相似

性，都受到刺激主观价值的影响，个体对于自我相关的刺激和高奖赏的刺激的识别更快（Northoff and 

Hayes，2011），自我相关刺激和高奖赏刺激都具有更高的内在价值，两者进行加工激活的脑区有部分

重合（Enzi et al.，2009），说明自我参照加工和奖赏存在内在联结。未来研究在探讨自我优势的产生机

制时，可考虑奖赏和积极情绪在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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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More Important than “You”: The Advantage of Self in 
Cognition

Zhu Mengru1 Zhao Chunli1,2 Han Zhenhua1,2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aculty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2. Guangxi College and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Applied Psychology, Guilin

Abstract: Self advantage effect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people process information highly related 
to themselves faster and more accurately. The self advantage effect not only exists in the stimulation of 
physiological and social attributes related to self, but also can be induced by the stimulation of physical 
attributes unrelated to self. This study classifies and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on self advantage 
in detail, and on this basis, proposes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Future research can focus on the 
brain mechanism of self advantage, the boundary of self-concep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rect and 
indirect self advantages, 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of self advantage.
Key words: Self; Self advantage; Self reference effect; Associative lear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