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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has always been important and inevitable in the study of motiv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further study of motivation theory, Maslow and his theory gradually 
reveal its limitations. When it comes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it was found that the 
triangular model established by the hierarchy of needs is misleading, which mainly due to the strong sense of 
class solidification and hierarchy brought by the pyramid model,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ts explanatory 
power and Maslow’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Based on ecosystem theory, the 
current study explor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model using new model forms, which 
is more capable of explaining the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and can better avoid the misunderstanding about 
narration in the origin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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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动机研究中，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一直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动

机理论的深入研究，马斯洛及其需要层次理论逐渐表现出局限性。在对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局限性的讨

论中发现，马斯洛需要层次所建立的三角形模型存在叙事的误导性，主要由于金字塔模型带来的阶段固

化感以及层级感较强，其解释力与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的理论构建存在差异。本研究基于生

态系统理论，探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模型的重构，运用新的模型形式，使其更具备对马斯洛需要层次

理论的解释力，并且能够更好的避免原模型所带来的叙事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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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众多学者的眼中，动机一直都是影响个人与组织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1-2］。“动机”一词发

源于拉丁语中的单词“movere”，其基本含义为移动，如刺激、触发或者影响去做某事［3-5］。但是不同

的理论家，对于动机的解释和定义依旧存在较大的差异［6］。如在 Gorn 和 Kanungo（1980），Moch（1980）

以及 Mol（1992）等人看来，动机是一种充分参与活动的形式［7-9］。而 Robbins（1993）和 Pouchova（2011）

等人则认为动机属于一种意愿［10，51］。Akbas 和 Kan（2007）视动机为力量［11］；Berman，Bowman，

West 和 Wart 等人（2010）将动机定义为驱动力［12］；Armstrong 和 Michael（1988）则认为动机是一种有

目标的行为［13］。直至今日，动机仍是一个缺乏普遍认同定义的词语［14］。在大量对于动机的理论的研究中，

Tuan（2011）认为，这些研究可以被分为两大类［15］，一类被称作“过程理论”，而另一类则被称之为“内

容或需要理论”。

马斯洛作为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他在 1943 年所发表的《人类激励理论》一书中第一次

提出了其独有的需要层次理论，并于 1954 年在《动机与人格》中进一步的阐释了这一理论。该理论从“内

容或需要理论”的角度，对动机予以了阐释，将动机与内在需要联结起来，并建立了能够阐释其理论核

心的模型。其理论至今依然被用于婚姻问题［16］、经济问题［17］以及企业发展问题［18］等多个领域的实践

当中。Abulof（2017）等人探讨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在二十一世纪的价值问题后发现，马斯洛的理论“它

解释了人性是大多数人类立即认识到自己和他人的东西”［19］。说明对于当今研究来说，马斯洛的需要

层次理论依然具备可观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如 Thevar Arthi Velmurugan（2017）等人就在一项马斯洛层次

理论与两因素理论的对比研究中发现，在组织管理中马斯洛层次理论更具有价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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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依然存在着其局限性，不少后续研究都讨论过这一问题，并且不少

学者也试图改进或完善其理论，如 Alderfer（1969，1977 & 1979）就提出了动机的 ERG 理论［21-23］，该

理论将动机描述为来自存在（Existence）、关联（Relatedness）和成长（Growth）的三种需要。存在的需

要包括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如生理和安全的需要［24］。因此，存在的需要主要涉及如金钱、空气、

水以及食物这些基本方面。关联需要与人际关系方面有关，这包括了社会接纳、归属以及地位。成长需

要与人们对改善生态环境、自我发展、自我实现以及自我实现的渴望有关［23-24］。马斯洛需求层次理

论与 Herzberg 动机两因素理论以及 McClelland 成就需求理论之间有着明显的较高层次需求和动机的重

叠，以及相应的较低层次需求和动机的重叠。马斯洛的高阶需求起到激励人们的作用，并且具有内在

的本质［25］。D’Souza 与 Gurin（2017）在马斯洛层次理论的基础上［26］，进一步的探究出非线性的需求

发展理论，即个人以线性方式遵循需求层次并渴望成为贤哲符合社会的最大利益。

时至今日，对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局限性的讨论依然持续，不少学者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然而，

由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建立金字塔模型隐喻特性，导致不少学者的观点中都存在对马斯洛需要层次

产生的误解。本文通过结合生态系统理论，建立新的需要层次理论模型，试图能够从隐喻角度消除对马

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误解，对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进行重释。

2  当前动机研究现状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作为动机理论的一种，一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这一动机理论以外，其

他研究者也就动机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如 Higgins（1997）提出的调节定向理论，这一理论通过揭

示人们面对积极目标与消极目标时的状态，阐释了促进与预防两种不同的调节定向的作用［27］。20 世纪

的 80 年代，Dcci Edward 以及 Ryan 等人提出一种新的动力理论，被称之为自我决定论。这一理论认为人

作为积极的有机体，具有先天的心理成长和发展潜能［28］。S-R 心理学家提出的强化动机理论使用强化

来解释学习的发生以及动机产生的动机理论。源于 H. Murry 的成就动机理论认为，通过克服障碍，施展

才华，并且尽可能的解决某一难题就是成就动机。而归因理论则是最初由海德提出的动机理论，认为归

因方式会与动机的形成有关［29］。但是总体来看，目前在动机问题的研究中存在四种方向上的观点，分

别是乐观主义、悲观主义、中性主义以及多样性主义［30］。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就属于乐观主义的动

力理论，这一理论会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并且是积极向上的。

3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内涵及其解释力

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马斯洛试图系统地阐释一个积极的动机理论，既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符合当时的理论要求，又能够符合一直的经验事实。马斯洛希望这一理论能够符合机能主义，并且一定

程度上与格式塔理论以及精神分析理论相结合。

马斯洛将生理需要作为其动机理论的基点，认为生理需要是一种生物驱力，假设人的需要是按照等

级进行排列的，生理需要位于整个序列的最底层。马斯洛（1957/1987）认为“一个同时缺乏食物、安全、

爱和尊重的人，对于食物的需要可能最为强烈。”其他的需要则建立在生理需要之上。1970 年《动机与

人格》的修订版中，马斯洛在其五等级的划分中，增加了新的两个等级，即在自尊的需要之后增加了认



·1276·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重释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思考

2020 年 12 月
第 2 卷第 12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212098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知需要和审美需要两个内容，而自我实现的需要依旧放在最高的位置［31］（如图 1 所示）。

图 1  需要层次理论金字塔模型

Figure 1  Need hierarchy theory pyramid model

马斯洛通过等级序列的设计构建了一个类似于金字塔形状的理论模型，并将该模型用于阐释其动机

理论。金字塔的形状能够展示出马斯洛对于每一个等级需要之间相互转化的过程。如马斯洛认为当生理

需要到达相对充分的满足时，就会诞生新的需要，即对安全的需要。在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得到一定

满足时，归属与爱的需要就会作为新的中心产生，在归属与爱的需要之上，马斯洛（1957/1987）认为“除

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

要或者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和欲望”。并且在新的修订版中，增加了

关于审美以及认知的欲望，因此马斯洛对于动机理论的探索中，在归属与爱的需要之后增加了三个具有

社会性的需要，将社会文化因素与需要动机理论结合了起来。

因此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需要存在一定的规律：（1）需要存在一定的等级顺序；（2）当

第一级的需要得到满足时，新的（更高级的）需要就会出现；（3）需要的具体形式是因人而异的。在

发表其动力理论之后，直至马斯洛去世前依然在不断加深对于该需要层次理论的研究［32］，而以上内容

所构筑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在众多的领域中都得到了体现，并且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4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批评与争议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当时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为动机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动机的运用方面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但是在长久的实践中依然被认为存在大量的不足，使得马斯洛的动机理论具有一定

的争议。Groves 与 Others（1975）就认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处理需要的主要成分的过程中存在元

素的缺失，因此当社会过程中动机成因变得模糊时，似乎就失去了作用［33］；Trigg 与 Andrew（2004）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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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社会交互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似乎被大大的缩小［17］；King-Hill（2015）认为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缺乏在个人与民族差异上的考虑［34］；Acevedo（2018）认为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人

类学与伦理学的基础并不牢固，同时所拥有的现实意义也需要被怀疑［35］。Desmet（2020）探究了 13 个

基本需求与 52 个子需求之后发现，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具有相当的价值与影响力，但是却存在层次顺

序以及自我实现中对个人的高度关注两个问题［36］。

国内不少学者同样探究这一问题，如张锴（2010）通过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37］，探讨了马

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存在的缺陷：（1）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对于“人的需要”这一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从

抽象的角度而并非从实践出发；（2）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立足点脱离实践历史发展，并且以“抽

象的人类”为立足点。

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有一部分被提出的不足具有其共性，即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金字塔形

理论模型的局限性有关。如陈珩（2009）提出［38］：（1）马斯洛自我实现的观点是一种脱离了社会实践

的自我实现，并且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2）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模式不够符合实际，低级需要

得不到满足就无法获得高级需要的满足这一点，从实践和生活中的经验来看都是缺乏证据的。

在米兰达·布鲁斯 - 米特福德与菲利普·威尔金森（2018）的《符号与象征》中谈论了三角形以及

金字塔的象征性［39］，他认为三角形的象征含义多与数字“3”有关，它代表着开始、中间与结束。同时

三角形稳固的几何规律也具有象征性的影响。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尼亚，到现代的基督教与印度教，许

多文明都将三角形与神联系在一起。而金字塔作为古埃及三角形运用的代表，同样也具有独特的象征意

义，三角形金字塔的方形塔基象征大地，而顶点则代表天空，金字塔的尖端与太阳联系在一起。金字塔

是法老王死后保护他们的陵墓，古埃及人相信法老死后可以通过这个门到达天上，面见太阳神，气势恢

宏的墓室是为了让法老在地下世界依然可以享受帝王的生活。同时三角形稳固的几何规律也具有象征性

的影响。

从这一象征性研究中可以看出，金字塔模型会带来一些固有的印象。首先，三角形与神的联系以及

金字塔顶端代表天空都会带来自我实现的需要是脱离社会实践的误解，在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的论述中，

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所采取的方式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的自我实现可能是成为一位理想的母亲；

而有的人可能是想在体育上大显身手。这恰好说明这一自我实现的需要并非脱离了社会实践，而是与社

会实践紧密相连。其次，三角形稳固性，以及金字塔对于王权的象征意义也同样带来了等级森严的误解，

在描述等级森严是，通常会采用金字塔的结构来说明阶层关系也同样能证明这一点，而马斯洛在其理论

的论述中则是承认这一理论中高低级的需要层次并不是严格且固定的，很多例外情况都会引发变化，因

此说明需要层次理论本身更加的灵活。因此，不难看出陈珩所提出的不足存在一些片面性，并且不足之

处是由于马斯洛所建立的金字塔模型而引发的误解。Flower 认为当代科学经过数百名自我决定理论的研

究人员以及数千项研究后，并非验证了需要层次理论而是指出了三个普遍的心理需求。 研究人员认为对

需求的关注重点应放在：自主性，相关性和能力上，而不是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50］。

郭泳君（2014）在探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过程中发现个体的需要并不是沿着马斯洛需要层次理

论模型所表现的阶梯而行的［40］。在杨英法（2015）对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不足的讨论中认为［41］：（1）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划分缺乏一定的依据，（2）人们实际上会同时考虑高低需要，并且力求能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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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都得到满足，（3）马斯洛在需要向低层次回归的现象上未能投入充足的关注，（4）并且在同一需要

层次中不同需要之间的转化、替换谈论较少，（5）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忽略了世间万物之间存在的

相互作用，如高层次需要对于低层次需要的影响。Or Oved（2017）认为在二十一世纪，爱与归属的需求

比安全的需求更加重要［42］。

根据以上探讨发现，马斯洛所建立的需要模型，即金字塔式模型会导致理解层面上的误导，如金字

塔的等级排列所引发顺序、阶级以及固化的隐喻有关，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针对他提出的需要层

次理论做了进一步阐述，（1）马斯洛认为他所建立的层次集团看起来仿佛是一个等级固定的集团，但是

实际上并没有其理论中所表现的那样刻板，对于需要层次理论来说，有一部分人就属于意外。（2）马斯

洛认为由于一种概念的发展，即缺乏爱并且寻求爱的人可能竭尽表现得更加具有攻击性和自信心，因而

在对于这一类人来说，自尊的需要就远远大于对爱的需要，只是在实质上与其说是为了寻求自尊的需要，

依然是在满足爱的需要。而马斯洛则认为每一种需要层次理论针对不同人的特性，对于某一种需要的动

机可能会通过对另一种需要寻求满足的方式表现出来。（3）同时还存在一类具有强烈创造驱力的人，

其创造性的释放并不是给予基本需要的满足而追求自我实现，而是处于不顾及基本需要的基础上去执着

的追求自我实现。（4）在马斯洛看来，社会中存在一些志向水平处于较低或者压抑状态的人，而这一

类人在生活中的需要可能会一直停留在基本需要的水平。（5）并且对于存在心理问题的人来说，如在

出生时就缺乏足够爱的人来说，可能追求爱与归属的需要本身上就存在一定的障碍。（6）同时，马斯

洛发现当一个人的某一种需要长期处于满足时，就会忽略这一需要对自身的重要性，如中国古代“何不

食肉糜”的故事就能反映这一点，当长期进食的需要处于满足的状态时，就会忽略进食这一需要本身的

重要性和缺乏这一需要时满足该需要所需要做出的行为。（7）马斯洛还认为单纯的观看行为来反映正

处于怎样的需要当中会带来误解和错误的印象，对于某一行为来说，可能会存在较多的决定因素，因而

需要关注其内部深层次的需要或者欲望。（8）同样的，马斯洛也承认了具有高尚理想价值的人，在面

对需要层次理论时，可能是属于例外的观点。可以发现，尽管马斯洛详细对其理论进行了详尽的说明，

但是在后世研究过程中却往往遭到了忽视。

5  一种调整方案：来自生态系统理论的启示

通过讨论不难发现，以金字塔作为模型的需要层次理论会对该理论的学习和理解都带来一定的误导，

金字塔自身三角形和金字塔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实际学习和理解的过程中与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

一书的表述中存在冲突。因而引发对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误解，尤其是金字塔形象带来的固化等级和

级级攀登的隐喻，使得模型看起来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即低级满足无法获得时候无法出现高级需要。甚

至使得某一等级的需要被孤立和割裂的看待。前文中已针对这些误解做出阐述，而值得思考的问题则是，

能否通过建立一个更加契合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模型，在映射需要特点的同时，减少模型自身固化所

带来的影响。

布朗芬布伦纳曾经提出了一套生态系统理论的模型［43］，该理论模型采用一组嵌套类型的结构。人

处于模型的正中，与不断变化的环境相互互动。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周围环境被划分为四个嵌套层次，

从内而外分别是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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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系统—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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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图 2  生态系统理论模型

Figure 2  Ecosystem theory model

微系统为与个体能够直接互动的环境，而中间系统是能够与微系统互动的环境，外系统则是虽然不

能直接与个体互动，但是可以通过影响中系统而影响到个体，反之也会受到个体的逐步影响，而最外层

的宏观系统则是比较庞大的宏观文化社会等。

William E. Cross Jr.（2017）探究了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的多维密度结构在社交身份发展、社

交网络动态以及同伴影响和基于学校的友谊模式几个层面的相关动态过程［44］，发现该理论的微系统、

中系统以及外系统层面上可以泛化在一些少数族群的发展模式中。根据这一研究，不难发现生态系统理

论的模型在实际的环境中的发展状态的，即一种向外发散性的，逐步多层级交互发展状态。在 Neal（2013）

的研究中认为传统嵌套理论采用嵌套的模型隐喻表达了生态系统的重叠配置，即传统嵌套模型更注重于

表达其生态系统理论中不同系统的重叠以及社会互动逐级扩散的过程［45］。因此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

统理论足以说明，采用嵌套式的模型允许在心理子领域推导出许多较低层次的假设，也许在对人类群体

多层次社会组织的研究中，可以更好地检验相互影响的多个同心圆的广义思想。 无论从狩猎—采集到现

代全球化文明等社会的广泛复杂性如何，人类个体在不同层次之间相互关联；可以分级组织的层次。从

自我到小的亲属群体，从更复杂的层次到民族文化结构，直到现代社会最近发展起来的超国家组织。 虽

然它们服务于不同的功能，并涉及不同的活动，但层次显然相互作用，以塑造个人的行为一致［46］。

马斯洛在需要层次理论的构筑上认为，最高级的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一需要于阿德勒在个体

心理学中提出的社会兴趣这一概念的内涵非常详尽［47］。即从一个单独的个体需要逐步发展为一种将于

周身环境与社会的贡献本身也视作自身需要的一部分。在阿德勒的论述中认为社会兴趣是“爱邻人”的

一种表现方式之一。而在 William C. Compton（2018）在论述马斯洛自我实现的神话中，也同样论证了这

一观点［48］。该研究通过对马斯洛自我实现概念的在讨论，说明马斯洛通过构筑自我实现的神话来构筑

一个需要发展到极致的榜样状态。因此，通过对于马斯洛自我实现的探索可以发现，马斯洛的金字塔模

型虽然展现了一个逐级攀登的需求发展状态，但是随着需求逐渐的“高级”都呈现出了一种和四周环境

不断扩散的互动状态，这一互动状态与之前对于生态系统理论的互动状态表现具有相似性，即都是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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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级交互发展的状态。虽然生态系统理论主要在于构筑社会互动的层级发展状态，用于展示群体互动

的复杂性发展层级；而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主要在于构筑需求的发展模式，用于探究个人在需求动机过

程中的动态变化状态，但是由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建立在马斯洛对于自我实现问题的假设状态中，

因此也可以将该理论看作是一种个人与社会互动的生态的需求系统理论。

同时结合《符号与象征》中的圆形象征意义，圆形通常代表神灵，象征完整、永恒以及完美，并且

具有循环的含义。除此之外，同心圆象征创造的秩序，对于佛教禅宗而言，同心圆象征大家都以实现内

心圆满为目标，但是所走的路却不同。只有精神和谐，才能获得提升。同时，圆桌具有人人平等的象征，

这一象征与亚瑟王及其骑士有关。在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者认为完美的圆圈是上帝的象征。

那么需要层次理论有没有可能并不是一个由下而上的需要过程，而是一个由内而外的需要发展呢？

在基础需要的部分则是与本身动物性的需要所不能分割的，但是这些基本需要却仅仅是动物性的需要，

无法能够融入社会，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则是表现出更多社会化的部分，因此社会化的需要会存在于动

物性需要的外围，并且社会化越深就会满足马斯洛所认为的更高级的需要。并且，从圆形象征来看，圆

形的设计更符合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内涵表达，如每一种需要虽然被作为不同的高级与低级的分类，

但是并不是严格的等级差异，而只是一种分类的方式，这与平等的象征符合；同时循环、完整的含义更

有助于将不同的需要层次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割裂开来专注于某一种需要的特异性，对于人来说，每一

种需要应该都存在于人，而不是单一的需要是否会缺失；并且同心圆的象征意义更是与马斯洛的以自我

实现为目的相互契合。因此结合圆形象征意义以及生态系统理论的内容后，提出了新的需要层次理论模

型（如图 3 所示）。

图 3  需要层次理论新模型图例

Figure 3  Need level theory new model legend

该模型采用了圆形，最内部为生理需要，最外部为自我实现的需要。而该模型对于马斯洛需要层次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重释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思考

2020 年 12 月
第 2 卷第 12 期 ·1281·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212098

理论的解读会一定程度上更加深入的展现出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特点。

首先，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分为基本需要和高级的需要，但是传统模型通常会让我们认为这是一

个由下而上的过程，而实际上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的第六章中谈到，在

马斯洛对于本能理论的重新考察后发现，本能理论非常强调集体远比我们想象的值得信赖，有更强的自

我保护、自我指导、自我控制的能力。这一特性也证明了本能的动机理论的内部化倾向，动机在于自身

的满足。但是马斯洛同样发现，在本能理论中蕴含了生长与自我实现的倾向。在《动机与人格》第六章

中，马斯洛写道“此外，我们还可补充一点，各种新近的发展已经表明有必要从理论上假定机体内有某

种积极生成或自我实现的倾向。”以及“这种生长或自我实现的倾向，曾经由亚里士多德格森和其他许

多的哲学家以一个有一个的模糊形式假定过”。结合生态系统理论中，微观系统是由人与其家庭、学校、

同伴、网络等因素而建立起来的系统，而这一系统中会发现，这里人自身会涉及一部分生理需要，而另

外一部分的生理需要以及安全需要和情感与归属的需要实际上正是需要和家庭、同伴的互动中相互形成。

因此可以看到的是，基本需要大多都是在不同的微观系统中完成的。中系统作为一个不同角度微观系统

的整合体，则是能够看到在整个中系统中，不同的基础需要被满足，并且在范围扩大到了中系统中之后，

一部分尊重的需要以及求知的需要都会在这一层次的互动中得到满足，如学校和家长共同作用可以满足

尊重的需要以及求知的需要。外系统作为人本身为直接参加但是触发影响的系统而言，这这一系统中则

会满足另一部分求知以及审美的需要，如我们会被别人家的孩子引导要努力学习，这正是在外系统的运

作下引发的求知需要，而审美需要也是在于外系统的间接交互中能够完成一部分影响，如学校的校园文

化；社区街坊的流行引导会影响到审美的需要。而宏系统则会在审美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中发挥作

用，如不同的社会文化以及亚文化的影响都会引发审美或者是自我实现的变化。因此可以发现，生态系

统理论中不同的系统变化，这个从自身向社会化的过程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自身向社会化的过程存

在类似。并且会发现这一自身向社会向发展的过程中包含了一种源自内部动机的含义，因此运用圆形似

乎可以更好的阐释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构建的思路。

在本身进化的过程中，人类从本身的动物性需要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更多符合社会要求的社会性要求

的需要，但是本身本能的部分依然存在于人类本身之中，并且很多时候作为驱动行为的重要动力。在这

一内容上，该模型能够更好地阐释不同需要层次的关联问题，以进食的需要为例，单纯的生理需要仅仅

是需要进食；而与安全的需要关联时，则是需要在安全的环境下放心的进食；在进一步与爱与归属的需

要关联时，进食我们会希望能够给家人带来更好的食物以及与家人一同进食；在与自尊关联时，我们会

希望自身的进食变得更加体面，食用一些符合自身身份的食物，并且进食过程变得更加的有规范；在涉

及认知与审美的需要时，我们会希望食物有着优美的摆盘，诱人的香味，优质的口感，并且想要运用更

加合理的方式烹饪食物；在涉及自我实现的需要时，进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口腹之欲，还是为了

通过进食而获得更加投入的工作中的重要过程。最后，则是该模型除了能够由外而内的相互关联以外，

还可以很好地解读由外而内的关联问题，尤其是在未满足基本需要而去追求高级需要的问题。如，追求

自我实现的需要实际上是出于一定认知和审美需要的进一步发展，而在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的过程中满

足了自尊的需要，满足这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可能出于一种更加高尚的爱与归属的需要，并且也是从未来

能够更好的满足安全的需要以及生理需要而产生的需要。这种层层包裹式的结构，能够体现出从个体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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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所发展的动机变化，并且这一变化也与生态系统理论所论述的生态圈存在一致性的表述，更能够反

应出动机发展的指向与多样性，而不仅仅局限于层层阶梯式的攀爬。

并且该模型能够更好的表现马斯洛对于低级以及高级需要的观点。在《动机与人格》中，马斯洛认

为：（1）高级需要是一种在种系上或进化上发展较迟的产物。（2）高级需要是较迟的个体发育的产物。

因此可以看出马斯洛所谈到的需要层次的发展并不是针对单一事件而言，而是针对于人类生长而言的。

在金字塔模型中，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阶梯式的需要努力的过程，而实际上，运用圆形模型就能够发现，

这一过程只是随着年龄的发展会逐步出现的需要。因此新模型也能够更好地表现出马斯洛对于高低等级

需要的论述。

而同样，在《人性能达到的境界》中马斯洛深入的谈论了对于自我实现的内容。在该书中，马斯

洛写道“我们能鼓励他们全身心地专注于某一件事，而忘记他们的伪装，拘谨和畏缩——彻底献身于

这件事”［49］。因此可以看到，处于自我实现的境界的状态的描述，这是一种并非索取而是给予的状态。

在金字塔模型的表现下，自我实现仿佛是一种达到需要顶端的境界，是一种通过争取而努力获得的需要。

但是实际上这是对于马斯洛观念的误解，存在自我实现的需要并不是需要努力奋斗并且攀爬而获得的，

而是当随着成长而自发出现的，并且这是一种献身式的境界。而圆形模型体现的社会化的感受，能够更

好的展现自我实现这一需要“反哺社会”的隐藏含义，并且似乎更加贴切与马斯洛的论述。

因此可以看出该模型的优势，即首先打破了金字塔模型隐喻所带来的固化理解，圆形模型的象征性

会更加强调不同需要之间的链接而并不是不同需要之间的高低之分与等级差异，同时对于完整、平等、

圆满等象征也更贴合马斯洛本身所表达的需要层次理论含义。因此，从这一方面而言，能够更进一步的

消除对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误解。无论是从内而外的需要求关联还是由外而内的需要关联都能更好地

通过模型进行理解；并且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其外部需要的行为表现不单单是对于外部需要的满足，也

包含内部需要的问题；不仅如此，该模型还能够更加清楚地展现出马斯洛对于满足前一需要与后一需要

的关系问题，该模型可以发现该模型是一个逐步社会化需要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只是一步步由内而外

发展而来的，更加符合人的实际发展，并且也能够很好地解决基本需要与高级需要之间的等级芥蒂，更

加妥帖地结合起来。另外从本土化的角度上来说，该新模型也较为符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的传统思想观念，更加符合本土化的理解思路，为更好的理解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提供更佳的便利。

6  总结与展望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自提出以来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能够在

各种领域为工作的开展和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但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实际对于异

样的观点的观察当中发现，很多研究在探索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不足时，并不是从马斯洛实际理论提

出的文字出发，很多一部分都来源于对传统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金字塔模型的理解的基础上而提出

的。但是实际在马斯洛对于需要层次理论的论述中早就对其中一些认为需要层次理论不足的观点做出过

解释，只是由于其模型所具有的误导性引发了对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错误理解。

这一误解会导致理解上的差异，尤其是在实践过程中，机械而麻木的操作这一需要层次理论，会导

致无法产生理想的激励效果。金字塔模型的象征影响到理论的僵化，这无论对于马斯洛而言还是对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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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一理论的实践者而言都是不利的。圆形模型所具有的优势则是通过模型而简化理论的内容后，其不

同与金字塔的象征性具有跟多圆滑多变的理解方式，这一点上就能够使这一理论保持灵活性，同时则是

圆形以及圆环的象征意义更加与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所论述的内容相契合，这避免了更多误解的

出现。

虽然需要承认的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这一部分局限性需要与理论

模型所带来的模型所区分开来，因而通过对于心理学模型的探索，建立的新型的需要层析理论模型，并

且该模型能够对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进行更深的展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传统旧模型所带来的误

解。希望通过新模型的建立，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现需要理论的内容，并且能够在对于需要动机解读的过

程中，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当然，该模型依然存在不足，并且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对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缺陷进行补完，这一

方面是由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时代性无可替代，且马斯洛提出该需要层次理论背景的独特性引起

的。所以本研究只是针对由于旧模型的误解而加以进行的模型改善，而需要依旧继续探索人类的动机问

题，需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一方面要与现有理论结合，从理论上探讨出需要理论的发展和走向；

另一方面也要从实践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建立更加符合实际状态的需要模型，从而能够更好的为

各个行业对于需要理论的应用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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