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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中的社会支持差异
刘思琦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系，武汉

摘  要｜社会支持作为个体面对压力情景时，最有效的应对手段之一，对个体的身心健康有重要的影响。受不同文化

影响的个体在需要社会支持时的行为表现有一定差异。本文将讨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的差异，以及这

两种文化差异带来的社会支持寻求、寻求动机、来源、对亲密关系的影响等多个角度的差异。集体主义文化

是一种集体利益为大、个体愿意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的含蓄的文化。个体在面对压力时，往往不会明确的向

他人寻求帮助，个体偏好于内隐的、被动获得的社会支持；而个人主义文化是一种个人利益为重、个体愿意

主动积极追求个人利益的文化，个体在面对压力时，会主动积极地向外界寻求帮助，个体偏好于外显的、主

动寻求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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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支持，即个体感受到的关心、关爱、尊重、重视，以及在集体中的归属感［1］，社会支持是我

们在面对压力情景时，最有效的应对手段之一［2］。我们生活在社会中，难免会遇到挫折、困难，来自家人、

朋友或其他人的社会支持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压力、度过难关、振奋精神，例如，学生考试失利得到同学

的安慰，职工工作不顺得到上司的指导，亲人经济受挫得到家人的援助。

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学者们在研究中会对社会支持进行更细致的定义。例如，知觉到

的社会支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和收到的社会支持（Received Social Support）是根据社会支持的形

式分类的，知觉到的支持指个体认为自己在需要时可以获得社会支持的可能性；收到的社会支持指个体

实际得到的社会支持，前者通常随时间稳定，它的发展通常与个体早期积极的家庭环境因素有关，而后

者通常与具体的情境相关［3-5］；信息支持（Informational Support）、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

和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是基于社会支持的功能而分类的，信息支持指给他人提供信息，帮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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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压力事件、并确认应对压力所需要的资源和策略，工具性支持指有形的援助，如服务、经济支持，

情感支持指让他人感受到关心关爱，认识到自己的价值［6］；外显的社会支持（Explicit Social Support）

和内隐的社会支持（Implict Social Support）常见于文化相关的研究，前者指通过社交网络得到的支持，

后者指没有自我袒露而得到的支持，例如与好友待在一起、看伴侣的照片［2，7］。

社会支持不仅可以通过改变对压力的感知，提升个体的自尊、控制感、连结感等途径对个体的心理

健康造成影响［3，5］，还会通过影响个体的健康习惯、炎症反应等途径对个体的生理健康、死亡率产生影

响［8，9］。近年来，众多以亚裔（如亚裔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欧裔（欧裔美国人）群体为被试的

跨文化研究已经发现，来自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个体有着不同的社会支持寻求倾向［7，10，11］，社会支

持对不同文化中个体的影响效果也有所差异［12，13］，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其他族裔（如拉丁裔、以色列人、

犹太人、希腊人、英国人、西班牙人）的社会支持特点，研究发现，不同文化、族裔的个体在社会支持

寻求对象的偏好、频率，社会支持对个体的影响效果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4，14-16］。因此，本文以

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为代表，讨论两种文化中个体社会支持的特点与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

实践意义，可以为跨文化的社会支持研究提供证据支持。

2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的社会支持特征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的行为处事原则往往会带着文化的烙印，文化影响着个体如何

形成、维持和终止与家人、伴侣、朋友的关系［17］。

有 研 究 将 文 化 划 分 为 了 保 守（Conservatism） 与 自 主（Autonomy）、 秩 序（Hierarchy） 与 平 等

（Egalitarianism）、掌控（Mastery）与和谐（Harmony）三组维度［18］。其中，亚洲文化具有典型的高保守、

高秩序、高掌控的特征，欧美具有典型的高开放、高平等、高和谐的特征，而与亚洲、欧美相比，拉丁美洲、

英美、东欧国家的相关特征的程度相对来说不那么典型［19］，本文将主要关注以中、日、韩等亚裔为代

表的集体主义文化和以欧裔美国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文化的特点，从个人与集体、情绪与表达两方面阐述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区别［20］，以及两种代表文化的社会支持的差异［2，17］。

2.1  奉献 / 索取——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顾名思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对于个人与集体的观点有

着不同的看法，具体的，在个人与集体的联系、关系的流动性、个人与集体的利益优先级上都有差异。

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与集体是紧密联系的，关系的流动性较低，集体的利益大于个人的利益，集

体是奉献的对象，而不是用来索取的对象，个体应当遵守关系规范，追求集体的和谐、利益和福祉，因此，

个体会避免损坏集体的利益，自己处理问题，谨慎地处理人际关系，关系的负面影响对个体相对较大；

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体与集体是彼此独立的，关系的流动性较高，个人的利益大于集体的利益，个体希

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决定，相对来说彼此的责任和义务更小，因此，个体会为了自己的成就、需求向

伙伴、家人寻求帮助。

受这种思想的影响，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会更加谨慎的处理人际关系，在遇到困难时，个体往往

会倾向于不去麻烦他人，以免给集体中的其他人带来负担，破坏集体的和睦，只有实在需要求助的情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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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去“叨扰”他人，尤其是亲密的家人［21］；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个体眼中的集体更加松散灵活，他们

会出于自己利益的角度，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寻求外界支持来帮助自己解决困难，并且在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提升自尊感［22］。

所以，在寻求支持时，亚裔会担心给集体带来负面影响，担心求助会影响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从而

导致亚裔寻求社会支持的行为比欧裔更少［6，23］，并且亚裔的顾虑也会影响到社会支持的有用性。

2.2  含蓄 / 热烈——情绪与表达的关系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在情感的表达方面，中国自古就讲究以含蓄为美，说话要委婉

间接，不直接的表达自己的观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在表达情绪情感上，有着不同的特点［24］。

集体主义文化中，情绪的表达是不受重视、鼓励的，甚至会遭到劝阻，个体之间通常是通过工具性

的帮助，而不是语言来表达对对方的关心与关爱；个人主义文化中，情绪的表达是合理、受到鼓励的，

情绪的表达可以帮助个体之间建立与维系积极的关系。

在这种含蓄、内敛、矜持的文化下，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在遇到困难时，不会主动表达自己的境

况和情绪，并会认为个体应敏感地觉察到他人的情绪和困难，所以应该主动的提供帮助；个人主义文化

中的个体可以自在的表达出自己的感受，也可以坦然的说出自己的需求，向他人求助。

结合上一点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特定种类的社会支持对于亚裔的个体会更

普遍或帮助更大，如内隐支持（没有自我袒露而得到的支持）［7，11］、问题导向的支持（包括信息支持

和工具支持）［22］、非请求得到的支持（个体没有主动提出需求却得到了帮助）［10］，而与亚裔相比，

欧裔的外显支持、情感支持相对来说会比亚裔更多、更有效。

3  文化对社会支持的影响

3.1  社会支持寻求差异

众多研究已经比较了亚洲人、亚裔美国人与欧裔美国人的社会支持差异，研究一致发现，在压力情

景下，亚洲人与亚裔美国人会比欧裔美国人更少的寻求社会支持［23，25］。此外，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两

种文化下的个体对于社会支持的评价也有差异，亚裔人士对于主动寻求社会支持的个体的评价更为负面，

并且个体对于他人寻求社会支持的评价越消极，自己在压力情景下寻求支持的可能性也越低。

这种社会支持的寻求差异甚至还体现在了专业帮助的寻求差异上［10］。 Mojaverian 等人比较了日本

人和美国人在寻求专业帮助上的差异，他们发现，美国人的一般社会支持寻求更为普遍，对于寻求专业

社会支持的污名化程度也更低，这使得个体可以更多的寻求专业社会支持，但日本人相较于美国人，更

不愿意寻求专业社会支持［26］。

对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社会支持寻求差异，Kim 等人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亚洲人不

必主动寻求社会帮助，集体主义文化下的被动社会支持比个人主义文化环境中更为普遍。因为亚洲文化

认为，我们应当在别人主动开口前就察觉到他们的需求，并对他们给予帮助。第二，亚洲人、亚裔美国

人可能比欧裔美国人更认同这样的说法：每个人都应该独立解决自己的困难，对自己的问题负责。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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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可能更在意社会支持寻求过程中可能的负面影响，如让他人担心或遭受批评，所以，为了降低负

面风险，亚洲人就会更少的寻求社会支持。通过纳入了这三种解释的中介效应研究［6，23］，Kim 等人认为，

第三点，也就是关系压力，可以完全解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下的社会支持寻求差异。当亚洲的被试启

动了重要团体的概念后，他们更不愿意寻求帮助，认为家人、朋友的帮助会更无效，而美国人的社会支

持寻求决策并不会受个人或集体概念的影响，并且，亚洲的个体面对的问题难度越大，他们就越不愿意

去寻求帮助，而美国人的社会支持寻求决策不会受到问题难度的影响［23］。也就是说，亚洲人更不愿意去“叨

扰”他人，以免给他人带来麻烦［6，23］。

3.2  社会支持寻求动机差异

个体在面对压力时，究竟是选择为了集体和睦而隐忍，还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主动寻求解决方法，

除了这个集体或个人利益为重的考量外，还有学者将社会支持寻求动机细化为了影响（通过个体的行为

来影响和改变周围的人和事）和调整（适应、接纳环境）两个维度［27］，即，个体可能希望通过他人的帮助，

从而改变环境，或者适应环境，个体得到的社会支持与自己的目标相匹配时，会更加满足［28］。

Ishii 等人通过研究发现，不论社会支持的类型如何，在得到社会支持后，美国人都会比日本人报告

更多的自豪、自尊感，而日本人会比美国人更多的报告有羞耻、难堪的体验。但是，寻求外显还是内隐

社会支持存在着文化差异。社会支持的种类与文化相适应时，对于个体的帮助更大。外显社会支持与自

尊动机相关，而内隐社会支持与关系动机相关。在强调影响目标的文化中，通过寻求和接受直接的社会

支持（情感支持与工具支持）是受到鼓励的，这可以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在强调调整目标的文化中，

内隐的社会支持更受鼓励，他们强调的是关系方面的因素［11］。

文化规范对于自尊的获取方式也有影响。美国人的目标更多是改变、影响环境，影响动机敦促人们

主动寻求帮助，解决问题，在得到外显社会支持后，他们可以体验到高度的自尊感、自豪感。与之相反，

在受集体主义文化熏陶的日本，个体更倾向于去适应环境。调节动机让人们在调动社交网络时反而变得

犹豫不决，人们会更多的考虑他人的感受，从而提高社交关系的亲密度，而这也有助于提高自尊。调节

动机使得人们转而考虑内隐的社会支持，这样才可以降低负面的社交网络风险。

3.3  社会支持来源差异

尽管社会支持有很多好处，但社会支持也会给个体带来一些负面成本。例如，当人们因压力问题向

他人寻求社会支持时，寻求社会支持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压力［29］。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在面对压力时，除了选择内隐的社会支持，如与朋友在一起聚餐可以使个

体得到宽慰，个体还有可能直接得到他人主动提供的社会支持，因为亚洲文化认为，我们应当在别人主

动开口前就察觉到他们的需求，并对他们给予帮助和支持。

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主动寻求到的社会支持与被动得到的社会支持相比，亚裔美国人对于被动得

到的社会支持（即自己没有主动披露困境，但他人察觉到了个体的困难并主动提供帮助）评价更高，但

是，欧裔美国人对于他人主动提供的社会支持，与自己主动寻求的社会支持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此外，

自尊在文化与社会支持的评价中起了中介作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对于被动得到的社会支持的解

释存在差异［10］。集体主义文化中，特别是在社交场合，自尊对于个体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关系自尊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中的社会支持差异2021 年 3 月
第 3 卷第 3 期 ·275·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303033

是自我价值的一部分［30］，主动寻求的社会支持会带来低自尊感，而被动得到的社会支持可以给个体带

来联系感。还有学者认为，由于亚洲文化强调相互依赖，寻求支持可能导致负面的关系结果［6，23］，而

被动得到的社会支持更容易被解释为关爱和关心，不会给个体带来压力［30］。总之，被动得到的社会支

持可以给与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大的帮助［10］。反之，对于来自欧美的个体来说，由于个体更看中的

是自我而非集体，主动寻求社会支持可以通过确认自己在他人眼中的价值从而提高自尊，所以主动寻求

的社会支持可以给与他们更大的帮助，反之，如果他们没有提出请求就得到了帮助，他们可能对此的评

价没有那么高，甚至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反应［31］。

3.4  对亲密关系的影响

亲密关系对与社会支持的影响也体现了文化差异［13］。Chen 等人研究发现，欧裔美国人比亚裔美国

人可以得到更多的直接情感支持，并且，关系质量越高，欧裔美国人在关系里得到的情感支持也越多，

但关系质量与亚裔人士情感支持的关系则较弱。由于个人主义文化鼓励自我袒露、情感表达，这种环境

下的亲密关系也很鼓励直接对伴侣提供支持，如用语言表达安慰、同情或认同。但是，当涉及到间接的

支持形式，如关注和陪伴时，亚裔美国人的关系质量越高，得到的这种支持也就越多。

这也就是说，关系质量对于社会支持的影响也是在文化的框架下体现的。个人主义文化下的情感披

露更为普遍，所以个体在伴侣遇到困难时，关系越亲密的个体也更愿意用直接表达的方式来帮助对方，

但在集体主义文化下，我们更倾向于用间接、含蓄的方法向他人提供支持。

4  总结

综上所述，社会支持对于个体的身心健康有重要的影响。不同文化的个体在社会支持上会有不同的

倾向。集体主义文化是一种集体利益为大、个体愿意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的含蓄的文化；而个人主义文

化是一种个人利益为重、个体愿意主动积极追求个人利益的文化。在这两种文化背景下，东方的个体在

面对压力时，往往不会明确地向他人寻求帮助，个体偏好于内隐的、被动获得的社会支持，而西方环境

下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时，会主动积极地向外界寻求帮助，他人偏好于外显的、主动寻求的社会支持。文

化适应的社会支持对于个体的身心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文化不适应的社会支持帮助没有那么大，甚

至可能会对个体有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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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in Social Support betwee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ic Cultures

Liu Siq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Abstract: Social support, a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coping means for individuals in stressful situations,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ndividuals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cultures 
hav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ir behavior when they need social support.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in social support 
seeking, motivation seeking, sources and influence o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brought about by these two 
cultural differences. Collectivist culture is a kind of implicit culture in which individuals are willing to 
sacrifice for the great collective interests. When faced with pressure, individuals often do not explicitly 
seek help from others and prefer implicit and passive social support. Individualism culture is a kind of 
culture that puts personal interests first and individuals are willing to actively pursue personal interests. 
When faced with pressure, individuals will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eek help from the outside world, and 
individuals prefer explicit and active social support.
Key words: Culture; Social support; Collectivism; Individu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