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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个体在各类赌博情境中的行为倾向，探讨赌博类别这一情境性变量对参赌意愿

的影响。方法 对３７３名澳门被试在１３种博彩游戏中的参赌意愿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所获取的参赌意愿
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抽取出２个特征根大于１的因素，分别命名为低对弈性赌博和高对弈
性赌博，两因素分别解释了３２．５９％和２６．８６％的变异量，累积解释率为５９．４６％。被试在低对弈性赌博中
的参赌意愿普遍偏低［（１．６２±１．１３）分～（２．２０±１．３５）分］，而在高对弈性赌博中的参赌意愿则普遍偏高
［（２．３４±１．３９）分～（３．０２±１．５５）分］。结论 跨情境的特殊性不仅存在于一般的风险决策中，个体的参

赌意愿也具有跨情境特殊性的特点，即各种博彩并非生来平等，参赌意愿较高的个体并非对所有博彩（赌

博类别）的参赌意愿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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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赌权开放后，澳门博彩业的发展虽带动了
其经济发展，但亦衍生出问题与病态性赌徒等难

题［１］。相关数据表明，仅香港地区就有十万以上的问

题赌徒。问题与病态性赌徒自身及家人身心受害严

重，自杀、离婚、家庭暴力、儿童受怠忽与虐待等问题如

影随形，子女也更易发展为病态性赌徒甚至产生不良

及犯罪行为［２５］。如何帮助赌博成瘾者和病理性赌博

者回归社会是一个值得深思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同

风险情境中的个体行为反应方式或风险偏爱一直是特

质论和情境论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前者认为，特质

是影响个体风险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它导致人们的风

险行为倾向多表现为跨情境一致性；而后者认为，情境

可唤起人们不同程度的冒险行为，个体的行为反应方

式也因而多表现出跨情境特殊性。上述两种论断在实

证研究中虽各有佐证［６１１］，但支持跨情境特殊性观点

的证据相对较多。如 Ｗｅｂｅｒ等［８］证实，被试在金融理

财、健康安全、娱乐休闲、伦理道德和社会互动等５个
风险情境中的风险行为具有极大不同。本研究调查了

澳门被试在１３种赌博游戏上的参赌意愿，从跨领域特
殊性的视角出发，探讨个体赌博行为倾向之情境性特

征，以期增进人们对赌博这一古老问题的认识。此外，

有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更普遍参赌［１２］，本研究也将纳

入性别变量考察参赌意愿的情境特征。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于２００７年３～５月间，调查了澳门科技大学持续
教育学院和行政与管理学院３７３名学生。男１３９人，
女２１９人，性别不详者１５人；年龄１８～５５岁，１８～２５
岁者占７８．３％；其中，１３０人为进修人员，有全职工作，
符合澳门大学生边读书边工作的特征。在这些有工作

的被试中，４０％的人从事博彩行业，该比例较符合澳门
的行业特征（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０８年第３季度所公
布就业调查结果，澳门就业人口中３６．９％从事博彩及
相关行业。其中，文娱博彩及其他服务业占２４．２％，酒
店及饮食业占１２．７％。）。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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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被试的人口统计学资料（ｎ＝３７３）

人口统计学变量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女 ２１９ ５８．７
男 １３９ ３７．３
不详者 １５ ４．０

年龄 １８～２５岁 ２９２ ７８．３
２６～３５岁 ４０ １０．７
３６～４５岁 １２ ３．２
４６～５５岁 ３ ０．８
不详者 ２６ ７．０

有无从事工作 有 １３０ ３４．９
无 ２４３ ６５．１

从事工作性质 博彩行业 ５２ ４０．０
非博彩工商业 ５０ ３８．５
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等 １６ １２．３
政府公务员 ５ ３．８
自雇人士 ３ ２．３
不详者 ４ ３．１

二、方法

１．调查方法：采用纸笔调查，设计５点计分的情境
性问题，用以测量被试的参赌意愿，如下：如果用您一

天的薪水作为赌注，您有多大可能会参加该博彩游戏？

请在１～５中最适合您情况的数字上画圈。其中，１代
表非常不可能，５代表非常可能。要求被试针对１３种
博彩回答上述问题，所涉及的１３种博彩按顺序包括，
番摊、百家乐、赛狗、赌大小、足球彩票、牌九、赛马、廿

一点、轮盘、中式彩票、麻将、联奖扑克、老虎机。被试

在各博彩上的自评分数即为其在该项博彩上的参赌意

愿。此类情境性问题是决策与判断领域普遍使用的一

种研究工具［１３１４］。除参赌可能性外，研究也对被试在

１３种博彩中的风险知觉、过分自信和预期后悔进行了
调查。用于测量上述３个变量的情境性问题依次如
下：您觉得该博彩游戏的风险程度有多大？请在１～５
中最适合您情况的数字上画圈。其中，１代表完全没
有风险，５代表风险非常大；如果在参加该博彩游戏的
人中随机抽取１００个人，这些人中会有几个人赢得比
您多？请在横线上填入人数；如果用您１ｄ的薪水作
为赌注，您因为赌输而后悔的程度有多大？请在１～５
中最适合您情况的数字上画圈。其中１代表完全不后
悔，５代表非常后悔。
２．施测：共发放调查问卷５００份，回收后对问卷进

行回答完整性与真实性检查。将问卷未答项目超过５
题的予以剔除，答案以某种规律出现的也予以剔除。

共获取剩余有效问卷３７３份，有效率为７４．６％。
３．统计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包处理数

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ｔ检验及描述性分析。

结 果

一、参赌意愿跨情境特殊性的分析

为探讨个体的赌博行为倾向是否也具有跨领域特

殊性的特点，本研究借鉴 Ｗｅｂｅｒ等［８］所采用的探索性

因素分析的思路和方法来分析参赌意愿的跨情境特殊

性。具体而言，以所获取的３７３名有效被试在１３种赌
博游戏上的参赌意愿为数据样本，通过因素分析将１３
种赌博游戏的参赌意愿浓缩提炼成较少的精简类别，

并根据各精简类别内各自所包含的游戏之共同特征对

该类别进行命名。对因素分析的适当性进行考察［１５］

发现：ＫＭＯ检验值为 ０．９３，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值为
２４６５．５４（Ｐ＜０．００１）。表明此数据适宜进行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对１３种博彩游戏的参赌意愿进行
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共同因素，求得初始因素负荷矩

阵，再用最大变异法进行正交旋转，根据旋转因素负荷

矩阵，抽取出２个特征根大于１的因素，其特征值分别
为４．２４和 ３．４９。两因素分别解释了 ３２．５９％和
２６．８６％的变异量，累积解释率为５９．４６％。两个因素
所包含的项目呈列如下：因素１：赛狗、牌九、赛马、中
式彩票、番摊、轮盘、联奖扑克。因素２：廿一点、赌大
小、麻将、百家乐、足球彩票、老虎机。见表２。

表２ 参赌意愿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ｎ＝３７３）

赌博类别
抽取的因素

因素１ 因素２
赛狗 ０．８５
牌九 ０．８２
赛马 ０．８０
中式彩票 ０．７１
番摊 ０．６４
轮盘 ０．５９
联奖扑克 ０．５９
廿一点 ０．８１
赌大小 ０．７６
麻将 ０．６９
百家乐 ０．６７
足球彩票 ０．６０
老虎机 ０．５３

对两因素各自所包含的赌博游戏进行分析发现，

因素１中赌博游戏的主要特征是，以博彩者的投注形
式与开注结果是否相符为输赢标准，其对弈性程度相

对较低，对家不明显、不直接，甚至依托于网络，具有隐

匿性，故将该因素命名为低对弈性赌博；相反，因素２
的赌博游戏多为赌场内游戏，且大多都有明确的对家

（或为庄荷，或为赌场，或为赌桌上的其他玩家），属于

面对面的、互动的、此输彼赢、对弈性较强的赌博，故将

因素２命名为高对弈性赌博。
被试在两类赌博中表现出了参赌意愿的跨情境特

殊性。在低对弈性赌博中，被试的参赌意愿普遍偏低

（均值１．６２～２．２０），在高对弈性赌博中则普遍偏高
（均值２．３４～３．０２）。这表明，在是否参与赌博这一风
险决策面前，并非所有博彩对人们而言都是平等的。

某个人的参赌意愿较高并不代表他对任何种类的赌博

都愿意参与，更多地只是对某类赌博的参赌意愿较高。

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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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类赌博情境中被试的参赌意愿（ｎ＝３７３）

赌博类别
ｘ±ｓ
（分）

博彩毛收入ａ

（百万澳门元）

低对弈性赌博 赛狗 １．８１±１．２３ ５７６
牌九 １．６２±１．１３ ５８７
赛马 １．９１±１．３３ ４５４７
中式彩票 １．９２±１．２６ ３４
番摊 １．７６±１．２１ ９２５
轮盘 ２．２０±１．３５ １６７３
联奖扑克 ２．１３±１．２９ ３１０６

高对弈性赌博 廿一点 ２．５９±１．３９ ９０９３
赌大小 ２．８５±１．４４ １１１４１
麻将 ３．０２±１．５５ －２ｂ

百家乐 ２．５３±１．４０ ６７４３７
足球彩票 ２．３４±１．３９ ２１８９
老虎机 ２．６３±１．３７ １３４２６

注：ａ博彩毛收入数据为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所发布的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间各项博彩毛收入；ｂ缺麻将的赌场毛收入数据，因它主要是一种备

受欢迎的民间消遣方式

二、参赌意愿的性别差异分析

按对弈性程度高低进行分析，虽然大多数项目都

能得到很好的解释。但对因素１中的牌九、联奖扑克
和因素２中的赌大小、足球彩票、老虎机这几个项目的
解释力却稍显不足。或许是因被试在各赌博游戏上参

赌意愿所存在的性别差异导致的分类模糊。独立样本

ｔ检验发现，男女被试对百家乐（ｔ＝２．２９，Ｐ＜０．０５）、
足球彩票（ｔ＝３．７３，Ｐ＜０．０１）和老虎机（ｔ＝２．９１，Ｐ＜
０．０１）的参赌意愿差异显著。在百家乐和足球彩票
上，男性的参赌意愿［百家乐（２．７１±１．４２）分，足球彩
票（２．６６±１．４５）分］均高于女性［百家乐（２．３８±１．
３１）分，足球彩票（２．１１±１．２３）分］；而在老虎机上，女
性被试的参赌意愿［（２．７９±１．３１）分］则显著高于男
性被试［（２．３７±１．３０）分］。因此，为避免性别变量的
混淆，进一步对参赌意愿分性别做探索性因素分析，结

果见表４、表５。
对分性别的因素分析结果进行分析，发现仍可按

对弈性程度高低进行命名。女性参赌意愿的３个因素
可分别命名为：低对弈性赌博（赛狗、牌九、赛马、中式

表４ 女性参赌意愿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ｎ＝２１９）

赌博类别
抽取的因素

因素１ 因素２ 因素３
赛狗 ０．８０
牌九 ０．７６
赛马 ０．７５
中式彩票 ０．６９
赌大小 ０．８０
百家乐 ０．７９
轮盘 ０．５５
麻将 ０．８１
足球彩票 ０．６５
廿一点 ０．６３
联奖扑克 ０．５２
老虎机 ０．５２

注：由于番摊的因素负荷低于０．４，故参照有关标准［１５］将其剔除

表５ 男性参赌意愿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ｎ＝１３９）

赌博类别
抽取的因素

因素１ 因素２
赛狗 ０．８５
牌九 ０．７９
赛马 ０．７７
中式彩票 ０．７１
番摊 ０．７０
联奖扑克 ０．６０
老虎机 ０．５１
赌大小 ０．８５
廿一点 ０．８５
百家乐 ０．７５
足球彩票 ０．６５
麻将 ０．６０
轮盘 ０．５０

彩票）、中对弈性赌博（赌大小、百家乐、轮盘）和高对

弈性赌博（麻将、足球彩票、廿一点、联奖扑克、老虎

机）。其中，由于番摊的因素负荷低于０．４，故参照有
关标准［１５］将其剔除；男性参赌意愿的２个因素可分别
命名为：低对弈性赌博（赛狗、牌九、赛马、中式彩票、

番摊、联奖扑克、老虎机）和高对弈性赌博（赌大小、廿

一点、百家乐、足球彩票、麻将、轮盘）。大致而言，男、

女性被试在１３种赌博中各自表现出了参赌意愿的跨
情境特殊性，在低对弈性赌博中均表现出了较低的参

赌意愿，而在高对弈性赌博中则表现出了较高的参赌

意愿。不同之处仅在于，对女性而言，１３种赌博可分
为３类情境，而男性仅分为两类。见表６、表７。

表６ 女性在３类赌博情境中的参赌意愿（分，ｎ＝２１９）

赌博类别 ｘ±ｓ

低对弈性赌博 赛狗 １．８２±１．２３
牌九 １．５５±１．０８
赛马 １．８５±１．２９

中式彩票 １．９２±１．２４
番摊 １．７４±１．１６

中对弈性赌博 赌大小 ２．８７±１．４２
百家乐 ２．３８±１．３１
轮盘 ２．１９±１．３５

高对弈性赌博 麻将 ３．０５±１．４９
足球彩票 ２．１１±１．２３
廿一点 ２．５０±１．３１
联奖扑克 ２．１１±１．２６
老虎机 ２．７９±１．３１

讨 论

本研究发现“跨情境特殊性”的特征不仅存在于

一般的风险决策中，个体在各种赌博游戏上的参赌倾

向也具有跨情境的特殊性。被试在低对弈性赌博中的

参赌意愿较低，而在高对弈性赌博中的参赌意愿则较

高。女性参赌意愿之所以比男性多一个情境因素，原

因可能在于女性对各类赌博对弈性程度的敏感性高于

男性。分性别的因素分析所获得的被试参赌意愿的维

度划分，相对于总的因素分析的划分结果更为清晰。

·４１０１·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第１９卷第１１期　ＣｈｉｎＪＢｅｈａｖＭｅｄ＆ＢｒａｉｎＳｃｉ，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０，Ｖｏｌ．１９，Ｎｏ．１１



表７ 男性在２类赌博情境中的参赌意愿（分，ｎ＝１３９）

赌博类别 ｘ±ｓ

低对弈性赌博 赛狗 １．７１±１．０３
牌九 １．６０±０．９８
赛马 １．８９±１．２１

中式彩票 １．８２±１．１１
番摊 １．７１±１．１０

联奖扑克 ２．１２±１．２０
老虎机 ２．３７±１．３０

高对弈性赌博 赌大小 ２．７８±１．３９
廿一点 ２．７１±１．４０
百家乐 ２．７１±１．４２
足球彩票 ２．６６±１．４５
麻将 ２．９５±１．５７
轮盘 ２．１３±１．２３

女性参赌意愿因素分析结果中，仅牌九、足球彩票和老

虎机的归类意义稍欠明晰；男性因素分析结果中，牌

九、联奖扑克、足球彩票的划分也不尽如人意，这可能

与上述几种赌博的自身特点有关。如，目前牌九在澳

门赌场中的赌台数目很少，而赌场外鲜少接触到，因此

致使被试的参赌意愿偏低；而足球彩票作为一种相对

新兴的博彩，媒介渲染多，加之可透过互联网投注，具

有投注方便及保护博彩者隐私等特点，因而易引发人

们更强的参赌意愿。细分性别后的因素分析虽仍有些

美中不足，但其命名比不分性别的因素分析更为合理、

清晰。值得一提的是，在风险知觉、过分自信和预期后

悔的测量中，并未发现这些与赌博相关的心理变量具

有跨情境特殊性的特点。这也凸显了本研究发现参赌

意愿具有“跨情境特殊性”的特殊意义。

被试在１３种赌博游戏上的参赌意愿之跨情境特
殊性从澳门博彩经营场所的营业状况中也可窥知一

二。近年来，澳门各赌场中越来越少的牌九和番摊赌

台数量，以及澳门赛马会及赛狗场连年下滑的营业状

况，均证实低对弈性赌博中的几种赌博游戏在当前澳

门博彩业中不太受欢迎。相反，数目繁多的老虎机以

及大量设置的赌大小、廿一点和百家乐的赌台，则可说

明高对弈性赌博很受赌博者的欢迎。澳门博彩监察协

调局（简称ＤＩＣＪ）所统计的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间各项赌博
给博彩经营场所带来的毛收入状况也可为以上结论提

供佐证。研究中被试自我报告的参赌意愿与 ＤＩＣＪ的
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本研究发现被试对麻将、

赌大小、老虎机、廿一点、百家乐等几种博彩表现出相

对较高的参赌意愿。而 ＤＩＣＪ数据显示，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间，百家乐、老虎机、赌大小、廿一点、赛马等博彩给

博彩经营场所带来的毛收入一直位居前列。肯德尔等

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参赌意愿与赌博毛收入之间相

关显著。可见，本研究虽只是意愿层面的测量，但所获

结论与实际行为层面数据较为吻合［１６］。这为本研究

结果的可信性提供了证据支持。

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可归结为：在是否参与赌博

这一风险决策面前，并非所有博彩对人们而言都是平

等的。个体对各种赌博的参赌意愿具有跨情境特殊

性，既非一味地规避赌博风险，也非一味地寻求风险。

通常的观点认为，参赌意愿较强的个体不分赌博类别

而对大多数赌博都愿参与［１７］，本研究却发现普通被试

并非如此，而只是对某类赌博的参与意愿较高。近期

有研究表明，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再认启发式具有领域

特异性［１８］。若将赌博视为消费者行为，则我们的发现

亦为领域特异性提供了新证据。本研究发现有助于加

深人们对个体就各类赌博参与意愿之特征的认识，增

进人们对赌博这一古老问题的理解，同时亦可为防患

及应对赌博问题提供心理学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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