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隱性傳播與認知介面： 一種公共管理技術的探討 

 

認知心理學發現，許多資訊線索會通過與感覺、念頭，或觀念在記憶中的隱性聯接，在

行為者未能意識到的條件下，啟動對行為情境的判斷，催生特定的行為方式。這類研究開闢

了一種可能性：制度、法規的設立者，規則、裁決的執行者，道德行為規範的提倡者，

公益事業、健康風習的宣導者，須考慮人們加工資訊，形成判斷，做出行為選擇的

隱性認知原理，並把這種考慮嵌入對法規、規範、社會事業推廣的設計、傳播和實

施之中。通過調動由進化或隱性習得而來，高度內化在身體和觀念之中的認知與行

為機制，誘發人們做出守法、遵規、更道德、更友善的行為選擇。 

本講座梳理了隱性認知研究的主要發現，以及其在公共管理中應用的範例，並以“注視

效應”(Watching Eye Effect)研究為例，介紹了上海交通大學研究小組對該效應所做的行

為、心理、神經機制多方面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