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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博彩是人类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消费活动，与人类社会的历程相辅相成。本

文报告了李纾研究组数十年来基於行
&

经济学领域特?性的视角，通过现场调查

与实验、大样本调查、行
&

遗传学等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和应用层面深入探索社会、

环境和生物因素对博彩行
&

的影响，?从实证角度对中国大陆与澳门进行了比较

研究，明确了中国民
'

博彩行
&

的原因及基本现状。这些发现可
&

认识、预测及干

预民
'

博彩行
&

提供心理学的帮助，?
&

各类机构在预防与解
(

赌博问题方面提

供理论和实证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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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博彩（
("#$%&'(

）是人类社会中一种独

特的消费活动，其历史悠久。研究显示，大

约有
EFG HIFG

的人在其生命历程的某个

时期有过赌博活动（
J.",,+2; +- "%7; KIIID

L+%-+; +- "%7; MFKN

）。近年来，进化心理学的

研究则直接揭示了博彩行
#

具有深远的进

化根源，所有大型猿类（包括黑猩猩、大猩

猩等）均会展现出与人类相似的赌博行
#

，

?在下赌注前就表现出惊人的杂猜测能

力（
O"1'; +- "%7; MFKK

）。许多研究也致力於

阐明人类博彩行
#

的遗传与环境因素之间

的影响机制（
P1"'; +- "%7; MFKED L"'(; +- "%7;

MFKQ

）。李纾研究组对双生子研究进行了元

分析，发现遗传因素对风险倾向具有中等程

度的影响（
MIG H NNG

）。而风险倾向则多

是共用性遗传及个体独特经历共同作用的

结果（
L"'(; +- "%7; MFKQ

）。聚焦到博彩的风

险行
#

，元分析结果表明：博彩行
#

倾向受

到中等程度遗传因素（
"

M

R F7NF

）和非共用

的环境因素的影响（
+

M

R F7NF

）（
P1"'; +- "%7;

MFKE

）。

博彩
'

业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

著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某些地区（如中国

澳门），合法博彩行业已成
#

其经济体系的

核心
'

业。从长远来看，相较於博彩的经济

维度，公
(

博彩心理的特性往往超
)

於经济

和制度的变迁，直接作用於博彩参与行
#

（孙
*

和李纾，
MFFN

），进而对博彩行业的发

展
'

生深远影响。尤
#

值得注意的是，澳门

博彩行业高度依赖以中国
+

地?客
#

主体

的访客群体，因此，准确解读澳门赌场访客

博彩行
#

的心理特徵，是制定更具针对性、

科学的博彩管理政策，以及引导该行业持续

健康发展的关键先
,

条件。

本文将从理论和应用层面深入探讨社

会、环境和生物因素对博彩行
#

的影响，?

从实证角度对中国大陆与澳门进行比较研

６



究，明确中国民
(

博彩行
#

的原因及基本现

状。希望通过以下几个主要方向的研究成

果，能
-

帮助澳门特区政府及中国
+

地有关

部门从长远角度出发，宣导“健康博彩行

#

”，更加科学高效地管理博彩行业，从而

促进博彩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１　累积的研究发现

１１　研究一：博彩行
"

的领域特?性研究

基於澳门本土数据和现场实验及调查

的证据，李纾研究组考察了大陆赴澳?客博

彩行
#

与动机等特徵，探索个体在风险认

知、博彩动机、成瘾性、人格、
,

策倾向等方

面是否表现出领域特?性（
5*#"&' ? )/+0&,



&0

），?进一步探讨具有何种特?性特徵的

人群更倾向於博彩活动。

K


K


K

　澳门赌场访客的个体特徵及地

域差?研究

#

准确解读澳门赌场访客博彩行
#

的

心理特徵，早在
MK

世纪初，李纾研究组就开

始专门对澳门本地人的赌博行
#

与风险知

觉进行研究（孙
*

和李纾，
MFFN

），研究结果

显示：赌场的劝世文既无劝勉也无劝阻人们

赌博的作用；社会关网的钱财支援不影响

实际赌博次数；多次性博弈与一次性博弈所

?用的是不同的机制，一次性博弈不是由期

望值所
,

定的；相互监视和制裁系统会影响

赌博：受法律制裁约束的职业者比不受法律

制裁约束的职业者更不好赌，自估在赌场遇

见认识人的机会与其参与赌博的次数呈负

相关；性
.

因素与母语背景等被视
#

个体

“本质趋向”的差?，揭示了所谓“澳门人不

好赌”的观念，具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可能是在漫长文化积累与沉淀过程中逐渐

塑造而成的；受教育程度是赌博行
#

的有效

预测变数。

在此基础上，符佳慧等（
MFMF

）在澳门

赌场临近公共区域对访客进行了面对面调

查，入选标准
# KS

岁以上以及有博彩经验

的。结果发现，博彩行
#

存在性
.

、年龄、教

育程度、地域、博彩种类、收入水准等差?：

男性对博彩的热衷度高於女性；
TN H NU

岁

年龄段对博彩活动投入最多；教育程度越低

越会在博彩上花费更多的时间；相较於港澳

台受访者，广东省受访者报告在博彩上投入

更多时间；受访者投入时间最长的?戏
#

百

家乐、骰宝、老虎机；收入越高越会在博彩上

花费更多金钱。

不同种类博彩?戏的参赌频次排序与

单次参与时长排序如图
K

和图
M

所示。

图
K

　不同种类博彩?戏的参赌频次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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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M

　不同种类博彩?戏的单次参与时长排序

　　这些研究发现不仅有助於人们对博彩

行
#

的特点有更深刻的认识，亦可
#

各机构

预防及应对赌博失调情癋提供切实有效的

$

发和指导。

K


K


M

　澳门人少涉赌是规避风险还是

规避後悔的研究

究竟是害怕风险还是害怕後悔可以阻

止人们冒险？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对此也一

直各持己见：有学者认
#

，
,

策者倾向於选

择那些预期後悔量最小的选项；亦有学者认

#

，
,

策者青睐的是风险最小的选项。

针对这一问题，李纾研究组提出了一另

种看法：?非所有风险对人而言都是生而相

同的，
,

策者是选择规避风险还是规避後悔

具有领域特?性。

V&

等
WMFKFX

以澳门
#

取样地点，对
TET

名当地居民进行调研。结果显示：在考察

的、精心选取出来的
KT

种博彩活动中，个体

的博彩参与意愿呈现出显著的领域特?性，

即?非单纯地由规避风险或规避後悔单一

因素
,

定。这
KT

种博彩可细分
#

四个类

.

，即：主要受风险规避驱动；主要受後悔规

避影响；受两者共同支配；独立於这两者之

外。因此，无论风险规避还是後悔规避，均

无法单独解释人们的风险
,

策偏好。个体

究竟是风险规避、後悔规避，还是两者兼具？

这取
,

於其参与的博彩类型。此发现不仅

#

风险
,

策理论增添了新的见解，同时也
#

赌博行
#

研究，尤其是各类机构在实施赌博

成瘾干预措施时，提供了宝贵的
$

示和指导

性思路。

K


K


T

　博彩行
&

的领域特?性研究

基於风险行
#

领域特?性的结果（瞸

灵紫等
; MFKS

），李纾研究组针对博彩行
#

的领域特?性进行了系列探究。借助博彩

这一典型的高风险行
#

，以澳门当地
KT

种

普及率最高的博彩?戏
#

主要研究对象。

研究证实，不仅在不同领域的风险行
#

具有

领域特?性，在同一领域
+

部，如博彩行
#

+

部，也存在著领域特?性。这些研究在前

因变数（博彩意愿、博彩行
#

）、研究样本

（大学生、澳门居民）和博彩的解释变数（风

险
Y

後悔、信念、人格）上进行了精心选择和

设计，验证了上述假设。

研究发现，人们的博彩意愿、博彩行
#

和参加博彩的原因具有领域特?性。孙
*

等（
MFKF

）通过对澳门居民的博彩意愿的探

索性因素分析，表明博彩意愿可以分
#

代表

较低博彩意愿的“低对弈性赌博”和代表较

高博彩意愿的“高对弈性赌博”这两个因

８



素，?且两者分
.

能解释变?的
TM7QG

和

MQ7IG

，累积解释率
# NI7NG

，从而证明了

即使个体的博彩意愿较高也?非代表著会

对所有种类的赌博?戏均具有较高的博彩

意愿。考虑到博彩意愿可能无法代表真实

的博彩行
#

，另一研究使用博彩行
##

因变

数，也获得了一致的结论。发现人们实际不

参赌的原因同样具有跨情境特殊性的特点，

这与之前的研究相印证，?很好的弥补了其

中的缺陷，有助於拓展结论的外部效度
W/

贵海等
; MFKTX

。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个体对博彩行
#

的

信念同样具有跨情境特殊性的特点，个体信

赌技还是信手气影响个体的博彩意愿，取
,

於其参与的是哪一类赌博（
Z.*1; +- "%7;

MFKMD

孙
*

等
; MFKF

）。该研究发现，足彩、

白鸽票、百家乐这三个专案中，信手气可以

预测赌博次数；而在老虎机和德州扑克专案

中，信赌技与赌博行
#

相关；而其馀七个专

案中，信手气或是信赌技均与赌博行
#

无

关。
+

控制点和外控制点均不能单独解释

赌博行
#

。该结果与以往研究相印证，?不

是所有的赌博?戏都是平等的，也从博彩动

机的角度探索了不同赌博?戏参赌的特?

性。

K


K


U

　博彩行
&

的个体差?研究

由於博彩行
#

具有较大的个体差?性，

在博彩研究领域，有一批研究关注个体差?

因素在博彩行
#

中的作用。目前已有研究

表明，博彩者的博彩动机存在个体差?。如

["($4

等使用大五人格模型进行研究後发

现，相较於正常人，病理性博彩患者在动

性、寻求刺激的人格特质上得分较高，而在

自律和审慎上则较低。随後其使用大三人

格模型进行研究，发现病理性博彩患者在精

神质上得分较高
W ["($4; +- "%7; MFFE X

。

V"'(+6&)0. \ ]2&)0.

针对
KUF

名男性大学

生完成一系列测量情感寻求、动性、风险

行
#

、博彩行
#

的量表後发现，病理性博彩

者在情感寻求、动性量表上的得分与病理

性沉溺度
0

有相关性；相反，非病理性博彩

者的情感寻求、动性、风险行
#

与博彩沉

溺度有相关性
WV"'(+6&)0. \ ]2&)0.; KIISX

。

李纾研究组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博彩偏

好与个体人格间的关也存在领域特?性

WZ.+'(; +- "%7; MFKMX

。睶变数分析发现，
KT

种博彩?戏的博彩意愿可以划分
#

三组：概

率组、
1

乐组和赌技组，分
.

?群体的

UM


KSG

、
TF7ING

和
MQ7SSG

。且人格特徵无

法一致的预测三组赌博?戏的赌博意愿。

侵略
?

敌意可以普遍预测概率组和赌技组

的赌博意愿；动性感官寻求只能对概率组

的赌博意愿进行预测；而神经质
?

焦虑对三

组赌博类
.

均表现
#

无法预测。该研究从

个体差?的角度，
#

赌博偏好具有领域特?

性提供了实证证据。

K


K


N

　过度自信对赌博的双刃剑效应

研究

先前研究证实，与赌博活动密切相关的

认知偏差（如过度自信）是对个体赌博行
#

倾向预测的关键因素
W:%"2^; MFKFD _6"^;

MFKQX

。然而，当前研究趋势表明：涉及多人

参与的赌博行
#

，不仅涵盖了个体自己的认

知加工过程，还深刻地嵌入了杂的社会比

较过程
W!*25*' \ A+&-.; MFKIX

。在此背景

下，另一种常被忽略的过度自信，可能也在

赌博行
#

中发挥著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自己

在相似人群中的相对排名过度高估（也称

９



中等偏上效应，
$+--+2? -."'? "3+2"(+ +,,+0-

）。

李纾研究组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上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
P1; +-

"%7; MFMU

），聚焦两种不同领域（即个体对自

身赚钱能力
Y

幸福程度）的过度自信如何差

?化地影响赌博行
#

。研究结果显示：个体

在社会比较情景下展现的过度自信对其赌

博动机及後续行
#

具有显著的预测力，?且

这种预测作用的方向会根据社会比较的具

体领域而有所不同（见图
T

）。那些在赚钱

能力方面自我评价过高的个体（认
#

自己

的赚钱能力高於他人），往往会表现出更高

的赌博动机和赌博频率；相反，在生活幸福

方面自我评价较低的个体（认
#

自己不如

他人幸福），则更倾向於展现出更高的赌博

动机和问题赌博行
#

。

图
T

　对赚钱能力
Y

幸福程度的过度自信对赌博的双刃剑效应

　　这一发现不仅将过度自信与赌博行
#

之间的关从认知偏见视角进一步扩展到

社会比较视角，而且
#

後续对於自我提升的

赌博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帮助

人们改变对自身能力的盲目自信，?努力提

升其相对幸福感，或许能
-

有效地使其远离

参与赌博风险。

１．２　研究二：购彩动机的心理机制研究

基於中国大陆地区的大样本数据和全

国范围的调查，李纾研究组探索了博彩行
#

的动机性因素，梳理人们
#

什
2

倾向於参

赌。

K


M


K

　购彩动机研究

人们
#

什
2

买彩票？第一个跃入我们

脑海的回答往往是“
#

了钱”。然而，每年

世界各地都有数额庞大的彩票
3

项或
3

金

无人认领，即发生?
3

行
#

。例如，据中国

财政部公告显示，
MFMT

年逾期未
433

金

高达
KE7ES

亿元。这一看似违背常理的现

象引发了深思，暗示著彩票购买者的实际购

彩动机可能?非仅仅处於对金钱的渴望。

针对这一问题，李纾研究组发表在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ｍｏｔｉｏｎ的 一 项 研 究 （
!1*; +- "%7;

MFMM

），结合网路大规模问卷和实验室实验，

系统探讨了心境（
#**5

）对购买彩票的影

响，旨在揭示人们购买彩票背後的真正动

机。

实验一：购彩动机的心理机制研究———

网路调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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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将彩票购买流程细分
# U

个阶

段：第
K

阶段指个体尚未购买彩票；第
M

阶

段指已购买彩票但
0

到开
3

时刻；第
T

阶段

指彩票已开
3

而个人尚未对
3

（即，还
0

核

对自己是否中
3

）；第
U

阶段指已完成对
3

核对过程。本研究通过让参与者自述其当

前所处的购彩阶段，旨在借此剖析所处不同

阶段彩票购买者的心境差?。

实验一利用中彩网平台发?的“中国

彩民购彩情癋调查”的问卷和问卷星平台

发?的问卷，成功分
.

收集到
I;TFN

名和
K;

ITK

名彩票购票者的数据。结果一致显示：

在购票行
#

发生後（第
M

阶段），受访者的

心境状态呈现出显著提升，?在等待开
3

结

果核对前（第
T

阶段）达到最高点。图
U

显

示了购彩四个阶段的心境评分均值。

图
U

　购彩四个阶段的心境评分均值

注：
@ &

“白日梦”假设所推测的结果，
[ &

中彩网数据结果，
: &

问卷星数据结果

　　实验二：购彩动机的心理机制研究———

行
#

实验的证据。

实验二在实验室中构建了一个单次购

彩流程模拟，?将流程更细地划分
# E

个

时间点，如图
N

所示。被试首先抵达实验室

?自评心境（
-

K

C

基瞃心境），随後被随机分

配至彩票组和现金组。彩票组被告知将获

得价值
# NF

元的刮刮乐彩票作
#

实验报

酬，而现金组被告知可以直接获得
NF

元现

金。两组均需等待
N

日方能领取报酬。在

获知
3

励资讯後，被试再次进行心境评估

（
-

M

C

得知报酬形式後）。在接下来的
N

天等

待期
+

，被试的心境被每日记
&

（
-

T

C

等待期

间）。在
N

天等待期末，即最後一天，实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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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提醒被试次日可回实验室领
3

，?持续记

&

至领
3

前的心境变化（
-

U

C

回实验室前）。

实验者计算了受测者返回实验室中所延迟

的时长。受测者再次回到实验室，?再次测

量心境值（
-

N

C

领
3

前）。随後，彩票组领取

刮刮乐?根据中
3

情癋
453

金；现金组则

直接领取
NF

元现金。离开实验室前，让受

测者心境进行再次自评（
-

Q

C

领
3

後），?在

其离开後的
T

天
+

，继续追?记
&

受测者的

日均心境（
-

E

C T

天追?）。

图
N

　时间点与报酬形式对心境的交互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彩票组受试者的心境整

体上优於现金组，特
.

是得知将会得到彩票

（
-

M

）和开
3

前（
-

N

）两个阶段，彩票组的心境

评分显著高於现金组；彩票组有
UMG

的受

试者?
3

，而金钱组则
0

发生?
3

情癋；彩

票组受测者返回实验室核对彩票的耗时更

长。

实验三：购彩动机的心理机制研究———

$

动实验的证据。

实验三通过操纵受试者
#

好心境还是

坏心境，直接检验了心境对购彩行
#

的影

响。实验结果符合预期，表明在负面情绪刺

激诱导下，多数受测者（
QQG

）倾向於选择

彩票，而仅有
TUG

的人选择现金；相反，在

正面情绪诱导下，
NNG

的受测者偏好现金，

UNG

选择彩票。

综上所述，测试结果均一致表明人们在

购买彩票时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包

括心境的积极提升。该研究揭示了彩票的

1

乐性功能，即人们可以通过小额投入而获

得情绪上的改善。

K


M


M

　新冠肺炎疫情对博彩行
&

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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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研究

MFMF

年初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给人民的生命财
'

和身体健康带来了巨

大伤害，也对包括博彩业在
+

的各行各业造

成了重创。人们在面临这一
6

难事件时，对

於“小概率大影响”事件（如博彩）的态度是

否也会发生变化呢？
#

了准确解读重大公

共卫生突发事件对博彩的影响，探索新增博

彩类型扭转博彩业
7

势的可能性，李纾研究

组於
MFKI

年
S

月在中国大陆地区招募了

M


MME

名受测者，在疫情暴发後的
MFMF

年
S

月招募了
M


MMM

名受测者，调查、分析了这

些受测者接受新增博彩类型的意愿。

李纾研究组的研究结果（匡仪等
;

MFMK

）发现：相较於疫情暴发前，人们在疫情

暴发後购买新型彩票的意愿升高了；男性购

买新型彩票的意愿高於女性；年龄越大的受

测者，购买新型彩票的意愿越高。图
Q

展示

了以上变数与购买新型彩票意愿之间的关

。

图
Q

　疫情与性
#

、年龄对购买新型彩票和是否开放赛马的影响

注：
@7

疫情与性
)

对购买新型彩票意愿的影响，纵轴表示愿意买彩票的意愿
WF

表示非常不愿意，

KFF

表示非常愿意
X

；
[7

疫情与性
)

对是否开放赛马的影响，纵轴表示赞成“开放赛马活动”人数

的百分比；
:7

疫情与年龄对购买新型彩票意愿的影响，纵轴表示买彩票的意愿
WF

表示非常不愿

意，
KFF

表示非常愿意
X

；̀
7

疫情与年龄对是否开放赛马活动的影响，纵轴表示赞成“开放赛马活

动”的可能性
W

数值越接近
K

，越可能选择赞成“开放赛马活动”
X

　　这些研究发现不仅有助於加深人们对

风险行
#

以及博彩行
#

的认识，亦可
#

博彩

业及政府部门应对全球性疫情提供有益的

$

发和指导。

１３　研究三：博彩行
"

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基於行
#

遗传学和神经网路分析的证

据，李纾研究组深入探索了博彩行
#

的生物

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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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T


K

　基因影响风险行
&

（赌博）、风

险相关脑功能活动及二者关联

当风险
Y

冒险行
#

超越界限，则往往伴

随著某些精神疾患，对人们的生存与健康构

成严重威胁。
(

多针对药物滥用及病态赌

博等精神疾患的研究均发现，风险寻求与这

些精神疾患之间存在关联，同时这些疾病的

患者展现出的脑功能活动模式也与正常人

有?。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可以将风险寻求

及其相关的脑功能活动当作这些精神疾患

的
+

表型。而当作
+

表型的一条重要前提，

关键在於探究其是否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

李纾研究组发表在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上的一项影像遗传学研究（
A"*; +- "%7;

MFKS

），从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双生子库招

募了
MUU

对同性
.

双生子参与行
#

实验，其

中
KKK

对还同时参与了影像实验。双生子

们完成了一项仿真气球冒险任务以评估其

风险倾向，?填写了感觉寻求量表。

结果表明，个体风险寻求行
#

的遗传贡

献率
# UKG

；且风险倾向和感觉寻求之间

存在显著的基因相关性，
8

明它们受共同遗

传因素的影响（见图
E

）。此外，与风险相关

图
E

　风险倾向和感觉寻求的双变数遗传模型

的脑功能活动的平均遗传贡献率
#

TF


MIG

；而左侧脑岛、右侧纹状体及右侧顶

上小叶这三个脑区的脑功能活动和风险寻

求行
#

表现出显著的基因相关性，
8

明这些

脑区受到共同遗传因素的影响（见图
S

）。

图
S

　风险寻求行
"

和风险相关脑功能活动

受到共同遗传影响的脑区

通过理解正常个体在风险
,

策中的脑

功能活动，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解博彩行

#

背後的神经机制。这有助於识
.

哪些脑

区和神经通路在博彩
,

策中发挥关键作用，

从而
#

开发针对赌博成瘾的干预措施提供

理论支持。?且有助於理解
#

何有些人更

容易参与或沉迷於赌博，?
#

早期识
.

高风

险个体提供了依据。

K


T


M

　跨期
(

策的神经网路具有获

得
?

损失不对称性

博彩行
#

中的一个显著特徵是追求即

时满足。许多博彩活动，如老虎机这类的即

时回馈型博彩，能在短时间
+

提供即时的
3

励或结果，吸引人们参与。在跨期
,

策中存

在获得
?

损失不对称现象，即对未来获得

（如年终
3

）和未来损失（如贷款利息）的时

间折扣率存在差?。李纾研究组与中国科

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蒋田仔研究组
#

这一

现象提供了脑影像的实证支持（
P1; +- "%7;

MFFID Z."'(; +- "%7; MFKQ

）。

P1

等（
MFFI

）和
Z."'(

等（
MFKQ

）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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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分析结果揭示，在跨期
,

策中获得和损失

领域存在
$

动脑区的获得
?

损失不对称效

应：两者的加工均涉及外侧前额叶区域，但

所关联的边缘系统位置不同。
+

侧前额叶、

+

侧眶额皮层及腹侧纹状体参与获得相关

的跨期
,

策，而
+

侧前额叶、前扣带回及脑

岛则与损失相关的跨期
,

策有关。
Z."'(

等（
MFKQ

）进一步指出，趋避动机人格对跨

期
,

策相关脑区间功能连接的调节作用也

呈现出了获得
?

损失不对称效应。此外，

Z."'(

等（
MFKQ

）以全脑分析结果中的相关

脑区作
#

分析
+

容的种子点，利用心理生理

交互分析识
.

出随实验操纵变化而与种子

点的功能相连接的关键脑区。随後，通过动

态因果模型分析推测这些关键脑区间的因

果结构。结果揭示了获得（图
I@

）和损失

（图
I[

）跨期
,

策中存在不同的动态交互网

路。

图
I

　获得（
@

）和损失（
[

）跨期
$

策中的

最优动态因果模型

２　展　望

本文报告了李纾研究组数十年来基於

行
#

经济学领域特?性的视角，结合现场调

查与实验、大样本调查及行
#

遗传学等方

法，从理论和应用层面深入研究了社会、环

境和生物因素对博彩行
#

的影响。研究深

入比较了中国大陆与澳门的样本，明确中国

民
(

博彩行
#

的原因和基本现状。研究不

仅有助於增
9

公
(

对风险行
#

的理解（谢

晓非等，
MFFU

），同时还能
#

博彩领域的探

究，特
.

是针对各种机构在预防与应对赌博

失调方面的努力，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证基

础。

本文在指出购彩行
#

的
1

乐功能的同

时，也针对过度博彩行
#

提供了切实有效的

干预路径。研究建议，在有必要对过度博彩

的问题彩民进行干预时，提升其心境是一种

可行的方法。例如，可考虑借助社会服务团

体
#

问题彩民组织
1

乐休盻活动，或者训练

彩民进行自我情绪调节以保持愉快的心境，

从而降低其购彩欲望，且有助於从促进公司

的彩票销售的视角或者从遏制睶在的问题

赌博行
#

的视角制定干预策略。

管博彩系列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

仍有诸多有待改进的方面。首先，在博彩种

类的考察和样本选择上仍然具有局限性。

此外，管系列研究发现社会、环境和生物

因素等对博彩行
#

具有重要影响，但这些因

素之间杂的交互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揭示。

未来研究应继续深入，以期将影响博彩行
#

的诸多因素及其交互作用梳理清晰。未来

可考虑借助科技的进步，如利用大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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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博彩者的行
#

模式及动机等进行更全面、

深入的探究。

随著互联网迅猛发展，瞃上博彩和电子

?戏等新型博彩形式不断盠现，给社会、心

理和行
#

层面带来了新的挑战。未来研究

应当同时关注互联网环境对博彩行
#

的影

响，通过研究
:

拟货币、社交网路影响和即

刻
3

励等因素，深入理解新型博彩形式下博

彩者的
,

策过程，?探究有效的干预策略。

基於社会、环境和生物因素的综合研究

结果，未来有望提出更加个性化、精准的干

预策略。例如，可以结合个体的遗传风险特

徵与其社会、环境背景，制定专门的预防和

调控措施，以合理干预其博彩行
#

。同时，

未来研究可以基於不同视角，将社会层面政

策的制定与个体行
#

干预相结合以达成协

同作用，
#

政府、社区以及相关机构提供科

学依据，帮助它们制定更科学的博彩监管政

策，?在立法、教育、宣传等方面加
9

社会干

预。此外，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例如，结合

心理学、法学和公共卫生等领域）也有助於

全面应对博彩行
#

带来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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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与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联合科研

资助合作研究专案“社会、环境、遗传因素

对博彩行
&

的影响：公共政策管理的视角”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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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专案（编号：
KEZ`@TMN

）的资助。作者

感谢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国家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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