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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中介是指研究中介作用时，该中介作用是否受到另外一个变量（调节变量

Z）的干扰。在 SPSSAU中支持： 

✓ 多种类型的调节中介模型（按 Andrew F. Hayes学者提供的模型编号）； 

✓ 支持两种 bootstrap抽样方法，并且支持设置抽样次数； 

✓ 支持两种调节水平方式； 

✓ 输出模型公式、输出 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调节中介作用指数)等。 

 
SPSSAU进行调节中介作用时，涉及下述参数： 

✓ 模型：结合 Andrew F. Hayes学者提供的模型编号； 

✓ 调节水平值：提供‘标准差’水平法（默认）和‘分位数’水平法； 

✓ Bootstrap抽样次数：默认系统自动判断，可选为 50/500/1000/2000/5000次； 

✓ Bootstrap 类型：默认为百分位 bootstrap 法，可选为偏差校正 bootstrap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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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AU数据格式 

 
比如上图中 X、M1、M2、Z和 Y均为定量数据，以及带控制变量（当然也可

没有控制变量）。 

 

计算公式 

 

1. 基本说明 

在 SPSSAU中，调节中介作用模型完全遵循 Andrew F. Hayes学者开发的模型

编号进行（具体可参考: http://www.afhayes.com）。算法原理上，SPSSAU SPSSAU

借助 Python中 pyprocessmacro包实现，可参考链接：

https://github.com/QuentinAndre/pyprocessmacro。SPSSAU提供 7个调节中介作用模

型，分别对应的编号为：Model5、Model7、Model8、Model14、Model15、

Model58和 Model59。 

涉及调节中介作用的常用模型共有 7个，接下来针对该 7个调节中介模型分别

进行说明，包括模型结构和检验模型进行说明： 

 
Model 5：图中 W为调节变量。调节变量仅针对 X-》Y这一条路进行调节（准确说

Model 5并不是调节中介作用，只是模型中已经考虑了中介作用而已）。 

https://github.com/QuentinAndre/pyprocessma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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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7：图中 W为调节变量。调节变量仅针对 X-》M这一条路进行调节。 

 
Model 8：图中 W 为调节变量。调节变量针对 X-》M 和 X-》Y 这 2 条路进行调节。 

 
Model 14：图中 V为调节变量。调节变量仅针对 M-》Y这一路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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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15：图中 V为调节变量。调节变量针对 X-》Y和 M-》Y这 2路进行调节。 

 
Model 58：图中 W为调节变量。调节变量针对 X-》M和 M-》Y这 2路进行调节。 

 
Model 59：图中 W为调节变量。调节变量针对 X-》M，X-》Y和 M-》Y这 3路进

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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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节水平值 

调节中介作用分析时，其可提供两种不同水平的方式，分别是加减 1个标准差

水平法，还有一个是不同分位数水平法。默认是使用加减 1个标准差水平法，即

‘条件直接效应（Conditional Direct Effect）结果’时，其提供调节变量在 3种水平分

别是：平均值，平均值+标准差，平均值-标准差时。分位数水平法时，即‘条件直

接效应(Conditional Direct Effect)结果’时，其提供调节变量在不同分位数情况下的

结果。 

3. Bootstrap 

bootstrap抽样涉及 bootstrap类型和 bootstrap抽样次数两项，针对 Bootstrap抽

样次数，SPSSAU会自动判断抽样次数，其标准为：当样本量小于等于 500时，

bootstrap 次数为 5000 次，如果样本量介于 500~2000(含)，bootstrap 次娄秋 1000 次，

如果样本量大于 2000，bootstrap次数是 50。当然研究者也可自行设置 bootstrap次

数，分别是 50/500/1000/2000/5000次。 

关于 bootstrap类型的具体原理，可查看 SPSSAU中问卷研究-》中介作用有具

体算法说明。 

4. 检验方式 

通常情况下，调节中介作用的检验共有两种，分别是‘条件中介效应表格检验

法’和‘Index of MM’，前者较为常用。 

✓ 条件中介效应表格检验法 

调节变量 Z取不同水平时（比如：低水平，平均值，高水平），X-》M-》Y

的中介效应情况是否有着差异性。只要不同水平下显著性情况有着不同，也或者不

同水平时显著性情况一致但 effect值符号出现相反，此两种情况均说明具有调节中

介作用。 

比如低水平时呈现出显著性（即 boot 95%不包括数字 0，说明低水平时有中介

作用），平均值或高水平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即 boot 95%包括数字 0，说明平均

或高水平时没有中介作用），那么说明不同水平下是否有中介作用有着差异性，最

终就说明具有调节中介作用。比如低水平时显著（即 boot 95%不包括数字 0）且效

应值 effect为正数 0.1，但是高水平时显著（即 boot 95%不包括数字 0）且效应值

effect为负数-0.1。此两种情况均可说明具有调节中介作用。 

✓ Index of MM 

如果 95%置信区间不包括数字 0，那么就说明显著，即说明具有有调节中介作

用。 

 

5. 其它 

调节中介分析时，中介作用的检验使用 bootstrap法，即检验 bootstrap 95%置信

区间是否包括数字 0，如果包括数字 0，那么说明没有中介作用，反之如果说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括数字 0，则说明具有中介作用。分析调节变量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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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时，中介作用的情况是否有着差异，即分析条件中介作用。除此之外，X对于

Y的影响关系即直接效应也会进行分析，但其重要性较低，因为核心关注点在于中

介作用和调节中介。 

除此之外：SPSSAU输出结果中， “直接效应（Direct Effect）结果”表格；该表

格列出直接效应即 X对于 Y的影响情况； “条件间接效应（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结果”表格；该表格展示中介作用和调节中介作用结果，此表格为核心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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