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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作用研究 X对于 Y的影响时，调节变量 Z在不同水平时，X对于 Y的影

响幅度是否有着明显的差异。在 SPSSAU中支持： 

✓ 仅支持 1个自变量 X和 1个调节变量 Z（如果有多个时可重复使用，也可

使用进阶方法的分层回归）； 

✓ 支持设置 X和 Z的数据类型（定类或定量数据），系统会自动对定类数

据进行虚拟变量处理，并且得到对应的分析结果； 

✓ 支持数据处理，包括中心化、标准化处理或者不处理； 

✓ 支持纳入控制变量； 

✓ 输出简单斜率图。 

 
SPSSAU进行中介作用时，涉及下述参数： 

✓ 调节类型：此处可支持数据类型的选择，包括 X为定量 Z为定量，X为定

量 Z为定类，X为定类 Z为定类；如果涉及定类数据（不论是 X还是 Z），

SPSSAU会自动对其哑变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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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处理：结合‘调节类型’参数，当 X或 Z为定量数据时，可让 SPSSAU

进行中心化（默认）、或者标准化，也可选择不处理。 

 

SPSSAU数据格式 

 
比如上图中 X和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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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两种方式完成调节作用分析，分别是使用问卷研究模

块-》调节作用，也或者 SPSSAU进阶方法里面的分层回归。前者时仅针对 1个自

变量 X和 1个调节变量 Z，但提供较为便捷的处理方式；后续可由研究者自由定制

实现多个 X或多个 Z时调节作用分析，较为自由。 

首先针对调节作用的原理，如下图： 

 
调节作用的模型原理是放入研究 X与 Z的交互项，如果该交互项呈现出显著

性，那么意味着存在调节作用。其数学原理为线性回归，数学模型涉及 3个，第 1

个是仅放入 X，第 2个是放入 X和 Z，第 3个是放入 X，Z和 X与 Z的交互项，如

下： 

𝑌 = 𝑏0 + 𝑏1𝑋 + 𝑒
𝑌 = 𝑏0 + 𝑏1𝑋 + 𝑏2𝑍 + 𝑒
𝑌 = 𝑏0 + 𝑏1𝑋 + 𝑏2𝑍 + 𝑏3𝑋 × 𝑍  + 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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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 3个模型时 X与 Z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性，则意味着存在着调节作用，

当其回归系数为正数时则为正向调节作用，反之为负向调节作用。 

在 SPSSAU中，其提供两个参数分别是调节类型和数据处理，该两个参数可

简化调节作用的前期处理，具体如下述： 

2. 调节类型 

自变量 X和调节变量 Z的数据类型不同时，调节作用的处理方式不同，如下

表格： 

  自变量 X：定类 自变量 X：定量 

调节变量 Z：定类 进阶方法->双因素方差 问卷研究->调节作用 

调节变量 Z：定量 问卷研究->调节作用 问卷研究->调节作用 

当自变量 X和调节变量 Z均为定类时，可使用 SPSSAU进阶方法里面的‘双因

素方差’进行研究； 

其余 3种情况时，可使用 SPSSAU问卷研究模块里面的‘调节作用’完成分析，

但其仅支持 1个 X和 1个 Z的情况；如果 X或者 Z的个数大于 1时，此时需要使

用 SPSSAU进阶方法里面的分层回归完成分析。 

3. 数据处理 

调节作用分析时，通常情况下需要对自变量 X或者调节变量 Z进行中心化处

理，SPSSAU默认会进行该处理，当然也可选择进行标准化处理，也或者不处理。

此数据处理仅针对 X或者 Z为定量数据类型，如果是定类数据，SPSSAU默认是

进行虚拟变量处理。 

4. 其它 

调节作用也可使用 SPSSAU进阶方法-》分层回归进行验证，第 1层放入控制

变量（如果有），第 2层放入自变量 X和调节变量 Z，第 3层放入交叉项（即 X

与 Z的乘积项），然后通过分析交互项的显著性情况来判断是否存在调节作用。

交互项即为两项的乘积项，可通过 SPSSAU数据处理-》生成变量功能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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