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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三个实验研究了属性的中心性程度对归纳推理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归纳推理中存在属性中心性效
应，中心属性比其他属性（次中心属性、再次中心属性）更能影响归纳推理。但属性中心性效应的出现受到了前
提对象和结论对象相似性程度的制约，当前提对象和结论对象的相似程度高时，中心属性比其他属性更能影响归
纳推理；随着相似性水平的降低，中心属性的归纳推理力度越来越弱，而次中心属性、再次中心属性的归纳推理
力度则会依次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趋势，到最后当前提对象和结论对象的属性完全不相似时，最次中心属性的归纳
推理力度达到最高水平，而中心属性的归纳推理力度则降低到最低水平。由于再次中心属性的归纳推理力度的最
高水平没有显著高于随机水平，而中心属性的归纳推理力度的最低水平却显著低于随机水平，因此，研究者认
为，在前提对象和结论对象完全不相似的情况下，被试将确信不能采用中心属性来进行归纳推理的力度判断，而
采用猜测的方式选择了肯定可以排除的项目之外的其他项目，这体现了具有不确定的归纳推理活动的过程的典型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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