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分散？—你我都會遇到的社會心理學現象 

何謂責任分散效應（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也稱為旁觀者效應，指的是對於某件事來說，要求單個個體單獨完成任務會使其具有

較強烈的責任感，變得更加積極；相反的，如果要求一個群體共同完成任務，群體中

的個體會感到較輕的責任感，任務進行時遇到困難往往會逃避或退縮。 

 

無處不在的責任分散效應 

試想，如果在擁擠的捷運車廂上，遇到有人突然暈倒了，比起這個車廂上只有你和那

個身體不適暈倒的乘客，哪種情況下會讓你更覺得自己應該伸出援手？明顯是後者。

甚至如果是前者，在這個車廂內可能會發生所有人面面相覷，卻沒有人試圖救人的情

況。 

 

如果你當過大學生，應該多少曾經修過多人一組進行分組作業的通識課程，且每個人

拿到的分數會是一樣的。在這種情況下，什麼事情會發生呢？有三種可能：一，所有

人都認真盡力完成作業。二，有人偷懶摸魚。三，你就是偷懶躺分的那一個！ 

 

這種社會懈怠的現象，就是心理學上，「責任分散效應」的體現。指的就是人處在群體

之中時，會降低自己努力程度的現象。身為一個正常人，如果是個人進行的作業或是

工作任務，你會認為一定要做好，至少一定要做完，不然就完了。但如果將任務指派

給一群人，其中也沒有明確分工的情況下，一般人會想，「晚點開始也沒關係，反正人

這麼多不會被發現。」 

 

如何對抗責任分散的連帶影響？ 

要對付責任分散效應，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將處理這件事的責任，「明確地」交付給該負

責任的人。例如身為領導人，你可以把任務分成多個小段落，再在群體內把這些小段

落託付給你的下屬，「王大明負責整理潛在客戶資料」「李小美研究行銷企劃」。或者當

你遇到路上困難時，將幫助你的任務分配給特定的圍觀群眾，「那位穿西裝的叔叔能幫

忙打 119嗎？」「不好意思這位黑框眼鏡的姊姊能不能幫我把倒下的桌子移開？」 

這樣做，就能有效減低個體責任弱化的現象，達到你原先期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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