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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式的问卷法以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中国版&)领悟社会支

持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为测量工具对海南省 X 所高校的 DD'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以考察大学

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与人格特征)社会支持的关系, 差异分析表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总体上处于中等偏高水平且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四种人格类型中!多血质的主观幸福感

水平最高!抑郁质最低-且社会支持对不同人格类型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趋于一致, 相

关和回归分析表明!神经质性)内外向性和家庭外源性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更强的影响力-神

经质性对主观幸福感只有直接的影响!而内外向性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而且可以通

过家庭外源性支持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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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幸福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 对幸福的论

断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对幸福和智

慧关系的阐释-B.

* 在随后的几千年里#思想者们

对幸福的思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但他

们不仅未能揭示幸福的本质及来源#反而使这种

形而上的思考因越来越偏离人们的现实体验而陷

入困境* 在此背景下#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

理学,语言学等学科开始逐步借鉴科学研究的方

法对幸福进行实证探索-&.

#其中研究最深入最系

统的就是精神卫生,生活质量,老年社会学等领域

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一#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

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具有主观性,整体性,相

对稳定性的特点-D.

* 一般认为它由情感和认知

两大基本成分构成#其中情感成分又由积极情感

和消极情感两个相对独立的成分构成#认知成分

即个体对自己生活整体满意程度的评价-B.--.

* 已

有的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由多种因素的复杂作

用而形成的* b8"2"#将这些因素区分为客观因素

和主观因素两大类--.

* 尽管主观和客观因素都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主观幸福感发生变化#但是

客观因素只能解释主观幸福感较小部分的变异#

而且还往往是通过主观因素间接起作用的-D.

#相

对而言主观因素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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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所感受到的来自其所在的

社会网络成员的关心,尊重和重视的一种行为和

信息#直接反映着个体与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和

质量-(.

* 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主观幸福感

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是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机制#目前并没有一致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

认为社会支持可通过提供各种帮助#增加个体的

喜悦感和归属感#形成个体的积极自我评价#提高

个体自尊心,自信心%在应激条件下可以阻止和缓

解应激反应#安定神经内分泌系统#从而增加个体

积极情感并抑制消极情绪#对幸福感有普遍的增

益作用-D.-E.

%但也有研究认为不同类型的社会支

持对主观幸福感及其组成成分分别有着不同的影

响#社会支持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特异性-X.

%还

有研究认为社会支持的作用部分甚至全部归因于

能力或与社会支持有较高相关的人格变量#社会

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人格的

影响-D.

*

!三#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人格是个人内在的动力组织及其相应的行为

模式的统一体* 在主观幸福感的诸多影响因素

中#人格因素常被看作是主观幸福感最有力最稳

定的预测源*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人格对主观幸

福感的作用是极其复杂的'人格不仅可以直接影

响着主观幸福感#而且可以通过影响其他变量进

而影响主观幸福感-V.

* 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直

接作用主要体现在不同人格个体主观体验心理倾

向上的差异* 根据幸福感的从上到下理论#人是

有快乐素质即以积极方式体验生活的倾向的-D.

*

相关的研究也表明#不同的人格特质会导致不同

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 而对于人

格对主观幸福感的间接作用#不同的理论指出了

不同的中介变量* 但总的来说#人格主要是通过

情绪反应,应对方式,加工情绪性信息的方式和主

观幸福感的基准水平等内在因素对主观幸福感产

生影响的*

!四#问题的提出

如上所述#主观幸福感作为衡量个体生活质

量和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心理指标#受到了各领

域尤其是心理学,社会学的广泛关注* 研究者们

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

果#但是由于主观幸福感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影响

因素的多样性#他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仍未达成

共识* 很多问题都存在着争议#仍需要进一步的

澄清和验证* 因此#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

拟在描述主观幸福感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人格与社会支持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海南省 X 所高校 DD'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

象#剔除信息不全,规律作答问卷后#共获有效问

卷 &C- 份#其中男生 BBV 人#女生 BXE 人*

!二#测量工具

B,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中国版&

艾森克人格问卷 $简式中国版&即 $.3d+

9@W&由 a,N,.4$"25O 等在艾森克人格问卷

$.3d&的基础上编制#由北京大学心理系(.3d+

9@W修订协作工作组)修订* 量表由内外向性,

神经质性,精神质性,社会掩饰性四个分量表组

成#共有 -V 个项目#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其中各

项目与所属量表的相关系数均在 ',DD e',E- 之

间#重测信度在 ',EX e',VV 之间-C.

*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3@@@&由 T"#Kc80"=等

人编制#姜乾金等人翻译* 量表由家庭内源性支

持和家庭外源性支持两个分量表组成#共有 B& 个

自评项目#各项目采用 X 点计分法* 社会支持总

分由两量表的得分累计而成#分数越高#得到的总

社会支持程度越高* 其中家庭内源性支持,家庭

外源性支持分量表和全量表的
%

系数分别为

',VX,',V( 和 ',VV#重测信度分别为 ',V(,',X(

和 ',V(

-B'.

*

D,总体幸福感量表

总体幸福感量表$TF/@&由R1M8%修订#用于

评价个体对幸福的感受* 量表共有 DD 个项目#各

项目采用 D 点到 BB 点计分法#得分越高#幸福度

越高* 量表单个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在 ',-V 和

',XV之间#内部一致性系数男性为 ',CB#女性为

',C(%重测信度为 ',V(%并与焦虑量表和抑郁量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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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有较高的一致性-B'.

*

!三#施测程序与数据分析

采用集体施测方式#以教室为单位进行调查#

调查时间均为 &( 分钟* 数据采用 @3@@BD,' 软件

包处理#其中运用了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多元

线性回归等统计处理方法*

三%研究结果

!一#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状况描述

大学生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得分达B'C,X(

分#显著高于总体幸福感量表理论上的中性值

V-,( 分#其中=$B,&CD& fD&,CCE# > g,'B* 进而

对不同性别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得分进行L检

验知#主观幸福感得分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的差

异* 结果如表 B 所示*

表 B[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描述及性别比较

变量
[总体$2 f&C-&

)[[@b

男生$2 fBBV&

)[[@b

女生$2 fBXE&

)[[ @b

L

$ & h=187%#&

主观幸福感 B'C,X( iBD,B& B'C,V iBD,&( B'C,EE iBD,'V ',B-V

注'

!

> g','(#

!!

> g','B#

!!!

> g',''B#以下相同*

[[!二#人格特征%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

关系

B,不同人格类型,社会支持水平的主观幸福

感比较

根据艾森克的人格类型说#参照艾森克人格

问卷简式中国版的学生常模#将被试分为四类'内

向稳定型$粘液质&,内向不稳定型$抑郁质&,外

向稳定性$多血质&,外向不稳定性$胆汁质&* 再

根据社会支持的总分按cghB, hB gcgB,cjB

的标准将被试分成高分组,中等组,低分组* 然后

以人格类型和社会支持水平为自变量#以主观幸

福感总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知'人格类型和

社会支持水平并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E#

&V&& fB!ECC# (f'!B&B j'!'(&#但是人格类型

和社会支持的主效应却都达到了显著水平#其中

社会支持的主效应为 -$&#&V&& fD!(&-# +f

!'DB%人格类型的主效应为 -$D#&V&& fB(!(CX#

+f,'''#如图 B*

图 B[人格类型%社会支持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交互作用

[[进一步分别对不同人格类型和社会支持水平

下主观幸福感得分进行多重比较发现#四种人格

类型中#抑郁质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低#多血质的

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社会支持高分组和中等组

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社会支持低分组*

与国外相关研究结果比较#分别以内外向类

型,神经质类型与社会支持水平为自变量#以主观

幸福感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内外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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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性,神经质性与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均未达到

显著水平#但是内外向性$-$B#&VV& fBB!EVB#

+f'!''B&,神经质性$-$B#&VV& f(&!(-#+f

'!''' g!'(&,社会支持$-$&#&VV& f(!BCE#+f

'!''E&的主效应均达到了显著的水平* 进一步

分析可知'外向者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内倾者

$6f-!'BE#+g!'(&%情绪稳定者的主观幸福感显

著高于情绪不稳定者$6fV!((D#+f','''&%社会

支持高分组,中等组,低分组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彼

此差异显著#且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水

平越高*

表 &[不同人格类型的主观幸福感差异状况

变量
粘液质

$2 f('&

抑郁质

$2 fXX&

多血质

$2 fVD&

胆汁质

$2 fV-&

R 多重比较

主观幸福感 BBB&,V iBB,C B'&,B iBB,D BBV,& iB',V B'E,E iB&,& &',V

!!

& gD,-

[[&,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B&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

关分析

对人格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进行相关分析可

知'神经质性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相关#说明

个体的情绪越稳定#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内外向

性与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相关#说明个体外

向的倾向越明显#主观幸福感水平就更高%精神质

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却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

两者的共变关系并不明显*

表 D[人格特质%各类型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

. P 3 内源性支持 外源性支持 总社会支持

家庭内源性支持
,BDC

!

h,&&(

!!

h,B(B

!!

家庭外源性支持
,&XC

!!

h,BBD

h,BCB

!!

,-X(

!!

总社会支持
,&EB

!!

h,BXV

!!

h,&'D

!!

,XX-

!!

,C&(

!!

主观幸福感
,&VE

!!

h,(V&

!!

h,'XC

,&BB

!!

,&&E

!!

,&(-

!!

[[$&&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回

归分析

为进一步明确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

福感的相互关系#运用迫选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的方法#分别以各人格特质,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

为预测变量#以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为因变量进

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在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

量时#内外向性,神经质性和家庭外源性社会支持

对主观幸福感有较好的预测作用#三者可以解释

总变异量的 DX,Xk%在以家庭外源性支持为因变

量时#精神质性和内外向性有较强的预测力#二者

可以解释总变异量的 B',Ek*

表 -[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标准化/1="系数 L值
9

&

R值

主观幸福感

内外向性

神经质性

精神质性

家庭内源性支持

家庭外源性支持

',B'-

h',(D(

h','-(

','B(

',B&X

&,'XV

!

B',V(

!!!

h',C-'

',&VD

&,DXV

!

',DXX

D-,VX-

!!!

家庭外源

性支持

内外向性

神经质性

精神质性

',&(C

h','-B

h',BXB

-,-C'

!!!

h',XB&

hD,'XB

!!

',B'E

BB,-'&

!!!

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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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人格特质和各类型的社会支持是相对

独立的变量#因而可以通过多元回归建立变量间

的路径模型#并以标准偏回归系数作为路径系数*

根据理论假设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建构人格

特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路径图#如图

&* 经检验#该模型与其饱和模型的拟合优度较

好#d值为 ',C--'*

图 &[人格特征%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路径图

由图可知#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主要通过内外向性
#

主观幸福感,内外向

性
#

家庭外源性支持
#

主观幸福感,精神质性
#

家庭外源性支持
#

主观幸福感,神经质性
#

主观

幸福感四条途径实现的* 即内外向性和神经质性

对主观幸福感均有直接的影响%但内外向性还可

以通过影响家庭外源性社会支持进而影响主观幸

福感#但神经质性对主观幸福感则不能通过社会

支持产生间接影响*

四%讨论

!一#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现状

首先#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

感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这与关于大学生主观幸

福感的已有研究结果-BB.-B&.是比较一致的* 研究

者认为这是大学生特殊的年龄特点和生活环境的

产物-B&.

* 首先#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关于主观幸

福感年龄差异的研究发现 &' 岁左右是主观幸福

感的高峰期#随后便开始呈现下降趋势-BB.-BD.

%其

次#从身心特点来看#处于青年期的大学生一方面

自我意识已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有着丰富而敏

锐的自我体验#而且勇于尝试#可以敏锐地察觉到

自己潜力的实现#体验到自我的成长和扩展-B-.

#

另一方面身体状况多处于生命周期的最高点#精

力比较充沛#健康水平也较高-BD.

#从而主观幸福

感的整体水平也较高*

其次#调查发现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

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与国内一些相关研究-B(.结果

一致* 但是总的来看#目前关于主观幸福感性别

差异的研究无论在任何年龄群体中都没有得到很

一致的结论-BE.-BX.

* 也许正如R: 8̀=1等所言#女性

群体有着更多的极端情感体验#但是由于女性在

体验到更多更强烈的积极情感的同时也体验到了

更多更强烈的消极情感#二者相互平衡#故从整体

来看# 主观幸福感没有出现明显的性别差

异-BX.-BV.

*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仍需要进一步的

验证*

!二#人格%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B,人格类型,社会支持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

国外相关研究表明内外向类型及神经质类型

与社会关系存在着显著的交互作用#具体地说即

内向个体的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

著#而对于社会关系较少和高神经质的个体#外向

性的影响更大-D.

* 本调查并未发现人格类型与

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即无论是对于内向者还是

外向者#无论是高神经质个体还是低神经质个体#

社会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本是相同的*

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四种人格类型的大学生来

说#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不存在任何

显著的差异* 这种差异可能是文化作用的产物*

已有的跨文化研究也表明关系满足是影响主观幸

福感的重要文化变量之一-BC.

* 在中国这一关系

取向的文化氛围下#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和观念

行为的他导性共同发挥作用#使得个体为寻求关

系的满足#不得不对已有的内团体成员即社会网

络成员表现出更普遍的依赖性-&'.

* 因此不同人

格类型群体的社会支持发挥出相同的作用#似乎

是中国这一独特文化环境下的必然产物*

&,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根据路径分析的结果#内外向性不仅可以直

接影响着主观幸福感#而且可以通过影响家庭外

源性支持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但是神经质性对

主观幸福感只有直接的影响#却无法通过社会支

持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精神质性可以通

过影响家庭外源性支持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却无法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直接的影响* 这与

@=%O"$

-&B.的结论是一致的* 只有精神质性与内外

向性对家庭外源性支持产生了影响#这可能是这

两种人格特质更多地与社会性,宜人性及社交能

力等相联系#对个体从家庭外其他社会成员处获

得社会支持的难度有更大影响的缘故* 这一结果

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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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支持了前人的说法#即社会支持的作用可能

部分或全部归因于能力或与社会支持有较高相关

的人格变量-D.

*

结果还显示#精神质性可以通过社会支持间

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这也是其他研究很少提到的*

这说明精神质性对主观幸福感而言很可能也是重

要的#只是更多地通过间接作用获得的* 而且国

外也有研究显示精神质性与主观幸福感是有一定

关系的#只是目前更多的测量工具不利于揭示二

者的关系而已-&&.

*

!三#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首先#从人格类型带来的个体差异来看#根据

对四种人格类型群体主观幸福感水平多重比较的

结果#多血质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抑郁质

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低* 在这一点上#与国内已

有的研究结论-BE.-&D.是一致的* 而且根据方差分

析的结果#从总体上看#外向者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高于内向者#情绪稳定者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又高

于情绪不稳定者* 多血质个体集二者优势于一

身#相对于在两方面都处于劣势的抑郁质个体有

更强的主观幸福感是必然的结果* 而胆汁质和粘

液质个体可能是由于在这两方面都是既有优势也

有劣势的缘故而没有明显的差异*

其次#从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来看#神经质性和内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有着相

对密切的关系#但精神质性对主观幸福感无很大

的直接影响* 这一点也已为大量跨文化研究验

证#可能两种人格特质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的确

是可以归结为先天气质性的作用而具有跨文化的

一致性* 根据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理论#这

种气质性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情绪反应,应对

方式,加工情绪性信息的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基

准水平实现的-D. --. -&-.

*

最后#在神经质性与内外向性相对重要性问

题上#结果表明与内外向性相比#神经质性不仅与

主观幸福感有更高的相关#而且可以单独解释主

观幸福感的更大变异* 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8=="#$%的说法即神经质性而非内外向性是主观

幸福感的更好预测源* !8=="#$%认为这种结果是

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产物-&(.

* 很多跨文化研究

也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内外向性与主观幸福

感的联系密切程度明显低于个人主义文化-&(.

*

!四#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首先#从相关关系来看#无论是总的社会支持

还是各种类型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都

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 这可能是大

学生对关系需求较少的缘故* 9%=6"#10和 /%#:$

调查发现青年人的社会支持很少#但是却宣称满

意度很高并且表达了很少的需求* 国内也有研究

表明#我国大学生在遇到麻烦时也不会主动寻求

社会支持* /%#:$认为这是由于青年人没有意识

到社会支持的价值的缘故-&E.-&X.

*

其次#只有家庭外源性支持可以单独解释主

观幸福感的部分变异#家庭内源性支持对主观幸

福感并无太大的作用* 这可以看作由大学生社会

支持系统结构特征的独特性决定的* 由于空间距

离以及心理代沟的影响#大学生可能会更易于从

家庭外社会网络成员处获得更及时更有效的帮

助#这就会使得大学生对家庭内,外源性支持在可

利用度上也产生差异性的体验-(. -&E. -&X.

*

此外#如上所述#无论从来源上看#还是从内

容特征上来说#不同类型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是不同的#家庭内源性支持对主观幸福感

几乎没有单独贡献* 这就说明各种社会支持对主

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有特异性的#并无普遍的增益

效果* 这一结论是不支持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

的#但至于社会支持在对主观幸福感发生作用过

程中#是否会如缓冲效应模型所说只是在应激条

件下起阻止和缓解消极反应的作用还是值得进一

步验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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