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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因子结构度量*

———基于武汉市6所高校大学生幸福感的调查

向东进,严慈苗

(中国地质大学 数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摘暋要暋为了探索幸福感的性质和构成,了解大学生幸福感的总体状况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将主观幸福感

和心理幸福感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对武汉市6所高校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学生的幸福感问题进行了实证分

析。结果表明:大学生总体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主观幸福感的负性情绪维度与心理幸

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因子结构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以及对性别、专业、年级

系数的不变性。进而提出提高大学生幸福感的建议: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确立合理的人生目标;

加强挫折教育,帮助大学生进行有效的心理调适;指导大学生学会人际交往,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加强校园文化

建设,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正面情绪体验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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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话题。而

幸福感的性质与构成则是哲学家和其他领域学者们

非常关注的研究主题。目前,幸福感的研究者已归

属到2个阵营: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灢being,

SWB)和 心 理 幸 福 感 (psychologicalwell灢being,

PWB)。学界对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2种研究

取向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主观幸福感强调幸福是

正面与负面情绪的平衡,以及对个人生活满意度的

判断认知,它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综

合性心理指标[1];心理幸福感则着重考察“参与生活

中存在的挑战暠,其核心内容是 Ryff于1989年提出

的积极的人际关系、自主性、环境驾驭、自我接受、生
活目的和个人成长这6个成分[2]。主观幸福感以快

乐论为导向;心理幸福感以实现论作基础。主观幸

福感从实证经验着手;而心理幸福感从心理理论出

发。但 Keyes等发现心理幸福感的各个维度与主

观幸福感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相关,心理幸福感中的

自我接受和环境控制2个因子同快乐感和生活满意

度有中等程度的相关,而自主性、个人成长、人际关

系、生活目标则同主观幸福感弱相关[3];Deci等[4]、

宛燕等[5]、苗元江[6]的研究表明,2种幸福感之间可

以互相补充,如果要更加全面理解幸福感,必须将2

种幸福度量有机统一起来。
借鉴上述研究,本文拟利用对武汉6所高校在校

大学生所作的调查数据,探讨幸福感的性质和构成以

及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反映大学生

中不同人群的幸福感水平,以期为幸福感理论研究提

供参考,为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提出建议。

暋暋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011年4月,课题组在中国地质大学(地大)、
华中科技大学(华科)、湖北工业大学(湖工)、武汉纺

织大学(武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二师)、湖北轻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职校)等6所代表着不同层次水平

的高校按年级、性别、专业分层向学生共发放调查问

卷 1300 份,收 回 有 效 问 卷 1193 份,有 效 率

91.77%。按男 女 分,男、女 生 分 别 占 60.5% 和

39.5%;按年级分,大一至大四学生分别占30.8%、

21.9%、28.2%和19.1%;按专业分,理、工、文科分

别占20.7%、48.6%和30.7%。
作实证分析时,基于国内外应用的广泛性,在调

查问卷设计方法上,主观幸福感方面,采用著名的正

负情绪量表和 Diener发展的一个包含5个题项的

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7]来分别度量主观幸福感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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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成分及生活满意度;心理幸福感方面,采用 Ryff
提出的18个条目的量表来度量6个维度的心理幸

福感[2]。主观幸福感方面选取正性情绪、负性情绪、
生活满意度3个指标;心理幸福感方面选取自主性、
环境驾驭、个人成长、人际关系、生活目的、自我接受

6个维度。在样本数据分析方法上,依次采用描述

性统计、相关性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

分析等方法。

暋暋二、实证分析

1.总体数据的描述以及差异性分析

由全部样本数据计算得出:主观幸福感总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生活满意度、正负性情

感以及心理幸福感量表3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分别为0.79、0.80和0.83,表明这几个量表具有

较好的信度。
描述性统计的结果表明(见表1、表2):大学生

主观幸福感的3项指标均低于或接近于各项指标统

计分值区间的中值,总体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正面情

绪出现的频率稍高于负面情绪,生活满意度偏低,这
说明相当比例的大学生对自己生活感到不满意;大
学生的心理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个人成长和

人际关系得分相对较高,生活目的和自我接受得分

均处于中等水平。
表1暋不同高校学生幸福感比较

学校(样本数)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 生活满意度 自主性 环境驾驭 个人成长 人际关系 生活目的 自我接受

地大(286) 29.77 22.17 18.57 11.21 11.86 13.08 12.93 10.78 11.02
华科(177) 28.49 22.20 18.18 11.87 11.98 14.07 12.67 11.02 10.99
湖工(169) 27.92 21.06 16.63 12.05 11.89 14.18 12.89 11.08 10.48
武纺(199) 30.64 22.01 17.85 12.40 11.95 14.30 12.53 11.66 10.77
二师(235) 30.76 25.96 18.05 10.09 11.24 11.67 11.53 11.30 10.87
职校(127) 29.58 23.90 18.41 11.70 11.93 13.66 12.61 10.46 11.21

表2暋幸福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变量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 生活满意度 自主性 环境驾驭 个人成长 人际关系 生活目的 自我接受

年级

大一 29.48 22.65 18.14 11.57 11.89 13.84 12.78 11.00 10.94
大二 30.26 22.15 18.28 11.78 11.80 13.73 12.47 11.33 11.04
大三 29.29 22.59 17.54 11.88 11.74 13.34 12.47 11.10 10.97
大四 30.03 24.12 18.18 11.09 11.58 12.07 12.10 10.99 10.69

性别
男生 22.66 23.13 17.51 11.64 11.69 12.93 12.30 11.03 10.75
女生 29.77 22.31 18.77 11.56 11.90 13.97 12.80 11.20 11.06

专业

文科 30.45 22.89 18.97 11.43 11.80 13.54 12.75 11.19 10.96
理科 30.13 22.73 18.43 11.34 11.71 12.80 12.38 10.98 10.98
工科 28.93 22.77 17.35 11.81 11.82 13.47 12.47 11.09 10.78

总暋体 29.70 22.80 18.01 11.61 11.77 13.34 12.50 11.10 10.87

暋暋表1对6所高校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

感作了比较。从各项指标的均值上看,国家重点高

校(地大、华科)和职业学院(职校)的学生有更高生

活满意度,职业学院学生的负性情绪稍高于重点院

校学生和普通专科高校(二师)的学生,职业学院学

生的人际关系得分也略低于重点高校和普通专科高

校的学生;普通本科高校(湖工、武纺)的学生总体的

心理幸福感稍高于另外3类高校学生。
表2以主观幸福感的3个维度和心理幸福感的

6个维度为因变量,分别以年级、性别、专业为自变

量作均值比较。可以看出女生的平均主观幸福感和

心理幸福感水平均比男生略高。主观幸福感方面,
女生有较少的负面情感和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而心

理幸福感,女生除自主性比男生略低,其他各维度的

平均得分都高于男生。二年级的学生总体幸福感水

平高于其他各年级,而四年级比一年级的幸福感水

平高,三年级的学生幸福感水平最低。文科专业的

学生比理工科专业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高,而心理幸

福感的得分则是理工科的学生高于文科的学生。

2.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表3显示,心理幸福感的各个维度与主观幸福

感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相关,自我接受和环境控制2
个维度同生活满意度有中等程度的相关,这表明自

我接纳程度越高,掌控环境能力越高,生活满意度就

越高。自主性、个人成长、生活目标和人际关系几个

维度,与生活满意度、正负情感之间相关较低。这与

Ryff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调研中,特别发现负面

情绪与心理幸福感的各维度均存在中等以上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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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这表明负性情绪越低,心理幸福感越高。由此

可见,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之间的联系是比较

密切的。2种幸福感取向的因子之间存在着较多的

联系。而自主性、个人成长、人际关系、生活目标同

主观幸福感是一种弱相关的混合关系。

3.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1)探索性因子分析。总有效样本量为 N=
1193,为了进行各种比较,分别将样本随机分为2
个子样本,样本量分别为 N1=573、N2=620;男生

与女生,样本量分别为722和471;理工科与文科,
样本量分别为727和366;重点院校、普通院校与职

业技术学院,样本量分别为463、368和362。总样

本数据 KMO 统计量值为0.800,各种不同子样本

的 KMO值都在0.771至0.800之间,表明变量间

的相关性强,所选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对每一个

子样本作探索性因子分析时,只有前2个特征值大

于1,于是选择2个公共因子。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2个公共因子的累积贡献率都不太高,只有35%~
45%,如果要想达到85%以上的累积贡献率,需要

选取5~6个公因子,但这失去了因子分析降维的意

义,而且后面的公因子的实际意义都不明确。这样

的结果表明了几点问题:栙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

感的因子结构具有较高维度;栚测度量表的打分方

式不利于确定较高贡献率的公因子;栛量表具有西

方文化背景,国内外民众对有些选项存在一定的理

解差异,不过这不是主要原因,国外的实证研究也没

有贡献率非常突出的公共因子,国内的一些研究表

明这些量表对我国还是比较适用的。表4给出了不

同子样本的因子载荷,通过对因子载荷进行分析,发
现因子1反映心理幸福感,因子2反映主观幸福感。

表3暋心理幸福感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相关系数

维度 自主性 环境驾驭 个人成长 人际关系 生活目的 自我接受

正面情绪 0.150** 0.292*** 0.096** 0.170*** 0.259* 0.295***

负面情绪 -0.252*** -0.383*** -0.410*** -0.348*** -0.164*** -0.282***

生活满意度 0.090*** 0.251*** -0.002** 0.103*** 0.112** 0.405**

暋注:*,**,***分别表示在P<0.05,P<0.01,P<0.001的水平上显著。

表4暋不同样本的因子载荷

变量

随机样本一

公共因子

1 2

随机样本二

公共因子

1 2

男生样本

公共因子

1 2

女生样本

公共因子

1 2

理工科样本

公共因子

1 2

文科样本

公共因子

1 2
个人成长 0.764 -0.022 0.784 -0.053 0.819 -0.120 0.833 -0.144 0.801 -0.060 0.840 -0.084
人际关系 0.522 0.153 0.543 0.136 0.555 0.116 0.679 0.055 0.655 0.108 0.674 0.051
负面情绪 -0.549 -0.076 -0.539 -0.128 -0.517 -0.196 -0.653 -0.137 -0.674 -0.020 -0.683 -0.142
环境驾驭 0.534 0.441 0.532 0.413 0.523 0.389 0.609 0.401 0.585 0.475 0.637 0.323
自主性 0.533 0.126 0.501 0.161 0.478 0.212 0.563 0.245 0.597 0.140 0.628 0.228

生活目的 0.356 0.285 0.366 0.280 0.380 0.267 0.436 0.353 0.420 0.351 0.426 0.389
自我接受 0.156 0.577 0.184 0.633 0.015 0.726 -0.028 0.819 0.198 0.706 0.166 0.768
生活满意度 -0.001 0.538 0.016 0.611 0.225 0.691 0.221 0.762 -0.054 0.760 -0.025 0.783
正面情绪 0.125 0.518 0.144 0.491 0.163 0.483 0.126 0.675 0.070 0.711 0.167 0.617

暋注:表中第一列字体加粗的是主观满意度变量,其他列字体加粗的是心理幸福感变量,下同。

暋暋表4可以给出以下几点结论:栙2个随机子样

本所得的因子载荷非常接近,说明选取的因子模型

比较合理。栚男女生子样本、理工科与文科子样本

的因子载荷非常接近,与随机子样本的因子载荷相

差不多,表明不同对象具有相同的因子结构。栛负

面情绪作为主观幸福感的维度,在心理幸福感因子

上的载荷都比较大,甚至已经超过了心理幸福感自

身的大部分维度的载荷。而自我接受在主观幸福感

上的载荷很大,环境驾驭在主观幸福感因子上的载

荷也不算小。这表明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之间

存在一定的关联,并不是绝对分开的。栜生活目的

变量的载荷都不够大,表明该项因子与学生的幸福

感关系不够密切。
表5显示,不同院校的因子载荷与其他子样本的

因子载荷差别不大,一个显著的差异是普通院校的2
个因子中,贡献率高的是主观幸福感因子,这一点与

其他院校以及其他子样本的因子分析结果不同。由

于2个因子的贡献率差别不太大,出现这样的结果并

不奇怪。但研究中,特别发现负性情绪与心理幸福感

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性,负性情绪体验越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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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就越高,这一点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表5暋不同院校的因子载荷

变量

重点院校

公共因子

1 2

普通院校

公共因子

1 2

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因子

1 2
个人成长 0.774 -0.153 -0.1300.808 0.833 -0.045
人际关系 0.665 0.203 -0.0300.545 0.685 0.026
负面情绪 -0.5770.035 -0.262-0.601 -0.609-0.017
环境驾驭 0.666 0.344 0.485 0.525 0.586 0.326
自主性 0.620 0.044 0.298 0.547 0.524 0.016

生活目的 0.510 0.131 0.485 0.428 0.375 0.207
自我接受 0.387 0.589 0.776 0.114 0.257 0.577
生活满意度 0.093 0.794 0.805 -0.040 0.000 0.456
正面情绪 0.196 0.714 0.664 0.128 0.197 0.409

暋暋(2)验证性因子分析。为了检验探索性因子分

析的模型是否正确,又作了验证性因子分析。采用

标准均方根残差和模型拟合优度2个标准,分别考

虑总体样本以及各个子样本的单因子模型与双因子

模型的效果,结果显示:所有情况下,双因子模型都

优于单因子模型。这进一步表明,主观幸福感和心

理幸福感均具有高阶因子结构,而且,主观幸福感和

心理幸福感是2个不同但又相关的概念。

暋暋三、结论与建议

1.结暋论

(1)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因子结构。通

过探究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因子结构,发现

与国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这给主观幸福感和心理

幸福感的因子结构在不同文化可以共用提供了初步

证据。
主观幸福感的负性情绪维度同时也属于心理幸

福感,负性情绪越高,心理幸福感越低。这与之前的

研究是一致的。
以上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是不同

的2个概念,但是又相互联系。本研究用验证性因

子分析对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因子结构进行

验证,结果发现模型拟合效果很好。
(2)组间结构不变性。通过对高校本科在读学

生的调查研究,证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因

子结构对性别、专业、年级系数的不变性:无论被调

查者是男性或者女性,文科还是理工科,大一、大二

还是大三、大四,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因子结

构是不变的。

2.建暋议

通过本次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总体主观幸福

感和心理幸福感只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说明在社会

竞争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有一些主客观因素影响了

当代大学生的幸福感。多数学生有较多的负性情绪

体验,以及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不满,自制能力不

强,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一般,生
活目的也不够明确。当然,这与年纪尚小有关,对自

我认识也不够全面,期待改变。
现代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转折的关键期,心理、思

想的不成熟性和社会实践的局限性使他们的幸福观

受到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制约。增强大学生幸福感,高
校应做到以下几点。

(1)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正确

的人生观将指引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用自己的辛

勤劳动去创造美好未来,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

于人民的高尚的人。而且,正确的人生观包含科学

的幸福观。具有科学幸福观的大学生能够正确看待

荣耀和挫折。顺境时不会飘飘然而被捧杀,逆境时

不会自暴自弃,消沉下去,而是努力化解困难,实现

预定目标。
(2)帮助大学生确立切实合理的目标。期望水

平高低对幸福感有重要影响,自我实现程度影响更

大。当代大学生幸福感偏低,与他们生活目标不明

确有很大关系。对大学生而言,应该正确认识自我,
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长处,恰当地定位期望目标。在

确定目标之后,指导他们踏实做好每一步工作,对目

标实现状况以及原因作出合理评价。如果能达到理

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和谐统一,无疑会极大地提高

他们的幸福感。
(3)加强挫折教育,进行有效的心理调适,帮助

学生克服各种困难。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负性情绪

对大学生的幸福感具有较大影响,当他们遭受挫折

时,如果不能及时找到解决困难的对策,或者不能及

时调整心态,将在较长时间内对他们的身心带来不

利影响。对于受到严重打击的学生,学校组织上需

要有专业人员对他们进行及时的心理调适。
(4)指导大学生学会人际交往,建立和谐人际关

系。在师生、学生之间关系融洽的氛围下,大学生们

不单只是感到心情舒畅,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环境,更
容易让他们得到各种知识、技能和思想等方面的交

流和帮助,能提高个体的成就感,从而增进自信心和

幸福感。
(5)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想方设法提高大学生的

综合素质,提高大学生正面情绪体验的敏感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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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结果表明:正面情绪对幸福感的影响远远小

于负面情绪的影响。如果通过各种活动提高大学生

的审美意识和水平,增强他们的感恩意识,提高他们

的公德意识,他们在面对自然和人性的壮美时,应该

会多一份激动,会有更高的幸福体验,也会因为责任

感的增加而降低负面情绪,从而努力从自我做起,为
建立和谐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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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actorStructureofSubjectiveandPsychologicalWell灢beingMeasures

———ASurveyaboutStudents暞Well灢beingofSixUniversitiesinWuhan

XIANGDong灢jin,YANCi灢miao
(SchoolofMathematicsandPhysics,ChinaUniversityofGeosciences,Wuhan,Hubei,430074)

Abstract暋Combiningthetheoryandmethodofsubjectiveandpsychologicalwell灢being,thispaper
madeacasestudyonundergraduatesofdifferentlevelsandmajorsin6universitiesinWuhansoasto
probeintothenatureandconstitutionofwell灢beingandconsequentlyprovidesuggestionsbasedonano灢
verviewofthewell灢beingofundergraduates.Theresultsshowedthatthesubjectiveandpsychological
well灢beingofundergraduateswasrelativelyinalowlevel,andthenegativeeffectofsubjectwell灢beingis
significantlynegativecorrelatedwithpsychologicalwell灢being.Dataanalysisalsodemonstratedthat
theseloadingsofthehigherorderfactorstructuredidnotvaryaccordingtogender,gradeormajor.Fur灢
ther,suggestionsweremadetoimprovethelevelofwell灢being,namelyhelpingundergraduatesestab灢
lishthecorrectvaluesandreasonablelifegoals;strengtheningtheeducationoffrustrationtoencourage
psychologicaladjustment;providingguidanceforstudentstoestablishharmoniousinterpersonalrela灢
tionship;reinforcingthecampusculturalconstructionandimprovingthecomprehensivequalityandthe
sensitivityofthepositiveemotionsexperienceofcollegestudents.

Keywords暋subjectivewell灢being;psychologicalwell灢being;undergraduates;factoranalysis;emo灢
tion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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