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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探讨不同时期的中国人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水平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方法 : 利用中国人

人格量表 ( 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 CPAI) 中的临床量表分别对处于不同社会发展时期 ( 1992 年 ,

2001 年) 的 3505 名中国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施测 , 同时测量其各项生活满意度 , 并用 t 检验对测得的数据进行分

析。结果 : 1992 年的中国人的总计生活满意度的得分( 12.09±3.91) 显著低于 2001 年的中国人的总计生活满意度的得

分 ( 17.82±2.90) ; 同 时 , 1992 年 的 中 国 人 的 总 的 情 感 问 题 的 得 分 (22.26±12.58)显 著 高 于 2001 年 的 中 国 人 (17.82±

2.90), 而其总的行为问题的得分(13.14±8.60)显著低于 2001 年的中国人(15.60±10.60)。结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中

国人整体生活满意度与情感问题有所改善 , 但是 , 行为问题却有增多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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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that if Chinese people’s life satisfaction and mental health would im-

prov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Methods: Clinical Measurement Scale of 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

ventory (CPAI) was used to measure 3505 Chinese people’s personalities in 1992 and 2001. Their life satisfaction was al-

so measured at the same time. Then, T-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Chinese people in 1992 got a lower

score on total life satisfaction(12.09±3.91) compared with that of in 2001(17.82±2.90). Meanwhile, Chinese people in 1992

were worse in total emotional problem(22.26±12.58) than that in 2001(17.82±2.90), whereas, they were better in total be-

havior problems (13.14±8.60) than those in 2001 (15.60±10.60). Conclus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people’s life satisfaction and emotional problem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while their behavior problems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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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的研究认为经济的增长不会让整个社

会的居民觉得更幸福[1, 2]; 同时 , 也有研究者认为 , 个

体 基本的需要—无论是 躯体的需要 还是身体的 需

要—的满足与否, 很大程度决定了个体的主观幸福

感和身心健康状况[3]。我国也有研究表明家庭收入

较高的个体体验到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和拥有较少的

负性情绪[4, 5]。但是 , 至今没有学者对社会经济发展

背景下中国人整体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问题进

行调查。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飞速发

展的时期, 人民的收入不断增加, 生活水平亦不断提

升, 总的来说, 中国人的基本的需要得到了更大的满

足。那么是否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中国人的生

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水平都会显著的提高? 本研究

将着力比较不同社会发展时期的中国人群体的生活

满意度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差异。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 究对象来自 于中国人个 性测量表

( 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 简 称

CPAI) [6, 7]的常模样本。CPAI 是由香港学者张妙清、

梁觉和大陆学者宋维真、张建新等人编制的, 包含正

常人格量表与临床量表两部分。目前已发展到第二

版。本研究采用两版 CPAI 临床量表的常模样本作

为 研 究 对 象 , CPAI - 1 的 常 模 样 本 的 施 测 时 间 为

1992 年 , CPAI- 2 的 常 模 样 本 的 施 测 时 间 为 2001

年 , 两版 CPAI 常模样本均按照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为标准抽取的。先将中国大陆分为六个行政大区, 再

分别按每个大区人口的性别、年龄及教育程度等特

征进行分层取样。最后获得的 CPAI- 1 的有效样本

为 1930 人, 其中男性 942 人, 女性 987 人, 另有 1 人

性别不详 ; CPAI- 2 有效样本为 1575 人 , 其中男性

762 人 , 女性 780 人 , 有 33 人性别不详。CPAI 的常

模样本受测者至少接受过六年正规的学校教育 , 所

有受测者的年龄均介于 18- 70 岁之间。

1.2 变量的测量

1.2.1 心理健康状况的测量 本研究利用 CPAI- 1

与 CPAI- 2 临床量表分别对处于不同社会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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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 年, 2001 年) 的中国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

进行测量。研究表明, CPAI 的临床量表在中国人群

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8]。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CPAI

的临床量表可以归纳为情感问题和行为问题两个因

素[7, 8]。情感问题因素各量表反映个体抑郁、自卑、身

体症状、焦虑、躯体化、需要注意等方面的问题, 而行

为问题因素各量表则反映个体在躁狂、反社会行为、

妄想、病态依赖、歪曲现实、性适应等方面的行为问

题。其中“躯体化”量表测量了中国人将心理问题转

化为躯体问题的突出倾向性, 即当个体面临情绪困

扰或者痛苦时, 他们常常不直接用语言将其表达出

来, 而是以一种躯体的症状表现、发泄出来[9]。

1.2.2 生活满意度的测量 本研究在进行 CPAI 临

床量表测量的同时, 还测量了样本的各种生活满意

度 , 包括工作、身体、精神和家庭生活与整体生活满

意度等相关领域。生活满意度指标采取 5 点量表进

行评分: 1- 非常满意, ⋯⋯, 5- 非常不满意。

1.3 研究程序

CPAI- 2 在 CPAI- 1 项目基础 上删减了部 分条

目, 又增加了部分条目 , 但两个版本的 CPAI 临床个

性量表仍然具有约 90%的共同条目。因此 , 下面的

临床个性的分析结果主要是基于两版 CPAI 的共同

条目得分的比较。

2 结 果

2.1 社会发展与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

表 1 显示 , 2001 年的中国人群体 比之 1992 年

的中国人群体来说, 其各项满意度都有显著的提高

(P<0.001)。

表 1 社会发展与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注 : **P<0.01, ***P<0.001

2.2 社会发展与中国人的情感问题

表 2 显示 , 2001 年的中国人群体 与 1992 年的

中国人群体相比 , 其焦虑、抑郁、躯体化状况显著减

弱 ( P<0.01; P<0.001) , 而其需要注意的得分显著增

加( P<0.001) 。但是, 从总的情感问题因素来说, 2001

年的中国人的情感问题因素的得分显著降低(P<0.01)。

2.3 社会发展与中国人的行为问题

表 3 显示 , 2001 年的中国人群体 与 1992 年的

中国人群体相比, 其反社会行为、曲解现实、妄想、病

态依赖、轻度躁狂以及总的行为问题的得分均有所

增加( P<0.01; P<0.001) 。

表 2 社会发展与城市居民的情感问题

表 3 社会发展与中国人的行为问题

3 讨 论

CPAI- 1 临床量表的常模数据采集时间为 1992
年 , CPAI- 2 临床量表的常模数据采集时间为 2001

年, 相隔近 10 年时间。可以说 , CPAI- 1 记录了改革

开放初时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状况 , 而

CPAI- 2 则记录了经过 10 年快速发展的中国人的生

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状况, 比较两次数据测量之间

的差异,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人群体的各项

满意度与心理健康水平随社会变迁而发生的变化。

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人的

整体生活满意度有了较大的提升。这一发现与 Di-

ener 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他们经过对 31 个国家的

调查发现, 人们在经济上的满足是衡量他们生活满

意度的一个重要标准[10]。同时, 也有研究者认为 , 个

体基本的需要的满足与否, 很大程度决定了个体的

主观幸福感和身心健康状况[3]。一项针对挪威北部

正常人群的调查发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居民的

抑郁状况有所改善[11]。我们的研究结果也发现, 社会

发展对中国人躯体的焦虑、抑郁等情感问题有所改

善。但是, 随着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 中国人群体的

行为问题却有增多的趋势。国内外均有研究显示, 随

着社会收入差异的增大, 即社会收入越不平均, 居民

的谋杀、犯罪等反社会行为等会明显的增多[12, 13]。我

们推测, 随着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 中国人的收入差

异不断拉大, 可能是导致中国人群体的行为问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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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原因, 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考察社会收入差异与

中国人的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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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的研究考察了保护性因素在儿童发展中的

作用。例如, 有研究发现经济条件是流动儿童自尊的

保护性因素之一[10]。还有研究考察了社会支持在初

中生的生活事件、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调节作用[11]。

本研究则主要从应对方式的角度出发, 探讨了应对

方式在其中的保护作用。本研究中, 积极应对方式

与留守儿童的各心理健康指标( 心理失衡除外) 有显

著的负相关, 而与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指标之间

相关除自尊外均不显著; 回归分析也进一步表明, 积

极应对方式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有显著的预测作

用。这提示, 积极应对方式可能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

康起着一定的保护作用。由于父母外出打工, 不能提

供及时的帮助和开导, 留守儿童在遇到生活压力事

件时常常依靠自己解决, 或通过自己主动求助于他

人的方式解决。因此, 虽然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事件

水平较高, 但由于留守儿童形成了这样的积极应对

方式,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冲生活压力事件对留守

儿童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这进一步说明, 保护性

因素是促进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处境不利儿童弹性

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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