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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探讨成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发展特点及控制圈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方法 : 采用控制圈 ( 包含个人效

能、人际控制和社会政治三个维度) 问卷和主观幸福感简易量表对 266 名被试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 ①在主观幸福感

各维度上 , 学生和从业人员两个年龄段未见显著差异 , 退休人员与前两个年龄段比较有显著变化 , 表现为生活满意

度上升 , 负面情绪减少 , 健康感受下降。②个人效能和人际控制感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 社会政

治控制感与正面情绪显著正相关。③个人效能和人际控制感对总体幸福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结论 : 退休人员的

主观幸福感在一些维度上有显著变化 , 控制圈影响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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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al features of Subjective Well- being (SWB)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

tween Spheres of Control and SWB among adults. Methods: 266 adult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Spheres of Control Scale

(in which three dimensions are personal efficacy, interpersonal control and sociopolitical control) and a short version of

SWB- scale were applied. Results: ①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WB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and adults at

work. As for the retired personnel compared with college students and adults at work respectively, they had higher level of

life satisfaction, lower level of negative affect, and lower level of health perception. ②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

relations between dimensions of SWB and two dimensions of personal efficacy and interpersonal control respectively. So-

ciopolitical control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affect. ③Personal efficacy and interpersonal control were signifi-

cant positive predictor of global SWB.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SWB changes among the retired personnel in some dimen-

sions. Individuals’Spheres of Control impact their Subjective Well-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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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观 幸 福 感 ( subjective well- being, SWB) 是 指

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 对较长一段时间内的情感反

应和生活满意度的整体性评估[1]。控制感( 或称自我

效能) 是指个体对自身能力, 以及运用这种能力对内

外环境施加影响以获得理想结果的 信念 [2], 它反映

了个体对生活的态度, 同时又影响到个体对生活质

量的主观感受[3]。研究表明, 控制感与主观幸福感呈

显著正相关[4, 5]。然而 , 这些研究探讨的是单一维度

的 控 制 感 与 主 观 幸 福 感 的 关 系 , Paulhus 的 控 制 圈

( Spheres of Control) 理论 [6]认为 , 对控制感的测量不

应该是单一维度的, 并将个体的控制感区分为三个

方面: 一是个人效能( personal efficacy) , 主要体现在

学业、智力游戏、以及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二是人际

控制( interpersonal control) , 主要体现在人际关系的

建立和维持。三是社会政治控制( sociopolitical con-

trol) , 主要体现在个体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力。

本研究采用控制圈问卷[7], 分别考察三个方面的

控制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1 方 法

1.1 被试

选取武汉地区 266 名被试进行问卷调查 , 其中

男性 147 人 ( 占 55%) , 女性 119 人 ( 占 45%) ; 年龄

从 18 岁到 78 岁, 平均年龄 34.74, 标准差 18.92。被

试身份( 年龄阶段) 区分为三种 : 学生 77 人 ( 20.78±

1.46 岁; 占 29%) , 其中男性 38 人 , 女性 39 人 ; 从业

人员 140 人 ( 29.74±8.90 岁; 占 53%) , 其中男性 80

人 , 女 性 60 人 ; 退 休 人 员 49 人 ( 70.82±4.85 岁 ; 占

18%) , 其中男性 29 人, 女性 20 人。

1.2 测量工具

1.2.1 控制圈问卷[7] 涉及个人效能、人际控制和社

会政治控制三个方面的控制感。在本研究中三个分

量表的 α信度系数分别为 0.71, 0.76, 0.75。

1.2.2 主观幸福感简易测量问卷[8] 由四个单项目构

成, 1, “就你目前的生活状况而言, 以你自己的标准,

是否感到满意? ”考察生活满意度; 2, “近一个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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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对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多元回归分析

将年龄、家庭经济状况、控制圈的三个方面等作

为预测变量, 对主观幸福感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

见表 3。可以看出, 年龄是影响生活满意感、负面情

绪和健康感受的重要预测变量。在控制圈的三个方

面, 个人效能对正面情绪和健康感受有显著的预测

作用, 人际控制对生活满意度和负面情绪有显著预

测作用 , 社会政治控制感对正面情绪有显著预测作

用。进入总体幸福感回归方程的预测变量为家庭经

济状况、个人效能和人际控制。

表 3 各预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标准回归系数

注: “- ”表示未能进入回归方程。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年龄因素对总体幸福感没有影响,

表 1 不同身份( 年龄阶段) 控制圈和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值、标准差及多重比较结果( n=266)

注: *P<0.05, **P<0.01, ***P<0.001, 下同。

表 2 主观幸福感与控制圈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

来 , 你是否有过开心的事 , 或者愉快和 幸福的体

验? ”考察正面情绪; 3, “通常情况下, 你是感到健康

有活力还是萎靡不振?”考察健康感受; 4, “在过去的

一个月里 , 你是否有过情绪上的困扰 , 比如担忧、焦

虑、紧张不安等? 考察负面情绪。修订后的中文版量

表经测试, α信度系数为 0.72, 对 34 名被试三周后

重测 , 四个单项目及总体幸福感 重测信度分 别为

0.71, 0.72, 0.68, 0.77 和 0.84。

1.2.3 家庭经济状况测查 采用单个项目 , 要求被

试对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从“非常好、很好、较好、较

差、很差、非常差”等 6 个选项中选择一种。

2 结 果

2.1 控制圈和主观幸福感随身份( 年龄阶段) 变化

的特点

在个人效能方面, 退休人员的控制感显著高于

从业人员; 在社会政治方面, 学生的控制感显著高于

从业人员, 退休人员的控制感也显著高于从业人员;

在生活满意感方面, 学生和从业人员均低于退休人

员; 在健康感受方面, 学生和从业人员均显著高于退

休人员; 在负面情绪方面, 学生和从业人员均高于退

休人员。见表 1。

以控制圈和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 ,

进行 3( 身份- 年龄阶段) ×2( 性别) 方差分析, 结果发

现, 性别因素在各维度上的主效应均不显著, 性别与

身份( 年龄阶段) 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2.2 主观幸福感与控制圈的相关分析

个人效能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间均有显著正相

关; 人际控制感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间均有显著正

相关; 社会政治控制感与正面情绪维度和总体幸福

感显著正相关, 与主观幸福感其它维度间相关不显

著。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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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构成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有影响, 在老年阶

段 , 表现为生活满意度上升 , 负面情绪显著减少 , 健

康 感 受 显 著 下 降 。 本 研 究 结 果 与 Lang 和 Heck-

hausen[3]的研究结果类似 , 但后者的研究还发现 , 正

面情绪与年龄呈负相关, 即随着年龄的增长, 正面情

绪显著下降, 本研究结果为正面情绪与年龄相关不

显著。两种研究结果的不一致, 可能与不同的文化背

景有关, 比如中国文化中赡养父母和孝敬老人的习

俗, 有可能使得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老年群体能够体

验到更多的正面情绪。

本研究表明, 控制圈对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影

响。在控制圈的三个方面, 较高水平的个人效能意

味着较多的正面情绪和健康感受, 较高水平的人际

控制感意味着较少的负面情绪 和较高的 生活满意

度。这一结果提示我们, 如果希望增加个体的正面

情绪体验, 主要的途径应该是增强个体适应社会需

求的能力, 而有所成就; 如果个体出现较多的负面情

绪体验, 则很可能在人际关系上缺乏控制感。控制圈

的第三个方面是社会政治控制感, 它与个体的正面

情绪显著相关, 即个体对社会政治控制感越强, 正面

情绪体验也越多, 但目前尚缺乏这方面的相关理论

和实证研究。

本研究发现, 家庭经济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生活满意度和负面情绪两个方面 , 对

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而言, 生活满意度较低, 负

面情绪较多, 但家庭经济状况对正面情绪和健康感

受不构成显著影响。其原因一方面可能由于生活适

应, 个体的正面情绪体验不会长期受到经济状况的

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即使经济

状况较差, 也不会影响到个体的健康水平。另外, 本

研究表明, 性别对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均不产生显著

差 异 , 这 与 Roysamb 等 人 [8]和 余 鹏 等 人 [5]的 研 究 类

似, 而与申继亮和王鑫[9]的研究存在差异。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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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方法, 能够避免记忆效果、练习效应。故本实

验编制两套平行版本, 间隔 14 天采用重测复本信度

进行信度的研究, 探讨加工分离程序的可靠性。本研

究 选 用 组 内 相 关 系 数 ( interclass correlation coeffi-

cients, ICC) 作为信度研究的评测指标。这种统计学

方法可同时排除偶然一致性和系统性误差的干扰 ,

要比一般的相关系数更好。一般要求 ICC 达到 0.7

以上 , 表明量表的信度较好 , ICC 达到 0.9 以上 , 量

表 的 信 度 极 好[5]。自由联想及词干补笔测验的 ICC

均大于 0.7, 说明加工分离程序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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