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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人际关系困扰、自尊影响抑郁的内在作用机制。方法：采用流调中心

抑郁量表、积极心理资本量表、人际关系困扰量表和自尊量表对施测的543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

采用PROCESS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1) 积极心理资本、人际关系困扰、自尊与抑郁之间存

在显著的相关关系(p < 0.01)，积极心理资本可负向预测抑郁；(2) 人际关系困扰和自尊分别在积极心理

资本和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3) 人际关系困扰和自尊在积极心理资本和抑郁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结

论：积极心理资本分别通过人际关系困扰和自尊的中介作用以及人际关系困扰-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

大学生的抑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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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terpersonal disturbance and self-esteem on depre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Cente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 interpersonal 
distress scale and self-esteem scal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543 college students. The PROCESS ma-
cro program was used to test the mediation effect. Results: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among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terpersonal disturbance, self-esteem, and depression (p < 
0.01).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could negatively predict depression; (2) Interpersonal distur-
bance and self-esteem played independent mediating rol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psy-
chological capital and depression respectively; (3) Interpersonal disturbance and self-esteem played 
a chain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depression. 
Conclusio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ffects the level of depre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interpersonal disturbance, self-esteem, and interpersonal disturbance and self-esteem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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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最初来自于拉丁文“Deprimere”，本意是“下压”，是一种不间断的、低沉沮丧的情绪体验，

主要表现为人失去感知快乐的能力[1]。抑郁障碍的概念是在较长时间内处于抑郁状态并具备相应的抑郁

症状，有反应迟缓、紧张、乏力等诸多身体不适的表现。抑郁的临床症状包括心境低落、思维迟缓以及

行动意愿下降，并伴随着睡眠障碍和食欲下降等相关症状[2]。根据近十年中国大学生抑郁症患病率的

Meta 分析显示，我国大学生抑郁症的总检出率为 31.38% [3]。一项元分析表明，国内儿童青少年抑郁的

发病率为 19.85%，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 17.8%、23.7%、22.7% [4]。这些数据表明处于身心发展关

键时期的青少年是抑郁的高发群体。青少年抑郁及其导致的不良后果已成为青少年第三大死亡原因[5]。
因此，探讨大学生抑郁的作用机制，对防范与干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具有深远意义。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拥有充足资源的个体会享有较高的幸福感和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并且体验到

更小的心理压力；而资源受损的个体心理压力会持续增加，甚至导致抑郁等各种心理问题[6]。积极心理

资本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7]，由希望、韧性、乐观和自我效能四

个维度组成。有研究表明，积极心理资本及其子成分与抑郁等心理健康指标有显著的相关，心理资本对

心理健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8]。马宏丽等人[9]在研究心理资本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时发现，心理资本及

其 4 个维度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4 个维度能够解释抑郁水平 26%的变异量。因此，积极心理资本作为

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有利于维持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大学生的积极心

理资本能负向预测抑郁。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直接交往形成起来的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系[10]。抑郁的人际关系理论认

为，不良的人际关系是抑郁产生和维持的重要原因，抑郁是由于人们不能适应其社会角色及人际关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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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致[11]。心理问题的产生往往由人际关系引起，青少年的人际关系能够直接影响抑郁[12]。另外，研

究结果显示，积极心理资本的提升促进个体和谐的人际关系，使得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升[13]。因此，

积极心理资本水平高的个体可能会通过人际关系来影响抑郁。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大学生人际

关系困扰在积极心理资本与抑郁之间起了中介作用。 
自尊是对自我价值的判断与对自我的接纳[14]。自尊反应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高自尊的个体有更强

的适应能力，能积极应对生活压力[15]。认知易感性模型认为当个体处于消极的认知状态时，更容易产生

抑郁情绪[16]，而个体对自我有积极的认知时，能够有效缓解抑郁情绪[17]。同时，有研究表明，高自尊

个体有更高的自我价值感，对未来充满希望，面对困难更加坚韧，有更高的积极心理资本水平[18]。因此，

积极心理资本可能会通过对自我的肯定(高水平的自尊)舒缓抑郁情绪。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3：大学

生自尊在积极心理资本与抑郁之间起了中介作用。 
人际关系困扰和自尊也存在一定的关系。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认为，个体普遍有着维持良好人际

关系的渴望，而自尊是对人际关系好坏的反映。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个体得到积极正面的反馈，更好

地接纳自我。不良的人际关系不利于个体获得支持性的信息，阻碍其确定自我价值，进而影响心理状态

的良好健康[19]。因此，个体的自尊水平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4：大学生人际

关系困扰可预测自尊，两者在积极心理资本和抑郁之间起了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人际关系困扰、自尊与抑郁四者关系密切，而将积极心理资本、人际

关系困扰、自尊综合起来考察其对抑郁的影响机制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本研究旨在综合考虑积极心

理资本对抑郁的影响机制以及人际关系困扰和自尊在两者之间所起的链式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山东省某高校本科生发放问卷 597 份，回收有效问卷 543 份(90.9%)。其中，

男生 200 人(36.8%)，女生 343 人(63.2%)；大一年级学生 59 人(10.9%)，大二年级学生 140 人(25.8%)，大

三年级学生149人(27.4%)，大四年级学生195人(35.9%)；理科专业324人(59.7%)，文科专业219人(40.3%)；
农村户籍 336 人(61.9%)，城镇户籍 207 人(38.1%)。 

2.2. 研究工具 

2.2.1. 积极心理资本 
采用张阔等[8]于 2010 年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PPQ)。

共有 26 个条目，包括自我效能、韧性、乐观、希望四个维度。采用 7 分制，从“1”到“7”依次为“完

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值越高，表明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朗巴赫 α 系

数为 0.92。 

2.2.2. 人际关系困扰 
采用郑日昌等 [20]编制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Interpersonal Comprehensive Diagnostic Scale, 

ICDS)。由 28 个项目组成，包括四个维度：人际交流、人际交友、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答案为“是”

或“否”，其中“是”为 1 分，“否”为 0 分。分值越高，表明人际关系困扰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克朗巴赫 α系数为 0.90。 

2.2.3. 自尊 
采用 Rosenberg [21]在 1965 年编制的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由 10 个项目组成，四点计分，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3247


张胜男 

 

 

DOI: 10.12677/ass.2024.133247 516 社会科学前沿 
 

从“1”到“4”分别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有 5 道正向记分题，5 道反向记分题。

得分越高，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朗巴赫 α系数为 0.82。 

2.2.4. 抑郁 
采用 Radloff [22]等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共有 20 个条目，分为四个维度：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人际维度。采用 0~3 级评分。得分越

高，抑郁的可能性越大。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朗巴赫 α系数为 0.92。 

2.3.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 23.0 对数据进行整理和相关分析，利用 PROCESS 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通过采取匿名回答、剔除无效问卷等方式从程序上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对收集的数据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23]，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提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15 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23.72% (小于 40%)，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不同人口学特征学生各量表得分的差异 

大学生的抑郁水平处于中等水平，抑郁的性别差异显著，男生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女生；积极心

理资本的性别、年级差异显著；人际关系困扰的性别差异显著；自尊在人口学变量上无明显差异。详

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scores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n each scale 
表 1. 不同人口学特征学生各量表得分的比较 x ± s 

变量 人数 积极心理资本 人际关系困扰 自尊 

性别     

男 200 4.78 ± 0.84 0.34 ± 0.24 2.96 ± 0.46 

女 343 4.64 ± 0.75 0.30 ± 0.20 2.98 ± 0.49 

t 值  2.09* 2.38* −0.44 

年级     

大一 59 4.91 ± 0.78 0.33 ± 0.24 3.09 ± 0.42 

大二 140 4.60 ± 0.78 0.34 ± 0.24 2.90 ± 0.46 

大三 149 4.76 ± 0.75 0.30 ± 0.20 2.95 ± 0.50 

大四 195 4.63 ± 0.81 0.29 ± 0.21 2.95 ± 0.50 

F 值  2.97* 1.25 2.56 

专业     

理科 324 4.68 ± 0.81 0.32 ± 0.23 2.96 ± 0.47 

文科 219 4.71 ± 0.75 0.31 ± 0.20 2.99 ± 0.50 

t 值  0.41 0.32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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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生源地     

城镇 207 4.77 ± 0.78 0.31 ± 0.22 3.02 ± 0.49 

农村 336 4.64 ± 0.79 0.31 ± 0.22 2.94 ± 0.47 

t 值  1.89 0.09 1.76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积极心理资本、抑郁、人际关系困扰、自尊的相关性分析 

利用相关分析对积极心理资本、人际关系困扰、自尊和抑郁之间进行分析，使用 Pearson 相关系数表

示相关关系的程度。结果发现：积极心理资本及其各因子与抑郁、人际关系困扰呈显著负相关，与自尊

呈显著正相关；人际关系困扰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自尊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

详见表 2。 
 
Table 2. Correlation of depressio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terpersonal distress and self-esteem among coll-ege students 
表 2. 大学生抑郁、积极心理资本、人际关系困扰与自尊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8 

1) 自我效能 1        

2) 韧性 0.422** 1       

3) 希望 0.612** 0.333** 1      

4) 乐观 0.651** 0.364** 0.711** 1     

5) 积极心理资本 0.847** 0.673** 0.823** 0.848** 1    

6) 人际关系困扰 −0.287** −0.513** −0.249** −0.272** −0.418** 1   

7) 自尊 0.499** 0.422** 0.568** 0.528** 0.630** −0.440** 1  

8) 抑郁 −0.314** −0.598** −0.420** −0.428** −0.552** 0.599** −0.677** 1 

3.4. 链式中介模型分析 

在控制性别、年级等变量的条件下，使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宏程序检验人际关系困扰与自尊在积

极心理资本和抑郁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积极心理资本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 = −0.554, p < 
0.001)，假设 1 得到验证。在纳入中介变量后，积极心理资本能够显著负向预测人际关系困扰(β = −0.435, 
p < 0.001)，积极心理资本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自尊(β = 0.660, p < 0.001)，人际关系困扰能够显著负向预测

自尊(β = −0.217, p < 0.001)，自尊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 = −0.375, p < 0.001)。并且此时积极心理资本

依然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 = −0.131, p < 0.001)。由此可知，人际关系困扰与自尊在积极心理资本对抑

郁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详见表 3。 
采用偏差校正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95%的置信区间)对具体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

表 4 所示。积极心理资本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由三个间接效应组成，分别是路径 1：积极心理资本→
人际关系困扰→抑郁，其中介效应值为−0.101，占总效应的百分比为 25.90%，置信区间为(−0.133, −0.072)。
路径 2：积极心理资本→自尊→抑郁，其中介效应值为−0.165，占总效应的百分比为 42.19%，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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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041, −0.016)。路径 3：积极心理资本→人际关系困扰→自尊→抑郁，其中介效应值为−0.028，占总

效应的百分比为 7.11%，置信区间为(−0.041, −0.016)。三者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 0 值，说明上述三条路径

产生的中介效应都显著，验证了假设 2、3、4。Ind1~Ind2 的置信区间为(0.015, 0.117)，Ind1~Ind3 的置信

区间为(−0.106, −0.043)，Ind2~Ind3 的置信区间为(−0.181, −0.101)，均不含 0 值，说明三条路径之间存在

显著性差异。即人际关系困扰的单独中介作用、自尊的单独中介作用、人际关系困扰通过影响自尊的链

式中介作用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模型路径系数图见图 1。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 relationships in chain mediation models 
表 3. 链式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抑郁  0.562 0.312 70.302   

 积极心理资本    −0.554 −14.257*** 

人际关系困扰  0.447 0.200 37.984   

 积极心理资本    −0.435 −10.337*** 

自尊  0.685 0.470 100.836   

 积极心理资本    0.660 17.324*** 

 人际关系困扰    −0.217 −5.836*** 

抑郁  0.722 0.516 98.959   

 积极心理资本    −0.131 −3.813*** 

 人际关系困扰    0.383 10.522*** 

 自尊    −0.375 −8.410*** 

 
Table 4.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distress and self-esteem 
表 4. 人际关系困扰和自尊的中介效应分析 

 标准化效

应量 
Boot 标准

误 
95%置信

区间上限 
95%置信

区间下限 
占总效应

比例 

总效应 −0.391 0.025 0.000 −0.439 100% 

直接效应 −0.097 0.026 0.000 −0.147 24.8% 

总间接效应 −0.294 0.026 −0.347 −0.243 75.2% 

Ind1 积极心理资本→人际关系困扰→抑郁 −0.101 0.016 −0.133 −0.072 25.90% 

Ind2 积极心理资本→自尊→抑郁 −0.165 0.020 −0.208 −0.130 42.19% 

Ind3 积极心理资本→人际关系困扰→自尊→抑郁 −0.028 0.006 −0.041 −0.016 7.11% 

Ind1~Ind2 0.064 0.026 0.015 0.117  

Ind1~Ind3 −0.074 0.016 −0.106 −0.043  

Ind2~Ind3 −0.137 0.021 −0.181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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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agram of the model path coefficients 
图 1. 模型路径系数图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对抑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

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抑郁，还可以通过人际关系困扰和自尊的中介作用以及人际关系困扰和自尊的链式中

介作用影响抑郁。 
首先，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显著负向预测抑郁。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大学生积

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产生抑郁的可能性越小[24]。个体通过培养和运用积极心理资本，能够具备更为积

极的情感调控、更灵活的应对策略以及更强的逆境适应能力。这些积极心理特质可能对缓解或防范抑郁

症状具有重要作用。当大学生的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越相信自己的能力，更可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

式，从而减缓负面情绪的进一步发展。但如果大学生的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较低，在面对困难时缺乏积极

的心理资源，可能会导致抑郁情绪的出现。 
其次，本研究结果显示人际关系困扰在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这表明大学生

积极心理资本不仅能对抑郁产生直接影响，还能通过人际关系困扰对抑郁产生间接影响。根据资源保存

理论，心理资本作为积极的心理资源，可以缓解应激性生活事件对抑郁造成的负面影响[25]。积极心理资

本水平越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寻求和创造积极的人际互动，在面对人际困扰时积极寻求解决办法，在社交

场合中更自信主动。这些表现有助于个体建立稳固、积极的人际关系，促进积极的社交互动和相互支持。

相反，大学生的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低，越容易受到人际关系困扰的影响。这就使得大学生在面对问题

时没有合适的求助对象，缺乏有力稳固的社会支持，更容易导致抑郁。 
此外，本研究结果表明自尊在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

还能通过自尊的间接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大学生的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感知到的压力越小，因而

抑郁程度更低[26]。个体具有自信、自强、乐观、韧性和感恩等积极的心理状态，对自我的积极评价越高，

自尊水平越高。自尊水平较高的个体情绪更稳定、自我价值感更高，能够通过塑造积极的自我认知和建

立强大的心理韧性，更合理有效地应对生活压力和人际关系挑战。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有助于减缓或预

防抑郁症状的发展。 
最后，本研究发现人际关系困扰和自尊在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与抑郁之间起着链式中介作用，同时

人际关系困扰也能够负向预测自尊。积极和谐的人际关系提供了情感安全感和认同感，促使个体形成对

自身价值的积极认知。相反，负面的人际交往、拒绝或冲突可能损害个体的自尊。在这种情境下，个体

可能会经历拒绝、孤立或社会排斥，从而影响其对自身的正面评价。与自尊水平低的大学生相比，高自

尊水平的大学生对自我的积极评价和认同感更多，从而降低了抑郁的风险。本研究不仅验证了大学生积

极心理资本与抑郁的关系，还揭示了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影响抑郁的作用机制。因此，本研究的结果可

以为大学生抑郁的干预与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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