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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n adult attachment and love view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958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Love View Questionnaire, Adult Attachment Scale (AAS)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ITS). Results: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pair wise correlations between each year and each 
variable; 2). However, closeness or dependence of adult attachment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have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m and the love view. Conclusion: Interpersonal trust ha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adult attachment and the love view of female college stu-
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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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女大学生成人依恋与爱情观之间的关系，以及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大学生爱情

观问卷、成人依恋量表、人际信任量表对958名在校女大学生进行随机调查。结果：1) 各年份、各变量

之间两两相关均显著；2) 无论是对于成人依恋的亲近依赖维度还是焦虑维度，人际信任在他们与爱情观

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结论：人际信任在女大学生成人依恋与爱情观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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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思想观念的持续涌入，人们的许多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爱情观就是其中

之一，在媒体上不时会爆出一些大学生在恋爱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经媒体放大后，产生了较大的

负面影响，对于恋爱行为的引导就显得很有必要，爱情观作为恋爱行为的决定因素，便成了不可忽视的

方面，也正因为此，已经有学者展开了对于爱情观的研究。而对于女生来说，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在

思想解放、男女平等自由的当今社会，相对之前女性在恋爱中的地位得到了更加明显的提升，再加之，

对于成人依恋、人际信任、爱情观之间关系的量化研究并未见到，因此对于女大学生成人依恋、人际信

任、爱情观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基于经验我们可以发现人际信任对良好关系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而爱情观作为非常亲近的密切关

系，从逻辑上讲，与人际信任之间应该具有密切关系，而成人依恋主要受儿时抚养关系的影响，稳定性

比较强，曾经有学者将爱情关系视为依恋关系的一类，可以看出，三者之间看起来具有密切关系，但是

对于三者的量化研究并未多见，故本研究将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探，在丰富爱情观理论的同时，可

以为爱情观教育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为爱情观教育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爱情观是人们对于爱情的根本看法，即什么是爱情。汪洪、罗琼等人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当代大学

生对校园恋爱多持肯定态度，在爱情问题上呈现出自主性强、择偶标准仍受传统影响、能较好处理恋爱

与学业的关系、抗挫折能力较强等特点，同时也存在恋爱动机多元、忽视爱情道德、性保护意识淡薄和

恋爱高消费等问题(汪洪等，2011)。曹杏娥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成人依恋风格中，依恋回避与爱情态度中

的浪漫型、利他型、现实型、占有型呈现显著负相关，依恋焦虑与爱情态度六个维度都呈现显著的正相

关。自尊在成人依恋风格预测爱情态度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随着自尊得分的提高，依恋焦虑与占有

型爱情态度的相关系数呈现“N”字形(曹杏娥，2011)。 
成人依恋是指成人对其童年早期依恋经验的回忆和再现，以及当前对童年依恋经验的评价(吴薇莉&

方莉，2004)。最早系统研究依恋的 Bowlby 认为儿童与母亲或与照顾儿童的个体之间的关系使儿童认识

到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是值得信任的，因此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感到孤独(Bowlby, 1969)；Feeney 对

大学生进行调查时发现：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拥有相互信任的家庭及稳定的恋爱关系；矛盾型依恋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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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爱情关系中表现得更加独立，对承诺的需求也更强；回避型依恋的个体会表现出对人的不信任，对

爱情的体验更加不足，关于爱情成瘾调查结果发现，矛盾型依恋个体的爱情关系最不稳定，更可能将爱

情理想化，倾向于用极端的方式去获取自己的爱情(Feeney & Noller, 1990)。 
人际信任是个体对他人言辞、承诺、口头和书面陈述可靠与否的一种概括化期望。如果在人际交往

中不信任和谐的人际关系，在这种氛围中学习或工作都会受到影响，个人心理压力也会很大，可能会造

成一些心理疾病的出现(Rotter, 1967)。朱雅心发现：大学生恋爱信任的总体水平偏低，显著低于常模水平。

大学生恋爱信任度与实际家庭亲密度、实际家庭适应性和理想家庭亲密度存在显著相关，与理想家庭适

应性不显著相关，与家庭亲密度不满意度和适应性不满意度存在负相关(朱雅心，2014)。 

综上，本文假设爱情观与成人依恋、人际信任之间密切相关，且人际信任在爱情观和成人依恋之间

起到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两所学校中大二、大三年级女大学生中随机抽取 958 人进行问卷调

查。其中，2016 年 300 人，2017 年 299 人，2018 年 359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爱情观问卷 
采用陈紫君编制的“90 后”女大学生爱情观词汇问卷(陈紫君，2016)，采用李科特 5 点计分，各维

度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越注重该方面。本研究中，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的 α系数分别为：0.793、
0.817、0.787。三年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分别为：χ2/df = 1.72，RMSEA = 0.049，CFI = 0.924，TLI = 0.913，
SRMR = 0.056；χ2/df = 1.95，RMSEA = 0.056，CFI = 0.919，TLI = 0.908，SRMR = 0.059；χ2/df = 1.98，RMSEA 
= 0.052；CFI = 0.926；TLI = 0.916，SRMR = 0.051。证明该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2.2.2. 成人依恋量表 
采用吴薇莉等人修订的成人依恋等级量表(Adult Attachment Scale, AAS) (汪向东，1999)，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其中，亲近维度与依赖维度组成亲近依赖维度。在本研究中，研究的对象为亲近依赖维度和

焦虑维度，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亲近依赖维度和焦虑维度的 α系数分别为：0.741、0.800；0.738、
0.805; 0.725、0.782。亲近依赖维度三年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分别为：χ2/df = 1.87，RMSEA = 0.054，CFI 
= 0.968，TLI = 0.945, 

SRMR = 0.036，χ2/df = 2.20，RMSEA = 0.063，CFI = 0.961，TLI = 0.932，SRMR = 0.039，χ2/df = 1.74，
RMSEA = 0.045，CFI = 0.972，TLI = 0.952，SRMR = 0.037。焦虑维度三年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分别为：

χ2/df = 3.75，RMSEA = 0.096，CFI = 0.980，TLI = 0.951，SRMR = 0.027，χ2/df = 1.80，RMSEA = 0.052，
CFI = 0.993，TLI = 0.983，SRMR = 0.018，χ2/df = 0.86，RMSEA = 0.000，CFI = 1.000，TLI = 1.000，SRMR 
= 0.012。证明该问卷信效度良好。 

2.2.3. 人际信任量表 
采用汪向东等翻译的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ITS) (汪向东，1999)，采用李科特 5 点计

分，量表总分代表信任水平，分数越高表示人际信任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的 α系数分别为：0.643、0.778、0.693。三年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分别为：χ2/df = 1.35，RMSEA = 0.034，
CFI = 0.968，TLI = 0.953，SRMR = 0.034；χ2/df = 2.11，RMSEA = 0.061，CFI = 0.954，TLI = 0.932，SRM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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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χ2/df = 1.23，RMSEA = 0.025，CFI = 0.985，TLI = 0.979，SRMR = 0.031。证明该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2.0 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以及显变量中介效应分析，中介效应的分析采用温忠麟、

叶宝娟提出的五步法，验证性因素分析则使用 mplus 7.0 进行(温忠麟&叶宝娟，2014)。 

3. 研究结果与讨论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因为本研究的所有变量均由问卷调查所得，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效应，采用周浩、龙立荣所提及

的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检验，以确保测验的有效性，数据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周浩&龙立荣，2004)。
2016 年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旋转前，得到 13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并且第一个主因子解释的变异

量 17.75%，远小于 40%的临界标准；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χ2/df = 3.44，RMSEA = 0.090，CFI = 0.419，
TLI = 0.393，SRMR = 0.100，模型拟合不佳。2017 年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旋转前，得到 11 个特征值大

于 1 的因子，并且第一个主因子解释的变异量 18.28%，远小于 40%的临界标准；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χ2/df = 3.98，RMSEA = 0.100，CFI = 0.402，TLI = 0.375，SRMR = 0.119，模型拟合不佳。2018 年探索性

因素分析显示：旋转前，得到 11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并且第一个主因子解释的变异量 18.63%，远

小于 40%的临界标准；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χ2/df = 3.95，RMSEA = 0.091，CFI = 0.446，TLI = 0.421，
SRMR = 0.104，模型拟合不佳。由此可见，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效应不明显。 

3.2. 各变量之间相关分析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very variable in 2016 
表 1. 2016 年各变量相关分析 

 爱情观 信任 亲近依赖 焦虑 
爱情观 1 0.290** 0.425** −0.441** 
信任 0.290** 1 0.214** 0.300** 

亲近依赖 0.425** 0.214** 1 −0.598** 
焦虑 −0.441** 0.300** −0.59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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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very variable in 2017 
表 2. 2017 年各变量相关分析 

 爱情观 信任 亲近依赖 焦虑 
爱情观 1 0.230** 0.357** −0.271** 
信任 0.230** 1 0.314** −0.255** 

亲近依赖 0.357** 0.314** 1 −0.474** 
焦虑 −0.271** −0.255** −0.474** 1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very variable in 2018 
表 3. 2018 年各变量相关分析 

 爱情观 信任 亲近依赖 焦虑 
爱情观 1 0.236** 0.314** −0.375** 
信任 0.236** 1 0.213** −0.295** 

亲近依赖 0.314** 0.213** 1 −0.446** 
焦虑 −0.375** −0.295** −0.44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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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三年的数据，可以发现三个变量之间两两相关均显著，只不过在三年间的相关程度有所不同,亲
近依赖与爱情观和人际信任都是正相关，焦虑与爱情观和人际信任都是负相关，亲近依赖与焦虑之间为

负相关(见表 1、表 2、表 3)。 

3.3. 人际信任在亲近依赖维度与爱情观之间中介效应的分析 
Table 4.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n Close dependence and love view in 2016 
表 4. 人际信任在亲近依赖与爱情观之间的中介作用(2016)） 

变量 
方程 1：爱情观 方程 2：人际信任 方程 3：爱情观 

β t βt t β t 

亲近依赖 0.425 8.102*** 0.214 3.788*** 0.380 7.256*** 

人际信任     0.209 3.980*** 

R2 0.181 0.046 0.222 

F 65.650*** 14.352*** 42.378*** 

 
由表 4 可以看出，方程 1、方程 2、方程 3 中系数皆显著，根据温忠麟等提出的检验方法，可得人际

信任的中介作用显著(见表 4)。 
 
Table 5.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n Close dependence and love view in 2017 
表 5. 人际信任在亲近依赖与爱情观之间的中介作用(2017) 

变量 
方程 1：爱情观 方程 2：人际信任 方程 3：爱情观 

β t β t β t 

亲近依赖 0.357 6.585*** 0.314 5.701*** 0.316 3.955*** 

人际信任     0.131 1.920* 

R2 0.127 0.099 0.143 

F 43.361*** 32.499*** 24.650*** 

 
由表 5 可以看出，方程 1、方程 2、方程 3 中系数皆显著，根据温忠麟等提出的检验方法，可得人际

信任的中介作用显著(见表 5)。 
 
Table 6.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n Close dependence and love view in 2018 
表 6. 人际信任在亲近依赖与爱情观之间的中介作用(2018) 

变量 
方程 1：爱情观 方程 2：人际信任 方程 3：爱情观 

β t β t β t 

亲近依赖 0.314 6.256*** 0.213 4.120*** 0.277 5.464*** 

人际信任     0.177 3.492*** 

R2 0.099 0.045 0.129 

F 39.138*** 16.972*** 26.281*** 

 
由表 6 可以看出，方程 1、方程 2、方程 3 中系数皆显著，根据温忠麟等提出的检验方法，可得人际

信任的中介作用显著(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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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n Close dependence and love view 
图 1. 人际信任在亲近依赖与爱情观之间中介作用(见图 1) 

 
由表 5~表 7 及图 1 可得，人际信任在亲近依赖与爱情观之间的中介效应皆显著。 

3.4. 人际信任在焦虑维度与爱情观之间中介效应的分析 
Table 7.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n Close dependence and love view in 2016 
表 7. 人际信任在焦虑与爱情观之间的中介作用(2016) 

变量 
方程 1：爱情观 方程 2：人际信任 方程 3：爱情观 

β t β t β t 

焦虑 −0.441 −8.491*** −0.300 −5.419*** −0.389 −7.260*** 

人际信任     0.173 3.232** 

R2 0.195 0.090 0.222 

F 72.097*** 29.370*** 42.415*** 

 
由表 7 可以看出，方程 1、方程 2、方程 3 中系数皆显著，根据温忠麟等提出的检验方法，可得人际

信任的中介作用显著(见表 7)。 
 
Table 8.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n Close dependence and love view in 2017 
表 8. 人际信任在焦虑与爱情观之间的中介作用(2017) 

变量 
方程 1：爱情观 方程 2：人际信任 方程 3：爱情观 

β t β t β t 

焦虑 −0.271 −4.855*** 0.255 −4.544*** −0.227 −3.990*** 

人际信任     0.172 3.016** 

R2 0.074 0.065 0.101 

F 23.575*** 20.644*** 16.656*** 

 
由表 8 可以看出，方程 1、方程 2、方程 3 中系数皆显著，根据温忠麟等提出的检验方法，可得人际

信任的中介作用显著(见表 8)。 
由表 9 可以看出，方程 1、方程 2、方程 3 中系数皆显著，根据温忠麟等提出的检验方法，可得人际

信任的中介作用显著(见表 9)。 
由表 7~表 9 以及图 2 可知，人际信任在焦虑维度和爱情观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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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n Close dependence and love view in 2018 
表 9. 人际信任在焦虑与爱情观之间的中介作用(2018) 

变量 
方程 1：爱情观 方程 2：人际信任 方程 3：爱情观 

β t β t β t 

焦虑 −0.375 −7.640*** −0.295 −5.837*** −0.334 −6.569*** 

人际信任     0.137 2.692** 

R2 0.141 0.087 0.158 

F 58.373*** 34.076*** 33.321*** 

 

 
Figur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n Close dependence and love view 
图 2. 人际信任在焦虑与爱情观之间中介作用(见图 2) 

4. 讨论 

4.1. 成人依恋、人际信任、爱情观之间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发现亲近依赖越强，则人际信任显水平越高，爱情观相对越正确，而焦虑则相反，这与其他

的研究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发现大学生成人依恋与人际信任呈显著负相关(苏元元，2013)，依恋回避与爱

情态度中的浪漫型、利他型、现实型、占有型呈现显著负相关；依恋焦虑与爱情态度六个维度都呈现显

著的正相关(曹杏娥，2011)。有可能是因为研究的工具、角度有所不同造成的，这也说明进一步探索它们

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意义。 

4.2. 人际信任的中介效应 

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我们可以发现，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显著，并且，当亲近依赖作为自变量时，

中介效应占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焦虑作为自变量时，人际信任的中介效应占比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

可见成人依恋对于爱情观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人际信任在两者之间具有稳定的中介作用。其实，对

于爱情观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在少数，有研究发现，社会影响、学校影响家庭影响和自身影响等因素会

影响爱情观的形成(刘一达，2011)，大学生同伴依恋与爱情观存在紧密关系，并可以显著预测爱情类型(杨
光金&陈朝阳，2015)。正如综述中所提到的对于成人依恋、人际信任、爱情观的并未发现，即便是对于

成人依恋、人际信任其一与爱情观之间关系的量化研究的也不多。 
从现实角度出发，亲近依赖程度越高，人际信任水平越高的女大学生越容易形成良好的爱情观，而

焦虑程度越高，无论人际信任水平高低，相较亲近依赖水平较高的女大学生，越不容易形成良好的爱情

观，故此结论提醒我们，作为婴儿、儿童的主要照看者，家长应该多关心、亲近孩子，适时适当满足孩

子要求，一般来讲不要去忽视孩子，同时也应该注重培养孩子的信任感，让他们学会信任他人，这样有

利于长大之后形成良好的爱情观，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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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足与展望 

首先，此次调查为初探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且抽样仅限于女生，范围也限于两所大学，故结论

的推广，还有待进一步大范围抽样以及增加男性样本。其次，未来在研究变量之间关系的时候在考虑连

续多年研究的同时，应该有选择性的对某些态度类变量对男女之间使用不同的问卷，毕竟，对于事物的

态度，男女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别。 

6. 结论 

1) 亲近依赖正向预测人际信任与爱情观；焦虑负向预测人际信任与爱情观。 
2) 人际信任在亲近依赖与爱情观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3) 人际信任在焦虑与爱情观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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