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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以Bowen提出的家庭系统理论和埃里克森提出的人格发展理论为依据，对人际亲密能力和自我

分化同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的关系进行探索。使用测量法，应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大学生网络交

往问卷和大学生自我分化量表进行测量。研究结果：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与人际亲密能力呈中等程度正相

关；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与自我分化呈中等程度负相关；大学生自我分化与人际亲密能力呈强负相关。研

究结论：网络交往程度越深，人际亲密能力越低；较深的网络交往程度与较弱的个体自我分化水平相关；
较强的个体自我分化水平与较高的人际亲密能力相关；大学生网络交往对人际亲密能力和自我分化的解释

率分别为14.7%和20.6%；人际亲密能力在大学生网络交往对自我分化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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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Bowen’s family system theory and Erik H Erikson’s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theory,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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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intimacy ability and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experience 
scale (ECR),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communication questionnaire and college students’ self- 
differentiation scale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
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intimacy;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self- 
differentiation to a moderate degree; there is a strong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llege stu-
dents’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interpersonal intimacy ability. Conclusion: The deeper the degree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the lower the interpersonal intimacy; the deeper degree of network com-
munication is correlated with the weaker level of individual self-differentiation; the higher level of 
individual self-differentiation is correlated with the higher interpersonal intimacy. The explana-
tion rates of interpersonal intimacy ability and self-differentiation were 14.7% and 20.6%, respec-
tively. Interpersonal intimacy abilit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on self-differenti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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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大学生主要是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人际交往，大部分以互联网为基础，以手机和电脑为工具，

与亲朋好友、同学，甚至是陌生人通过微博、微信、社交网站等多种方式进行信息或生活动态的分享、

情感的联络和深入交往等[1]。人际亲密能力[2]，是指一种在心理距离上的亲疏远近程度的某种亲密关系

的能力，它是通过精神交流或者物质往来形成的。本文主要研究广义程度上的亲密关系，即人与人之间

建立的一种较长时间的亲和关系，它可以从人们之间的相互需要和彼此依赖的程度上来判断，血缘关系

与非血缘关系都在考虑范围之内。自我分化[3]，即一种很好地平衡关键的人际往来中掌控自我意识的独

立和维护与重要他人亲密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的能力，也是一种对于理智与情感能够有效分辨的能力，

它包括两个内容：在内在分化方面，分化是指一个人能够在不同情境下调节智力与情绪的关系，且可以

很好地辨别理智和情感；在人际分化方面，分化是指在相对关键的情感关系中，可以很好地使得亲密和

独立处于平衡状态的一种能力。现如今，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的研究多数是从网络使用等方面考察其对

于使用者的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影响，而对于人际亲密能力和自我分化方面的考察还不够细致，因而，本

文将对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同人际亲密能力和自我分化的关系进行探索。 
现如今，人们同网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总的来说，网络人际交往的特点主要有：非实名进行

的网络人际交往；缺少身体印记和非言语印记的网络人际交往；社会情境制约着的网络人际交往；降低

自我暴露风险的网络人际交往等[4]。网络人际交往的有关研究包括：以格兰诺维特的强弱关系理论为基

础，探讨微信朋友圈中的人际往来，可以得知其是通过强关系为主要基石、弱关系为简单辅助建立起来

的社交圈，并且其在强弱程度不同的网络社会关系环境下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其他研

究还发现[5]，微信使用强度是人际关系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中介因素，社交媒体使用作为中介变量，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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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缓和人际关系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当然，网络交往也涉及网络游戏，研究发现[6]，游戏玩家可以通过

网络游戏形成、发展和维持与朋友之间的情感，为进一步更加深入地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1990 年以后，对认知和情感进行精细化的研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向。时至今日，国外已经开始研

究在亲密关系发展的过程个体的情感体验、个人观念或特征等方面的影响，且初步获得独立化的研究理

论，在不同的人群中进行研究，丰富和拓展了研究内容，同时还发现在人际亲密能力中，不同亲密关系

和不同性别具有交互作用[7]。国内学者魏世平和李彦章[8]把依恋同人际亲密能力联系在一起进行了相关

的分析与研究，这也表明在很大程度上人际亲密能力的研究可以通过依恋等相关因素进行反映；此外，

北京大学的李同归[9]的研究也扩大了依恋的探索范围，发现了社会方面的认知、个体的行为表现和内在

的主观幸福感等方面与依恋存在相互关系。 
国外研究[10]显示自我分化水平同婚姻满意度、心理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是具有正相关的；自我分

化水平在青少年较早期间存在两代间传承；Bowen 的家庭系统治疗理论表明：个体的情绪和焦虑水平与

其自我分化水平有着较强的相关。国内也有相关研究，研究发现高中、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与其自我分

化水平存在较强正相关，高职女生的抑郁倾向可以通过自我分化水平进行有效判断[8]；研究表明：在一

定程度上，自我分化是可以通过自我和谐进行分析和判断的，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11]；研究显示

不断地增大大学生自我分化水平和心理弹性可以减小大学生就业焦虑[12]；研究还发现成人依恋与自我分

化相关，强迫症患者的自我分化水平较低，安全依恋类型的强迫症患者自我分化水平更低[13]。总之，研

究表明[14]：高自我分化水平的大学生更为理性，可以对情绪进行合理且有效的调节；低自我分化水平的

大学生太理性或较为偏感性，情绪调节的发挥空间较小。 
近年来，有关研究[15]通过对本质的亲密关系、网络对人们交往能力的作用以及网络人际关系的特点等

方面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网络拉近了人们之间的物理距离，可同时也使得人们的心理距离变得更大。但也

有研究发现网络人际交往解放了关系，促进了亲密，这是利于传统的亲密关系的维持的，但同时也使得现代

亲密关系中出现了模糊另类的情感，种种拘泥于体制和简单追求表面的关系使得当今的亲密关系已经产生一

定程度的变质。在实证研究方面，研究者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学习国外的相关研究思路，进行了一系列的探

索和分析，研究表明人际关系中的人际敏感[16]、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个人的职业发展等许多方面与自我

分化有着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因而，本人想通过研究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的不同程度和各个方面，来探索

和分析网络人际交往同人际亲密能力和自我分化的关系，并且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和以往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1) 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与人际亲密能力呈正相关；2) 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与自我分化呈负相关；3) 大学生

自我分化与人际亲密能力呈负相关；4) 人际亲密能力在大学生网络交往对自我分化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及取样方式 

本研究随机选取 18~25 周岁的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星进行随机施测，研究问卷含有

性别、年龄和民族等人口统计学相关内容、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大学生网络交往问卷和大学生自我

分化量表。在发放的 367 份问卷中筛选后总计获得 300 份可用问卷。其中男生 134 人，女生 166 人；大

一年级学生 45 人，大二年级学生 45 人，大三年级学生 83 人，大四年级学生 127 人，平均年龄 21.47 岁。 

2.2. 测量工具 

使用平凡等编制的大学生网络交往问卷[17]对大学生网络交往情况进行测量，问卷共 26 题，从“完

全不符”到“完全符合”进行 5 级评分。问卷包括网络人际关系、网络自我表露、网络社交自我知觉和

网络交往依赖 4 个维度，该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内部一致性信度：总问卷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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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78~0.84；重测信度：总问卷的重测信度为 0.88，4 个维度的重测信度介于

0.70~0.83 之间。得分越高，说明网络交往程度越深。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 [9]是由李同归等人修订的，用来量化大学生一般的人际关系中的依恋方式，

问卷从“一点也不适合”到“完全适合”进行 7 级评分，含有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 2 个分量表，总共 36
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比较好(依恋回避分量表和依恋焦虑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82
和 0.77)，重测信度也是可接受的(依恋回避分量表和依恋焦虑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0.71 和 0.72)。得

分越高，说明人际亲密能力越低。 
大学生自我分化量表[3]是由吴煜辉等人修订的，用来量化大学生自我分化水平，问卷从“完全不符

合”到“完全符合”进行 6 级评分，含有情绪反应、情感断绝、与他人融合和自我位置四个维度，总共

27 题。总量表的 α系数为 0.896，其信效度是比较好的，各分量表 α系数在 0.684~0.851 之间；总量表的

分半信度为 0.868，各分量表的分半信度在 0.689~0.819 之间。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自我分化水平越高。 

2.3. 数据处理方法 

本次研究使用软件 IBM SPSS Statistics 24 和 Process 插件进行数据统计、处理与分析，统计分析方法

主要为皮尔逊积差相关和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大学生的网络交往形式调查结果显示：98.7%的人经常使用微信、QQ 和电子邮件等进行交流，占比

最多；其次使用较多的网络交往形式分别为：微博、网络游戏(王者荣耀、英雄联盟等)和网络文娱(各大

购物网站、网上健身、网络 K 歌等)。由表 1 可知，大学生网络交往全量表及其各个维度与亲密关系经历

量表及其依恋焦虑分量表都呈正相关。 
 
Table 1. Correla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intimacy ability 
表 1. 大学生网络交往与人际亲密能力的相关 

 网络人际关系 网络自我暴露 网络社交自我知觉 网络交往依赖 网络交往全量表 

依恋回避 −0.004 −0.077 0.063 0.058 −0.013 

依恋焦虑 0.435** 0.408** 0.354** 0.488** 0.491**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 0.343** 0.283** 0.315** 0.418** 0.384** 

注：*P < 0.05，**P < 0.01。 
 

由表 2 可知，自我位置维度与网络人际关系、网络自我暴露、网络社交自我知觉维度和网络交往全

量表呈正相关；大学生网络交往全量表及其各个维度与自我分化全量表及其情绪反应性、情感断绝和与

他人融合维度呈负相关。 
由表 3 可知，除去与他人融合维度与依恋回避维度不相关外，自我分化全量表及其情绪反应性、情

感断绝和与他人融合维度与亲密关系经历量表及其各个分量表都呈负相关。 
自变量是网络人际关系、网络自我暴露、网络交往总分、网络社交自我知觉和网络交往依赖，因变

量是亲密关系经历量表总分，二者进行回归分析。从表 4 可以看出，网络交往对人际亲密能力的解释率

为 14.7%，网络人际关系、网络自我暴露、网络社交自我知觉和网络交往依赖对人际亲密能力的解释率

分别为 11.8%、8.0%、9.9%和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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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self-differentiation 
表 2. 大学生网络交往与自我分化的相关 

 网络人际关系 网络自我暴露 网络社交自我知觉 网络交往依赖 网络交往全量表 

自我位置 0.265** 0.150** 0.170** 0.069 0.174** 

情绪反应性 −0.336** −0.306** −0.310** −0.417** −0.393** 

情感断绝 −0.395** −0.391** −0.319** −0.432** −0.453** 

与他人融合 −0.376** −0.411** −0.262** −0.371** −0.432** 

自我分化全量表 −0.365** −0.401** −0.296** −0.449** −0.454** 

注：*P < 0.05，**P < 0.01。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interpersonal intimacy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表 3. 大学生自我分化与人际亲密能力的相关 

 自我位置 情绪反应性 情感断绝 与他人融合 自我分化全量表 

依恋回避 −0.006 −0.151** −0.392** −0.057 −0.203** 

依恋焦虑 −0.008 −0.609** −0.514** −0.679** −0.720**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 −0.009 −0.565** −0.618** −0.570** −0.681** 

注：*P < 0.05，**P < 0.01。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intimacy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表 4. 大学生网络交往与人际亲密能力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标准回归系数 Beta t P F R R 方 

人际亲密能力 

(常量)  20.348 0.000    

网络交往 0.384 7.171 0.000 51.416 0.384 0.147 

网络人际关系 0.343 6.308 0.000 39.791 0.343 0.118 

网络自我暴露 0.283 5.098 0.000 25.991 0.283 0.080 

网络社交自我知觉 0.315 5.735 0.000 32.888 0.315 0.099 

网络交往依赖 0.418 7.948 0.000 63.176 0.418 0.175 

 
自变量是网络人际关系、网络自我暴露、网络交往总分、网络社交自我知觉和网络交往依赖，因变

量是自我分化量表总分，二者进行回归分析。从表 5 可以看出，网络交往对自我分化的解释率为 20.6%，

网络人际关系、网络自我暴露、网络社交自我知觉和网络交往依赖对自我分化的解释率分别为 13.3%、

16.1%、8.8%和 20.2%。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self-differentiation 
表 5. 大学生网络交往与自我分化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标准回归系数 Beta t P F R R 方 

自我分化 
(常量)  32.367 0.000    

网络交往 −0.454 −8.792 0.000 77.301 0.454 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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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自我分化 

网络人际关系 −0.365 −6.770 0.000 45.837 0.365 0.133 

网络自我暴露 −0.401 −7.559 0.000 57.132 0.401 0.161 

网络社交自我知觉 −0.296 −5.351 0.000 28.634 0.296 0.088 

网络交往依赖 −0.449 −8.683 0.000 75.401 0.449 0.202 

3.2. 人际亲密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 

首先采用 SPSS24.0 宏程序 PROCESS3.5的模型 4 检验人际亲密能力在大学生网络交往与自我分化之

间的中介作用，相关变量做标准化处理后放入模型。结果显示(见表 6)，在控制年龄、生源地、民族、是

否独生子女后，大学生网络交往显著负向预测自我分化(β = −0.454, t = −8.792***, P < 0.001)；大学生网络

交往显著正向预测人际亲密能力(β = 0.384, t = 7.171***, P < 0.001)；人际亲密能力显著负向预测自我分化

(β = −0.681, t = −16.034**, P < 0.001)。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检验发现，人际亲密能力在大学生

网络交往与自我分化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243，95% CI [−0.307, −0.144]，占总效应的

50.193%，控制中介变量以后，自变量大学生网络交往对因变量自我分化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95% CI 
[−0.333, −0.149]，这表明人际亲密能力在大学生网络交往与自我分化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Table 6. An examination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interpersonal intimacy 
表 6. 人际亲密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标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² F β t 

自我分化  0.454 0.206 77.301***   

 大学生网络交往    −0.454 −8.792*** 

人际亲密能力  0.384 0.147 51.416***   

 大学生网络交往    0.384 7.171*** 

自我分化  0.681 0.463 257.088***   

 人际亲密能力    −0.681 −16.034** 

 大学生网络交往    −0.241 −5.122*** 

4. 讨论 

4.1. 大学生网络交往与人际亲密能力的关系 

本研究中，关于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的考查包含四个方面，例如：关系、行为、认知和结果。依恋

回避和依恋焦虑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人际亲密能力的高低，依恋回避是指个体试

图与他人保持相对情感距离的意愿，同时又不乏对其抱有某种信任的程度，依恋焦虑是指个体在需要他

人时，对他人所能提供的帮助的多少的不确定性的忧虑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网络交往全量表及

其各个维度与亲密关系经历量表及其依恋焦虑分量表都呈正相关，相关程度为中等水平，说明网络交往

程度越深，人际亲密能力越低，并且网络交往与依恋焦虑联系更密切。同时，网络交往依赖对人际亲密

能力的解释贡献率更大。此结果与陈垣卉的研究结果相近[13]，即互联网或许可以使得我们生活的物理距

离变小，但是因为互联网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是被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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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大学生网络交往与自我分化的关系 

本研究中，关于大学生自我分化包含四个方面：情绪反应；自我位置；情感断绝；与他人融合。研

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网络交往全量表及其各个维度与自我分化全量表及其情绪反应性、情感断绝和与他

人融合维度呈负相关，相关程度为中等水平；网络人际关系、网络自我暴露、网络社交自我知觉维度和

网络交往全量表与自我位置维度呈正相关，相关程度较弱，与研究预期较为不符。总体上来说，研究表

明，网络交往程度越深，个体自我分化水平越低。同时，网络交往依赖对自我分化的解释贡献率最大。

根据 Bowen 的家庭系统理论对结果进行解释，即网络交往程度越深，个体在特定时刻受理智控制的越少，

受情绪支配的越多；个体情绪成熟度越小，在人际交往中更加倾向于依赖他人，情感和思想更易受到他

人的左右，进而缺少理智的审判，将自己置于情感的联合或粘接的漩涡中去。 

4.3. 大学生自我分化与人际亲密能力的关系 

由表 3 可知，除去与他人融合维度与依恋回避维度不相关外，自我分化全量表及其情绪反应性、情

感断绝和与他人融合维度与亲密关系经历量表及其各个分量表都呈负相关，相关程度较高，说明个体自

我分化水平越高，人际亲密能力越高。这与单志芳[18]的研究相近。在个体成熟和心理健康发展中，自我

分化是很重要的个性品质之一，正如埃里克森在其人格发展理论中所阐释的一样，在个体的成年期阶段，

个体如果没有发展与好友、爱人或配偶的亲密关系，则会感到孤独感的存在。一般而言，大学生多处于

18~25 岁的年龄阶段，是属于青年晚期和成年早期的，在这一时期，建立和发展良好的亲密感会更加有

利于个体的心理发展，对于其今后的长期发展百利而无一害。 

4.4. 人际亲密能力的中介作用 

由表 6 可知，人际亲密能力在大学生网络交往与自我分化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随着时代的发

展，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更加自由和多样，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可以建立一种

较长时间的亲和关系，而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会对人际往来中自我意识有更为清醒的判断，获取和掌

握维护与重要他人亲密关系的方法，可以很好地使得亲密和独立处于平衡状态。 

4.5. 研究不足和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由于取样条件是被限定的，本研究采取了方便取样，从而研究结果

的推广便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对象男女比例未达到理想状态，女性被试数量多于男性被试，可能

使研究结果有偏差，这些不足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事实上，大学生作为一个心理成熟度不足，社会实践经验匮乏的群体，通过使用网络人际交往来满

足个人需要、提高社交能力是无可厚非的，但同时应该警惕网络人际关系中的不可预估的风险，这会给

他们的身心发展和未来走向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分析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对于大学生心理成

熟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引领大学生合理充分利用网络进行社会交往，尽可

能发挥网络的正面作用，这利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在大学时期，个体的身心变化很大，社会适应、

人际关系和情绪稳定等方面容易出现各种问题，而发展成熟的人际关系和形成健康积极的个性品质十分

关键，因而，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更加细致、具体和全面地对人际亲密能力和自我分化等相关问

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5. 结论 

研究以大学生为被试，通过问卷调查探讨了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对自我分化的作用机制，发现：

1) 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与人际亲密能力呈正相关，相关系数是 0.384，即：网络交往程度越深，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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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经历量表得分越高，则人际亲密能力越低。2) 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与自我分化呈负相关，相关系

数是 0.454，即：网络交往程度越深，个体自我分化水平越低。3) 大学生自我分化与人际亲密能力呈

负相关，相关系数是 0.681，即：个体自我分化水平越高，亲密关系经历量表得分越低，则人际亲密能

力越高。4) 以大学生网络交往为自变量，以人际亲密能力和自我分化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大学生网络交往对人际亲密能力和自我分化的解释率分别为 14.7%和 20.6%。5) 人际亲密能力在大学

生网络交往与自我分化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243，95% CI [−0.307, −0.144]，占总效

应的 50.193%，控制中介变量以后，自变量大学生网络交往对因变量自我分化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

95% CI [−0.333, −0.149]，这表明人际亲密能力在大学生网络交往与自我分化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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