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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n relationships be-
tween self-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Totally 453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randomly. And they are respectively surveyed with the Self-Identity Ques-
tionnaire,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Questionnaire and Positive Capital Questionnaire, PCQ-16. 
Results: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positive predictability of self-identity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to psychological capital.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till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ly predicta-
bility to psychological capital (β value decreased from 0.615 to 0.451, p < 0.01) on the basis that 
self-identity was controlled. Conclusion: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self-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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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大学生社会支持在自我同一性和心理资本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随机选取453名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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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使用自我同一性问卷(The Self-Identity Questionnaire)中文版、领悟社会支持量表(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Questionnaire)、大学生心理资本量表(Positive Capital Questionnaire, PCQ-16)对其自

我同一性、社会支持及心理资本水平进行测量。结果：自我同一性和社会支持对心理资本均具有正向预

测作用；社会支持中介自我同一性对心理资本的影响；在控制自我同一性对心理资本影响的基础上，社

会支持仍能正向预测心理资本，且正向预测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β值从0.615下降到0.451，p < 0.01)。
结论：社会支持可能在自我同一性和心理资本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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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资本最早出现在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文献里，在财力、人力、社会三大资本出现之后，提出

了以强调人的积极心理力量为核心的“积极心理资本(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概念。Luthans 等人

(2005)将心理资本定义为：“个体一般积极性的核心心理要素，具体表现为符合积极组织行为标准的心理

状态，它超出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够通过有针对性的投入和开发使个体获得竞争上的优势”。2007
年，Luthans，Youssef 和 Avolio 又对心理资本的概念进行了修订，认为心理资本是指“个体的积极心理

发展状态”，其特点是：(1) 拥有表现和付出必要努力、成功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的自信(自我效能感)；
(2) 对当前和将来的成功做积极归因(乐观)；(3) 坚持目标，为了取得成功，在必要时能够重新选择实现

目标的路线(希望)；(4) 当遇到问题和困境时，能够坚持、很快恢复和采取迂回途径来取得成功”。近年

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大学生的心理资本现状，研究发现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学业成就呈显著正相关，并能

显著预测大学生学业成就水平(吴双双，2013)。何昭红(2011)发现大学生心理资本与总体心理健康呈极显

著相关,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大学生心理资本对心理健康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因此，

研究心理资本的影响因素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自我同一性(identity)最早由 Erikson (1968)提出来。Erikson 从多个方面来解释同一性概念，赋予其丰

富的内涵。总之，自我同一性是个体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对自己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的主观感觉和体

验，以及他人所知觉到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个体将自我整合成有机整体，是青少年时期的核心问题，探

索“我是谁”，确立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并对未来的发展做出思考。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发现对自我同

一性和心理资本的直接研究，但发现自我同一性高的个体，更加自信和乐观，相信自己能完成好任务，

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吴静，2012)，而乐观、希望、自我效能感是心理资本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更深入

的探索。并根据以往研究做出假设自我同一性能正向预测心理资本。 
领悟社会支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是指个体对家人、朋友、同事或者其它集体、团体所提供的物质

或精神方面的帮助的直接感受。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关系密切(王可，2015)。邓伟，向纯，

李得春(2013)发现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受到社会支持的影响。而目前还没有文献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

探索。因此基于已有文献本研究作出如下假设。假设一，自我同一性与心理资本显著正相关；假设二，自我

同一性和社会支持对心理资本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假设三，社会支持中介自我同一性对心理资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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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被试及施测程序 

选取河南省郑州市某高校大学生发放施测问卷，在课堂上集体施测。测试前，告知被试指导语及注

意事项、隐私保护，当场收回，最后收回有效问卷 453 份，男生 197 名，女生 256 名。被试年龄在 16 到

29 岁之间，均值 20.81，标准差 2.29。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同一性问卷(The Self-Identity Questionnaire)中文版 
问卷由加藤厚(1983)编制，张日异(1989)修订。量表包括三个维度，分别是过去的危机、现在的自我

投入、将来的自我投入，共 12 个项目，使用李克特 7 级评分，从−3 到 3，数字越大表示对该项目的描述

越符合。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13。 

2.2.2.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Questionnaire) 
选用 Zimet (1987)年编制，姜乾金(2001)修订的中文版领悟社会支持量表。量表包括三个维度，分别

为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共 12 个项目。使用李克特 7 级评分，从−3 到 3，数字越大表示对该

项目的描述越符合。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7。 

2.2.3. 大学生心理资本量表(Positive Capital Questionnaire, PCQ-16) 
该量表选取宋洪峰修订的心理资本量表(PCQ-16)——大学生心理资本量表(宋洪峰，茅天玮，2012)。

量表包括四个维度，分别是希望，乐观，自我效能感和韧性。共 16 个项目，使用李克特 7 级评分，从−3
到 3，数字越大表示被试对该项目的描述越符合。在本研究中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 

2.3. 数据处理 

使用 SPSS22.0 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3. 结果 

3.1. 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社会支持与心理资本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呈现了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和的描述统计结果。结果显示，大学生的自我

同一性总分的平均值为 1.10、社会支持的平均水平为 1.42，心理资本的总分平均水平为 1.13，表明大学

生的自我同一性、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3.2. 自我同一性、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的相关分析 

对自我同一性、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自我同一性及过去的危机、现在自

我投入、将来自我投入等维度与社会支持显著正相关，自我同一性及过去的危机、现在自我投入、将来

自我投入等维度与心理资本及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希望、坚韧、乐观、自我效能感显著正相关，社会支

持与心理资本及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希望、坚韧、乐观、自我效能感显著正相关(见表 2)。 

3.3. 自我同一性和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在心理资本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3.3.1. 自我同一性和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对心理资本的回归分析 
以心理资本总分标准分为结果变量，自我同一性标准分和社会支持标准分为预测变量，采用逐步

进入法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我同一性和社会支持依次进入回归方程，两个回归模型均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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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elf-identity,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表 1. 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社会支持与心理资本的描述性统计 

 N Min Max M SD 

自我同一性 453 −0.75 2.75 1.10 9.33 

过去的危机 453 −1.5 3 0.90 3.92 

现在自我投入 453 −3 3 1.22 4.53 

将来自我投入 453 −1.75 3 1.19 3.13 

社会支持 453 −3 5.4 1.42 12.54 

心理资本 453 −1.94 4.88 1.13 15.17 

希望 453 −3 3 0.93 4.69 

韧性 453 −3 3 1.18 4.33 

乐观 453 −3 3 1.25 4.83 

自我效能感 453 −3 3 1.16 4.87 

 
Table 2. Correlation with self-identity,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表 2. 自我同一性与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的相关分析(r 值)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自我同一性总分          

2.过去的危机 0.80**         

3.现在自我投入 0.85** 0.48**        

4.将来自我投入 0.76** 0.44** 0.49**       

5.社会支持 0.39** 0.26** 0.37** 0.31**      

6.心理资本 0.58** 0.31** 0.58** 0.50** 0.51**     

7.希望 0.49** 0.22** 0.54** 0.42** 0.40** 0.85**    

8.韧性 0.52** 0.34** 0.47** 0.45** 0.44** 0.84** 0.65**   

9.乐观 0.42** 0.22** 0.46** 0.31** 0.41** 0.80** 0.55** 0.58**  

10.自我效能感 0.45** 0.25** 0.41** 0.43** 0.40** 0.77** 0.54** 0.51** 0.43** 

注：**p < 0.01。 
 
著[F(1, 451) = 228.403, p = 0.000; F(2, 450) = 168.755, p = 0.000]，自我同一性可解释心理资本 33.5%的

方差，而增加社会支持后，可解释方差的比例增加到 43.6%。进一步对各回归系数检验，两者的回归

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β = 0.451, t = 11.636, p = 0.000; β = 0.330, t = 8.530, p = 0.000)。 

3.3.2. 社会支持在自我同一性和心理资本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心理资本标准分为因变量，以社会支持标准分为中介变量，以自我同一性标准分为自变量，用逐

步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自我同一性、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一步：作自我同一性对生

命意义感的回归分析，得到路径系数 c；第二步：作自我同一性对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得到路径系数 a；
第三步：加入社会支持，作社会支持和自我同一性对心理资本的回归分析，分别得到路径系数 b 和 c’。
结果表明(表 3)，在第一步的回归分析中，自我同一性对心理资本有着正向预测作用；在第二步的回归分

析中，自我同一性对社会支持有着正向预测作用；第三步将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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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社会支持对心理资本影响的基础上，自我同一性仍能正向预测心理资本。回归系数的减少(从 0.615
下降到 0.451)，表明疏离感在羞怯和生命意义感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使用 Bias-Corrected Bootstrap 程序对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陈瑞，2013)。首先采用重

复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原始数据(n = 453)中抽取 5000 个 Bootstrap 的样本，然后根据这些样本拟合自我同一

性经心理资本到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模型，生成并保存 5000 个相应的中介效应的估计值，形成抽样分

布，选取其中第 2.5% (LLCI)和第 97.5% (ULCI)作为其中介效应 95%的置信区间，见表 4，如果此置信区

间内不包括，则表明该中介效应统计显著。使用 Bias-Corrected Bootstrap 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

示：自我同一性到生命意义感的直接效应的 95%置信区间为[0.4114, 0.6402]，而自我同一性到生命意义

感的间接效应的 95%置信区间为[0.6085, 0.8559]，说明该中介效应统计显著。自我同一性对生命意义感

的直接效应为 0.7322，间接效应为 0.21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0.98%，这说明心理资本部分中介自我

同一性和生命意义的关系。 

4. 讨论 

4.1. 自我同一性、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的相关关系 

本研究首先分析了自我同一性、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的相关关系。自我同一性的各维度过去的危机、

现在自我投入、将来的自我投入及自我同一性的总分与领悟社会支持显著正相关；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资

本总分及各维度乐观、希望、韧性、自我效能感显著正相关；自我同一性总分及各维度与心理资本总分及

各维度显著正相关。这与我们的假设一致。自我同一性得分越高，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越容易获得周围

人的支持，领悟社会支持得分也越高；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越容易感受到来自家人、朋友及其他人的

帮助和支持，培养成积极的心理状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则高自我同一性有助于提升心理资本。 
本研究通过 Bootstrap 程序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发现：社会支持在自我同一性和心理资本之

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且社会支持起部分中介作用。自我同一性对心理资本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并能

够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影响心理资本。这可能是自我同一性高的个体感受到自己是不同于他人的独立的个

体；对自我的感受是连续统一的，即现在的我是由过去的我发展而来的，未来的我由现在的我决定；对 
 
Table 3.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elf-identity,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表 3. 以心理资本为因变量(自我同一性、社会支持为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n = 452)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 
系数(β) 标准误(SE) t 值 P 值 

自我同一性 0.451 0.063 11.636 0.000 0.451 

社会支持 0.330 0.063 8.530 0.000 0.330 

 
Table 4. .The mediation analysi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self-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表 4. 社会支持在自我同一性和心理资本间的中介 

步骤 因变量 自变量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β) R2 t值 

1 (路径c) 心理资本 自我同一性 0.615 0.336 5.53** 

2 (路径a) 社会支持 自我同一性 0.391 0.153 9.03** 

3 (路径b) 心理资本 社会支持 0.330 0.335 8.53** 

（路径c’）  自我同一性 0.451  11.636** 

注：**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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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认识与社会对其的认识相一致，能够被社会承认。比如青少年对学习、工作有很清楚的规划，并

且结合自己的爱好符合实际，那么大家就会认同他的想法，对他进行物质上、精神上的支持，进而更加

自信、乐观，对未来充满信心，勇敢的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所以自我水平高的个体了解自己，明白适合

自己的东西，在其追求的路上感受到别人的支持，更能坚持自己的目标不放弃，相信自己能成功。 
本研究的结果，即自我同一性能够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心理资本，该结果对于干预大学生心理资本进

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具有实际指导作用。低自我同一性的个体可以通过提升领悟社会支持水平来增加心

理资本。他们可以通过获得家人、朋友及他人的支持对未来充满信心，对事情保持乐观态度，自信面对

一切。因此，自我同一性低的个体也能体验到较多的心理资本。 

4.2.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在自我同一性和心理资本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由于直接研究三者的关系的

文献并不多，因此本研究关注自我同一性、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三者的关系，构建了社会支持在自我同

一性疏离感在羞怯和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三个变量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并且对三者

关系的研究进行了补充。但是本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取样范围有限，只选取了一所高校

的学生作为样本，未做到随机取样且样本数量偏少。未来的研究可在大范围内随机抽样是样本更具代表

性，进行全面分析。然后研究方法有待补充。本研究只采用文献法和问卷法进行研究，之后可用访谈和

个案研究对自我同一性、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和探究。 

5. 结论 

1) 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和心理资本显著正相关； 
2) 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社会支持对心理资本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3) 社会支持在自我同一性和心理资本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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