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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terial capital and authenticity. Methods: Totally 185 individuals were selected. And 
they are respectively surveyed with the Material Capital Scale, the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
tus Questionnaire and the Authenticity Scale. Results: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positive pre-
dictability of material capital to authenticity and positive predictability of subjective socioeco-
nomic status to authenticity. Material capital still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ly predictability to au-
thenticity (β value decreased from 0.218 to 0.161) on the basis that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
tus was controlled. Conclusion: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material capital and authen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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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物质资本和个体真实性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在郑州市选取185名被

试，分别使用MacArthur主观社会地位量表、物质资本量表、个体真实性量表对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物质资本以及个体真实性进行测量。结果：物质资本对个体真实性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主观社会经济地

位对个体真实性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在控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真实性影响的基础上，物质资本仍

能正向预测个体真实性(β值从0.218下降到0.161)。结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物质资本和个体真实性

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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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积极心理学运动强调关注个体心理的积极方面，真实性被看作人类的一项基本力量而受到

研究者们的关注。曾细花(2011)指出真实性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无障碍地表现自己的真实自我或核心自我。

以真实性为基础，个体可产生更积极的体验，发展出更积极的人格特质。真实性压抑会导致双重疏离：

与自身内在自我的疏离以及跟他人的疏离。Wood (2008)和 Kernis & Goldman (2005)研究表明真实性与自

尊、主观幸福感等显著相关，真实性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重要作用。因此，越来越多研究开始关注真实

性，以维护个体心理健康。 
物质资本即是指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资形式。Franzese (2007)认为女性的收入低于男性，这使其缺乏充

足的资源维持真实的自我。家庭投资理论认为物质资本丰富的家庭可以给个体提供充足的资源，接触到

外来文化的影响，个体比较独立，敢于挑战父母权威(张文新，王美萍，Fuligni，2006)，曾细花(2012)研
究指出城市孩子个体真实性较高，不会因为害怕父母惩罚而表现出虚假的自我。施展望(2008)指出，经济

困难的个体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会经历多种否定性体验，并且与周围其他人相比，可能会产生消极的

自我认识，认为自己处于劣势地位，自我认识产生偏差。因此，我们预测物质资本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真

实性，但两者之间的中介因素是什么，还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我们认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是其

中关键的变量。 
社会经济地位是个人或一个群体在社会中依据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而被界定的社会位置，常以家庭

经济收入、父母受教育水平以及父母职业作为其客观度量的主要指标(Bradley & Corwyn, 2002)，主观社

会经济地位指个体对自己所处社会阶层的主观认知,即对资源拥有状况的感知(曹中平，黄月胜，2006)，
Greitemeyer 和 Sagioglou (2016)的研究中采用量表测量个体的物质资本，并且证明物质资本与主观社会

经济地位显著正相关。Goodman & Adler (2003)和 Wilkinson (1999)认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更能准确抓住

社会地位中更敏感的方面，其提供的评定信息远远超过客观指标，因而对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认知比

客观指标对健康的影响更大。国外大量研究证实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各年龄段人群的身心健康紧密相

关，陈艳红等(2014)指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自尊水平正相关，而低自尊个体为获得他人的积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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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表现出虚假的自我(Wood, 2008)。施展望(2008)研究表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会损坏个体的自我

系统。家庭压力理论认为家庭经济压力增加心理压力，在教养行为上，父母易出现低温暖关怀，少鼓

励赞扬，个体为了顺从父母要求而隐藏真实的自我。因此，我们预测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个体

真实性。 
查阅已有国内外文献，未有对物质资本、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体真实性三者关系的研究，因此，

本研究用物质资本做预测变量，个体真实性为结果变量，检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是否在物质资本和个体

真实性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三点假设：假设一，物质资本与个体真实性显著正相

关，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真实性显著正相关；假设二，物质资本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真实性

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假设三，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中介物质资本对个体真实性的影响。 

2. 方法 

2.1. 对象 

在河南省郑州市广发问卷，获得有效问卷 185 份，其中，男性 79 名，女性 106 名，被试年龄在 17
岁到 47 岁之间，均值 23.56，标准差 6.164。 

2.2. 研究工具 

2.2.1. 物质资本量表 
量表改编自 Griskevicius (Griskevicius, Delton, Robertson, & Tybur, 2011)，被试针对 4 条陈述表达自己

的赞同程度，1~7 级计分。4 个陈述分别为“我有足够的钱买我想要的东西”，“付账的时候我不需要担

心”，“在我成长过程中，我的家庭有充足的钱”，“相比于学校的其他孩子，我觉得我比较富裕”。

量表信度较高，а = 0.79。 

2.2.2. MacArthur 主观社会地位量表 
十级阶梯量表，让被试选择其家庭的社会阶层处于哪个梯阶。1 是梯子最底层，代表社会地位最低

层，10 是梯子最高层，代表社会地位最高层。 

2.2.3. 个体真实性量表(Authenticity Scale, AS) 
采用 Wood，Linley，Maltby，Baliousis 和 Joseph (2008)编制的真实性量表(AS)来测量真实性。量表

共有 12 个项目，每个维度下包含 4 个项目，自我疏离维度下包括项目如“我不知道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

等；真实的生活维度包含项目如“我在多数情境下都忠实于自己”等；接受外部影响维度下包括项目如

“我经常做别人让我做的事情”等。3 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78 (自我疏离)、0.69 (真实的生

活)和 0.78 (接受外部影响)，各因子间中度相关(rs = 0.44、0.40、0.38)，各样本的重测信度分别从 0.78 到

0.91 不等。全部项目用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Likert7 点量表评定。 

2.3. 施测与数据处理 

测试前，主试通过指导语告知测试目的及注意事项，强调测验不涉及个人隐私，鼓励如实作答。测

验完毕，主试回收问卷，录入数据。所有数据用 SPSS21.0 处理和分析。 

3. 结果 

3.1. 物质资本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体真实性的相关分析 

对物质资本、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真实性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物质资本得分与个体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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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得分显著正相关；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得分与个体真实性得分呈显著正相关；物质资本得分与主观社会

经济地位得分呈显著正相关(表 1)。 

3.2.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物质资本和个体真实性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3.2.1. 物质资本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真实性的回归分析 
以个体真实性总分为结果变量，物质资本得分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得分为预测变量，采用逐步进入

法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物质资本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依次进入回归方程，两个回归模型均显

著[F(1,183) = 9.112, p = 0.003; F(2,182) = 6.763, p = 0.001]，物质资本可以解释个体真实性 4.2%的方差，

而增加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后，可解释的方差比例增加到 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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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253, t = 2.103, p = 0.037; β = 0.570, t = 2.062, p = 0.041) (表 2)。 

3.2.2.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物质资本和个体真实性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个体真实性总分为因变量，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总分为中介变量，以物质资本得分为自变量，用

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物质资本以及个体真实性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作物质资

本对个体真实性的回归分析，得到路径系数 c；然后作物质资本对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回归分析，得到路

径系数 a；之后加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作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物质资本对个体真实性的回归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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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资本对个体真实性有正向预测作用；

在第二步的回归分析中，物质资本对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有着正向预测作用；第三步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这一中介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中，在控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真实性影响的基础上，物质资本仍对个

体真实性有正向预测作用。回归系数的减少(从 0.218 下降到 0.161)，表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物质资本

和个体真实性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运用 SPSS 插件 process procedure 对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陈瑞，2013)。先采用重复

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原始数据(n = 185)中抽取 5000 个 Bootstrap 样本，然后根据这些样本拟合物质资本经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至个体真实性的中介效应模型，生成并保存 5000 个中介效应的估计值，形成一个近似

抽样分布，将这些效应值按数值大小排序，用第 2.5 百分位数(LLCI)和第 97.5 百分位数(ULCI)来估计中

介效应 95%的置信区间。如果中介效应 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0，则说明该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显示：物质资本到个体真实性的直接效应的 95%置信区间为[0.0156, 0.4901]，间接效应的 95%置信

区间为[0.0122, 0.2074]，不包含 0，说明该中介效应统计显著。并且物质资本对个体真实性的直接效应为

0.2529，间接效应为 0.0889，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6.0%，这说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部分中介物质资本与

个体真实性的关系。 

4. 讨论 

4.1. 物质资本、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真实性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与理论假设一致：物质资本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呈显著正相关，这与 Greitemeyer 和

Sagioglou (2016)的研究相一致；物质资本与个体真实性呈显著正相关，这与本研究假设一致，可能是因

为物质资本丰富的个体，接触到的资源丰富，特别是外来文化的影响使其思想独立，敢于挑战权威而不

需隐藏真实自我而顺从他人，因此个体真实性水平较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真实性呈显著正相关，

这与本研究假设一致，可能是因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体由于家庭环境较差，父母教养方式的不

合理，为了顺从父母得到认可，倾向于表现出虚假的自我，因此个体真实性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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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rrelation with material capital,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uthenticity 
表 1. 物质资本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体真实性的相关分析(r 值) 

变量 x ± s 1 2 

物质资本 14.17 ± 3.99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4.34 ± 1.74 0.359**  

个体真实性 41.00 ± 6.26 0.216** 0.218** 

注：**p < 0.01。 
 
Table 2.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aterial capital,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uthenticity 
表 2. 以个体真实性为因变量(物质资本，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为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n =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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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资本 0.570 0.120 2.103 0.037 0.158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0.253 0.276 2.062 0.041 0.161 

 
Table 3. The mediation analysis of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material capital and authenticity 
表 3.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物质资本和个体真实性之间的中介效应 

步骤 因变量 自变量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β) R2 t 值 

1 (路径 c) 个体真实性 物质资本 0.218 0.047 3.019** 

2 (路径 a)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物质资本 0.359 0.129 5.198** 

3 (路径 b) 个体真实性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0.158 0.069 2.062* 

路径 c’  物质资本 0.161  2.103* 

注：**p < 0.01，*p < 0.05。 
 

回归分析发现：物质资本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真实性有正向预测作用，在控制了主观社会经

济地位后，物质资本对个体真实性的正向预测作用仍有统计学意义，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物质资本与个

体真实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物质资本对个体真实性有显著预测作用，并且能够通过主观社会经济

地位间接影响个体真实性。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物质资本匮乏的个体拥有的资源较少，与周围人相比，

主观感知到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而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氛围较差，父母对其情感等方面关注度较少，

形成焦虑回避的不安全依恋，由于不安全依恋者自我模型的消极，倾向于夸大自己的情感以获得更多的

爱与支持，容易掩盖真实的自己(陶塑，何瑾，杨经纶，刘海燕，2012)。另一方面，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

体由于与他人各方面资源的比较而产生失落感，害怕现实，不接受真实的自我；害怕别人看穿自己，总

是戴着“面具”生活，因此真实性水平较低。本研究的结果，物质资本能够通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影

响个体真实性，该结果启示我们，关注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的家庭环境、心理健康，提高其真实性水平

对于促进其人际关系、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4.2. 未来研究方向及不足 

1) 本研究为横断研究，并且样本数量较少，有待于更大样本的纵向研究证实结果。 
2) 未来研究可以选择更多样的样本进行探索并推广结论。 
3) 问卷调查过程中一些无关变量无法控制，例如被试对于量表题目的理解、被试填写量表时受社会

期待的影响等，这有待于进行进一步的访谈和实验研究等，对研究结果的解释进行更深层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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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今后的研究之中可以探索是否还存在其他变量能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一起在物质资本与个体

真实性之间发生更加显著的中介的效应，同时也可以探索其他变量，例如父母教养方式、自尊等是否可

以对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物质资本和个体真实性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调节。 

5. 结论 

1) 物质资本与个体真实性显著正相关，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真实性显著正相关； 
2) 物质资本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真实性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3)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物质资本和个体真实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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