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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development, the personality research has been an important and 
special domain. A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other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and behavior re-
search, personality should get all psychologists’ atten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study, personality psycholog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and profound.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rain science, biological gene technology, basic research 
of personali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eeply;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the personality of applied research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rehensive. We collected 
personality researches literature of the nearly 15 years, attempt to take some thinking and dis-
cussion of the personality research in the new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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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格研究一直是一个重要且独特的领域，人格作为其他心理现象与行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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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重要基础，应该得到所有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随着人格研究的不断发展，人格心理学也变得越来

越纷繁复杂和博大精深，一方面随着脑科学技术、生物基因技术等的发展，人格的基础研究变得越来越

深入；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格的应用研究也变得越来越全面。我们收集整理了近十多年人

格研究的相关文献，试图对新世纪的人格研究进行初步的思考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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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心理学家们对人格关注与研究的热度依然不减，人格的研究也在不断的深入和发

展，比如传统的经典的精神分析理论和特质论在当前的很多研究中仍有应用，行为主义的范式中发展出

了新的社会认知理论，人本主义为现在的跨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生物学和进化论也孕育出了人

格研究的新范式。 
我们认为人格研究的核心在于个体差异，即回答“我们是谁”、“为什么我们与别人既相似又不同”

和“我们如何变得更好”等问题，结合这三个问题，我们对近十多年的文献进行整理分析，主要从以下

三个部分对人格研究新进展进行探讨：人格的类型与评估、人格的生物因素与基因研究以及人格的应用

研究。 

2. 中外文献分析 

2.1. 国内文献分析 

在中国知网的文献检索系统中，以“人格”为文献标题关键词，只选取来源为核心期刊及 CSSCI 期
刊，发表时间为 2000 年至今，结果共检索到文献 7884 篇。为更准确的把握人格领域中，高水平研究的

特征和趋势，我们仅对《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和《心理发展与教育》中的文

献(共计 376 篇)作进一步的分析及参考。 
以文献的发表年代、关键词、及研究者作频次分析，结果如下： 
年代分布的情况见图 1，虽然每年发表的文章数有所起伏，但彼此差异并不明显，说明人格研究在

心理学中是一个较成熟和完善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的频次统计情况见图 2，文献中出现比较多的是“人格特质”、“人格特征”等传统的研究

热点，同时大部分的研究的对象也都集中在“大学生”、“青少年”等群体。 
最后研究者的频次统计情况见图 3，发表文献较多的研究者，基本也是各大心理学研究机构的学科

带头人和旗帜性人物，同时也再次说明进入新世纪后，人格研究仍然是心理学领域的重点和热点。 

2.2. 国外文献分析 

对于国外的研究，使用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出版的《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期刊文献检索工具，选取 SCI 和 SSCI 数据库，以“personality”为文献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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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检索 2000 年以来的文献，共得到 28,176 篇，进一步选取研究方向为心理学得到文献 13,245 篇，

仅占到总文献的一半，这表明在西方，人格是一个被各学科广泛关注的研究点。 
 

 
Figure 1. The year of personality study in Chinese literature 
图 1. 人格研究中文文献年代分布 

 

 
Figure 2. The frequency of key words of personality study in Chi-
nese literature 
图 2. 人格研究中文文献关键词频次分布 

 

 
Figure 3. The frequency of author of personality study in Chinese li-
terature 
图 3. 人格研究中文文献研究者频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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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确细致了解和把握西方心理学界近些年来对人格的研究动态，从一万余篇文献中，仅选取综述

类的文献(443)篇作进一步的分析。以文献的发表年代、主题词及所其发表所在的期刊做简单的频次分析，

结果如下： 
文献年代分布的情况见图 4，西方的情况和国内类似，彼此之间差异不明显，表明在西方人格的心

理研究也是一个成熟且稳定的领域。 
 

 
Figure 4. The year of personality study in English literature 
图 4. 人格研究外文文献年代频分布 

 

从文献的关键词频次统计见图 5，西方的人格研究主要关注是人格理论模型、个体差异、工作表现

和病态人格等，表明西方的研究在注重理论的基础上，也在关注人格的实际应用。 
 

 
Figure 5. The frequency of key words of personality study in English literature 
图 5. 人格研究外文文献关键词频次分布 

 
最后，文献所在的期刊频次统计见图 6，主要有临床心理学、发展与精神病理学、人格与个体差异

等学术杂志，这也再次表明了西方人格研究对应用的强调和关注。 
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发现：近十来年的人格研究中，人格的类型与评估仍然是研究的主流和重点。

但同时，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人格研究中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了生物学研究、基因研究，研究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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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从生物学的角度对人格进行深层次的了解。研究的价值在于走向应用，研究者们也结合理论和实践，

对人格进行了大量的应用研究，因此本文拟从“人格的类型与评估”、“人格的生物因素与基因研究”

和“人格的应用研究”等三个方面对人格研究进行阐述。 
 

 
Figure 6. The frequency o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study in English literature 
图 6. 人格研究外文文献期刊来源频次分布 

3. 人格的类型与评估 

3.1. 人格类型的中国化研究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台湾学者(Yang & Bond, 1990)等就开始进行中国人的人格类型研究，用因素分

析的方法得出了 4~5 个独立的人格维度。进入到新世纪以来，国内对人格类型与测量的研究，主要表现

在研究对象精细化、研究方法深入化等特点。王登峰在杨国枢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的进行研究，确定

中国人人格结构的七个维度，同时编制出了中国人人格量表(王登峰，崔红，2003)。 
另外，还有很多研究者针对特定的群体进行研究，比如大学生人格类型的研究、企业管理者人格类

型的研究、中国领导干部人格类型的研究、戒毒者的人格类型等等。这些研究或采用自编量表或采用成

熟的人格评定量表，对某一特点的人群进行人格类型的研究，得出很多具有现实指导价值的研究结论。 

3.2. MBTI 人格类型量表的应用 

纵观十五年的中文文献发现大量的人格研究中使用了 MBTI 人格类型量表，该量表从最开始的“类

型间差异评估”，发展到“类型内差异评估”，到现在的“个体差异评估”(顾雪英，胡湜，2012)。未来

MBTI 的中国化研究应该进一步的深入拓展 MBTI 的应用，建立起基础人群的 MBTI 人格类型数据库，

同时开展跟踪研究及跨文化研究。 

3.3. 一般人格因素 

一般人格因素由研究者 Musek 提出(Musek, 2007)，是指人格中处于最高层次结构的因素。一般人格

因素被认为是非认知的，在一般人格因素中得分较高的个体具有更好的进化适应性。2010 年一项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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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人格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该研究选取了 212 个样本，144,177 名被试的不同形式大五人格量表

数据，元分析的结果显示了一般人格因素的存在，从结果上看一般人格因素可以解释大五人格中大概 50%
的变异。该元分析中的样本类型众多，其中的大五人格量表类型也非常全面，因此足以说明一般人格因

素的跨样本的普遍性和跨测量的一致性。 
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对一般人格因素提出了质疑，认为一般人格因素是认为制造出来的，反映

的是个体的社会赞许性倾向。另外按照进化的思想，一般人格因素与一般智力因素之间应该具有稳定的

正相关关系，但事实上测得的一般人格因素与一般智力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较低(Dunkel, De Baca, 
Woodley et al., 2014)。 

3.4. 其他国外人格类型及评估的研究 

根据文献分析，国外近些年来对人格类型和测量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人格特质的表现过程及人格评估

的信效度。 
人格过程是指人格特质反映到外在行为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是特质对行为结果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已有的特质研究揭示了该过程主要由人格中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自我控制决定，这些研究对解释人格

结构模型、提高人格测量方法、明确人格干预对象等问题，都有着极大的启发作用(Hampson, 2012)。 
大部分的人格测量中用到的方法都是自我评价，2011 年的一项元分析研究将关于五因素模型人格特

质和行为表现之间的研究收集起来进行整体研究，结果发现进行五因素人格测量时，他人评价比自我评

价的效度更高。同时元分析的结果还显示出与自我评价相比，使用他人评价时，五因素人格特质能更好

的预测个体的行为表现。元分析的整体结果表明，五因素模型特质预测个体表现的效度，比先前研究的

结果要高，同时该研究也强调了人格特质测量的效度非常大的依赖评估的方式(Ohis, Wang, & Mount, 
2011)。 

4. 人格的生物因素与基因研究 

4.1. 人格的生物因素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生物化学技术、认知神经技术及基因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人格的生物学研

究也在不断的向前发展，事件相关电位、功能性核磁共振和基因研究成为新世纪人格领域的热点。 
近些年来，大量的研究表明个体的人格差异有其一定的生物性基础，其根源与大脑结构及功能连结

有关，但这些研究都或多或少的受限于以下两点：1) 被试的小样本化抽样导致的误差；2) 通过组间平均

比较，忽视了被试在大脑结构和功能水平上的个体差异，往往导致较低的统计检验力以及结果的不尽相

同，甚至相互矛盾。 
2010 年，DeYoung 等人利用体素形态学的方法，研究了大五人格的大脑生物基础，结果发现各个维

度与灰质体积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内侧眶额叶皮层与内外向性相关；内侧颞叶、基底神经节、内侧额叶

和中部扣带与神经质相关；颞顶联合脑区与宜人性相关；外侧额叶与宜人性相关；但开放性则没有发现

与其相关的大脑灰质体积区域。该研究探讨了各个人格维度与大脑形态学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反映出人

格各个子维度的大脑特定区域的生物学基础(Deyoung, Hirsh, Shane et al., 2010)。 

4.2. 人格的基因研究 

人格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对于人格中那些基本的且与身体或生理有

关的特质，受遗传的影响较大，如动机和情绪；而较为复杂的特质，诸如兴趣、态度、价值观等，受环

境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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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格的遗传学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研究深度也从主张运用双生子研究、收

养研究等设计数量遗传取向，发展到主张在 DNA 水平上用基因测定的分子遗传取向。分子遗传学取向的

研究从多巴胺、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三种神经递质路径考察了基因与人格的关系。后续的研究中，

应该进一步的整合其它学科的范式，探索基因对人格深层作用机制，并从分子医学的层面探索人格干预。 
国外对于人格的基因研究新进展主要表现在研究假设和研究手段的更新上。过去，在对于人格基因

的高质量研究中，使用同卵和异卵双生子已经很明确的证明了人格的遗传性。当代研究者关注的更多的

是人格遗传性在不同的特质、样本和研究中的可重复性及可靠性。在研究假设上，有研究者认为行为基

因学的原假设并不是“基因或环境对人格的影响为零”，而是“在人格的个体差异中，基因变量并不是

一个独立的机制”。 
一项元分析(Vukasović & Bratko, 2015)对现有的人格遗传研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试图找出实验设计、

人格类型以及性别在遗传中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进入元分析的标准为：人格类型、行为基因实验设计、

自我报告数据、基础统计指标和独立样本。在 134 项研究中，共有 190 个潜在的独立效应量，按标准进

行筛选后还剩余 62 个独立效应量，这其中有超过十万被试参与其中。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R 分析。平

均效应量为 0.4，即人格的个体差异中有 40%来自于基因的影响，60%是由环境的影响所造成的，经过发

表偏见矫正后，结果仍然如此。附加分析表明，在人格–基因估计中，人格类型和性别都不是显著的调

节变量，而实验设计则是一个显著的调节变量(双生子设计 0.47，领养设计 0.22)。 

5. 人格的应用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科技与社会等各方面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市场经济

的繁荣发展，同时关于“人”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因此人格的应用研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

关注。在基础教育领域，儿童青少年人格发展与培养是新世纪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个关键问题。在社

会层面，构建健全人格也是建设和谐社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5.1. 人格与创造力 

心理学者们往往采用人格测量的方式来研究创造性，诸如独立的判断性、自信心、对复杂问题的兴

趣等人格特质可以作为个体创造力的衡量。一项元分析表明(Feist, 1998)，创造力高的人，往往具有“对

新的体验更加开放”、“具有敌意”、“冲动”、“进取心”、“求知欲强”、“不循规蹈矩”等标签，

对高创造力的人进行大五人格测量，其结果也验证了这些标签。 

5.2. 人格与人力资源管理 

在人力资源领域，人格测量发挥着重大的作用。随着本世纪初外资企业进入中国，除了带入先进的

管理技术，同时也推动了人格测验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大量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人格测验在中国企

业人事管理中的应用，并探索和开发适用于中国文化的人格测验。大量的研究者基于工作特性建立了相

应的人格胜任特征模型，这些研究为人事决策提供了科学全面的参考，提升了人事管理的效率(时勘，王

继承，李超平，2002)。另外，一些研究者也进行了人格与职业的实验研究，比如，徐建平等人使用眼动

研究，对个体在职业人格测验中假反应的过程进行了模拟和解释，这些人格相关的研究都推动了人力资

源管理的进步(徐建平，陈基越，张伟等，2015)。 

5.3. 人格与主观幸福感 

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壮大，主观幸福感成为心理学研究中的热点。主观幸福感是对幸福感

的一种自我报告，一般是通过问卷的方式来进行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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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与一些人格特质有着较强的相关。在大五人格因素模型中，神经质得分

较高能预测较低的主观幸福感。较高的开放性、责任性、外倾性和宜人性则预测着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一

项元分析表明，神经质、外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都与主观幸福感各个方面(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快乐，

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显著相关，其中神经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各个方面的预测力最强。积极情绪与外倾

性相关最强；快乐与外倾性和神经质相关；生活满意度与神经质，外倾性，宜人性和责任性相关；生活质

量与神经质，外倾性和责任性相关(Steel, Schmidt, & Shultz, 2008)。另外，还有研究者(张瑞平，李庆安，

2017)考察了人格特质、儒家心理资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发现五种人格特质与儒家心理资产的八

个维度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儒家心理资产维度在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总分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人格研究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于“我们是谁”和“我们与别人

的异同到底有多大”的问题，人格的类型理论和人格评估方法已经能给出较合理的回答；同时人格心理

学与生物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又正在解答“为什么我们与别人既相似又不同”的

问题；而近几年兴起的积极心理学和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的研究，也在回答着“我们如何变得更好”。当

然，现有的研究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还远远不是最终的答案，人格的研究也不仅仅只停留在这四个问题

上，所以我们认为在未来，人格研究还有着更加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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