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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loneliness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ear of missing out. Methods: The general feeling of power scale, UCLA loneliness scale and the fear 
of missing out scale were used to survey 600 subjects. Results: Power and loneliness are negative-
ly correlated (r = −0.481, P < 0.01), power is also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ear of missing out (r = 
−0.229, P < 0.01), lonelines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ear of missing out (r = 0.225, P < 
0.01). Path analysis showed that fear of missing out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sense of power and loneliness (β = 0.035; Bootstrap 95% CI = −0.065 - −0.012; P = 0.004). Conclu-
sion: The fear of missing out played a part in mediating the effect of power on lone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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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权力感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以及错失恐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一般权力感量表、

UCLA孤独量表及错失恐惧量表，对600名被试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权力感与孤独感呈负相关(r = −0.481, 
P < 0.01)，与错失恐惧也呈负相关(r = −0.229, P < 0.01)，孤独感与错失恐惧呈正相关(r = 0.225,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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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路径分析表明错失恐惧在权力感和孤独感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β = 0.035; Bootstrap 95% CI = 
−0.065~−0.012; P = 0.004)。结论：错失恐惧在权力感对孤独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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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权力感被定义为个体感知到的自己控制或影响另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能力(韦庆旺&俞国良，2009；
Anderson et al., 2012)。因此，一个人的权力感是在他与另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关系中形成与存在的

(Copeland, 1994)。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存在两个主要维度：一个是与他人之间亲近、接纳和关联的程度，

这通常被称为“交流”维度。另一个是对他人有多少影响和控制，这通常被称为“权力”维度(Moskowitz, 
1994)。许多研究把个体的自我认知集中在交流维度上，很少有研究沿着权力维度来研究这些自我认知。

但权力感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自我认知倾向，对人类的社会功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孤独感是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被认为是在个体实际的社会交往水平与自己期待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时产生。从关系的交流维度来看，已有研究表明，同伴接纳、关系质量、社会支持等都和孤独感有显著的

负相关(俞国良，辛自强，&罗晓路，2000；刘红&王洪礼，2009；孙晓军等，2010；韦耀阳，2005)。而

从关系的权力维度出发，以往研究表明，拥有权力的人会更多地体验到社会距离(Magee & Smith, 2013)。
这是否意味着高权力的个体会因为缺乏人际联系而体验到更多的孤独感呢？古人曾吟咏出“高处不胜寒”

的诗句，似乎也在暗示权力与孤独之间是存在关联的。 
错失恐惧是指因担心错失他人的新奇经历或正性事件而产生的一种弥散性焦虑(Vaughn, 2012)。错失

恐惧广泛存在于线上和线下情景中，且对人们的一系列心理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柴唤友等，2018)。有研

究者从自我调节的视角出发，将错失恐惧看作是个体自我调节受阻的表现(Przybylski et al., 2013)。而依据

自我决定理论的基本观点，有效的自我调节依赖于三种基本心理需要(自主需要、胜任需要和关系需要)
的满足(Deci & Ryan, 1985)。因此，当自身的基本心理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个体就会出现自我调节受阻，

即错失恐惧。而权力感作为一种对自我的积极体验，可以代表一种基本需要都得到了满足的状态，因此

有可能负向预测错失恐惧。前人的研究也发现，错失恐惧与抑郁、孤独感等消极情绪显著正相关(Alt, 2016; 
Oberst et al., 2017)。由此，有理由认为权力感可以通过错失恐惧影响个体的孤独感水平。 

目前，国内还没有研究直接考察权力与孤独的关系。因此我们试图探究权力感与孤独感的关系及错失

恐惧在权力感和孤独感间的中介作用，为降低个体的孤独感，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可行的干预措施。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问卷星设立线上链接，共计 207 人参与填写，同时在重庆市某所大学内随机发放问卷 400 份，收

回有效问卷 576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95%。其中男生 273 人，女生 303 人。所有参与者年龄在 16~55 岁

之间，平均年龄为 23.53 ± 6.5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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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权力感量表  
使用 Anderson 等人(2012)编制的一般权力感量表中文版。该量表在国内已经得到广泛应用。量表共

包含 8 个题项，如“我能让他人听从我的话”。采用 7 点评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权力感越高。在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为 0.76。 

2.2.2. UCLA 孤独量表 
使用 Russell 等人编制的 UCLA 孤独量表中文版(汪向东等，1999)，用于测量个体对社会交往的期望

与现实水平产生差距时引发的孤独感。量表共包含 20 个题项，采用 4 点评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孤独

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为 0.88。 

2.2.3. 错失恐惧量表 
使用 Przybylski 等人编制的错失恐惧量表中文版(魏祺，2018)。该量表在国外已经得到广泛应用。量

表共包含 10 个题项，如“我担心别人比我有更多有益的经历”。采用 5 点评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有越

高的错失恐惧水平。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为 0.85。 

2.3. 研究方法与统计方法 

除线上调查外，大部分问卷由研究者在校园内随机发放，按统一的指导语向被试做出说明，由被试

自主填写，所有问卷均现场收回。运用 Amos21.0 软件在权力感、孤独感和错失恐惧之间建立结构方程模

型，检验孤独感在权力感和错失恐惧之间的中介效应。所有统计检验均为双尾，显著性水平为 P < 0.05。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描述统计如表 1 所示，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权力感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与错失恐惧也呈

显著负相关，孤独感与错失恐惧呈显著正相关。详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variables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M ± SD 1 2 3 

1. 权力感 36.56 ± 6.48 —   

2. 孤独感 42.63 ± 9.08 −0.481** —  

3. 错失恐惧 23.82 ± 7.57 −0.229** 0.225** —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为控制由潜变量的多个项目造成的膨胀测量误差，采用平衡取向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对所测项目进行

打包处理(Parceling) (卞冉等，2007)，把负荷最高的几个项目放到各个项目小组中作为锚定项目，然后按

照反方向依次加入次高项目进行平衡，打包后的观测变量以每个包裹内项目的平均分代替。接着进行模

型的估计。 

3.3. 对整体模型的估计 

采用 Amos21.0 构建权力感直接影响错失恐惧，以及孤独感在权力感对错失恐惧的影响中起的中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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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整体模型，并对整体模型进行了相应的参数估计。结果显示，CMIN\DF = 3.148，IFI = 0.974，CFI = 
0.974，NFI = 0.963，TLI = 0.964，RMSEA = 0.061，SRMSEA = 0.028，AGFI = 0.942，表示模型拟合良

好。路径系数见图 1。 
 

 
Figure 1. Overall relational model 
图 1. 整体的关系模型  

3.4. 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 

采用重复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原始数据(N = 576)中抽取 5000 个 Bootstrap 样本，采用偏差矫正的

Bootstrap 程序，检验模型中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见，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65~−0.012，说明中介效应存在；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

−0.605~−0.442，说明孤独感在权力感与孤独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Table 2. Bootstrap analysis of intermediate effect test 
表 2. 中介效应检验的 Bootstrap 分析 

 路径 Β (标准化) Bootstrap 95% CI p 

权力感 
→孤独感 

总效应 0.565 −0.639~−0.484 0.000 

直接效应 0.531 −0.605~−0.442 0.000 

间接效应 0.035 −0.065~−0.012 0.004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权力感和孤独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权力感与孤独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即个

体的权力感水平越高，其体验到的孤独感水平越低。这一结果与国外学者的研究达成了一致(Waytz et al., 
2015)。Keltner 等人(2003)认为，高权力者生活在充满奖赏的环境中，并拥有更多的机会。权力的接近/
抑制理论认为，权力的提升会激活“行为接近系统(behavioral approach system, BIS)”(Gray, 1990)，而 BAS
会触发对奖励的优先注意，引起积极的情绪感受、自动化认知和冒险行为。相反，权力的缺乏总与惩罚、

限制和威胁相伴，会激活“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BIS)”(Gray & McNaughton, 2000)，
而这个系统发挥着警报器的作用，会抑制持续性的行为，唤起警惕，并带来消极的情绪感受。孤独感源

于对人际关系的不满或人际关系缺陷，是一种会使个体感到痛苦的主观情绪性体验(Fitts et al., 2009)。所

以，当个体感知到自己没有权力感时，其行为抑制系统会得到激活，进而诱发了消极的孤独感。 
本研究首次发现，权力感与错失恐惧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即个体权力感越低，越可能体验到更多

的错失恐惧。错失恐惧在 2013 年由 Przybylski 等人首次提出，国内的相关研究还寥寥无几。整合国外的

研究结果可以发现，错失恐惧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个体行为和个体特征两个方面，而这两者都是通过影响

错失恐惧

权力感 孤独感

0.13

−0.53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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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需要的满足状况来对错失恐惧产生影响(柴唤友等，2018)。从权力的内涵来看，权力本质上是一个人

际的概念，具有结构变量的含义，有权力的人通过提供或不提供资源对他人进行控制(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研究者认为，个体有三种基本的心理需要：自主需要、胜任需要和关系需要(Deci & Ryan, 
1985)。而高权力者因为其对资源的占有，有更多的机会去满足上诉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从而减少由心

理需要缺失带来的错失恐惧。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权力感不仅可以直接预测孤独感，还可以通过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孤

独感。以往关于错失恐惧的研究就发现，在个体行为或特质与个体的认知或感受之间，错失恐惧发挥着

重要的中介作用(柴唤友等，2018)。自我调节是指个体针对自己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做计划和周期性调整，

以期达到个人目标(Zimmerman, 1989)。错失恐惧者在情感层面上始终处于一种弥散性的焦虑之中，在认

知层面上强烈期待跟进他人所做之事(而非自己所做之事)，在行为层面上则常常伴随一些非适应性的社交

媒体使用行为，总而言之与目标实现的过程相背离。因此，可以将错失恐惧等同于自我调节功能失调。

权力的情境聚焦理论认为，权力导致由关键目标、结构的优先级驱动的情境性行为。在认知层面，高权

力者更具灵活性，更会选择性地使用处理策略，而这些策略聚焦于愿望、可得性和目标，而忽略了不相

关的目标(Guinote, 2017)。这种处理风格可以更好地保证个人目标的实现，减少自我调节功能的失调，进

而让个体更少体验到诸如孤独感这类消极情绪。 

5. 结论 

1) 权力感与孤独感存在显著负相关。 
2) 权力感与错失恐惧存在显著负相关。 
3) 错失恐惧在权力感与孤独感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卞冉, 车宏生, 阳辉(2007). 项目组合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应用. 心理科学进展, 15(3), 567-576. 

柴唤友, 牛更枫, 褚晓伟, 等(2018). 项错失恐惧: 我又错过了什么? 心理科学进展, 26(3), 527-537. 

刘红, 王洪礼(2009). 209 名小学儿童的孤独感与友谊质量、同伴接纳的关系.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3(1), 44-47. 

孙晓军, 周宗奎, 汪颖, 等(2010). 农村留守儿童的同伴关系和孤独感研究. 心理科学, 33(2), 337-340.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1999).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页 284-286).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韦庆旺, 俞国良(2009). 权力的社会认知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17(6), 1336-1343. 

韦耀阳(2005). 高中生人际信任、社会支持与孤独感关系的研究. 菏泽学院学报, 27(2), 79-82. 

魏祺(2018). 负性情绪与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硕士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俞国良, 辛自强, 罗晓路(2000). 学习不良儿童孤独感、同伴接受性的特点及其与家庭功能的关系. 心理学报, 32(1), 
59-64. 

Alt, D. (2016). Students’ Wellbeing,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Social Media Engagement for Leisure in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Environments. Current Psychology, 37, 128-138.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6-9496-1 

Anderson, C., John, O. P., & Keltner, D. (2012). The Personal Sense of Pow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0, 313-344.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2011.00734.x 

Copeland, J. T. (1994). Prophecies of Power: Motivational Implications of Social Power for Behavioral Confirmation. Jour-
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264-277.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7.2.264 

Deci, E., & Ryan, R. M. (1985).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Human Behavior. US: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1-4899-2271-7 

Fitts, S. D., Sebby, R. A., & Zlokovich, M. S. (2009). Humor Styles as Mediators of the Shyness-Loneliness Relationship.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 369-374. 

Gray, J. A. (1990). Brain Systems That Mediate Both Emotion and Cognition. Cognition & Emotion, 4, 269-288.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2020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6-9496-1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2011.00734.x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7.2.264
https://doi.org/10.1007/978-1-4899-2271-7


蒲三山，史慧颖 
 

 

DOI: 10.12677/ap.2020.102020 161 心理学进展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9008410799 
Gray, J. A., McNaughton, N. (Eds.) (2000). The Neuropsychology of Anxiety: An Enquiry into the Function of the Septo-

Hippocampal System (2nd e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uinote, A. (2017). How Power Affects People: Activating, Wanting, and Goal Seek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8, 

353-381.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010416-044153 
Keltner, D. J., Gruenfeld, D. H., & Anderson, C. (2003). Power,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 

265-284.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10.2.265 
Magee, J. C., & Smith, P. K. (2013). The Social Distance Theory of Powe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7, 

158-186. https://doi.org/10.1177/1088868312472732 
Moskowitz, D. S. (1994). Cross-Situational Generality and the Interpersonal Circumplex.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6, 921-93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6.5.921 
Oberst, U., Wegmann, E., Stodt, B. et al. (2017). Negative Consequences from Heavy Social Networking in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Fear of Missing Out. Journal of Adolescence, 55, 51-60.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16.12.008 

Przybylski, A. K., Murayama, K., DeHaan, C. R. et al. (2013). Motivational,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Fear of 
Missing Ou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9, 1841-1848.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3.02.014 

Vaughn, V.,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2012). A Report from JWT Intelligence. Nuew York: J. Walter Thompson Com-
pany. 

Waytz, A., Chou, E. Y., Magee, J. C. et al. (2015). Not So Lonely at the To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Loneli-
nes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30, 69-78. https://doi.org/10.1016/j.obhdp.2015.06.002 

Zimmerman, B. J. (1989). A Social Cognitive View of Self-Regulated Academic Learn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
ogy, 81, 329-339. https://doi.org/10.1037/0022-0663.81.3.329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2020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9008410799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010416-044153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10.2.265
https://doi.org/10.1177/1088868312472732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6.5.921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16.12.008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3.02.014
https://doi.org/10.1016/j.obhdp.2015.06.002
https://doi.org/10.1037/0022-0663.81.3.329

	The Influence of Power on Lonelines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ear of Missing out
	Abstract
	Keywords
	权力感对孤独感的影响：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权力感量表 
	2.2.2. UCLA孤独量表
	2.2.3. 错失恐惧量表

	2.3. 研究方法与统计方法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3.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3.3. 对整体模型的估计
	3.4. 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

	4. 讨论
	5.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