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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对利他行为影响的中介作用模型。测量方法：使用人际反应

量表、心理资本量表、大学生利他行为量表和亲社会动机量表对205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
利他行为、心理资本、共情、亲社会动机两两显著正相关(p < 0.01)；2) 共情在心理资本与利他行为之

间的中介效应显著；3) 亲社会动机在心理资本和利他行为之间的起到完全中介作用；4) 共情、亲社会

动机在心理资本与利他行为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结论：心理资本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利他行为，且

心理资本能够通过共情、亲社会动机间接影响个体的利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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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altruistic behavior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athy and prosocial motivation. Methods: A sample of 205 college students was sur-
veyed by interpersonal response scal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 altruistic behavior scale and 
prosocial motivation scale. Results: 1)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ltruistic beha-
vior, psychological capital, empathy and prosocial motivation (p < 0.01). 2) Empathy has a signifi-
cant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altruistic behavior; 3) Prosocial motiva-
tion plays a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altruistic behavior; 4) 
Empathy and prosocial motivation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altruistic behaviors.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capital can positively predict altruistic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can indirectly affect individual altruistic behavior through 
empathy and prosocial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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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ur)被视为亲社会行为的最高境界，以结果取向为主的学者将其定义为对他

人有益但是对自己没有好处甚至会损害自己的利益的行为(Trivers, 1971)；以动机为导向的学者强调利他

行为是个体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不期望得到被帮助者的回报的行为(Bar-Tal, Raviv, & Shavit, 1981)。综合

来看，利他行为是指个体自发形成的，以帮助他人为目的，且不求回报对他人有利的行为。利他行为不

仅有助于他人获益，更能促进施助者的自我发展，提高主观幸福感，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郑
显亮，王亚芹，2017；郑显亮，赵薇，2015)。利他行为弱化无疑会导致群体凝聚力下降、个体社会责任

感缺失等不良现象。青年一代作为祖国的未来，利他观念的提升我们应当着重关注，探究利他行为的影

响因素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综合以往研究，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来看，

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等宏观因素决定了利他行为的实质(乐国安，2013)；个人特质、生活经历等微观因素

也影响着利他行为的表现(李露，王敬群，叶宝娟，雷希，郑清，2018；郑清，2017；郑显亮，赵薇，2015)。
本文通过个人特质的视角，试图探究心理资本与大学生利他行为的关系及其中间机制。 

心理资本作为一种积极心理品质，近年来引起学者广泛关注。Luthans，Youssef 和 Avolio (2007b)认
为心理资本是个体积极心理能量和动力的集合体，将其界定为自我效能感(或自信)，希望，乐观和韧性四

种能力。这四种能力与人格特质密切关联，既具有长期稳定性，又具有状态可开发性，能够提高个体积

极认知和行为倾向的心理状态，有研究发现乐观的人会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情绪和自我效能感，有助于促

进利他行为(Myers, 2012)；坚毅特质水平高的个体会努力使自己维持一种积极乐观、努力上进的认知、

情感状态，这些状态有助于激发助人动机(蒋怀滨等，2016)。心理资本作为四个因子的集合，对个体的作

用效果会更好(Luthans, Avolio, Avey, & Norman, 2007a)。近几年，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心理资本能够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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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个体的利他行为(邵洁，胡军生，2018；汪韵迪，2017；李敏，周明洁，2017)。本文在此基础上又进

一步探究了心理资本与利他行为之间的中介机制。 
共情–利他假说认为一个人的共情(empathy)水平越高，他做出利他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Batson & 

Shaw, 1991)，这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丁凤琴，陆朝晖，2016；李文辉，李婵，沈悦，但菲，2015)。
同时，还有研究发现共情与亲社会行为拥有共同的神经机制，即脑部内侧前额叶皮层 MPFC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区域在共情以及亲社会行为产生的过程中均起着重要的作用(Rameson, Morelli, & Lie-
berman, 2012)。可见，共情与利他行为密切关联。共情是个体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产生与他人一致的情

感体验的能力(岳童，黄希庭，2016)，大多学者认为共情的产生是一个自动过程，然而，最近有学者提出

尽管共情是可以自动产生，但是在调节共情体验的过程中，共情动机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Lockwood, 
Ang, Husain, & Crockett, 2017; Meffert, Gazzola, Den Boer, Bartels, & Keysers, 2013)。还有研究发现与团队

外成员相比，团队内成员的求助更容易引发人的共情。因此，如果不经过积极努力，共情可能被限制在

只针对亲近的人身上，而对非亲近人员产生共情的可能性很小(Gutsell & Inzlicht, 2012)。这些证据说明个

体共情的唤醒需要个体的积极努力，由此可以推测，心理资本作为一种积极心理能力，其水平高的个体

能够表现出更多的共情唤醒。基于以上所述，提出本研究的假设 1：共情在心理资本与利他行为之间起

到中介作用。 
社会责任规范理论认为，具有高亲社会动机的个体具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规范意识和互惠美德

(Berkowitz, 1972)。Batson (1987)将亲社会动机定义为想让别人获得好处，不求回报地为他人付出的愿望。

实证研究也发现，亲社会动机能够积极预测利他行为(李露等, 2018；Aydinli, Bender, Chasiotis, Cemalcilar, 
& Van, 2014; Aydinli-Karakulak, Bender, Chong, & Yue, 2016)。然而，不求回报地为他人付出不仅需要助

人者克服利己的自然冲动，还需要消耗助人者的时间、精力等，个体在克服这些自然冲动的过程被称为

自我控制，根据自我控制资源理论(Baumeister, Heatherton, & Tice, 1994)可知，一个人的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个体资源匮乏则容易导致自我控制失败，不利于亲社会动机的产生。而心理资本作为四种积极品质

的集合体，其水平高的个体能够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情绪，开阔的心胸或积极的态度能够建立持久的个人

资源(Fredrickson & Branigan, 2005; Fredrickson & Losada, 2005)。由此可推测，心理资本水平高的个体更

容易克服利己观念，产生亲社会动机。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2：心理资本通过提高亲社动机增加利

他行为，亲社会动机的中介效应显著。 
亲社会动机是建立在共情关怀的基础上的。共情能力高的个体能够更好的领悟到他人的情绪情感，

更可能想要帮助他人，激发个体产生亲社会动机，由此可知，共情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动机(李露

等，2018)。基于以上所述，提出本研究假设 3：心理资本能够通过共情、亲社会动机显著预测利他行

为。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通过随机抽样法，对230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有效问卷有205份，男生70人(占总体33.7%)，
女生 135 人(占总体 66.3%)。平均年龄为 19.40 ± 1.576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C) 
IRI-C 是由台湾学者詹志禹(1987)年修订而成。该量表共有 22 个项目，分为观点采择，想象力，共

情性关心和个人痛苦 4 个维度。本研究中该量表采用李克特 7 点分数计分，从“1 = 非常不符合”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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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符合”。其中有 5 个题目为反向计分，最终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共情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06。 

2.2.2. 大学生利他行为量表 
大学生利他行为量表是由李艳芳(2008)编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 0.873，共有 22 个题目，本

研究采用 7 点计分，从“1 = 非常不符合”到“7 = 非常符合”，最终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利他行为越多。

包括利他行为责任，尊重和关心他人，关心和关注自己，利他行为表现，利己性行为和观念五个维度。

其中 9 个项目为反省计分。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24。 

2.2.3. 心理资本量表(PPQ) 
心理资本量表是由张阔，张赛和董颖红(2010)编制而成，由自我效能、乐观、希望和韧性四个维度构

成，共 26 个项目，采用 7 点计分，从“1 = 非常不符合”到“7 = 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心

理资本水平越高。各分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 a 系数分别为 0.902。 

2.2.4. 亲社会动机量表 
参照由 Grant 和 Sumanth (2009)所编制的亲社会动机量表，该量表共有 5 个题目，本研究采用 7 点计

分，从“1 = 非常不符合”到“7 = 非常符合”，最终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亲社会动机越高。量表在国内

的研究中信效度良好(李露等，2018)。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40。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测量法，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根据周浩和龙立荣(2004)的相关的研究，本研究首

先从程序性上进行了控制，采用匿名的方式，并向被试说明数据将绝对保密。然后本研究进行了 Harman
单因素检验，通过 SPSS 将人际反应指针量表、大学生利他行为问卷、亲社会动机量表和积极心理资本

量表中的所有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最终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提取出 16 个，第一个因

素解释的变异量为 20.673%，远小于 40%的临界值。根据以上数据显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

偏差。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如表 1 所示，利他行为、心理资本、共情和亲社会动机四者之间显著正相关。 
 
Table 1. Variables are described statistically and correlated (n = 205) 
表 1.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性(n = 205) 

 M ± SD 亲社会动机 利他行为 共情 心理资本 

亲社会动机 25.848 ± 5.814 1    

利他行为 106.476 ± 14.539 0.623** 1   

共情 87.809 ± 17.943 0.258** 0.380** 1  

心理资本 120.761 ± 20.890 0.490** 0.393** 0.251** 1 

注：M 为平均数，SD 为标准差，**p < 0.01，*p < 0.05，下同。 

3.3. 共情与亲社会动机分别在心理资本与利他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介绍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别对共情、亲社会动机在心理资本与利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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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首先利用 SPSS19.0 软件将数据进行去中心化处理，转换为 Z 分数，然后采用

逐步回归方法，依次检验，并同时检验多重共线性。自变量的容差大于 0.759，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

于 1.317，由此可知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根据表 2 数据可知，C1，A1，B1 路径系数

均呈显著性(p < 0.01)，且 C1'也显著。因此，共情在心理资本与利他行为之间的起不完全中介作用，该中

介效应占总效应值的比例为 90.616%。假设 1 得到验证。根据表 3 数据可知，C2，A2，B2 路径系数均呈

显著性(p < 0.01)，但 C1'不显著。因此，亲社会动机在心理资本与利他行为之间的起完全中介作用。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empathy (n = 205) 
表 2. 共情的中介效应检验(n = 205)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下限 上限 t 

C1 利他行为 心理资本 0.392 0.153 36.808** 0.393 0.265 0.521 6.607** 

A2 共情 心理资本 0.380 0.145 34.315** 0.382 0.253 0.510 5.858* 

B3 利他行为 共情 0.489 0.239 34.315** 0.303 0.192 0.443 4.754** 

C1  心理资本    0.318 0.232 0.518 4.996**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rosocial motivation (n = 205)  
表 3. 亲社会动机的中介效应检验(n = 205)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下限 上限 t 

C2 利他行为 心理资本 0.392 0.153 36.808** 0.393 0.265 0.521 6.607** 

A2 共情 心理资本 0.491 0.241 64.430** 0.461 0.348 0.574 8.027** 

B2 利他行为 亲社会动机 0.629 0.395 66.066** 0.604 0.471 0.736 8.991** 

C2  心理资本    0.115 −0.009 0.239 1.826 

3.4. 心理资本对利他行为影响：共情和亲社会动机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利用 SPSS20 将数据进行去中心化处理，转换为 Z 分数，然后参考方杰，温忠麟，张敏强和孙

配贞(2014)的多重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使用 Mplus7.4 软件分析共情和亲社会动机的多重中介作用。该模

型的自由估计参数数目与数据点相等，因此该模型属于充分识别模型。使用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方法(重
复取样 1000 次)，对该多重中介作用模型的分析结果如表 2。结果显示，共情在心理资本与利他行为之间

的中介效应值为 0.057 (p < 0.05)，置信区间为[0.014, 0.116]，中介作用显著；亲社会动机在心理资本与利

他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 0.240 (p < 0.01)，置信区间为[0.161, 0.351]，中介作用显著；心理资本通过共

情、亲社会动机对利他行为影响路径的中介效应值为 0.019 (p > 0.05)，置信区间为[0.003, 0.059]，该路径

中介作用不显著；总中介效应显著，值为 0.315 (p < 0.01)，置信区间为[0.204, 0.467]；该模型中，心理资

本对利他行为影响的直接路径的效应值 0.078 (p > 0.05)，区间为[−0.092, 0.255]，包含 0，直接效应不显

著，因此共情与亲社会动机在心理资本对利他行为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4. 讨论 

4.1. 心理资本对利他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对大学生利他行为有显著积极影响(见表 4 和图 1)，即心理资本水平越高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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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越倾向做出利他行为，该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邵洁，胡军生，2018；Myers, 2012)。利他行为产

生的重要条件包含认知上的判断，人们在实施利他行为之前要经过认知决策加工，自我对自身的整体状

态的认知评估会影响利他行为(李文辉等，2015)。如果一个人对自身整体状态的具有较好的认知评估，则

他在面对他人寻求帮助的情况下，更有可能会施以援手。尽管心理资本对利他行为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

但是相关研究还是较为丰富的。例如心理资本能够显著预测具有利他特点的组织公民行为(任皓，陈启山，

温忠粦，叶宝娟，苗静宇，2014)。 
 
Table 4. A chain mediated test of empathy and prosocial motivation (n = 205) 
表 4. 共情和亲社会动机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n = 205) 

 回归方程 
估计值 

95%的置信区间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下限 上限 

c' 利他行为 心理资本 0.078 −0.092 0.255 

b1 利他行为 共情 0.228** 0.107 0.359 

b2 利他行为 亲社会动机 0.561** 0.388 0.761 

a1 共情 心理资本 0.249** 0.048 0.403 

a2 亲社会动机 心理资本 0.427** 0.287 0.543 

d1 亲社会动机 共情 0.133* 0.017 0.220 

a1b1 (心理资本–共情–利他行为)   0.057* 0.014 0.116 

a2b2 (心理资本–亲社会动机–利他行为)   0.240** 0.161 0.351 

a1d1b2 (心理资本–共情–亲社会动机–利他行为)   0.019 0.003 0.059 

a1b1 + a2b2 + a1d1b2 (总间接效应)   0.315** 0.204 0.467 

a1b1 + a2b2 + a1d1b2 + c' (总效应)   0.393** 0.192 0.653 
 

 
Figure 1. Chained mediation model diagram 
图 1. 链式中介模型图 

4.2. 共情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心理资本既能够直接正向预测利他行为，又能够通过共情间接正向影响利他行为。这

表明，心理资本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共情能力，进而增加利他行为；同时也表明，心理资本与共情是密

切关联的。从积极心理学角度来看，这可能是由于心理资本水平高的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更加积极主

动，在参与不同的实践活动和人际交往过程中，积累丰富的经验，逐渐提高对他人情绪情感的觉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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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我控制资源模型的角度来看，心理资本为个体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心理资源，为唤起个体共情提供了

能量基础。以往有研究发现共情高的个体所得到的社会支持也较多，这有助于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感(郑
显亮，赵薇，2015)，也有研究发现医护人员的共情疲劳与心理资本之间的关联(郑宇姝，张琳琳，2017)，
因此共情与心理资本这两者之间的影响理应是相互的，但目前几乎还没有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考察

心理资本对共情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心理资本对共情的影响及其中间机制。 

4.3. 亲社会动机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亲社会动机在心理资本与利他行为之间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这表明，心理资本通过

影响个体的亲社会动机，进而影响利他行为。有研究发现，亲社会动机能够促进个体参加志愿活动

(Aydinli-Karakulak, Bender, Chong, & Yue, 2016)。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即便在没有亲社会动机下，也可

能做出利他行为，例如，研究发现，一个自恋的人选择亲社会行为的动机是为了寻求得到赞赏与关注

(Konrath, Ho & Zarins, 2016)。还有研究发现，助人行为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动机系统相互作用决定的：

外显性的和内隐性的，即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外显性亲社会动机对自发帮助他人行为的影响受内隐性

亲社会动机的影响，只有当内隐性亲社会动机水平较高时，助人行为才增加。而且，当高内隐动机和高

外显动机同时出现时，助人行为才会更高(Aydinli, Bender, Chasiotis, Cemalcilar, & Van, 2014)。因此，未

来研究需要在区分外显亲社会动机和内隐亲社会动机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利他行为。 

4.4. 共情和亲社会动机的链式中介效应 

共情与亲社会动机的链式中介效应的研究是对共情对利他行为及共情与亲社会动机研究的拓展和整

合。同时，更加全面的揭示了心理资本对利他行为影响的中间作用机制。本研究结果支持了共情与亲社

会动机在心理资本与利他行为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这不仅表明，心理资本能够通过提高共情和亲社

会动机来增加个体的利他行为，还表明亲社会动机在共情与利他之间也起到一定中介作用。李露(2018)
等人在研究中也发现亲社会动机在共情与利他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此外，有学者认为，共情更依赖于

受助者的个人特征，如上文中所述，人们更容易对自己关系亲密或组内成员产生共情。相比之下，亲社

会动机是更为稳定的个人特征，代表了一种相当普遍且无其它意图的帮助他人的需求，这种特征与许多

不同类型的亲社会行为有关，也适用于陌生人(Eisenberg, Vanschyndel, & Spinrad, 2016)。本研究在数据结

果上也支持了这个观点，在对利他行为影响的路径中(见表 3)，亲社会动机对利他行为影响的路径系数(b2 
= 0.561)约是共情的(b1 = 0.228)两倍多。因此，相对于共情，亲社会动机在心理资本与利他行为间的中介

效应更为显著。 

5. 结论 

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所得数据结果支持了大学生的积极心理资

本水平通过共情与亲社会动机影响着个人的利他行为。因此，提高大学生的积极心理资本，有助于提高

青年一代的社会责任意识，增加利他行为，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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