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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work 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n mobile phone de-
pendence among office workers. Methods: A survey of 253 office workers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Work Stress Questionnaire, the Psychological Elasticity Scale, and the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Questionnaire. Results: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in work stress,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marginal difference in psychological elasticity among office workers with differ-
ent relationships. 2)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work stress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r = 0.289, p < 0.0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r = −0.158, p < 0.05). 3) Psychological 
elasticity plays a regulating role in work stress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Conclusion: Psy-
chological elasticity can alleviate the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behavior of office workers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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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工作压力和心理弹性对上班族手机依赖的影响。方法：采用《工作压力问卷》、《心理弹性

量表》、《手机依赖问卷》，对253名上班族进行调查。结果：1) 工作压力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不

同恋爱状况的上班族其心理弹性存在边缘性显著差异。2) 工作压力和手机依赖显著正相关(r = 0.289, p 
< 0.01)，心理弹性和手机依赖显著负相关(r = −0.158, p < 0.05)。3) 心理弹性在工作压力和手机依赖中

起调节作用。结论：心理弹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上班族手机依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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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智能手机作为一种新兴媒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特别是智能手机的

移动便捷性、功能多样性及成本低廉的特点，更是逐渐取代了其他多媒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

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民数量达 8.54 亿；其中，手机网民数量达 8.47 亿，占整体网民的 99.1%，网

民中手机网民数量占比由 2016 年的 95.1%提高到 99.1% [1]。由此可知，手机几乎已成为网民上网必备工

具。同时，手机对于上班族来说更是不可或缺，他们获取信息、沟通交流、娱乐放松都在极大程度上依

赖手机。此外，日益增长的工作压力，让上班族白天上班，晚上熬夜刷手机已成常态，在他们看来，这

是释放工作压力的一种有效途径。然而，可以预想的是，熬夜刷手机带来的精神不振，导致第二天工作

效率低下，反而产生更多的压力，又转而使其更加依赖手机，长此以往的恶性循环，会不断地加重上班

族手机依赖情况。手机依赖(mobile phone dependence)，又称手机成瘾(mobile phone addiction)，或手机问

题性使用(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是指不恰当或手机过度使用行为。贺金波等人研究发现，手机

依赖在全世界范围都很普遍[2]；并且手机依赖还在不断加深[3]。手机的广泛使用虽然给人们带来很多生

活上的便利，但过度的手机依赖，会对个体的学习工作、人际关系和身心健康等方面产生严重的不良影

响；刘庆奇研究表明手机依赖会严重影响睡眠质量[4]，师建国指出严重者甚至还会形成“手机依赖综合

征”，临床表现为焦虑、抑郁、恐惧，还伴随头疼、头晕、眼睛干涩等躯体症状[5]；精神病学专家称，

手机依赖或将成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非药物依赖类型之一[6]。 
国家社会的快速发展，对现代人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上班族感受到了越来越重的工作压力[7]，

童志祥等从压力消解理论来探析游戏成瘾机理与干预，当个体感到压力较重不能承受时，可能会通过物

质滥用、暴力、成瘾、逃避现实等过度行为缓解、逃避压力[8]。因此，移动便捷、功能丰富的智能手机

成为上班族逃避现实、减轻压力的首要工具。据此，本研究假设，工作压力正向预测上班族的手机依赖

倾向。 
心理弹性(也称为心理韧性)，最早在物理学中提出，指物体受力时回弹，后引入到心理学中，指个体

面对外界压力时的心理应激反应[9]。心理弹性理论认为，个体在面对外界压力时，心理弹性就像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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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压力的弹簧，可以通过自身心理的弹性调整，从而保证自己的心理状况良好[10]。研究发现，心理弹

性水平越高的个体，能越好地调整自己，缓解压力带来的消极影响[11]，此外，心理弹性可以负向预测手

机依赖[12]。据此可以推测，上班族工作压力显著正向预测手机依赖，心理弹性在其中起到一定作用。综

上，本研究拟通过问卷调查法，对上班族工作压力及手机依赖进行调查，考察其心理弹性在工作压力与

手机依赖间的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法对上班族进行问卷调查得到有效问卷 237 份。年龄在 19~30 岁之间(M = 24.95; SD = 
1.848)，男生 114 人(48.1%)，女生 123 人(51.9%)。正在恋爱的有 132 人(55.7%，男生 60 名，女生 70 名)，
没有恋爱的人有 105 人(44.3%，男生 54 名，女生 51 名)。 

2.2. 研究工具 

2.2.1. 手机依赖问卷(Mobile Phone Addiction Scale, MPAS) 
采用熊婕编制的手机依赖问卷，共 15 道题目，由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安慰和心境改变 4 个维

度组成[13]。采用 5 点计分(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计算所有题项平均分，分值越高，表示手

机依赖程度越重，该量表信效度较高。实际测试中，该量表 α系数为 0.927。 

2.2.2. 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采用于肖楠和张建新修订的 Connor-Davidson 心理弹性量表，共 24 道题目，由坚韧、自强、乐观 3

个维度组成[14]。5 点计分(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计算所有题项平均分，分值越高，心理弹

性越强，该量表信效度较高。实际测试中，该量表的 α系数为 0.956。 

2.2.3. 工作压力问卷(Occupational Stress Indicator (OSI)) 
采用 Cooper 等编制(1997) Occupational Stress Indicator (OSI)工作压力问卷，共计算 13 道题目，由工

作量、认同感、薪酬福利 3 个维度组成[15]。5 点计分(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计算所有题项

平均分，分值越高，工作压力越大，该量表信效度较高。实际测试中，该量表的 α系数为 0.825。 

2.3. 施测方法 

以问卷星的方式在网络上进行随机发放，在发放量表之前采用统一指导语，发放问卷时均采取匿名

方式，经过筛查，共收到 237 份有效问卷。 

2.4. 数据处理 

使用 SPSS22.0 进行数据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21 个，而且第

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5.122%，小于 40%的临界标准[16]，表明本次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不同人口学特征和问卷得分情况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见表 1。男性在工作压力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t = 3.588, p < 0.001)，在恋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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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手机依赖在性别和恋爱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心理弹性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但

在恋爱情况上，恋爱组的心理弹性得分边缘显著高于未恋爱组(t = −1.925, p = 0.055)。 
 
Table 1.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work stress, mental resilience and cell phone addiction among office workers  
表 1. 上班族工作压力、心理弹性和手机依赖的人口学差异 

 
工作压力 手机依赖 心理弹性 

M ± SD t p M ± SD t p M ± SD t p 

性别          

男性组 3.182 ± 0.654 
3.588*** 0.000 

2.912 ± 0.964 
1.361 0.175 

3.627 ± 0.74 
0.854 0.394 

女性组 2.884 ± 0.626 2.759 ± 0.756 3.545 ± 0.71 

恋爱          

恋爱组 2.995 ± 0.76 
0.896 0.371 

2.762 ± 0.904 
1.145 0.158 

3.665 ± 0.761 
−1.925 0.055* 

无恋爱组 3.068 ± 0.495 2.922 ± 0.81 3.485 ± 0.665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表同。 

3.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在本研究中，控制性别和恋爱之后的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工作压力和手机依赖显著正相关(r = 
0.289, p < 0.01)，心理弹性和手机依赖显著负相关(r = −0.158, p < 0.05)，各变量的相关矩阵、平均数及标

准差如表 2 所示。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job stress, cell phone addiction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表 2. 工作压力、手机依赖与心理弹性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1 工作压力 1   

2 手机依赖 0.289** 1  

3 心理弹性 0.099 −0.158* 1 

M 3.027 2.833 3.585 

SD 0.656 0.866 0.724 

3.4. 调节作用检验 

根据调节变量的检验方法，为了控制无关人口学变量对目标变量的影响，对人口学变量进行虚拟化

赋值后作为控制变量强制加入模型，再把变量依次加入回归模型，在控制性别和恋爱的条件下分析心理

弹性在工作压力和手机依赖中的调节作用，首先将自变量(工作压力)和调节变量(心理弹性)做中心化处

理，目的是降低回归模型中变量的共线性问题。其次，将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相乘得到交互项，本研究自

变量和调节变量均为连续变量，使用层次回归分析；进入方程顺序，一层为性别和恋爱变量，二层为性

别、恋爱、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三层为性别、恋爱、自变量、调节变量和交互项，随后比较决定系数

R2
2的变化情况是否显著，若显著高于前者，则调节效应显著。具体结果见表 3。 

结果显示，工作压力显著正向预测手机依赖(模型 3，β = 0.336，p < 0.001)，心理弹性显著负向预测

手机依赖(模型 3，β = −0.296，p < 0.001)，工作压力和心理弹性的交互作用显著负向预策手机依赖(模型

3，β = −0.320，p < 0.001)，说明工作压力对手机依赖的影响受到了心理弹性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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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A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gul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表 3. 心理弹性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变量名称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β t β t β t 

控制变量 
性别 −0.083 −1.282 −0.024 −0.389 0.033 0.536 

恋爱 −0.087 −1.138 −0.049 −0.799 −0.019 −0.315 

自变量 工作压力   0.314 4.967*** 0.336 5.574*** 

调节变量 心理弹性   −0.189 −3.039** −0.296 −4.721*** 

交互项 工作压力*心理弹性     −0.320 −5.084*** 

ΔR2  0.015  0.117  0.087  

R2  0.015  0.132  0.220  

F  1.825  8.834***  12.994***  

4.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上班族的工作压力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男性的工作压力感比女性强烈，

这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有一定的原因，因为有很多人(包括男性自己)都认为男性的工资水平

应该比女性的要高，这导致了问卷当中关于薪酬维度的题目男性的回答普遍觉得工资低，而社会要求女

性则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至于薪酬则不那么看重，因此，在工作上，男性感觉到的压力感可能更重；

此外，在谈恋爱的人感受到的心理弹性水平更高，这可能与埃里克森人格发展八阶段有关，本次研究选

取的对象年龄基本都处在二十多岁，正处在人格发展八阶段的成年早期，面临孤独与亲密的冲突，有恋

爱对象的小青年可以在生活中互相倾诉，互相支持，而无恋爱组的青年会感受到父母的催婚，周围有对

象的人的压力，会在除工作之外的生活中感受到更多的孤独，自然导致心理弹性水平的降低，但由于样

本量的原因，致使心理弹性在恋爱上的差异是边缘性显著。手机依赖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均无显著差异，

这与董柯等人研究结果一致[17]。 
研究结果显示，上班族工作压力显著正向预测手机依赖，上班族白天上班面临各种各样的事物，身

心疲惫，下完班回到家就是想躺在沙发上或是床上不想动弹，此时，手机这种功能丰富的便捷型工具排

上用场，加上现在手机一网连天下，上班族可以躺着娱乐、视听和信息收集，导致了更大程度上的手机

依赖。 
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弹性在上班族工作压力与手机依赖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心理弹性水平

越强的人其手机依赖程度越低，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吴喆在研究中指出手机依赖能较为明显地被心理

弹性负向预测[18]。心理弹性如同一个弹簧，在个体应对压力、挫折、创伤等消极事件时起着重要的作用，

心理弹性水平如果下降，必然会削弱个体对外界压力的自我调节能力，最终只能通过手机依赖等方式宣

泄出来，因此，在缓解上班族工作压力的同时，也要采用一些辅导手段来促进个体心理弹性水平的提升，

通过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减弱手机依赖的程度。 

5. 结论 

1) 工作压力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恋爱状况的上班族其心理弹性存在边缘性显著差异； 
2) 工作压力和手机依赖显著正相关，心理弹性和手机依赖显著负相关； 
3) 心理弹性在工作压力和手机依赖之间起调节作用，心理弹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上班族手机依

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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