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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童年生活经历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对5911名被试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 在
控制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社会经济地位的条件下，童年生活经历显著正向预测生活满意

度；2) 童年生活经历通过挣钱动机的中介作用预测生活满意度；3) 挣钱动机的中介作用受到敬畏感的

调节。具体来说，相对于低敬畏感的被试，高敬畏感的被试的挣钱动机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更大。

研究结果有助于转化不利的童年生活经历为优势，从而提升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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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childhood and its mechanism, 5911 participants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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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hoo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ed life satisfaction under 
the control of age, gender,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 level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2) life expe-
rience in childhood predicted life satisfaction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otives for making 
money; 3) The mediating role of earning motivation is moderated by the sense of awe. Specifically, 
compared with the participants with low sense of awe, the motives for making money are a greater 
predictor of life satisfaction for the participants with high sense of awe. This study is helpful to 
transform unfavorable childhood life experiences into an advantage, thus improving lif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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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活满意度作为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范畴，业已得到了广泛的研究(李莹，2013；宋瑞，2021；
Joshanloo, Sirgy, & Park, 2018)。国外两位学者 Shin 和 Johnson (1978)第一次提出了生活满意度的概念，他

们普遍认为人类的生活满意程度是指个体按照自己设定的标准对自己以往生活品质所作出的一种主观情

绪感受和认识评估判断，是内心中幸福感的重要表现和构造。近年来，我国有学者提出生活满意度指的

是对本人生活质量的主观体验，是一种对自身生活各方面的“理想状态”与“现实状况”之间差距的主

观认知和评价(张俊杰，汪海彬，姚本先，2009)。 
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有很多，大量的研究探讨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学

者周佳惠(2019)的研究表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这类研究结

果普遍认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然而，这些研究主要是从成年人的主观经济

地位出发而进行探讨，很少有研究从童年时期的经济体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究。 
已有研究表明，童年经历对个体成年的情绪、态度、行为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林丽华，甘明星，郭治

斌，张本钰，江琴，2020；季善玲，王惠萍，2018；张紫薇等，2019)。Frijters 等(2014)的研究发现，童

年的生活经历可以显著预测成年后的生活满意度等身心健康指标。有研究(庄文婷，李彦欣，姜涛，汤晶，

2020)发现，大学生的自杀意念与童年时期负性生活事件呈正相关。但是，大多数研究关注童年的“不幸”

经历，如父母离异、酗酒、被疏离等，很少有研究将童年生活经历侧重于童年的“缺钱”经历。那么，

个体的童年“缺钱”经历是如何影响当下的生活满意度的？本研究将重点放在童年时期个体主观社会经

济地位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探索其作用机制，以期丰富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并

为提升个体生活满意度提供理论依据。 

2. 童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满意度 

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主要是指个体所拥有的经济特征(物质财富)与非经济特征

(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名望等)，并据此指标划分出其在社会群体中的阶层地位(Bradley & Corwyn, 2002; 
Hackman & Farah, 2009)。它具体可分为客观社会经济地位(O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OSS)和主观社

会经济地位(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SS)。之后根据 Quon 和 McGrath 的划分方法，按年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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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童年期、青少年期、成年期主或客观社会经济地位(Quon & McGrath, 2014)，年龄的细分有助于研

究者们更好地探究各阶段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的不同层面影响。目前大多数研究聚焦于成年期的客观社

会经济地位，本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童年期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关于童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研究普遍认为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显著影响生

活满意度(Makriyianis et al., 2019)。有大量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与认知和行为结果息息相关。Boylan
等人(2020)发现，童年时期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中年炎症有显著影响，且其中的心理资源(如：生活目

标、乐观主义、责任心)是早期生活对炎症的影响的重要调节因素。 
在心理–社会机制下，研究者发现社会比较理论(Singh-Manoux, Adler, & Marmot, 2003)适用于童年时

期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日后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社会比较理论认为，自我和他人之间的资源比较带

来的压力可能损害心理健康，同时造成对生活的不满意(Anderson, Hildreth, & Howland, 2015)。 
由此我们认为，童年时期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也会影响日后的生活满意度，并提出假设 H1：童年主

观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 

3. 挣钱动机的中介作用 

动机是个体选择目标的原因(Locke & Latham, 1990)。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童年时期的家庭经济状况

会影响个体的挣钱动机，童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较好的个体为了维持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被认为有较

高的挣钱动机。孟莉(2012)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的成就动机具有一定的正向预测作用，即社会经济

地位越高的个体努力进取，追求卓越的动机越强。 
那么挣钱动机如何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呢？Robak 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来帮助别人、感到安全、

为自己自豪等挣钱动机，预示着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研究者(Zhao et al., 2020)发现挣钱动机与

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并在货币的工具/毒药理论(tool/drug theory)框架下给出解释，即货币会像药物

一样给人即时的回报。 
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H2：童年生活经历通过挣钱动机的中介作用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 

4. 敬畏感的调节作用 

学者将敬畏感定义为当我们面对那些广阔的、浩大的、超出当前理解范围的事物时所产生的复杂情

绪体验(Keltner & Haidt, 2003)。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挣钱从而消费的终极目

标。在消费过程中，品牌标识、产品本身、传播作品、代言人、其他消费者，以及消费体验的过程，都

可能引致敬畏(叶巍岭，周欣悦，黄蓉，2018)。在消费学领域中，现有研究发现在启动敬畏感后，他们将

更偏好体验性消费而不是活动物质产品，并且体验到更高的生活满意度(Tian & Lu, 2015)。 
从敬畏感的心理原型理论来说，唤醒人们敬畏感之后，消费者会随着集体意识的增加而减少对个人

得失的关注，把注意力转向更大的环境，实现自我超越，从而使生活满意度得到提升(Claire & Vassilis, 
2016)。同时，Anderson 等人(2018)的研究发现大自然等具有治愈的作用，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其作用机制也可由敬畏感来解释。 
由此提出假设 H3：敬畏感调节童年生活经历通过挣钱动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后半路径，相对于低敬

畏感的参与者，高敬畏感的参与者挣钱动机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更大。并提出假设模型(图 1)。 

5. 方法 

5.1. 研究对象 

研究包括来自不同城市的 5947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数量为 5911 份，其中男性 2819 人(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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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of this study 
图 1. 本研究假设模型 

 
女性 3015 人(51%)，缺失数据 77 人(1.3%)。参与者的婚姻状况如下：3955 人(66.9%)已婚，1713 人(29%)
单身，141 人(2.4%)离婚，其余 102 人(1.7%)的数据缺失。 

所有参与者完成了一项综合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满意度、挣钱动机、敬畏感量表的问卷，其

中还包含一些人口学变量，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并告知所有参与者本问卷的目的仅

用于研究。 

5.2. 测量工具 

5.2.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 
本研究采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中的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分量表(Griskevicius et al., 2011a; Griskevi-

cius et al., 2011b)。该量表共含有三个题目，代表题目如：与我中小学的同学相比，我家里还算富裕。均

为童年时感知到的家庭经济状况，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量表，相加得到总分，总得分越高表示童年时感

知到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α系数为 0.87。 

5.2.2. 生活满意度量表 
该生活满意度量表由五个项目组成(Diener et al., 1985)，如：我对我的生活感到满意。采用李克特七

点量表，总得分越高表示生活满意度越高。该量表在以往的一些研究中信效度良好(欧阳益等，2009)。在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α系数为 0.85。 

5.2.3. 挣钱动机量表 
Srivastava 等人于 2001 年(Srivastava et al., 2001)编制了的挣钱动机量表(Motives for Making Money 

Scale, MMMS)，Landry 等人后于 2016 年进一步验证了 MMMS，并确立了该量表的三个维度：基本动机、

自我整合动机、非整合动机(Landry, 2016)。共三十个条目，要求参与者说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些

陈述，采用李克特七点计分量表，从 1 (完全同意)到 7 (完全不同意)，更高的得分意味着赚钱的动机更强。

该量表在以往的一些研究中信效度良好(Zhao et al., 2020)。本研究中，该量表整体的 α系数为 0.90。 

5.2.4. 敬畏感量表 
采用国内学者修订的特质性敬畏情绪量表(Dispositional Positive Emotion Scales, DPES)测量个体敬畏

感。该量表共有 6 个项目，每个项目均为七点计分。如：我感觉到美无处不在、我几乎每天都会感到惊

奇。得分越高表示敬畏感越高。该量表在以往的一些研究中信效度良好(李双双，2021)。在本研究中，该

量表的 α系数为 0.79。 

6. 结果 

6.1. 共同方法检验偏差 

由于本研究所有数据都通过问卷收集，因而需要对研究中涉及到的变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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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最大公因子解释总变异量的 16.46%，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6.2. 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中所有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结果见表 1。从表中可知，童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挣钱动机存在

中低程度的相关(r = 0.17, p < 0.01)；童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敬畏感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r = 0.24, p < 
0.01)；童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满意度存在中等程度相关(r = 0.27, p < 0.01)；挣钱动机与敬畏感存

在中等程度的相关(r = 0.32, p < 0.01)；挣钱动机与生活满意度存在中低程度的相关(r = 0.18, p < 0.01)；敬

畏感与生活满意度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r = 0.34, p < 0.0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measured variables (n = 5911) 
表 1. 所测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n = 5911) 

 M SD 1 2 3 4 5 6 7 8 

1. 年龄 35.19 10.67 1        

2. 性别 1.52 0.50 - 1       

3. 婚姻状况 1.35 0.55 - - 1      

4. 文化程度 3.78 1.26 - - - 1     

5. 童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2.04 1.17 −0.14** 0.02 0.08** 0.17** 1    

6. 挣钱动机 4.60 0.85 −0.09** 0.03* 0.06** 0.04** 0.17** 1   

7. 敬畏感 4.21 1.15 −0.03* −0.02 0.02 0.11** 0.24** 0.32** 1  

8. 生活满意度 4.05 1.32 0.10** 0.01 −0.09** 0.11** 0.27** 0.18** 0.34** 1 

注：未婚 = 1，已婚 = 2；男 = 1，女 = 2。**p < 0.01; *p < 0.05。 

6.3. 童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所有数据，以 SPSS26.0 为统计软件，分析挣钱动机在童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生活满意度中

的中介作用以及敬畏感的对挣钱动机对生活满意度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以童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为自变

量(X)，挣钱动机为中介变量(M)，敬畏感为调节变量(W)，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Y)，并控制年龄、性别、

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采用 PROCESS 插件 model14 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童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正

向预测生活满意度(β = 0.21, t = 12.99, p < 0.001, 95% CI [0.17, 0.24])，挣钱动机在童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对生活满意度的模型下中介效应显著(β = .09, t = 3.94, p< 0.001, 95% CI [0.04, 0.13])，挣钱动机与敬畏感的

交互项显著(β = 0.07, t = 4.21, p < 0.001, 95% CI [0.03, 0.10])。(见表 2) 
为了更清楚地解释挣钱动机与敬畏感交互效应的实质，将挣钱动机按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分出高、

低分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并绘制了简单效应分析图(图 2)。结果表明，对于低分组即敬畏感较低的被试，

挣钱动机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预测不显著(Bsimple = 0.01, t = .45, p = 0.66, 95% CI [−0.04, 0.07])；对于高分

组即敬畏感较高的被试，挣钱动机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预测显著(Bsimple = 0.16, t = 5.77, p < 0.001, 95% CI 
[0.11, 0.22]; Bsimple = 0.01 增强为 Bsimple = 0.16)。 

综合来看，童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挣钱动机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的过程受到敬畏感的调节。

对于低敬畏感的被试，童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挣钱动机对生活满意度的间接效应 index = 0.00, Boot 
SE = 0.00, 95%的置信区间为[−0.01, 0.01]；对于高敬畏感的被试，该间接效应由不显著变得显著，index = 
0.02, Boot SE = 0.01, 95%的置信区间为[0.01,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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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of childhood life experiences on life satisfaction 
表 2. 童年生活经历对生活满意度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β t p 95% CI 

童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0.21 12.99 0.00 [0.17, 0.24] 

敬畏感 0.31 18.32 0.00 [0.28, 0.34] 

挣钱动机 0.09 3.94 0.00 [0.04, 0.13] 

挣钱动机 × 敬畏感 0.07 4.21 0.00 [0.03, 0.10] 

R2 0.03 

F 139.68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we on motives for making money and life satisfaction 
图 2. 敬畏感在挣钱动机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调节作用图 
 

7. 讨论 

7.1. 理论启发 

本研究揭示了童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一方面阐明了童年主观社

会经济地位“怎样起作用”，即通过挣钱动机的中介作用影响到生活满意度；另一方面剖析了“何时作

用更大”，即这一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受到敬畏感的调节，相对于低敬畏感的参与者，高敬畏感参与者

的挣钱动机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更大。研究结果对从童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角度提升生活满意度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本研究验证了童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对于童年主观社会经济地

位高的个体来说，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普遍更高。该结果同以往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的研究相一致(Makriyianis et al., 2019)。其次，本研究结果也验证了挣钱动机的作用。正如前言所述，有

不少研究发现童年的经历对日后的动机有显著的影响，但很少有研究将重点聚焦于“钱财”，即研究童

年的缺钱的经历对日后挣钱动机的影响。为此，本研究将挣钱动机作为中介变量展开讨论，发现童年主

观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挣钱动机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总的来说，挣钱动机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具有积极

作用，即挣钱动机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这与我们的固有思维有所不同，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4177


段羽佳 等 
 

 

DOI: 10.12677/ap.2022.124177 1489 心理学进展 
 

挣钱动机，从谈钱伤感情到谈钱成为对美满生活的追求。最后，敬畏感作为一种具有积极效价的自我超

越的情绪，无论是对集体还是个人都至关重要。有研究者提出，敬畏感缺乏是当下较为突出的现象，缺

乏敬畏之心会造成对自己内心欲望的不断放纵。只有在高敬畏感的情况下，挣钱动机才可以显著正向预

测生活满意度，意味着高挣钱动机配合着高敬畏感才能提升生活满意度。对低敬畏感的个体来说，即使

挣钱动机较高，对自身价值感的实现带来的生活满意度、幸福感也较低。Hu，Yang，Jing 和 Nguyen (2018)
认为可能是因为敬畏感使个体的精神性增加(spirituality)，因而减少了物质主义消费，从而提升生活满意

度。总的来说，可看到敬畏感作为一种自我超越的情绪(俞诗怡，2019)，可以说敬畏感在消费领域也具有

引导理性消费和提高消费者幸福感的积极意义。 

7.2. 实践意义 

2021 年 2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我国的脱贫成绩举世

瞩目，社会的各方各面无一不彰显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成千上万的被帮扶对象脱贫致富，一改

从前的“苦日子”，社会经济地位得到极大改善。但是，在人民的生活条件发生天翻地覆的同时，人民

的生活满意度是不是真的显著改善呢？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与探讨。 
本文的研究结果指出，童年时期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会显著影响成年后的生活满意度，即意味着，

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民生活满意度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成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童年时期的社会经

济地位可能根植于内心深处，并对未来的生活产生深刻且持续的影响。这指导着我们在大力发展经济的

同时，也要关注人民早期贫困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关于如何减弱童年较差的社会经济地位

对日后生活满意度的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也给出了一定的指导性建议。研究发现，童年时期的社会经

济地位通过影响挣钱动机而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且该路径受到敬畏感的调节。在实践过程中，政策

制定者可以从激发人民积极的挣钱动机、提升人民的敬畏感这两方面入手，全方面改善贫困所带来的不

良影响，比如转化不利的童年经历作为日后努力的动机等。本次研究为扶贫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抓手，有

利于实现全面脱贫、思想上脱贫。 

7.3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首先，本研究将童年生活经济偏向于新的侧重点，丰富了

童年经历对日后心理、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有利于更完整地理解童年经历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其次，本研究将敬畏感作为挣钱动机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调节变量，表明动机对行为的影响受到个人特

质的调节，使得研究更加严谨、更具有普适性。此外，本研究对于从童年经历入手，提高个体生活满意

度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即可以通过丰富对个体财富观、价值观等的教育改变自身的挣钱动机，从而

扭转从“谈钱伤感情、挣钱为了炫耀”到“挣钱以实现人生价值、提高生活满意度”的局面。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些有趣且显著的发现，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是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地方。

本研究虽然样本量很大，但是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变量，而本研究是一个横断面研究，且在

考察童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是回溯式采集，可能会由于回溯时间的跨度较大与负性回避等原因，造成

与真实情况有所偏差。未来的研究条件如果允许的话，可以尝试采用纵向追踪研究的方法，多阶段多变

量地采集数据，以提高研究结果的生态效度。或者改变对童年早期社会经济地位测量的方式，如进行间

接回忆或是内隐设计的方式，减弱负性回避等原因带来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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