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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青年主观幸福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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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居住在浙江沿海地区的青年主观幸福感水平。以436个居住在海岛地区的青年为被

试对象，运用访谈与问卷的方法，考查正性情感、负性情感与生活状况、人格因素的关系。分析

与主观幸福感(SWB)相关的因素，得出传统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地域经济的发展以及人

格特点等是影响海岛地区青年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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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整体的主观

评价，通常从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两个相对独立的

维度进行评价⋯。研究揭示主观幸福感受外部事

件、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人格特征的影响"J。Diener

等人的研究认为，人格预定了某种情绪反应，但最

近生活事件和生活环境也对主观幸福感水平产生影

响【3]。研究发现，健康、婚姻、就业和居住环境

等最近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之间成正性相关，即良

性生活事件与正性情感有关，亚性情感与负性情感

有关。这些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人群样本的基础上

的。近几年来，人类对主观幸福感给予了越来越多

的关注，尤其是正性情感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H J。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30年人们生活

水平有了极大的变化，这给人们带来竞争、压力和

挫折等负性情感，也带来愉快、满足等正性情感。

目前我国的情感研究大多是负性情感方面，正性情

感研究相对较少。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内陆和城市

地区，对象以老年人为多，然而我国人口分布主要

在农村和小城镇，且最不稳定的人群是青年，对他

们的研究目前还很少。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以浙

江省内农村青年为研究对象，对该群体的主观幸福

感进行本土化研究。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选取我国东部海岛地区青年436人(男202

人，女234人)，平均年龄25．14岁(最小17岁，

最大38岁)。职业分布为农民12人，渔民lO人，

企事业工人和职员140人，个体4人，在校高中和

专科生29人，管理人员(包括村镇干部)60人，

教师81人，下岗1人，无业99人，其中无业者大

多是农渔村青年，也包括一部分盐民，他们在农忙

和捕鱼期参加生产劳动，但并不认为自己有真正的

工作。文化水平为小学11人，初中68人，高中

205人，大专152人。

·基金项目：浙江社会科学联合会课题(浙江沿海居民生活质量的调查与研究编号04N36)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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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法

(1)自编生活状况调查表，内容包括一般人

口因素和生活满意状况。生活满意状况包括健康状

况、宗教信仰、婚姻恋爱、家庭经济、个人收入、

职业状况、受教育程度、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等，

要求对这些方面的满意情况进行评价，从不满意到

满意分1—3级评分。

(2)要求列出近半年来最烦恼的事和最高兴

的事，来考查正性和负性生活事件量，以回答的事

件数计分。

(3)采用Fazio编制的总体主观幸福感量

表”J，用其中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两个分量表进

行考查，从不满意到满意采取l一5计分。

(4)运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

(EPQ—RSC)，测查E和N人格特征№J。问卷填

写于2004年8月。在一个月间完成。

2结果

2．1量表的信度与效度

对Fazio编制的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去除反

应呈偏态的第22条中A至I共9条，对其余各项

作因子分析，得到概括的4个因子，即负性情感、

正性情感、精神崩溃体验和自我控制的有效性。取

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两个因子的条目来做主观幸福

感水平的调查项目，负性情感由忧虑、焦虑、悲

哀、压抑和烦恼5个条目组成，正性情感由生活兴

趣、愉快、精力和友人相助4个条目组成。因子分

析结果为：特征值大于1．43，累积贡献率为

45．827％；其内部一致性信度为负性情感a=

0．732 3，正性情感a=0．602 6。显示两个分量表

构成的量表效度信度较好。

2．2不同性别正性情感、负性情感水平及其差异

由表1可见，不同性别在负性情感上没有显著

差异，在正性情感上男性的幸福水平显著高于女

性。表明男性比女性幸福。

表1不同性别正性情感、负性情感水平及其差异

‘P<0．05。

2．3不同性别生活满意状况的差异

男性家庭经济、个人收入和居住条件满意度高

于女性(t=3．272，P<0．01；t=4．300，P<

0．001；t=2．412，P<0．05)；生活事件方面女性

负性生活事件高于男性(t=一2．179，P<0．05)，

总体显示男性对生活要比女性满足。

2．4不同性别负性情感、正性情感与生活满意

状况、生活事件、人格的相关性

表2显示：①各因素中相关最为突出的是人格

因素。②一般人口因素和生活满意情况中与负性情

感最为相关的，男性是个人健康和家庭经济，女性

是婚姻恋爱、个人健康和生活环境；与正性情感最

为相关的，男性是个人健康和生活环境；女性是生

活环境和居住条件。可见个人健康、家庭经济和职

业等生计方面因素对男性更有意义，婚姻恋爱和生

活环境等家庭生活方面的因素对女性更有意义。

③生活事件与女性负性情感有着更为明显的关联。

表2不同性别负性情感、正性情感与各因素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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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讨论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在生活中的主观体验，生活

各方面的满意情况与SWB确实有关¨J。人格因素

与SWB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情绪越不稳定，越

易体验到负性情感，外向者更幸福。上述结果与国

外的研究结果颇为一致。川。

近期生活事件对SWB水平有着明显的影响，

但男女反应有明显的差异。相关研究中，女性N

显著高于男性(t=3．425，P<0．01)，N与负性情

感显著相关；男性E显著高于女性(t=2．360，P

<0．05)，E与正性情感显著相关。反映出男性情

绪比女性稳定，对生活事件有着更强的承受性，对

负性事件的感受较小；女性较内向且情绪不稳定，

对正负生活事件体验较深，使她们在SWB的评价

中更明显地反映出情感。此外男性对环境具有更强

的控制感，比女性乐观，也易使他们体会和记忆正

性事件带来的正性情感【8J。因此，人格因素制约

着近期生活事件与SWB的关系，这与已有研究结

论“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多的主观幸福感和满足感”

相一致一】。男性的人格特点可能是导致他们比女

性幸福的因素之一。

关于生活中男性SWB与生计相关、女性与家

庭生活相关的现象，可能与传统的男性从业养家的

观念与生活方式有关。结果中男性的个人收入与家

庭经济满意度均高于女性，其职业情况与正性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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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人们更多的正性体验。然而本研究中无业者以

女性为多，相关研究显示女性平时多待在家里，空

余时间的主要活动就是打麻将和看电视，电视上展

现的精彩的外部世界与海岛相对封闭和单调的环境

对女性有更深刻的负性感受。而男性因为关注于家

庭经济、个人收入，满足于工作中的成就，对业余

休闲的要求相对较低，其负性体验也就较少，相反

男性对生活环境有比女性更多的正性体验。因此，

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现代化的进程给海岛女性带来的

正性情感不如男性多，改善海岛地区女性的业余生

活方式是提高海岛女性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的重

要方面。

总之，海岛地区青年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传统

的生活观念和方式、地域经济的发展等都有着密切

的联系，不同性别具有明显的差别，人格因素是影

响SWB的重要中间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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