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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型赛事、峰会陆续在中国举办，对志愿者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不计报酬且自愿”

背景下的公共服务动机逐渐受到高度重视，这对研究公共管理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从人

口统计学变量研究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因素，但鲜有研究涉及积极人格特质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本文着

重研究品格优势这一积极人格特质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公共服务动机对志愿行为的作用，以及公共服务

动机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采用中文长处问卷、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和志愿行为量表对 302 名大学生进行

纵向的问卷调查，运用 SPSS19.0 软件处理和分析有效数据。研究结果显示：（1）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

意志力优势对公共服务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2）亲和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对志愿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3）

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在亲和力优势、意志力优势与志愿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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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无论是亚运会、世博会等大型活动现场，还是社区服务活动项目，随处可见志愿者

的身影。《上海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19）》显示，从 2009 年起，上海志愿者的注册率呈现逐

年递增趋势，2019 年上海实名注册志愿者的注册率达到 18%，比 2018 年上升了 1.4%。同时，

57.0% 的志愿者表示自己不仅会继续参加，并将增加参与时间，39.5% 的志愿者表示会保持现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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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可见，大多数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活动的热情高涨、意愿相对强烈，未来从事志愿服务

的可能性也更大。

事 实 上， 上 述 提 到 的 从 事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的 意 愿 是 一 类 典 型 的 公 共 服 务 动 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简称 PSM）。PSM 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热点议题，关注的是人们从事公共服务是否具有

自利之外的动机。Perry（1990）正式提出了 PSM 的概念［1］，并在 Knoke 和 Wright-Isak（1982）对动

机定义的基础上［2］，发展了 PSM 的理论框架［3］。此后，国内学者针对 PSM 进行了本土化发展，并

指出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PSM 的界定测量、影响因素探究等基础理论方面［4］。其中，Hamidullah

等（2016）研究表明尽责性和宜人性两种人格特质对 PSM 存在影响［5］。该研究更多的是从宽泛的人

格视角进行探讨，而 PSM 是一种利他动机，这种利他的积极动机会受到积极人格的影响。品格优势作

为一组积极人格特质，具有三个特征：一是积极性，品格优势是一种积极人格；二是全球性，品格优

势的研究样本涵盖全球 40 多个国家不同文化、性别、年龄等的人群；三是具体性，最初有 24 种品格

优势，分属六大类核心美德，我国学者段文杰等人立足中国文化背景将品格优势分为亲和力优势、生

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三类［6］。

本研究突破以往从尽责性、宜人性等人格视角探讨 PSM 的影响因素，以段文杰等人划分的品格优

势作为 PSM 的前因、志愿行为作为后果，探讨其是否可以激发志愿行为，丰富了大学生 PSM 的前因及

后果研究。此外，本研究通过实证可得出哪种积极的品格优势（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

更能提升 PSM 和志愿行为，有利于公共服务部门（学校、公职机关、志愿团队）对大学生进行品格优势

的测评和开发，甄选出适合公共服务、志愿服务的人才。

2  研究假设

2.1  大学生品格优势对 PSM 的影响  

Mccullough 和 Synder（2000）认为品格优势是一种可以持续地使一个人的思考和行为有益于其本人

和社会的心理过程或机制［7］。Peterson 和 Seligman（2004）将品格优势定义为一组从个体的认知、情感

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积极特质［8］。同样，Niemiec（2014）指出品格优势是一种能使自己和他人受益的能力，

其性质是积极的，与思维、感觉和行为相类似［9］。可见，心理学家们将品格优势视为能使个人和他人

受益的积极人格特质［10］。由于研究样本在中国，所以本文采用段文杰等人关于品格优势的分类，即品

格优势分为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三类。

亲和力优势指个体善于灵活恰当地把握人际交往中自我和他人的情感、动机，从而给自我和他人带

来积极体验的优势［11］。亲和力优势较强的个体情感细腻，善于换位思考，为他人着想，更注重人与人

之间的联结，与他人、集体融洽相处［12］。已有研究表明 PSM 在概念上强调“个人关注公共利益，并且

激发个人采取相应的行为”［13］。此外，亲和力优势包括善良、爱、宽恕、感恩、团队精神等具体内容。

以“爱”为例，陈军（2019）研究发现和谐、互利互惠的社会的建设需要我们提倡关心他人福祉，把社

会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14］。外在行为的产生源于内在需求，当一个人需要爱、尊重、信任时，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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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相应的外在行为，表现为一些具有责任感、有益的社会服务，即具有利他性质的 PSM［15］。因此，

本文推测高水平的亲和力优势有利于大学生提升 PSM，提出如下假设：

H1a：亲和力优势对 PSM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生命力优势指个体表现出对事物的洞察力和创新力，对生活充满希望和信念，有意识地欣赏美好的

事物并怀有感恩之情，保持一种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发展状态［11］。生命力优势较强的个体由于敏锐

的洞察力，往往更容易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表现出自信开朗的精神面貌，进而表现出乐于与人分享、

帮助他人等行为特征。李锐等（2015）研究表明拥有较高自我认同和自信的个体在日常行为中更容易做

出参与公共服务做社会贡献、选择在公共部门工作等选择［16］，这些行为是 PSM 的日常表现。另外，生

命力优势包括热情、创造力、希望、洞察力、信仰、社交智力等具体内容。以“热情”为例，施让龙等（2017）

研究表明热情作为一种源于内在的正向情感或情绪，能够预测个体的成就以及行为表现［17］。由此，具

有高度热情的个体更容易做出正向行为，如投身公共服务。因此，本文推测高水平的生命力优势有利于

大学生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提升 PSM，提出如下假设：

H1b：生命力优势对 PSM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意志力优势指个体在自我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对外界不良因素的抵制、对预期目标的坚定，即一种约

束本能和欲望的克己自制的能力，包括坚韧、谨慎、自我管理等［11］。意志力优势反映个体的自我管理能力，

表现为面对外界诱惑或本能欲望时的节制力，能够帮助个体反复深入且持久地执行目标。孟凡蓉等（2011）

研究表明合理的目标设置对提升 PSM 具有积极作用，在充分考虑个体心理需求满意感的基础上，能够促

使目标内化为员工的 PSM，带来持久的动力和热情［18］。另外，意志力优势包括批判性思维、自我调节、

毅力、谦虚等具体内容。以“自我调节”为例，Bandura（2003）认为只有当个体相信自身可以完成某个

任务并且呈现出高度自我效能时，才可能真正执行这个任务［19］。可见，拥有合理的目标、能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自我调节，PSM 也越强烈。因此，本文推测意志力优势较强的大学生更容易进行自我管理、设

定目标、持之以恒，提出如下假设：

H1c：意志力优势对 PSM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大学生品格优势对志愿行为的影响

亲和力优势是能使个人与他人受益的积极人格特质。张庆鹏等（2012）研究表明，通过志愿服务，

志愿者的被尊重感需求、交友需求等能够得到满足［20］。志愿行为具有的这种“利己”性与亲和力优势的“利

己”性质不谋而合。另外，亲和力优势还具有使他人受益的特质。虞晓东等（2016）研究发现，志愿行

为是一种利他行为，志愿者的行为是自愿且不计回报的［21］。同样，李虎等（2019）发现大学生之所以

参与志愿服务，原因在于其认为志愿工作是有意义的，能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回报社会、尽公民的责任，

表现出“利他”性质［15］。总体而言，亲和力优势的“利己与利他”性质，鼓励着大学生产生具有相同

性质的志愿行为。因此，本文推测高水平的亲和力优势有利于大学生追求“利他”动机、积极参与志愿

行为，提出如下假设：

H2a：亲和力优势对志愿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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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优势较强的个体思维活跃，自信、乐观，充满希望与热情，始终处于蓬勃向上的积极情绪状

态［11］。Carlo 等（2005）研究发现人格特质中的外倾性与志愿行为显著正相关［22］。外倾性个体常常与热情、

乐观、好交际等特点相关。同时，范黎惠等（2018）研究表明大学生参与志愿行为会受到情感的影响，

积极的情感体验能够促进持续参与［23］。另外，龙忆等（2012）研究显示，大学生通过参与志愿行为，

开始对自身的社会角色进行定位，肯定自己的社会地位［24］。所以在遇到有需要被帮助的人时，便会产

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其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因此，本文推测高水平的生命力优势有利于个体乐观

生活，积极帮助他人、服务社会，提出如下假设：

H2b：生命力优势对志愿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意志力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对内可以调节心理状态，对外可以调控外在行为，有助于个体抵制不良

因素，及时调整目标［25］。在参与志愿行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见各式各样的困难，郭静静（2017）

研究表明只有拥有坚定意志力的个体继续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不断超越自我，才有可能实现目标［26］。

此外，依据意志力优势的具体内容，以“毅力”为例，李虎等（2019）研究发现个体志愿服务坚持的时

间越长、对志愿经历越满意，后续志愿行为的发生率也越高［15］。大学生的意志力优势可以激发其投身

于公共服务、志愿服务的动机，进而做出实际的志愿行为。因此，本文推测意志力优势较强的大学生自

我调节的能力更高，能够克服困难、达成目标，提出如下假设：

H2c：意志力优势对志愿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2.3  大学生 PSM 的中介作用

国内外学者对志愿行为的定义基本一致。Snyder 和 Omoto（2010）研究表明，志愿行为是在组

织背景下，个体经过思考之后自愿地对那些需要帮助者实施的长期、无偿的助人行为［27］。在已有

文献中，PSM 既表现为“利他”又表现为“利己”。如 Crewson（1997）调查发现 PSM 对服务性行

为（帮助别人、社区服务）具有正向影响［28］。Brewer 等（1998）研究发现具有 PSM 的人更容易在

公共利益驱动下牺牲自我利益［29］。Houston（2000）研究表明 PSM 强的人更倾向于参与志愿服务、

献血、捐款等公益性活动［30］。可见，PSM 较强的人更多的是追求心理上的满足，实现自我的价值，

而不单纯是物质上的保障。

此外，王树青等（2010）认为人格特质描述了个体在情感、行为等方面表现出的稳定差异性［31］，

能从根源特质方面解释个体动机的形成及发展［32］，因而是影响人行为以及动机的重要因素。同时，

Perry（1997）指出人格特质的稳定性和独特性特征会对 PSM 产生重要影响［3］。品格优势作为一种积

极人格特质，具有明显的利他性和亲社会性，能够唤醒大学生的 PSM。另外，大学生在参与志愿活动

的过程中，志愿行为体现的“奉献、友爱、合作”的志愿精神能够深刻影响其 PSM，并促进其志愿行为。

大学生经过 PSM 内化更容易感受积极情绪，进而对他人和社会有着更为强烈的服务和奉献精神，提升

其志愿行为。即品格优势是通过 PSM 来影响志愿行为的。基于上述分析，结合假设 H1 和 H2，提出

如下假设：

H3a：大学生 PSM 在亲和力优势与志愿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110·
大学生品格优势、公共服务动机与志愿行为关系的纵向调查研究 2021 年 2 月

第 3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es.0301017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H3b：大学生 PSM 在生命力优势与志愿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H3c：大学生 PSM 在意志力优势与志愿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品格优势
亲和力优势
生命力优势
意志力优势

公共服务动机 志愿行为

图 1  理论模型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样本

为了减少系统偏差并增强样本代表性，我们在重庆某高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选取了 310 名学

生作为研究样本，并采取纵向调研的方法，数据收集分两次进行，间隔一周。即第一周收集“品格优

势”的数据，第二周收集“公共服务动机”和“志愿行为”的数据。调查过程共发出 310 份问卷，回

收了 310 份完整作答问卷，问卷回收率为 100.00%，剔除 8 份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取 302 份有效问卷，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7.41%。从调查结果看，性别方面，男性共 65 人，占 21.5%，女性共 237 人，占

78.5%；年龄方面，18 周岁及以下的有 2 人，占 0.7 %；19—21 周岁的有 270 人，占 89.4 %；22—24

周岁的有 30 人，占 9.9 %。

3.2  研究工具

品格优势。采用段文杰等（2012）修订的中文长处问卷（CVQ）［33］。该量表包括 3 个维度：亲和

力优势（32 个题项）、生命力优势（40 个题项）、意志力优势（24 个题项），共 96 个题项。其中典型

题项如“我一向遵守承诺，我是一个高度自律的人”。

公共服务动机。采用寸晓刚（2013）修订的 PSM 量表［34］，该量表包括 4 个维度：同情心 （6 个题

项）、自我牺牲（4 个题项）、公共利益承诺（3 个题项），决策吸引（3 个题项），共 16 个题项。其

中典型题项如“我认为大部分的社会公共项目都是必不可少的”。

志愿行为。采用 Carlo 等（2005）开发的志愿行为量表的中文版问卷［35］，该量表共 4 个测量题项，

其中典型题项如“在过去，你参加过志愿活动吗”。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4.1  信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来检验量表的信度。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公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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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动机、志愿行为的测量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881、0.876、0.749、0.801、0.830，

均大于 0.700，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4.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在实证分析之前采用 Harman 的单因子检验法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借助 SPSS19.0 采用

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法共提取出 10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 63.277%，其中第一个因

子解释了 23.325%，低于 50% 的判断标准，可见样本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

势均分别与 PSM 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418、0.266、0.309，且 p<0.01）；亲和力优势、意志力

优势均分别志愿行为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188、0.149，且 p<0.01）；生命力优势与志愿行为

不相关（相关系数为 0.101，且 p>0.05）；PSM 与志愿行为倾向显著正相关（r=0.323，p<0.01）。上述

结果对假设 H1a-H1c 和 H2a、H2c 进行了初步验证，H2b 没有得到验证。接下来，我们采用层次回归分

析进一步检验研究假设。

表 1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bles

Mean S.D. 1 2 3 4 5 6
1．性别 1.791 0.423
2．年龄 2.093 0.313   0.097
3．亲和力优势 4.007 0.488     0.192**   0.082
4．生命力优势 3.336 0.523 -0.028   0.072 0.574**

5．意志力优势 3.259 0.554 -0.078   0.046 0.467**   0.576**

6．PSM 4.024 0.724   0.076 -0.021 0.418**   0.266** 0.309**

7．志愿行为 1.165 0.376     0.180** -0.088 0.188** 0.101 0.149** 0.323**

注：“*”和“**”分别表示在 0.05、0.01 水平上（双尾）显著。

4.4  回归分析

4.4.1  主效应检验

考虑到生命力优势与志愿行为的相关性不显著，因此后文无需检验生命力优势对志愿行为的影响，

以及检验 PSM 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在控制性别、年龄等统计学变量影响的基础上，分别将亲和力优势、

意志力优势引入以志愿行为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并建立相应模型。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亲

和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分别对志愿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M6：β =0.167，p<0.001；M7：β =0.170，

p<0.001），假设 H2a、H2c 得到验证。这表明亲和力优势、意志力优势能够显著地促进其志愿行为。

4.4.2  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在控制统计学变量影响的基础上，分别将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引入以公务



·112·
大学生品格优势、公共服务动机与志愿行为关系的纵向调查研究 2021 年 2 月

第 3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es.0301017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服务动机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并建立相应模型。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

意志力优势分别对 PSM 有显著的正向作用（M2：β =0.422，p<0.001；M3：β =0.272，p<0.001；M4：

β =0.3192，p<0.001），假设 H1a-H1c 得到验证，表明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能够显著

地提升其 PSM。

其次，分别做亲和力优势、意志力优势与 PSM 同时对因变量志愿行为的回归分析。层次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2 所示。如 M9 所示，PSM 对志愿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M9：β =0.291，p<0.001），同时，

亲和力优势对志愿行为的影响不显著（M9：β =0.044，p>0.05），因此，PSM 在亲和力优势和志愿行

为的关系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如 M10 所示，PSM 对志愿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M10：β =0.283，

p<0.001）。同时，意志优势对志愿行为的影响不显著（M10：β =0.079，p>0.05），因此，PSM 在意志

力优势和志愿行为的关系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假设 H3a、H3c 得到验证。

表 2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
公务服务动机 志愿行为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性别   0.079 -0.001   0.088   0.1053   0.190   0.159   0.205   0.131   0.159   0.175
年龄 -0.029 -0.056 -0.049 -0.0462 -0.106 -0.117 -0.115 -0.091 -0.101 -0.102

亲和力优势   0.422***   0.167***   0.044
生命力优势   0.272***

意志力优势   0.3192***   0.170***   0.079
PSM   0.340***   0.291***   0.283***

F 0.989 21.448*** 8.628*** 11.972*   6.820 7.510***   7.736*** 18.284*** 12.068*** 12.481***

R2 0.007   0.178 0.080   0.108   0.044 0.070   0.072   0.155   0.140   0.144
△ R2 —   0.171 0.073   0.101 — 0.027   0.029   0.112   0.070   0.072

注：“***”“**”“*”分别表示在 0.001、0.01 和 0.05 的水平显著。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1）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对 PSM 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亲和力优势作用最明显。（2）

亲和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对志愿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意志力优势作用最明显；生命力优势对志愿

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点和先前假设不符合，可能原因是生命力优势中涵盖某些具体维度，影响了

它与志愿行为的关系，后续需要进一步细化具体维度与志愿行为的关系。（3）大学生 PSM 分别在亲和

力优势、意志力优势与志愿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5.2  研究启示

（1）进行品格优势的测评和培养。高校可通过线上专业测评软件或者线下问卷调查、访谈法等

方式收集学生信息，并分维度、分层级建立相应的品格优势数据库。此外，高校还应重视大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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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优势教育，引导大学生认识自身的性格优势，帮助学生发挥优势，如开设品格优势辅修课程、

建立不同的优势兴趣小组等。大学生个体则要留意自身的优势运用情况、记录品格优势的动态变化，

便于后期对品格优势发展进行总结分析、开展针对性练习，发挥品格优势对 PSM 和志愿行为的正向

作用。

（2）根据品格优势遴选志愿服务人才。根据研究结论，大学生的亲和力优势对 PSM 的影响最为显著，

意志力优势对志愿行为的影响最明显，志愿服务项目在进行人才选拔时可优先选择亲和力优势或意志力

优势突出的大学生。具有亲和力优势的个体善于换位思考，与他人、集体融洽相处，“利他性”强；具

有意志力优势的个体不仅能够进行自我调节、克服志愿活动中的困难，还将激发其投身于志愿服务的动

机，这两类特质的学生 PSM 更强，参与志愿活动做出实际贡献的可能性也越大。

（3）促使大学生的 PSM 向志愿行为转化。当代大学生不仅要关注自身修养，更需要关注社会、民生，

更具使命感和责任感。近年越来越多的赛事、峰会陆续在中国举办，相应的对志愿者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这不仅要求我们关注志愿队伍的“量”，还要注重“质”。一方面，高校可以通过德育课等教学活动普

及志愿观念，增强大学生对志愿行为主体的角色认同，鼓励学生加入志愿队伍。另一方面，高校要搭建

好志愿服务平台、多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完善志愿活动管理机制、创新志愿服务组织形式，来提高大学

生志愿服务行为的发生频率、延长志愿服务的持续时间。此外，高校还可以通过政策规定大学生必须保

证一定的志愿服务时长，完成后获得相应学分或奖励分。

5.3  不足与展望

本文突破了以往的人格研究视角探究品格优势对 PSM 的影响，分析 PSM 在品格优势与志愿行为中

的中介作用，并进行了实证性研究检验，丰富和扩充了 PSM 的相关研究，也为实践运用提供了可参考建

议。但关于 PSM 的研究还存在些许不足，有继续探寻的空间：

（1）目前关于 PSM 的前因研究主要集中于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且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

公共管理部门员工，忽视了研究对象的多样化，前因变量也应当重视个人的内在动机，即从工作本身获

得的心理满足。而本文只选取了品格优势作为前因变量，没有将其他变量纳入考虑，同时，生命力优势

与志愿行为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因此，未来研究可纳入多变量综合探讨 PSM 的前因，扩大研究对象的

选择范围，并细化生命力优势中的具体维度，探讨这些维度与志愿行为的关系。

（2）PSM 研究主要立足于西方文化背景下，倡导的价值理念是个人英雄主义，与我国“牺牲小我，

成就大我”的集体主义价值理念完全不同。因此，本土化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

将 PSM 这一概念本土化，明确 PSM 的维度十分必要。

（3）PSM 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丰富、完善，我们主要采取的是问卷调查法，调查方法较为单一。

因此未来研究应改进并完善 PSM 的测量方法，可以扩大测量指标，并采用观察法、访谈法等多种测量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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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more and more large-scale events and summits being held in China, the 
demand for volunteers is increasing, and the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npaid 
and voluntary” is graduall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search of 
public management. Man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studi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ography, but few studies involve the effect of positive 
personality traits on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character strengths, a positive personality trait, on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s well as the role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on voluntary behavior, and analyz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in the above-mentioned relationship. 302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Chinese Virtues 
Questionnaire (CVQ),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Scale and Voluntary Behavior Scale in the longitudinal 
study. The valid data were processed and analyzed by SPSS19.0.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Relationship, 
vitality and conscientiousnes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2) 
Relationship and conscientiousnes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on voluntary behavior. (3) College 
students’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lays the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relationship, conscientiousness and 
voluntary behavior.
Key words: Character strengths;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Voluntary behavi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