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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social self-efficacy and self-estee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Participants included 

448 Chinese adults with an age range of 22.32 ± 3.46 years who completed the Multi-

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the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elf-

Efficacy, th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and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The 

results are completely consistent with our research hypothes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demonstrated that social self-efficacy and self-esteem can independently 

mediate the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life satisfac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Self-

Efficacy Theory and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More importantly, the identified serial 

mediation model indicated that social support could influence life satisfaction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elf-efficacy-self-esteem” as the prediction of the 

Sociometer Theory.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nks 

between these factors and suggest that high social support may promote well-being 

from the cognitive and estimate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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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探讨了社会自我效能感和自尊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中

的作用。年龄在 22.32±3.46 岁的 448 名中国成年被试均完成社会支持感多维度

量表、社会自我效能感量表、斯滕伯格自尊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的测量，研

究结果与本研究的假设完全一致。结构方程模型表明，社会自我效能和自尊能

够在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起到独立中介的作用，与自我效能理论和

社会比较理论一致。更重要的是，所确定的串联中介模型社会测量理论的预测，

社会支持可以通过“社会自我效能 - 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来影响生活满意度。

本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并从认知和评估的角度揭示

了高水平的社会支持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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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越来越多关于人们如何在心理上感到快乐和满足的研究发表［1］，

Butkovic，Tomas，Spanic，Hlupic 和 Bratko 指出快乐的生活是今天的主要目标［2］。

Norrish 和 Vella-Brodrick 也坚信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研究是一项有价值的科

学追求［3］。生活满意度是对生活质量的一种认知评价［4］，是主观幸福感（SWB） 

的一部分。基于系列研究结果，发现生活满意度在性别上几乎没有差异［5］，

它似乎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很稳定［6］，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保持不变［7］。 

由此可见，生活满意度是反映主观幸福感的良好指标。

社会支持是指人与人之间客观的、易识别的亲密接触［8］。社会支持影响

健康和幸福感［9］。特别是在集体主义的亚洲文化背景下，个人被视为关系实体，

强调与他人保持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性［10］。根据 Markus 的跨文化自我概念

理论，人们在集体主义语境下普遍具有“依赖”的自我概念［11］，它强调个

人在所属群体中维持关系的能力，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时，人们更关注自己所

属的群体和关系。进一步讲，中国文化强调社会关系［12］，而社会支持是社

会关系的重要功能之一［8］。此外，社会支持是一项关键的社会心理保护因素，

可以降低个人在压力对健康的有害影响方面的敏感性［13］。同时当个体拥有

强大的、与他人相互支持的关系时，他便能体验到最高的幸福感［9］。

1.1  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

作为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方面［4］，生活满意度反映了个体对生活经历的整

体评价［9］［14］。通过满足人类对陪伴、亲密、归属感和作为一个有价值的

人等基本需求，支持性的联系可以增强幸福感和健康［15］。社会支持通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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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需要提供支持的人，从而将其与有意的消极互动区分开来［16］。此外，

社会支持可以增强个人获取新联系人和信息以及识别和解决问题的能力［8］。

以前的研究也表明，有足够社会支持的人对生活更满意［17］［18］。那些从

家人和朋友那里得到更多社会支持的人对生活更满意［19］［20］［21］。虽

然一系列的研究已经确定了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中介 ［19］［22］，

但其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明确［12］［23］［24］。因此，本研究将尝试从认知

和评估的角度，揭示这种联系背后的机制。

1.2  社会支持、社会自我效能感与生活满意度

社会自我效能被定义为一个人对他 / 她参与社会互动任务的能力的信心，这

些任务是启动和维持人际关系所必需的［25］。社会自我效能感是社会领域的

一种特殊的自我效能感，与个体社会能力的判断有关［26］，是自我效能感在

人际情境中的具体表现［27］。根据 Bandura 提出的自我效能理论，过去的成功

经验、社会学习、角色塑造、情绪唤起和语言说服可以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感

［26］。社会自我效能可能被认为是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一个有前途

的中介变量。社会认知理论指出自我效能感会影响结果预期［28］。自我效能

感在社会支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9］［30］。社会自我效能信念与人们对

他人的支持和支持程度密切相关［31］［32］。相信自己有能力影响社会交易

和关系结果，可能会优化特定社会关系中的社会支持潜力［33］，而较低的社

会自我效能感会抑制社会支持的发展［34］。此外，研究表明，社会自我效能

感可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35］和生活满意度等变量［36］［37］［38］。因此，

我们假设社会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换句话说，

社会支持可能通过促进社会自我效能感而带来更大的生活满意度。

1.3  社会支持、自尊与生活满意度

自尊是对自己能力或价值的感知和评价［39］。它代表了自我概念的情感

或评价成分，并表明了人们对自己的感觉［40］。它可以被概念化为对自我的

整体评价［41］，指的是个体对其价值或价值的总体感觉［42］。自尊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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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呈正相关，低自尊的个体与较差的结果相关，如抑郁和焦虑［43］，高自

尊的个体与较好的生活结果相关，如快乐和主动性［44］。社会比较理论认为，

社会支持也可以作为一种向下比较的机制，即把自己与境况较差的人进行比较

［45］。因此，自尊的提升会增加积极应对而非回避的可能性［46］。实证研

究表明，一方面社会支持与自尊呈正相关［12］［19］［22］。另一方面，自

尊可以预测幸福指数［19］［47］［48］［49］，在跨文化和性别中也与高的

生活满意度有关［49］［50］［51］。最近，一些研究人员已经证实了这一假设。

他们发现，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12］［19］

［20］［21］。因此，本研究的假设是重复之前的研究结果，即自尊在社会支

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1.4  社会自我效能感与自尊

自尊也受到社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自我效能感与自

尊、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呈正相关［52］［53］，并能正向预测个体自尊和集

体自尊［35］。此外，根据社会测量理论，人际因素在自尊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它与基本归属感需求的满足密切相关。当个体感到被他人接受和认可时，他们

的自尊水平就会提高，积极的情感体验就会产生。相反，当个体在人际交往中

感到被排斥时，他们的自尊会下降，诱发消极情绪［54］。进一步讲，社会自

我效能感与社会能力呈正相关［53］［55］，具有高度社会自我效能感的个体

更积极地与他人建立和维持关系，并积极表达寻求帮助的意愿，参与更多的亲

社会行为［56］，在社会交往中也往往得到更多积极的回应，从而进一步提高

了他们的自尊。因此，我们假设社会自我效能感和自尊在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

度之间起着链式中介的作用。

1.5  本研究

本研究的目的是检验社会自我效能感和自尊对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关系

的链式中介效应。以往的研究发现社会自我效能感和自尊与社会支持和生活满

意度有关，但是，社会自我效能感和自尊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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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尤其是在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特殊关系，目前尚不清楚。检

验社会自我效能感和自尊同时的中介作用，将会拓宽我们对社会支持和生活满

意度之间联系的机制的深入理解。此外，以前的研究已经表明，多中介模型可

能比单中介模型更有意义，因为它可能为我们提供这些中介的相对重要性［57］。

综上所述，本研究检验了社会自我效能感和自尊对社会支持 - 生活满意度关

系的中介作用。基于前人的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四个假设：（1）社会支持与生活

满意度呈正相关；（2）社会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3）自尊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4）社会支持通过社会自

我效能感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生活满意度。具体的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

社会自我效能感 自尊

社会支持 生活满意度

图 1  社会自我效能感和自尊在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影响关系中的链式中介模型

Figure 1  A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Social Self-Efficacy and Self-Estee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2  方法

2.1  被试及程序

共 448 位中国成年被试（Mean age = 23.32, SD = 3.46）参与本研究。其中，

女性 284 位，男性 164 位；253 人主修文学艺术，195 人主修科学；162 人为独

生子女，286 人为非独生子女。本研究通过问卷星进行线上调查（网站 :https://

www.wjx.cn/），所有问卷均使用中文表述。通过在在线论坛上发布调查链接来招

募被试，问卷采用匿名调查并对答卷进行严格保密，在线收集数据的有效性和

可靠性也已被证实［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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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测量

2.2.1  社会支持

采用社会支持感多维度量表对社会支持感进行评价，共 12 个项目（如“我

的家人尝试帮助我”）（MSPSS）［59］。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严标宾和郑雪将

量表中的“同事、亲戚、领导”改为“同学、亲戚、老师”［60］。该量表的

中文版在中国人群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61］。该量表包含三个社会支持

来源：重要的他人、家人和朋友。量表采用 7 点计分方式，分值从 1 分（非常

不同意）到 7 分（非常同意）。量表总分为所有项目的总和，得分越高表示社

会支持度越高。在我们的数据集中，量表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为 0.93。

2.2.2  社会自我效能感

采用社会自我效能感感知量表对社会自我效能感进行评价，共 18 个项目（如

“向一群讨论感兴趣的话题的人表达你的观点”）（PSSE）［25］。该量表是

一个单因素测量。采用 5 点计分方式，分值从 1（完全不自信）到 5（完全自信）。

量表总分为所有项目之和，得分越高，社会自我效能感越强。在我们的数据集中，

量表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为 0.94。

2.2.3  自尊

自尊采用 Rosenberg 自尊量表进行测量，共有 10 个项目组成（如“我对自

己保持积极的态度”）（RSES）［62］。该量表通过询问受访者在当前时刻对

自己的感觉来衡量参与者的整体自尊。采用 4 点计分方式，分值从 1（完全不同

意）到 4（完全同意）。量表总分为所有项目的总和，得分越高，自尊越强。在

我们的数据集中，量表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为 0.84。

2.2.4  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由 5 个项目组成（如，“大

部分我的生活接近我的理想生活”）（SWLS）［63］。它是一个单因素量表，

测量一个人生活质量的认知和整体评价［64］。该量表的中文版在中国人群中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9］［65］［66］。采用 7 点计分方式，分值从 1（完

全不同意）到 7（完全同意）。量表总分为所有项目的总和，得分越高表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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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度越高。在我们的数据集中，刻度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为 0.86。

2.3  分析策略

我们采用 Anderson 和 Gerbing 的两步程序来分析中介效果［67］。首先，

对测量模型进行测试，评估每个潜在变量在多大程度上被其指标所代表。如果

测量模型被接受，则通过 AMOS 25.0 程序中的极大似然估计对结构模型进行检

验。为了控制由于潜变量带来的测量误差，本研究使用项目到结构的平衡方法，

将社会支持、社会自我效能感、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因素的项目分别用三个包构

建为新的指标［68］。根据 Hu 和 Bentler 的模型拟合评价指标：RMSEA 小于 0.06；

CFI 和 TLI 在 0.95 以上；SRMR 低于 0.08［69］。为了比较两个或更多的模型，

我们还检验了 Akaike 信息标准（AIC），AIC 的值越小，表示假设模型的拟合度

越好［70］，而期望交叉验证指数（ECVI）的值越小，表示复制的可能性越大［71］。

3  结果

3.1  常用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我们对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社会自我效能感、

自尊等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我们发现有 8 个因素与特征根大于 1，未进行

旋转的情况下，方差解释的第一个因素是 31.43%，低于 40% 的临界值。因此，可

以判断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72］。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

数见表 1。正如我们的预测，分析结果表明所有的研究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表 1  各项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及其相关性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for all Measures

测量 M SD 1 2 3 4
1 社会支持 63.26 12.30 1

2 生活满意度 21.23 6.22 0.36*** 1
3 社会自我效能感 62.17 4.57 0.41*** 0.46*** 1

4 自尊 28.20 12.69 0.27*** 0.42*** 0.41*** 1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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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测量模型

测量模型由 12 个观察变量和社会支持、社会自我效能、自尊和生活满意度

4 个潜在因子组成。各指标在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均显著（p < 0.01），说明各

指标较好地反映了各潜变量。结果表明，所有潜在变量都能很好地用各自的指

标表示。测量模型的初步测试结果与数据吻合：χ 2（48，N = 448） = 148.55，p 

< 0.05；RMSEA = 0.06；SRMR = 0.05；TLI = 0.96 和 CFI = 0.97。

3.3  结构模型

两个中介变量（社会自我效能感和自尊）的多重中介模型（模型 1）模型拟

合度较好：χ 2= 207.18，df = 49，p < 0.01，RMSEA = 0.08，CFI = 0.96，TLI = 0.94，

SRMR = 0.10。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作用是显著的（β = 0.16，p < 

0.01）。重要的是，社会自我效能（β = 0.13，p < 0.01）和自尊（β = 0.11，p < 

0.01）都是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影响作用的单独中介变量。因此，我们假设的

多重中介模型得到了支持。

为了找到最优的模型，我们在多重中介模型上增加了一条从社会自我效能

到自尊的链式中介模型（模型 2）路径。模型拟合指标相对更好：χ 2= 148.57，

df = 48，p < 0.01，RMSEA = 0.07，CFI = 0.97，TLI = 0.96，SRMR = 0.05。对比

模型 1 和模型 2 发现，∆χ 2= 58.61，df = 1，p < 0.01。这些结果表明，链式中介

模型的拟合比模型 1 更令人满意，模型 2 的 RMSEA、SRMR、CFI 和 TLI 优于模

型 1，SRMR 和 AIC 指标也表明模型 2 更加优化。综合考虑，模型 2 被认为是最

佳模型（图 2）。因此，我们的链式中介模型假设也得到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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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E_1

社会支持 生活满意度

社会自我效能感

自尊

SSE_2

0.90
0.92

0.82

0.79 

0.88

0.77
0.34

0.730.900.83

0.05

0.85

0.70 0.09

0.430.91 0.13
0.14

SSE_3

SS_O LS_1

SS_FA LS_1

SS_FR LS_1

SE_1 SE_2 SE_3

注：因子载荷是标准化后的值。SS_O，SS_FA 和 SS_FR 是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SSE_1，

SSE_2 和 SSE_3 是社会自我效能感的三个维度；SE_1，SE_2 和 SE_3 是自尊的三个维度；

LS_1，LS_2 和 LS_3 是生活满意度的三个项目；所有的路径系数在 0.01 水平上显著。

图 2  最终中介模型（N = 448）

Figure 2  The Final Mediation Model（N = 448）.

表 2  各模型的拟合指数

Table 2  Fit Indices among Competing Models

χ 2 df RMSEA SRMR CFI TLI AIC ECVI
模型 1 207.18 49 0.084 0.099 0.96 0.94 265.18 0.59
模型 2 148.57 48 0.068 0.047 0.97 0.96 208.55 0.47

通 过 Bootstrapping 程 序 测 试 部 分 中 介 模 型 的 显 著 性，Bootstrapping 的 优

点是它不会强加分布假设，因为正态分布的间接效应常常被破坏［73］。

Bootstrapping 是一个从原始数据中随机抽取大量样本的过程，计算了每个样本的

间接影响。我们通过随机抽样从原始数据集（N=448）生成了 5000 个样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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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显示了间接影响及其相关的 95% 置信区间。如表 3 所示，社会支持直接影响

生活满意度，也可通过接触自我效能、自尊或两者的链式中介间接影响生活满

意度。

表 3  标准化间接效应与 95%置信区间

Table 3  Standardized Indirect Effects and 95 % Confidence Intervals

模型路径 估计值
95% 置信区间

下界 上界
社会支持→社会自我效能→生活满意度 0.059a 0.036 0.087

社会支持→自尊→生活满意度 0.160a 0.003 0.033
社会支持→社会自我效能→自尊→生活满意度 0.187a 0.011 0.030

注：a95% 置信区间不与零重叠。

最后，我们还通过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考察了哪些因素在这一模型

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发现社会自我效能感（32.43%，95% CI =［0.195，

0.508］）比自尊有更强的中介效应（8.75%，95% CI =［0.006，0.065］）。

值得注意的是，链接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10.22%（95% CI =［0.056，

0.178］）。

4  讨论

本研究旨在揭示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联系，并检验社会自我效能

感和自尊在这种联系中的重要中介作用。我们发现个体的社会支持正向预测他

们的生活满意度（H1），这与之前的文献结果一致［17］［19］［24］。简而

言之，社会支持是生活满意度的重要个人资源。此外，社会自我效能和自尊分

别在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H2），这与自我效能理论［26］

和社会支持比较理论［45］是一致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支持通过社会自

我效能感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生活满意度（H3），这一结果也符合与社

会测量理论［54］。总的来讲，这些发现有助于从认知和评估的角度更深入地

理解这种关联背后的机制。

该研究从两个方面对现有的研究做出贡献。第一，我们的研究是在中国文

化背景下进行的，即集体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把人视为关系实体，强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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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保持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性［10］，强调个人维持群体关系的能力。在处

理人际关系问题时，他们更关注自己所属的群体和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本

研究的发现印证了 Markus 的跨文化自我概念理论，也就是说，在集体主义文化下，

人们普遍有一个“依赖”的自我概念［11］。

第二，该研究揭示了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内在机制。尽管之前的

研究已经证实了它们之间的关系［12］［17］［18］［19］［20］［21］［22］

［23］，本文以自我效能理论和社会测量理论为基础，对这一关系进行了全新

的解释。当个体感知到更多的社会支持时，他们参与社会互动的信心便会增加，

他们会更加积极的与他人建立和维护社交关系，积极表达寻求帮助的意愿，表

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从而在社会交往中获得更多的积极回应，进一步提高

自尊水平和生活满意度。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的横向设计并不能得出关于社

会支持、生活满意度、社会自我效能感和自尊之间关系的因果关系的任何结论，

未来的研究应采用多种方法，如纵向研究和实证研究，以消除潜在的共同方法

偏差，使推断因果关系成为可能。其次，我们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收集数据，

尽管这一方法在我们的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但是在未来的研究中应

该采用多种评估方法来减少自我报告产生的测量偏差。最后，本文仅探讨了社

会自我效能和自尊在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可能忽略了其他

关键性的中介过程。

总的来讲，本文揭示了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的内在机制。基于自我效能

理论和社会测量理论，我们发现个体的社会支持正向预测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并且社会自我效能和自尊都被证明在解释这种关系的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

用。更重要的是，本研究的结果可以为提高中国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提供

有价值的信息，并为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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