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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中国人处世态度的特征以及与年龄、性

别、婚姻状况和职业的关系- 方法：各种职业被试共 !,%$ 名

完成中国人人格量表（QRAS），根据其在“处世态度”维度上的

分数，比较不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职业的被试在分数上

的差异- 结果：不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职业的被试在处

世态度人格维度上的分数存在显著差异，年龄越大处世态度

分数越低（/ T !"P ,*，0 U "P ""!），行政管理人员分数最高，教

科文卫人员次之，工人农民分数最低（/ T *P !*，0 U "P ""!），

部分交互作用也显著- 结论：不同职业、性别、年龄和婚姻状

况的被试在处世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中国；人格；人格量表；职业；年龄因素

【中图号】J*’*P , 【文献标识码】E

H 引言

西方“ 大五”人格结构的确立是根据词汇学假

设，在系统收集英文人格特质形容词并进行评定的基

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已经得到了一系列实证研究的支

持［!］- 由于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差异，中国人的人格结

构与西方的“大五”模型并非完全相符，而且采用“词

汇学假设”，通过对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的系统收集

和评定，发现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由 % 个因素构成，而

不是西方人的 ( 个因素［$#%］- 王登峰等［*#!"］在此基础

上编制了测量人格 % 因素的中国人人格量表（QR#
AS），并对其信度和效度进行了验证-

通过对中国人人格量表（QRAS）所测量的不同被

试人格特点的分析，可揭示不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

和职业等被试的人格结构特点，从而验证中国人的人

格结构以及 QRAS 的效度- 中国人人格的 % 个维度分

别为外向性、善良、行事风格、情绪性、人际关系和处

世态度- 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较第 % 个人格维度，即处

世态度在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以及职业等人群的

人格特点- 处世态度（V3B> 8M 04M/）反映的是个体对人

生和事业的基本态度- 高分者往往目标明确、坚定和

理想远大，对未来充满信心、追求卓越；低分者则安于

现状、得过且过、不思进取、退缩平庸- 该维度包括自

信和淡泊两个小因素- ! 自信（E>>/GI4</9/>>）：反映

对理想、事业的追求- 高分者对生活和未来坚定而充满

信心，工作积极进取；低分者无所追求、懒散和不喜欢

动脑筋-"淡泊（W8I >//N49: M32/ 39@ X/30I7）：反映对

成就和成功的态度- 高分者无所期求、安于现状、退缩

平庸；低分者则永不满足、不断追求卓越和渴望成功-

I 对象和方法

I- I 对象 !,%$ 名被试- 男 **! 人，其中工人农民

+*( 人，行政管理 +!( 人，教科文卫 !*! 人，婚姻状况

为已婚 ’"’ 人，未婚 ’%% 人；女 %&! 人，其中农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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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政管理 !"# 人，教科文卫 $%& 人，婚姻状况为已

婚 !%’ 人，未婚 ($# 人) 年龄分布为 #" * +# 岁，青年

组（#" * !& 岁）%+, 人，壮年组（!+ * (& 岁）(!& 人，中

年组（(+ * +# 岁）(%’ 人) 被试的选择是随机进行的，

由北京大学的 ("" 名志愿参与的大学生假期回乡时

邀请当地熟悉的人填写问卷) 所有参与研究的大学生

及填写问卷的被试均得到一定报酬)
!) "# 中国人人格量表（$%&’）# 中国人人格量表

（-./0）由王登峰等［+］编制，共包含 $," 个项目，测量

人格的 % 个维度及其 $, 个小因素) 被试对每一个项

目都做 $（非常不符合）到 &（非常符合）的评定)
!) (# 方法# 采用问卷法进行研究) 由大学生寒假带

回 -./0 问卷，邀请他们熟悉的学生以外的人员作

答) 统一指导语，被试单独作答 -./0，每个被试都得

到一定报酬)
统计学 处 理：统 计 处 理 采 用 方 差 分 析，采 用

0/00$$1 " 进行处理)

"# 结果

") !# 处世态度人格维度的方差检验# 各组被试在处

世态度维度及其两个小因素（ 自信、淡泊）上的平均

分数和标准差见 234 $) 以处世态度为因变量，性别、

年龄、职业和婚姻状况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

析，主效 应 中 年 龄（ ! 5 $"1 +,，" 6 "1 ""$）和 职 业

（! 5 ,1 $,，" 6 "1 ""$）显著，交互作用中年龄与职业

（! 5 (1 #%，" 6 "1 "$）以及性别与职业的交互作用

（! 5 !1 $$，" 6 "1 "&）显著，如 789 $ 和 789 # 所示) 其

他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表 $: 不同性别、职业、年龄和婚姻状况被试的处世态度维度特点

234 $: ;<3= 3=> 0? @A B3CD @A E8A< DF@G<D 3H@=9 >8AA<G<=I 39<，9<=><GD，H3GG839< DI3IJD，3=> @FFJK3I8@=D （# $ %）

0<L M9< NFFJK3I8@= ;3GG839< & O3CD @A E8A< MDD<GI8P<=<DD
Q@I D<<R8=9

A3H< 3=> B<3EIS
;3E< #" * !& OT/ U<D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Q@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WL<FJI8P<D U<D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Q@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2<FS=8F83=D U<D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Q@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 * (& OT/ U<D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Q@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WL<FJI8P<D U<D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Q@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2<FS=8F83=D U<D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Q@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 * +# OT/ U<D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Q@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WL<FJI8P<D U<D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Q@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2<FS=8F83=D U<D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Q@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7<H3E< #" * !& OT/ U<D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Q@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WL<FJI8P<D U<D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Q@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2<FS=8F83=D U<D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Q@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 * (& OT/ U<D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Q@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WL<FJI8P<D U<D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Q@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2<FS=8F83=D U<D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Q@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 * +# OT/ U<D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Q@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WL<FJI8P<D U<D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Q@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2<FS=8F83=D U<D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Q@ #! &&1 ,! V %1 ’" !(1 ’$ V &1 #, $&1 "’ V !1 %"

O T /：O@GR<GD 3=> K<3D3=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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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明，男性被试中行政管理组的处世态度

分数最高，其次是教科文卫组，最低的是工人农民组，

且差异显著；而女性被试中行政管理组与教科文卫组

之间分数差异不显著，但都显著高于工人农民组% !"#
& 表明，在青年组和壮年组，工人农民组和教科文卫组

分数差异不显著，但都显著低于行政管理组；但在中

年组中，教科文卫组的处世态度分数最高，其次是行

政管理组，最低的是工人农民组，且差异显著%

!"# $’ ()* +,- .//01+2"., ",2)3+/2"., ., 4+56 .7 8"7)
图 $’ 处世态度人格维度分数性别与职业的交互作用

!"# &’ 9#) +,- .//01+2"., ",2)3+/2"., ., 4+56 .7 8"7)
图 &’ 处世态度人格维度分数年龄与职业的交互作用

!% !" 自信因子的方差检验" 以自信为因变量，性别、

年龄、职业和婚姻状况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

析，主效应中婚姻状况（! : ;< =>，" ? @< @A）和职业

（! : B< ;A，" ? @< @$）显著，未婚者分数高于已婚者，

事后分析的结果表明，工人农民组的分数都显著低于

行政管理组，其他的组间差异不显著% 交互作用中年

龄与职业（! : C< C@，" ? @< @$）显著，与 !"# & 的趋势

一致% 其他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 #" 淡泊因子的方差检验" 以淡泊为因变量，性别、

年龄、职业和婚姻状况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

析，主 效 应 中 年 龄（ ! : ;$< ;A，" ? @< @@$）和 职 业

（! : A< C$，" ? @< @$）显著，事后分析的结果表明，中

年组和壮年组的分数均显著高于青年组，其他的组间

差异不显著；工人农民组的分数显著高于教科文卫

组，其他的组间差异不显著% 交互作用中性别与职业

（! : ;< ;A，" ? @< @A）显著，如 !"# ; 所示，工人农民组

和教科文卫组没有性别差异，但行政管理组中女性分

数显著高于男性分数% 而且行政管理组中男性的分数

显著低于工人农民组和教科文卫组中的男性，行政管

理组中女性的分数与工人农民组的女性分数没有差

异，但显著高于教科文卫组中的女性% 其他的交互作

用均不显著%

!"# ; ’ ()* +,- .//01+2"., ",2)3+/2"., ., ,.2 6))D",# 7+E) +,-
4)+82F
图 ;’ 淡泊小因素分数性别与职业的交互作用

# 讨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心理学研究一直采用

西方的理论和概念，特别是通过修订西方的量表，直

接应用于有关的研究和教育咨询、临床研究以及职业

指导等相关领域% 有关中国人人格结构的研究表明，

中国人在描述人格特点时有自己独特的角度，西方人

格量表很难涵盖中国人特有的生活内涵与经验% 本文

采用本土的测量工具 GHI(，对中国人人格结构中处

世态度这一维度进行研究，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

果%
按照 9% J% K+68.4［$$］和 L% (% M+,#［$&］的观点，

对人生和事业的追求属于人类的高级动机，科文卫和

行政管理人员的分数可能会高于工人农民，男性分数

可能高于女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分数可能会降

低% 这一推论在本研究的结果中得到了证实：中国人

的处世态度存在明显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职业

差异%
处世态度的总分反映的是个体进取和追求卓越

的倾向，存在显著的年龄与职业以及性别与职业的交

互作用% 工人农民与教科文卫人员的性别差异不显

著，但行政管理人员中男性分数显著高于女性% 事实

上，在工人农民和教科文卫人员中，性别对个体的事

业发展和人生追求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至少在机会上

的差异不大% 但行政管理人员中尽管也强调男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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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女性的事业发展毕竟在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平

等的程度，女性的发展机会远远低于男性! 同时，随着

年龄的增加，工人农民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处世态度分

数递减，而教科文卫人员在壮年组分数降低以后到中

年组又显著增加! 说明前两组被试年龄越大，事业发

展的机会或个体追求卓越的愿望就越小，这与实际情

况是一致的! 而教科文卫人员中青年组分数较高，但

在壮年组分数有所降低，反映了个体追求卓越的期望

水平越来越接近实际；但由于职业的特点，这组被试

随着年龄的增加其事业和人生发展的机会实际上也

在增加，因此其人生和事业的追求也会相应地提高，

只是这时的较高水平的人生追求比青年组的追求更

能反映真实的情况! 因此本研究中揭示的在处世态度

维度上性别和年龄与职业的交互作用应该是对现实

中群体行为的验证!
在对处世态度小因素的分析中，自信分数存在显

著的职业差异，但只有行政管理人员与工人农民的差

异显著，年龄与职业的交互作用与处世态度总分的趋

势一致，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同时，已婚者比未婚者

的自信分数低表明结婚以后人们对事业的追求有所

降低! 结婚意味着个体开始组成自己的家庭且需要在

家庭生活中投入比婚前更多的精力，因此对事业和名

利的追求必然会有所降低!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特征

其实在所有职业中都具有一致性!
淡泊是对个体淡泊名利倾向的反映，青年组分数

显著高于另外两组应该是对现实情况的真实反映! 职

业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即男性中行政管理人员淡

泊名利的倾向最低（或最不甘于碌碌无为），教科文卫

人员次之，工人农民最高；但女性中则是工人农民和

行政管理人员分数没有差异，但均显著高于教科文卫

人员，这可能再一次反映了在行政管理人员中女性与

男性的差异!
总之，处世态度是中国人人格结构中直接反映个

体动机水平，特别是成就动机或追求人生发展动机的

人格维度，其分数的高低决定了个体为人处世的基本

态度和特点! 本研究对不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职

业人员的分析，不仅反映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职

业的不同特征，而且这些特征与群体行为实际情况的

一致性也为中国人人格量表（"#$%）的预测效度提供

了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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