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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 324 名下岗人员为被试 ,考察不支持行为、应付方式、控制

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情感不支持 (β= 0. 46) 可以直接影响心

理健康 ,同时情感不支持 (β= 0. 26)又通过自责 (β= 0. 31) 和发泄 (β= 0. 14) 两

种应付方式和人际关系控制感 (β= - 0. 10)而间接影响心理健康 ,下岗人员的

应付方式和控制感在不支持行为和心理健康之间起重要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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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下岗是指由于企业调整、任务变化和机构

改革等原因使从业者离开工作场所 ,停止与其

工作相关的活动并丧失原有的社会角色的一

种特定时期的社会现象。下岗人员是指由于

上述原因而失去原有工作岗位的人。对个体

而言 ,失去工作岗位不但增加了生活压力、面

临经济危机 ,还要面对家人、亲友、邻居及社会

各界对他 (她)的重新认识、接纳与评价等心理

压力。

社会支持研究指出 ,社会支持是一个多维

度的人际关系系统[1 ] 。它有助于个体应付环

境中的角色冲突及各种困扰 [2 ] 。下岗人员的

生活中 ,社会支持的作用是增加他人对下岗人

员的理解和支持 ,帮助下岗人员尽快形成新的

角色定位 ,减轻内心的烦恼和压力。调查发

现 ,89 %下岗人员认为 ,难以承受的压力不只

是再就业问题 ,还有他人对自己苦闷情绪、失

落心态及无助状况不关心、不理解和不尊重的

困扰。众所周知 ,下岗人员身处困境时 ,支持

行为体现了家庭成员及社会各界与他们共渡

难关的精神关怀。他人给予物质帮助、情感支

持和提供再就业信息等都会使下岗人员精神

振奋、自信心增强。多方面、多渠道和高质量

的社会支持有助于下岗人员克服生存困难。

因此 ,帮助下岗人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改

善社会支持的质量 ,对下岗人员适应新的角色

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研究发现 ,社会支持可以扭转人们对

困境的不利评价并促使人们采用有效的心理

调节策略[3 ] 。但目前还很少有研究关注不支

持行为对健康的影响。Vaux 指出 ,不支持行为

产生不利影响的过程与社会支持发挥积极作

用的过程是相同的 [4 ] 。对癌症患者研究发现 ,

配偶的不支持行为加重了患者的焦虑情绪 [3 ] 。

下岗人员与癌症患者均属身处困境的人 ,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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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帮助与支持。因此 ,他们

对不支持行为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与脆弱性。

但不支持行为对下岗人员的心理健康影响程

度如何 ,是否与心理调节因素有关尚需研究。

已有研究只证实了癌症患者采用逃避的应付

方式有利于缓解配偶不支持行为带来的负性

情绪[5 ] ,但还没有考察下岗人员在面对不支持

行为时采用何种心理调节因素来维护心理健

康。

有关压力的研究指出 ,在各种压力情况

下 ,应付方式和控制感是人们应对压力和保持

健康的主要心理中介因素 [6 ] 。应付方式是指

个体面对压力事件时所采用的认知调节和行

为努力的策略和方法。研究发现 ,问题解决、

求助及合理化等问题解决应付方式比自责、退

避、发泄等逃避应付方式对人的心理健康更有

积极的调节作用[7 ] 。控制感是指个人相信自

己能够对客观情境和内心感受加以改变和操

纵的知觉。这种心理调节能力的强弱决定着

个体能否成功地改善自己的处境 [5 ] 。国外研

究还表明 ,一般的控制感是压力事件对个体影

响的“缓冲器”,并且能减缓失业等生活压力对

沮丧的影响 [8 ] 。控制感较高的人 ,能灵活地调

节压力事件 ,减少心理压力 [5 ] 。为此 ,本研究

旨在考察应付方式和控制感对不支持行为与心

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探讨下岗人员压力

的过程特点和影响因素 ,为下岗人员迅速适应

社会角色转变的要求 ,改善与协调不支持行为 ,

增进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际指导。

2 　研究方法

2. 1 　被试

随机抽取长春市下岗人员 324 人为被试 ,

其中男性 164 人 ,女性 160 人 ;平均年龄为 37

岁 (37 ±9. 5 岁) ;再就业占 130 人 (40. 0 %) ,未

再就业占 194 人 (60. 0 %) 。

2. 2 　测量量表

2. 2. 1 　不支持行为量表

该量表是在深入家庭、社区、自由市场、再

就业服务公司、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及待业

服务站等地方进行逐个访谈 ,并参考肖水源的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 Manne 等人的《配偶不

支持行为量表》[5 ]等有关资料基础上编制的。

依据社会支持文献将不支持行为分为物质、情

感和信息不支持三个方面 [4 ] ,以此为基础形成

了三个分量表 (共 10 道题) 。总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为 0. 89。采用 4 分制计分。

2. 2. 2 　应付方式量表

该量表是在深入家庭、社区、自由市场、再

就业服务公司、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及待业

服务站等场所进行调查 ,并参考解亚宁的《简

易应付方式问卷》和肖计划的《应付方式问卷》

等有关研究材料基础上编制的 ,包括合理化、

自责、退避、求助、发泄五个部分 (共 17 题) 。

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 83。采用 4 分

制计分。

2. 2. 3 　控制感量表

该量表是在走访了 120 名下岗人员后并

参考 Averill 的《工作压力控制感量表》[9 ] 和

Sharon Manne 的《控制感量表》[5 ]资料后编制而

成的 ,共 12 题。由情绪、环境变化、人际关系

及生活控制感四部分组成。总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为0. 73。采用 4 分制计分。

以上三个量表在编制过程中 ,多次向心理

学专家和吉林省再就业工程专家征求意见 ,反

复施测修订 ,运用因素分析剔除低相关和不稳

定的题目 ,保证了量表的结构和内容效度。

2. 2. 4 　症状自评量表 (SCL - 90)

用于测量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 ,采用 5 分

制计分 ,得分越高 ,症状越严重。采用总分作

为心理健康的指标。

2. 3 　施测过程

使用统一的书面指导语进行个别施测 (被

试有报酬) ,历时半年。实际印发问卷 400 份 ,

收回有效问卷 324 份 ,回收有效率为 81 %。

2. 4 　数据处理方法

先计算出各量表的原始数据 , 然后在

SPSS10. 0软件下 ,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多元

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

3 　实验结果

3. 1 　下岗人员的不支持行为、应付方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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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分析

不支持行为与应付方式、控制感的相关表

明 (见表 1) ,物质、情感和信息的不支持行为与

退避、合理化、自责、求助、发泄五种应付方式

呈正相关 ,而情感不支持与环境变化、人际关

系和生活控制感呈负相关 ,信息不支持与情

绪、生活控制感呈正相关。不支持行为与心理

健康的关系说明 ,物质、情感不支持与心理健

康呈正相关。应付方式、控制感与心理健康之

间的关系证明 ,除退避外 ,四种应付方式与心

理健康呈正相关 ,环境变化控制感与心理健康

亦呈正相关 ,人际关系控制感与心理健康则呈

负相关。

3. 2 　下岗人员的应付方式、控制感对不支持

行为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

运用多元回归 ( Enter) 的方法 ,首先分别以

应付方式、控制感为因变量 ,分别考察不支持

行为对两者的预测作用 (见表 2、3) ;其次以心

理健康为因变量 ,分别考察不支持行为、应付

方式和控制感对其的预测作用 (见表 4) 。

表 1 　下岗人员的不支持行为、应付方式、控制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

不支持行为

物质 情感 信息
合理化

应付方式

自责 退避 求助
发泄 情绪

控制感

环境变化人际关系
生活

心理

健康

合理化 0. 14
3 0. 00 0.30

3 3 —

自　责 0. 363 3 0. 243 3 0. 08 0. 403 3 —

退　避 0. 03 - 0. 02 0. 143 3 0. 323 3 0. 10 —

求　助 0. 01 0. 183 3 0. 11 0. 313 3 0. 463 3 0. 10 —

发　泄 0. 10 0. 283 3 0. 03 0. 233 3 0. 413 3 0. 03 0. 473 3 —

情　绪 0. 03 0. 02 0. 163 3 0. 183 3 0. 08 0. 223 3 0. 05 0. 11 —

环境变化 - 0. 06 - 0. 17
3 3 - 0. 07 - 0. 16

3 3
- 0. 18

3 3
0. 18

3 3 - 0. 133
- 0. 19

3 3 0. 01 —

人际关系 - 0. 01 - 0. 123 0. 03 0. 00 - 0. 11 0. 22
3 3

- 0. 143 - 0. 163 3 0. 413 3 0. 273 3 —

生　活 - 0. 02 - 0. 163 3 0. 173 3 0. 05 - 0. 11 0. 353 3 - 0. 10 - 0. 193 3 0. 293 3 0. 403 3 0. 403 3 —

心理健康 0. 163 3 0. 473 3 0. 09 0. 293 3 0. 533 3 0. 07 0. 333 3 0. 393 3 0. 02 0. 133 3 - 0. 163 - 0. 05 —

注 : 3 p < 0. 05 , 3 3 p < 0. 01 , 3 3 3 p < 0. 001。

表 2 　下岗人员的不支持行为对应付方式的回归分析

物质不支持 情感不支持 信息不支持

合理化 0. 08 0. 15 3 0. 28 3 3 3

自 　责 0. 22 3 3 3 0. 25 3 3 3 0. 05

退 　避 - 0. 01 - 0. 03 0. 14 3

求 　助 0. 10 0. 10 0. 10

发 　泄 0. 20 3 3 3 0. 18 3 3 3 0. 01

　　注 :表中只列出标准偏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

表 3 　下岗人员的不支持行为对控制感的回归分析

物质不支持 情感不支持 信息不支持

情 　绪 0. 07 - 0. 11 0. 17 3 3

环境变化 - 0. 08 - 0. 12 - 0. 08

人际关系 - 0. 03 - 0. 17 3 - 0. 01

生活 - 0. 07 - 0. 15 3 0. 18 3 3 3

　　注 :表中只列出标准偏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

表 4 　下岗人员的不支持行为、应付方式和控制感对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不支持行为

物质 情感 信息
合理化

应付方式

自责 退避 求助
发泄 情绪

控制感

环境变化人际关系
生活

心理健康 1 0. 13 0.46
3 3 3 0. 02

心理健康 2 0. 08 0.413 3 3 - 0. 04 0. 06 0. 20 3 3 0. 05 0. 08 - 0.133 0. 07

心理健康 3 0. 05 0.263 3 3 - 0.08 0. 07 0. 31 3 3 - 0. 03 0. 08 0. 14 3 3 0. 03 0. 09 - 0.103 0. 12

注 :表中只列出标准偏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 ;

心理健康 1 为以不支持行为为预测变量所得到的结果 ;

心理健康 2 为在控制了不支持行为的情况下 ,以应付方式和控制感为预测变量所得到的结果 ;

心理健康 3 为以不支持行为、应付方式及控制感为预测变量所得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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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信息不支持能预测合理化 (见表 4) ,

物质、情感不支持能预测自责和发泄 ,信息不支

持能预测退避。信息不支持能预测情绪控制

感 ;情感不支持能预测人际关系控制感 (标准偏

回归系数为负值) ;而情感不支持 (标准偏回归

系数为负值) 、信息不支持能预测生活控制感
(见表 3) 。表 4 显示 ,情感不支持对心理健康有

直接预测作用。此外 ,自责、发泄这两种应付方

式、人际关系控制感 (标准偏回归系数为负值)

对心理健康亦有直接预测作用。当应付方式、

控制感加入以心理健康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

后 ,情感不支持的标准偏回归系数由 0. 46 下降

到 0. 26 ,说明应付方式和控制感在不支持行为

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3. 3 　下岗人员的应付方式、控制感对不支持

行为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路径模型

根据多元回归分析所得到的标准偏回归

系数 (即路径系数) ,建立路径模型图 (图 1) 。

图 1 　下岗人员的应付方式、控制感对不支持行为与心理健康关系的中介作用路径模型图

　　路径模型显示 ,情感不支持 (β= 0146) 可
以直接影响心理健康 ,同时情感不支持 (β=

0125)通过影响自责 (β= 0131) 、发泄 (β= 0114)

的应付方式和人际关系控制感 (β= - 0110) 而
间接影响心理健康。以不支持行为、应付方式
和控制感预测心理健康 ,其决定系数 R2 =

0141 ,即不支持行为、应付方式和控制感可以
解释心理健康的 41 %的变异。

4 　讨　　论

4. 1 　不支持行为对下岗人员心理健康的影响
尽管下岗人员属于弱势群体 ,但他们总是

处于与家人、亲友、邻居及社会的人际交往网

络中 ,这种人际交往的性质有良性和恶性之
分 ,恶性的人际关系 (即不支持行为) 可能对下

岗人员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不支持行为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指出 ,

物质、情感不支持与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相
关 ,而情感不支持对心理健康有正向的预测作
用 ,这说明不支持行为损害了下岗人员的心理
健康。该结果与不支持行为降低了压力状态
下的个体的健康状况的结论相一致 [2 ] 。由此
可见 ,人际交往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下
岗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假若人际关系是良
性的 ,就能为下岗人员创造一个友善宽松的环

境 ,将有利于下岗人员排解压力 ,提高心理素
质。首先 ,支持行为可以把对下岗情境的消极

评价转化为积极评价 ,如舆论认为下岗为人的
潜能开发提供了机会 ,即可帮助下岗人员调整

失落、悲观的情绪 ;其次 ,支持行为可帮助下岗
人员克服困难和提供反馈 ,如向下岗人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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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拓宽再就业渠道 ,对下岗人员的表现做

出评价和指导 ;最后 ,安慰和关怀是下岗人员

情感支持的重要源泉 ,这可使下岗人员觉得自

己未被社会遗弃 ,仍有自我价值 ,从而提高自

尊感 ,满足爱和归属的需要。这与社会支持有

助于调整应付策略、家庭支持是应付能力来源

的观点相吻合 [10 ,11 ]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有些
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不支持行为来对待

下岗人员 ,使他们在精神上承受很大压力。这

不仅要求人们应为下岗人员开设沟通交流的

渠道 ,而且也要求下岗人员自己主动去建立良

好的人际关系网络 ,缓解心理压力。

4. 2 　下岗人员的应付方式、控制感对不支持

行为与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

压力过程中 ,下岗人员的心理调节策略是

否能够在压力源和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 ,

决定着下岗人员可否积极利用自身资源应付

压力从而减弱其对心理健康的伤害。相关分

析、多元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结果证实 ,应付

方式、控制感在不支持行为与心理健康关系中

起中介作用。

物质、情感和信息不支持与合理化、自责、

退避、求助和发泄五种应付方式有正相关 ,对

除求助外的四种应付方式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

同时除退避外的四种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有

正相关 ,自责和发泄对心理健康有正向的预测

作用。这说明应付方式具有中介作用 ,即当他

人表现出不支持行为、下岗人员没有机会向别

人表达感受时 ,他们倾向采取合理化、自责、退

避和发泄的应付方式 ,而自责和发泄导致心理

健康水平下降。社会认知加工理论认为 ,压力

对个体的关于生活的假定 (认为个体不死不

病、世界是公平的等)提出了挑战 [12 ] ,只有积极
地把生活体验整合到原有假定中才能成功地

对事件进行认知加工。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想

法和忧虑是个体对自身体验进行认知加工的

一种方式。如果处在恶性的人际关系氛围中 ,

无法向他人分享想法和感受 ,个体就倾向于采

取自责和发泄等应付方式。交流感情、分担忧

虑的机会越少 ,个体不愿考虑自己的烦躁焦

虑、不愿直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 ,健康

水平就越差。这与不当的应付方式不仅无助
于减缓压力甚至会加重压力的结果相一致 [13 ] 。

情感不支持对环境变化、人际关系、生活

控制感有负相关 ,并对后两者有负向的预测作

用 ,而信息不支持对情绪、生活控制感有正相

关 ,并有正向预测作用 ,同时尽管环境变化、人

际关系控制感分别对心理健康有正、负相关 ,

但仅人际关系控制感对心理健康有负向的预

测作用。这说明控制感在不支持行为与心理

健康之间起了中介作用。不被接纳、不受欢迎

会直接损害下岗人员的人际关系控制感 ,并对

健康造成伤害。一方面 ,不支持行为会使个体

产生被抛弃、被拒绝、被排斥的感觉 ,他人的负

向反馈直接削弱了个体对生活的控制程度 [14 ] ;

另一方面 ,个体的控制感决定着他们能否成功

地改变自己的处境 ,弱的控制感易使他们产生

消极的自我意象 ,降低对自身价值的评价 ,怀

疑自己有能力走出困境 ,从而陷入焦虑、恐慌

的负性情绪中。路径模型图表明 ,不支持行为

对下岗人员的心理健康既有直接预测作用 ,又

通过应付方式和控制感对心理健康有间接预

测作用。不支持行为、应付方式及控制感能解

释心理健康状况的 41 % ,说明还有其他心理中

介因素在起作用 ,未来的研究应深入考察压力

过程的整体状况。

5 　结　　论

(1)物质、情感和信息不支持与合理化、自

责、退避、求助、发泄五种应付方式呈正相关 ,

而情感不支持与环境变化、人际关系和生活控

制感呈负相关 ,信息不支持与情绪、生活控制

感呈正相关。物质、情感不支持与心理健康呈

正相关。除退避外 ,四种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

呈正相关 ,环境变化控制感与心理健康呈正相

关 ,人际关系控制感与心理健康呈负相关。
(2)情感不支持既对心理健康产生直接影

响 ,又通过自责和发泄两种应付方式以及人际

关系控制感对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
(3)下岗人员的应付方式和控制感在不支

持行为和心理健康之间起重要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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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diator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of Unemployed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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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oping styles , perceived control ,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324 unemployed persons participated in
the investig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o2
cial support had both direct effect and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coping styles and perceived control on mental health. It was

therefore confirmed that the coping styles and perceived
control of the unemployed persons worked as the mediator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 stress , coping styles , perceived control ,
unsupportive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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