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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经济依赖型人格的内隐观结构及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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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内隐人格观理论和人格词汇学假设作为研究的方法学基础，在对 %"$ 名大学生预调查的基础上编

制成经济依赖形容词检核表，然后对 *%* 名大学生进行正式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经济依赖型人格主要包含五

个因子：自我中心性、被动性、无助性、随和性和依赖性。（"）大学生认为经济依赖型大学生所具备的特征中符合程

度评分最高的前 %# 项依次是随和的、乐观的、热情的、外向的、坚强的、多愁善感的、专注的、自由的、敏感的、单纯的；

大学生看法比较一致的依次是洒脱的、害羞的、潇洒的、乐观的、热情的、吝啬的、随和的、懦弱的、多疑的和外向的。

（D）性别、年级以及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因素对经济依赖型人格特征的内隐观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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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

自立（ =<12I=-KK,.(7/5）是 健 全 人 格 的 重 要 方

面［%］，也是素质教育、人格教育必须重视的一个方

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自立是个体从自己过

去依赖的事物那里独立出来，自己行动，自己做主，

自己判断，对自己的承诺和行为负起责任的过程［D］。

从社会工作的角度看，徐勤、郭平［*］把自立看作是一

个与“依赖”、“依靠”相对的概念，即“ 依赖”一词往

往是作为与“ 自立”相对的概念而提出的。自立的

过程是一个与依赖做斗争的过程，对大学生依赖性

的研究有利于对大学生自立的理解［C］。中国古代提

出了仁、智、勇、隐、中庸、自强的理想人格模式［H］。

黄希庭教授将健全人格定义为：自立、自信、自尊、自

强、幸福的进取者［$］。近年来，吴锡改认为自强不息

的人生态度是青少年健全人格系统的主要要素之

一［F］。因此，要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就必须使他们

从依赖性的心理和行为习惯中摆脱出来。经济自立

是自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J］，随着我国市场经济

体制的蓬勃发展、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在大学生中

普及经济意识并提倡经济自立是非常有必要的。有

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大学生的经济意识比国外

的大学生要滞后 D 年以上，大学生的经济意识只相

当于西方发达国家高中生的水平，这也是一般大学

生毕业后至少要两年才能适应岗位的症结所在。而

经济依赖是导致经济意识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因

此，对大学生经济依赖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依赖这个概念虽然常见，但对

其进行相关的系统研究却非常缺乏，对经济依赖的

研究更是无人问津。E.,/=(<7/ 提出依赖性既有消极

的方面也有积极的方面，消极方面，如易受暗示性、

顺从等；积极方面，如对他人的态度的准确体会和在

实验中追求优异成绩［%%］。李媛、黄希庭从心理学角

度对依赖的概念、结构和测量方法进行了研究，他们

还提出按其所涉及的领域，依赖可划分为：政治依

赖、经济依赖、心理依赖等［%"］，但并没有对经济依赖

做进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采用内隐人格假设［%D］和人格词汇学假

设［%*］作为研究的方法学基础，探索在大学生经济依

赖人格的内隐观结构和特征，为建立自立型人格结

构和指导大学生培养理财能力、理财意识提供相应

的理论依据。

" 研究方法

本调查研究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预调查。在重庆师范大学随机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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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大学生，其中男生 "$ 名，女生 !%! 名。要求

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尽可能地用形容词列出经济依

赖的大学生所具有的心理和行为特征。问卷收回并

进行整理、汇编之后，按各特征出现的频数高低进行

排序，筛选出具有代表性和频数最高的前 !%& 个词

汇，编制成大学生经济依赖词汇内隐观的正式问卷。

第二阶段：正式调查。问卷采用 # 点记分，要求

大学生对这些形容词用来描述经济依赖型大学生人

格特征的符合程度进行评分，! 分到 # 分代表从“完

全不符合”到“ 完全符合”。采用整群分层抽样，抽

取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南大

学 ’ 所高校的 "%%" 级 ( "%%) 级的 )%% 名大学生作

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 )%% 份，其中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 *"+ *, 。性别构成为：男生 !*- 人，女生

"-! 人；年级构成为：一年级 !## 人，二年级 #$ 人，

三年级 !’) 人，四年级 !$ 人。专业构成为：文科 !)#
人，理 科 "!$ 人，工 科 -* 人，缺 失 - 人。 采 用

./..!"+ % 012 3456178 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 结果

-+ ! 预调查结果

将 !"# 名大学生对大学生经济依赖描述词汇的

选择频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列，结果见表 !。

9 9 从表!可知，大学生所罗列出来的反映经济依

表 !9 大学生经济依赖描述词汇表

依赖的 浪费的 挥霍的 社会适应性差的 自以为是的 懒惰的 脆弱的 安于现状的 幼稚的 自卑的 虚荣的 懦弱的 大手大脚的 被动的 单纯的

退缩的 能力不强的 自私的 缺乏责任感的 感性的 敏感的 冲动的 悲观的 害羞的 家庭条件好的 没主见的 娇生惯养的 自负的 情绪化的 喜

欢物质享受的 自控力差的 享乐主义的 独立性差的 缺乏安全感的 不善于交往的 承受挫折能力差的 迷茫的 犹豫的 胆小的 无节制的 爱盘

算的 爱哭的 有优越感的 我行我素的 纵容的 担忧性的 计划性的 依恋父母的 易怒的 任性的 冷漠的 吝啬的 缺乏挑战的 不敢于探索的 互

相攀比的 目光局限的 没有自主性的 恋家的 盲目的 心胸狭隘的 易受伤害的 循规蹈矩的 不执着的 拜金主义的 时尚的 没有经济理财能力

的 做事拖拉的 随和的 自由的 小气的 自傲的 易相信别人的 随声附和的 理所当然的 悠闲自得的 粗心的 无助的 有压力的 洒脱的 多疑的

专注的 焦虑的 漫不经心的 没有原则的 学习不够努力的 多愁善感的 易受人影响的 言行不一的 缺乏勇气的 心理阴暗的 潇洒的 外向的 行

事低调的 遇事易惊慌的 渴望被关注的 炫耀的 轻松生活的 对自己要求低的 堕落的 热情的 作怪的 痛苦的 做事草率的 能吃苦的 等待性的

彷徨的 封闭的 乐观的 坚强的

赖型大学生的人格特征有 !%& 个，可见大学生对经

济依赖型人格特征的认识非常丰富和复杂。出现频

率最高的 !% 项依次是依赖的、浪费的、挥霍的、社会

适应性差的、自以为是的、懒惰的、脆弱的、安于现状

的、幼稚的、自卑的；而出现频率最低的 !% 项依次是

热情的、作怪的、痛苦的、做事草率的、能吃苦的、等

待性的、彷徨的、封闭的、乐观的、坚强的。

-+ " 正式调查结果

（!）大学生经济依赖内隐观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将各项描述大学生经济依赖人格特征的词汇按

照其符合程度的高低排列后结果如表 "。由于问卷

中涉及的词汇较多，故不逐一列出，只列出符合程度

评分最高的前 !% 项和最低的后 !% 项。

由表 " 可见经济依赖人格特征的大学生所具备

的 !%& 个特征中，符合程度评分最高的前 !% 项依次

是随和的、乐观的、热情的、外向的、坚强的、多愁善

感的、专注的、自由的、敏感的、单纯的；按照标准差

的大小进行分析，大学生看法比较一致的依次是洒

脱的、害羞的、潇洒的、乐观的、热情的、吝啬的、随和

的、懦弱的、多疑的、外向的这 !% 个题项。

（"）经济依赖人格特征的因素分析结果。根据

因素分析理论剔除本问卷 $ 个题项，对剩下的 !%-
个题项的结果进行因素分析。这 !%- 项经济依赖人

格特征构成的问卷其克伦巴赫系数为 %+ &!*，对这

些项经济依赖人格特征的调查结果采用主成分和方

差最大正交旋转法进行因素分析，并根据前期的碎

石图结果确定 ) 个因子，结果见表 -。从表 - 可见，)
个因素解释了总方差的 ’!+ --*, ，题项内因素的最

高负荷为 %+ $*!，最低负荷为 %+ -%#。

表 "9 评分最高前 !% 项特征和评分最低后

!% 项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 ’!’）

排序 特征 评分 排序 特征 评分

! 随和的 ’+ *% ; !+ )& !%& 吝啬的 "+ &% ; !+ )*

" 乐观的 ’+ #* ; !+ )# !%* 心胸狭隘的 "+ &" ; !+ $$

- 热情的 ’+ $" ; !+ )* !%# 心理阴暗的 "+ && ; !+ #!

’ 外向的 ’+ )$ ; !+ )& !%$ 封闭的 -+ %! ; !+ $’

) 坚强的 ’+ )) ; !+ *! !%) 自私的 -+ %) ; !+ $"

$ 多愁善感的 ’+ )) ; !+ #$ !%’ 缺乏责任感的 -+ %* ; !+ #%

# 专注的 ’+ ’$ ; !+ $" !%- 没有原则的 -+ %* ; !+ #-

* 自由的 ’+ ’) ; !+ $! !%" 懦弱的 -+ !% ; !+ )&

& 敏感的 ’+ -- ; !+ $! !%! 言行不一的 -+ !" ; !+ #!

!% 单纯的 ’+ -% ; !+ $" !%% 堕落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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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大学生经济依赖型人格特征的因素分析结果

因素 特征值 贡献率 # $ 题 项

自我中心性 %&’ ()) %(’ *%+ 浪费的、享乐主义的、拜金主义的、挥霍的、时尚的、互相攀比的、炫耀的、娇生惯养的、我行我素

的、虚荣的、喜欢物质享受的、有优越感的、大手大脚的、无节制的、自以为是的、漫不经心的、悠闲

自得的、家庭条件好的、任性的、自傲的、缺乏责任感的、作怪的、没有原则的、没有经济理财能力

的、纵容的、理所当然的、懒惰的、随声附和的、做事拖拉的、言行不一的、潇洒的、冲动的、没有自

主性的、学习不够努力的、不执着的

被动性 (’ **, (’ -,) 缺乏挑战的、循规蹈矩的、能力不强的、安于现状的、易受别人影响的、缺乏勇气的、不敢于探索

的、对自己要求低的、害羞的、缺乏安全感的、不善于交往的、自控力差的、社会适应性差的、目光

局限的、盲目的、承受挫折能力差的、被动的、等待性的、行事低调的、没主见的、依恋父母的、遇事

易惊慌的、易相信别人的、迷茫的、犹豫的、有压力的、粗心的

无助性 +’ ()* +’ +&+ 焦虑的、封闭的、自负的、痛苦的、吝啬的、自卑的、小气的、悲观的、心理阴暗的、多疑的、易怒的、

自私的、心胸狭隘的、无助的、退缩的、懦弱的、堕落的、担忧性的、爱盘算的

随和性 !’ .*. !’ ,** 热情的、专注的、随和的、坚强的、能吃苦的、洒脱的、乐观的、自由的、外向的、轻松生活的、计划

的、敏感的

依赖性 %’ !%, %’ %(% 感性的、幼稚的、依赖的、单纯的、恋家的、脆弱的、胆小的、爱哭的、易受伤害的、情绪化的、渴望被

关注的

" " 第一个因子（!.）包含 !+ 个题项，其中“ 浪费

的、享乐主义的、拜金主义的、挥霍的、互相攀比的、

炫耀的、娇生惯养的、我行我素的、自以为是的、任性

的、自傲的、纵容的”等题项主要描述的是个体的自

我中心性特征。因此可以考虑命名为“ 自我中心

性”。

第二个因子（!%）包含 %- 个题项，其中“缺乏挑

战的、循规蹈矩的、安于现状的、缺乏勇气的、不敢于

探索的、对自己要求低的、自控力差的、被动的、等待

性的”等题项描述了个体心理和行为的被动性品质

特征，表现为个体被动的接受，而缺乏挑战精神的品

质特征，故命名为“被动性”。

第三个因子（!!）包含 .) 个题项，其中“ 焦虑

的、封闭的、自负的、痛苦的、悲观的、心理阴暗的、多

疑的、无助的、退缩的、懦弱的、担忧性的”等题项描

述了个体由无助性引起的心理和行为上的具体表

现，故命名为“无助性”。

第四个因子（!+）包含 .% 个题项，其中“ 热情

的、随和的、洒脱的、乐观的、自由的、轻松生活的”

等题项描述了个体对待人或事的一种开放心态，故

命名为“随和性”。

第五个因子（!(）包含 .. 个题项，其中“ 依赖

的、恋家的、胆小的、爱哭的、渴望被关注的”等题项

描述了个体的依赖的特征，故命名为“依赖性”。

（!）大学生经济依赖型人格特征各因子的描述

性分析和性别、年级、年级与性别交互作用因素在 (

个因子之间的差异比较。将各个因子所含题项的得

分加以平均作为因子的得分，结果为自我中心性

（!’ +& /.’ ,(）、被动性（!’ &% /,’ ))）、无助性（!’ !, /
,’ ))）、随 和 性（ +’ +& / ,’ )(）、依 赖 性（ !’ ), /
,’ )*）。从结果得知，大学生认为的经济依赖型人格

特征中，以随和性和依赖性较为严重，同时从标准差

大小的分析结果来看，随和性和依赖性的评价较为

一致。

以经济依赖型大学生人格特征的 ( 个因子的平

均得分为因变量，以大学生的性别、年级为影响因素

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性别、年级以及两者之间的

交互作用在各因子上都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这说

明不同性别、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对经济依赖型人格

特征的各因子的看法基本一致。

+ 讨论

（.）大学生经济依赖型人格特征的内隐观主要

表现在自我中心性、被动性、无助性、随和性、依赖性

等 ( 个方面。将这一结果与国内外有关学者和专家

的观点相比较，发现他们具有较大的一致性。如

012345677 认为依赖包括一个中心需要，即与他人保

持亲近和在人际作用中成为主要的信息接受者。他

提出依赖的三因素结构：在自卑和谦卑的地位上与

他人的交往；在人际的互相影响中是信息的接受者；

与他人接近的需要［..］。在随和性、被动性和依赖性

上大学生经济依赖型人格特征的内隐观与其基本一

!第 + 期" " " " " " " " " " " " " 刘" 晶，等：大学生经济依赖型人格的内隐观结构及特征



致。!"#$%&’($ 和 )’*’#"［+,］的研究表明，依赖者的行

为表现为易受暗示性、顺从、求助、人际让步、害怕否

定评价、对人际线索敏感、低挫折忍受力、低自尊、嫉

妒和不安全感、对亲密与合群的强烈需要、害怕遗弃

等，并且他还认为依赖性水平高有可能增加心理变

态，依赖的人具有一种无助的自我概念。在被动性

和无助性上大学生经济依赖型人格特征的内隐观与

其相一致。心理学者李丹［+-］认为“依赖心理最突出

的表现是缺乏自信心与独立感。具有依赖心理的人

始终要求别人的帮助，处事优柔寡断，愿意依靠强

者，听从摆布，没有自己的主张，很少争取选择的机

会、权利。”本研究中的被动性和依赖性与该观念中

的一些特征是相吻合的。

然而在关于依赖型人格特征中很少将“ 自我中

心性”纳入其中，这与内隐观的调查结果不大一致。

而且“自我中心性”似乎与“随和性”相矛盾，但笔者

认为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现代家庭中，一般

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他们在父母的百般呵护下

长大，因此逐渐形成了“自我中心性”的特征。

（.）大学生经济依赖型人格特征的内隐观中按

照出现频率排在前 +/ 位的依次是：随和的、乐观的、

热情的、外向的、坚强的、多愁善感的、专注的、自由

的、敏感的、单纯的。这说明在大学生中他们认为的

经济依赖型人格特征中首先应该是随和性，然后才

是无助性和依赖性。大学生在经济依赖型人格特征

的内隐观中看法比较一致的依次是：洒脱的、害羞

的、潇洒的、乐观的、热情的、吝啬的、随和的、懦弱

的、多疑的和外向的。这说明大学生在经济依赖型

人格特征的判断方面，在随和性和无助性等方面是

比较一致的，但是在自我中心性方面的特征却存在

一定的分歧，如娇生惯养的、大手大脚的、喜欢物质

享乐的、享乐主义的、我行我素的、浪费的、拜金主义

的等特征。这说明当今的大学生他们一方面受到中

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注重维持勤俭节约的生活

作风；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西方的许多观念广泛传入

中国，对大学生的心态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使他们的

人生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所以他们在自

我中心性方面存在着分歧和差异。

（0）在大学生经济依赖型人格特征影响因素的

分析中，大学生经济依赖型人格特征在性别上没有

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一结果与李嫒、黄曼娜［,］的

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他们也认为从依赖性上讲，大学

生的依赖性没有表现出性别差异。而 12**"34［+5］的

研究表明女性的依赖性比男性强，在本研究中却并

未显现出来，这一方面是因为本研究的抽样群体是

大学生，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

缩小了因性别不同而导致的男女在依赖性程度上的

差距；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性别的

社会角色差异正在缩小，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在

不断地提高。因此，大学生不再认为女性在社会中

的价值比男性低，而是认为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处

于平等的地位，具有同等的社会价值。

, 结论

大学生认为经济依赖型人格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自我中心性、被动性、无助性、随和性、依赖性等 , 个

方面，这与专家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经济依赖型

大学生所具备的特征中符合程度评分最高的前 +/
项依次是随和的、乐观的、热情的、外向的、坚强的、

多愁善感的、专注的、自由的、敏感的、单纯的；看法

比较一致的依次是洒脱的、害羞的、潇洒的、乐观的、

热情的、吝啬的、随和的、懦弱的、多疑的和外向的。

大学生经济依赖型人格的内隐观受性别、年级和年

级与性别的交互作用因素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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