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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

离退休干部的生活质量与自觉幸福度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许淑莲
架

王翠华 料 蒋 龙料
去

刘和生林栅

摘要 本文用三种量表评定了原科技和行政干部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自觉幸福度并探讨了

其有关影响因素
。

结果表明
:

L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及幸福度属中上水平 ; 2
.

良觉健康状态对生活

质量各指标均有明显影响
,

个人收入则与负性情感及生活质量有关
。

与幸福度关系不显著
。

3
.

外

向分与幸福度
、

正性情感及生活质量明显正相关
,

与自觉健康也显著相关
,

而种经质分恰好相反
,

精神质与幸福度负相关
。

4. 婚姻状况
、

文化程度
、

子女多尖及年龄与生活质量有一定关系
。

5. 各

因素间有 一 定相互作用
。

关键词 生活质量 幸福度 正性情感 负性情感 EP Q

关于老年人的 自觉幸福度或生活满意程

度及其影响因素
,

国外己有多年研究〔, 一5 〕
。

国

内也开始了一些研究〔“一 ”〕
。

但对老年人的较

全而的生活质量 (包括自觉幸福库) 则研究

较少朗
。

在有关影响因素中
,

对个性特点的影

响研究较少 , 卜”〕
。

本工作 目的为探讨原科技

及行政两类老年人的较全面的生活质量概况

及其影响因素
,

包括个性特点的影响
。

即 A n d r ew s 和 W ith e y 的生活质量量表
,

B ra d
-

b盯。
的情感平衡量表

,

其中包括正性情感和

负性情感各 5题
,

以及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

度量表
。

另加填陈仲庚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

卷 (成人
,

E PQ )
。

被调查者另填写十余项
·

般社会人 口学状况
。

家庭夫妻关系及两代关

系由熟悉老人家庭情况的老干部工作人员评

定
。

结果皆用微机处理
。

方 法 结 果

调查于 1 9 8 9 年冬季进行
。

被调查者为北

京 刁处科研单位一所大学的 55 岁以上离退

休干 部 2 26 人
。 ’

其中科技人员 n 6 人 (占

5 2
.

3 % )
,

行政干部 1 2 0 人 (占 4 8
.

7写)
。

成

69 岁者 ]6 4 人
,

妻 70 岁者 62 人
,

平均年龄

6 6
.

9 4 岁
。

男 1 5 0 人
,

女 7 6 人
。

离休 1 5 2 人
,

退休 74 人
。

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

应用三种量表评定较全面的生活质量
,

一
、

量表的
一

再测信度
:

对 39 例作 了再测
。

幸福度
、

情感平衡
、

生活质量三个虽表的 再

测相关分别为
.

7 6 3 9
、 .

6 1 2 9 和
.

7 8 9 2
,

是合

格的
。

情感平衡中的正
咨

比情感再测相关稍低

(r 一 d
.

5 8 4
,

P< 0
.

0 0 1 )
,

负性情感的较高 (r

=
.

6 2 9 1
,

P< 0
.

0 0 0 1 )
。

二
、

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一般状况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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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老年人生活质量一般状况

人数

2 15

2 2 6

2 2 6

2 2 6

均数士标准差

3
.

5 5 士
.

6 4

13
.

4 4 士 7
‘

9 0

2
.

5 9 土 1
.

3 9

一 9 2 士 l
,

2 7

范 围

生活质量

幸 福 度

正性情感

负性情感

1
.

3 8一5
.

2 4

一 9一+ 24

0一5

一 5一O

由表 1 可见
,

心理健康各指标均属 中上水平
。

生活质量中等稍佳 (中数为 4
,

数越大越差 )
,

幸福度 (一 24 至 + 2 4 分 ) 明显较好
,

正性情

感较多
,

负性情感明显较少
。

三
、

生 活质量各量表 间的相关 (2 2 6

例 )
:

幸福度与正性情感
、

负性情感
、

生活质

量 的 相 关 分 别 为 。
.

4 9 8 5
、

0
.

3 7 0 2 和 一

0
.

4 7 2 :
,

正性情感和 负性情感
、

生活质量相

关的分别为 0
.

2 3 0 5 和 一0
.

4 25 9
,

负性情感和

生活质量的相关为一 0
.

2 8 4 7
,

各指标间均有

很显著的相关
,

其中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的

相关最低
。

‘

四
、

影响生活质量及幸福度的因素
:

1
.

自觉健康状况和个人月收入
。

见表 2
。

表 2 自觉健康状况和个人月收人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自自自觉健赓状况况 FFF 个人 月收入 FFFFFF

较较较好 较差差差 ( 20 0 历仑
二2 00 元元元

(((((犷磊) (号孑))))) (全弄)(犷品)))))
幸幸福度度 14

.

2 7 1 0
.

9 000 5
.

55 4
备备

1 2
.

6 5 14
.

2 444 2
.

4 5777

正正性情感感 2
.

6 5 2
.

2 555 2
.

69 888 2
.

4 2 2
.

7 777 3
.

6 4 111

负负性情感感 一
,

7 0 一 1
.

7 333 2 5
.

d 5 7 蚤 “ 苦苦

一 1
.

1 8 一 6 333 1 0
.

8 92
. 井井

生生活质址址 3
.

4 6 3
.

8999 1 5
.

0 00
. 健 枯枯

3
.

7 0 3
.

4 111 1 1
.

5 3 2
脸 份份

〔注〕
* P<

.

05
, , , p (

.

0 1
, , , , p (

.

00 1

与生活质量其他三指标均有显著关联
。

个人

月收入则仅与负性情感
、

生活质量密切有关
,

对幸福度关系不显著
。

而家庭人均收入则与

生活质量各指标均无明显关系
。

‘

2
.

文化因素
:

文化程度大学 (1 3 2 例 )
、

高中 (4 5 例 ) 和初中 (4 5 例 ) 的负性情感均

值分别为
.

79
、

一 89 和一 1
.

38
,

有 明显差异

(F ~ 3
.

6 9
,

P <
.

0 5 )
。

其余均无明显影响
。

3
.

原职玉压
:

除原行政干部的生活质量有

优于原科技干部的趋势 (P 一 0
.

0 99 )
,

原科技

干部的负性情感有少于行政干部的趋势 (P

一 0
.

0 9 1) 但尚不显著外
,

两者均无显著差异
。

4
.

性别
:

除女性老人负性情感有较多的

趋势 (P 一 0
.

0 6 6) 外
,

其余指标两性 间均 无

明显差别
。

5
.

家庭关系与子女数
:

夫妻关系仅与幸

福度及生活质量有倾向性关系 (P 一 09
,

P ~

.

0 97 ) (1 10 例)
。

两代关系好者负性情感明显

较少 (P 一 05 )
。

夫妻关系与两代关系显著相

关 (r一 4 8 67
,

P<
.

01 )
。

子女多少与正性情

感 (P <
.

05 )
、

生活质量 (P <
.

0 5) 有关
,

子

女多者较好
。

6
.

有无工作
、

家庭结构
、

婚姻状况或年

龄诸因素对生活质量各指标均无明显关系
。

7
.

个性
:

男女被试分别与标准化样本比

较 [ ‘2〕结果见表 3
。

由表 2 可见
,

除正性情感外
,

自觉健康

表 3 老人的 EP Q 结果

标准化钱本

老人样本

男

9
.

9 3士 4
.

3 9

10
.

18 士 4
.

17

0
.

1 37 9

女

9
.

0 3士 4
.

1 2

10
.

17 士 4
.

12

2
.

2 5 0
件

男
10

.

0 6 士 4
.

2 6

7
.

2 6 士 4
.

19

6
.

4 2 5
. 势 曲

女

1 0
.

9 8 士 4
.

6 6

8
.

3 4士 4
.

3 4

络
·

6 7 7
, , .

男

6
.

0 8土 3
.

2 2

3
.

0 3土 1
.

7 7

1 0
.

9 05 二
协

女

5
.

34 士 2
.

9 6

2
.

67 士2
.

0 4

7
.

8 2 3
禅 仔 译

由表 3 可见
,

与以 25 至 35 岁为主要被

试的标准化样本 比较
,

女性老人较为外向
,

男
、

女性老人均明显地较不神经质和精神质
。

E PQ 结果和幸福度等量表的关系见却
。

可见外 向者除负性情感外与生活质量各

指标均有正相关关系
,

神经质则与所有指标

负相关
,

精神质只与幸福度负相关
。

生活质

量因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差
,

故意义相反
。

四
、

各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
:

多元方

差分析结果表明
,

年龄
、

性别
、

个人收入对

幸福度有明显交互作用 (P <
.

0 1 )
,

即月收入

少于 2 00 元老人中
,

小于 70 岁者男性幸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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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于女性
,

大于 70 岁者女差于男
,

月收入多

于 2 00 元者整个情况恰好相反
。

个人收入对

幸福度的影响
,

随年龄
、

性别而有所不同
。

文化与离退休 两 因素对幸福度 (F -

3
.

7 9
,

p =
.

0 2 ) 和负性情感 (F = 3
.

8 0
,

p ~

.

0 2 4) 有明显交互作用 (表 5)
。

表 4 生活质量各指标与 E PQ 的关系 (r )仁注〕

幸福度

正性情感

负性情感

生活质量

E

.

2 3 6 7
, c

二
.

2 7 0 0
肠 . ,

.

0 75 7

一
.

2 1 4 0
书 梦 .

N

一
.

2 7 2 0
场 蛋 苍

一
.

1 1 9 8
关

一
.

4 3」1
. 赞 砚

.

2 6 2 8
奋 书 餐

P

一
.

1 4 8 8
书

一
.

0 0 2 8

一 0 8 4 8

.

1 0 3 2

〔注j 生活质量
n 一 2 1 5

,

余
n 二 2 2 6

表 5 文化
、

离退休对幸福度
、

负性情感的交互作用 胜」

幸幸幸福度度 负性情感感

离离离休休 退休休 离休休 退休休

大大学学 1 3
.

5 000 1 2
.

6 333 一
.

7 000 一
.

9 000

高高中中 (n ~ 7 6 ))) (n ~ 5 1 ))) (n = 7 6 ))) (n = 5 1 )))

初初中中 1 6
.

3 666 1 1
.

7 000 一
.

7 000 一 1
.

5 000

(((((n 二 3 3 ))) (n = 1 0 ))) (n = 3 3 ))) (n = 1 0 )))

11111 1
,

3 111 1 7
.

7 888 一 1 5 666 一 1
.

1000

(((((n = 3 2 ))) (n 二 9 ))) (n = 3 2 ))) (n = 9 )))

即老人的幸福度和负性情感随文化程度和离

退休而转移
。

五
、

被试者特征与生活 质量各指标及

E PQ 的关系
:

大多数结果再一次印证了前述

方差分析结果
。

另观察到婚姻状况与幸福度

有关
,

丧偶者幸福度较低 (r ~ 一 2 0 93
。

P<
.

0 1 )
。

外向与 自觉健康有关
,

外向者多自觉

健康良好 (r 一一 24 33
,

P<
.

0 0 1 )
。

神经质分

高者多 自觉身体健康较差 (r 一 26 ]9
,

P <
.

0 0 1 )
。

并发现 70 多岁者较 60 多岁者内向

(r = 一 1 5 8 7
,

P<
.

0 5 )
,

负性情感较少 (r -

.

1 4 2 3
,

P<
.

0 5 )
。

(表略 )

讨 论

一
、

再测结果表 明本研究采用的表示广

义的生活质量 的三个量表是可靠的
。

在情感

平衡量表 内
,

负性情感分量表似比正性情感

分量表的可靠性更好些
。

量表间的相关都很

显著
,

但并不太高 (均 <
.

5 )
。

这表明三个量

表所测查的既有共性又有区别
。

共同的可能

是广义的生活质量
。

有学者曾提出 自觉幸福

度的理论模式 〔‘3
,
’‘〕

。

如 st o ek 等提出幸福度

包括正性情感
、

负性情感和认知三个成分
。

而

认知又和情感的发生分不开
。

所用三个量表

包括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
,

正性及负性体验

(幸福度量表 )
,

以及正性及负性体验 的来源

如对住房
、

社区服务
、

工作
、

‘

朋友等的感受

(生活质量量表 )
。

三个量表间有高度相关
,

说

明它们均具有一定效度
。

纽芬兰大学幸福度

量表的效度在我国已有证明困
。

三个量表又

存在区别
,

在同时应用的情况下可更全面地

了解老年人的 自觉生活质量和幸福度
。

二
、

本结果表明
,

原科技和行政老干部

的生活质量和幸福度属 中上水平
,

尤其是幸

福度显著较好
。

这也许可以代表我国相当部

分的原科技和行政老干部的情况
。

三
、

影响广义生活质量的诸因素中
,

以

自觉身体健康和个人收入最大
。

前者除自觉

健康好差者正性情感差别不够显著外 (但相

关是显著的
: r ~ 一 ]9 37

,

P<
.

0 5)
,

与其余

指标均 无 显 著关联
。

这 和 国 内外一 些 研

究[l,
‘ 6

,
g〕结果一致

。

有作者结果认为 自觉健

康比躯体实际健康对自觉幸福度关系更为密

切[l5 〕
,

实际上两者是互相关联的困
。

个人收

入与负性情感
、

生活质量显著相关
,

与自觉

幸福度
、

正性情感关系不显著
。

个人收入与

幸福度关系不显著
,

而和个人对收入的满意

程度更有关系
,

这和我们过去的结果一致川
。

而家庭人均收入与生活质量各指标均无关
。

这可能是由于个人收入比家庭人均收入和老

人的社会地位
、

自我意识更有关联的缘故
。

年

龄与负性情感相关分析和两年龄组差别结果

不一致
,

后者无明显差别而前者表明 70 多岁

组负性情感少些
。

由于 70 多岁组人数较少
,

此结果尚需进一步检验
。

文化程度高者负性

情感较少
。

丧偶者幸福度较低的现象可以理

解
。

子女较多者生活质量
、

正性情感较好
,

可

能是受我国传统旧观念的影响
。

老夫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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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与幸福度及生活质量有倾向性关系
,

两代

关系差者负性情感较多
。

就原职业影响看
,

见

到原行政干部生活质量较好
,

而原科技人员

负性情感较少的趋势
。

现有无工作
、

家庭结
.

构则与生活质量各指标均无明显影响
,

前者

和有的研究结果阁不一致
。

可能参加消闲的

或社会性活动也同样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
。

以 EPQ 测定的个性特点和 生活质量关

系极为密切
。

和以 25 岁至 35 岁为主要被试

的标准化样本比较
,

老人并不 比年轻人内向
,

女性还要外向些
。

神经质分与精神质分都比

年轻人显著少些
。

说明认为从青年到老年人

会越来越内向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

但本研究

也看到 70 岁组 比 60 岁组较为内向的现象
,

这可能是由于年过 70 岁后活动精力下降的

缘故
。

外向分与除负性情感外的所有生活质

量指标都有正相关关系
,

神经质分则恰好相

反
,

与所有指标均呈负相关
,

精神质分则只

与幸福度呈负相关
。

外向还与自觉健康有关
,

外向者自觉健康较佳
,

神经质者则相反
。

可

见老人的个性特点对他的生活质量有极重要

的影响
。

A vr on sPi ro 等人的横向研究发现外

向和情绪性及 自觉症状有关
,

前者为负相关
,

后者为正相关 [l ‘〕
。

情绪性与神经质相近
,

.

其

结果和我们的结果一致
。

但他们的纵向研究

发现外向性并不能预测症状的变化
,

这有待

今后的研究
。

结果还发现
,

行政干部较科技

干部外向
,

这可能是前者长期与人打交道的

职业形成的
。

四
、

影响生活质量诸因素间有一些有交

互作用
。

如健康
、

个人收入
、

文化 3 因素对

负性情感
、

生活质量有交互作用
,

性别
、

年

龄
、

个人收入对幸福度有明显交互作用
。

离

退休和文化对幸福度
、

负性情感有明显交互

作用
。

离休老人以高中文化者幸福度较高
,

退

休者则以初中文化的较高
。

离退休和原职业

对负性情感也有交互作用
。

不同因素间存在

交互作用不容忽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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