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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诚信品质与信赖他人的关系研究：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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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大学生诚信问卷、信赖他人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问卷（ＰＳＳＳ）对３８７名高职学生进行测试，考察高职学
生诚信品质与信赖他人的关系以及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并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高职学生诚信
品质与领悟社会支持和信赖他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高职学生诚信品质可以显著地预测大学生信赖他人水平。领

悟社会支持在诚信品质与依赖他人之间起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２６．３０％。
关键词：诚信；信赖他人；领悟社会支持；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Ｇ７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６）０６－０１４３－０３

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应当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国外关于诚信的基

本含义是“值得信赖的”。多伊奇的囚徒困境开创了诚信研究的先河，心理学家罗特等利用心理学的实

验方法研究得出“诚信是个人人格特质的表现，是一种经过社会学习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

点”。国内赵爱玲（２００４）认为诚信包括“诚”和“信”两个方面：“诚”即诚实，是指在没有监督或不受舆
论谴责的情况下，内不欺己、外不骗人的高尚品德；“信”即信用，是指信守诺言的品质。桂亚莉（２００４）
编制了大学生诚信问卷的“诚”分问卷和“信”分问卷［１］，其中“诚”分问卷有诚实和无欺两个维度；“信”

分问卷有信任、重诺、守信和信用四个维度。陈劲（２００７）研究发现，中国人诚信心理结构具有稳定性和
发展性特征［２］。

本研究采用桂亚莉（２００４）编定的问卷，将诚信品质作为一种积极心理品质来进行研究，诚信的定
义中包含了“信”问卷，包含信任、重诺、守信和信用四个方面，主要是自我的一种品质。信赖他人是指

对一般人的可信性、诚实、善良、慷慨和友爱等本性是否有信心，是对他人的信赖程度。投射效应是指将

自己的特点归因到其他人身上的倾向，比如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会以为别人都是善良的。那么，一个诚信

的人是否也更容易信赖别人呢？目前关于两者具体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见。

同时，林静、涂巍（２０１５）研究发现，积极心理品质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显著的正相关，领悟社会支持
对积极心理品质有一定正向预测作用［３］；张静敏（２０１１）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呈显著正
相关，领悟社会支持在自尊和人际信任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４］。因此，本研究还将考察领悟社会支持

在诚信与依赖他人之间的中介作用。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取样法，以湖南省３所高职院校２０１３级、２０１４级３８７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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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女生１４６人；２０１３级１６２人，２０１４级２２５人；平均年龄１９．４１岁（标准差为１．４９）。
１．２　研究工具

采用桂亚莉（２００４）编制的大学生诚信问卷［１］，Ｚｉｍｅｔ等人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５－６］和 Ｒｏｓｅｎ
ｂｅｒｇ编定的信赖他人量表［３］，三个量表的α系数是０．８１，０．９１和０．８７。本研究中的信赖他人问卷采用
与原量表相反的方式计分，即总分越高表明被试信赖他人的程度越高。

１．３　统计方法
运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数据管理和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高职学生诚信现状

考察不同性别、年级高职学生诚信品质及其差异，两者的交互效应显著（Ｆ＝８．６０，ｐ
!

０．０１），性
别（Ｆ＝０．６４，ｐ

"

０．０５）与年级（Ｆ＝０．１０，ｐ
"

０．０５）的主效应不显著。差异检验的结果显示：高职学生
的诚信品质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ｔ＝－１．４８，ｐ

"

０．０５），也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ｔ＝－０．３７，ｐ
"

０．０５）。另外，高职学生的诚信品质在不同来源（Ｆ＝０．０９，Ｐ
"

０．０５）和是否独生子女上（ｔ＝０．５１，ｐ
"

０．０５）也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２．２　高职学生诚信、领悟社会支持与信赖他人的相关分析

考察高职学生诚信、领悟社会支持与信赖他人的简单相关分析，相关矩阵见表１，结果表明：高职学
生诚信的六个因素及其总分与领悟社会支持、信赖他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Ｐ＜０．０１）。除信任与
重诺之外，高职学生诚信品质的其余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Ｐ＜０．０１）。

表１　诚信、社会支持与信赖他人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Ｎ＝３８７）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诚实 １

２．无欺 ０．４４ １

３．重诺 ０．６０ ０．３２ １

４．守信 ０．５０ ０．６４ ０．３８ １

５．信用 ０．７２ ０．４７ ０．６２ ０．５４ １

６．信任 ０．２３ ０．５０ ０．０２ ０．４１ ０．２２ １

７．诚信总分 ０．８１ ０．７８ ０．６７ ０．７８ ０．８１ ０．５３ １

８．领悟社会支持 ０．３１ ０．３９ ０．２２ ０．３７ ０．３６ ０．３１ ０．４４ １

９．信赖他人 ０．１９ ０．２７ ０．１２ ０．２７ ０．１８ ０．３０ ０．２８ ０．３０ １

　　注： Ｐ＜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下同）

２．３　高职学生信赖他人对诚信的回归分析
以高职学生信赖他人程度为因变量，以诚信总分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诚信可以

显著地预测信赖他人的水平（Ｆ＝３８．５９，ｐ＜０．０１；β＝０．３２，ｐ＜０．０１）。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诚信的
信任和守信两个维度可以显著地预测大学生信赖他人水平，其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高职学生信赖他人对诚信的逐步回归分析

因变量 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 Ｂｅｔａ ｔ Ｒ２ Ｆ

信赖他人
信任

守信

０．２３
０．１８

４．２７

３．４３
０．１２

２５．３７

２．４　高职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在诚信与信赖他人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诚信与信赖他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 Ｂａｒｏｎ和 Ｋｅｎｎｙ等人用的回归分析方法

（Ｅｎｔｅｒ法）来检验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在诚信与信赖他人之间起着 Ｊｕｄｄ
和Ｋｅｎｎｙ所定义的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２６．３０％（ａｂ／ｃ），见表３、图１。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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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领悟社会支持在诚信与信赖他人之间的中介效应

步骤 因变量 自变量（含中介） Ｂ ＳＥ Ｂｅｔａ

路径ｃ 信赖他人 诚信 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３０

路径ａ 领悟社会支持 诚信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４４

路径ｃ＇ 信赖他人 诚信 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２２

路径ｂ 信赖他人 领悟社会支持 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１８

　　注：ＳＥ为标准误。

图１　领悟社会支持在诚信与信赖他人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

３　讨论
首先，本研究从诚信的整体角度来考察高职大学生诚信品质的特征，结果表明，高职学生诚信品质

在性别与年级上存在交互作用，但其在性别、年级、来源和独生子女这四个因素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

与以往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桂亚莉（２００４）等发现女生各维度的得分均高于男生，很多维度出现
了年级特征，甚至是年级和学科的交互作用［１］。

其次，高职学生诚信品质与领悟社会支持、信赖他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以往张静敏（２０１１）
的研究也发现领悟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呈显著正相关［４］。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表明：高职学生的诚信品

质能够正向地预测其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与信赖他人的水平。这一研究结果表示，高职学生具备的诚信

品质水平越高，其信赖他人的程度也越高，也就是越容易相信他人。特别是诚信品质中的信任和守信两

个维度可以显著地预测大学生信赖他人的水平。同时其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也越高，越能感觉到周围人

的支持与鼓励。以往研究主要从领悟社会支持的角度考察其对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如林静、涂巍

（２０１５）的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对积极心理品质有一定正向预测作用［３］。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投射

效应。即一个诚信的人本身是值得信赖的，同时也更容易信赖他人，并感觉到他人的社会支持。因此，

培养高职学生的诚信品质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诚信品质，同时也还可增强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和

人际信赖水平。

再次，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在诚信与信赖他人之间起着 Ｊｕｄｄ和 Ｋｅｎｎｙ所定义的部分
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２６．３０％，这一研究结果表明：诚信品质不仅会直接影响信赖他人水平，
同时也会通过影响领悟社会支持来影响信赖他人的水平。由此可见，培养高职学生诚信品质还可以通

过领悟社会支持来提升其信赖他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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