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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公正世界信念对抑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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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青少年公正世界信念与抑郁的关系，以及感恩和自尊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采用公正世界信念问卷（BJW）、

感恩问卷（GQ-6）、自尊量表（SES）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对 1049 名高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青少年公

正世界信念、感恩和自尊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且三者均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2）青少年公正世界信念通过感恩和自尊的中

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且该中介效应包含了三条中介路径——感恩的简单中介效应，自尊的简单中介效应，以及感恩→自尊的

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青少年公正世界信念对抑郁产生影响的内部心理机制，为引导青少年更好地利用公正世界信念提

升感恩和自尊的水平以及更好地促进心理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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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公正”相关的研究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徐

琛 , 杨爱林 , 2005; 吴忠民 , 2007），研究者们主要

从两个方面探讨公正：一是作为外在的环境变量，

如组织公正、社会公正等；二是作为个体的差异变

量——公正世界信念（祝振兵 , 张帆 , 2010）。公正

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 BJW）是指个体认

为自己生活的世界是公正、可控和有序的，因此，

人们能得其所应得、所得即应得（Lerner & Simon, 
1996）。公正世界信念对个体的情绪及心理社会适

应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研究结果表明，公正

世界信念与抑郁（Carifio & Nasser, 2012; Otto, Boos, 
Dalbert, Schöps, & Hoyer, 2006）、生活满意度（张文

新 , 李静雅 , 赵景欣 , 2012; Jiang, Yue, Lu, Yu, & Zhu, 
2016）、感恩（Jiang et al., 2016）和宽恕（Strelan, 
2007）等均存在紧密的联系。

其中，公正世界信念对个体抑郁情绪的缓解作

用日益为研究者所关注。周春燕和郭永玉（2013）

以及 Dalbert （2001）的研究表明，公正世界信念是

一种个人的内在资源，这种资源使得个体能更好地

应对生活中遇到的危机和负性事件，促进心理健康。

Christandl （2013）的研究支持了“个人资源”假设，

并进一步指出公正世界信念能够帮助个体顺利走出

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困境。抑郁是青少年阶段最常见

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公正世界信念作为个体的内

在资源能够有效缓解和对抗抑郁（张文新等 , 2012; 
Carifio & Nasser, 2012），此外，Otto 等人（2006）

以及 Xie，Liu 和 Gan （2011）通过对自然灾害（洪灾、

地震等）受害者的研究也发现，公正世界信念还可

作为受害者的一种心理缓冲显著负向预测抑郁水平。

因此，公正世界信念对抑郁具有负向预测作用。此

外，研究进一步指出，青少年公正世界信念对抑郁

的影响是通过其他中介变量实现的，如乐观等（Jiang 
et al., 2016）。

感恩是个体用感激情绪了解或回应他人的恩惠

或帮助，而使自己获得积极经验或结果的一种情

绪 特 质（McCullough, Emmons, & Tsang, 2002），

它能够对个体的心理社会适应产生积极影响。

McCullough 认为，感恩与主观幸福感、应对方式和

适应性有着密切的关系。Lin （2015b）的研究也表

明感恩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之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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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抑郁和自杀意念。此外，

感恩也会受到个体公正世界信念的影响——公正世

界信念能显著正向预测感恩（Jiang et al., 2016）。

Strelan（2007）认为，公正世界信念高的个体也更

可能用感激情绪感知或回应自身得到公正对待的事

实。因此，公正世界信念水平高的个体更可能有较

高的感恩倾向。基于此，本研究假设公正世界信念

可以通过感恩的中介进一步对抑郁产生影响。

自尊是个体在整体上对自我所持有的一种积极

的态度，是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Rosenberg, 
Schooler, Schoenbach, & Rosenberg, 1995）。 自 尊 对

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影响，个体较高的自尊水

平能有效缓解抑郁和焦虑（Bajaj, Robins, & Pande, 
2016）。而公正世界信念对自尊有着正向预测作用

（Dalbert, 1999）。Dalbert（1999） 指 出， 公 正 世

界信念使得个体公正行事，个体所表现出的公正行

为会促使个体对自我持有更积极的态度。同时，

有研究发现当公正世界信念受到不公事件威胁时会

显著降低个体自尊水平（Ramos, Correia, & Alves, 
2014）。因此，本研究假设公正世界信念还能通过

自尊的中介进一步对抑郁产生影响。

此外，感恩与自尊也存在密切的联系。积极情

绪的拓展建构理论指出，积极情绪有助于拓展个

体的瞬间思维和活动序列，并且有助于构建持久的

个人的资源，包括身体资源、人际资源和心理资源

等，相反，消极的情绪会缩小个体的认知范围，

阻碍个体资源的建设（郭小艳，王振宏，2007；

Fredrickson, 2001）。感恩是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

（ 积 极 的 道 德 情 感）， 而 Pyszczynski, Greenberg, 
Solomon, Arndt 和 Schimel（2004）指出，自尊是一

种个体内部的心理资源。因此感恩能正向预测个体

的自尊水平。相关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Chen & 
Wu, 2014），并进一步指出了自尊在感恩对抑郁和

幸福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Lin, 2015a）。再者，

有研究结果表明，公正世界信念能够通过感恩→自

尊的链式中介对其他变量（如网络利他行为）产生

影响 （Jiang, Chen, & Wang, 2017）。因此，本研究

进一步假设公正世界信念还能通过感恩→自尊的链

式中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

青少年阶段是个体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期（索俊

杰 , 2015），同时又是抑郁的高发期（陈海燕 , 姚树桥 , 
明庆森 , 候婵娟 , 2012）。因此，探讨青少年公正世

界信念对抑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所以，

本研究从公正世界信念对个体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

机制的角度，在公正世界信念理论和积极情绪拓展

建构理论的视角下拟探讨公正世界信念对青少年抑

郁的影响及其内部作用机制，即青少年公正世界信

念如何影响抑郁（感恩和自尊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以期为教育工作者或心理咨询师在以后对青少年抑

郁症的干预和治疗方面提供新的视角和有益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从河南省某高中抽取 1107 名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以班级为单位统一施测，

每个班级均配有一名经过培训的主试。剔除无效问

卷 58 份，得到有效问卷 1049 份（94.76%）。被试

年龄分布在 14~19 岁（16.59 ± 0.78）之间；其中男

生 531 人（50.6%），女生 518 人（49.4%）；高一

年级 529 人（50.4%），高二年级 520 人（49.6%）。

被试的性别在各年级上分布均匀 （χ2(1) = .001, p > 
.05）。

2.2    研究工具

2.2.1   公正世界信念问卷

采用苏志强，张大均和王新强（2012）翻译

Dalbert（1999）编制的公正世界信念问卷（BJW）。

该问卷共有 13 个项目（如“总的来说，在我生活中

发生的事是公正的”、“我认为，这个世界对其他

人而言基本上是公正的”）。被试根据自身情况，

分别对 13 个项目按照 6 级评分（1= 非常不赞同，

6= 非常赞同）。被试在公正世界信念问卷上得分越

高表明其公正世界信念越强。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是 .82。

2.2.2   自尊量表

采用 Rosenberg 编制、汪向东、王希林和马弘

（1999）修订的中文版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
esteem scale）。该量表共有十个题项，采用 4 级计

分法（1 表示“很不符合”，4 表示“非常符合”）。

但是因为第 8 题“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

存在文化适用性问题（牛更枫 , 孙晓军 , 周宗奎 , 孔
繁昌 , 田媛 , 2016），故将其删除。在本研究中该量

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是 .69。

2.2.3   感恩问卷

采 用 McCullough 等（2002） 编 制、 魏 昶、 吴

慧婷、孔祥娜和王海涛（2011）修订的中文版感恩

问卷（GQ-6）。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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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测量我国青少年群体的感恩水平（魏昶等 , 
2011）。问卷共 6 个项目，采用 7 级评分（1= 完全

不同意，7= 完全同意），被试在该问卷上得分越高

表明其感恩倾向越强。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 α 是 .71。

2.2.4   抑郁量表

采用 Radloff （1977）编制、汪向东等 （1999）

修订的中文版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该

量表一共有 20 个题项，要求被试根据自身最近一周

出现各种感受的频率，按照 4 级（0~3）评分。被试

在该量表上所得分数的高低对应表示个体抑郁症出

现频次的多少。在本研究中该抑郁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 α 是 .87。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依据周浩和龙立荣（2004）提出的共同方法偏

差检验，从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两方面消除共同方

法偏差可能对研究产生的影响。首先，在数据收集

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化程序施测。其次，对各问卷

所有项目做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轴因子法对未

旋转的因素进行分析，析出的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率

为 15.14%（< 40%），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

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   数据分析

3.1   青少年公正世界信念、感恩、自尊以及抑郁的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见表 1），青少年公正世界信念、

感恩和自尊两两间呈显著正相关，同时这三个变量

与抑郁均存在显著负相关。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分析

注：*p < .05，**p < .01，***p< .001，下同。所有数值均保留两位小数

3.2   中介效应分析

依据温忠麟和叶宝娟 （2014）推荐的中介效应

分析流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并且采用 SPSS 22.0
以及 Hayes （2012）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整理

和分析数据。本研究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的条件下，

将该研究所有被试当作 Bootstrap 总体，采用有放回

地重复取样得到一个容量为 5000 的 Bootstrap 样本，

通过估计这 5000 个 Bootstrap 样本的中介效应（a*b）

95% 置信区间检验中介效应。

首先，依次检验的结果表明（见表 2）：公

正 世 界 信 念 显 著 负 向 预 测 抑 郁（β  = -.14，p < 
.001）、显著正向预测感恩（β  = .26，p < .001）和

自尊（β  = .08，p < .05）；感恩显著正向预测自尊（β 

= .30，p < .001）；当公正世界信念、感恩和自尊同

时进入回归方程时，只有感恩和自尊对抑郁有显著

的预测作用，即感恩（β  = -.23，p < .001）和自尊

（β  = -.27，p < .001）均显著负向预测抑郁，公正

世界信念对抑郁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4，

p > .05）。

其次，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以及路径图表明

（见表 3 和图 1）：自尊和感恩产生的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不含 0，说明自尊和感恩在

公正世界信念对抑郁的影响中起显著的中介作用。

总中介效应值为 -.10，占总效应（-.14）的 74%。

中介效应通过三条路径对抑郁产生影响：公正世界

信念→感恩→抑郁，即间接效应 1（-.06，占总效应

表 2   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为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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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4%）；公正世界信念→感恩→自尊→抑郁，即

间接效应 2（-.02，占总效应的 15%）；公正世界信

念→自尊→抑郁，即间接效应 3（-.02，占总效应的

15%）。

图 1    公正世界信念对抑郁影响的路径图

4   讨论

本研究在公正世界信念理论和积极情绪拓展建

构理论视角下，探讨了公正世界信念与抑郁的关系

及其内部作用机制。通过相关分析可以看出，公正

世界信念、感恩与自尊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且三者均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结

果一致（Jiang et al., 2016, 2017）。值得注意的是，

公正世界信念对抑郁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而是

通过感恩或自尊的中介以及感恩→自尊的链式中介

进一步对抑郁产生影响。这一结果揭示了感恩和自

尊在公正世界信念对抑郁的影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桥梁作用。

首先，公正世界信念能分别通过感恩和自尊的

简单中介作用降低青少年的抑郁水平。公正世界信

念作为个体的一种心理资源具有强大的适应功能，

在面对诸多挑战和生活中的不公事件或灾难时，公

正世界信念能为人们提供有意义的解释框架和重建

公正的途径，从而帮助人们克服困难，缓解消极

情绪（周春燕，郭永玉，2013; Dalbert, 2001; Jiang 
et al., 2016）。作为个体重要的心理资源，公正世

界信念不仅对个体自身而言具有重要的适应性功能

（Dalbert, 2001），公正世界信念同样具有社会层

面的适应性功能（Strelan, 2007）。例如，高公正

世界信念水平的个体更愿意帮助他人，具有更高的

社会责任感和人际信任感，并且更可能感知到他

人对自身的利他行为（Bègue, 2002; Otto & Dalbert, 
2005）。而且公正世界信念高的个体也更可能用感

激情绪感知或回应自身得到公正对待的事实（Strelan, 
2007）。因此，公正世界信念水平高的个体更可能

有较高的感恩倾向。感恩作为一种积极的情绪特质，

不仅能够撤销消极情绪造成的生理唤醒，还能撤销

消极情绪对个体造成的狭小思维活动序列，从而能

进一步缓解消极情绪，降低个体的压力和抑郁（郭

小艳，王振宏，2007）。除此之外，感恩倾向高的

个体通常会更多地采取积极和灵活的应对策略，这

种积极和灵活的应对策略也能有效降低个体的抑郁

水 平（Wood, Joseph, & Linley, 2007; Wood, Maltby, 
Gillett, Linley, & Joseph, 2008）。因此，公正世界信

念能够通过促进个体的感恩倾向进一步缓解抑郁，

即感恩能够在公正世界信念对抑郁的影响中起中介

作用。其次，公正世界信念使得个体公正行事，这

种公正行为与个体所遵循的“个人契约”相符合。

个体的公正行为与个体所遵循的“个人契约”的“一

致性”使得个体对自身有着更积极的态度（Dalbert, 
1999）。此外，有研究者指出，自尊水平越高的个

体患抑郁的风险越低（Orth, Robins, Meier, & Conger, 
2016），并且自尊在其他变量（如工作压力）对

抑郁的影响中也起着重要的中介效应（Lee, Joo, & 
Choi, 2013）。因此，公正世界信念还可以通过增强

个体的自尊水平进一步缓解抑郁症状，即自尊也能

在公正世界信念对抑郁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公正世界信念能通过感恩

→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对青少年抑郁产生影响。

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促使个体相信自身能够得到他

人的公正对待，而个体的感恩倾向促使他们用感激

情绪感知或回应自身得到公正对待的事实（Strelan, 

表 3    中介效应分析

注：Boot 标准误、Boot CI 下限和 Boot CI 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 置信区间的下限

和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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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因此个体公正世界信念水平高的个体更可

能具有较高的感恩倾向。与此同时，积极情绪的拓

展建构理论指出，感恩作为一种积极的情绪特质，

能够启动，更新和拓展个体的认知范围和认知灵活

性，同时有助于建构个体的资源，包括身体资源、

人际资源、智力资源和心理资源等（Fredrickson, 
2001）。而自尊是个体内部的心理资源（Pyszczynski, 
Greenberg, Solomon, Arndt, & Schimel, 2004），因此

感恩能正向预测个体的自尊水平。也有实证研究

表明感恩水平高的个体对自身有着更积极的态度

（Chen & Wu, 2014）。Lin（2015a）的研究也指出

感恩能够通过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进而降低患抑郁

的风险。因此，公正世界信念能通过提高个体的感

恩水平进而增强其自尊水平，并且进一步降低个体

抑郁。所以，公正世界信念还能通过感恩和自尊的

链式中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

基于感恩和自尊的简单中介效应，首先，教育

工作者应更加重视在公正世界信念的基础上引导青

少年感知他人（施惠者）对自身（受益者）的公正

和亲社会行为，并且使青少年采用更多的感激之情

感知或回应他人的恩惠和帮助，进而使自身获得更

多的积极体验或结果，从而降低青少年抑郁；其次，

教育工作者也应该引导青少年感知其自身的公正行

为，使其更多地感受到自身公正行为与“个人契约”

的一致性，从而使青少年对自我持有更积极的态度，

通过增强其自尊水平进一步缓解青少年抑郁。最后，

本研究的链式中介效应启示我们应重视由青少年公

正世界信念而产生的积极感激情绪，并在此基础上

引导青少年运用这一积极情绪加强自身个体资源的

建设。这更能使公正世界信念发挥应有的价值，帮

助青少年应对青春期面临的种种不公事件或危机，

从而缓解消极情绪，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样本代表性可能存在不

足，此外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严格意义上并

不能揭示因果关系，也可能会歪曲中介效应的比例

（甘怡群，2014; Maxwell & Cole, 2007）。后续研究

可以考虑采用更科学的抽样方法（如简单随机取样）

以及采取序列设计或经严格控制的实验研究对该主

题做进一步探讨。

5   研究结论

（1）青少年公正世界信念、感恩和自尊两两之

间呈显著正相关，且三者分别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

（2）青少年公正世界信念对抑郁的直接预测作

用不显著，但能分别通过感恩和自尊的单独中介作

用对抑郁产生影响。

（3）青少年公正世界信念还能通过感恩→自尊

的链式中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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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lief in a just world (BJW), proposed by Lerner and Simon, refers to the idea that people are motivated to believe that they live in a just 

world where everyone gets what they deserve and deserves what they get.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rovides people with alternative strategies for coping 

with challenges and critical life events and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explain individuals’ emotional adjustment and mental health. Amp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and showed strong correlations between BJW and constructs, such as depression, life satisfaction, forgiveness, and optimism.

Research also revealed that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romotes just actions. The function of BJW is based on the “personal contract”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ir social environment, by which people believe that they get deserved repayment from others for their just behaviors. On the one 

hand, the perception of being treated justly by others may enhance levels of gratitude attributing benefits to other people. And gratitude, as the literature 

suggested, may further be associated with lower levels of depress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individuals’ just actions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may bring more positive evaluations towards themselves. In addition, many studies have showed that high self-esteem protects people 

from depressive disorders.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 also suggested that positive emotions can broaden people’s momentary 

thought and build their personal resources. It implied that gratitude, as a positive moral affect, may positively predict self-esteem which can been seen 

as a personal psychological resource. Thus, the present research hypothesized that BJW would be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and both gratitude and 

self-esteem, would play important mediating rol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JW and depression.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depression, as well as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 a sample of 1049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for the study. They were required to complete a battery of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Belief in a Just World Questionnaire, th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the Gratitude Questionnaire as well as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Date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with SPSS 22.0, and the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Bootstrap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erial mediating roles of gratitude and self-

esteem between BJW and depres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1)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each pair of BJW, gratitude and self-esteem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but BJW, gratitude 

and self-esteem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BJW had no direct effect on depression, but BJW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gratitude and 

self-esteem; gratitude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self-esteem; both gratitude and self-esteem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depression. (2) The effect of BJW on 

adolescents’ depression was explained by three indirect paths: the simple mediating role of gratitude, self-esteem, respectively, and the serial mediating 

role of both gratitude and self-esteem.

In sum,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complex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JW and depression. BJW predicts adolescent 

depression through mediating roles of gratitude and self-esteem. Individuals who have a strong dispositi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would maintain 

higher gratitude and self-esteem, but finally have lower level of depression.

Key words    belief in a just world, gratitude, self-esteem, depression, mediating ro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