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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TO）将健康定义为：“健康是躯

体、心理和社会功能上的完美状态，不仅仅是指没有

疾病”。社会功能是社会健康的完整程度，强调社会

参与，即与社会参与有关的人际交流和活动[1]。研究

表明，良好的社会功能是成功老龄化的关键[2]，也是健

康老龄化的一个相对独立因素[3]。心理需求与社会参

与密切相关，美国活动理论学家阿诺德罗研究显示，

老年人社会参与，尤其是自我寻求社会参与机会将有

利于实现老年人的经济、健康、心理等各方面的需

求[4]。而社会参与又与社会功能存在相关，由此可知，

心理需求可以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地方式影响社会功

能，即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越好，个体的社会功能越

完善。
老年人社会功能理论 - 社会整合与健康连续模

型（th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health continuum）指出，老

年人可以主动利用社会资源，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去

改善自己的心理社会机制[5]。既往关于新疆建设兵团

老年人的研究多集中于各种疾病的防治与治疗以养

老问题等方面，心理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本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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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评定量表及健康测量量表 SF36 中社会功能维度，对 510 名兵团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兵团老年人社会功能评

分在性别（F = 6.8 ,P＜0.05）、年龄（F = 4.2, P＜0.05）、养老模式（F = 4.65 ,P＜0.05）、文化水平（F = 2.96 ,P＜0.05）以及与

子女的关系（F = 9.67 ,P＜0.05）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社会功能与社会支持利用度、心理需求呈正相关（r = 0.132 / r =

0.104, P＜0.05）；社会支持利用度、心理需求对社会功能起正向预测作用（P＜0.05）；社会支持利用度在心理需求与社会

功能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 29%）。结论 心理需求对兵团老年人社会功能的影响完全是通过社会支持

利用度中介作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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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特殊编制下的兵团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探索心

理需求与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社会功能的

影响因素，为提升老年人的社会功能提供意见和建

议。

1 对象与方法

1.1 样本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石河子 6 个

社区和 8 个养老机构发放问卷 641 份，有效问卷 510

分，回收率为 80%，其中男性 227 名，占 45%，女性

283 名，占 55%；平均年龄（75.54±7.66）岁。被试无严

重躯体障碍和器质性疾病，具有正常的认知能力。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性别、年龄、养老模

式、文化程度、年收入、子女个数以及与子女的关系。
1.2.2 老年人心理需求量表[6] 该量表由傅双喜编

制包括 4 个维度，分别为生理需求、交往需求、认同需

求、自我实现需求，共计 22 个项目，采用五点计分，总

的 Cronbachα = 0.76。
1.2.3 健康测量量表 SF36[7] 该量表由方积乾修订

编制，分为 9 个维度（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身体疼痛、
总体健康、活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健康

变化），共计 36 个项目，各项目与所属维度相关高于

其他维度 [8]。原始分转换公式为：（实际得分 -2）

/8*100，本研究选用其中的社会功能这一维度，Cron-

bachα = 0.71。
1.2.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9] 该量表由肖水源修订

编制包括 3 个维度，分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社会支

持利用度，共计 10 个项目，第一、三部分由各项得分

构成，第二部分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计 1～4 分。
总 Cronbachα为 0.70，其中社会支持利用度 Cron-

bachα为 0.60。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6.0 软件对兵团老年人

的社会功能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

分析探讨心理需求与社会功能、社会支持利用度的相

关性；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探讨社会支持利用度是心理

需求与社会功能的中介变量。P＜0.05 或 0.001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不同人口学特征兵团老年人社会功能评分 兵

团老年人在不同性别、年龄、养老模式、文化水平以及

与子女的关系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P＜

0.001），其中男性、低年龄、居家养老、高文化水平以

及与子女关系好的兵团老年人社会功能评分较高；兵

团老年人的社会功能评分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下降趋

势；兵团老年人的文化和收入水平越高社会功能评分

越高，与子女的关系越好社会功能水平越高。在收入、
子女个数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因素 类别 n 评分 F 值 P 值

性别 男 227 102.52±25.9 6.80 0.01

女 283 96.11±28.873

年龄（岁） 75 及以下 257 102.48±25.06 4.26 0.02

76～85 200 95.67±30.56

86 及以上 53 94.34±27.47

养老模式 居家养老 302 101.16±26.84 4.65 0.03

机构养老 208 95.78±28.82

文化水平 文盲 222 95.55±28.57 2.96 0.03

小学 142 99.29±28.32

初中 97 102.32±7.03

高中及以上 49 62.05±26.35

年收入（元） 0～9 999 19 92.76±27.74 1.80 0.13

10 000～19 999 90 93.39±33.27

20 000～29 999 135 96.65±26.10

30 000～39 999 190 99.80±27.95

4 万及以上 76 105.59±21.74

子女个数（个） 2 及以下 186 100.07±29.85 1.17 0.32

3 160 95.62±27.98

4 119 100.72±26.51

5 及以上 45 101.67±19.87

与子女关系（分） 5 及以下 34 80.88±37.09 9.67 0.00

6～8 210 97.67±26.67

9 及以上 266 98.96±27.76

表 1 不同人口学特征兵团老年人社会功能评分（x±s，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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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社会功

能［（98.96±27.76）分］与心理需求［（58.70±9.31）分］

及其子维度认同需求［（12.81±2.65）分］相关（P＜

0.05），与社会支持［（33.89±5.40）分］及其社会支持

利用度［（6.80±2.35）分］呈正相关（P＜0.05）；心理需

求及其子维度自我实现需求［（20.16±4.22）分］、认同

需求［（12.81±2.65）分］、交往需求［（18.56±3.40）分］

与社会支持利用度呈正相关（P＜0.05）。见表 2。

项目 1 1.1 1.2 1.3 1.4 2 3

1 心理需求 1 a a a

1.1 自我实现需求 0.790a 1

1.2 认同需求 0.701a 0.505a 1

1.3 交往需求 0.801a 0.516a 0.450a 1

1.4 生理需求 0.536a 0.216a 0.129a 0.395a 1

2 社会支持支持利用度 0.264a 0.270a 0.244a 0.187a 0.045 1

3 社会功能 0.104a 0.069 0.113a 0.080 0.066 0.132a 1

表 2 心理需求、社会功能与社会支持利用度的相关矩阵

2.3 社会支持利用度的中介效用分析 为了检验社

会支持利用度在心理需求与社会功能关系中的中介

效用，本研究采用 Baron 和 Kenny 提出的回归分析方

法[10]并结合温忠麟[11]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

由表 3 可知，社会支持利用度在心理需求和社会功能

之间起完全中介效用，中介效用占总效用的比值为

0.264×0.112/（0.075 + 0.264×0.112）×100% = 29%，

具体见图 1 图 2。

注：a.在 0.05 水平上相关。

步骤 因变量 预测变量 标准化回归方程 修正后的 R2 回归系数检验

1 社会功能 心理需求 y = 0.104x 0.009 SE = 0.132 t = 2.36a

2 社会支持利用度 心理需求 w = 0.264x 0.068 SE = 0.011 t = 6.181b

3 社会功能 社会支持利用度 y = 0.112w 0.019 SE = 0.538 t = 0.014a

心理需求 0.075x SE = 0.136 t = 1.637

3 讨 论

3.1 不同人口学特征下的社会功能评分 本次研究

结果表明，兵团老年人社会功能评分为 （98.96±
27.77）分，表现出兵团老年人社会功能程度不均衡，

个体之间差异大。兵团老年人男性社会功能评分高

于女性，这可能与男性较少的家务负担，较多户外活

动有关。兵团老年人的社会功能评分随着年龄的增

加而下降。老化过程中，一方面社会角色的失落，使

得老年人社会接触及人际互动减少，社会网络的疏离

感增高，另一方面老年人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12]，较

少进行社会参与。居家养老的老年人社会功能评分

显著高于机构养老。研究发现，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最

为关注的是自己的经济负担能力 [13]，社会保障来

源，倾向物质需求满足，孤独感较强[14]。而居家养老的

老年人倾向精神需求的满足，遇事更愿意与人倾诉，

保持较高的人际交往频次。兵团老年人文化水平越

高，社会功能评分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体所具

备的认知能力与适应能力越高，越倾向于选择更健康

的生活方式和行为[15-16]，并且为满足精神和认知上的

需求，获得情感与信息的交流，更愿意与他人交往，社

会活动性可能因此增强[17]。兵团老年人与子女的关系

越好，社会功能评分越高。由于子女多在疆外发展，

亲子之间的交往相对贫乏，而成年子女对老年人提供

的支持和帮助与老年人向子女提供支持帮助皆可以

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4]。

表 3 社会支持利用度在心理需求和社会功能之间的中介效用检验（n = 510）

注：a.在 0.05 水平显著；b 在 0.001 水平显著。同下图。

图 1 心理需求预测社会功能的路径图

图 2 以心理需求和社会支持利用度预测社会功能的路径图

a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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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心理需求、社会支持利用度与社会功能的相关

本研究表明，社会功能与心理需求相关，这与以往

的研究一致[18]，其中与认同需求的相关程度更高（r =

0.113，P＜0.05）。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人际交往、社
会参与等方面。兵团老年人经历过社会角色和家庭

角色的变迁，对自己在家人、朋友中形象更加注重，希

望获得认可，渴望与他人交流，确定自己的独特性和

价值[19-20]。他人的认同将直接影响其对人际活动的态

度与参与度。社会功能与社会支持利用度呈正相关

（r = 0.131，P＜0.05）。兵团老年人对自己生活环境中

配置设施以及社区组织活动的利用参与程度，将影响

老化过程中的人际交往成效，这些活动也将提供维持

自我概念的角色支持[21]。利用程度高的兵团老年人也

将在晚年与周围的人建立密切的联系，保持正常的社

会交往。
3.3 社会支持利用度在心理需求与社会功能关系间

的中介作用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本次研究采用回

归的方法进一步探讨社会支持利用度在心理需求与

社会功能关系上的作用。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利用度

在心理需求和社会功能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提示

心理需求对社会功能不存在直接的影响，心理需求完

全通过影响社会支持利用度来间接影响社会功能。
在老化过程中，兵团老年人的对心理需求的满足要求

越高，而自身的能力又无法满足时，就会主动寻求外

界的支持，这样就能产生较高水平的社会支持利用

度。而社会支持利用度高的兵团老年人，会为自己参

与到社会交往活动提供更多的机会，保持相对较好的

社会功能，从而形成了“心理需求→社会支持利用度

→社会功能”这样的作用模式。本研究结果提示，社

会支持利用度是心理需求影响社会功能的重要内在

原因。
石河子是最早兴起的兵团城市，是“师市合一”的

重要典范，也是人口最多的农八师所在地，汇集多个

省市的建设者，现居人口多为建设兵团骨干及其后

代，具有明显的兵团特色。研究显示，成功老龄化的

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关注兵团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及其

满足状况，另一方面需要关注兵团老年人的社会支持

的利用情况，不片面的强调增加社会支持，忽视老年

人的可塑性和主观能动性[5]，帮助老年人遇到困难学

会主动寻求和充分运用社会支持，从而有效提升老年

人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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