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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试探讨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是否在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以342名全日制

大学生为被试，采用《网络利他行为量表》《网络社会支持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收集调查数据。

由此得到的结果显示：1) 在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两两显著性相关关系；

2) 网络利他行为能够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网络利他行为能够显著预测网络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持能

够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3) 网络社会支持作为部分中介，在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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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whether online social support for college students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
tween online altruistic behavior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aking 362 full-time college student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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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icipan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Network Altruistic Behavior 
Scale”, “Network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Subjective Happiness Scale” to investigate the online 
altruistic behavior, online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happi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conse-
quence showed that: 1) There are pairwis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online altruism, online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2) Network altruistic behavior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subjective well-being, network social support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network altruistic behavior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network social support; 3) Network social 
support played a part of th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network altruistic behavior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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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创新发展、新技术的实践应用以及网民的增加，使网络互动成为当下重要的生活方式(吴满意，

薛玉梅，2021)。网络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人们的线上交往与交流，通过线上交往的形式拉近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由此为研究者带来许多新的课题。因此，个体的网络使用行为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刘勤学等，

2015)。然而，纵观已有的研究，以往学者更关注网络社会发展下带来的消极网络行为，如网络欺负等；

较少关注网络社会发展对个体和社会行为带来的积极影响。事实上，网络为人们传递信息的同时，也极

大地促进了个体友谊、归属感和情感支持的发展与进步，是人们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郑显亮，2013)。
而网络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利他行为，例如调节网络论坛的气氛、为他人提供信息帮助、打击网络犯罪等

行为都不断促进着个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同时，相较于现实社会，网络中的人们表现出很高的利他主

义行为(郑显亮，顾海根，2012)。因此探讨网络利他行为以何种方式起作用，并对个体发展起持续促进作

用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网络利他行为研究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与创新、网民数量的不断提高，网络社会生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的

网络社交行为也更加频繁。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已开始从关注现实利他行为拓展到关注网络利他

行为(郑显亮，2013)。网络利他行为是指发生在网络环境中的，有益于他人的一种自觉自愿行为，行为者

不带有有利于自己的目标倾向(彭庆红，樊富珉，2005)。网络利他行为作为利他行为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与其他利他行为相比有明显不同的特质表现(郑显亮，2013)，相较于现实利他行为，网络利他行为具有很

大的匿名性和隐蔽性，而网络空间的这种特性极大地增加了助人行为的发生，从而促进了利他行为(王小

璐，风笑天，2004)。而大学生作为互联网的主力军，网络行为成为其新型人际交往形式的一种重要方式，

网络通道密切了人际联系，拓展了人际交往的范围，网络利他行为在这种网络交往的过程中扮演着正向

积极的角色，对促进网络空间的和谐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整个社会的健康良性运作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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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观幸福感研究 

人类活动的目的不仅是维持其自身生存，更重要的是享有更好的生活，不断获得满足感(张雯，郑日

昌，2004)。其中，主观幸福感的高低是判断个体生活满意度与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需要是其主要构成

成分，具体来说，包括动机、目的、兴趣、情感等心理因素及其与各种外界因素的交互作用，是一种多层

次、多维度、混合式的心理状态。根据目标理论，只有将目标与个体自身需要相结合，满足个体内在发

展需要，才能够有效提升生活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其中，内在价值目标比外在目标对主观幸福感意义

更重大(陈姝娟，周爱保，2003)。因此，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对个人和社会的运转具有促进作用。同

时，主观幸福感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多方面评价，因此，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人和社会生活质

量的十分有用且重要的指标(Diener et al., 2018)。主观幸福感作为个人自我的一种正向价值情绪体验，代

表着个体对自我发展、自我认知的动力水平，高主观幸福感的个体在行为活动上更加积极，更富有目标

感和自我认同感。主观幸福感作为一种独特的心理体验具有主观、稳定、整体的特性，具体表现在以评

定者自身标准为判断依据，一种长期稳定的、综合情感状态评价(陈姝娟，周爱保，2003)。随着社会的不

断发展，人们在物质需要不断满足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主观精神的需求，更强调情绪体验的重要性，因

此，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前景更加广阔，应用价值也愈发重要。 

2.3. 网络社会支持研究 

关于社会支持的构成大致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进行理解，其中，客观的主要指实际可见的支

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接触和社会网络，主观的主要指个体体验到或感受到的情绪上的支持，包括个

体感受到的来自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他人或社会的尊重、支持、理解，以及与此带来的情绪体验和满意

程度(肖水源，杨德森，1987)。网络社会支持是指在虚拟互联网交往过程中，个体对情感态度、信息资

源等能否快速获得有效认可与支持的一种认可感，具体包括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支持和友伴

支持四个维度(梁晓燕，魏岚，2008)。社会支持对个体心理健康有重要作用，它能够有效释放个体心理

压力、缓解个体心理障碍、促进个体心理健康发展(李强，1998)。网络社会支持强调个体在网络社会交

往中被他人尊重、理解和支持的程度(Turner et al., 2010)。作为社会支持的一种具体形式，网络社会支

持同样有利于个体身心健康的发展。社会认知理论认为，网络社会支持建立在自我效能和结果评估机

制之上，个体认为其可能获得的网络社会支持越高，自我效能感越高，则更加主动地去寻求网络社会

的支持；同时，当个体认为其可能获得的网络社会支持越低，自我效能感越低，则会降低对网络社会支

持的寻求。 

2.4. 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有研究者指出，利他行为在改善个体情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通过减少消极情绪，提高积极情绪，

增加主观幸福感(Glomb et al., 2011)。郑显亮也指出，处于网络环境中的青少年，通过对他人提供支持、

分享、帮助等利他行为，使自己感知到来自他人的肯定，获得自身的社会价值，从而提升在自我适应能

力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自信心，由此体会到愉悦感、满足感等积极情绪，因此，网络利他行为对其主观

幸福感能产生积极的作用(郑显亮，王亚芹，2017)。以往研究多关注网络社会支持在网络利他行为发展

变化中的作用，具体来说，网络利他行为有效拓展了青少年的个人社交网络，为其发展带来了丰富的社

会资源，并在社交中不断提高社交能力，在加强个体间社会联结的同时，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支持。与此

同时，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杨扬，2018)。社会支持能显著提升老年退

役军人的主观幸福感(叶慧，粟文杰，2022)。可见，网络社会支持在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可

能起中介作用(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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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研究的主要目的：1) 验证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网络利他行为与网络社会支持间、

网络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2) 检验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是否在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

充当中介作用。 
 

 
Figure 1. Online altruis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mediating model of online 
social support 
图 1. 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本科大学生进行研究，通过在线问卷的形式收集相关数据，共发放问卷 361
份，在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342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74%。其中，女生 237 人(69.298%)，
男生 105 人(30.702%)。大一 25 人(7.310%)；大二 54 人(15.789%)；大三 100 人(29.240%)；大四 163 人

(47.661%)，平均年龄 21.17 岁。独生子女 113 人(33.041%)；非独生子女 229 人(66.959%)。生源地为城市

167 人(48.830%)，生源地为农村 175 人(51.170%)。 

3.2. 研究工具 

3.2.1. 网络利他行为量表 
本研究运用郑显亮编制的网络利他行为量表(郑显亮，2010)，包括网络支持、网络指导、网络分享、

网络提醒四个维度，合计 26 个项目，采用四点记分的形式，“从不、偶尔、通常、总是”四个选项分别

对应得分“1、2、3、4”。总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在网络平台上的自愿助人行为越多，即具有更高的网络

利他行为。在本研究中，该网络利他行为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953。 

3.2.2. 主观幸福感量表 
该量表由两部分组成，即由 Diener 等人(Diener et al., 1985)编制而成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和由 Diener 等

人(Diener et al., 2009)编制而成的积极、消极情绪体验量表，在由严标宾等人(严标宾等，2004)修订后对个

体主观幸福感状况以计分的形式进行测量。该主观幸福感量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即生活满意度量表和

积极、消极情绪量表。其中，生活满意度量表采用七点记分的形式，共 5 个项目，积极消极情绪量表采

用五点计分的形式，共 18 个项目(积极情绪 9 个项目，消极情绪 9 个项目)。主观幸福感的计分首先需要

将三个变量转换为标准分数的形式，而后用积极情绪加上生活满意度之和减去消极情绪，最终计算出主

观幸福感的得分。其中，主观幸福感的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知觉到的主观幸福感越强。本研究中，主观

幸福感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954。 

3.2.3. 主观幸福感量表 
本研究使用梁晓燕编写的网络社会支持量表(梁晓燕，2008)，其内容包括信息支持、情感支持、友谊

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四个部分，共计 23 个项目，采用五点计分的形式，“完全不符合、有点符合、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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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符合、完全符合”五个选项分别对应得分“1、2、3、4、5”。总分的高低代表个体获得的网络社会

支持的多少，本研究中，网络社会支持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899。 

3.3. 施测过程和数据分析 

本研究运用 SPSS23.0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差异检验，采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考察网络利他

行为、网络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关系；而后通过 Process4.0 插件对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效

应进行检验。 

4. 研究结果 

4.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为探讨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三个变量的得分总体情况，本研究对变量进行描

述性统计分析。网络利他行为的总平均分为59.342，标准差为15.457；网络社会支持的总平均分为77.304，
标准差为 15.703；主观幸福感的总平均分为 0，标准差为 1.622。 

4.2. 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为探讨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三者间的相

关关系，本研究对它们进行了相关分析。由表 1 可知，网络利他行为与网络社会支持存在显著相关(p < 
0.01)；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p < 0.01)；网络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

著相关(p < 0.01)。综上，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三者关系

密切。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nline altruism, online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1. 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 

 网络利他行为 网络社会支持 主观幸福感 

网络利他行为 1   

网络社会支持 0.496** 1  

主观幸福感 0.338** 0.422** 1 

注：**p < 0.01。 

4.3. 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检验 

Table 2. Table of results of simulation test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etwork social support on network altruis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2. 网络社会支持在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模拟检验结果表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R2 值 F 值 t 值 β值 

主观幸福感 网络利他行为 0.114 43.742 6.614 0.035*** 

网络社会支持 网络利他行为 0.246 111.076 10.539 0.504*** 

主观幸福感 网络社会支持 0.2 42.369 6.036 0.035*** 

 网络利他行为   3.039 0.018** 

注：***p < 0.001，**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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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SPSS 软件中 Process4.0 插件的中介效应模型 4，对网络社会支持在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

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表 2)，网络利他行为对主观幸福感预测作用显著(t = 6.614, p < 
0.001)，且当网络社会支持作为两者中介时，网络利他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预测作用仍然呈现显著(t 
= 3.039, p < 0.01)。此外，网络利他行为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直接效应及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 0，表明网络利他行为不仅能够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而且能够通过网络社

会支持的中介作用预测主观幸福感，即网络社会支持在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间部分中介，该直接

效应为 0.018，中介效应为 0.018 (表 3)。中介模型见图 2。 
 
Table 3.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intermediate effect breakdown table 
表 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项目 效应量 间接效应的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相对效应值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035 0.005 0.026 0.045  

间接效应 0.018 0.004 0.010 0.025 49.70% 

直接效应 0.018 0.006 0.007 0.029 50.30% 
 

 
Figure 2. Online altruis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mediating model of 
online social support 
图 2. 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模型 

5. 研究结果 

5.1. 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能够预测主观幸福感，个体做出的网络利他行为越多，其体验

到的主观幸福感也越高。有研究者研究发现，青少年在为他人提供支持帮助，在行为发生后体验到自己

的社会价值，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角色，从而对自我的学习能力给予正面积极评价，提升个体的自我认可

(郑显亮，王亚芹，2017)。网络利他行为在个体交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能够满足网络个体和网络社会

发展的实际需要，实现了个人发展的本体性满足和工具性满足(吴满意，薛玉梅，2021)。网络空间作为一

种多维流动式交往空间，极大地扩大了利他者助人信息的扩大与推广，而网络空间的这种特性也反过来

推动网络利他行为的进一步加深，促进了自愿助人行为的良性循环。个体自我价值在网络空间交往的过

程中得以实现，成为推动公众传递情感、表达关怀、获得自我满足、提升自我价值的一种有效途径，对

个体的自身发展与社会的互助和谐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个体既是“现实的人”，也是“社会的人”，

个体在交往过程中获得群体的进一步认同，这种认同感满足个体的归属需要与自尊需要，有利于形成紧

密和谐的网络关系。因此，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对其主观幸福感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 

5.2. 网络利他行为与网络社会支持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能够预测网络社会支持，个体在做出利他的助人行为后，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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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社会环境下的认可与支持，其网络利他行为越多，获得的网络社会支持也越多。以往的研究聚焦于

社会支持对网络利他行为的推动作用，有研究者指出，在现实中做出利他行为的个体，在获得一定的社

会支持后会更倾向于继续帮助他人，因而在网络中表现出利他行为(郑显亮，2013)。同样，表现出网络利

他行为的个体也会进一步获得来自网络社交中的赞许与肯定，这种赞许与肯定获得行为的动力，体验到

网络社会支持。当个体在网络环境下做出越多的助人行为，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就越能受到来自网络

公众的肯定，因而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这种积极情绪也增强了个体的社会归属感。 

5.3. 网络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结果显示，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能够有效预测主观幸福感，个体在网络社会空间中做出越多的利他

行为，自身的满足感就越高，其体验到的幸福感就越强。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与主观幸

福感通过现实社会支持的中介起作用(王卓娅，2012)。网络社会支持有利于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而网

络安全感则会降低其主观幸福感(张凤娟等，2014)。具体来说，网络社会支持包含信息支持、情感支持、

友伴支持、工具性支持四个方面的内容，同时网络社会支持中情感支持可以有效地正向预测积极情感和

生活满意度(陶玲霞，程素萍，2018)。社会支持从物质和精神方面积极给予个体认同与肯定，帮助个体极

大地获得自信心与自尊感，这种自信心与自豪感大大充盈了个体的内心世界，帮助个体获得幸福感。同

时，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在拓展人们的交往方式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来自网络的支持与肯定，

帮助大学生更加高效、便捷、完整、全面地了解各种网络信息，获得网络信息的支持，从而获得自我的

精神富足。 

5.4 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结果显示，网络社会支持在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中介作用显著，即网络社会支持在网络

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一方面，网络利他行为可以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与已有

研究结果一致(郑显亮，王亚芹，2017)；另一方面，网络利他行为通过网络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起预测

作用。根据保护因子模型，独自在外求学的学生常常面临孤独的困境，远离父母，告别故乡，体会到的

社会支持极少，特别是在情感方面的社会支持，而网络社会支持恰好可以弥补大学生情感空虚上的不足，

满足其心理需要，提高心理韧性，帮助其抵抗社会压力，缓解情感问题，走出心理困境。当代大学生作

为互联网的主力军，已经将网络社交作为一种重要的交往方式，通过在网络空间积极主动给予他人帮助，

受到反馈的大学生获得来自网络的社会支持，这种社会支持极大地缓解其情感问题，帮助大学生摆脱孤

独困境，树立集体意识和社会公众一体化意识，提高个体抗压能力，获得愉悦感、幸福感。 

6. 结论 

本研究采用一个中介模型考察网络社会支持在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

论： 
1) 在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两两显著性相关关系； 
2) 网络利他行为能够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网络利他行为能够显著预测网络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

持能够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 
3) 网络社会支持作为部分中介，在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作用。 

7. 不足 

本研究的被试量较少，男女比例不是很平衡。研究选取的网络社会支持这一变量，在网络利他行为

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可能还存在其他变量中介着二者的关系，之后的研究可适当选取一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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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以探讨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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