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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多元分析

张凤荣1，姜　雪2

（1. 2.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心理问题不断增多，特别是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

更为严重。虽然妇女个体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在考虑妇女整体心理健康影响时，往往需

要找 出普遍性因素。在对吉林省女性心理健康基本状况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采用逐步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法，对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以及与男性相对照的差异进行结构分析与阐释。研究表

明，婚姻家庭、工作和生活环境、工作满意度和城乡结构对男女两性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着不同

程度的差异; 女性的心理健康受婚姻家庭的影响大于男性; 工作满意度对男性心理健康的影响大于

女性; 城市女性心理健康状况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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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健康研究一直是性别研究中的重点。由于女性的生理特点，以及在社会中所处的弱势地

位，女性更容易受到健康危害，同时女性担负孕育子女的重任，女性的健康关系到子代健康和出

生人口质量，也直接影响到家庭的生活质量及社会的整体健康水平，因此，保障女性健康不仅有

利于家庭的稳定，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长期以来，社会对于女性健康的关注多集中于身体健康

或生理健康，而忽视女性的心理健康，这种忽视又因女性的弱势地位得以强化。因此，关注女性

心理健康，已成为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关键。

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尤其令人堪忧。研究发现，女性有心理健康问题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

由于女性在家庭和社会所处的弱势地位，女性的健康没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女性心理健康问题更

难引起社会的关注。根据卫生部的统计,中国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出25%，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

“2005年中国员工心理健康”调查发现，有27.45%的被调查女性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

而李亚明等人的调查则显示，近52%的已婚妇女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1]女性由于其自身

特质、社会文化、家庭和社会压力的影响，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上述调查认为，女性比男性更

容易感觉到不开心和郁闷，而且女性常会觉得生活无趣，也经常会觉得自己在事情中不能担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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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角色。此外，女性更不能勇敢地面对问题，在处理事情上，也比男性更不容易拿定主意。

随着性别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对女性心理健康的特殊性进行了探讨，如叶文振认为女性的

心理健康主要是指女性的心神境况、智能发展、社会互动与道德修养处于和谐完好的状态，其中

心神境况是核心，决定其它构成和谐完好的程度，与此同时，其它构成也反过来影响心神境况的

质量。[2]谭林将女性心理健康的主要标志概括为：心境良好、意志坚强、人格健全、智力正常、道

德高尚、人际关系和谐、社会反映适度以及心理表现符合年龄特征等。[3]

结合前述研究，本文将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吉林省数据为例，从性别、城乡和年

龄差异三个主要方面阐释女性心理健康的特殊性，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深入研究影响女性心理

健康的深层原因[4]。

一、女性心理健康的现状

中国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如何？哪些因素影响中国女性的心理健康？男女两性心理健康影

响因素是否存在差异？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进行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为回答上

述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调查中关于心理健康的评价，采用的是李克特式量表测量法，设定的

测量项目包括最近一个月是否有失眠、身心疲惫、烦躁易怒、容易哭泣或想哭、对什么都不感兴

趣、感到很孤独、觉得自己没有用、觉得活着没意思等情况。

调查显示，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身心疲惫（13.6%）、失眠（13.2%）

和烦躁易怒（9.1%）。由于面临着生活、就业等更多的压力，城镇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加突

出，城镇女性心理健康指标中“没有”心理问题的比例均低于乡村。

（一）自感健康

数据分析表明，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如男性，乡村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城镇，而女性尤

其是城镇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严重。在健康自评中，农村妇女自认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困扰

的占43.2%，54.4%的女性认为自己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城镇妇女自认为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占

47.3%，超出农村妇女13.2%。不同年龄组分析显示，农村女性存在普遍性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

在25-29岁年龄组占52.5%，49岁以上老年人超过48.9%，其中60-64岁老年人为60.7%。城镇女性

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在40-49岁年龄组，占59.6%，50-59岁年龄组次之，占47.7%。

（二）失眠和身心疲惫

整体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失眠的情况增多，但男性的睡眠质量高于女性；农村男女的睡眠质

量高于城镇，城镇女性在40-49岁失眠情况严重，不存在失眠问题比重仅为21.3%，而乡村同年龄

组女性不失眠的比例为41.8%，高出城镇同组女性20个百分点。无论城乡，女性在60岁以上失眠情

况最多，这可能是由于老年人正常睡眠时间的减少而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在是否感觉身心疲惫

上，农村整体上好于城镇；男性无力情况好于女性；城市女性在40-49岁无力情况严重，50岁有所

回升，之后逐步下降。

（三）烦躁易怒

统计情况显示，女性烦躁易怒情况高于男性，农村男性18岁-29岁烦躁情况最低，没有烦躁情

况比例高达85.8%；城镇女性在40-49岁烦躁情况最高，出现烦躁情况为62.4%；农村女性49岁以

后，烦躁情况随年龄增加。整体上，男性容易哭泣或想哭情况明显少于女性；城镇男性随着年龄

变化，哭泣情况没有增加；城镇女性随着年龄增长哭泣情况减少；农村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哭泣

情况增多。

（四）迷茫

迷茫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农村要好于城镇；整体，上女性不存在迷茫的情况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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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城镇各年龄组女性不存在迷茫的比例均高于56%，经常出现迷茫的比例均低于9.3%。城镇感

到孤独的比例高于农村，18-29岁年龄组的城镇女性存在孤独情况的比例32.1%，高于城镇、乡村

的其他群体；农村老年女性的孤独情况最严重，50-64岁年龄组，感到孤独的比例高达40.7%。老

年人容易产生孤独的情绪，特别是乡村的老年女性，她们缺乏家人和社会的足够关怀。中国正在

逐步走向老龄化，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关爱老年人成为越来越刻不容缓的主题。

（五）觉得自己没用

总的来说，女性“觉得自己没有用”的情况高于男性，农村人口随着年龄增大，这一比例越

大。城镇女性40岁到49岁，觉得自己无用的比重最大，为31.4%。无论男女，觉得活着没意思的比

例均达到70%以上，城镇高于农村，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情况愈严重。

二、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不可否认，女性的心理健康受生物异质性和遗传等内在因素的影响，但我们认为，在相同

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同的文化背景、相同的人口特征下，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基本上应该是相同

的，如果出现差异，应该就是影响女性心理健康的外部因素导致的。[5] [6]虽然妇女个人之间存在着

差异，但是在考虑妇女整体心理健康状况时，外部的影响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本研究的重

点。

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问卷中作为因变量的心理健康评价量表包括：最近一个月是否有

失眠、身心疲惫、烦躁易怒、容易哭泣或想哭、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感到很孤独、觉得自己没有

用、觉得活着没意思等情况。为了让进入回归分析模型的变量更加清晰和简洁，我们对上述8个测

量项目进行条件过滤，只要有一种以上心理现象就视为有心理健康问题。另外，将选项“没有”

和“偶尔”归为一类，视为基本没有某一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然后，我们将心理健康评价量表

的8项指标进行评分，每项得分为0~3分，心理健康差为15~26分，一般为7~14分，好为1~6分，很

好0分。自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也包括城乡分组、受教育程度、工作单

位、收入水平、工作环境等社会经济变量，还包括获得医疗资源状况、健康自评等变量。我们对

部分因素采取量表化计算，分别对每一项赋予1-5分，加总成为该项状况量表。其中，工作满意

度的操作化指标包括：工作条件、劳动强度、工作稳定性、收入水平、发展前途五项，按照很满

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分为五个等级；营养水平量表包括：如果想吃，每天

能否吃到蛋类、鱼/肉等指标；工作/劳动环境影响因素包括：化学毒物（含农药）、过量负重/长

时间立/蹲位作业、噪音、烟尘/粉尘。生活中的环境污染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噪

音污染。数据库中年龄组、性别、城乡、受教育程度等多分类变量都转化为虚拟变量。

对于影响女性心理健康因素的分析我们采取的是多元线性回归。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是分析一个随机变量与多个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的最常用的统计方法，这种方法

将所研究的变量分为一个被影响变量（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和一组影响变量（自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要求因变量必须是间距测度等级以上的变量（也称连续变量），自变量可

以是间距测度变量、也可以是名义测度等级的变量（也称分类变量）。对于后一种情形，可以用

虚拟变量回归分析法。[7]我们假设女性的心理健康不仅受生理、年龄、教育和婚姻家庭等个体因素

影响，还受职业、文化和环境等社会因素，以及偶然或突发事件等多元因素影响。因此，本研究

将重点对女性心理健康产生合力作用的因素进行分解，并通过相关分析等方法阐释心理健康影响

因素的性别差异。

从表1可见，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其影响因素回归 (F=3.783，p=0.000，R2=0.357)，和男性

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其影响因素回归(F=5.448，p=0.000，R2=0.35)都显著，且模型的解释力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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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

 女性 男性

自变量 B Beta P 自变量 B Beta P 自变量 B Beta P 自变量 B Beta P

(Constant) 1.2 0.8 　 (Constant) 0.5 　 0.8 

户口性质 1.1 0.1 0.3 群众 3.6 0.3 0.5 户口性质 0.5 0.0 0.6 群众 -0.4 0.0 0.8 

29岁以下 -1.1 -0.1 0.4 共青团员 4.2 0.2 0.4 29岁以下 0.4 -0.1 0.2 共青团员 0.3 0.0 0.7 

30-39岁 -0.4 0.0 0.5 党员 3.5 0.3 0.5 30-39岁 0.5 0.0 1.0 党员 -0.4 -0.1 0.3 

50-59岁 0.8 0.0 0.4 未婚 0.4 0.0 0.8 50-59岁 0.8 0.1 0.2 未婚 -0.3 0.0 0.7 
不识字或识

字很少
5.8 0.1 .034* 离婚 1.2 0.1 0.2 

不识字或识字

很少
0.2 0.0 0.8 离婚 1.7 0.1 0.1 

小学 -2.1 -0.1 0.1 丧偶 3.4 0.1 .028* 小学 0.0 0.0 0.8 丧偶 -0.6 0.0 0.7 

高中 -1.0 -0.1 0.2 
家庭地位比

较满意
1.3 0.1 .029* 高中 0.0 -0.1 0.1 

家庭地位

比较满意
0.6 0.1 0.1 

中专中技 -0.5 0.0 0.5 
家庭地位一

般
2.6 0.1 .022* 中专中技 0.0 -0.1 0.3 

家庭地位

一般
0.5 0.0 0.4 

大学专科 -0.1 0.0 0.9 家庭地位差 0.1 0.0 1.0 大学专科 1.0 0.0 0.4 
家庭地位

差
2.4 0.1 .026*

大学本科及

以上
0.5 0.0 0.7 

是否有宗教

信仰
0.2 0.0 0.8 

大学本科及以

上
0.8 0.0 1.0 

是否有宗

教信仰
-1.1 -0.1 0.1 

较好 0.4 0.0 0.6 各类负责人 -1.5 -0.1 0.3 较好 0.3 0.0 0.9 
各类负责

人
-0.3 0.0 0.7 

一般 3.3 0.3 .000*** 办事人员 0.7 0.0 0.5 一般 0.5 0.1 0.1 办事人员 -0.1 0.0 0.8 

较差 2.9 0.1 .019*
商业服务业

人员
-0.4 0.0 0.6 较差 0.6 0.2 .000***

商业服务

业人员
0.3 0.0 0.5 

很差 7.2 0.2 .000*** 农业人员 -0.3 0.0 0.9 很差 0.9 0.3 .000*** 农业人员 -0.2 0.0 0.6 

无收入 1.5 0.0 0.5 生产人员 -0.1 0.0 0.9 无收入 0.9 0.2 .000*** 生产人员 1.1 0.0 0.3 

1-5000元 0.3 0.0 0.7 城乡 -2.0 -0.1 .043* 1-5000元 0.0 0.0 0.9 城乡 0.5 0.1 0.4 
10001-

20000元
0.5 0.0 0.5 

汉族或少数

民族
0.1 0.0 0.9 10001-20000元0.9 0.0 0.6 民族 -0.1 0.0 0.8 

20001-

40000元
-0.2 0.0 0.9 工作满意度 0.1 0.0 0.5 20001-40000元0.5 0.0 0.8 

工作满意

度
0.1 0.1 .009**

40000元以上 -0.6 0.0 0.6 工作环境 0.6 0.1 .021* 40000元以上 0.0 0.0 0.8 工作环境 0.1 0.0 0.4 

是否在业 -3.0 -0.1 0.2 生活环境 0.4 0.1 .011* 是否在业 0.0 0.0 0.9 生活环境 0.3 0.2 .000***

因变量 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 男性的心理健康状况

R2值 0.4 0.4 

F 3.8 (p=0.000***) 5.4 (P=0.000***)

资料来源：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吉林省数据。

注：***p<0.001，**p<0.01，*p<0.05

模型显示，影响男女两性心理健康的因素大部分是一致的，如健康的自评状况、家庭地位满

意度、生活环境因素等。其中婚姻状况、工作环境和城乡差异与女性的心理健康相关，但对男性

不显著，男性不同于女性的显著因素是工作满意度，而不是工作环境。

（一）婚姻家庭影响

家庭地位满意度与女性的心理健康关系显著（P=.029），而与男性的心理健康关系不显著

（P=.080）,可见家庭地位满意度的高低对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较大。女性家庭地位是指妇女在

家庭中的威望和权力，以及拥有和控制家庭资源的能力，是女性社会地位的间接反映。本次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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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调查中关于家庭地位的测量指标，包括家庭决策、家庭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家庭事务管

理、家庭责任承担、个人自主性等。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是女性对于自身家庭地位的自我评价，

既体现女性在家庭中的自感状况，也能反映女性对于家庭地位的认识程度。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

也体现了女性对于提高家庭地位的期望。

良好的婚姻状况对于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已婚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好于离婚

和丧偶的女性。丧偶对于男性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P=.728），但对于女性的

心理健康影响是显著的（P=.028）。夫妻之间在物质支持、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均扮

演着无可代替的角色，在男性优势社会中，对女性对于伴侣的依赖更强烈，丧偶就意味着缺失这

些支持和依赖，对女性身心所受的影响更大些。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詹姆士·杜布森( JamesDobson)

认为婚姻生活中的寂寞和孤独、浪漫爱情的消逝、财务困难、婚姻中的性问题、月经与生理问

题、孩子问题、姻亲问题、年龄问题等是造成女性抑郁情绪的几个主要原因。身为家庭核心的已

婚已育女性的心理崩溃，可能把整个家庭引向危机, 影响家庭其他成员, 特别是未成年孩子的正常

生活与成长。[8]

（二）工作和生活环境影响

生活环境与男（P=0.000）、女（P=0.011）两性心理健康状况的回归分析呈现显著特征。生

活中影响人们心理健康的不良环境因素主要是环境污染，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噪

音污染等。研究表明，生活环境的好坏对男女两性心理健康的影响均较大，良好的生活环境是人

们的共同追求。不同于男性（P=.399），工作环境（P=.021）对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加显著。

工作环境包括工作条件、劳动强度等指标。王德臣等人的研究认为，体力劳动者中女性的焦虑和

抑郁得分最高，可能与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工作不稳定、生活压力大、劳动强度大等因素

有关。[10]由于女性在社会中多处于弱势地位，且较多地集中在收入偏低的岗位，大多从事手工

业、服务业、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工作。在相同职业中，女性的职务级别又比男性偏低[10]，

一些高科技、高技术含量的职业女性从业人数还是较少，很多女性的工作环境常常较为恶劣，例

如需要长时间站立的服务业、纺织业，污染较重的加工业等，从而导致总体上女性心理健康受工

作环境影响较大。[11]

（三）工作满意度影响

工作满意度对于男性（P=.009）心理健康的影响高于女性（P=.469），没有收入对于男性

（P=.000）的影响高于女性（P=.514）。工作满意度包含了工作条件、劳动强度、工作稳定性、

收入水平和发展前途，每一项发生变化都可能对两性的心理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传统社会性

别文化认为，工作是男性实现其人生价值重要表现，工作地位决定了其社会地位。显著性分析表

明，工作满意与否对男性的影响更大些。对于男性来说，工作满意度不仅影响其身心，还决定了

自身价值的实现程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女性同男性一同接受教育，参加工作，但传统的性

别角色定位女性的主要任务还是照顾家庭、抚养子女，社会上对于女性的职业发展预期明显不如

男性高，许多女性的职业抱负和事业成就标准降低，[12]这也成为很多女性对于工作缺少更多的职

业期待的深层原因。因而，女性更容易对自身工作产生满足。

（四）城乡结构影响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城乡结构与女性心理健康关系显著（P=0.043），与男性的心理健康

关系不显著（P=0.373）。城乡女性面对不同的家庭、社会环境，形成不同的心理结构，吕良等的

调查研究也表明，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要差于农村居民，体力劳动者、低学历、收入小于2000元

的城市人群在社会工作和家庭等方面的压力较大，其中城市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尤其堪忧。[13]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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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女性面对更多来自家庭、职业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压力，承受着多重身份的约束，再加上对自

身发展的担忧和焦虑，导致城市女性更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总的来说，城乡女性心理健康的

差异是由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还不能通过简单的分析得出确定性的结论。

三、结语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社会竞争不断加剧，人们的心理健康

问题不断增多，中国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尤其突出，女性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迫在眉睫。

本文运用了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健康部分的数据（吉林省），对女性的健康状况和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描述统计，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统计方法深入分析了女性心理健康的诸影响

因素。研究发现，吉林省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整体较好，但从城乡、性别、年龄组的分析来看，

女性的心理健康较男性存在着较大问题，特别是老年女性、城镇中年女性心理健康问题较为严重。

为了研究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女性的心理健康，本文建立了女性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该模型对于分析男性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同样适用。分析结果表明，男女两性心理健康

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健康的自评状况、家庭地位满意度、生活环境因素等。其中婚姻状况、工

作环境和城乡差异与女性的心理健康相关，但对男性不显著，男性不同于女性的显著因素是工作

满意度，而不是工作环境。女性的健康自评包含很强的主观色彩，但可以部分反映某些外在的因

素的潜在影响，如社会支持、社会适应、社会文化等，从主客观两方面，体现了现阶段女性对于

健康观念的认知。

女性心理健康需要更多的家庭支持。影响女性心理健康的因素最主要的是婚姻和家庭生活，

其次是工作、收入水平和其它社会自然条件。研究表明，女性的心理健康受婚姻家庭的影响较

大，已婚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好于离婚和丧偶的女性心理健康。良好的婚姻状况对于个人的生活

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夫妻之间的物质支持、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对女性的心理健康能够

起到重要作用，因而，婚姻和家庭环境的破坏对女性的身心健康必然产生重大影响。家庭是人心

灵的避风港，女性的家庭地位是她们社会地位的缩影，对她们心理健康的影响较为直接。研究发

现，对家庭地位满意的女性心理健康状况较好，对家庭地位不满意的女性心理健康状况也较差。

女性心理健康需要良好的工作环境。女性在从业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工作环境常常较为恶

劣，这些因素对于女性的心理健康均会产生不良影响。为了女性能够拥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

健康愉快的身心，仅仅情感上的支持是不够的，改善女性的工作环境和心理健康需要政府、企业

和社会团体等各层面的共同努力。

女性心理健康需要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女性的心理健康还受年龄、城乡、教育等因素的影

响，城市女性心理健康问题尤其突出，家庭、职业和社会环境的压力，以及对自身发展的担忧和

焦虑，导致城市女性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总的来看，女性的心理健康受多方面、多因素的共同

影响，但情感上的关怀与帮助，社会上的尊重和接纳，经济上的援助和保障，无疑会促进女性心

理健康的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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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Analysis on Factors Influencing Women’s Mental Health 

ZHANG Feng-rong1,JIANG Xue2

(1.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7,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people’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increase, especially for women mental health problem. Although it var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individuals, but we need to find universal factors. After describing current situation of women 
health in Jilin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women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interpreted the system difference comparing with men based on stepwise multi-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degrees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which influenced by marriage and family, working and living environment, job satisfaction 
and the urban & rural structure. The influence of marriage and family for wome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en; the influence of job satisfaction for men is greater than women; urban women have the 
worst mental health status.
Key words: women’s mental health; influencing factor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