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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和 Ryff 心理幸福感量表对以河北地区为主的中年人采取随
机抽样方式进行调查。空巢中年人在家庭亲密度、适应性和总体幸福感的各项得分均优于非空巢

中年人。在空巢中年人里，居住地在家庭亲密度、适应性及心理幸福感方面的主效应显著，城镇

作为一个特殊的水平分离出来；空巢中年人的年龄与亲密度及幸福感呈现显著负相关。从总体上

看，空巢状态下中年人的家庭关系十分和谐，心理状态良好；但仍然可以发现，空巢中年人身上

存在的心理问题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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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开始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

随之出现了“空巢”这一现象。“空巢家庭”的概

念由 1982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提出，指子女长大成

人后从父母家庭中相继分离出去，只留下老年父母

独自生活的家庭，“空巢”一词形象地描述出了那些

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的生活现状（张锦文，2011）。

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实行已有

30 年，一批一批独生子女成年后外出求学、就业、

成家。空巢现象开始出现在中年父母家庭，这类空

巢家庭父母的心理现状值得引起社会关注，许多独

生子女父母在不到 50岁就进入空巢状态，并将在空

巢家庭中生活 30年甚至更长时间。 

由于老年人空巢现象出现得较早，也较为普遍，

有关这一领域的文献较多，在留守和空巢老年人心

理问题的研究讨论中，研究者们认为空巢老人最突

出的心理问题是“孤独感”。老年人由于孤独引发对

家庭现状的不满，从而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加之心理疾病与生

理疾病相互影响，使老年人有可能出现以内分泌、

中枢神经和免疫系统功能紊乱为症状的空巢综合征

（聂淼，汪全海，姚应水，2011）。 

在近几年出现的以第一代独生子女留守父母为

对象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留守父母在骤然而

至的空巢期会经历紧张、失落的心理体验，而王祎

（2011）在留学独生子女父母的研究中指出留守父母

在子女出国期间能够基本完成对心理、经济、关系

这三个维度的适应，并对家庭生活状态感到满意。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仅有寥寥几篇关于空巢中年人

心理状态的研究，并主要针对女性和没有子女的中

年人。Mitchell 和 Lovegreen（2009）的研究结果显

示，在加拿大空巢中年人中仅有少数报告曾经经历

过心理上的不适。Pudrovska（2009）在有关中年父

母心理健康的研究中提到，空巢中年父母的心理健

康水平高于其他中年父母。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全面系统地对空巢中年人

心理现状进行描述，并对其出现的心理变化的产生

原因及发展推力进行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之上提出

有助于中年人调整心理状态、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的

建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以河北地区为主的中年人为研究对象，共

发放问卷 130份，回收问卷 108份，回收率为 83.08%；
其中兼顾了性别与居住地的相对平衡。共获得有效

问卷 92份，回收的有效率为 85.19%。在有效问卷中：
男 45人，女 47人；按居住地分，农村 41人，城镇
33人，城市 18人；空巢被试 67人，非空巢被试 25
人(见表 1)。 

表 1  研究对象的分布描述 

分类依据  人数 

男 45 
性别 

女 47 

农村 41 

城镇 33 居住地 

城市 18 

空巢 67 
是否空巢 

非空巢 25 

（二）研究工具 

1.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中文版 (FACESⅡ—CV)   

量表由 Olson等人编制，并于 1991年由费立鹏
等人进行了量表的翻译与回译。该量表为自评量表，

包括了两个分量表，共有 30个题目。该量表主要评
价力量方面的家庭功能：亲密度（Cohesion），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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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适应性（Adaptability），家
庭体系随家庭处境和家庭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

而相应改变的能力。问卷采用五级记分的方法，被

试的回答代表该题所描述的状况在其家庭中所出现

的程度的实际感受。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 0.85，
有着良好的信度与效度（汪向东，王希林，马弘，

1999）。 
2.Ryff 心理幸福感量表中文版   

该量表（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ale）是由
Carol Ryff设计，河北师范大学王欣教授及其研究生
与在美国学习中文的学生共同完成了该量表的翻译

和逆翻译过程。量表共包括六个维度：自主性，掌

控环境，个人成长，与他人的积极关系，生活目标

感和自我接纳。共 84个项目，采用了六级评定的方
法，即 1很不同意，2不同意，3有点不同意，4有
点同意，5同意，6非常同意。本量表在国内外已被
广泛应用，其信效度检验结果很好（崔春华，李春

晖，王欣，杨海荣，2005；Ryff,C.D.,1995）。 
3.研究过程 

研究采取随机抽样调查方式。首先选取 30名具
有心理学专业知识的人担任主试，对其进行培训要

求主试采用统一指导语。在此之后主试利用放假回

家的时间在居住地随机选取若干名年龄在 35岁至 60
岁之间的被试完成问卷。由于主试居住地分布不均，

因此本次研究随机选取的被试主要分布于河北省各

级地区，少数分布于甘肃、陕西、湖北、重庆等省

市。本研究问卷要求被试匿名作答。 

4.数据处理 

问卷回收后，将所获得的以上两个量表的数据

用 PASW Statistics（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中年人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及心理幸福感

中的总体特征 

经与常模比较，中年人心理在家庭亲密度与总

体幸福感两个方面与常模无显著差异。但是，在家

庭适应性的维度上，中年人（无论是否空巢）与总

体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t=3.073 ,p<.05。 

（二）空巢中年人家庭亲密度、适应性以及心理幸

福感的特征 

1.空巢与非空巢中年人的家庭亲密度、适应性及心

理幸福感的差异分析 

经统计，空巢现象下，无论是家庭关系中的亲

密度、适应性，还是总体幸福感，得分均高于非空

巢中年人群。其中，出现空巢现象家庭中的中年人

在家庭适应性维度上显著高于非空巢 F(1,92)=7.998, 
p<.05；家庭亲密度以及总体幸福感两方面平均值虽
高于非空巢中年人，却并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进一

步分析，在总体幸福感的六个维度中，空巢被试在

自主性与生活目标两个维度上显著高于非空巢被

试：自主性 F(1,92)=5.173,p<.05 自主性差异显著；
生活目标 F(1,92)=4.280，p<.05 生活目标差异显著。
详细数据见表 2。

表 2 是否空巢的各量表方差分析(x
__

±s) 

是否空巢 亲密度 F 适应性 F 幸福感 F 

空巢 67.67±7.792 159 49.84±6.400 7.998 345.57±39.038 444 

非空巢 66.92±8.727  45.20±8.416  339.72±32.583  

2.空巢中年人家庭亲密度、适应性及幸福感在性别、

居住地、年龄上的差异 

以居住地、性别为因素，分别对数据进行方差

分析，在家庭亲密度（F(2,67)=10.605，p <.001）、总
体幸福感（F(2,67)=6.606， p<.05）以及适应性
（F(2,67)=10.625，p<.001）三个维度上，居住地主
效应显著。不同居住地的空巢中年人在亲密度、适

应性和总体幸福感方面有显著差异。在总体幸福感

的六个维度中，不同居住地在掌控环境、个人成长

和与别人的积极关系三个维度上均有显著差异。 

以居住地、性别为因子，年龄为协变量进行主

体间效应检验发现，居住地与性别、年龄等无显著

交互作用。居住地在亲密度（F(2,67)=10.672，
p<.001）、适应性（F(2,67)=10.675，p<.001）、总体
幸福感（F(2,67)=6.804，p<.05）三个维度上差异显
著。年龄在亲密度上主效应显著 F(1,67)=4.680，
p<.05。 

3.空巢中年人年龄与家庭亲密度、适应性和幸福感

的相关分析 

数据显示，在空巢中年人中，年龄与家庭亲密

度、适应性和总体幸福感均成负相关，其中，亲密

度与总体幸福感显著相关（详见表 3），表明中年人
以上心理状态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直至达到老年人

水平。 

表 3  年龄与各指标的相关关系 

 人数 相关系数 显著性 

年龄 & 亲密度 67 -.450 .000 

年龄 & 适应性 67 -.204 .097 

年龄 & 幸福感 67 -.344 .004 

（三）是否空巢与家庭亲密度、家庭适应性及心理

幸福感的影响 

经相关分析，家庭亲密度、适应性与心理幸福



 
 26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第 2期 

感总分呈不同水平显著正相关（p<.01）；是否空巢

与家庭适应性呈显著负相关，空巢中年人家庭适应

性高。详细数据见表4。 

表4 是否空巢与亲密度、适应性、幸福感的相关分析结果 

项目 是否空巢 适应性 亲密度 幸福感 

是否空巢 - -.318
**

-.078 -.098 

适应性  - .647
**
 .377

**
 

亲密度   - .568
**
 

幸福感    -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以是否空巢为自变量，家庭适应性为因变量进

行线性回归进入分析，结果表明是否空巢能够显著

预测中年人家庭适应性水平，解释度为10.1%，

β=4.95，p<.05。 

三、分析与讨论 

（一）空巢现象对中年人家庭亲密度、适应性及心

理幸福感的影响 

经统计，空巢中年人的家庭亲密度、家庭适应

性和心理幸福感均高于非空巢中年人，是否空巢能

够很大程度上预测中年人的家庭适应性。首先，在

现代社会中，夫妻关系渐渐取代代际关系（即父子

关系）成为家庭关系中的主轴，较大程度上影响着

家庭关系的发展。威廉古德曾指出“家庭生活的中

心转移到夫妻关系上是世界性的趋势”(王祎,2011)。

子女离家期间，父母的生活重心回归到夫妻关系上

来，相比子女离家前，夫妻之间情感上的相互依赖

更加强烈，家庭亲密度上升(Spanier.G.B.,1975)。第

二，子女的长大成人、独立生活卸下了中年父母身

上的一个重担，不必再过多地担忧和操心子女的生

活起居和学业，减轻了中年人在家庭方面承担的巨

大压力。第三，加之中年人生活状态与老年人相比

社会性更为突出，这使空巢父母的生活有了更高的

自由度，使其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进行娱乐活动和社

会交往，尤其以女性家长更为明显。这三个因素使

空巢中年父母在孩子离家后能够较快地调整自己的

生活重心和生活方式，将家庭生活的中心转移到夫

妻关系上，增加夫妻间的相互关心和依赖，增加两

人共同完成活动的频率，充实自己的闲暇时间，从

而解决子女离家之后出现的适应性问题。夫妻亲密

度的升高，压力的减轻，生活自由度增加，使空巢

中年人的适应性和心理幸福感不仅没有降低，反而

出现升高的趋势。 

（二）居住地差异对家庭亲密度和心理幸福感的影响 

分析表明，家庭亲密度和心理幸福感主要受居

住地的影响，而不受性别、年龄因素的影响；城镇

空巢中年居民亲密度显著高于城市与农村居民；城

镇与城市空巢中年居民心理幸福感显著高于农村居

民，并且城镇空巢中年居民心理幸福感量表得分均

值高于城市居民，但差异不显著。 

性别不是影响空巢中年人心理状态的主要因

素，是因为中国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

从传统的“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思想转变

为“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现代观念。大

部分女性都已参与到社会工作和生活之中，而不仅

仅作为家庭主妇承担家庭生活的重任，另一方面，

现代社会许多男性不单单在外打拼事业，也主动承

担起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家务，使男女性社会地位更

趋于平等，因此中年人的心理状态在性别上并无明

显差异。 

在主效应居住地中，居住于城镇的“空巢”中

年人家庭亲密度及心理幸福感水平均高于居住在城

市和农村的中年人。分析认为，相对于城镇而言，

城市和农村中年人的生存压力更大。在当今中国的

社会经济条件下，城镇化进程速度显著加快，范围

大幅扩大，并且国家的相关政策对于城镇的发展极

其有利。与城市相比，城镇第三产业的逐渐发展，

使城镇具备了城市的商业性和便利性，但是城镇规

模小于城市，消费水平低于城市，人际关系较城市

更为简单、朴素，竞争压力较小。而城市中，中年

人作为社会工作的中坚力量，工作较为繁忙，虽然

空巢中年人家庭亲密度已经显著高于社会常模，即

空巢中年人在子女离家后将生活重心转移到家庭生

活的夫妻关系上，但是与城镇居民相比城市中的中

年人与家庭成员相处时间依然较少。与农村相比，

城镇居民基本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较高，不需

要为解决温饱问题付出很大的体力、物力，维持基

本生活的压力与农村相比较小。基于以上原因，城

镇空巢中年居民的家庭亲密度和幸福感高于城市与

农村。 

（三）空巢中年人的年龄与家庭亲密度、适应性及

心理幸福感的负相关 

空巢现象已较早并较普遍地存在于老年人群体

中，对其出现的心理问题及相关解决措施已经被广

泛讨论，各项研究显示老年人在空巢影响下出现了

适应不良等症状，而空巢中年人的家庭适应性显著

高于非空巢人群。这两者之间的落差说明产生问题

的关键就集中在空巢父母由中年迈向老年的这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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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在中年人步入老年的过程里，事业发展几乎已

经停滞，面临退休或离岗，已经存在十几年甚至几

十年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动，这时往往会把重心

转向家庭和个人兴趣。然而，就在这艰难的转折时

期，中年人回到家庭里，却发现家里的“空巢”亦

无法弥补在其他社会角色中的转型而带来的空寂，

甚至，有时也会是雪上加霜的效果。 

数据统计显示出年龄与家庭亲密度、适应性及

心理幸福感呈负相关，其中，家庭亲密度与心理幸

福感负相关的差异显著。即在空巢状态下，随着中

年人年龄的增长，以上三种指标呈现不同程度下降，

直到进入老年期。按照此趋势发展下去，我们可以

预测，当空巢状态持续到老年阶段，空巢父母心理

幸福感水平过低，有很大可能会引发孤独、焦虑、

抑郁等心理问题，这也从问题来源的角度解释了空

巢老年人出现的心理问题，但目前并没有充足的依

据证明中年心理与空巢老年人出现的种种问题有直

接关联。 

四、结论与反思 

处于空巢现象影响下的中年人，无论是家庭关

系中的亲密度、适应性，还是总体幸福感，均优于

非空巢中年人群体。其中，出现空巢现象家庭中的

中年人在家庭适应性维度上显著高于非空巢的现

象，有力反驳了当今社会对于空巢家庭中年人适应

性的质疑。 

在已经处于空巢状态的中年人群里，居住地与

年龄两个因素主要影响家庭亲密度和总体幸福感：

在居住地因素中，城镇作为异于农村与城市的独立

水平表现出极为显著地差异，反映了在我国国情和

政策影响下，城镇化进程对城镇居民心理状态具有

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心理幸福感；在年

龄因素中，年龄与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及总体幸福

感呈负相关，随着中年人年龄的增长，以上三种指

标呈现不同程度下降，直到进入老年期，年龄的相

关分析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预测空巢老年人产生心理

问题的原因。 

根据研究结论，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年人的家

庭关系十分和谐，心理幸福感水平较高，心理状态

良好。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研究得出，

空巢中年人年龄与家庭亲密度、适应性及心理幸福

感呈负相关，即中年人良好的心理状态会随年龄的

增长而逐渐消失。当中年人长时间地处于空巢状态，

最终进入老年期，老年空巢的一系列问题也就迎面

而来。当社会把所有的目光聚焦在老年空巢问题上

的同时，另一批潜在问题已悄然走来，从那些已发

生的问题背后，给社会又一波强烈的冲击。所以，

解决空巢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可以从中年心理入手，

关注空巢中年那些“浮华”背后的“隐患”，这对于

如今老龄化加剧的社会，同样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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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udy focuses on describing and analyzing the mental condition of middle-aged parents who have 

been left in the ‘Empty Nest’ by their children. FACESⅡ—CV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ale are used to test 

midlife parents in Hebei and other provinces. Midlife parents in empty nest have higher score in the scale of 

cohesion, adaptability and well-being than the other group of parents. In the group of parents in empty nes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residences on the three scales. The age of midlife parents in empty nest is in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cohesion, adaptability and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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