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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2020 年社会经济地位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知识图谱演化

张摇 鑫1,俞摇 彤2,夏摇 仲3

[摘要]目的:基于科学计量学分析 2010 - 2020 年社会经济地位对心理健康影响知识图谱的演化历程。 方法:检索 CNKI 数据

库中以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健康为主题词文献,检索时段限定为 2010 年 1 月至 2020 年 5 月,基于 Citespace5. 6. R5 系统对上

述文献进行科学计量学分析。 结果:入选文献 585 篇,发文量呈逐年上升态势。 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大学

生、心理健康和社会分层为高关注度主题。 研究基于社会分层理论逐渐拓展到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世界信念与控制感、
亲社会行为、自我教育期望等领域。 研究热点主题由社会经济地位逐步演化至情绪智力等。 结论:本领域研究关注度逐渐提

升。 今后应采取多元实验手段、路径与工具,继续加强与深化该领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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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atlas evolution of the influencing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mental health from 2010 to 2020

ZHANG Xin1,YU Tong2,XIA Zhong3

(1. School of Graduate,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Wannan Medcial College,
Wuhu Anhui 241000;3. Sleep Medicine,Wuhu Fourth People忆s Hospital,Wuhu Anhui 24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knowledge atlas of the influencing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mental health
from 2010 to 2020 based on scientometrics analysis. Methods:The literatures based on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mental health as
key words were searched from CNKI database, and the retrieval period was defined as from January 2010 to May 2020. The
scientometrics of above literatures were analyzed using Citespace 5. 6. R5 software. Results:Five hundred and eighty鄄five literatures
were selected,and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literatures wa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mong them,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college students,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were the topics of high atten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the research gradually extended to the field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 capital, world belief and sense of
control,prosocial behavior,self鄄education expectation and so on. The hot topics of research gradually evolved from socioeconomic status
to emotional intelligence. Conclusions:The research attention in this field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In the future,various experimental
methods,approaches and tools should be adopt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mental health;scientometrics;socioeconomic status

摇 摇 WHO 在 2018 年的一次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

健康的定义不应只局限于不患病。 WHO 认为在当

前时期,健康应指具有较好社会适应能力的个体躯

体、精神两方面均处于良好的状态中[1]。 其中,心
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正逐渐引发全社会关注。
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正呈现不

断上升的趋势。 截至 2017 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重

性精神疾病病人已超过 500 万。 为了遏制这一趋

势,2019 年国务院发布了《“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

要》。 该纲要指出:我国各地应积极开展提高国人

心理健康水平的促进活动[2]。 2019 年国外学者

ACHDUT 等[3]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是包括心理健康

在内的、多种健康结果的主要决定因素。 我国王雪

辉等[4]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

正相关关系。 其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个体

普遍心理健康水平也较好,且社会经济地位会对心

理健康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立足于社会经

济地位这一视角,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 (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运用文献计

量分析法针对于 2010 - 2020 年间公开发表有关心

理健康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旨在了解近十年社会

经济地位与心理健康研究的特点、发展现状及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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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数据来源 摇 本次研究全部数据来源 CNKI 数

据库,检索 2010 - 2020 年公开发表的、有关于社会

经济地位与心理健康的文献资料。 检索方法主要采

用主题词合并自由词的方法。 中文检索词:“社会

经济地位冶或“社会阶层冶合并“心理冶或“心理健

康冶,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2 673 篇。 经排除后,最终

保留符合本研究筛选标准的文献 585 篇。 纳入标

准:(1)文章主题与本研究主题较为一致的文献资

料;(2)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及硕、博论文

等;(3)语种限定为中文。 排除标准:(1)中、外会议

摘要;(2)发表于报纸的评论性文章;(3)发表于辑

刊的全部论文;(4)语种为中文以外的文献资料。
1. 2摇 数据分析摇 本研究主要采用美国德雷塞尔大

学陈超美博士研发的可视化文献计量分析系统

CitespaceV 5. 6. R5 对数据进行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年度分布摇 在我国,针对本主题的文献发表数

目年度分布较为不平衡,但大体上呈逐年上升的趋

势。 其整体发表情况为:2010 年发表文献 10 篇,占
比 1. 7% ;2011 年发表 32 篇,占比 5. 4% ;2012 年发

表 35 篇,占比 5. 9% ; 2013 年发表 65 篇,占比

11. 11% ;2014 年发表 80 篇,占比 13. 67% ;2015 年

发表 62 篇,占比 10. 59% ;2016 年发表 68 篇,占比

11. 62% ;2017 年发表 41 篇,占比 7% ;2018 年发表

96 篇, 占比 16. 41% ; 2019 年发表 91 篇, 占比

15. 55% ;2020 年(截至 2020 年 5 月)发表 5 篇,占
比 0. 84%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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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摇 作者发文及合作情况摇 程刚发表的论文被引

数最多,为 9 次。 第二为张大均和郭永玉,被引数为

8 次。 第三为胡小勇,被引数为 6 次。 随后是杨沈

龙,文章被引数为 5 次。 最后为俞国良、陈艳红、周
靖、关雨生、郭翠玲等人,他们的文章均被引用 3 次

左右(见表 1)。

2. 3摇 机构发文及合作摇 有关本主题的研究中师范

类院校的发文量最多,达 177 篇,占比 30. 25% ,其
次为医院或医学院校,发文量 91 篇,占比 15. 56% ,
最后为综合大学的思政学院、管理学院或社会学系,
发文量 56 篇,占比 9. 57% 。 在师范类院校中,华中

师范大学的心理学院发文量最多,为 36 篇,占总体

比例的 6. 15% ,其次为西南大学心理学系,发文 20
篇,占总体比例的 3. 41% ,第三为北京师范大学心

理学系,发文 18 篇,占比 3. 07% 。 从图 2 可以看

出,所处城市相同的研究机构偶有合作,但机构与机

构之间的合作并不紧密(见图 2、表 2)。

摇 表 1摇 2010 - 2020 年有关社会经济地位对心理健康影响

研究作者发文量及被引次数

作者 发文量 / 篇 平均被引次数

程刚 11 9

张大均 12 8

郭永玉 20 8

胡小勇 8 6

杨沈龙 9 5

俞国良 5 3

陈艳红 4 3

周靖 3 3

关雨生 4 3

郭翠玲 3 3

!2   2010-2020"#$%&'()*
+,-./01234567!

摇 表 2摇 2010 - 2020 年有关社会经济地位对心理健康影响

研究机构发文量及百分比

研究机构 发文量 / 篇 百分比 / %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36 6. 15

西南大学心理学院摇 摇 20 3. 41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18 3. 07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14 2. 39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12 2. 05

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11 1. 88

2. 4摇 发表类型摇 针对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健康这

一主题的研究,硕士论文发文量最为广泛,达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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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占比 32. 82% 。 各类学报刊登的文献数次之,为
87 篇,占比 14. 87% ,第三为博士论文,发文量 81
篇,占总体比例的 13. 85% 。 在刊登这一主题的期

刊中(除各类学报外),排名前五的分别为:中国临

床心理学杂志、心理科学进展、心理发展与教育、心
理研究和心理学报。 它们的发文量分别为 8 篇、7
篇、5 篇、5 篇和 4 篇。
2. 5摇 研究热点摇
2. 5. 1摇 关键词共现摇 在某一历史时期,研究方向较

为一致的专家、学者们集中研究探讨的专题中,出现

频率较高的名词或短语即为那一时期该专题的研究

热点[5]。 采用 LLR 对数似然算法 ( Log likelihood
algorithm),生成了关键词聚类(见图 3 ~ 4、表 3)。
其中,模块性 Q 值(Modularity:Q)为 0. 629 3,平均

轮廓值(Mean Silhouette)为 0. 394 8。 以上数值均处

于合理范围内,显示聚类效果较为显著。 综合关键

词和施引文献,显示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健康的

相关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热点主题为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心理健康和社会分层

五类。

!3 2010-2020"#$%&'()*+,-./012345!

!4   2010-2020"#$%&'()*+,-./0123!

摇 摇 依据聚类结果,聚类#1 为社会经济地位。 该聚

类主要研究为社会经济地位基于阶层意识、社会交

往等因素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结合施引文献对

文献二次分析后,可知:(1)一般来说,社会阶层会

对大学生们的心理健康水平造成影响;(2)社会阶

层或对亲社会行为造成一定影响;(3)城乡居民的

社会阶层意识不尽相同;(4)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大学生贫富归因会对其心理健康水平与未来发展产

生一定影响;(5)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会从人

际敏感性和信任两个层面上影响该个体的社会

交往。
聚类#2 是家庭经济地位。 该聚类主要研究不

同的家庭经济地位对个体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 学

者们主要通过家庭环境、经济地位、家庭教育、家庭

中父母参与程度 4 个维度来研究家庭经济地位对学

生心理健康水平造成的影响。 其中家庭社会阶级

(即家庭经济地位)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影响

较为显著[6]。 与家庭社会阶级较低的大学生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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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会阶级较高的个体心理健康水平明显较高,
他们在生活中更容易感知到自己的积极情绪,并对

日常生活更加满意。 与之相反,家庭社会阶级较低

的大学生则容易感觉倦怠、疲惫、低落与焦虑,更容

易受负面情绪的困扰,生活满意度也较低。 这一结

果可能与学生们的公正世界信念有关,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更易感觉社会分配不公,从而

导致消极情绪的产生。

摇 表 3摇 2010 - 2020 年有关社会经济地位对心理健康影响

研究热点

聚类号 平均轮廓值 数值 年份 聚类标签

#0 0. 895 58 2015 社会经济地位

#1 0. 783 39 2016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2 0. 847 25 2016 大学生

#3 0. 851 23 2015 心理健康

#4 0. 924 22 2014 社会分层

#5 0. 951 16 2014 青少年

摇 摇 聚类#3 是大学生。 该聚类主要研究:(1)大学

生的主观经济地位对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2)
家庭社会阶级与大学生主动投入学习行为的相关研

究及背后的心理驱力;(3)高学历青年员工(主要指

大学生员工)主观社会地位的指标构成、特点及主

观经济地位与该批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关程度;
(4)大学生的学习适应能力与主、客观社会经济地

位之间的关联程度;(5)大学生自主学习动机与家

庭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
聚类#4 是心理健康。 该聚类主要探讨不同的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研究

内容主要有:(1)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下的老年人互

联网使用情况和心理健康的相关性;(2)城乡地区

社会经济差异对老年人抑郁流行现状的影响;(3)
城乡差异下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差异与社会支

持间的相关性实证分析等。 老年健康分为躯体健

康、认知健康与自评健康三个部分。 结果表明,教育

会通过社会经济对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产生较为显著

的正面影响。 其影响路径可能为幼时接受教育这一

行为,通过提升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物质生活水

平的方式,对老年人群的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和自评

健康造成影响,并使得家境优渥的老年人对自己的

生活更加满意、快乐。
聚类#5 是社会分层。 这一聚类主要研究基于

社会分层这一背景下,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差异。
这一聚类的内容有:(1)基于这一背景下不同经济

地位大学生的思政教育接受程度;(2)社会分层视

野下,不同主观阶层青少年的健康、危险行为差异;
(3)社会分层背景下,不同教育水平对贫富大学生

的影响等。 在这一聚类中,最着重探讨的内容是基

于社会分层背景下,主、客观经济地位对自感健康的

影响。 研究发现,主、客观经济地位均较高的个体自

感健康水平也往往较高,且该结果对各年龄层次的

被试人群均成立。 此外,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不仅

在当前时期会对心理健康水平产生影响,对该因素

未来预期较高被试人群心理健康水平也普遍高于未

来预期较低的人群。
2. 5. 2 摇 Timeline 分析 摇 本文采用 Timeline 图对研

究结果进行展示(见图 5)。 本网络共有 325 条连线

和 30 个节点,密度为 0. 0267。 Timeline 将研究主题

划分为 9 个主题,分别为:#0 社会经济地位、#1 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2 主观社会阶层、#3 健康危险行为、
#4 主观社会地位、#5 社会资本、#6 地位、#7 老年人、
#9 情绪智力。

!5   2010-2020"#$%&'()*+,-./0123!

2. 5. 3 摇 Timezone 分析摇 从 2010 年开始,本主题研

究在社会阶层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影响的基础

上开始逐渐外延。 研究主题词从刚开始的社会分层

理论慢慢拓展到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世界信念

与控制感、亲社会行为、自我教育期望等。 关键主题

词也由社会经济地位逐渐转向主观经济地位,更加

注重探讨个体主观对于自己所处阶层的感知对其心

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除此之外,被试人群也逐渐外

扩。 被试从刚开始的小学生逐渐转向青少年、大学

生乃至老年群体。 可以看出,2010 - 2020 十年间学

者们对于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健康间关系的研究人

群更为广泛、研究方法更加多样、研究水平也更为深

入(见图 6)。
2. 5. 4摇 研究前沿摇 突然大量涌现的施引文献组一

般被公认为那一时期的研究前沿[7]。 在文献可视

化软件的使用过程中,研究前沿表现为一组突显的

知识基础文献所研究的科学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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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早期(2010 - 2013)本主题的研究重点为思想

政治教育,这也解释了前文研究机构中中央党校、综
合类院校的思政学院和社会学院针对本主题有一定

发文量的原因。 此时对本主题的探讨也多集中于社

会学领域,探讨较多的为思政教育对不同社会经济

地位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比起心理健康,该时期

更加重视思政教育对学生群体未来规划、未来发展

中所起的作用。
中期(2013 - 2016),研究重点偏向于社会转

型、社会分层。 这一时期“十二五规划冶刚刚完成,
社会贫富间仍有一定差距。 因此,研究重点更偏向

于进行社会转型、社会分层对居民心理健康水平的

影响研究。 在此时期国家也逐渐提升对于居民心理

健康的重视程度,故被试人群也从以前的学生领域

逐渐拓宽,开始拓展到全社会领域。
后期(2016 年至今),研究重点主要为不同的家

庭经济地位对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研究后

期,社会经济地位被进一步细化为家庭经济地位。
对于被试经济地位的研究角度,也逐渐从以前的客

观评判慢慢转向主观感知。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

展,本时段被试人群多以老年人群为主。 在大的研

究背景下,较多研究探究家庭经济地位对老年人群

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3摇 讨论

3. 1摇 议题关注度逐渐提升摇 虽然社会经济地位与

心理间的关系研究在 2014 - 2017 这一时间段有小

幅下降,但总体上呈波动上升的趋势,这也预示着这

一主题在我国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们所重

视。 2010 - 2014 年,基于“十二五冶规划的政策指向

本主题研究呈快速增长趋势。 2014 - 2017 年发表

文献数略有下降。 2018 年后发文量较大且年度分

布较为均衡。 在发文机构方面,师范类院校、医学类

院校和医院心理科发文数量较多,该结果可能与单

位性质或研究方向有关[8]。 其中,不同类型的机构

间合作较少,导致了本主题研究多存在笼统、浅显且

内容重复等缺陷。 此外,所处城市相同的研究机构

偶有合作,但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合作并不紧密。 从

整体上看:机构之间合作较少,且合作的机构性质较

为类似(如均为高校心理学相关部门),缺乏不同性

质机构间的合作(如高校与医院间的合作等)。 不

同性质机构间应加强合作,从而尽可能避免重复

研究。
作者方面,研究本主题的作者们人数较多、研究

范围也较为宽泛。 被引数较高的作者更加倾向于团

队合作,因此他们的发文量也相对较高,所属团队之

间合作较为密切,对本主题的研究较为深入。 而被

引数较低作者则发文量则相对较低,比起团队合作,
更倾向于个体研究。 团队化研究的作者发文量、被
引数均明显高于非团队化研究的作者,研究也更为

深入、透彻。 但同时,针对这一主题,团队间合作总

是局限于组内,缺乏组间的合作与交流。 这导致了

团队内部的研究较为单一,方向大多一致。 所以,也
应加强团队间合作,优势互补,进一步拓展研究

领域。
3. 2摇 研究设计多为定量研究摇 大多数研究将处于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下的某一固定群体作为自变量,
并将该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作为因变量,探讨两者

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这种研究设计的好处是可以较

为直观地分析两者之间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

趋势,并可以从宏观上提出较为详尽的针对性意

见[9]。 其中, 定量研究使用的数据多为 CGSS、
CHARLS、CFPS 等大型数据库的数据。 这也使得研

究结果更具有代表性,相比小样本数据描述结果更

显客观与具体[10]。 此外,在本主题研究中结构方程

模型虽有学者使用发文,但整体使用率较低。 结构

方程模型可以较为精准的揭示多个难以直接测量的

潜变量(如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健康水平等)之间

的关系,分析出模型的拟合程度,并根据拟合结果不

断地调整,从而遴选出一个最贴近研究结果、符合研

究事实的模型[11]。 本主题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心

理健康均为难以直接测量的变量。 因此,提高结构

方程模型的使用率或可使研究结论更贴近研究事

实,得出的结果也更为立体和多样化。
公式化且过多的大样本定量研究也使研究结论

较为粗略、笼统,缺乏对个案研究探讨。 因此,未来

在这一主题中的研究中我们也应引入定性研究,或
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模型研究相结合,使研究结

果直观的同时也可以做到尽可能贴近事实本质,丰
富实验结果并最大程度的彰显研究中所蕴含的人文

关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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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摇 研究路径与研究工具较为单一摇 近几年,针对

心理健康的研究多从主观幸福感、抑郁水平、焦虑水

平等方面出发。 简单来说,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感知

到的、当前所处生活环境满意程度的评价性指

标[13]。 抑郁和焦虑水平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较为

真实地反映个体的精神健康水平[14]。 因此,使用这

3 个维度来对心理健康水平进行评价是十分合理

的。 但长期使用这 3 个指标对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探

讨亦会使研究同质化,造成研究结果单一、片面的

结局。
同时,研究工具也较为单一。 在研究工具的选

择上,学者们多使用量表对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测

量[15]。 其中,使用率较高的量表分别为症状自评量

表、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 以上量表在国

内外被广泛使用,针对不同群体均拥有较高的信效

度[16 - 18]。 但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心理健康特点

和心理需求。 因此对于处于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受

教育水平的群体,或许在实验中亦不可盲目使用以

上问卷。 而是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或设计出更

为详实的问卷。 这一做法或可整体提高研究的准确

性和真实性,尽可能地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性与学

术专业性。
综上所述,目前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健康之间

的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一个较大的规模。 并且随着时

间的推移,该研究领域仍在不断地外延与扩大。 其

中,最受关注的研究热点分别为社会阶级、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大学生、心理健康和社会分层五类。 在此

主题的研究中拟提出以下建议:(1)加强不同性质

单位间的合作(如高校与医院),这一举措可以使实

验结果更具有说服力的同时也能从多角度、多方面

对这一议题提出意见及建议。 此举亦有利于加深各

研究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协作,继续深化对这一主题

的研究。 (2)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
这样不仅可以细化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健康之间的

研究,也可使实验设计更为多样化,强调实验科学性

的同时进一步彰显实验背后所蕴藏的求实精神与人

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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