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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人格结构探索——人格特质六因素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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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人格特质背后潜在的结构一直是人格心理学家们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存在着人格结构因素（维

度）之争；而论证某一人格特质结构的文化普适性（etic）或者文化特殊性（emic），则成为当今人格特质研究

者们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因而存在着彼一人格结构与此一人格结构能否相容之争。文章回顾总结了20多年来有

关《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的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个人格特质“六因素”假说（SFM），并通过比较中

国人和美国人样本在“六因素”结构中的“人际关系性（IR）”和“开放性（O）”因素上的显性/隐性表现，指
出人格因素数量及其理论定性之争很可能仅具有方法学意义，对于真正了解人格的本质并非关键。真正找到人类
共有的和某一人群特有的人格特质结构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各种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心理学家超越各自理论、彼此
平等接纳、从文化的、乃至遗传的角度共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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