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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不同情绪智力理论模型和人格之间的关系上 , 能力情绪智力和人格之间有区别 , 特质情绪智力和人

格之间有交叉。在情绪智力的测量与人格之间的关系上 , 当情绪智力用一些能力测验来评定时 , 它和人格之间的区

分效度是显著的 , 而用自我报告的方式对情绪智力的测量则缺乏区分效度。在情绪智力和大五人格之间的关系上 ,

特质情绪智力与外倾性和神经质相关显著 , 与开放性 、 宜人性和谨慎性也有相关。在情绪智力和人格障碍的关系

上 , 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的情绪智力受到损伤 , 在情绪适应方面有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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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ception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review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ity.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promote the deep study in

emotional intelligence.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abilit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ity , and overlaps between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ity.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scriminated validity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ity wh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valuated by ability tests , but self-reports measures assessing emotional intelligence lack adequate discriminated validity.Trait

EI has larg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Extraversion , Neuroticism , Openness and Agreeableness , and Conscientiousness has also been

found.Borderlines have enormous problems with their emotional adaptation , due to deficits in thei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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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引言

情绪智力 (Emotional Intelligence)概念出现以后 , 国内外

学者对其的研究兴趣不断增加 , 同时在此方面也做出了很多

贡献。国内外发表的关于情绪智力的研究表明 , 情绪智力正

逐渐被主流心理学所接受。由于研究者的视角不同 , 对于情

绪智力概念的界定就存在争议。目前普遍接受的观点有两

种 , 一种是把情绪智力看作是能力的能力模型 (ability

models), 另一种是把情绪智力看作是类似于人格特质的混合

模型 (mixed models)[ 1] 。近些年关于情绪智力和人格关系的

研究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 , 这对于情绪智力能否区别于已有

的变量如人格 , 或者作为一个新的变量存在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主要介绍情绪智力与人格关系的研究概况 , 以期从中明

确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 、 不同情绪智力模型与人格

1.能力情绪智力与人格

Salovey 和Mayer (1990)提出情绪智力理论 , 为考察情绪

的社会适应功能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 , 他们理论的重点是通

过学习和经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情绪技能 , 其中核心能力是

觉知情 绪 、 使 用情 绪 、 理 解情 绪 和管 理 情绪。 MEIS

(Multifacto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est)是 Mayer 和 Salovey 根据

其情绪智力的能力模型编制的第一个量表 , 用 MEIS 量表所

做的一些研究表明 , 当情绪智力用一些能力来测量时 , 显示

出良好的会聚效度 、 区分效度和预测效度[ 2] 。

个体对情绪反应的方式需要意识到情绪 , 评估和加工情

绪 , 及环境等的共同作用[3] , 个体做出行为需要习得的心理

能力或者智力 , 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个性倾向性。为了支持这

一想法 , McCrae指出 , 在人格和情绪智力之间存在着细微的

差别 , 例如乐观 , 既可以从快乐这一人格倾向性得到 , 也可

以从通过深思熟虑的认知努力 , 把侧重点放在获得成功和寻

求可能支持的方法中得到 , 后者的加工过程需要情绪和推理

的共同作用 , 所以基于能力模型的情绪智力量表测量的并不

是人格特质[4](P263-276)。

Schutte等开发的自陈问卷中 , 其中 33项题目与经验的开

放性之间相关显著 , 与大五人格其它特质之间的相关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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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类似的 , 使用 TMMS (the Trait Meta-Mood Scale)量表 ,

此量表把情绪智力看作是能力 , 结果证明 TMMS 各因素与神

经质之间有明确的区别[ 5(P125-154)。

前述观点都倾向于将情绪智力界定为一种能力 , 强调把

情绪智力和人格明确的区分开来 , 这对于将情绪智力作为一

个独立的变量来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2.特质情绪智力与人格

情绪智力的混合模型 , 将情绪智力界定为一系列能力的

综合体[ 6] (P343-362), 就像其名称一样 , 包含一些心理能力和人

格特质 , 如温暖 、 坚持 、 热情 、 动机和乐观等 , 这些宽泛的

定义和人格 、 动机有交叉的部分 , 并且因为情绪智力量表和

人格量表之间的这些交叉 , 有些研究者认为 , 这些量表测量

的不是情绪智力而是人格特质[7] 。

在情绪智力的混合模型和人格之间的比较中 , McCrae 在

概念上证明了在智商测验 (the EQ test , Goleman)和 EQ-I

(Bar-On)上情绪智力的每个部分与大五人格的每个特质是

如何对应的。在实证研究中 , 人格和基于混合模型的情绪智

力之间存在相关[ 8] 。特质情绪智力与人格之间的交叉 , 使情

绪智力的独立性受到质疑 , 影响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 、 情绪智力与人格

当用能力测验来测量情绪智力 , 自我报告法来测量人格

时 , 情绪智力和人格之间的交叉就被最小化了。 人格测量反

映典型行为 , 能力测验反映最佳行为。当情绪智力被用一些

能力来测量时 , 它和人格之间的区分效度是显著的。具体而

言 , 能力情绪智力与人格在测量中的相关很低。

一些研究者对情绪智力的结构效度提出质疑 , 因为情绪

智力的自我报告测验和人格测验之间有很多的交叉[ 9] 。 用自

我报告法测量的情绪智力与人格之间存在相关 , 情绪智力得

分高的个体与外倾性 、 开放性 、 宜人性和谨慎性有更高的相

关 , 与神经质有更低的相关。有研究表明 , 用宽泛的 、 自我

报告的方式对情绪智力的测量缺乏充分的区分效度[ 10] 。 为了

减少人格对情绪智力测量的影响 , 要进一步对情绪智力的定

义和测量方式进行准确的界定。

1.情绪智力与大五人格

就大五人格模型而言 , 研究发现 , 特质情绪智力与开放

性和神经质相关显著 , 与宜人性和谨慎性也存在相关。 大五

人格反映出人格倾向性受情绪管理能力的影响 , 与外倾性和

神经质相关的性格倾向会体验到积极和消极的情绪 , 宜人性

和谨慎性反映出在人际交往和工作场合中的对情绪的管

理[ 11] 。

外倾性和神经质这两个特质和积极 、 消极情绪的管理有

关 , 对情绪的管理是特质情绪智力概念的一部分 (Bar-

On)。神经质 , 有时被标识为情绪不稳定 , 用来评估体验到

的消极情绪 , 如焦虑 、 抑郁 、 愤怒和敌对。外倾性和积极的

情绪 、 能力 、 人际温暖 、 合群性之间存在正相关。这些关系

使情绪智力从人格中分离出来显得很重要 , 情绪智力和人格

之间的区分 , 一是考察情绪智力在预测生活事件结果中的渐

进效度 , 在这种情况下 , 特质情绪智力在预测生活满意度 、

孤独感 、 抑郁倾向中有渐进效度[12] 。二是考察情绪智力的区

分效度 , Petrides 和 Furnham 在因素分析的研究中通过在

Eysenck 人格问卷和大五人格问卷的因素中定义一个情绪智力

的区分因素[13] , 为情绪智力的区分效度提供了证据。

2.情绪智力与人格障碍

虽然目前对人格障碍的关注比较多 , 但是对人格障碍和

情绪智力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来说很少。 Lane 和 Schwartz 发

现 , 情绪障碍是精神分裂症 、 器质性精神障碍 、 心神障碍和

人格障碍 的基本 表现之 一[ 14] 。 比如 说 , 在 DSM - IV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ourth

Edition)[ 15](P133-143)中 , 对每一个人格障碍的描述都包括情感

障碍和对情绪的管理情况。

目前研究关注最多的是情绪智力和人格障碍中的边缘性

人格障碍 (Borderline personalitydisorder)之间的关系。 Terri等

研究人格障碍和情绪智力六个部分即情绪清晰度 、 情绪注

意 、 情绪管理 、 内向型情绪意识 、 内向性情绪思维和公共情

绪管理之间的关系 , 结果表明人格障碍和情绪智力的这六个

部分存在相关 , 在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测量中得分高的个体 ,

在情绪智力的内向性情绪思维和公共情绪管理两个部分的得

分较低。这个研究说明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在情绪适应方面

有更多的问题 , 因为他们的情绪智力受到损伤。

Trull和 Doan等发现 , 边缘性人格障碍和不能控制愤怒

情绪 、 情感不稳定的问题情绪模式有关[ 16] , 边缘性人格障碍

的个体更容易经常体验到情绪障碍。这说明检测情绪机能障

碍对人格障碍患者 , 包括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是很重要

的 , 可以防止消极情绪的产生。 Berg 的研究发现 , 边缘性人

格障碍患者的情绪往往不稳定 , 容易发怒 , 并且不能够控制

自己的情绪[17] 。 Levine和 Hood 等发现 , 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个

体不仅不能管理自己的情绪 , 而且不能够识别自己和他人的

情绪[18] 。

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个体缺乏生活中情绪的处理能力 , 有

研究表明 , 让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个体与其他人有更多的功能

性情绪交往 , 可以培养他们理解和控制自己及他人情绪的能

力 , 并能够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Marziali等发现 , 经过短期

的治疗能够使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学着接受日常生活中的一

些消极情绪[19] 。一般来说 , 通过训练个体掌握情绪应对技

能 , 提高情绪智力 , 有利于个体适应生活的变化。

四 、 总结与展望

基于前面的分析 , 关于情绪智力及其和人格关系的研

究 , 今后应关注以下方面:

第一 , 情绪智力和人格的关系有待作进一步研究。对于

情绪智力和人格的关系 , 国内外的研究者做了大量的理论和

实证研究 , 虽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 , 但最终也没能明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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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情绪智力到底是一种能力 , 还是一种类似于人格的特

质 , 他们的研究基本是都围绕着情绪智力的能力和特质这两

种理论模型来进行的。有些研究者强调情绪智力是通过学习

和经验获得的一些技能 , 有些研究者认为情绪智力是一种特

质 , 但是特质和技能之间也是有关系的。人格特质在一段时

间内是相对稳定的 , 但是成人的人格从一出生就不是固定不

变的 , 是个体通过学习和经验 , 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逐渐

形成的。由此可以看出 , 情绪智力和人格之间是既相区别又

相联系的。但是 , 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将情绪智力作为一种

能力来探讨 , 因为只有将情绪智力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 , 才

可能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此外 , 用能力测验来评估的情绪

智力与人格测验之间存在较少的交叉。用 MSCEIT量表来评

估情绪技能 , 用大五人格来评估社会和情绪倾向性 , 可以使

他们之间的交叉最小化。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充分的理解情绪

智力的本质 , 它和人格的关系 , 测量它的最好方法。

第二 , 提高情绪智力在人格障碍中的应用价值。很多研

究表明 , 情绪智力能够为目前人格的定义提供有价值的观

点 , 而不是显得多余无用。长期的研究表明 , 人格特质在个

体一生发展中相对保持稳定 , 加工和管理情绪的能力可以为

目前在一些行为模式中表现出的人格倾向性概念提供附加信

息的说法是可信的 , 神经质水平高的个体可以通过学习情绪

智力技能 , 使他们能更好的感知 、 理解和管理情绪。另外从

情绪智力和人格障碍的关系看 , 人格障碍患者往往会表现出

情绪障碍 , 他们的情绪智力水平低于正常人 , 通过情绪技能

的训练 , 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情绪智力 , 能够识别和管理自己

的一些简单情绪 , 改善日常生活质量。 在目前的心理治疗

中 , 已开始使用让人格障碍患者与其他人进行功能性情绪交

往的方法 , 来提高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情绪适应的能力。 在以

后的研究中 , 我们除了将情绪智力与人格区分开来 , 保持情

绪智力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存在的同时 , 更重要的是 , 提高情

绪智力的应用价值 , 即利用情绪智力和人格之间的联系 , 使

情绪智力在人格障碍治疗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重视情绪智力

在有关人格障碍等心理治疗中所起的作用 , 这才是所有的研

究所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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