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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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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选民为被试$采用自编(农村选举行为问卷)探讨了选民人口学特征及其与选举行

为的关系&结果表明%"

#

#性别'政治面貌'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因素对选民选举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

#

C"

岁以上的大龄选民

更看重选举对于维护村民权益的意义!"

%

#汉族选民比少数民族选民更看重选举对落实国家政策的意义$而少数民族选民在

投票时比汉族选民更容易受候选人身份'候选人背景和政党意见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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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行为的心理学研究已有
$"

年的历史-

#

.

&

早期的研究侧重于选民心理与选举行为的关系-

!\%

.

$

!"

世纪
E"

年代后转向政治家的心理特征对其政治

决策行为和领导方式的影响问题!

$近期则倾向于

探讨候选人的心理特征对选民投票倾向的影响-

C\>

.

$

从而显示出将政治领导人和选民纳入到整合研究范

式中的趋势&由于中国大陆的选举民主化进程以农

村为开端$首先在农村实行村委会直接选举$因此社

会学与政治学研究者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农村的选

举问题$但从心理学方法探讨农村选民的选举行为

还几乎是空白&最近$张锋等人探讨了农村选民选

举行为的结构特征-

#

.

'农村选民的性格类型特征与

其选举行为的关系-

$

.

$均获得了有意义的结果&本

研究基于上述研究继续探讨农村选民的人口学特征

与其选举行为的关系&

一$研究方法

&一'被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云南省具有代表

性的两个县共四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
%

个行

政村$每个村随机选取
#A

岁以上的公民
!>

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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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发放问卷
%#A

份$实际收回问卷
!@!

份$删除未填

完的及不合格的问卷
%"

份$最后进入统计分析的有

效问卷为
!$!

份&其中$男性
#$A

人$女性
@C

人!

#A

3

!@

岁
#!@

人$

%"

3

%@

岁
EC

人$

C"

岁以上
>@

人!小学
!>

人$初中
#C$

人$高中
E$

人$大专
#>

人!

月收入
>""

元以下
#CA

人$

>""

3

#"""

元
@!

人$

#"""

元以上
!!

人&所有被调查者均参加过一次以

上的村级选举投票$最多投票次数为
#%

次$平均投

票次数为
C<>

次&

&二'研究工具

对农村选民选举行为的测量采用自编的(农村

选举行为问卷)$包括政见取向和非政见取向两个分

问卷$均为五点自评量表&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政

见取向问卷由(政策效应)'(民生意识)'(村民权益)

和(监督机制)

C

个因素构成$非政见取向问卷由(候

选人身份)'(候选人德能)'(选民社会关系)'(候选

人背景)'(选民自我利益)'(选民自我权利)和(政党

意见)

E

个因素构成&以
])'*S+K/

+

系数为指标$

考察两个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结果显示$所有因素

的
+

系数均在
"<$

以上$说明各因素项目之间具有

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

.

&

&三'调查资料的收集

对所选定的
C

个乡镇
#!

个行政村实施问卷调

查&采取团体调查和个体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按照

统一的程序进行$问卷当场发放$当场收回&调查无

时限$做完为止&

&四'统计指标与方法

基于研究目的$选取农村选民的性别'年龄'民

族'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经济收入等人口学变量为

影响农村选民投票取向的潜在因素$并将这些因素

分为内源性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和民族三个变量#

和外源性因素"政治面貌'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三个

变量#两类&对被试在(农村选举行为问卷)上的分

数采用
V:+

系列相关分析方法考察选民人口学特征

与其选举行为之间的相关$并采用
H

检验考察不同

人口学特征的选民在选举行为上的差异&全部统计

工作由
.F..#"<"

完成&

二$研究结果

&一'选民人口学特征与其政治选举行为的相关

分析

以
V:+

系数为指标$分别考察了性别'年龄'民

族'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经济收入
$

个人口学变量

与政见投票取向和非政见投票取向上各个因素的相

关$并采用
K

V

/

!

,"

T

W

#

#

"

#

W

/

!

#,"

-

W

T

#

"式中%

/

表示
V:+

相关系数!

T

表示变量类别数!

-

表示样本容量#

-

E

.

E%

检验
V:+

系数的显著性&结果"表
#

#显示$在政见投

票取向上$性别和教育程度与所有四个因素均无显

著相关!年龄与村民权益具有显著相关!民族和政治

面貌与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相关&

表
#

!

被试人口学特征与其政见投票取向各因素之间的系列相关分析结果

被试的人口学特征
政策效应 民生意识 村民权益 监督机制

V:+ K V:+ K V:+ K V:+ K

性别"

:

4

#̀

$

!$"

#

"<"@A !<>!# "<"A> #<A@! "<"C" "<C#E "<""# "<"""

年龄"

:

4

!̀

$

!>@

#

"<#%# !<!$# "<"%! "<#%% "<#E!

%<@CA

%

"<"E! "<$E"

民族"

:

4

#̀

$

!$"

#

"<#A@ @<$%#

%%

"<#!E C<!$! "<#"! !<E%% "<"%@ "<%@$

教育程度"

:

4

%̀

$

!>A

#

"<#>" #<@E@ "<"%E "<##A "<"@> "<EA% "<"$> "<%$>

政治面貌"

:

4

%̀

$

!>A

#

"<#@! %<!@!

%

"<"AE "<$>$ "<#C% #<E@> "<"@" "<E"!

经济收入"

:

4

!̀

$

!>@

#

"<#>% %<#"C "<"CE "<!AE "<"@E #<!%" "<### #<$#>

!!

注%

%

M

#

"H">

$

%%

M

#

"H"#

$

%%%

M

#

"<""#

$表
!

同&

!!

在非政见投票取向上$性别'年龄和政治面貌与

所有七个因素均无显著相关!民族与候选人身份和

政党意见两个因素具有显著相关!教育程度与候选

人德能具有显著相关!经济收入与候选人德能'选民

自我利益以及选民自我权利均具有显著相关&总的

来看$选民的人口学特征与其选举行为虽有一定的

相关$但只是弱相关&"表
!

#

&二'选民人口学特征与其政治选举行为的差异

检验

#<

选民人口学特征与政见投票取向调查数据的

比较结果

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选民在政见投票取向问卷

的调查分数进行
K

检验$结果"表
%

#显示$在内源

性变量上$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未见性别变量对政

见投票取向的主效应!年龄变量在村民权益因素上

显示了主效应$对各年龄组平均数的
_.G

检验结果

表明$显著差异存在于
#A

3

!@

岁的选民与
C"

岁以

上的选民之间"

M

#

"H"#

#$说明后者更看重选举对

于维护村民权益的意义!民族变量在政策效应因素

上显示了主效应$从平均数上看$汉族选民更看重选

举对于维护国家利益'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意

义&交互作用分析结果表明$性别与年龄变量在村

民权益因素上显示了显著效应"

M

#

"<">

#$但简单

效应检验结果未发现各水平之间的交互作用效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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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被试人口学特征与其非政见投票取向各因素之间的系列相关分析结果

被试的人口学特征
候选人身份 候选人德能 选民社会关系 候选人背景

V:+ K V:+ K V:+ K V:+ K

性别"

:

4

#̀

$

!$"

#

"<"%" "<!%C "<"A" #<$E> "<"%# "<!%> "<"!E "<#A@

年龄"

:

4

!̀

$

!>@

#

"<"#% "<"!! "<#"E #<>"" "<""> "<""% "<"C! "<!!@

民族"

:

4

#̀

$

!$"

#

"<!!$ #%<@@>

%%%

"<""C "<""C "<#!@ C<C"" "<#"E %<"##

教育程度"

:

4

%̀

$

!>A

#

"<#%% #<>C@ "<!!E

C<$E!

%%

"<"@! "<E%C "<#!C #<%C%

政治面貌"

:

4

%̀

$

!>A

#

"<#C> #<ACE "<#%% #<>C@ "<#!! #<%"" "<#!% #<%!#

经济收入"

:

4

!̀

$

!>@

#

"<#C# !<$!E "<#A@

C<E@E

%

"<### #<$#> "<#$" %<C"!

被试的人口学特征
选民自我利益 选民自我权利 政党意见

V:+ K V:+ K V:+ K

性别"

:

4

#̀

$

!$"

#

"<""E "<"#% "<"CC "<>"C "<"CC "<>"C

年龄"

:

4

!̀

$

!>@

#

"<#!C !<"!! "<#%" !<!!$ "<"EE "<EE!

民族"

:

4

#̀

$

!$"

#

"<"@C !<%#A "<"C> "<>!A "<!!# #%<%>"

%%%

教育程度"

:

4

%̀

$

!>A

#

"<"@A "<A%C "<">! "<!%% "<#"! "<@"C

政治面貌"

:

4

%̀

$

!>A

#

"<#E> !<E#E "<#!@ #<C>> "<##E #<#@C

经济收入"

:

4

!̀

$

!>@

#

"<#@"

C<A>"

%

"<#E!

%<@CA

%

"<">E "<C!!

表
%

!

不同人口学特征选民政见投票取向调查数据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变异来源 政策效应 民生意识 村民权益 监督机制

内源性变量 性别"

:

4

#̀

$

!$!

#

!<!%" "<%>> "<E$> "<">@

年龄"

:

4

!̀

$

!$!

#

"<E"" "<"#" %<@"$

%

"<C"@

民族"

:

4

#̀

$

!$!

#

##<%@@

%%

%<>@% "<@%! "<@@>

性别
b

年龄
"<#%% "<"!# %<>C"

%

"<#"#

性别
b

民族
"<C!" "<>"@ "<"!! "<A#C

年龄
b

民族
!<!#E "<CEC "<%%# "<A@$

性别
b

年龄
b

民族
"<!@@ "<%C@ "<%$% "<>%@

外源性变量 政治面貌"

:

4

%̀

$

!$!

#

"<$E> "<!>$ "<$!E #<"A>

教育程度"

:

4

%̀

$

!$!

#

#<A>! "<>>! "<"># "<EC#

经济收入"

:

4

!̀

$

!$!

#

"<$%# "<C"$ !<A@E #<!%#

政治面貌
b

教育程度
"<@CC "<AE# "<$># "<E#@

政治面貌
b

经济收入
"<C"C "<EA$ "<%!% "<>@A

教育程度
b

经济收入
#<%$C "<C>> #<%A! "<>@>

政治面貌
b

教育程度
b

经济收入
#<!CE "<C!% "<C@> "<%!E

!!

注%

%

M

#

"H">

$

%%

M

#

"H"#

$

%%%

M

#

"<""#

&

!!

在外源性变量上$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所有变

量均未发现对政见投票取向的效应$也未见各变量间

的交互效应&说明选民的政治面貌'教育程度和经济

收入变量对村民选举意义的看法不产生直接的影响&

!<

不同人口学特征选民非政见投票取向调查数

据的比较结果

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选民在非政见投票取向问

卷的调查分数进行
K

检验$结果"表
C

#显示$在内

源性变量上$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未见性别变量和

年龄变量对非政见投票取向的主效应!民族变量在

候选人身份'候选人背景和政党意见三个因素上显

示了主效应"

M

#

"<"#

或
"<">

#$从平均数上看$少

数民族选民的投票行为更容易受候选人身份'候选

人背景和政党意见的影响$尤其是候选人身份的影

响更大一些&交互作用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在

所有因素上都未发现交互作用效应&

在外源性变量上$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所有变

量均未发现对非政见投票取向的效应$也未见各变

量间的交互效应&说明选民的政治面貌'教育程度

和经济收入变量对选民的投票行为不产生直接的

影响&

三$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农村选民的若干人口学特征与其

选举行为的关系&在本研究条件下$农村选民的内

源性因素"性别'年龄'民族#和外源性因素"政治面

貌'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与其选举行为的关系在整

体上都是不显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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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

不同人口学特征选民非政见投票取向调查数据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变异来源
候选人

身份

候选人

德能

选民社

会关系

候选人

背景

选民自

我利益

选民自

我权利

政党

意见

内源性变量 性别"

:

4

#̀

$

!$!

#

"<!CC "<A>E "<!"" "<"!A "<#"> "<EE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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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个内源性因素上$性别因素无论是与选民

政见问卷的各个因素还是与非政见问卷的各个因素

上的评定分数既没有显著相关$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这说明$农村男女选民对我国村级选举的意义的认

识以及投票决定倾向都是一致的&这集中体现了我

国男女平等政策在选举过程中的积极效应&

年龄因素与选民政见问卷的村民权益有显著相

关!

#A

3

!@

岁的选民与
C"

岁以上的选民对选举在

维护村民权益中的作用的认识具有显著差异$

C"

岁

以上的选民更看重选举对于维护村民权益的意义&

这显然与选民的农村生活经验和他们自身的价值观

点有关&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A

岁的公民获得选举

权$但是这个年龄阶段的村民长期生活在学校$对自

己身处的农村环境缺乏实质性的了解和体验$他们

的未来人生走向尚不稳定$相当一些年轻人渴望有

机会走出农村$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他们心目

中$选举与其自身的利益关系不是非常密切&相反$

C"

岁以上的成年选民长期生活在农村$思想稳定$

安于目前的农民角色和农村生活方式$他们中的大

多数都经历过多次选举$有相当丰富的选举经验$对

选举与他们利益获得的关系有较为深刻的体验$因

此更看重选举对于维护自身权益的价值&

民族因素与选民的选举行为关系相对密切&在

政见投票取向问卷上$相关分析和方差分析的结果

一致表明$民族因素与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相关$汉族

选民比少数民族选民更看重选举的政策性意义$即

汉族选民更看重选举对于维护国家利益'推动农村

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在非政见投票取向问卷上$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民族因素与候选人身份和政党

意见两个因素具有显著相关$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少数民族选民比汉族选民的投票行为更容易受候选

人身份'候选人背景和政党意见的影响&这反映出

少数民族选民的选举意识和投票中的民主权利意识

需要增强&

在三个外源性因素上$选民的党派因素无论是

在政见投票取向还是非政见投票取向问卷上均未显

示出密切的相关效应&这一结果与西方国家的调查

结果完全不同$反映出中国大陆政党制度的特殊性&

同时$它也反映出农村选民自身缺乏强烈的党派意

识$选民的政治身份和候选人的政治身份都对选民

投票的倾向性不发生直接的影响&

选民的受教育程度与政见投票取向问卷上的得

分没有显著相关$不同受教育程度的选民对村级选

举的意义的理解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与非政见

投票取向问卷中的候选人德能具有显著相关$受教

育程度高的选民在决定投票倾向时相对看重候选人

的道德和领导才能&根据国外的研究$选民的受教

育程度越高$他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义务感也越

强-

A

.

AA

&因此$在选举中越可能依据候选人品德和

领导才能来决定自己的投票倾向&根据人们的一般

印象$受教育程度高的选民不仅具有更强烈的民主

意识和社会公正理念$而且更能够理解民主的本质$

并更加能站在社会的立场上施行自己的民主权利&

但是从本研究的结果看$农村选民的受教育程度的

上述意义远远没有得到足够的体现&一个原因是农

村选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选民之间的文化教

"%#



!

总
%!

卷 朱金卫%云南农村选民的人口学特征与其选举行为的关系

育水准的差异较小$因而在统计上难以体现出受教

育程度与选举行为的实质性关联&

选民的经济收入与政见投票取向问卷各因素的

得分没有显著相关$不同经济收入的选民对农村选

举的意义的认识也没有显著差异&在非政见投票取

向问卷上$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选民的经济收入与候

选人德能'选民的自我利益和选民自我权利均有显

著相关$但方差分析未发现不同经济收入的选民在

这些因素上的差异&本研究的对象是经济欠发达的

云南农村地区的选民$由于自然环境'交通条件和传

统习俗等多方面的不利影响$这些地区农村居民的

收入水平差距较小$且多数选民的经济收入在
>""

元,月以下$因此难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对选民选举

行为的显著影响&

总的看来$农村选民的人口学特征对其选举行

为的影响不明显$由于国内缺乏同等条件的类似研

究报告$我们难以对这个结果进行比较性讨论$也难

以判断这个结果是否反映了我国农村选举中的普遍

性和稳定性的规律&但我们认为$这个结果既与云

南省农村地区选民的整体素质不高有关$也与这些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有关&这些因素

给实施本研究$特别是对于实现研究的样本分布的

合理性和适当性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有关农

村选民选举行为的人口学特征仍然需要在更加广泛

的地区获得实证研究资料$以便能够对这个问题获

得更加清晰的认识&

四$结论

本研究获得如下主要结论%第一$性别'政治面

貌'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对选民选举行为没有显著

影响!第二$

C"

岁以上的大龄选民更看重选举对于

维护村民权益的意义!第三$汉族选民比少数民族选

民更看重选举对落实国家政策的意义$而少数民族

选民在投票时比汉族选民更容易受候选人身份'候

选人背景和政党意见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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