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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人”的和谐。本研究以970名农村贫困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我和谐问卷研究贫困者的

自我和谐度及与其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贫困者自身、家庭和社会因素与自我和谐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相

关关系；（2）贫困者的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代际贫困、贫困程度、家庭规模收入来源等变量以及年龄与文化程度、家庭规

模与贫困程度等变量的交互作用在自我和谐的三个因素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差异；（3）贫困者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和家

庭规模变量对自我和谐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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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n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of Rural Poor

LI Yan，ZHU Jin-w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00，China）

Abstract: The key to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lies in the harmony of human beings. In this study，970 rural poverty-
stricken peopl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and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study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of poverty-stricken people and their soci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1）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among the poor themselves，family and
social factors;（2）In terms of three factors of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degrees in
the variables such as age，education level，health status，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poverty level，family size as well as income
sourc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ge and education level，family size and poverty level；（3）The educational level，health status and
family size of the poor have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Key words: the rural poor;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social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1 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文化信

息化的日益发展，人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已

成为突出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注重促进

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

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

挫折和荣誉”。可见，促进人自身的心理和谐问

题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个体自我和谐是其心

■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研究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2021年10月
第37卷 第10期

October 2021
Vol.37 No.10

收稿日期：2021-08-30；修回日期：2021-09-13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重点科研计划项目（20JZ033）；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乡村振兴专项科研计划项目（2021XZ05）

作者简介：李艳，女，甘肃庆阳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心理；朱金卫，男，陕西延安

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心理。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第10期

理和谐的核心，也是其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自

我和谐主要表现为个体的认知、情感、意志、行为

等内在心理要素之间的和谐。在构建和谐社会

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寻求自我和谐必然成

为每个人的一种价值诉求。

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首次提出自我和谐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概念并认为是

一个人自我观念中没有冲突的心理现象，是自

我与经验（或表现、体验）之间的一致与和

谐［1］184。自我和谐实质是现实自我、理想自我

和社会自我三者的一致或接近，三者之间的差

距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指

标［2］。王登峰和黄希庭认为自我的和谐是指内

心的需要、要求和目标已经实现，或感觉到能

够或即将实现，对自己目前的状况是满意的，

能够接受目前的状况与自己的目标之间的差

距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差距［3］。自我和谐的标准

包括认知协调、情绪稳定、人际和谐、知行一

致、人格健全等多方面的内容［4］。国内学者对

自我和谐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健康［5］、孤

独感［6］、人格特征［7］以及人际关系［8］等领域开

展，并主要集中在对大学生群体的自我和谐及

其相关因素等方面开展的调查研究。少数研

究涉及军人、公务员、教师、医务人员等群体。

没有针对农村贫困人口、弱势儿童等特殊群体

开展自我和谐及与其社会人口学特征的相关

研究。本研究以西部农村贫困人口为对象开

展与自我和谐有关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研究，在

认识影响自我和谐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基础

上，通过提高贫困者的自我和谐度进而有效改

善其心理状态及行为表现，增强心理健康水

平，提高主观幸福感。这将为构建和谐社会、

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的内涵建设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

自我和谐是心理和谐和人际和谐的基础，也

是社会和谐的基石。自我不和谐导致其认知、情

绪、行为等方面出现偏差。具有高度自我和谐的

个体往往能从多角度、多方面思考问题，寻求多

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本研究探讨社会人口学特

征对农村贫困者自我和谐的影响及其预测作

用。为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提高其自我和谐度

并增强其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分

别取自陕西省、云南省、贵州省、河南省等8个省

的 20岁及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共发放问卷

1200份，实际收回问卷1026份，删除未填完的及

不合格的问卷56份，最后进入统计分析的有效问

卷为970份。调查问卷同时要求被试提供年龄、

性别、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健康

状况、职业状况、经济收入来源、贫困年限、代际

贫困状况等社会人口学信息。970名被试中男性

537名、女性433名。

2.2 调查资料的收集

研究者于2019年暑假期间分别在陕西省（代

表西北地区）、云南省（代表西南地区）所选定的

农村村落施测问卷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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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时，让贫困人口

在完全理解指导语的前提下，对问卷项目做出自

己的选择，调查没有时间限制，做完为止。

2.3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自我和谐量表（SCCS）［9］为研究工

具。该量表包括35个项目，分为自我与经验不和

谐、自我灵活性、自我刻板性3个分量表。每个项

目都是有关个人对自己看法的陈述，并在5点量

表上表明被试的个人判断，即“1-完全不符合；2-

基本不符合；3-不确定；4-基本符合；5-完全符

合”，将“自我灵活性”反向计分，再与其他两个分

量表的得分相加，得出总分。３个分量表的同质

性信度分别为0.85、0.81、0.64。

由于最初的“自我和谐量表”是基于大学生

被试的评定结果形成的，应用在农村贫困人口中

可能产生变异，因此本研究首先根据农村贫困人

口的评定数据重新计算了项目的区分度和分问

卷的信度。以970名被试在评定项目上的分数与

分量表总分的相关为指标，计算了所有评定项目

与各量表评定总分的Pearson积差相关系数，结果

（表1）表明，所有项目得分与所属分量表总分的

相关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0.001）。这说明各

个评定项目能够准确地反映被试在各分量表上

的特征，具有较高的区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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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自我和谐量表各个项目的区分度系数（r）

项目

1
2
3
4
5
6
7

r

.356***

.463***

.518***

.403***

.512***

.507***

.413***

项目

8
9
10
11
12
13
14

r

.435***

.435***

.406***

.540***

.394***

.546***

.486***

项目

15
16
17
18
19
20
21

r

.449***

.497***

.422***

.418***

.393***

.494***

.485***

项目

22
23
24
25
26
27
28

r

.482***

.279***

.531***

.541***

.606***

.498***

.452***

项目

29
30
31
32
33
34
35

r

.470***

.460***

.455***

.490***

.424***

.511***

.439***

注：* P＜0.05，** P＜0.01，*** P＜0.001，下表相同。

以克龙巴赫（Cronbach）α系数为指标，计算

了各分量表构成项目的同质性信度系数，结果

（表2）表明，两个分量表的α系数接近0.70，最低

一个分量表的α系数为0.550。这说明自我和谐

量表的评定分数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评定的信度

是有保证的。
表2 自我和谐问卷三个分量表的同质性信度系数（α）

因 素

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

自我的灵活性

自我的刻板性

项目数

16

12

7

α
0.696

0.699

0.550

2.4 统计指标与方法

基于研究目的，选取农村贫困者的年龄、文化

程度、健康状况、家庭规模、贫困年限、贫困程度、

主要职业、收入来源、代际贫困等人口学变量为影

响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和谐的潜在因素，并将这些

因素分为个体性因素（年龄、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

三个变量）、家庭因素（家庭规模、贫困年限和贫困

程度三个变量）和社会因素（主要职业、收入来源

和代际贫困三个变量）三类。对被试在“自我和谐

问卷”上的分数采用Eta系列相关分析方法考察贫

困者与其社会人口学特征之间的相关，采用分层

回归分析技术构建累积模型考察社会人口学特征

对自我和谐的预测作用，并运用Ｆ检验考察不同

人口学特征的贫困者在自我和谐三个因素上的差

异，全部统计工作由SPSS717.0完成。

3 结 果

3.1 农村贫困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与自我和谐

结构特征的相关分析

为了探讨与农村贫困者自我和谐有关的社

会人口学因素，对样本的数据采用Eta系列相关

法计算了自我和谐的三个维度与被试的年龄、文

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规模、贫困年限、贫困程

度、主要职业、收入来源、代际贫困等社会人口学

因素的相关系数，并采用Eta相关分析技术

F= E2 /（k - 1）
（1 -E2）/（n - k）

（式中：E表示Eta相关系数；k表示变量类别数；n

表示样本容量）［10］73检验了Eta系数的显著性，结

果（表3）显示：（1）自我与经验不和谐与贫困年

限、代际贫困呈显著相关；（2）自我灵活性与年

龄、文化程度、贫困程度、收入来源、代际贫困呈

显著相关；（3）自我刻板性与年龄、健康状况呈显

著相关。总体而言，构成自我和谐的各因素与贫

困群体自身、家庭和社会因素均存在某种相关关

系，但此种关联性表现出不同的模式，说明农村

贫困群体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在自我和谐各因素

上存在差异及对其具有不同的预测作用。

表3 社会人口学特征与自我和谐各因素之间的系列相关分析结果

社会人口学特征

个体

特征

家庭

特征

年龄（df=3,966）

文化程度（df=3,966）

健康状况（df=2,967）

家庭规模（df=2,967）

贫困年限（df=3,966）

贫困程度（df=2,967）

自我与经验不和谐

Eta

0.084

0.061

0.070

0.055

0.103

0.065

F

2.286

1.184

2.392

1.455

3.428*

2.035

自我灵活性

Eta

0.093

0.113

0.044

0.047

0.087

0.116

F

2.796*

4.167**

0.947

1.065

2.430

6.551***

自我刻板性

Eta

0.111

0.037

0.110

0.063

0.063

0.049

F

4.051**

0.446

5.928**

1.930

1.287

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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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特征

主要职业（df=3,966）

收入来源（df=2,967）

代际贫困（df=2,967）

0.027

0.027

0.096

0.227

0.348

4.540**

0.083

0.126

0.107

2.227

7.796***

5.629**

0.084

0.047

0.077

2.288

1.058

2.919

3.2 社会人口学特征与自我和谐的差异检验

为了考察农村贫困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在

自我和谐问卷各因素上的差异，基于对样本（N=

970）的相关分析的结果，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

贫困者在自我和谐问卷上的调查分数进行多因

素方差分析，探讨社会人口学特征对自我和谐

的影响。

3.2.1 贫困者的个体特征与自我和谐调查数据的

比较结果

对贫困者的个体特征在自我和谐问卷三个

因素上的调查分数进行Ｆ检验，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表4）：
表4 贫困者的个体特征与自我和谐调查数据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变异来源

个
体
特
征

年龄（df=3,966）
文化程度（df=3,966）
健康状况（df=2,967）
年龄×文化程度
年龄×健康状况

文化程度×健康状况
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

自我与经验不和谐

2.242
0.569
0.070
0.433
1.311
0.270
0.827

自我灵活性

5.535***
2.945*
2.104
1.006
0.673
1.508
0.703

自我刻板性

4.885**
0.624
0.808

2.986**
2.619*
1.984
0.751

（1）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变量对自我与

经验不和谐因素上不具有主效应。说明贫困人

口的年龄、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变量对其自我与

经验不和谐不产生直接的影响。交互作用分析

结果表明，贫困者的个体特征在自我经验不和谐

因素上均未发现交互作用效应。

（2）年龄（F=5.535，p=0.001）、文化程度（F=

2.945，p=0.032）在自我灵活性因素上具有主效

应。健康状况在自我灵活性因素上具有主效

应。对各年龄平均数的LSD检验结果表明，显著

差异存在于 30-39 岁与 50 岁及以上之间（p=

0.004），说明 30-39 岁贫困者的自我灵活性较

高。对各文化程度平均数的LSD检验结果表明，

显著差异存在于初中与文盲之间（p=0.029），初中

与小学之间（p=0.004），高中及以上与文盲之间

（p=0.041），高中及以上与小学之间（p=0.011），说

明贫困者的文化程度越高，其自我灵活性就越

高。交互作用分析结果表明，贫困者的个体特征

在自我灵活性因素上均未发现交互作用效应。

（3）年龄（F=4.885，p=0.002）变量在自我刻板

性因素上具有主效应。对各年龄平均数的LSD

检验结果表明，显著差异存在于50岁及以上与

20-29岁之间（p=0.025）、50岁及以上与30-39岁

之间（p=0.049）以及50岁及以上与40-49岁之间

（p=0.001），说明自我刻板性程度随着贫困者年龄

的增长而提高。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在自我刻

板性因素上不具有主效应。交互作用分析结果

表明，年龄与文化程度（F=2.986，p=0.002）、年龄

与健康状况（F=2.619，p=0.016）在自我刻板性因

素上具有显著效应，简单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在

初中文化程度的贫困者当中，50岁及以上个体

（3.128±0.09）显著高于 40-49 岁个体（2.846±

0.048）的自我刻板性水平（p=0.034）；在高中文化

程度的贫困者当中，30-39岁个体（3.051±0.112）

显著高于40-49岁个体（2.625±0.096）的自我刻

板性水平（p=0.023）；50岁及以上个体（3.269±

0.115）显著高于40-49岁个体（2.625±0.096）的

自我刻板性水平（p<0.001）。年龄与健康状况的

简单效应显示，在20-29岁的贫困者当中，健康状

况良好个体（2.785±0.075）显著低于健康状况一

般个体（3.234±0.123）的自我刻板性水平（p=

0.006）。

3.2.2 贫困者的家庭特征与自我和谐调查数据的

比较结果

对贫困者的家庭特征在自我和谐问卷三个

因素上的调查分数进行Ｆ检验，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表5）：

（1）家庭规模、贫困年限、贫困程度在自我与

经验不和谐因素上不具有主效应。说明贫困者

的家庭特征对其自我与经验不和谐不产生直接

续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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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交互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家庭规模、贫

困年限和贫困程度（F=1.813，p=0.042）在自我与

经验不和谐因素上具有显著效应，简单效应检验

结果发现，在深度贫困且贫困年限在2年及以下

的贫困者当中，家庭人口数在2人及以下的个体

（3.391±0.158）显著高于家庭人口数在5人及以

上个体（2.625±0.129）的自我与经验不和谐水平

（p=0.001）；在浅度贫困且贫困年限在7年及以上

的贫困者当中，家庭人口数在2人及以下的个体

（2.55±0.141）显著低于家庭人口数在5人及以上

个体（3.047±0.084）的自我与经验不和谐水平

（p=0.008）。

（2）家庭规模和贫困年限在自我灵活性因素

上不具有主效应。说明这两个变量对自我灵活

性不产生直接的影响。贫困程度在自我灵活性

因素上显示了主效应（F=4.564，p=0.011），对各贫

困程度平均数的LSD检验结果表明，显著差异存

在于浅度贫困与深度贫困之间（p=0.002），浅度贫

困与一般贫困之间（p=0.003），说明贫困程度越

高，自我的灵活性就越低。交互作用分析结果表

明，贫困者的家庭特征在自我灵活性因素上均未

发现交互作用效应。

（3）家庭规模、贫困年限、贫困程度在自我刻

板性因素上不具有主效应。说明贫困者的家庭

特征对其自我刻板性不产生直接的影响。交互

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与贫困程度（F=

2.486，p=0.042）以及家庭规模、贫困年限与贫困

程度（F=1.954，p=0.025）在自我刻板性因素上具

有显著效应，简单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在一般贫

困的贫困者当中，家庭人口数在2人及以下的个

体（3.101±0.077）显著高于家庭人口数在3-4人

个 体（2.889 ± 0.041）的 自 我 刻 板 性 水 平（p=

0.044），也显著高于家庭人口数在5人及以上个

体（2.863±0.044）的自我刻板性水平（p=0.022）。

说明一般贫困者随着家庭人口数的增加，其自我

刻板性水平呈降低趋势。在深度贫困且贫困年

限在2年及以下的贫困者当中，家庭人口数在2

人及以下的个体（3.536±0.196）显著高于家庭人

口数在5人及以上个体（2.726±0.160）的自我刻

板性水平（p=0.004）。在一般贫困且贫困年限在2

年及以下的贫困者当中，家庭人口数在2人及以

下的个体（3.107±0.124）显著高于家庭人口数在

3-4人个体（2.717±0.082）的自我刻板性水平（p=

0.027）。在浅度贫困且贫困年限在7年及以上的

贫困者当中，家庭人口数在2人及以下的个体

（2.357±0.175）显著低于家庭人口数在5人及以

上个体（2.985±0.105）的自我刻板性水平（p=

0.006）。
表5 贫困者的家庭特征与自我和谐调查数据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变异来源

家庭
特征

家庭规模（df=2,967）
贫困年限（df=3,966）
贫困程度（df=2,967）
家庭规模×贫困年限
家庭规模×贫困程度
贫困年限×贫困程度

家庭规模×贫困年限×贫困程度

自我与经验不和谐

1.457
0.637
2.951
1.281
1.927
1.592
1.813*

自我灵活性

1.201
0.609
4.564*
1.106
1.041
1.176
1.298

自我刻板性

1.347
0.160
2.463
0.799
2.486*
2.039
1.954*

3.2.3 贫困者的社会特征与自我和谐调查数据的

比较结果

对贫困者的社会特征在自我和谐问卷三个

因素上的调查分数进行Ｆ检验，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表6）：

（1）主要职业和收入来源在自我与经验不和

谐因素上不具有主效应。说明贫困者的主要职

业和收入来源对其自我与经验不和谐不产生直

接的影响。代际贫困在自我与经验不和谐因素

上显示了主效应（F=4.784，p=0.009），对各代际贫

困平均数的LSD检验结果表明，显著差异存在于

本代与连续两代之间（p=0.010），本代与连续三代

及以上之间（p=0.005），说明代际贫困时间越长其

自我与经验不和谐水平越高。交互作用分析结

果表明，贫困者的社会特征在自我与经验不和谐

因素上均未发现交互作用效应。

（2）主要职业和收入来源在自我灵活性因素

上不具有主效应。说明贫困者的主要职业和收

入来源对其自我灵活性不产生直接的影响。代

际贫困在自我灵活性因素上显示了主效应（F=

3.780，p=0.023），对各代际贫困平均数的LSD检

验结果表明，显著差异存在于本代与连续两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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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p=0.001），本代与连续三代及以上之间（p=

0.006），说明代际贫困时间越长其自我灵活性就

越低。交互作用分析结果表明，贫困者的社会特

征在自我灵活性因素上均未发现交互作用效应。

（3）代际贫困和主要职业在自我刻板性因素

上不具有主效应。说明贫困者的代际贫困和主

要职业对其自我刻板性不产生直接的影响。收

入来源在自我刻板性因素上显示了主效应（F=

3.950，p=0.020），但对各收入来源平均数的LSD

检验结果发现，各收入来源之间没有显著性差

异。交互作用分析结果表明，代际贫困与主要职

业（F=2.527，p=0.020）、代际贫困与收入来源（F=

2.382，p=0.050）在自我刻板性因素上具有显著效

应，简单效应检验结果发现，本地务农且本代贫

困的个体（2.843±0.063）显著低于本地务农且连

续三代及以上个体（3.121±0.056）的自我刻板性

水平（p=0.003）；以务工为收入来源且本代贫困的

个体（2.710±0.060）显著低于以务工为收入来源

且连续三代及以上个体（2.99±0.063）的自我刻

板性水平（p=0.004）。
表6 贫困者的社会特征与自我和谐调查数据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变异来源

社会
特征

代际贫困（df=2,967）
主要职业（df=3,966）
收入来源（df=2,967）
代际贫困×主要职业
代际贫困×收入来源
主要职业×收入来源

代际贫困×主要职业×收入来源

自我与经验不和谐

4.784**
0.496
0.299
0.678
0.527
0.640
1.750

自我灵活性

3.780*
2.181
1.354
0.783
0.667
1.037
1.218

自我刻板性

2.581
2.155
3.950*
2.527*
2.382*
1.292
1.560

3.3 社会人口学特征对自我和谐的预测力分析

为了考察社会人口学特征对农村贫困者自

我和谐的预测作用，基于对样本（N=970）的相关

分析的结果，我们以被试在自我和谐量表上总分

的平均分为因变量构建贫困人群的社会人口学

特征对自我和谐的分层回归模型，通过识别这些

社会人口学特征对自我和谐的增益效度来探讨

自我和谐的个体和社会文化基础。

3.3.1 贫困者个体特征对自我和谐的增益效度

表7呈现了贫困者个体特征（年龄、健康状

况、文化程度）对自我和谐增益效度的分层回归

分析结果。其中，在第一步回归分析中，预测因

子“年龄”的回归系数不显著（t=- 0.008，p=

0.993），且模型的决定系数亦不显著（F=0.000，p=

0.993），该因子不能对因变量做出有效解释；在第

二步回归分析中，新增预测因子“文化程度”的回

归系数显著（t=-1.989，p=0.047），但新增模型的

决定系数不显著（F=1.979，p=0.139），新增因子对

自我和谐的有效解释率为0.4%。在第三步回归

分析中，新增预测因子“健康状况”的回归系数显

著（t=2.284，p=0.023），且新增模型的决定系数显

著（F=3.064，p=0.027），新增因子对自我和谐的额

外有效解释率为0.5%；可见，贫困人群的文化程

度和健康状况能有效解释其自我和谐因素，解释

率为0.9%，其回归方程模型为：Y=2.924-0.014X1+

0.026X2（X1=文化程度，X2=健康状况）。
表7 贫困者的个体特征对自我和谐的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1

2

3

常量

年龄

常量

年龄

文化程度

常量

年龄

文化程度

健康状况

未标准化系数

B

2.914

-.007

2.971

-.005

-.018

2.924

-.010

-.014

.026

SE

.025

.009

.038

.009

.009

.043

.010

.009

.011

标准系数Beta

.000

-.018

-.066

-.037

-.050

.079

t

116.757***

-.008

77.577***

-.540

-1.989*

67.309***

-1.092

-1.472

2.284*

F

.000

1.979

3.064*

R 2

.000

.004

.009

调整后R 2

-.001

.002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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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贫困者家庭特征对自我和谐的增益效度

表8呈现了贫困者家庭特征（家庭规模、贫

困年限、贫困程度）对自我和谐增益效度的分层

回归分析结果。其中，在第一步回归分析中，预

测因子“家庭规模”的回归系数显著（t=-2.667，

p=0.008），且模型的决定系数显著（F=7.112，p=

0.008），该因子对因变量的有效解释率为0.7%；

在第二步回归分析中，新增预测因子“贫困年

限”的回归系数不显著（t=1.494，p=0.135），但新

增模型的决定系数显著（F=4.677，p=0.010），该

因子不能对因变量做出有效解释；在第三步回

归分析中，新增预测因子“贫困程度”的回归系

数不显著（t=0.638，p=0.523），但新增模型的决

定系数显著（F=3.252，p=0.021），该因子不能对

因变量做出有效解释。可见，贫困家庭特征中

的家庭规模因子可有效解释其自我和谐程度，

解释率为 0.7%，其回归方程模型为：Y=2.991-

0.034X（X=家庭规模）。
表8 贫困者的家庭特征对自我和谐的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1

2

3

常量

家庭规模

常量

家庭规模

贫困年限

常量

家庭规模

贫困年限

贫困程度

未标准化系数

B

2.991

-.034

2.968

-.036

.012

2.949

-.036

.013

.008

SE

.030

.013

.034

.013

.008

.045

.013

.008

.012

标准系数Beta

-.085

-.090

.048

-.091

.051

.021

t

98.409***

-2.667**

86.815***

-2.805**

1.494

65.490***

-2.819**

1.575

.638

F

7.112**

4.677**

3.252*

R 2

.007

.010

.010

调整后R 2

.006

.008

.007

3.3.3 贫困者社会特征对自我和谐的增益效度

表9呈现了贫困者社会特征（代际贫困、主要

职业、收入来源）对自我和谐增益效度的分层回

归分析结果。其中，在第一步回归分析中，预测

因子“代际贫困”的回归系数不显著（t=1.286，p=

0.199），且模型的决定系数亦不显著（F=1.654，p=

0.199），该因子不能对因变量做出有效解释；在第

二步回归分析中，新增预测因子“主要职业”的回

归系数不显著（t=-.046，p=0.964），且新增模型的

决定系数亦不显著（F=0.827，p=0.438），新增因子

不能对因变量做出有效解释；在第三步回归分析

中，新增预测因子“收入来源”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t=-0.478，p=0.633），且新增模型的决定系数亦

不显著（F=0.627，p=0.598），新增因子不能对因变

量做出有效解释。可见，贫困人群社会特征均不

能有效解释其自我和谐性因素。
表9 贫困者的社会特征对自我和谐的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1

2

3

常量

代际贫困

常量

代际贫困

主要职业

常量

代际贫困

主要职业

收入来源

未标准化系数

B

2.884

.014

2.884

.014

.000

2.892

.014

.001

-.005

SE

.025

.011

.030

.011

.008

.033

.011

.009

.010

标准系数Beta

.041

.041

-.001

.040

.005

-.017

t

117.326***

1.286

96.798***

1.283

-.046

86.801***

1.245

.138

-.478

F

1.654

.827

.627

R 2

.002

.002

.002

调整后R 2

.001

.0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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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结果表明，贫困者的文化程度和健

康状况两个个体特征与贫困家庭特征中的家庭

规模特征与自我和谐的形成有关，这三个因素可

解释自我和谐因素1.6%的总变异，那些文化程度

较高、身体健康和家庭人口数较少的贫困者的自

我和谐度较高。贫困者的社会特征与自我和谐

的形成无关。总体而言，社会人口学特征对贫困

者自我和谐的形成没有预测力，说明贫困者自我

和谐的形成是多方面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现象学层面的社会人口学特征难以解释自我和

谐的形成机制，需要在更微观层面上考察其更深

层次的解释变量。

4 讨 论

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一方面，普遍缺乏

公共基础设施、现代农业技术援助、信贷和营销

等生产性服务以及学校教育教学资源落后、教育

质量差，已经成为农村贫困者自我不和谐的重要

外在原因。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农耕文化和宗族

文化的影响下，农村贫困群体普遍接受了与现代

社会格格不入的贫困文化价值观念，以及一直伴

随着“不体面”等消极自我认知导致的自卑感、焦

虑感、抑郁感、被排斥感等负面情绪是引发农村

贫困者自我不和谐的内在原因。因此，在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公共

基础设施、优质教育资源投入，制定生产性服务

保障制度，让农村贫困人口迈向中等收入行列。

全面改善农村健康生活条件，维护和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消除社会的贫困歧视、社会偏见，“激活”

贫困者的现代心理理性，降低贫困群体的“阶层

固化”焦虑等负性情绪是当今社会要解决的一个

重要议题。

农村贫困者的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主

要职业、家庭规模、贫困年限等社会人口学特征

对其自我和谐具有广泛且显著的影响。50岁以

上的贫困者长期生活在农村，思想稳定，安于现

状，其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与农村较为单一模式

化的生活方式高度一致，因此，他们的自我灵活

性较低而自我刻板性较高。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居住人口的老龄化现

象也必然加快，呈现“中间少两头多”的趋势，即

低幼化（留守儿童）和老龄化并存。这对我国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带来巨大的挑战。目前，农村贫

困人口大部分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本研究中占

82.2%）。农村贫困者的文化程度和学历低且思

想观念保守落后，接受新科技、新思想的能力差，

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较为落后，更容

易用一种僵化的方式来行动和处事，较难灵活应

对贫困的处境。农村贫困人口身体健康状况总

体较差，体弱多病、慢性病、重症和残疾占本次调

查数据的28.5%。身体不健康的贫困人口由于身

体的原因，他们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处

于弱势地位，找不到收入高的职业甚至就没有就

业的机会和能力，严重影响了经济收入水平，并

要支付额外的一些医疗费用，因而他们需要承受

更大的生活压力。职业因素在自我和谐中的作

用越发明显。在偏远和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职

业的种类和范围有限，传统的种植业为大多数家

庭提供了消除绝对贫困的收入，但种植、养殖、加

工的农产品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季节性需求波动

的影响，均会导致欠收甚至绝收，这种巨大的风

险压力导致农村贫困人口的自我和谐度普遍较

低。家庭人口数越多，自我不和谐程度就越高。

农村贫困家庭人口数多意味着家庭经济支出增

加，但他们通常无法拿出更多的资金来支出子女

的生活及教育经费。因此，提高贫困家庭成员的

受教育水平，控制家庭规模，实施医疗保险制度

以及给农村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的岗

位是提高自我和谐的一条根本路径。

社会人口学特征对农村贫困者自我和谐的

预测作用表现出不同的模式，贫困者的自我和

谐度不仅与其文化程度、健康状况个体因素有

关，也与贫困者的家庭规模等家庭因素有关，这

些因素对自我和谐度的联合解释率为1.6%；而

贫困者的自我和谐则与其社会特征完全无关。

可见，尽管总体而言，社会人口学特征对贫困者

自我和谐度的解释力较弱，但改善贫困者的社

会人口学特征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贫困者提升

自我和谐度。例如，普遍推行和改善农村人口

医疗保险制度、改善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

条件、控制家庭规模等措施不仅有利于促进贫

困者自我和谐度的提高，也有助于改善贫困者

的心理健康水平。

总的看来，社会人口学特征对农村贫困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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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谐的影响不明显，由于国内外缺乏同等条件

的类似研究报告，我们难以对本研究结果进行比

较性讨论，也难以判断这个结果是否反映了我国

中西部农村贫困者自我和谐形成的普遍性和稳

定性的规律。但我们认为，这个结果既与中西部

农村地区贫困群体的整体文化程度不高有关，也

与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有

关。因此，有关影响农村贫困者自我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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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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