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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华北地区的山西，中部地区的河南和湖北，西北地区的陕西、新疆和青海，以及西南地区的贵州和云南等共八个省区

800余个自然村的971名农村贫困者为被试，采用心理测量原理与技术探讨了农村贫困者心理特质结构。结果表明，农村贫困

者的特殊心理特质结构主要由退缩性、刚毅性和固执性三个因素构成。经验证因素分析检验，由此构成的农村贫困者心理特质

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结构效度，问卷项目具有较高的区分度。文章讨论了农村贫困者心理结构特征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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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Rural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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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971 rural poor people from more than 800 natural villages in eight provinces and regions as subjects，such as
Shanxi，Henan and Hubei in the central region，Shaanxi，Xinjiang and Qinghai in the northwest region，and Guizhou and Yunnan in
the southwest region，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sychological trait structure of rural poor people by using psychometric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ecial psychological trait structure of the rural poor is mainly composed of three factors，named
as withdrawal，fortitude and obstinacy. The verification facto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ural poor psychological trait questionnaire has
high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and structural validity，and the questionnaire items have high discrimin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rural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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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贫困问题是全球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

一，其不仅严重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

展，也是滋生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种族歧视和环

境恶化等问题的重要根源。联合国等国际性组

织高度重视全球贫困问题，为消除世界各地的贫

困现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从心理学观点看，贫

穷不仅表现为经济收入不足和生存资源稀缺，而

且表现为心理功能失调和行为失范等其它心理

行为问题。研究者指出，贫困人群具有显著不同

于其他阶层人群的心理行为特征［1］，其中多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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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不利于贫困者适应现代社会，不利于其实现自

身发展和向较高阶层流动［2］。毫无疑义，低收入

的贫困人群不仅职业地位较低或就业机会更少，

导致其社会参与度更低，健康状况更差，甚至预

期寿命更短［3］，而且无助感、羞耻感、自卑感和价

值感也更低，并导致其权力感和控制感更低，且

对社会歧视的敏感性更高［4］。walker等人对七个

国家的调查表明，高羞耻感普遍存在于所有国家

的贫困人口中，且该特质因贫困者与非贫困者的

交互过程而获得强化，从而引导贫困者与主流社

会的疏离倾向增强，并被主流社会边缘化［5］。

理论上讲，贫困者的心理特质既可能是贫

困的结果变量，也可能是导致贫困可持续的原

因变量，因为具有消极心理特质的个体在教育

环境、职场、持家等方面均处于不利地位，从而

更可能面临经济财政方面的困扰。然而，文献

梳理表明，有关贫困者心理特征的研究及其与

贫困状态的关系的研究仍然非常有限，目前的

研究文献既不能阐明贫困人群心理行为特质

的特殊结构，也不能完整地描述贫困人群相对

于非贫困人群的心理行为特征。这种局面显

然不利于农村贫困人群的心理现代化建设和

后扶贫时代的巩固脱贫工作的开展。因此，对

农村贫困人群的心理特质研究，阐明贫困人群

心理特质的结构，既是农村贫困人群心理现代

化建设的基础，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

振兴战略的长期性和持久性的需要。本研究

的目的在于应用心理测量原理与技术通过自

编“农村贫困者心理特质问卷”探讨农村贫困

者的特殊心理特质结构及其现实意义。

2 方法和过程

2.1 问卷项目的初步编辑

首先，基于文献考察、理论分析、对贫困者的

个别访谈和部分专家学者的访问，初步编写了由

40个特质形容词或词组构成的农村贫困者心理特

质评定初始问卷。该问卷的每一词语都描述了个

体的某种心理或行为特征（其中正性描述词语12

个，如“艰苦朴素”“自强自立”；负性描述词语28

个，如“胆小退缩”“行为不理智”），要求被试对每

个词语是否符合自己平时的行为习惯或性格特点

在5点量表（1=完全不赞同；2=基本不赞同；3=有

点赞同；4=基本赞同；5=完全赞同）上进行评定。

其次，以项目通俗度、项目因素共同度和因

素负荷值为项目质量识别指标，对预调查数据

（n=154）进行项目通俗度和项目区分度分析，删

除项目通俗度和项目区分度不高的项目，保留项

目通俗度和项目区分度较高的项目。贫困者心

理特质评定初始问卷的12个项目被保留（其中正

性描述词语4个，负性描述词语8个），组成“农村

贫困者心理特质评定问卷”。

2. 2 被试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取样的方法在华北地

区的山西，中部地区的河南和湖北，西北地区的

陕西、新疆和青海，以及西南地区的贵州和云南

等共八个省区。在上述八个省区随机选择800余

个村庄共1100名20岁以上经当地乡镇政府核定

且被登记录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的贫困

者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1100份，实

际收回问卷1038份（回收率为94%），删除未填完

的及不合格的问卷67份，最后进入统计分析的有

效问卷为971份，其中男性522名（53.8%），女性

449名（46.2%）。将971名被调查者随机分为A、B

两个子样本，其中样本A（n=486；男性274名，女

性212名）的调查数据用于贫困者心理特质结构

维度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样本B（n=485；男性248

名，女性237名）的调查数据用于贫困者心理特质

结构维度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2.3 问卷项目的通俗度分析

为了考察农村贫困人口对问卷项目的反应

倾向，从而获得项目质量的信息，以A样本（n=

486）在所有项目上的反应分数为基础，根据公式

“p=项目平均分/项目总分”计算了该问卷所有项

目的通俗度，结果显示见表1，“农村贫困者心理

特质评定问卷”所有项目的p值均在0.50~0.70之

间，表明该问卷所有评定项目的通俗度均在合理

范围之内。
表1 农村贫困者心理特质评定问卷

各项目的通俗度系数（p）

项目

1

2

3

4

p

0.527

0.633

0.655

0.645

项目

5

6

7

8

p

0.516

0.513

0.536

0.528

项目

9

10

11

12

p

0.533

0.619

0.546

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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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农村贫困者心理特质的结构分析

3.1.1 探索性因素分析

（1）因素分析的必要性与适合性检验

基于样本A的调查数据对所有评定项目的

Bartlett球型检验（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结果

显示，χ2=817.265，df=66，p<0.001，表明构成该问

卷的各个项目之间存在共享因素，有必要对该相

关矩阵进行因素分析；样本适合度检验结果显

示，KMO=0.762，接近0.80的通行标准，可以对该

相关矩阵进行因素分析。

（2）公共因子抽取

基于因素分析的基本原理，采用α因子分解

和Promax斜交旋转法进行因子抽取，结果显示特

征根 λ>1的公共因素共有4个，参照陡阶检验的

结果，取前3个公共因素即可解释该问卷47.45%

的总变异，结果见表2。
表2 农村贫困者心理特质评定问卷斜交旋转后

各个项目在对应因素上的负荷值

项目编号

D19

D21

D14

D16

D03

D04

D37

D13

D39

D38

D34

D02

评定词汇

怨天尤人

不敢担当

胆小退缩

自暴自弃

意志坚强

艰苦朴素

勇于担当

自强自立

行为不理智

人穷志短

知错不改

没有目标

因素I

.621

.597

.525

.498

因素II

.627

.605

.465

.444

因素III

.666

.560

.468

.409

注：表1中省略了绝对值<0.40的负荷值

（3）公共因子命名

表 1 显示，Promax 斜交旋转后各评定词汇

被清晰地负荷于某个特定的公共因子，根据每

组词汇的语义内涵对各因素命名如下：因素 I

所包含的4个词汇（怨天尤人，不敢担当，胆小

退缩，自暴自弃）反映了农村贫困人口畏缩不

前和因循守旧的心理特征，被命名为“退缩

性”，该因素可解释24.50%的总变异；因素 II所

包含的4个词汇（意志坚强，艰苦朴素，勇于担

当，自强自立）反映了农村贫困人口吃苦耐劳

和自强刚毅的心理特质，因此命名为“刚毅

性”，该因素可解释13.62%的总变异；因素III所

包含的4个词汇（行为不理智，人穷志短，知错

不改，没有目标）反映了农村贫困人口胸无志

向和固执己见的心理特征，被命名为“固执

性”，该因素可解释9.33%的总变异。在这三个

公共因素中，“退缩性”对总变异的解释率最

高，其解释力接近25%，是贫困人群最主要最典

型的心理特质。

3.1.2 验证性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由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的

贫困者心理特质的三因素模型的普遍性，考察

该模型的构想效度，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技术

检验了三因素结构对样本B的调查数据的拟合

度。具体做法是运用 AMOS 21.0 软件，采用极

大似然法估计模型对数据的拟合优度，模型检

验的主要拟合参数和拟合指数见表3显示，主

要拟合指数理想或合理，表明参数估计结果的

适配指标较好，探索性因素所得的结构模型与

实际数据相契合，整体模型的适配度可以接

受，通过验证。分别计算各项目的标准化因素

负荷量，所有项目负荷值均具有统计意义上的

显著性（ps＜0.001），且负荷值均在0.40以上（见

图1），表明各项目可有效反映其所要测得的理

论构想［6］。

图1 农村贫困者心理特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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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农村贫困者心理特质验证性因素分析

的指标结果（n=485）

指标

理论值

实际值

检验结论

c2/df

＜3

2.710

理想

RMSEA

＜0.1

0.059

理想

SRMR

＜0.08

0.050

理想

CFI

＞0.9

0.850

合理

TLI

＞0.9

0.805

基本合理

3.2 农村贫困者心理特质评定问卷的信度和效

度检验

3.2.1 信度

以克龙巴赫（Cronbach）α系数为指标，考察

了贫困者心理特质评定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结果见表4显示，前两个因素的 α系数在0.6以

上，最后一个因素的α系数接近0.6，表明构成该

问卷的三个因素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
表4 农村贫困者心理特质评定问卷

的同质性信度系数（α）

因素顺序

因素I

因素II

因素III

因素名称

退缩性

刚毅性

固执性

项目数

4

4

4

α
0.644

0.612

0.599

3.2.2 效度

验证性因素分析证明，贫困者心理特质问卷

具有良好的构想效度外，我们还在项目和问卷两

个层面上做了三个方面的效度分析。

（1）项目区分度

以项目区分度为指标，计算了样本A评定

数据中项目评定分数与所属因素总分的相关

系数，以鉴别各个项目对因素总分的有效性。

分析结果见表5显示，构成该问卷的所有12个

项目得分与所属因素总分的相关都达到了显

著性水平（p<0.001），且均为中等以上相关或高

相关，说明所有项目对所要评定的因素有足够

的区分度，从而保证了各个因素评定的效度。
表5 农村贫困者心理特质评定问卷各个项目

的区分度系数（r***）

项目

D2

D3

D4

D13

r

0.612

0.710

0.721

0.636

项目

D14

D16

D19

D21

r

0.671

0.680

0.728

0.703

项目

D34

D37

D38

D39

r

0.658

0.650

0.714

0.710

注：*** all p<0.001

（2）组合信度和收敛效度

为评价该模型的组合信度和收敛效度，通

过计算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

抽取量（AVE）进一步检验了农村贫困者心理特

质内在结构各因素的适配性。检验结果见表6

显示，各指标数值基本达到标准，说明该结构

模型具有一定的收敛效度。
表6 农村贫困者心理特质结构模型的

CR与AVE计算结果

因素顺序

因素I

因素II

因素III

心理特质

退缩性

刚毅性

固执性

CR

0.571

0.553

0.478

AVE

0.356

0.338

0.288

（3）区分效度

为检验农村贫困者心理特质评定问卷的区

分效度，以各因素间的相关系数为指标，分别计

算了A样本数据和B样本数据中各因素评定分数

之间的相关，结果见表7显示，首先，绝大多数因

素间具有中等以下的显著相关，表明这些因素之

间虽有一定的联系，但彼此间相对独立，具有足

够的区分效度；其次，对于同一因素间的相关，A、

B两个样本的相关系数高度一致，说明各因素间

的相关关系在两个样本中具有稳定性。
表7 农村贫困者心理特质评定问卷各

因素间的相关系数（nA=486/nB=485）

心理特质

退缩性

刚毅性

固执性

退缩性

1/1

–.245***/

–.165***

.422***/.474***

刚毅性

1/1

–.152***/

–.109**

固执性

1/1

注：* p<0.05; ** p<0.01; *** p<0.001;“/”后的数值是基于B

样本数据计算的结果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农村地区贫困人群特殊心理

特质结构。结果发现，贫困者的特殊心理特质主

要表现为退缩性、刚毅性和固执性。具有退缩性

心理特质的贫困者倾向于怨天尤人、不敢担当、

胆小退缩、自暴自弃，该特质可解释24.50%的总

变异；具有刚毅性特质的贫困者倾向于意志坚

强、艰苦朴素、勇于担当、自强自立，该特质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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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13.62%的总变异；具有固执性特质的贫困者行

为不理智，目标模糊，感觉人穷志短，思想固化，

该特质可解释9.33%的总变异。在这三个公共因

素中，“退缩性”对总变异的解释率最高，其解释

力接近25%，是贫困人群最主要最典型的心理特

质；尽管刚毅性特质对总变异的解释力较小，但

因其反映了贫困者积极的心理品质，对于贫困者

脱贫行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中国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分布在广大的农村，

农村贫则中国贫，农村富则中国富。中共中央和

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

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

后劲也在农村。十九大报告提出，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好乡村

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是要推动乡村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建设繁

荣富强宜居美丽的现代化新乡村。2020年，中央

“一号文件”针对未来农村扶贫战略明确提出了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7］。二者的有机衔

接至少应呈现出“持续性”“创新性”“拓展性”三

个特征［8］。然而，当前农村贫困人群的心理特质

远不能适应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需求。

本研究发现，农村贫困者的心理特质主要表现为

退缩性、刚毅性和固执性三种特征，其中只有刚

毅性特质对于乡村振兴的目标具有积极意义，而

其余两种均是消极的心理特质。农村贫困人口

普遍存在小农意识，缺少市场理性，缺乏社会知

识，社会参与性不高，缺乏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

文化生活方式落后，过度依赖政府的救济和扶

持。贫困人口的这些消极心理特质对于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构成严重的挑战。

加强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心理现代化建设，使

其逐渐形成开放、理性、自信、主动变革等现代心

理特征，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基本目标。所谓心

理现代化是指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诱发个人

适应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心理与行为［9］。事实

上，加强国民心理建设并不是一个新命题，而是

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的观点，国际上也早有实

践。孙中山先生认为，由于旧中国受内忧外患的

压抑，国人往往目光短浅、狭隘、冷漠、涣散、迷

惘、畏难、怕事，不愿参与国事，从而成为国家发

展落后的重要原因。心理建设的基本宗旨是启

迪民智，改变民众旧有的、偏狭的、消极的心理状

态，培养积极乐观向上的健康国民心态，以凝聚

民心民力，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10］。20世纪初期

美国开展了城乡共生型的乡村小城镇建设；二战

后，日本开展了以立足乡土、自立自主、面向未来

的乡村改造运动；20世纪50年代荷兰开展了精简

集约型模式的农地整理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

国开展了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内容的新农村

运动等等。这些乡村建设运动无一例外地都是

以激发农村贫困人口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为切入

点，通过培育贫困人口的心理现代化，唤醒其建

设美好家园的主体意识，从而实现乡村致富目

标。全国政协委员郑大发认为，我们重视乡村振

兴，不能过多强调物质，而是应该多关心农村人

民的心理健康，改善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发

挥贫困人口的主观能动性，从根本上激发乡村振

兴的活力［11］。根据积极心理学的观点，作为主体

的自我是有意识行为的施动者，是积极应对策略

和防御机制的选择者，其不仅具有理解、学习、交

流和适应环境的能力，而且具有朝着自我设定目

标而行为的能力［12］。可见，在后扶贫的实践中，

运用积极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着力改善农村贫

困人口的特殊人格特征，培育贫困人口的刚毅性

等积极人格，而削弱其退缩性、固执性等消极人

格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5 小结

本研究以华北地区的山西，中部地区的河南

和湖北，西北地区的陕西、新疆和青海，以及西南

地区的贵州和云南等共八个省区800余个自然村

的971名农村贫困者为被试，采用心理测量原理

与技术探讨了农村贫困者心理特质结构。结果

表明，农村贫困者的特殊心理特质结构主要由退

缩性、刚毅性和固执性三个因素构成，其中退缩

性是最主要的心理特质。因此，在后扶贫时代，

牢固树立“扶贫先扶志”的扶贫理念，立足于改善

贫困者的心理特质结构，推进由退缩性和固执性

特质向刚毅性特质的转变，形成“人穷志不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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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品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脱贫者以“等、靠、

要”为表现形式的宿命论和无助感脱贫惯性，才

能从根本上消除和减少脱贫后的返贫现象，从而

维护政府扶贫成效的可持续性，形成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的长效机制并为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人力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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