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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自编问卷对西部大开发中存在的五个社会焦点问题的期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 研究并分析了西部民众

对西部大开发的期望。对 344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西部民众对西部大开发中焦点问题的期望普遍较高; 18 到 35

岁的民众对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期望低于其它年龄段; 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民众对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期望高

于其它文化程度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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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面向 21 世纪的重大决策。提出西部

大开发,旨在加快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建设, 促进西部地区社

会、文化的全面发展, 以缩小东西部差异, 营造东西部协调发

展的总体格局[1]。

80 年代以来, 人们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人对来自

他人、自己以及周围环境的社会信息进行加工推理的复杂过

程,这一新近兴起的领域被称为社会认知。它实质上就是研

究人们如何根据周围环境中社会信息进行推理[2]。社会认知

是一个系统, 包括多种因素, 既会受到外界因素影响, 也能影

响其他因素。

已有研究者对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西部民众对社会焦点

问题的社会认知进行了一些总体描述性的研究[3]。进一步分

析,社会认知作为一个系统, 期望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

素。心理学家弗洛姆的激励公式指出, 激励力量= 目标价值

* 期望概率, 就是说, 一个目标是否能产生激励力量, 不仅要

看此目标对社会、集体、个人的价值的大小, 还要看实现这个

目标,在主观和客观上的实际可能性有多大。二者之积才是

该目标所产生的激励力量[ 4]。西部大开发的成功实施, 不仅

需要中央的英明决策及资金的支持, 而且需要各阶层民众的

理解和行为上积极支持与参与。而民众行为的激励力量, 在

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他们的期望。社会心理学有一个公式,

情绪指数= 实现值/期望值。在期望值一定的情况下,实现值

越高,则情绪指数就越高 ;相反, 在实现值一定的情况下, 期望

值也高,则情绪指数越低, 即失望感就越强[ 5]。因此, 从社会

转型时期的 社会心态 研究这个意义上来说, 期望研究也非

常有必要。

具体到西部民众的期望, 它通过西部大开发中存在的焦

点问题体现,受期望主体的自身特点所影响, 如性别、年龄、文

化程度、职业等。因此, 本研究选取西部大开发中的五个焦点

问题: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 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人员

流动与民族文化冲突; 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与剩余劳动力;

城市发展与农业经济发展, 通过分别研究西部民众对这五个

焦点问题的期望, 反映西部民众对西部大开发的期望状况以

及对其产生影响的较为重要的因素, 为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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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提供一些较有价值的来自西部民众的信息。

2 研究方法

2. 1 被试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法共抽取被试 500 名, 其中从重庆

122中学随机抽取学生家长 350 人, 学生 48 人; 西南师范大学

随机抽取本科生、研究生及教师共 102 人, 收回有效问卷 344

份。有效被试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有效被试的基本情况及分布

性别 男 女

161 183

年龄 18岁以下 18到 35岁 35到 50岁 50岁以上

72 116 145 11

文化程度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9 132 76 11 20 60 36

职业 学生 工人 农民 国家干部 个体职业者 无职业者 其他

158 58 19 19 23 28 39

合计(人数) 344

2. 2 工具

自编 西部大开发中焦点问题的期望调查问卷 。首先根

据理论构想设计半开放式问卷, 调查民众心目中西部大开发

中最典型的社会事件。经过对半开放式问卷的频次分析及结

合前人的研究[ 6- 9] , 本研究针对西部民众对西部大开发中经

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人员流动与民

族文化冲突,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与剩余劳动力, 城市发展

与农业经济发展这五个焦点问题的社会期望, 编制了相应题

目,经专家评定、筛选后, 形成问卷。每个焦点问题包括四个

典型事件,形成 20 道题目(题型为等级评定 )。问卷根据不同

题目类型和评定尺度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有不同的备选

回答,根据题目表述的不同选项分别从 非常赞成 到 非常反

对 ,从 极大 (程度)的 到 不能 , 非常符合 到 非常不符

合 [ 10]。

例如, 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中包括西部经济发

展,西部文化发展, 廉政建设,东西部地区差异四个典型问题。

就西部民众对西部经济发展的期望提出问题:

请您根据您对以下问题的看法在括号内填写相应的数

字。

西部大开发之前, 西部人希望在多大程度上促进西部经

济发展? ( )

1= 极大地 2= 较大地 3= 不确定 4= 较小地 5= 极

小地 0= 不能(或没有)

为方便今后进一步研究对焦点问题的社会认知的影响因

素,在正式问卷之前加入了需要了解的各种问题: 性别、年龄

(分为 18 岁以下、18到 35 岁、35 到 50岁和 50 岁以上四个年龄

段)、民族 (分为汉族和其他 )、文化程度 (分为小学、初中、高

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和其他) 和目前职业 (分为学生、

工人、农民、国家干部、个体职业者、无职业及其他)。

2. 3 施测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对重庆122 中学学生采取现场调查, 当场

收回问卷; 家长问卷由学生带回家, 请家长匿名填写问卷, 要

求他们务必按自己的真实想法填写, 无明确时间限制。对西

南师范大学学生及教师采取现场调查, 当场收回问卷。发放

问卷 500 份,共回收有效问卷 344 份,回收率为 68. 8% 。

3 结果与分析

整个研究数据由 SPSS 10. 0 for Windows 软件包用相应的统

计方法分析处理。

3. 1 性别差异

为了发现不同性别的民众对西部大开发的期望是否存在

显著差异,我们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发现, 无论是对西

部大开发的总体期望, 还是对五个社会焦点问题的期望, 不同

性别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对不同性别的期望描述及差异检

验见表 2。其中均值得分 2. 5:低期望; 2. 5< 得分< 3. 5: 中

等期望;得分 3. 5: 高期望[10]。下同。

表 2 不同性别的期望均值及差异检验(T 值)

问题 1 问题 2 问题 3 问题 4 问题 5 总期望

期望 男 2. 5916 3. 8199 4. 0512 3. 8276 3. 6475 3. 5876

女 2. 4757 3. 8374 4. 0546 3. 7309 3. 6981 3. 5593

T 1. 808 - . 276 - . 053 1. 407 - . 819 . 677

注:问题 1: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2:高技术密集型产业

发展与剩余劳动力;问题 3: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 4:城市发展与

农业经济发展;问题 5:人员流动与民族文化冲突(下同)

从表 2 可以发现:男、女性民众对西部大开发的期望总体

上均较高。在五个社会焦点问题中, 男、女性民众对高技术密

集型产业发展与剩余劳动力, 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城市发展

与农业经济发展, 人员流动与民族文化冲突的期望均较高; 对

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均持中等期望。

3. 2 年龄差异

对期望的年龄因素作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 (见表 3)显

示:年龄差异在对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期望上达到显

著;在其他四个焦点问题以及总的期望上,不同年龄均未显示

出显著差异。

进一步分析,对不同年龄对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

期望作差异检验, 结果发现: 18 到 35 岁的民众对经济发展与

精神文明建设的期望值显著低于其他三个年龄段的民众。其

他不同年龄段的民众对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期望之间

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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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年龄的期望均值及差异检验( F值)

问题 1 问题 2 问题 3 问题 4 问题 5 总期望

期望 18岁以下 2. 7465 3. 8403 4. 0000 3. 7049 3. 6493 3. 5882

18到 35岁 2. 2996 3. 8082 4. 0366 3. 7780 3. 6681 3. 5181

35到 50岁 2. 5828 3. 8586 4. 0914 3. 8138 3. 7017 3. 6097

50岁以上 2. 8409 3. 5909 4. 0682 3. 7273 3. 5455 3. 5545

F 11. 220* . 782 . 419 . 488 . 346 1. 264

注: * P< . 05(下同)

从表 3可以发现: 四个年龄段的民众对高技术密集型产

业发展与剩余劳动力,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城市发展与农业

经济发展,人员流动与民族文化冲突这四个社会焦点问题的

期望均较高,每个年龄段的民众也都对西部大开发持较高期

望; 18岁以下的民众, 35到 50 岁的民众, 50 岁以上的民众对经

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持中等期望; 18 到 35 岁的民众对经济

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持低期望。

2. 3 文化程度差异

对期望的文化程度因素作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 4)

显示:文化程度差异在对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期望上

达到显著;在其他四个焦点问题以及总的期望上, 不同文化程

度的民众均未显示出显著差异。

进一步分析,对不同文化程度的民众对经济发展与精神

文明建设的期望作差异检验,结果发现: 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

的民众对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期望值显著高于本科和

研究生文化程度的民众。其他不同文化程度的民众对经济发

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期望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4 不同文化程度的期望均值及差异检验( F 值)

问题 1 问题 2 问题 3 问题 4 问题 5 总期望

期望 小学 2. 5833 3. 9444 4. 3333 3. 6944 3. 6667 3. 6444

初中 2. 7197 3. 8163 4. 0284 3. 7481 3. 6875 3. 6000

高中 2. 6184 3. 8355 4. 0132 3. 7664 3. 5987 3. 5664

中专 2. 4545 3. 8182 4. 1591 4. 0000 3. 6818 3. 6227

大专 2. 3250 3. 8375 4. 1500 3. 8250 3. 8000 3. 5875

本科 2. 2792 3. 9417 4. 1125 3. 8167 3. 7958 3. 5892

研究生 2. 1875 3. 6458 3. 9722 3. 7569 3. 5139 3. 4153

F 7. 431* 1. 023 . 778 . 358 1. 329 1. 220

由表 4 可以看出 : 小学、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民众对经

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期望是中等的, 中专、大专、本科、研

究生文化程度的民众对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持较低期

望;不同文化程度的民众对其余四个社会焦点问题的期望均

较高;在对西部大开发的总体期望上, 小学、初中、高中、中专、

大专、本科文化程度的民众较高, 研究生文化程度的民众持中

等期望。

3. 4 职业差异

对期望的职业因素作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 (见表 5)显

示:职业差异在对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期望上达到显

著;在其他四个焦点问题以及总的期望上, 不同职业的民众均

未显示出显著差异。

进一步分析,对不同职业的民众对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

建设的期望作差异检验, 但并没有发现某种职业的民众对经

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期望值与其他职业的民众的期望值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由表 5可以看出: 学生、国家干部以及其他一些职业的民

众对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期望是较低的, 对其余四个

社会焦点问题以及西部大开发的总体期望均较高;工人、个体

职业者、无职业者对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期望是中等

的,对其余四个焦点问题以及西部大开发的总体期望均较高;

农民对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也持中等期望, 对高技术密

集型产业发展与剩余劳动力, 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城市发展

与农业经济发展三个社会焦点问题的期望较高, 对人员流动

与民族文化冲突问题的期望中等, 对西部大开发的总体期望

是较高的。

表 5 不同职业的期望均值及差异检验(F 值)

问题 1 问题 2 问题 3 问题 4 问题 5 总期望

期望 学生 2. 4652 3. 8639 4. 0712 3. 7547 3. 6851 3. 5680

工人 2. 6034 3. 9224 4. 0603 3. 9138 3. 7284 3. 6457

农民 2. 7895 3. 7237 3. 9079 3. 6711 3. 4737 3. 5132

国家干部 2. 3289 3. 6316 3. 9605 3. 6974 3. 7500 3. 4737

个体职业者 2. 5326 3. 9130 4. 1630 3. 9891 3. 8370 3. 6870

无职业者 2. 7946 3. 7857 4. 0179 3. 6429 3. 5625 3. 5607

其他 2. 4615 3. 6795 4. 0449 3. 7179 3. 5962 3. 5000

F 2. 482* 1. 330 . 433 1. 308 1. 157 1. 206

4 讨论

4. 1 总体特点

总体来说,西部民众对西部大开发中焦点问题的期望是

介于中等与较高之间, 几乎没有出现较低期望。这说明, 国家

的政策是顺应民心的, 西部民众期望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

期望西部能发展起来。

4. 2 影响因素

调查前,我们曾假设民众的期望要受民众自身特点所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 民众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均对他们的期

望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其中, 18 到 35

岁的民众对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期望值显著低于其他

三个年龄段的民众,我们认为, 这与被试群体的特性有关, 因

为这个群体是几个群体中经济收入方面问题最小的, 因此他

们就更注重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发展, 对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

建设的期望不是那么强烈。

在文化程度方面, 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民众对经济发

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期望值显著高于本科和研究生文化程度

的民众,这可能是因为高学历的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及一些相

关的特点更为显著, 他们更关心与全民族关系密切的一些问

题,如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城市发展与农业经济发展等方

面,所以比较起来,他们对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期望就

显得更低一些。虽然职业差异在对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

的期望上达到显著, 但我们在后继的研究中并没有发现某种

职业的民众其期望值显著区别于其他职业的民众, 原因可能

是我们的取样数目较小, 不能发现某些细致的差异, 因此还需

作进一步研究。

(下转第 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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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社会及社区可以采取举办代养人培训班的方式, 讲授新

的教育观念、科学的育儿知识和方法,开设有关儿童心理发展

的讲座,提高代养人的教育能力, 使他们能真正肩负起监护人

的教育职责。另一方面学校也应为留守儿童提供心理辅导教

师,并且开展丰富多采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和各种兴

趣小组活动, 鼓励留守孩积极参与, 丰富留守孩的业余活动。

在活动中鼓励他们主动与同学交往, 注重培养他们乐群合群、

乐观开朗的性格,让他们感受生活的乐趣, 培养积极稳定的情

绪情感。同时也组成一支大学生义务支教的队伍, 给留守儿

童和代养人提供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辅导[ 11]。也

有学者提出女留守孩的心理问题更突出[ 6]。女孩所受的教育

和生理发展特点可能使女孩心理较为脆弱, 在情感上更依恋

父母, 心境易受环境改变的影响。相对来说, 男孩独立性较

强,在情感上对父母的依恋更少, 且对新环境的适应也较快,

因而心理健康状况更好。所以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时, 特别

关注女留守孩的心理问题。从研究的结果显示与兄弟姐妹生

活在一起的留守孩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好于没有与兄弟姐妹

生活在一起的留守孩,也可以看到家庭中同辈人的支持对于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这是社区和学校之外的第三维

度的支持。因此有学者提出可以尝试有偿代养, 即由社会可

以提供条件,利用社区机构组织成立 留守孩之家 , 实行有偿

代养[12]。所谓 留守孩之家 是指由几个留守孩与代养人组成

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 ,留守孩以兄弟姐妹相称, 相亲相爱,

在平时学习生活中互帮互助, 共同进步[11]。不但可以解决父

母的后顾之忧,而且能满足留守孩的爱与归属感的需要, 让他

们在这个大家庭中心理得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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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前, 我们预测期望主体自身的特点会对民众对不同

的社会焦点问题以及对西部大开发的总体期望均产生影响。

但研究结果表明, 性别不产生显著影响, 年龄、文化程度和职

业只对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期望产生显著影响。我们

认为,由于本次研究是在西部大开发已进行 4 年多的背景下

进行的,而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工作重心始终都是放在经

济上的,经济方面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 已经有一部分人先富

起来,因此, 不同群体的民众对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期

望会产生显著差异。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大家都对其他一些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 如资源开发与环境

保护,人员流动与民族文化冲突等非常地关注,因而普遍产生

较高的期望,不因为自身特点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当然, 也可

能有社会赞许效应的因素。

民众对各个社会焦点问题以及西部大开发的总体期望没

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说明两性之间社会地位等各方面的平等。

4. 3 本研究存在的问题

本研究的被试选取主要是在校学生家长和高校教师, 年

龄分布可能会较为集中。另外, 被试的地区分布也主要集中

在城市,对某些与农村有关的焦点问题(如城市发展与农业经

济发展问题)的社会期望不能完全代表总体的情况。在今后

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在更广的范围内施测, 或者针对不同的群

体(例如弱势群体)进行研究。

在测试中可能没有完全排除社会赞许效应对被试的影

响,被试在问卷中的回答未必就一定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想

法和将要或者已经采取的行为。本研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通

过研究期望预测民众的行为, 要引导他们的行为还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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