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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贫困不仅是物贫，还体现为“心贫”。通过对当前国内外的贫困心理

研究进行查阅，采用文献分析法，梳理归纳贫困人口的心理特征和表现，提出

贫困心向性概念并建构贫困心向性模型，以对贫困心理特征进行表征。贫困心

向主要包括四个维度，分别是贫困情感与特质、贫困认知、贫困行为和贫困自我。

其中，贫困情感与特质包括贫困人格特质和贫困情感；贫困认知包括决策认知

偏差和社会认知偏差；贫困行为体现为矛盾性和被动性；以及贫困自我包括自

我感知与评价和自我分化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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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verty is not only material, but also reflected in mental state. Via consult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s on impoverished mentality and by means of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we first 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psychological traits and 

their manifestations. Then we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impoverished mind-set, and 

construct the model of impoverished mind-set to represent the psychological traits of 

the poor. Impoverished mind-set is mainly comprised of four dimensions consisting of 

impoverished affection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impoverished cognition, impoverished 

behavior and impoverished self. Among them, impoverished affection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includes impoverished affections and impoverishe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that 

impoverished cognition is composed of decision-making cognition bias and social 

cognition bias, while impoverished behavior manifest itself as paradoxical and passive. 

Last but not Least, impoverished self is comprised of self-perception and evaluation as 

well as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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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8 年东亚仍有 14% 的人口生活于每日 1.25 美元的

贫困线标准以下，其中包括了超过 1.7 亿的中国贫困人口，占了中国人口总数的

13%［1］。随着中国扶贫工作的开展，截至 2017 年，按我国贫困线标准衡量，

中国的贫困人口已下降至 3.7%［2］，但贫困问题的解决仍需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研究表明，穷人需要面临物质上的匮乏和不良的人际关系，忍受身体上的

饥饿、痛苦和疲惫，以及缺少受教育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切断了和外界联系的

机会。不仅如此，穷人还更易接触毒品，遭受许多伤害和疾病，却难以支付高

额的治疗费用［3］。除此之外，贫困与心理健康也有着广泛的联系，有学者总

结已有研究发现，79% 的研究都发现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贫困指标和心

理健康水平负相关［4］。Chambers 等人还指出，在精神健康问题上，贫穷国家

人口库的抑郁症和焦虑症患病率是最富有国家人口的 1.5 到 2 倍，且具有更高的

自杀率。穷人常常感到持续的焦虑、忧虑、自卑、恐惧，易产生经济苦难的心

理，由于缺乏供养家庭和社会的能力，他们缺乏自信和自我价值；在人际方面，

人际关系紧张，易疏远或回避他人［3］。生长在收入较低家庭的幼儿，未来可

能成就更低、能力更差［5］，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少年健康状况更好，心

理社会资源更多［6］。

贫困心理学研究当前主要集中于 Haider 和 Weiner 的归因理论与 Feagin 的三

维度模型等主要的归因模型对贫困的描述和解释［7］、贫困个体和群体的主观

幸福感［8］和心理健康［9］以及贫困个体的风险规避和时间贴现等经济决策

行为及其影响［10］等方面。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研究者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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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与维持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观点，主要分为两类理论：贫困文化理论和有

限资源理论。前者主张贫困是一种特征，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11］，

后者主要由稀缺理论、自我损耗论构成，认为穷人由于经济资源有限且将大部

分认知资源集中于基本生存问题的解决而较少进行与未来收入和发展的相关投

资，使贫困得以维持或恶化［9］。

综上，贫困问题作为全球面临的一大难题，不仅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幸福

感的获得、认知发展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消极影响，还对国家稳定和

发展存在一定的消极风险作用。因此，贫困问题亟需缓解或解决。但是若想通

过改变客观的经济条件意图达到“心理脱贫”，则忽略了贫困人口的主观意识

［12］。有研究者基于贫困心理研究，认为相应的减贫项目思路能对贫困产生

一定的干预效果，如降低贫困对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和改善贫困个体的决策行

为等［10］。因此，可将“心理脱贫”作为脱贫的一个重要部分。

然而，当前的贫困心理研究较为零散。为了更好地描述和理解贫困人口的

心理特征和表现，以较为系统的、整体的视角对贫困心理形成更清晰的认识，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对 CNKI、Research Gate 等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对贫

困人口的心理特征进行梳理和概括，并进一步提出贫困心向性的概念，以期建

构贫困心理的整体结构模型，为减贫工作的开展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思路。

2  概念提出：贫困心向

对于贫困的概念定义，传统意义上，尤其是自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以来，

一直意味着缺吃少穿［13］。19 世纪末，为了给贫困测度提供有效的定量方法，

Charles Booth 和 Benjamin Seebohm 首次定义了贫困的绝对测量标准，即贫困线。

后来又逐渐发展出了贫困的相对定义和整体性的实用定义［14］。如今，有学

者认为贫困不应该仅指收入贫困，还应包括其他非金钱资源的匮乏，如医疗资

源匮乏、生存物资匮乏等［15］。可见，对于贫困的定义大多试图通过某种客

观指标来对贫困进行解释和测度，企图建立可区分、可量化的划分标准，而这

往往导致了贫困现象背后的心理复杂性和主观性得不到重视。

有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入手，总结了贫困定义的不同视角［16］，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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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文化理论为心理学视角的一种理论解释，这是对贫困较早的、系统的心理

学解释理论。Lewis 通过对墨西哥家庭的研究，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认为贫困

文化中的个体世代相承的应对贫困的方式就是忍受贫困，安于现状，缺乏主动

性和独立性［17］。所谓 “贫困文化”是一种形成于贫困阶层的独特生活方式，

是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群体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

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的集合体现，并且具有代际传递性［18］。Lewis 在 1963

年对贫困文化理论进行补充，指出并不是所有贫困群体都存在贫困文化，比如

破产的中产阶级就不会形成贫困文化［19］。也就是说，贫困文化在“先天”

贫困的地区，形成的可能性更大。后来有学者认为，个体自己才是他们自身贫

富状况最好的判断者［20］。与此同时，Vos 和 Garner 提出，除了客观指标之外，

对贫困的理解还应注重贫困的主观定义（subjective definition），即对于贫困个

体而言，是否觉得自己是穷人［21］。

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关于贫困的定义日渐多元化，如胡鞍钢和李春波提

出了知识贫困的新型贫困概念，用以表示对人们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途径

的剥夺［22］。近年来，以贫困认知为研究内容的研究不断累积，在稀缺认知、

社会公正知觉、群体知觉和归因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另外，贫困研究

还表明穷人具有一定的行为偏向［23］［24］。但是，对于贫困的心理定义及

其内涵，目前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和阐释。在关于“心理贫

困”的研究中［25］［26］［27］，基本上集中于大学贫困生个性层面的探讨上，

不仅缺乏足够的研究信效度，而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所不足。

因此，为了更全面、深入地表征贫困人群的心理特征和表现，拟提出贫困

心向的概念：穷人所具有的与其自身贫困境况相关的心理特质和表现。

3  贫困心向

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整理和归纳，将穷人所具有的相关心理特征和表现

划分为四个维度：贫困情感与特质、贫困认知、贫困行为和贫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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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贫困情感与特质

国内学者的大量的研究表明，贫困群体普遍存在自卑、焦虑和忧郁等典型

的消极情绪特点［28］［29］［30］［31］［32］。换言之，相较于非贫困群体，

贫困群体更容易产生不良的情绪体验。除此之外，贫困生在悲观因子上的得分

显著高于非贫困生［33］，而随着悲观程度的提高，心理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

都会降低［34］。由此可见，穷人的消极情绪体验的强度要更高。关于贫困人

口心理健康的研究亦表明了贫困与心理困扰（psychological distress）存在一定的

相关关系［35］，并且贫困群体罹患抑郁症的几率是普通人群的 1.5 至 2 倍［36］。

在人格特质方面，穷人有着较高精神质、内向性和神经质。同时，贫困大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如非贫困大学生，具有更强的内向性与退缩性［37］［38］，

并且人际敏感程度更高［39］。穷人可能因为其经济条件水平，在社会比较的

过程中更加敏感和紧张，加上其较高的内向和退缩倾向，以及消极自卑的情绪

体验，往往不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在消极情绪和内倾特质的影响下，易使

贫困群体体验到更强烈、不适应的不良情感。

综上，穷人可能普遍存在以自卑、焦虑和悲观为优势情感的情感模式。他

们往往由于自身的贫困境况，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感到比不上别人，不论是自

尊还是自我效能感，均呈现出较低水平，因而更倾向于人际退缩和内向。穷人

大多成长于贫困的生活环境中，长期处于较高的压力水平，可能遭受更多的生

活挫折和应激，但是若生活状况没有得到一定改善，久而久之，就容易导致对

生活改善失去信心，甚至产生习得性无助。

由此可见，穷人的贫困情感呈现出较强的负性情感特质，特别是在与自我

价值和自我体验有关的情感和特质层面，穷人均表现出较低水平。

3.2  贫困认知

心理学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更多集中在诸如稀缺心态等因素对个体包括注意、

知觉和决策等认知过程的影响上［40］。Dalton 等人指出，穷人常常被认为是短视、

低意志力和缺乏抱负的［23］。某种程度上，贫困会导致个体出现一定的认知偏差，

而不利于其改变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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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穷人物质资源缺乏，会对其认知和情感产生消极的影响进而产

生短视行为［41］。短视行为通常体现在跨期决策当中，表现为当个体在未来

结果和当下结果间进行选择时 , 更偏向于选择当下，而忽略长远利益［42］。这

种决策偏差，可能会导致穷人由于追求眼前利益、决策效益过低而进一步限制

贫困的改善甚至是加剧贫困。Shah 等人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穷人因为在金钱

和物质上的稀缺，往往过度集中于当前的稀缺物质上，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在

稀缺物质上，导致过高的认知负荷（cognitive load），削弱了对其他事情和远期

规划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进而导致过度借贷等即刻获益行为过多出现［43］。

另有研究也发现，贫困、饥饿、感到缺乏控制感等情境会影响个体的决策偏好，

使他们更倾向于即刻满足而不是延迟满足［44］。

可见，在跨期选择中，贫穷会使个体放弃追求长远利益以规避风险和降低

不安全感，导致时间贴现发生率更高［9］［10］。所谓时间贴现，指人们对

事件的主观价值感随时间的流逝发生折扣的现象，会影响个体的跨期决策行为

［45］。

不仅如此，穷人由于贫穷，需要更多的自制力和心理能量来抵制日常生活

的各种诱惑，容易导致心理能量过度损耗，自制力下降，致使与金钱有关的决

策行为更加非理性，容易挥霍，进一步加剧贫穷［46］。自我损耗是一种自我

控制能力被耗竭的状态［47］。根据有限自制力模型，个体进行自制行为所消

耗的心理资源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得到恢复，因此短期内会造成自制力低下的

情况，产生后效，影响个体决策与行为［48］。

在跨期决策的研究中，研究者还发现低收入群体存在机会成本忽视的现象，

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高收入群体，只有当明显的成本线索出现时，个体对机会

成本的感知才会被激活，而减少对特定商品的购买欲望［49］。所谓机会成本

指的是在利用具有多种用途的有限资源于特定用途时选择某一用途，而放弃其

他用途的收益的现象［50］。但是由于穷人经济条件水平更差，产生机会成本

忽视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高。

总而言之，在决策认知上，穷人由于决策不安全感更高，往往存在目光短浅、

注意（稀缺）投入、自制力过度损耗等不利的认知倾向，更倾向于选择即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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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而忽略长远利益，忽略全局，并且需要花费更多的认知资源面对和抵制生活

诱惑。

社会认知偏差主要包括社会公平知觉、归因模式和人际关系知觉三方面构

成。

在社会公平知觉方面，低阶层者倾向于把社会系统知觉为不平等和不合理

的，同时在控制感的中介作用下，他们更倾向于对贫富差距做出外归因［51］。

而当穷人知觉到不公平现象时，会通过拒绝不公平的社会分配和采用内群体偏

好的方式，来挑战不公平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公平动机强于自利动机［52］。

除此之外，贫困群体可能存在内群体辩护的现象，即积极评价自身的“穷”特

质，认为内群体“值得”贫穷，以突出内群体的独特性。但是这种辩护会导致

穷人将不平等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合理化，降低穷人的改变动机［53］。然而，

对自身的“穷”身份越认同，对社会结构稳定性和可渗透性的知觉就越低，进

而更少通过主动努力来实现群际转移与自我提升，以及更少进行积极的自我重

评［54］。

贫困群体的归因方式同样存在一定的偏差。研究表明，中国农民工存在以

下贫困归因模式：个人能力、社会制度、负担命运、地理环境和个人品质五个

归因维度［55］，可以看出，农民工对于贫困存在较多外归因，换言之，社会

制度、负担命运和地理环境三个归因维度可能会一定程度降低他们对个人能力

和品质缺陷进行弥补的动机。另外，贫困大学生在遭遇人际困扰和生活挫折（如

适应问题）等问题时更倾向于做出内归因；而在面对生活困难或社会问题时，

则更倾向于归因为个人命运和社会不公［31］［56］。因此，贫困大学生的人

际内归因可能会使其自尊和人际交往动机受到打击，而生活困难的外归因则会

降低其改变生活和自我提升的动机，产生双重的负面归因影响。另外，主观阶

层较低者也往往对于成就的内部因素不抱希望 , 并认为无论自己如何努力 , 社会

的不公平都将一切化为虚有［57］。除了消极的归因模式，还存在贫困归因的

自我服务偏差。向下流动的个体倾向于把贫穷归因于社会不平等等外部因素，

而向上流动的个体则更多归因于个人特质，在这种自我服务性的贫困归因中起

作用的不是客观流动性，而是个体知觉到的主观流动性［58］。而在收入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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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流动、社会地位和生活满意度都比较低的社会群体中，存在把他人社会成

就归因于外在因素的倾向［59］。自我服务的贫困归因可能促使贫困个体看不

到自身的缺陷，同时忽视他人的可取之处，陷入“自我欺骗”，说明了主观因

素在贫困形成与维持中起着重要作用，促使他们更倾向于“听天由命”和“安

贫乐道”，对个人的努力不抱希望，对劣势视而不见，错过改变的时机。

人际关系知觉研究表明，贫困大学生的歧视知觉较强。歧视知觉是指个体

知觉到的因自身的内群体身份而受到的选择性和区别性的待遇。歧视知觉越强，

感知到的孤独感就越强，核心自我评价越低，自我价值感更低，主观朋友支持

也更弱［60］［61］。其他研究也表明，贫困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显著低于非贫困生，

即其主观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更弱，体验到更强的孤独感［62］［63］。因此，

以贫困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发现，在人际知觉方面，可能存在负面的人际信息

知觉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人际体验和自我价值产生消极影响，并且还可

能存在与归因模式和人格特质等方面的交互作用。

3.3  贫困行为

研究表明，贫困大学生比非贫困大学生具有更多的消极挫折认知，其按照

自己的认识对挫折做出消极的评价，消极的行为反应也可能更多［64］。虽然

贫困大学生对挫折的认识和应对可能更加消极，但是研究却发现贫困大学生的

心理复原力状况良好，水平较高，生活事件对其影响较小，其中学业挫折是对

其心理复原力影响最大的生活事件［65］［66］。这可能是因为贫困群体往往

在不良的生活环境中成长，所面临的挫折和挑战更多，因此培养了对挫折较高

的耐受力和复原力。而心理弹性与诸如情绪调节、心态调整等积极的应对方式

显著正相关［67］，但是穷人更多采用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68］，倾向于采

用自责、退避、合理化等不成熟的应付方式［69］，加上以自卑为核心的消极

情感体验模式，使其消极挫折的敏感度更高，一方面具有良好的心理复原力，

另一方面调节自身的情感和行为的能力却较弱，在心理体验和行为表现上产生

一定的不协调。这可能也表明，对于穷人，良好的心理弹性并不足够帮助他们

良好面对生活应激，需要辅以必要的生活指导和应对策略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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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文化理论认为，穷人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倾向于安于现状。另有学

者认为，穷人普遍存在着“命该如此”的宿命观，导致多数穷人安贫守贱，懒

散生活，长期接受“救济”，形成了依赖心理［12］。换言之，穷人往往由于

安于现状，对环境和现实产生妥协和依赖，而不主动寻求改变。安于现状偏差

指个体在进行决策时，倾向于选择维持当前或以前决策及状态，不做出改变的

行为倾向［70］，避免后悔是安于现状偏差的原因之一［71］。穷人在面对可

能改变他们现状的挑战或机会时，会权衡风险和收益，由于穷人所拥有的资源

更少，所受限制更多，因此即使风险概率低于收益概率，也可能为了避免后悔

和风险承受能力较低，抑或是由于稀缺心态或短视而忽略长远利益，而选择安

于现状。除此之外，穷人具有更强的宿命论观念。一项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

表明，贫困大学生更加认同儒家式应对，而对儒家的“命”的观念的认同程度

与正性情绪情感呈负相关关系，与负性情绪情感呈正相关关系［72］。对宿命

论的认同，可能会导致穷人对现实可变性的知觉和自我提升的结果效能下降，

强化安于现状的倾向。

Dalton 等人对抱负失败（aspiration failure）的研究发现，尽管穷人和富人在

树立抱负时都存在一定的行为偏差，即无法鉴别努力水平的选择过程在一定时

间内对抱负的塑造作用，但是穷人会为这种偏差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是因为经

济拮据与努力水平低会进一步降低穷人的努力动机，而低努力动机会降低抱负，

形成恶性循环［23］。这种行为倾向，反映了处在贫困处境中的个体，由于资

源的缺乏和发展的受限，一步一步降低抱负和努力水平，进而形成对环境和现

实的妥协。

3.4  贫困自我

自尊指个体的自我评价和自我体验［48］，而穷人往往更容易表现出低自

尊。研究表明，贫困大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亦显著低于非贫困生，与歧视知觉

呈负相关关系，并对挫折承受力和自我和谐具有预测作用［60］［73］。所谓

核心自我评价是指个体对自我能力和价值所持有的最基本的评价和估计 , 是一种

总体自我评价，是自尊的构成成分之一［74］。核心自我评价过低，可能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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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个体的自尊，导致个体过低和过于消极的自我效能。除此之外，贫困大学生

的自我认同、应对效能的胜任力水平、自我价值感和自尊水平都更低，而自尊

水平还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30］［56］［75］［76］［77］［78］［79］。

由此可见，贫困群体的自我感知、自我评价等多个方面的水平都较低。

不仅如此，贫困大学生的自我分化总体水平低于非贫困大学生，在对自我

的确认、自身独立和自主决策以及在应激处境中分离理智和情感的能力较弱，

更倾向于采用情感断绝、远离他人的方式来解决人际冲突［80］。自我分化是

每个个体成长的必经之路，是个体学会从关系和情感中发展出自主性和理智的

过程，是个体性和联结性的统一连续体，包括两个过程：内在的和人际的。在

个体内在层面，个体需要区分情感过程和理智过程，并学会做出目标指向决策

而不是情感指向决策；在人际互动层面，则需要个体与他人维持亲密感的同时，

保持自主感［81］。研究表明，低自我分化者面对生活压力和焦虑时 , 常选择消

极被动的策略来进行应对，自我感较低，无法在压力情境下坚持自己的立场［82］。

而穷人自我分化水平更低，其自我感和独立感更容易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这

可能是因为生活于贫困环境中，一方面可能需要个体对家庭和亲人更加负责，

以分担家庭负担，久而久之使这种联结感和依附性得到增强；另一方面，因为

经济条件的限制，所能够获得的发展可能性更少，自主发展和表达的机会亦更少，

使贫困个体的自主性和理智性得不到充分的发展。

4  结论

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乃至全世界亟需解决的一大社会难题。随着

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和实施，贫困状况已得到极大的缓解和改善，但是这

一改进，目前主要局限于客观贫困上，以解决物质生活的匮乏为主。对于贫困

人群在特定贫困环境中成长和接受教育所培养和固化的“心理贫困”，在精准

扶贫的政策背景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针对性的应对和解决策略。基于此，本研

究提出“贫困心向”这一概念，用以表征贫困人群所具有的贫困心理的整体特

征和表现，并将其划分为四个维度：贫困情感与特质、贫困认知、贫困行为和

贫困自我。每个维度又相应划分出两个子维度，如图 1“贫困心向性模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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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贫困心向性模型

Figure 1  Impoverished Mind-set Model

综上，穷人在认知、情感与特质、行为和自我四个层面上，都可能具有一

定特异性的总体特征和表现，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进行探讨，尤其是在心理干预

措施方面的深入，对完善当前的扶贫政策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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