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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不但不会造成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动荡，反而会成为加强民族交

流、推动民族教育改革的强大动力。 

本文不能算作是一篇学术论文，仅仅讨论了在我国西部开发过程中在社会结构和族群关系调

整方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并不成熟的思路，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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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精选】  

广西民族经济心理的跨文化比较
1
 

 
李 秋 洪 

 

摘要：本文依据实证研究，对广西 7个民族的经济心理若干问题做了分析和探讨。主要结论

有：1. 广西各民族的经济心理具有诸多共同性。各民族的经济心理发展和变迁顺应了社会经济

发展的潮流，正在逐步具备发展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各种素质；2.经济心理依然显示出突出的民族

特征。汉族和少数民族各自在不同方面显示出较高的发展水平或更强烈的倾向。各民族的经济心

理特征投射出鲜明的民族自我意识；3. 民族经济价值观的变迁比较平稳，但距市场经济客观要

求还存在差距。经济动机的变迁则呈现急剧变化和多样化趋势。经济道德心理正在由传统型向现

代型过渡；4. 经济心理有可能比民族心理的其他要素尤其是民族自我意识更快地趋于融合，主

流经济心理的形成与经济心理的多样化是同时存在的两个趋势。市场经济心理品质将在民族文化

价值体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相应心理素质的形成与强化，必然对优化民族

心理素质、增强各民族之间的认同感和地缘感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民族  经济心理  道德心理  跨文化比较 

 

导    言 
 

                                                        
11 本文为广西“十百千人才工程”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民族经济心理的跨文化比较”的阶段性成果。参加调研的

课题组成员有邓壬富、周可达、王洁钢、凌云志、吴大华、傅慧明、卢芳明、刘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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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由新移民组成的国家或地区外，对于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和地区而言，几乎都存在各

民族聚居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为了寻找理解各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具

体解释，先哲们从自然资源、经济、政治、历史和宗教等方面提出过多种理论或假设，如认为是

因为自然资源条件恶劣的地理经济学和地理环境决定论、强调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力落后的唯物

史观（马克思，Karl Marx）、认为主要是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不公的依附理论(弗兰克，A.G.Frank）
1
、宗教文化因素导致民族缺乏进取心（韦伯，Max Weber）等。应该说，这些理论分析都是必要

和有根据的，这些因素也的确是造成不同民族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但这些理论都是从某个客观

方面解读民族的经济发展成功与否的原因，这种外部归因并不足以解释在同样或相近的自然、经

济、政治、历史或宗教环境下不同民族的经济发展为何存在差异。显然，还需要从民族经济心理

的角度去分析民族社会的经济发展动力和障碍。正如人的其他行为都有特定的心理动机一样，人

们的经济行为也受经济价值观和经济动机等心理因素的制约。这就提出了研究民族经济心理的要

求。本研究将民族经济心理定义为民族群体与经济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心理活动、心理状态和心理

特征，包括经济价值观、风险意识、管理理念、职业期望、就业动机、职业满意度以及经济道德

心理如对经济活动和职业的道德评价等。 

经济发展要受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影响，而民族心理特别是民族经济心理又是在特定的历史

文化背景和经济活动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必然受经济活动及经济利益的制约。一项关于民

族交往心理的研究发现，有 55.60%的广西城乡居民认为，引起民族矛盾的原因是经济利益冲突，

特别是农村居民，更有多达 62.1%的人认为经济利益冲突是引起民族矛盾的主要原因。
2
这个结果

表明，经济利益或经济活动对于民族关系、民族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深入研究民

族经济心理对于了解各民族的经济行为倾向、深化对民族心理的认识、整合民族关系、促进各民

族经济与社会的共同繁荣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 

    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经过严密的调查设计和分析操作，综合运用问卷法、

现场研究（访谈及观察）、文献分析及计算机统计技术等研究手段，以了解和掌握广西各民族对

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经济活动、民族间经济交往的基本态度，以及制约他们经济心理的背景；通

过这方面的事实与数据进行民族间的跨文化比较；以本研究的结果对有关的经济心理和交往理论

假设进行检验，以求得到可信度更高的结论。 

    根据进行跨文化比较的目的、民族分布和对各地民族人口及经济情况的了解，本研究选择广

西壮族自治区作为此项研究的抽样省份。2000 年末广西总人口为 4751 万，其中少数民族为

1809.37 万，占总人口的 38.3%。研究者以广西人口最多的前 7 个民族为调查总体，这 7 个民族

人口总和为 4721.97万，占广西总人口的 99.39%，其中汉族人口为 2941.63万、壮族为 1533.11

万、瑶族 145.95万、苗族 45.58万、侗族 31.81万、仫佬族 16.64 万、毛南族 7.25万。
3
共选取

了 11 个调查点，包括金秀瑶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和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此外还有汉族人口占多数的贵港市和平乐县、壮族人口占多数的德保县和

隆林县，以及自治区首府南宁市和全国 5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最大的工业城市柳州市。其中毛南

族和仫佬族是广西特有的聚居民族。各调查点则以判断抽样法确定抽样点（乡、村、街道或单位）。

在各抽样点在 16～60岁之间的常住人口中以等距抽样法抽取所需样本。共发放 2010份问卷，回

收有效卷 1829 份（男 1104，女 724），有效率为 90.99%。在有效卷中，汉族 665 人，壮族 399

人，苗族 159人，瑶族 152人，侗族 152人，毛南族 133人，仫佬族 151人，其他民族或民族成

                                                        
1 [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第 55 页，华夏出版社，1987 年版。 
2 李秋洪：《广西民族交往心理》，第 146—147 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3 《广西年鉴 2001》，第 113-114 页，419-420 页，广西年鉴社，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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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清楚的共 18 人。在实施问卷调查的同时对调查对象进行访谈，按随遇原则选择访谈对象。

共与约 180人访谈。实地调查由 2001年 4 月中旬开始，至 6月中旬结束，历时 3个月。 

本调查专门设计了民族经济心理调查问卷。对不懂汉语的被访者均由精通该民族语言的当地

调查员进行调查填写。访谈围绕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经济发展、经济价值观、经济动机、民族经

济道德评价等问题自由谈话，以掌握问卷上未反映出来的情况。问卷数据经过统计分析，与访谈、

观察、文献分析等所获得的结果相对照，从而确定被访者的真实态度及相互异同。这次调查获得

大量有意义的结果，本文着重对民族的经济价值观、经济动机、进取意识、风险意识、管理理念

和经济道德心理等民族经济心理要素作扼要分析。 

 

一、价值观与人生理想 

 

价值观是文化精神的核心，也是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经济价值观则是经济行为或活动的基

本精神准则和精神驱动力。开创“理解社会学”传统的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和《儒教和道教》等著作中分析了宗教信仰和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后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透过

任何一个事业的表象，都可发现有一种时代精神力量在支撑着它。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中所表现

的天职观念（勤恳工作是上帝赋予的世俗责任或天职）、经济合理主义（通过劳动发财致富是承

蒙上帝的恩赐，是合理的）和理性禁欲主义（反对无度挥霍和非理性使用财富）相结合，使资本

主义获得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有的民族缺乏这种精神支柱和动力，其文化就难以孕育出近代资本

主义。韦伯的论述也许带有某种文化偏见，但其中有一个合理的观点即任何一种文化或一个民族

的发展都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主要体现在以民族的基本文化价值观为核心、

以民族进取心为表现形式的民族意识之中。本研究收集的大量事例和数据表明，民族文化价值观

和进取心对于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生价值观是内在的精神品质，它要通过人的多种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得到体现。人生理想

就是价值观的体现之一。根据调查的结果，广西各民族被访者的人生理想高度倾向于经济、安全

和个人家庭需要的满足。26.3%的人表示自己最大的理想是发财致富；13.1%则希望一切平安；希

望为社会或集体多做贡献居于第三位（8.8%）。具体分布参见表 1。 

被访者中将“个人事业成功”、“按自己的兴趣生活”、“为社会和集体多作贡献”、“生活有挑战刺

激”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等高进取水平的目标作为人生最大理想的合计占 26.1%（被访者

选择“发财致富”的动机较复杂，故不列入高进取水平目标）；而将“悠闲自得没有压力”、“与

世无争”、“一切平安”和“家人及自己的健康”等低进取水平的目标作为最大人生理想的比例合

计为 17.7%。据此可以认为，总体上广西各民族群体人生理想的进取水平不高，其中居于低进取

水平的比例约为 1／6。 

 

表 1      各民族个人的人生理想 
   选项 

 

 

 比例 

合 

 

 

计 

 发财 

 致富 

 个人 

 事业 

 成功 

 按自  

 己兴 

 趣生

活 

 生活 

 丰富 

 多彩 

 为社 

 会或 

 集体 

 多做 

 贡献 

 生活 

 有挑 

 战刺 

 激 

 有理 

 想的 

 个人 

 职业 

 充分 

 发挥 

 自己 

 的才

能 

 做一 

 个诚 

 实人 

 悠闲 

 自得 

 没有 

 压力 

 有美 

 满的 

 婚姻 

 家庭 

 与世 

 无争 

 一切 

 平安 

 家人 

 及自 

 己的 

 健康 

 有自 

 己的 

 住房 

 

其

他 

 

人数 

（人） 
 1829 481 115 138 129 161 6 37 58 136 56 158 27 239 43 21 24 

比例 

（%） 
100 26.3 6.3 7.5 7.1 8.8 0.3 2.0 3.2 7.4 3.1 8.6 1.5 13.1 2.4 1.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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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发现，各民族对人生理想的选择分布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X
2
=255.870，

df=105,p<0.001,C=0.350）。表 2提供了各民族对不同进取水平人生目标的选择比例。 

 

                    表 2  人生理想的民族差异                          （单位：%） 

           民族 

选项 

总体 汉族 壮族 苗族 瑶族 侗族 毛南 仫佬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高进取目标 26.1 25.4 22.4 37.6 28.3 35.0 30.6 22.1 

低进取目标 17.7 27.0 14.6 11.9 23.1 21.7 8.4 16.6 

其 他 目 标  56.2 47.6 63.0 50.5 48.6 43.3 61.0 61.3 

 

表 2数据表明各民族的人生理想或追求的进取水平有以下几个特征值得注意： 

⑴ 6个少数民族的高进取目标比例都高于低进取水平目标，而汉族的高进取目标比例却低于

低进取目标比例。这表明广西少数民族群体均有较强烈的改变个人现状的愿望，他们这种愿望比

汉族更为强烈。汉族被访者将“发财致富”作为最大的人生理想的比例也仅占 20.5%，居于倒数

第三位，仅高于瑶族和侗族。据访谈了解，汉族社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农民更多地与外部交

流，受媒体和外部文化观念影响，部分汉族农村居民对城乡差距扩大的现实也因此更容易产生相

对剥夺感，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公平，觉得在农村社区再辛勤劳动也赶不上城市，而且不象少数民

族那样有政府优惠照顾，因而对本地经济继续发展缺乏信心。 

⑵ 各民族群体的人生理想目标都趋向多样化，其中仫佬族和汉族对人生理想的追求更为多

样化，其离散指标（标准差和方差）均大于其他民族。就集中趋势而言，除瑶族和侗族外，其余

5 个民族均以“发财致富”为众数，即选择“发财致富”为自己最大的人生理想的人最多；瑶族

则以“一切平安”为众数；侗族以“为生活或集体多做贡献”为众数。瑶族之所以特别企求“一

切平安”，跟他们由于历史原因在民族心理深层所造成的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和不安全感有关。金

秀大瑶山区的自然资源是相当丰富的，森林覆盖面积达 87.34%，但自然环境、交通、通讯、水利

和其他基础设施较差，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1463元（2000年），调查点三角

村更只有 1320 元，龙回村也不过 1650 元，而当年广西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是 1846 元。以致当

诸多兄弟民族将注意力放到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追求个人和家庭发财致富时，他们仍受沉

重的传统积淀和严酷的生存现实所约束而不能更多地关注民族经济的发展。 

以最短距离法对各民族人生理想的相似性进行聚类分析，发现民族群体内部各种人生理想的

分布最相似的是壮族和仫佬族，瑶族则跟汉族接近，苗族、侗族和毛南族的相似性依次减少。 

 

二、经济行为动机 
 

不同的人生理想制约着个体和群体的经济动机和经济行为。人类行为的心理动机是十分复杂

和精彩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基本目标的经济行为动机也是如此。本研究从就业目的、职业理

想和管理理念等方面分析广西各民族的经济动机。 

（一）就业目的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就业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收入。但经济收入并不是就业的唯一

目的。本研究的调查验证了这一点。40.4%的被访者表示自己从事现在工作职业的主要目的是增

加经济收入，同时他们还有多种目的，例如工作需要（13.9%）、照顾家庭（12.0%）、发挥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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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11.4%）、对社会做出贡献（11.1%）、获得独立，不再受父母管制（4.7%）、赢得他人和社

会的尊重（2.7%），等等。 

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相比较，汉族更强调就业的经济意义，而更重视个人对家族和家族责任的

少数民族则更倾向于注重就业的社会意义和家庭意义。如汉族认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经济收

入的为 47.4%，而少数民族的同一比例为 36.4%，相差 11个百分点；汉族认为就业主要目的是发

挥自己才能、对社会做出贡献、赢得他人和社会的尊重、照顾家庭等的比例均低于少数民族。汉

族与少数民族的就业目的之间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X
2
=52.063, df=16, P<0.001, C=0.166）。 

对 7个民族的主要就业目的做交叉分析可发现，他们的就业目的的异同是很明显的。广西各

民族从事当前职业的主要目的的异同在于：⑴各民族均以增加经济收入作为首选目的。侗族将增

加收入跟照顾家庭并列为首选的工作目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职业目的的性质是相近的；

⑵少数民族强调对社会做贡献的比例要明显高于汉族。仅有毛南族的比例略低于汉族 0.8个百分

点。这个特征跟少数民族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倾向有密切关系。广西少数民族社会一贯强调集体（家

族、民族、村庄或生产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提倡互助合作。这种文化价值观传统对其成员

的就业目的无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⑶在首选就业目的相同的前提下，各民族的职业目的存在明

显不同的离散趋势。仫佬族的离散趋势最小，毛南族次之。瑶族的离散趋势最大，其次是汉族。

也就是说，仫佬族被访者的就业目的最为集中，而瑶族的就业目的分布最为分散。经统计检验，

各民族从事现在职业目的的差异极为显著（X
2
=181.015, df=56, P<0.001, C=0.300）。尽管各民

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但在发展市场经济，经济结构成分多样化，就业形式和途径也日趋

多样化这一共同背景下，各民族群体成员的就业目的、择业动机日趋离散和多样化是必然的趋势。 

（二）职业理想 

如果说，从事某种职业的目的投射出人生价值观的取向，那么对理想职业的选择则是经济价

值观和职业动机的具体体现。广西各民族被访者选择较多的职业前 5 位是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20.6%），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职业（19.2%），个体工商户（8.5%）、私营企业主（8.4%）和农民

（7.7%）。 

对各民族的职业选择作交叉分析的结果表明：⑴除少数情况外，广西各民族多倾向于以专业

技术人员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两种职业为前两位的理想职业。只有仫佬族倾向于以个体工商户和

私营企业主两种职业为前两位的理想职业，专业技术人员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分别被仫佬族列为

第三和第四位的理想职业。侗族除了专业技术人员为第一理想的职业外，选择了军警而不是党政

机关领导干部为第二理想的职业。希望从事军警职业的通常是年轻人，因此这个结果极可能跟侗

族样本中 25 岁以下的被访者比例最大有关。侗族样本中 25 岁以下被访者占 29.0%，居其次的瑶

族只有 25.0%，第三的仫佬族只有 23.8%，其余民族的比例均不足 20%；⑵苗、瑶、侗、毛南族和

仫佬族选择专业技术人员职业的比例均高于选择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职业的比例。似乎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比可望不可及的“当官” 更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民族欢迎和向往。同时，这

种选择也从一个方面透露出这些民族存在着提高民族文化科技素质的强烈愿望；⑶汉族愿意选择

商业服务业的比例虽然不高，只有 5.7%，但却高于所有少数民族。其他少数民族最高的比例只有

3.3%。由于比例的绝对值较小，而且本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对经商活动的评价比汉族更积极，故这

个差异是否足以表明少数民族对经商仍有一定程度的轻视，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检验。统计检验

表明，总体上各民族的职业选择分布的差异是极为显著的（X
2
=381.978，df=105, p<0.001, 

C=0.416）。 

（三）管理理念 

在经济活动中，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企业管理是一个关键性的重要领域。传统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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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以家族管理为特征，这种管理以血缘关系亲疏为依据来选择管理人员和授权方式；现代管理

则强调以能力和责任感为依据来选择管理人员和授权方式。不能离开特定条件简单地说那种管理

方式最好，因为它们各自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下，各有独特的适应性和作用。由于

家族成员之间的高度相互了解和信任，可以提高管理效率，有效地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所以即使

在今天，家族管理也不失为中小型民营企业起步阶段乃至发展阶段的一种管理选择。然而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必然包括管理观念、管理者素质和管理方式的现代化、市场化

和制度化。以个人产权为基础、以血缘关系或姻缘关系为联系纽带的家族管理模式由于存在决策

随意、管理不规范、任人唯亲等弊端，显然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化管理、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开

拓经营领域和国际经济竞争等方面的要求。 

本研究对目前广西各民族的管理理念做了分析。在研究对象中，绝大部分人（77.6%）没有

管理过企业（不论是什么类型或所有制的企业），11.4%的人曾经管理过但现在不管理了，只有 3.9%

的人目前正在管理企业，还有 2.5%的人说自己即将参加企业管理，4.6%的人则是其他情况。 

在询问如果自己拥有一家企业，由谁来管理最放心时，回答结果是令人吃惊的，51.1%的被

访者认为应由自己亲自管理；11.5%认为应由有能力的亲友管理；还有 2.6%的人认为不管有无能

力，自己或亲友管理总比其他人更放心些；此外有 30.2%认为应由专业管理人员来管理，也有的

人认为可委托同乡管理（1.9%）或其他企业或机构进行管理（1.1%）。前三项合计达 65.2%。访谈

结果也证实，由于人们对当前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和缺乏诚信感到担心，因而多愿意选择家族亲友

作为合作对象。在贵港市覃塘镇周村邓屋屯访谈时，不少访谈对象就认为：“现在骗子很多，挨

骗了都不知道。”“合伙人最好找本家人，因为本家人最可靠。”而回龙村的 10个建筑队都是以家

庭或家族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家族管理的观念在各民族中还是根深蒂固的，他们要坦然接受别人

（专业管理人员）来管理自己创办的企业，还须克服诸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肥水不流外

人田”之类的传统管理心理障碍。而城镇或城市被访者中认为应由专业管理人员管理的比例分别

达到 39.1%和 38.9%，远高于农村被访者的 22.7%。可以看出，城镇（城市）环境对家族观念的削

弱和现代管理观念的形成有非常大的影响。城镇（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管理观念差异极为显著

（X
2
=91.407, df=21, P<0.001, C=0.218）。 

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管理观念对比发现，少数民族的家族管理观念（由自己、亲友、自己或

亲友管理三项合计）略强于汉族，而汉族的专业管理观念则略强于少数民族。汉族赞成家族管理

观念的比例为 65.1%，而少数民族为 65.3%。主张由专业管理人员进行管理的比例则分别为 31.9%

（汉族）和 29.2%（少数民族）。但统计上民族差异不显著（P>0.05）。如果具体分析 7 个民族的

管理观念，则存在显著的民族差异（X
2
=111.842, df=42, P<0.001, C=0.240）。主张由专业管理

人员管理的比例，相差最多的两个民族（苗—毛南）之间达 15.8 个百分点。而持家族管理观念

的比例相差最多的两个民族（毛南—苗）之间达 18.3 个百分点。家族管理观念最强的毛南族同

时也是专业管理观念最弱的民族。而苗族正好相反，家族管理观念最弱而专业管理观念最强。经

济生活环境对民族群体的经济意识、管理意识起着不可忽视的塑造作用。家族管理观念和专业管

理观念实质上有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随着民族群体成员的专业管理观念的形成和强化，家族管

理观念必然逐步消退和减弱。 

 

三、进取意识 
 

麦克莱兰（D.C.McClelland）曾经通过对 1550-1800年间英国伦敦煤输入量的文献资料中有

关经济成就文章的分析发现，成就动机水平与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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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1
利廷格（L.W.Litting, 1965）等人使用麦克莱兰等人的方法对美国纽约州北部 400

多人的成就动机进行调查，也发现成就动机与个人社会地位变化有密切关系。
2
对属于经济心理领

域的发展归因、发展信心和择业动机等方面是否具有强烈的进取意识和风险意识进行实证分析，

既可以对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现状做出归因，也可以预测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本研究发现，

广西各民族的经济心理中所体现的进取意识存在多种差异。 

（一）发展归因  

归因（attribution）就是观察者根据外部行为特征对各种行为包括成功和失败、正面事件

和负面事件的原因做出某种解释或推论的过程。通常根据外部—内部、稳定—不稳定、整体—局

部和控制—不可控制 4个维度来解释行为原因。例如，一个人或民族经济上获得成功，可以做出

外部归因，即认为其成功是环境因素、自然资源优势、外部资金或技术支援、奖励或惩罚、他人

帮助等外部因素促成的；也可做出内部归因，将人格、价值观、态度、努力、能力、情绪等内部

在属性作为成功的主要原因。可以把成功归因为碰巧或努力等不稳定因素，也可以归因为任务容

易或能力强等稳定因素。人们出于维持或加强自尊心、维持积极性的动机，通常对自己的成功大

多是做内部归因，对失败或受挫做外部归因，即认为成功主要是自己努力或能力所致，而认为自

己的失败是他人不配合、环境条件太差等外部因素所导致。另外，将成功归因为稳定因素（任务

容易或能力强），而把受挫或失败归因为不稳定因素（运气不好或努力不够）也有助于提高今后

的工作积极性。
34
相反，如果总是对自己的成功做外部归因，对失败做内部归因，就容易导致依

赖心理和自卑感，不利于激励进取心。 

本研究调查了广西各民族对阻碍本地经济发展的归因。在问卷所列的 20种因素中，有 11种

属于外部因素，如交通不便、资源贫乏、自然灾害频繁、缺乏资金、上级对本地扶持太少、受国

际市场冲击等；9 种属内部因素，如缺乏优秀管理人才、互相嫉妒的心理、缺乏进取精神、缺乏

市场意识、落后习俗、领导盲目决策等。调查结果表明，被访者对妨碍经济发展的归因存在着“两

高两低”的特征：一是做外部归因的比例较高，多数外部因素都有 40%以上的选择比例；二是归

因于不稳定因素或他人因素的较高，如认为是领导盲目决策和党政官员腐败的比例分别有 34.1%

和 49.4%；三是归因于民族素质的比例较低，如选择互相嫉妒的心理、缺乏进取精神和落后习俗

等内部因素的比例分别仅为 16.9%、27.2%和 25.0%。缺乏优秀管理人才一项比例达到 45.8%，但

此项通常不被认为民族心理素质所致，而被认为是由于经济不发达所导致的教育滞后所造成的；

四是归因于国际市场冲击的比例最低，不仅总体如此，各民族群体的选择也都以此项比例为最低。

这一结果投射出广西各民族社会的经济生活跟国际市场联系还较少以及他们对国际市场的作用

认识尚不够充分的事实。 

根据对各民族群体归因选择的分析，毛南族做内部归因的比例最低，其次是仫佬族。毛南族

除了认为不懂科学技术一项比例达到 51.1%外，其余各项内部因素的选择比例均未达到 30%；仫

佬族则在缺乏市场经济意识和领导盲目决策两项分别达到 30.5%和 31.8%。其中认为缺乏进取精

神一项，汉族有 25.3%的选择比例，低于壮、苗、瑶和侗 4 个民族，仅高于毛南族和仫佬族，也

就是说只有 25.3%的汉族被访者认为是缺乏进取精神妨碍了本地经济发展，而壮、苗、瑶和侗族

则都有更多人持同一看法（分别为 36.2%、32.7%、32.6%和 29.6%）。汉族比这 4个民族更不愿意

认为是由于缺乏进取精神导致本地经济发展受阻碍，他们更不愿意将本地经济发展受阻碍归因为

                                                        
1Cohen , David, Psychologists On Psychology, pp. 31-33, ARK PAPERBACKS, 1985. 
2沙莲香 主编：《社会心理学》，第 221—222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3 [美]J.L.弗里德曼 等：《社会心理学》，第 143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4 卢盛忠 主编：《管理心理学》，第 96—100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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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缺乏进取精神。但从总体上看，除这个因素外，少数民族选择外部因素的比例都明显高于汉

族，而做内部归因的则各有高低，其中汉族更倾向于做内部归因而少数民族更倾向于做外部归因。

其中认为上级对本地经济扶持太少的比例有 5 个少数民族高于汉族（27.8%），其中瑶族达到

50.7%，仅有仫佬族（26.5%）略低于汉族。在做内部归因时，汉族比较倾向于归因为较容易改变、

不稳定的因素（缺乏市场经济意识、领导盲目决策等）不稳定因素，而不是归因为稳定因素（民

族素质中缺乏能力或进取精神）。上述归因倾向似可部分解释少数民族群体在扶贫和经济发展活

动中之所以通常对政府有更强烈的期望和资金要求的原因。 

各民族被访者对个人发家致富的归因倾向也支持了上述结论。在回答个人发家致富是什么因

素在起作用这个问题时，仫佬族和汉族分别有 57%和 54%的人认为既要靠个人努力也要靠他人帮

助，或者认为主要靠机遇或运气，但个人努力有作用。他们明显倾向于归因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

素的综合作用；而其他民族选择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比例均未超过 48%。认为主要靠

机遇、运气或他人帮助、政策等偶然性因素和外部因素才能实现发家致富比例最高的是壮族

（24%），认为主要靠自己努力、个人的知识和经营管理才能等内部因素比例最高的是侗族

（46.1%）。各民族对个人发家致富的归因倾向之间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X
2
=176.732, df=49, 

P<0.001, C=0.297）。 

（二）风险意识 

如果一个人已有稳定的工作，他是否愿意辞去现有工作另找一个收入更高或发展前景更好但

有一定风险的工作呢？从其选择倾向可以清晰地投射出他或她的风险意识。个人择业动机中所包

含的风险意识体现了个人的进取精神和人生价值观倾向。就汉族跟少数民族整体比较而言，他们

在各项选择中的比例分布都是比较接近的，因此统计检验发现差异仅达 p<0.05 的水平，未达到

本研究要求的显著水平。因此可以认为汉族跟少数民族的风险意识差异不明显。但对 7个民族作

具体的交叉分析发现，各民族的风险意识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表 3提供了 7个民族择业动机中

风险意识的分布情况。 

不论是观察经验还是本研究的结果都表明，广西各民族择业动机中所表现出来的风险意识是

不强的，各民族明确表示愿意辞职的均比较低。最高的是汉族（12.8%），其次是壮族（10.5%），

最低的是仫佬族和毛南族，分别为 2.6%和 4.5%。而且，尽管仫佬族、毛南族和苗族等对当地经

济发展和家庭生活富裕有信心的比例明显超过汉族和壮族，但他们的择业动机所投射出来的风险

意识却大大低于两个人口最多同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也较高的民族。各民族的风险意识水平

在统计上差异很显著 （X
2
=65.568,df=42,P<0.01,C=0.19）。 

以最短距离法对各民族风险意识进行聚类分析，发现在选择高风险职业时，各民族的态度相

似程度是不一样的。汉族态度跟侗族最相似，苗族和壮族依次跟汉、侗相似，而毛南族和仫佬族

最相似，瑶族则与其他民族相似性最小，这主要是因为在“不轻易辞职”和“辞不辞职都可以”

两项中瑶族的比例分别最低和最高所造成的。 

 

表 3   各民族择业动机的风险意识    (单位：%) 

态度 

民 族 
合计 绝不会辞职 不轻易辞职 

如有保障 

可能辞职 

辞不辞职 

都可以 

肯定愿意 

辞    职 
其他 

总  体 100 28.5 19.0 34.8 4.9 9.7 3.1 

汉  族 100 24.8 18.9 35.9 5.0 12.8 2.6 

壮  族 100 31.1 19.0 33.1 4.3 10.5 2.0 

苗  族 100 25.2 14.5 40.9 3.8 9.4 6.3 

瑶  族 100 32.2 13.8 33.6 7.9 7.2 5.2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0 

侗  族 100 23.7 20.4 38.2 4.6 8.6 4.6 

毛南族 100 33.1 22.6 31.5 5.3 4.5 3.0 

仫佬族 100 39.1 23.2 27.8 5.3 2.6 2.0 

 

（三）工作态度 

个人的进取心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工作态度也是其中一个方面。某些贫困地区在解决温饱

问题之后，之所以在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时步伐很慢，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心理原因就是当地的

居民特别是山区农村居民那种满足现状、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知足常乐的心态十分突出和牢固。

从心理动力的角度看，这种心理观念上的差距是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跟发达地区最重要的差距。

如果有了一大笔足够维持全家人过富裕生活的财产，是否还觉得有必要拼命工作，对于这个问题

的回答可以直接反映出被访者的拼搏意识和进取意识。 

调查发现，广西各民族认为应该跟过去一样努力或者比过去更努力的占一半（57.6%）以上；

而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再拼命工作，应该好好享受和要继续工作但不象过去那么拼命干的人则占

36.7%；还有少数人（2.3%）干脆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干不干都一样。参见图 2。 

汉族跟少数民族在这个问题上有极为显著的差异。表示有了巨额财富后不必再拼命工作而应

享受或不必象过去那样拼命工作的汉族比例合计是43%，而少数民族则为32.9%；汉族认为应该跟

过去一样努力工作或应该比过去更努力工作的合计比例为50.7%，而少数民族为61.9%。显然，整

体上少数民族持更为积极的工作态度，显示了更强的进取意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态度差异

是极为显著的（X
2
=47.782, df=10, P<0.001, C=0.160）。 

在7个民族中，认为该继续努力工作或更努力工作的比例由高至低依次为侗（78.3%）、瑶

（75.7%）、苗（69.8%）、仫佬（65.6%）、毛南（59.4%）、汉（50.7%）和壮（46.6%）。跟在贫困

地区经济发展和改善自己家庭经济状况的信心方面的表现一样，通常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最高的汉、壮两个民族对于在富裕后是否应该继续努力工作的态度反而不如其他较小民族积极，

显示出的进取意识不如这些小民族强。富裕后的工作态度反映出个人和群体的进取精神。本研究

选取的汉族调查点（贵港市覃塘管理区覃塘镇周村和回龙村、平乐县张家镇榕津村），壮族调查

图2    致富后的进取意识

17.4%

40.2%
2.3%

25.6%

11.1%

3.3%

应该比以前更加努力

应该跟以前一样努力
干不干都一样

工作但不必那么努力

不必拼命工作应该享受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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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隆林县者浪乡央腊村和德保县东关乡绿柳村），这些调查点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当地都属中上

水平，调查对象中汉族所表现出来的进取精神不如少数民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跟当地汉族受社

会中注重个人利益和物质享受的风气影响更深，同时跟他们对发展环境中的某些因素如城乡差距

和政府支持等感到更多的不满，从而对经济发展和工作进取等持不乐观或负面评价态度均有关；

而壮族的原因则还可能在于他们受传统人生价值观和幸福观的影响较深，对自己所在社区跟外部

世界的经济、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的差距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理解。因而虽然也认为要发展本

地经济，但对发展持较低水平目标或只抱有较低的期望，相应的信心也较低。在分析各民族对贫

困地区经济发展和改善自己家庭生活的信心等问题时也发现类似的倾向，即汉族和壮族不如其他

人口较少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民族所持的态度积极，其进取意识水平也较低。 

四、经济道德心理 

 
   广义的经济道德心理指与经济活动有关的道德行为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伦理观念、道德情

操和道德品质等心理特征及心理素质。从内容上区分，经济道德心理包括经济伦理观念和经济品

德两个层次，也就是说，它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伦理观念特别是指经济价值观，还包括对

经济活动的认知、评价、情感、态度，以及与经济活动有关的个体品德心理。狭义的经济道德心

理即指后者。本研究发现，广西各民族的经济道德心理存在若干显著特征。 

（一）对商业活动的道德评价 

尽管商品意识早已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广西各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各民族的社会道德和社会

制度，如瑶族的“石牌”和苗族的“埋岩”制度等，都有关于保护小商贩正常商贸活动的内容，

但这并不等于他们都已经具备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心理素质。众所周知，中国民间有句俗话“无奸

不商”， 它是小农社会重农轻商和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对商人和商业活动的道德判断和评价的典

型。在义利关系上，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是重义轻利的。广西各民族的经济心理和经济道德评

价也普遍存在这个特征。以手工生产和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对于商品交换和扩大再生产的

需求和愿望是很小的。广西的少数民族跟汉族一样，也是以农耕文化为特色的民族，重农轻商的

价值观同样支配着他们的经济心理和行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民众在进行商品贸易时经常受到商人

的欺骗坑害，因而他们普遍形成对商人的怨恨心理。壮家就有“教仔莫做亏心（经商）事，做了

亏心命不长”的古训。
1
壮族还流传“十个商人九个奸，商人尽拿不义钱”，“砍树要砍直瞄树，选

妹要选会耕田；商女重利嘴头滑，结成夫妻酿罪冤”等民谣。
2
多年的田野调查表明，在广西少数

民族聚居的许多山区农村，虽然人们至少在口头上已经不再轻视鄙薄经商者的牟利活动。这说明

重农轻商的传统文化正在发生改变，但至今那里的人们在羡慕经商或办实业致富者的同时仍然鄙

薄经商做生意，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并没有在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生根本性转变。类似宁肯让

农作物烂在地里而不愿拿到集市上出售、守着满山的木材只会卖原木而不会加工出售的例子在各

地特别是山区都不难找到。积淀于各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不会被对

收入的高期望轻易改变，因为前者是民族心理中历经久远的深层文化价值观，体现了人们对社会

承认和精神价值的追求，而后者却是跟人们的物质需求直接相关的现实经济追求，是较容易受环

境刺激发生嬗变的。 

对商人和商业活动的道德评价直接地反映了人们对商业活动、市场经济的认识、情感等态度

内容的性质。调查发现，43.4%的被访者完全同意或基本同意“无奸不商”这个判断；31.1%的人

认为有少数商人是这样；只有 5.7%的被访者完全不同意这个判断。访谈中也发现调查对象大多强
                                                        
1 周光大主编：《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第 178—179 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2 周光大主编：《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第 412 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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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找经济合作伙伴应该找诚实可靠者。在贵港市覃塘镇水泥厂访谈时，承包者根据其承包该厂的

经验认为，选择合伙人最重要的一条是诚实可靠，其次才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管理能力。在该

市周村邓屋屯座谈时，也有不少人认为：“找合伙人最重要的是可靠，现在骗子很多，挨骗了都

不知道。” 

跟少数民族相比较，汉族更倾向于同意“无奸不商”的判断和评价。汉族完全同意和基本同

意“无奸不商”的比例为52%，而少数民族则只有38.5%；少数民族有31.1%的人认为“只有少数

商人是这样”，跟汉族的31%仅相差0.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有近1／3的人认

为只有少数商人是奸诈的，或者认为经商离不开奸诈诡计；汉族和少数民族完全不同意这个评价

和判断的比例也比较接近，分别为6.3%和5.4%。总体上汉族跟少数民族的差异是极为显著的

（X
2
=67.039, df=10, P<0.001, C=0.188）。 

对7个民族作交叉分析发现，汉族赞同“无奸不商”看法的比例高于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对

这个问题表示不知道的比例又以汉族为最少，而有的少数民族表示不知道的高达39.1%，汉族明

确表示不知道如何评价的仅有9.5%。7个民族间的态度差异是极为显著的（X
2
=188.055, df=35, 

P<0.001, C=0.305）。 

跟其他5个民族相比较，汉族和壮族两个人口最多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对商人和

商业活动更倾向于做出消极的道德评价。由于汉族和壮族样本中城镇和城市居民较多，人们出于

常识可能会认为，城市居民会对商人或商业活动持较为积极的评价。但在剔除了农村和城镇样本

后，汉族和壮族的城市样本（分别有310人和67人）也高度倾向于对商人和商业活动做出“无奸

不商”的消极评价，汉族城市样本的此项比例为59.3%，壮族为53.7%，还高于汉族总体的相应比

例若干个百分点。 

那么反过来是否因为汉族的城市样本数量较多造成这种趋势呢？在剔除了城市样本后，以汉

族调查点平乐县样本所做的分析也表明，在跟其他少数民族相同的抽样分布情况下（即农村100

人而城镇为50人），汉族完全同意或基本同意“无奸不商”评价的比例也达到51.7%，远高于各少

数民族。 

    就民族群体内部各种评价态度的分布而言，汉族和仫佬族对商人职业和商业活动的态度最为

相似，苗族和侗族最为相似；壮族接近汉族和仫佬族，而瑶族和毛南族则接近苗、侗两个民族的

态度。 

人们通常从汉族群体的商品经济意识强于少数民族，城市居民强于农村居民这样一种事实得

出一个推论，即他们对商业活动和商人职业的评价应该比少数民族和农村居民积极，但本研究的

调查结果却发现正好相反。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汉族和少数民族对待商人职业和商业活动这种

评价倾向的原因： 

1、当前市场经济秩序的不规范造成的负面影响。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经济，

同时也是一种有严格游戏规则的法制经济和信用经济。跟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相比较，汉族地区的

商品因素和市场经济的确更发达，但就当前社会变革情形而言，经济生活中掺杂了诸多权力、亲

情、行政乃至暴力等非市场、非法制和非道德因素。缺乏必要和健全的经济法规和经济信用的市

场经济必然对社会经济乃至社会伦理和社会心理产生各种负面影响，不仅可能扰乱正常的市场经

济秩序，还会对经济心理、经济伦理观念产生不健康的文化冲击，导致人们产生对商品交换和流

通活动的消极评价。汉族地区作为市场经济较发达地区，既是商品交换和流通的受益者，也是市

场秩序混乱的受害者。用不着更多的举证就可以判断，人们对当前市场秩序混乱、权力经济、诸

侯经济、黑色经济等现象普遍表示不满和质疑是有根据的合理表达，汉族城乡居民由此对商人和

商业活动产生较多的否定性评价也就不足为奇。当人们对现存的经济秩序缺乏信任和支持的时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3 

候，他们不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持乐观的态度或具有高度信心，也不可能大

胆放心地去投资、不可能轻易相信家族外的人员管理自己创办的企业。本研究发现的汉族（在一

些问题上还包括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显示出的缺乏进取意识、职业满意度低、顽固的家族管理

观念以及高储蓄低投资等经济心理倾向均可由此得到合理解释。 

2、少数民族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对商业活动和商人职业的评价高于汉族，其部分原因在于

他们刚从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走向市场，初尝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的好处，同时对市场经济的

规则、风险和艰辛还缺乏更多的了解，因而对市场经济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多好处抱有较高期望。 

（二）投资意向 

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力低下、生活水平较低和缺乏现代社会保障机制，应付天灾人

祸基本上只能靠家庭、家族或氏族等血缘群体的力量，因而小农们对于积蓄必要的经济力量防以

备急需十分重视，他们对风险的担忧和小心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传统心理一直到今天也还

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包括广西农民们的投资和积蓄心理。假如有一大笔不是日常急需的钱，

对这笔钱的处理方式就可以反映出当事人的投资倾向。从调查结果看，希望把这笔钱存入银行的

比例最高（28.6%），其次是购买房地产（11.6%），第三是投资种养业（10.8%）。如果把被访者对

这笔钱的使用意向分为积蓄、投资、消费和其他 4类行为倾向的话，那么，自己拿着备用、存入

银行、买贵重首饰和买著名艺术品等积蓄行为倾向的比例占 37.7%；购买房地产、借贷以收取利

息、买股票或债券、买彩票、开商店办工厂、投资种养业等投资行为倾向则占 42.3%；而买耐用

消费品、外出旅游、买小汽车和读书学习等消费行为倾向占 12.7%；其他行为倾向占 7.3%。而购

买贵重首饰和购买艺术品这两项的比例仅分别有 0.1%和 0.2%。汉族跟少数民族在资金使用倾向

上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X
2
=129.407, df=32, P<0.001, C=0.257），见表 4。 

显然，汉族更注重投资，而少数民族更倾向于积蓄和消费。投资倾向或动机的民族差异可以

提供对杂居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村庄之所以存在明显发展差距的一种心理动力学的解释。 对 7

个民族所做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也发现他们的态度之间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X
2
=310.873, df=112, 

P<0.001, C=0.381）。他们的投资心理有如下特征： 

表 4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投资与积蓄倾向          (单位：%) 

      行为倾向 

民族 

积蓄行为 投资行为 消费行为 其他行为 

总    体 37.7 42.3 12.7 7.3 

汉    族 36.2 43.9 10.8 9.0 

少数民族 38.7 41.4 13.9 6.0 

 

1、7个民族都以银行储蓄为首选，加上主张自己拿着备用的比例，合计都达到或超过 1／３。

这说明广西各民族积蓄意识非常强。究其形成根源，中国人强烈的积蓄意识倾向源于自然经济和

小农生产对各种天灾人祸抵御能力的低下。即使到了 21 世纪的今天，在面临经济社会各项制度

改革全面推进的时候，由于城乡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完善，个人生老病死和教育娱乐的保障仍离不

开家庭的保障，衣食住行和上学、治病仍主要由家庭或家族来提供。因而人们不得不形成强烈的

积蓄意识，即使在城市社区也是如此。强烈的积蓄意识必然制约着人们的投资意愿和消费预期，

使得当前投资常要受到各种对未来考虑的限制，现期的消费也不可能有太大幅度的增长。 

2、苗族、瑶族、侗族和毛南族 4 个民族主张将不是日常急需的资金投向种养业的比例（均

在 11.8%—23.3%之间）显著高于汉、壮和仫佬族（均不足 10%），而且其比例在该民族各种选择

中均列为第二位（苗、瑶和侗）或第三位（毛南）的选择。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他们对种养业之

所以有如此的热情，跟这 4个民族样本中农村居民人口比例较大有关。苗、瑶、侗和毛南 4 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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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样本中农村居民比例均超过 65%，毛南族甚至达到 76.7%，而其他 3 个民族的农村居民比例则

低得多，其中汉族只有 37.1%，壮族为 55.1%，仫佬族为 60.3%。农村居民更重视对土地或山林的

投资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3、汉族和壮族表示要购买房地产的比例分别为 13.4%和 17% ，明显高于其他民族。而其他

民族除了瑶族达到 10.5%外，均未达到 10%，侗族甚至仅有 2.6%。导致这种情况跟汉、壮族样本

中有较多城镇居民有关（汉族和壮族的城镇居民比例分别达到 62%和 44.6%，而其他民族均未达

40%）。城镇和城市居民在住房制度改革中需要筹集资金购买住房，因而他们对房地产更为关注。

故各民族对房地产投资的态度差异可以认为主要是城乡差异造成的。 

4、主张将资金用于读书学习的比例最高的是侗族（15.8%），远高于其他 6 个民族，其次是

瑶族（7.2%）；⑸各民族主张投资办厂或经商的人都有一定比例，但这种比例还相当低。样本总

体中想经商的比例只有 4.9%，而打算办厂的则也不过 5.5%。除苗族表示想经商的比例达到 10.1%

外，其余各民族表示想经商或办厂的比例均未达到 10%。这表明各民族的经商意识还是不强的。

但职业分析表明，个体工商户或私营企业主群体想办厂的比例（19%）显著高于其他职业群体（不

计人数在 10人以下的 4个职业群体）。其他职业群体想办厂比例最高的是离退休人员的 8.0%。从

总体上看，各民族的资金使用意愿在继续呈现传统的重农轻商趋势的同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

势。这表明社会经济转型对各民族经济心理已经产生显著的再塑作用。 

（三）公平观念 

对社会分配制度的评价反映了个人价值观和公平观，是经济道德心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社

会心理学的公平理论（亚当斯，Adams，1967）认为，工资报酬对职工工作积极性有影响。工作

动机不仅受其所得绝对报酬的影响，而且受到相对报酬（自己收入与他人收入之比）的影响。个

人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值，而且也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值。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把

自己付出的劳动和所得的报酬跟他人付出的劳动和得到的报酬进行社会比较，也会把自己现在付

出的劳动和所得报酬与自己过去的劳动和所得的报酬进行个人历史比较。
1
在对自己的工作劳动收

入进行评价时，广西的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对自己的收入水平表示明显不满，分别只有 14.6%汉族

和 12.5%的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收入在社会上处于上或中上的层次；而认为收入水平处于下或中

下层次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分别为 54.3%和 54.5%。汉族和少数民族整体之间在收入评价态度上不

存在显著差异（p>0.05）。 

对 7个民族进行的交叉分析表明，对收入表示满意（认为收入处于上或中上的合计）最高的

是毛南族（19.5%），最低的是壮族（9.3%）；表示不满意（认为收入处于中下或下的合计）比例

最高的是壮族（62.2%），最低的是瑶族（42.8%）。7 个民族间的评价差异分布是极为显著的

（X
2
=93.928, df=35, P<0.001, C=0.221）。参见表 5。 

 

表 5   各民族对收入水平的评价              （单位：%） 

 态 度 

民 族 

合 计 上 中 上 中 中 下 下 其 他 

总  体 100 4.2 9.1 23.5 31.2 23.1 8.9 

汉  族 100 4.5 10.1 23.0 29.9 24.4 8.1 

壮  族 100 2.8 6.5 19.8 38.8 23.3 8.8 

苗  族 100 1.9 13.8 20.8 35.8 22.0 5.7 

瑶  族 100 3.3 11.8 30.9 23.7 19.1 11.2 

                                                        
1 卢盛忠主编：《管理心理学》，第 122-124 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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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  族 100 2.6 7.2 24.3 27.6 23.7 14.5 

毛南族 100 12.8 6.8 15.8 25.6 30.1 9.0 

仫佬族 100 3.3 7.9 37.1 28.5 15.9 7.3 

 

表5的数据显示，各民族对自己的收入水平评价均不高，每个民族不满意的比例均远远超过

满意的比例。相差最大的壮族其不满意率高出满意率52.9个百分点，相差最小的瑶族也高出27.7

个百分点。对自己的收入水平评价如此低，其不公平感必然相当强烈。 

在询问是否赞同社会分配不公平和贫富差距太大的看法时，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均高

度倾向于认为现在社会分配不公平和贫富差距太大。汉族完全赞成和基本赞成认为现在社会分配

不公平和贫富差距太大的比例合计为72.6%，少数民族为59.8%。而汉族和少数民族认为社会分配

公平和贫富差距不大的比例分别为11.6%和22.2%。也就是说，汉族和少数民族都高度倾向于认为

社会分配不公平，但汉族的这一倾向更为强烈。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公平感之间的差异极为显著

（X
2
=43.137, df=10, P<0.001, C=0.152）。 

对7 个民族进行的交叉分析发现，仫佬族的不公平感最高（82.1%），其不公平感比公平感高

72.2个百分点；汉族的不公平感居次（72.6%），比公平感高61个百分点。不公平感跟公平感相差

最小的是瑶族，不公平感比公平感高17.7个百分点。各民族的公平感之间差异极为显著

（X
2
=179.779, df=35, P<0.001, C=0.299）。参见表6。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说，在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背景下，自己的相对收入下降还是可以为多数

人接受的，但绝对收入下降则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很难令人接受。近年来部分人利用权力钻体制

和法律的漏洞，贪污腐败，非法致富，造成各民族群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在人们心理上将现实中

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放大。在体制改革中部分人获利而部分群体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的背景下，例

如农民的比较利益过低、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收入下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不

能跟其他发达地区共同繁荣和共享发展成果，国有企业职工的失业下岗，导致他们的收入绝对值

和相对值都下降，这无疑会使农民、下岗国企职工和少数民族这些传统的基础性社会阶层群体产

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丧失对社会公正的信心。在某些突发事件刺激下，他们甚至有

可能产生失去理性控制的突发性集体行为，由经济心理矛盾诱发政治心理冲突，这种结果不仅会

对经济发展和职业管理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也是十分危险的。 

 

表6    各民族对当前社会分配公平性的评价    （单位：%） 

公平感 

民 族 
合计 完全赞同 基本赞同 不知道 不太赞同 

根本 

不赞同 
其他 

总  体 100 34.9 29.9 11.4 12.2 6.0 5.6 

汉  族 100 39.5 33.1 10.7 8.4 3.2 5.1 

壮  族 100 35.6 23.6 13.5 15.5 6.8 5.0 

苗  族 100 27.7 32.7 9.4 16.4 6.9 6.9 

瑶  族 100 27.0 21.1 13.8 17.1 13.2 7.8 

侗  族 100 23.7 30.9 7.9 23.0 13.2 1.3 

毛南族 100 36.1 19.5 23.3 3.8 5.3 12.0 

仫佬族 100 37.1 45.0 2.0 8.6 1.3 6.0 

 

本研究还发现，广西各民族和各职业群体的职业满意度普遍偏低，职业满意度过低这一心理

因素是导致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这里可以认为，正是累积到相当强度的对

收入的不满和对社会分配的不公平感导致了职业满意度的下降，进而对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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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乃至社会公德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无须过多论证就可以知道，由于人们对自己的工作劳动

收入评价偏低，必然伴随着对自己的收入期望没有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失落情绪，进而对社会分配

形成强烈的不公平感，这种心理倾向和态度无疑会对工作积极性、工作责任感和其他职业道德行

为产生消极影响。很难想象一个对自己收入水平和社会分配状况抱有强烈不满态度的人会积极主

动地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如果人们对自己的职业收入和职业的社会地位都很满意，觉得社会分

配对自己是公平的，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敬业精神显然要比在相反的情况下会高得多。 

 

五、族际经济合作关系 
 

（一）族际经济合作对象 

众所周知，良好和谐的民族关系是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得以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反之，

各民族社会的经济共同发展与繁荣又是建立和维护这种良好和谐的民族关系的基础。族际经济合

作是民族关系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民族间其他关系特别是族际心理关系的基础。根据调查结果，

汉族是被选择得最多的合作者（29.8%），壮族其次（10.9%），但有16.4%的人表示不论哪个民族

都合作过。交叉分析和差异显著性检验表明，各民族在经济活动中的合作者均以本民族为最多，

合作对象的选择差异是极为显著的（X
2
=2729.339,df=70,P<0.001,C=0.774）。 

族际经济合作有这样几个特征:⑴除仫佬族以跟多个民族都合作过的比例最高外，其他民族

的经济合作对象均以本民族为最多。仫佬族也以本民族为合作对象的比例也居第二位。根据对当

地经济发展情况的了解，以及在各地调查点如德保、融水、金秀等地的访谈发现，人们普遍倾向

于选择自己认为可靠的对象为合作伙伴。根据熟悉了解的程度，许多访谈对象很自然地认为第一

应该是亲戚，第二是本民族人，第三是朋友，第四才是其他民族或不熟悉的人；⑵各民族被访者

跟多个民族都合作过的比例均居合作对象的第二位或第三位，其中仫佬族跟多个民族合作过的比

例甚至高居第一位（36.4%），远高于其他合作选择。这说明广西各民族的经济活动有较大的族际

交往成分，而不仅限于本民族群体内部的交往；⑶汉族被各少数民族选为合作对象（本民族之外）

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明显高于其他民族，如果再考虑到跟多个民族都合作过的人当中有部分也

是跟汉族合作，那么选择跟汉族合作的比例就更高。人口、经济实力和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使汉族

在多数地区都成为首选的合作对象。 

（二）对其他民族的经济信用评价 

经济道德观念的核心就是信用或诚信。各民族选择经济合作对象时不仅要考虑资源、经济、

人力、资金和市场等因素，也跟他们对其他民族的信用所做的道德评价有关。广西的汉族与少数

民族长期以来关系融洽，和睦相处，互助合作，但各民族深层心理中的民族感情依然不易被其他

认知因素、意志因素、物质因素或制度因素所取代。一方面，广西各民族都能够较客观地评价其

他民族。在询问认为哪个民族的商人最信得过时，汉族有75.6%的人认为任何民族都有可信的也

有不可信的，而少数民族同一比例为69.0%；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倾向于给予自己民族以最高评价。

汉族有17.7%认为自己民族的商人最可信，而认为少数民族商人最可信的比例仅为5.3%；少数民

族认为本民族商人最可信的比例为25.1%，而认为汉族商人最可信的比例仅为4.7%。汉族与少数

民族之间的信用评价差异极为显著（X
2
=177.176, df=6, P<0.001, C=0.297）。 

如果对7个民族进行具体分析，可以进一步发现他们的经济信用评价特点。参见表7。 

从表7可以看出： 

1、 广西各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经济信用给予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每个民族都有超过半数以

上直至3／４的人认为各民族都有讲信用和不讲信用的人，而不是简单地认为哪个民族最讲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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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项比例相差较大，最高的为毛南族（76.7%），最低的是仫佬族（56.3%）。 

2、除了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可信的和不诚实的一项以外，7个民族均认为本民族是最讲信用的

民族，并把此项列为第二位。可见，民族意识和感情仍是影响道德判断的重要因素。民族经济信

用评价的这种特点跟他们选择的经济合作对象有关。在分析经济合作对象时已经指出，各民族基

本上都以本民族为合作最多的对象。互利的经济合作活动无疑对他们的信用评价起着关键的导向

作用。经统计检验，各民族的信用评价差异极为显著（X
2
=1200.133, df=56, P<0.001, C=0.629）。 

 

表7  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经济信用评价  （单位：%） 

  评价 

民  族 
合计 汉族 壮族 苗族 瑶族 侗族 

毛 南 

 族 

仫 佬 

 族 
其他 

讲和不讲 

信用都有 

总  体 100 9.7 5.2 3.3 2.7 1.3 1.5 2.4 2.5 71.4 

汉  族 100 17.7 2.6 0.6 0.6 0.2 0.0 0.3 3.5 75.6 

壮  族 100 5.0 15.3 1.0 3.8 0.3 0.8 1.0 3.5 69.4 

苗  族 100 2.6 2.0 27.0 0.7 0.0 0.7 0.7 2.6 63.8 

瑶  族 100 6.3 0.0 3.1 12.6 1.9 0.0 0.0 1.9 74.2 

侗  族 100 5.9 0.7 1.3 5.3 10.5 0.0 0.0 2.6 73.7 

毛南族 100 3.8 1.5 0.8 0.0 0.0 15.8 0.0 1.5 76.7 

仫佬族 100 4.0 7.3 2.0 1.3 1.3 2.0 23.8 2.0 56.3 

 

由于各民族对其他民族和本民族的经济信用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聚类分析发现各民族的

经济信用评价的相似性是不同的。 

瑶族和侗族的经济信用评价最为相似，而汉、壮、毛南、仫佬和苗等民族的相似性依次减小。

苗族的经济信用评价跟其他民族相差最大。 

 

六、几点结论与讨论 
 

（一）民族经济心理的发展性质 

民族经济心理是随着民族的形成、发展与生俱来的民族心理的一部分。在民族发展演变的过

程中，它必然也发生嬗变。在社会变革特别是经济形态急剧变革的时期，民族经济心理的变化就

更为引人注目。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各民族的经济心理发展趋势总体是健康向上的。其标

志是各民族经济心理的变迁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正在逐步具备发展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各种

素质。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经济心理如进取心、竞争意识、商品意识、择业动机、对其他民

族的经济信任等都呈现明显的向主流市场经济心理认同的趋势。民族经济心理的这种积极变迁既

是社会经济生活变革的塑造结果，无疑同时又是社会经济生活变迁和社会现代化的推动力。 

（二）民族文化背景对经济心理的制约作用 

本研究的结果再次支持了民族经济心理的异同与其文化文化背景相关的观点。 

首先，广西各民族都是以农耕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民族群体，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和

道德体系意识对他们都有久远而强大的影响，特别是半个多世纪来共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凝聚力作用，以及当前都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是各民族经济心理具有共同特征的客观基

础，使他们形成了具有鲜明共同性的经济心理。各民族都高度肯定合作互助行为；至今在总体上

风险意识和经商意识都不强烈；由于近年的社会变迁造成各民族共同的生存危机感和压力，他们

的职业满意度都不高，对自己的收入水平普遍表示不满，各民族对社会分配均存在高度的不公平

感；同时也正是由于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对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巨大冲击，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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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逐步发生嬗变，显示出多样化的明显趋势；社会变迁使各民族城乡居民职业流动和职业选择

机会大大增加，各民族的择业动机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逐步趋向多样化和非传承性（跟父辈不

同）的职业。 

其次，广西各民族的经济心理在具有鲜明共同性的同时，仍然存在诸多显著差异。正是独特

的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对各民族的经济心理产生强烈的影响，使经济心理显示出各自的民族

特征。在一些问题上汉族显示出较高的发展水平或更强烈的倾向，例如，汉族的人生理想目标比

少数民族更多样化（当然，仫佬族甚至比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显示出更多样化的趋势），汉族的

幸福感比少数民族强烈，风险意识和投资意识更强，他们的择业动机更具风险意识，对发展和成

功比较倾向于内部归因，但消极嫉妒心理也更突出。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则是少数民族显示出更显

著的发展水平或更强烈的倾向，如少数民族具有更强烈的进取心和改变现状的愿望，他们对地区

发展和改善自己的生活更具有信心，少数民族对商品经济和商人职业也给予了更为积极和友善的

道德评价，他们对懒惰的品质也更为鄙视，他们对发展和成功较倾向于作外部归因，等等。 

再次，各民族的经济心理特征投射出民族文化深层积淀的民族自我意识。各民族基本都以本

民族为最多的经济合作对象，对本民族商人给予的经济道德信用评价也最高。这一结果揭示，即

使在非常容易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的经济活动领域，民族自我意识也以不可忽视的方式

凸现出自己的存在。此外，对于各少数民族而言，他们大多都把汉族作为自己民族之外最愿意选

择的合作对象。显示出汉族在广西少数民族心目中具有较高影响力和威信，是有能力和受到信赖

的合作对象。 

就广西各民族经济心理各方面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而言，汉、壮和仫佬 3个民族的相似性较大，

可视为一组。仫佬族除在少数方面外，大多数方面都与汉族和壮族持有相似或相近的经济心理倾

向，表现出明显的向主流经济心理趋同的特点；苗族和瑶族之间的相似性最大，又形成另一组，

在许多问题上苗族和瑶族群体都体现了极为相似的态度倾向，从而验证了关于“苗瑶一家”（指

苗族和瑶族的经济、文化、习俗和观念等的相似）的文化评价；而侗族和毛南族则在不同问题上

分别表现出倾向于跟其他民族有相似性或差异性。 

（三）经济心理变迁的特点 

1. 民族经济价值观的变迁比较平稳，但距市场经济客观要求还存在差距 

个人和群体的社会态度的核心是价值观，一个对象（事物或人）之所以使人产生某种态度，

是因为它对于人有意义，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不同的需要决定了人对该对象的意义的评价，

从而使它对于满足人的需要来说具有不同的价值；不同价值的对象会引发不同的态度，因此态度

的实质是外部事物对象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态度可以成为相应的行为动机。 

正如前所述，经济价值观是民族经济心理的核心。同一种价值观可以通过多种经济动机、多

种经济道德认知和评价体现出来。每当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发生变迁时，人们为了适应环境的变

革，会形成改变自己经济行为的愿望，首先要改变既有经济动机，进而逐步对新的经济行为模式

和及其动机给予相应的、不同于以往标准的道德评价。但要指出的是，形成某种新的经济动机并

不等于其经济价值观已经发生真正改变。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凯尔曼（H.C.Kelman）的态度改变三

阶段理论认为，态度的改变包括服从、同化和内化三个阶段。
1
学术界对个人的态度改变是否完全

按照凯尔曼的三段论演进尚有歧见，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即要真正改变个人和群体的人生价

值观，在内心深处真正相信并接受他人的观点，彻底转变态度，把新观点和新思想纳入自己的价

值体系之中，使之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要求，不仅需要出于外部原因去改变行为动机，还必须将

                                                        
1 沙莲香，《社会心理学》，第 247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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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价值真正融入自己的价值观体系之中，使其成为个人和民族群体自觉的行为准

则和评价标准。应该说，广西各民族的人生价值观和经济价值观正在朝着适应市场经济的方向演

变，但跟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还存在诸多差距，比如对经商活动的评价、职业风险意识和管理理

念等方面都明显存在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认知水平和道德观念相距甚远甚至相抵牾的成分。在总

体上，广西各民族的经济价值观的变迁呈现比较平稳缓慢的变化。 

2. 经济动机的变迁呈现急剧变化和多样化趋势 

尽管经济价值观的变迁比较平稳缓慢，但与经济行为直接相关的经济动机则显示出较大的变

化程度。各民族群体的职业选择动机、风险意识、交换动机和消费动机等均表现出较大程度的变

化和多样性趋势。经济动机的这种多样性跟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所有制构成、职业结构、

分配方式和消费内容等方面日趋多样化是密切不可分的。由于篇幅所限，本报告未对广西各民族

的交换动机和消费动机嬗变的特征做具体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经济基础发生的

或快或慢的变化过程中，人们的经济心理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嬗变，尤其是择业动机和消费动机发

生的变迁更是显著。 

3.经济道德心理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过渡 

各民族群体的经济道德心理正处于向与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方向嬗变，而且不同学

历、年龄和职业群体的经济心理有着不同的嬗变特征。概言之，当前各民族的职业满意度不高，

而且近期的满意度水平低于五年前的满意度水平，而与此同时各民族的职业流动意愿大大增强；

此外，高学历、年轻和从事高风险职业的群体的经济心理比较容易接受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和道

德观念，而低学历、老年和习惯于有高度社会保障的职业群体其经济心理则较倾向于传统规范。

各民族的道德心理及道德评价倾向跟他们的经济价值观有关，其嬗变的强度和方向与他们受惠于

市场经济的程度成正比，而与其受害于市场经济（主要是不规范的市场交换活动、恶性竞争和非

市场因素的介入等）的程度成反比。 

（四）民族经济心理变迁的未来趋势 

1. 经济心理的融合与民族自我意识的强化 

   本研究证实，在民族的经济心理中，各组成要素与民族心理的核心即民族自我意识关联程度

不同，因而其变迁速度不一，与主流社会经济心理的融合速度也不一样。从总体上可以预测，经

济心理将比民族心理的其他部分或要素尤其是民族自我意识更快地趋于融合。其次，经济心理的

融合并不必然导致民族自我意识的削弱。国内外许多民族的经济心理都属于现代化类型，并且生

活在相似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但其民族意识依然故我，而且在文化交流、经济生活和国际经贸活

动中继续以新的形式发挥重要作用。这是民族经济心理和民族意识变迁以及相互关系的最好例

证。 

2. 主流经济心理的形成与经济心理的多样化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契约经济，也是道德经济、信用经济。离开法制、契约、道德和信

用，就没有健康的市场经济可言。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心理品质，如商品意识、等价交换观念、契

约意识、诚信观念、效率意识、竞争与合作意识，等等，将在市场经济的实践活动和相应的舆论

氛围中得到继续强化，逐步成为各民族经济心理的主流，市场经济心理品质将在民族文化价值体

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或更大的作用。当然，主流经济心理的形成与经济心理的多样化是同时存

在的两个趋势，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民族经济心理的多样性仍将是维持全球和地区经济活动多

样性和经济活力的内在动力之一。可以预见，即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随着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和融入世界经济主流，民族经济活动和经济心理的多样性也依然将会继续存在，成

为地球村经济中互助互补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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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场经济心理的发展对族际认同感和地缘感的渗透与促进作用 

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及相应心理素质的形成与强化过程，必然渗透到民族心理深层结构中，

对优化民族心理素质、增强各民族之间的认同感和地缘感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首先，市场经济

的发展及相应的经济心理素质的形成，会通过重构、扬弃或吸收等途径或方式，对民族的价值观、

道德认识、道德感、经济信用等都会起到优化作用。其次，在一定条件下地缘感可超越民族意识

而对社区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起更大作用。在关于民族交往心理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地缘感在长

期交融的条件下可以超于民族意识或民族感情之上，对缩小各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有积极的作

用。
1
当经济发展能够使社区获得更大的共同经济利益时，无疑就为社区内部具有共同经济心理素

质的各民族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认同感提供了最好的社会基础，从而将有利于增进多民族地区的

民族团结。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将经济发展的重点向西部地区倾斜，加快开发中国西部地区，不

仅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也是增进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

要基础条件。 

（作者通讯地址：李秋洪，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 南宁市 新竹路５号，邮政编码：530022） 

 

 

【课堂讨论】 
我国族际关系的润滑剂 

--- 试分析少数民族学生的高考“加分”与中国族群关系的社会整合 

 

陆天桥 

 

我国的高考制度中有优先录取少数民族学生的政策，具体来说就是有“加分”的规定。由于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很多原先认为能科学地解决民族关系的规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相

应地，“加分”的规定也引起了一些关于各族考生“机会均等”的思考。就是说对全国 56 各民族

的考生（包括汉族的学生）来说，这种规定是否公平？进而对整个社会来说，这种规定是否合理？

抛开各种主观因素，进行一个价值中立的研究，就会发现这一政策却是其来有自。 

从表面上看对少数民族考生的考试分数降低要求这种规定对汉族学生（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

区的汉族学生）是不公平的，但是若从纯理论上来说，实际上“加分”才是平等的。社会群体间

的互动仰赖于符号介质，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其社会互动的符号系统只蕴含了汉

语言和汉文化，而很少包括其他族群的符号因素（全国通用的人民币上以及全国人大决议所采用

的其它四种文字其功能更多的是政治的）。母语为非汉语的社会成员来到以汉语言为官方语言的

地区，必然会遇到符号冲突而产生社会互动的障碍。同时，在以汉语言为媒介的日常教学和每年

的高考中操非汉语的学生必然处于劣势的地位，就是说考试中的表现不但受到智商变量的影响，

同时还受到诸如语言变量的影响。而大多数操非汉语的学生生下来就只能够接触自己的语言，对

汉语言的选择和对汉文化的习得只能从初中或高中开始，他们对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社会符号系统

自然不能运用自如，即他们对自己的汉语水平并不负有责任。所以，在社会符号的掌握和运用方

面，并非“人人生而平等”。杜尔克姆就向往一种理想状态，即取消遗产继承，使人人开始生活

时都具备平等的条件。使人们生活竞争完全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故以新疆为例，若整个社会

硬件以突厥语族的语言为符号系统而运作的话，则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不必加分，倒是汉族学

生应该给加分。 

                                                        
1 李秋洪：《广西民族交往心理》，第 54 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