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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农民主观幸福感状况调查

———以湖北省随州市和黄冈市为例

孙灯勇

(华中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摘 要 调查了湖北省两个市农村留守农民共计245人的主观幸福感状况。结果表明,当前湖北省农村留

守农民整体幸福感指数中等偏上,但在具体的幸福感维度上,表现出经济状况幸福感和社会环境幸福感状况满

意度偏低。建议国家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强惠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特别是在继续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解决物

价高、看病贵、小孩上学难等问题上力度要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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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观幸福感(subjectwell-being)是衡量人们生

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近年来,有
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受到心理学界的极大关切。比

较一致的观点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己内

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性评价[1]。随着

我国和谐社会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各地政府部门

也意识到应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指数纳入到衡量社

会是否和谐的评价体系当中[2],表明国家政府意识

到提高国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性。2010年3
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

会议召开期间,武汉市市长阮成发代表在面对国内

19家媒体记者提出的热点问题时,也谈到怎样提升

城市地位和综合实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是
武汉市“十二五”规划中要解决的重点问题[3]。随着

国家对“三农”问题的不断重视,国家提出了一系列

有利于“三农”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在一系列有利于

“三农”发展的国家政策支持下,农村向着良好的方

向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居民,特
别是农村留守农民的主观幸福感究竟如何? 幸福感

高与低表现在什么方面? 影响因素包括哪些? 对这

些问题的探讨,对于政府部门进一步制定有利于“三
农”发展的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与借鉴意义。国内

的众多学者对许多类别人群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

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然而,就已有的研究来看,大
多数研究对象主要是集中在城市居民和大中学生当

中,而探讨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状况的研究还

很少,特别是以农村留守农民为调查对象的几乎是

没有。本研究把农村留守农民界定为包括长期在家

种地的,或者农忙在家种地,农闲时在家附近打短

工,或者在农村做生意的农民,不包括长期在外打工

的农民,并着眼于考察农村留守农民的主观幸福感

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一、研究方法

1.调查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抽取湖北省随州市和黄冈

市两地四个乡镇的农村留守居民为调查对象。共发

放调查问卷300份,剔除对问卷内容回答不全、选项

很有规律的和调查对象类型一项选择答案为长期在

外打工的,共回收有效问卷245份。

2.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法。所使用的问卷为郭永玉所编制的

武汉市居民幸福感问卷[2]。考虑到该问卷的有些维

度不适合农村留守农民作答,所以本研究把原问卷

中的工作事业和人际关系两个维度的所有项目及社

会环境维度中的一些项目删掉,共形成包括家庭婚

姻、经济状况、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环境5个

维度,共38个项目的主观幸福感问卷。本研究中该

问卷 的 各 维 度 内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分 别 为 0.727、

0.644、0.730、0.845、0.632,总的内部一致信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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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4,表明本研究中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3.统计方法

采用SPSS11.5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

  二、调查结果

1.描述性统计

由于考虑到现在的很多农村青年基本上长期在

外务工,只是春节期间才回家团聚较短时间,他们长

期生活在城市与工厂,每个月有固定工资,生活方式

和所受的周围环境影响与长期居住在农村的有所不

同,在主观幸福感上也可能会有一些差异。为此,本
研究侧重于探讨农村留守农民(包括以种地为生、农
忙时种地而农闲时打短工、在农村做生意)。所调查

的男性共有124人(50.6%),女性117人(47.8%),
另有4人性别没填为缺失值。平均年龄为40.69
岁。家庭子女数为1个、2个和3个的,分别为

25.7%、46.1%和12.7%。家庭总人口数为3个、4
个、5个和6个的,分别占15.1%、34.7%、27.8%、

12.7%。所调查对象文化水平为高中的为15.9%,
初中的为49.8%,小学及小学以下的为30.2%。已

婚的为89.4%,未婚的为9.8%。长期在家种地的

为51.9%,农忙在家种地,农闲打短工的为17.7%,
农村做生意的为30.4%。个人平均月收入为500
元人民币以下的为22%,500-1000元为18.4%,

1000-1500元的为18.4%,1500-2000元的为

20.8%,2000元以上的为18%。家庭平均年收入

在5000元以下的为14.7%,5000-10000元的为

19.6%,10000-15000元的为14.7%,15000-
20000元的为16.7%,20000元以上的为33.1%。
总体来看,农村留守农民的收入在显著性提高,个人

平均月收入在1000以上的人所占比例为所调查总

人数的57.2%,说明所调查的人中有一半以上个人

平均月收入为1000元以上。从家庭平均年收入来

看,20000元以上的就占33.1%。

2.当前农村留守农民总体主观幸福感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农民总体主观幸福感

指数平均为3.69,表明当前农村留守农民总体幸福

感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而且,该研究结果与郭永

玉等采用基本相同的工具以武汉市居民为对象进行

的主观幸福感调查所得的结果3.74几乎差不多[2],
两者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t=-0.623,p>0.05)。
表明湖北省农村留守农民的主观幸福感与武汉市居

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没有很大的差异。从频数分布

来看,农村留守农民中感到非常幸福的人占23.8%,
比较幸福的人占41.4%,而只有15.5%和2.2%的

人感到不大幸福和很不幸福。湖北农村留守农民的

总体主观幸福感水平为什么与省会城市武汉市居民

的差不多,可能的原因是居住在城市的人有相对稳

定的工作,工资水平也相对较高,各方面的条件相对

较好,所以总体幸福感水平较高。但是,对于农村留

守农民来说,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较低(本研究中初

中和小学及以下的为80%),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

留守农民可能对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方面的追求

少很多,他们主要是依靠体力劳动来谋生,在很多如

粮食、蔬菜、用水等方面都能自给自足,过着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几乎与世无争的生活。农闲时的打短

工也能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一定的收入,没有城市居

民工作中的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竞争压力,所以

农村留守农民在总体幸福感上也相对较好。同时,
随着农村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目前很多农村家庭

拥有摩托车和手扶拖拉机,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些的

家庭甚至购买了小轿车,这也会提升农村留守农民

总体的幸福感水平。
就生活领域的具体幸福感来说,湖北农村留守

农民的幸福感状况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家庭婚姻

(3.703)、心理健康(3.402)、身体健康(3.380)、经济

状况(2.764)和社会环境(2.616)(见图1)。从研究

结果来看,湖北农村留守农民的家庭婚姻幸福感最

高,而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的幸福感最低,这与郭永

玉等对武汉市民的幸福感状况调查基本相一致。对

社会环境各项指标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农村留守农民

对目前的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医疗和养

老保险)等问题、孩子上学学费贵、物价高、看病贵持

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比率依次为41.9%、43.1%、

57.4%、65.2%和76.3%。由此可以看出,农村留守

农民对社会环境中的社会保障、小孩上学学费贵、物
价高和看病贵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满意度非常低。

图1 农村留守农民主观幸福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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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农村留守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

总体看,农村留守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受到性别、
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子女数、家庭总人口数、个人

月平均收入和家庭年平均收入等因素的影响。
从所获得的调查数据结果分析来看,无论是在

总体幸福感上,还是在各具体幸福感维度上,农村男

性留守农民的平均分均高于农村女性,表明农村男

性留守农民的幸福感要比女性的幸福感要高。不仅

如此,从t检验的结果来看,在统计学意义上,农村

男性在总体幸福感(t=2.432,P<0.05)和身体健

康幸福感(t=3.828,P<0.001)上要显著地高于农

村女性。这一调查结果与郭永玉等人以武汉市居民

为调查对象所得的结果刚好相反,他们的调查结果

发现武汉市居民中,女性在总体幸福感和家庭婚姻

幸福感上要显著高于男性,而在身体幸福感维度上

没有差异。究其原因,可能是在农村,主要还是表现

为一种男耕女织的现象,农村主要是以体力劳动来

获得财富,而女性在体力劳动上远远不如男性。从

创造的收入多少来看,农村男性可能要比女性创造

的多很多,因此在家庭的各个方面上可能还是表现

出决策权和话语权掌握在男性手中。同时,农村中

的那种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思想可能仍然有所表

现。
在年龄因素上,本研究把调查对象的年龄分为

30岁以下、30到40岁、41到50岁和50岁以上四

种水平,进行单因素多水平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仅 在 身 体 健 康 幸 福 感 维 度 上 (F =3.949,

P<0.001),不同年龄段的农村留守农民之间有统

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事后的多重比较表明,30岁

以下的农村居民身体健康幸福感显著高于51岁以

上的农村居民,41岁到50岁之间的居民身体健康

幸福感也显著高于51岁以上的居民。这与随个体

的年龄增加,身体的各种免疫能力下降,各种身体器

官功能逐渐衰退,生病的频率和程度也相应增加相

关。同时,农村人的生活和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维护

身体健康和定期的身体体检意识相对较差,年轻时

抵抗能力强,发生疾病的情况少,等到年老时,许多

疾病相继表现出来,而且往往是发现身患疾病时,病
情已经非常严重有关。从家庭所拥有的子女数对农

村留守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来看,拥有不同子女数

的农村留守农民在各个方面的幸福感上均没有显著

性差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一

般来说,子女数越多,家庭的负担就越大,那么作为

父母的压力就越大,幸福感就应更低。对本研究的

这一结果的解释,可能是因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

实施,只能是年龄较大的农村居民才会有更多的子

女数。对年龄较大的农村留守农民来说,他们的孩

子年龄也相对较大,很多孩子可能已经成家,即使是

没成家,也可能在外打工能够自食其力,从而减轻了

父母的负担。因此,父母不会因子女数多而影响到

自己的幸福感。
从文化水平来看,不同文化水平的农村留守农

民在总体幸福感(F=4.087,P<0.05)和身体幸福

感维度(F=4.980,P<0.01)上具有显著性差异。
事后的多重比较表明,具有高中水平的农村留守农

民总体幸福感高于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留守农民,
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高于小学及以下的留守农民。

t检验的结果表明,未婚与已婚的农村留守农民在

总体幸福感(t=-2.382,P<0.05)和家庭婚姻幸

福感维度(t=-2.072,P<0.05)上有显著性差异,
在其他维度上没有差异。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农村留守农

民在总体幸福感(F=3.132,P<0.05)、经济幸福感

维度(F=3.567,P<0.05)和身体幸福感维度(F=
5.885,P<0.01)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事后的多重

比较表明,在总体幸福感方面,长期在家种地的农民

显著低于农忙在家种地,农闲打短工的农民;在经济

状况幸福感维度,长期在家种地的农民显著低于在

农村做生意的农民;在身体健康幸福感维度上,在
农村做生意的显著高于农忙种地,农闲打短工的

农民,农忙种地,农闲打短工的显著高于长期在家

种地的。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农村做生意

还是农闲打短工,他们的经济收入可能都要比仅仅

依靠种地所获得的经济收入多,所以在经济幸福感

方面要高。同时,从身体健康幸福感维度来看,因为

仅在家种地的农村留守农民主要付出的是体力,而
在农村做生意的农民虽然也可能要付出体力,但从

强度上来讲,可能要轻,所以身体健康幸福感要高。
在个人月平均收入上,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随

着个人月平均收入的不同,不同农村留守农民所感

受到的经济幸福感(F=10.844,P<0.001)和身体

健康幸福感(F=3.724,P<0.001)存在显著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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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事后的多重比较表明,个人月平均收入越高,个
体感受到的经济幸福感和身体健康幸福感也越高。
月平均收入在500元以下的留守农民在经济和身体

健康幸福感上最低,月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

留守农民最高。其他方面,不同月平均收入的农村

留守农民幸福感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至于家庭

每年的平均收入影响方面,方差分析的结果与个人

月平均收入的结果基本相同。家庭年平均收入不同

的农村留守农民在经济幸福感和身体健康幸福感上

具有显著性差异。

  三、思考与建议

调查结果表明,湖北省农村留守农民的总体幸

福感状况与湖北省会城市武汉市居民的总体幸福感

状况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这也说明,随着

国家政府部门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并出台一系列

有利于“三农”发展的政策及这些政策的实施和推

进,如新农村建设、村村通公路、免征农业税、大幅度

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补贴农机具购置、农村电网和

危房改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小学义务教

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农村低保等等,使得农村

居民在经济收入上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相应地,他
们的主观幸福感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而,从本

研究来看,农村留守农民在经济状况幸福感维度和

社会环境幸福感维度上满意度还很低,幸福感指数

分别为2.764和2.616,属于中等偏下。因此,建议

国家政府部门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在目前已做的基

础上,在以下几个方面更上一层楼:

1.提高农村留守农民的经济收入

最重要的问题是想一切办法努力提高农村留守

农民的经济收入。不仅要对农民种粮进行直接补

贴,还应该引导农民如何科学地进行种粮,还要在物

价上进行有效地调控。政府部门应考虑到农民种粮

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虽然说对农民种粮进行

了补贴,但是随着物价的增涨,农民在购置种子、化
肥和农药等开支上也有很大的涨幅。这与本调查中

农村留守农民所表现出的对当前的物价满意度偏低

是一致的。
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留守农民主观幸福感方面

的差异,建议政府部门尽可能多方面、多渠道地为农

村留守农民提供农闲兼职打工的机会,如在农村建

立便利的交通等以便为招商引资提供良好条件,让
一些企业到农村建立工厂等等,都可以给当地的农

村留守农民带来许多创收机会。
鉴于农村留守农民因文化水平不同导致的主观

幸福感方面的差异,建议政府部门针对农村留守农

民,在农村建立义务的服务性学校和农村图书室,开
展各种知识文化下乡活动,以便提高农村留守农民

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让他们能够熟练地掌

握一种劳动技能,科学地进行种地和兼职打工,从而

提高经济收入。

2.完善针对留守农民的各项保险政策与义务服

务活动

应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农村留守农民的医疗保

险、养老保险、低保等政策,以解决农村留守农民看

病贵、年老了的生活担忧等问题。虽然目前国家政

府部门已在农村实施新型合作医疗政策,然而能够

由国家报销的往往是杯水车薪,大部分医疗费用还

得由农民自己出,少则几千,大则几万,往往是农

村家庭一人得重病,就有可能把一家几十年的积

蓄花光,甚至是人财两空,以至有些家庭干脆放弃

治疗。
针对不同年龄农村留守农民的身体幸福感有显

著性差异,建议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要求相关医

疗机构每年尽可能定期免费、义务地给农村留守农

民进行身体检查,这样既可以做到农村留守农民有

疾病早发现早治疗,也从经济上为他们减轻很大的

负担,并有可能提高整个农村留守农民的平均寿命。
同时,还应加强对农村留守农民进行科学健康生活

和良好卫生习惯知识方面的宣传。

3.加大农村孩子上学难的各种政策扶持力度

虽然我国已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很多年,但一个

中学生或高中生一个月还是需要几百块钱的各种花

费,这对某些经济收入偏低的农村家庭来说,仍是一

笔不小的开支。对于一个农村家庭,假如有两个孩

子同时在大学读书,那么这两个孩子每年的学费就

得一万元左右,在校生活费和其他各项开支两人加

在一起也得将近一万左右,这笔开支对于很多仅靠

种地的农村居民来说,可能会是更大的压力。
目前,虽然国家政府部门已针对贫困学生进行

了一定的困难补助,但力度还应加大。一个方面是

补助的金额应加大;另一个方面是补助的对象,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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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主要集中在大学生,还应向农村中小学生延伸。
同时,对中小学生,不仅要继续实行九年免费义务教

育和困难学生补助政策,条件许可时,国家政府还应

考虑给予农村孩子在接受义务教育阶段的适当生活

补贴和对上学的农村孩子家庭给予某些奖励,这对

提升留守农民的社会环境幸福感,降低农村儿童失

学率和提高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强国富民也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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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农村人力资源的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农村人力资源的数量、身
体素质、文化水平、科技素质、思想观念和结构等方面的现状,发现当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着诸如中

小学教育状况不容乐观、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农村医疗保健事业发展滞后、农民的自我开发意识不强等问题,并
就有效开发当地农村人力资源提出了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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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里杜鹃风景区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与

大方县交界处,因辖区内盛产杜鹃花而得名。百里

杜鹃风景名胜区是2007年7月被贵州省委批准成

立的正县级单位,受大方和黔西两县委托,管理大方

县普底乡、大水乡和黔西县金坡乡、仁和乡以及大

方、黔西两县部分乡镇所涉及的村(组),共计54个

村(居),其中,普底乡、大水乡、金坡乡和仁和乡是整

体划入。该辖区内山多地少,总面积近500平方千

米,其中耕地面积为7288公顷,以种植玉米、马铃

薯、烤烟为主。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作为贵州省的

贫困地区,农民收入较低,要让农民尽快脱贫致富,
关键在于对当地农村人力资源现状进行深入的调查

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地农村人力资源进行有效

开发。
在有关人力资源的表述中,吴中伦[1]认为人力

资源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人口总体所具有的劳动能力

总和。余文华等[2]根据资源的一般性界定,认为人

力资源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人力资源是一个

社会经济单位可开发利用的,未经劳动加以改造过

的、现存的各种形态的劳动力的总和。本文所指的

农村人力资源是狭义的农村人力资源,即在一定的

时空范围内,能够推动本区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

具有智力劳动能力和体力劳动能力的农村适龄劳动

人口。结合当地实际,笔者把农村人力资源的对象

定义为16~60岁的农村劳动力,不包含该年龄段的

在校学生、军人及缺乏劳动能力的残疾人。

2008年7-8月,笔者组织了18名大学生志愿

者前往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以所辖大水乡、普底乡

为主要调查点,对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农村人力资

源的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以农户为调查对

象,通过现场访谈填写调查问卷170份,回收有效问

卷162份,问卷有效率为95.29%;以16~60岁农

村劳动力为调查对象,通过现场访谈填写调查问卷

760份,回 收 有 效 问 卷 746 份,问 卷 有 效 率 为

98.16%。

  一、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农村人力
资源的现状

  1.农村人力资源的数量状况

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共有人口93813人,其中

农村人口92204人,占总人口的98.28%。根据调

查分析得知,2008年,162户农户家庭中共有人口

883人,其中16~60岁的农村劳动力为462人,占家

庭总人数的52.32%。依此来估算,2008年,百里杜

鹃风景名胜区约有16~60岁的农村劳动力48241
人,也即该辖区农村人力资源的数量为48241人。

2007年,所调查的162户农村家庭共有耕地

63.1公顷,经计算,16~60岁的农村劳动力人均耕

地面积为1367.35平方米,比全国农村劳动力人均

耕地面积少933.8平方米(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

农业普查主要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农村劳动力人

均耕地面积为2301.15平方米[3])。加之,百里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