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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陕西省合阳县10个乡镇110个村干部在新农

村建设时期的工作动力源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村干部工作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村民与上级的支持及发展机会

(如进修学习、培训等);村干部工作的动力还来自于熟人社会的村庄归属感、为民服务获得的补偿性工资及成就

感;“面子、名望、在职消费或其他工资外收益”等方面的驱动力作用非常微弱,在“没有村庄集体资源”实际条件

下,该类动力源的激励作用可能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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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农村建设时期,如何有效地激励村干部的

工作热情,对于促进乡村社会和谐、农村经济发展有

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专门研究“村干部工作动力源”的文献并不多

见。Rozelle将村干部的工作行为积极性的驱动力

因素概括为3种:经济利益追求、社会声望、政治追

求。他指出由于政府官员不从村一级干部中选择,
村干部的政治前途基本上被堵死,他们的工作积极

性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基本的经济利益追求和社会声

望等精神追求[1-4]。吴毅认为村干部“想当干部以及

想当好”的工作动力来自于对物质报酬和精神报酬

的获取(程度)。村干部这个群体有着自己特殊的利

益诉求:一是物质报酬,包括比普通村民更高和更加

稳定的经济收入及因掌握比村民更加广泛的社会资

源而获取的物质报酬(如人缘关系,办事方便等);二
是通过履行职务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事业成就感

和社区威望。而当村干部并不能实现对物质报酬和

精神报酬的顺利获取时,就会出现不作为的行为选

择[5]。贺雪峰等认为村干部工作行为的驱动力主要

来自于:经济利益与社会声望,至于政治追求,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除极少数村官之外,绝大多数村干部

均缺少实现政治晋升空间;村干部积极的工作行动,

要么是为了经济性收益,要么是为了社会性的收益

(如社会声望等),如果什么收益都没有,他是不会按

照制度(尤其是自上而下实施的制度)要求来行动

的[6]。于秀江以珠三角地区93个村干部为例,采用

主成分分析研究了发达地区村干部工作动力源(归
属需要、权力需要和成就需要)。将影响村干部工作

绩效的“工资、留职意愿、发展机会、工作兴趣、工作

时间、工作压力、上级支持、村民支持、上级监督、村
规约束”等因素降维成为4个主成分,即上级激励

(由上级支持和上级监督这2个指标综合反映)、自
我激励(由工作兴趣和留职意愿这2个指标的综合

反映)、村民激励(由村民支持和村规约束这2个指

标综合反映)和发展机会。进而,又将上级激励(上
级支持、上级监督)归为村干部的权力需要———理由

是上级的支持可以给村干部带来更大的权力;将自

我激励(工作兴趣、留职意愿)归为村干部的成就需

要;将村民激励(村民支持、村规约束)归为村干部的

归属需要。最后分析认为,发达地区村干部的动力

源主要来自于权力需要和归属需要[7]。
对于已有相关文献可作如下简要总结:我国村

干部的工作动力源既有来自于物质性需要,又有精

神性需要。物质性需要的内容,不仅包括制度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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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收入,还包括了担任村干部期间可获得的其他物

质性资源(如办事的便宜、礼物、在职消费等)。精神

性需要,主要是指归属感,还有社会地位、个人声望

等。至于村干部政治需要,由于制度性歧视的存在,
基本上不存在其实现的空间。

已有文献存在3个不足之处:第一,从研究的方

法上看,主要是从理论上简要论述了村干部工作动

力源的类别,缺少实证分析,尤其是缺少缜密的计量

研究;第二,从研究区域来看,研究样本缺乏对落后

地区的关照,也缺乏全国性大样本及区域性样本;第
三,从研究内容上看,虽然也有学者考虑到了工资外

的物质性因素,但由于受到数据的难以获得性、研究

区域的差异性等因素制约,鲜见有人专门研究村干

部的灰色收入问题。
中国农村问题集中在中西部农村地区,这些地

区以纯农业为主,严重缺乏村集体资源。在新农村

建设面临财政约束和村庄资源约束的双重制约下,
如何激励该地区村干部工作积极性,使其更好的服

务三农、促进新农村建设发展,十分重要。2010年

10月,笔者对陕西省合阳县10个乡镇的110名村

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样本县属于典型的农业县,
该县下辖的村庄特征正如吴毅描述那样——— “集体

经济缺失,村治资源匮乏”[5]。实际上,这类纯农业

型村庄在目前内陆地区占据绝大多数。本文以陕西

省合阳县为例,采用定量化方法,研究了村干部工作

动力来源及其驱动力大小,对于我国欠发达地区乡

村干部激励机制设计的方向和强度大小安排有着较

为普遍的借鉴意义。

  一、理论分析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层次由低

到高依次划分为5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
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较低级的需

要是生理和安全需要,较高级的需要是社会需要、尊
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当一种需要得到满足后,
另一种更高层次的需要就会占据主导地位。一个层

次的需要相对地满足了,就会向更高一层次发展。
五种需要不可能完全满足,越到上层满足的百分比

越少。在同一时期内,一个人可能同时存在几种需

要,因为人的行为是受多种需要支配的。但是,每一

时期总有一种需要是占支配地位的。
在欠发达地区,村干部的需求层次还处于比较

低的水平上或者处于由较低层次正在向较高层次过

渡时期。从物质需要层面看,为了满足自己及其家

人基本的生理需求以及安全需求,村干部有着较强

的对工资报酬及其退休保障等的物质需要。同时,
村干部担任村官,还渴望得到村民们的支持,获得熟

人社会中的归属感,赢得村民的尊重。现阶段,村干

部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与村干部的尊重需要并存,
换句话说,村干部的需求现状既有来自较低层次的

物质性需要,又有来自精神层面对尊重的需要。
从与发达地区比较的角度来看,在中西部落后

农村地区的熟人/半熟人社会里,村干部往往具有着

较高的归属需要,他们的成就需要或权力需要可能

要较低一些。不过,村干部的这3种需要也会随着

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过去(免除农业税以

前),村干部曾一度被基层乡镇政府行政化,有着较

高的权力需要和成就需要,那时的归属需要则表现

得较低。在免除了农业税的今天,村干部表现得比

较乐于为村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并渴望赢

得村民的认可、尊重及社会声望,他们希望在村庄内

部获得地位,赢得面子、尊重,重塑新形象,这时,村
干部需要的更多的则是高归属需要。除精神层面的

归属需要,村干部仍抱有对工资报酬的强烈需要。
因此,从理论上讲,村干部工作行为的动力源可能主

要来自于精神层面的归属需要与物质层面的工资报

酬需要。相比而言,在发达地区,在发达地区村干部

的基本工资只占个人收入很小的一部分,村干部则

可能主要追求对权力需要及成就需要的满足。
尽管,有更多的学者认为村干部基本上没有什

么政治发展机会,但这并不能否定村干部正当的政

治诉求。实际上,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
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分化不断深化,乡村权力

结构也呈现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熟人/半数人社会

逐渐世俗化,在这种新的格局下,村干部渴望能够拥

有更多权力或者晋升为公务员,以便在管理村级事

务过程中能实现权威,并谋求更多发展机会,使其乡

村精英角色能与时俱进。

  二、实证研究

1.调查的基本情况

2010年10月,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陕西省

合阳县10个乡镇110名村干部的工作的动力源进

行了调查。发放问卷154份,回收134份,有效样本

量有110个。村干部基本特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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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村干部基本特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特征变量 分类 人数 占比/% 特征变量 分类 人数 占比/%

职务
村支书 81 74

男女比例
男 102 93

村主任 29 26 女 8 7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71 65

年龄
40岁以下 22 20

高中 31 28 40~50 32 29
大专及以上 8 7 50岁以上 56 51

  由表1可以看出,在被调查的村干部中,受教育

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年龄偏高(平均年龄49
岁);调查对象是村支书和村主任,并且以村支书为

主;村干部以男性同志为主,女性村干部占7%。

2.村干部工作动力源的描述性分析

为了研究村干部的动力源,根据Likert五点量

表法(1表示“很不赞同”;2表示“较不赞同”;3表示

“没意见”;4表示“比较赞同”;5表示“非常赞同”),
设计了16个题目测量村干部工作动力源,见表2。
在设计问卷的时候,我们基于团队长期对村干部问

题的研究及田野调查,重点参考了 Rozelle的研究

成果,并借鉴了于秀江的问卷设计思路。表2是动

力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村干部工作动力源的描述性统计量(n=110)

村干部工作的动力源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1)替民做事、替大家服务而
获得的成就感 1.00 5.00 3.8727 0.8362

(2)村民认同,从而获得一定
的村庄归属感 1.00 5.00 3.0545 0.9563

(3)使自己在村庄觉得更有
面子一些 1.00 5.00 2.6818 1.0310

(4)村干部工作可以带来一
定的工资收入 1.00 5.00 2.4364 0.9339

(5)当 干 部 会 有 其 他 个 人
收益 1.00 4.00 1.9455 0.8762

(6)可以赌一口气,证明我也
可以当村干部 1.00 5.00 2.3273 0.9964

(7)当选村干部可以为自己
或家族扬名 1.00 5.00 2.1364 0.8402

(8)担任村干部能提高个人
社会声望 1.00 5.00 2.8727 1.0237

(9)广大村民支持和拥护 2.00 5.00 4.0642 0.7610
(10)上级的支持 2.00 5.00 3.6091 0.8995
(11)自己的个人兴趣,我就

是想当干部 1.00 5.00 2.3000 0.7728

(12)当村干部的动力来自于
广大村民的监督 1.00 5.00 3.4364 0.9338

(13)当村干部工作可以带来
一定的在职消费 1.00 5.00 2.4818 0.9743

(14)村干部工作可以提高自
己的身份地位 1.00 5.00 2.2727 0.8557

(15)村干部工作可以带来很
多发展机会 1.00 5.00 3.5091 0.9162

(16)希望下一届能继续连任 1.00 5.00 3.0636 0.9794

从描述性统计量可以看出,村民支持和拥护、替民做

事/替大家服务所获成就感、发展机会等三项得到了

村干部较高赞同,成为村干部眼里主要的驱动力来

源;继续连任、归属感、村民监督这三项驱动力的评

价较模糊;面子、工资收入、证明自己、扬名、声望、地
位、在职消费、工资外收入等因素的赞同度较低,在
村干部看来,这些因素驱动力不强。

3.村干部工作动力源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数据分析采用了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一
共产生了5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这5个因子对

方差总的解释度达到76.35%,对方差的解释度较

高。而且问卷的总体信度进行了检验,α=0.70,表
明我们的问卷整体信度较高。

运用SPSS10.0软件进行了因子分析。如表3
所示,Bartlet球体检验结果相关矩阵为单位矩阵的

假设(显著性水平=0.00),KMO值为0.86。这两

个指标联合起来检验的结果表明,我们可以用因子

分析法。本文因子分析采用了斜交旋转,一种常见

的做法是,仅保证每个因子上的载荷超过0.55 [8],
具体载荷情况见表3。

从旋转后的载荷情况来看,在第一个公因子上,
载荷超过0.55的动力源有:身份地位的提升、扬名、
兴趣、工资外其他收益、在职消费、自我实现(证明自

己)、面子、社会声望等因素的信息,这些驱动力因素

可以归纳为社会性收益与工资外物质性收益。在第

二个公因子上,载荷超过0.55的驱动力因素有:村
民支持与拥护、上级的支持、继续连任,这3个因素

可以归纳为村民和上级支持(因为只有上下支持,才
可获得继续连任)。在第三个公共因子上,只有一个

驱动力因素:发展机会(进修、学习、培训等),载荷

0.788,即该公因子主要反映了发展机会的动力源。
在第四个公共因子上,载荷超过0.55的有两个驱动

力因素:村庄归属感与村民的监督或舆论力,可以归

纳为村庄归属感。第五个公因子上载荷超过0.55
的驱动力因素是工资收入与替村民做事的成就感。
至此,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可将新农村时期村

干部工作动力来源归纳为:社会性收益(如面子、名
望、地位等)和工资外物质性收益(如灰色收入、在职

621



第3期 郭 斌 等:村干部工作动力源研究———基于陕西省合阳县10个乡镇110位村干部的调查  

表3 村干部动作动力源结构

村干部工作动力源
因子载荷

1 2 3 4 5
(14)村干部工作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 0.733
(7)当选村干部可以为自己或家族扬名 0.691
(11)个人兴趣,就是很想当干部 0.642
(5)当干部会有其他个人收益(如灰色收入等) 0.639
(13)当村干部工作可以带来一定的在职消费 0.615
(6)可以赌一口气,证明我自己也可以当上村干部 0.591
(3)使自己在村庄觉得更有面子一些 0.578
(8)担任村干部能提高个人社会声望 0.551
(9)广大村民支持和拥护 0.750
(10)上级的支持 0.676
(16)寄希望于下一届能够继续连任 0.555
(15)可以带来很多发展机会(如进修、学习、培训) 0.788
(2)村民的认同,从而获得一定的村庄归属感 0.843
(12)广大村民内部的监督、舆论力 0.568
(4)村干部工作可以带来一定的工资收入 0.742
(1)替民做事、替大家服务,从而会有一定的成就感 0.663

消费或其他工资外收益)、村民和上级的支持、发展

机会、农村地区熟人社会的村庄归属感、为民服务并

获得的工资收入及成就感。
从村干部动力源的驱动力(均值)排序来看,如

表4所示,村干部工作动力最主要的来源是村民和

上级的支持、发展机会;其次,村干部工作的动力还

来自于熟人社会的村庄归属感、为村民服务的工资

收入与成就感;再次,来自诸如“面子、名望、在职消

费或其他工资外收益”等动力源的驱动力非常微弱,
村干部对这些动力源持否定(即不赞同)态度。由于

没有什么村集体资源,村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而且

村集体往往还有负债压力,“面子、扬名、在职消费

或其他工资外收益”等驱动力机制便很难奏效或根

本就没有什么激励作用。
表4 驱动力大小排序(n=110)
动力源 均 值 标准差 排序

村民和上级的支持 3.58 0.92 1
发展机会(进修、培训、社会关系网络等) 3.51 0.92 2

农村地区熟人社会归属感 3.25 0.88 3
为民服务获得的工资收入及成就感 3.16 0.94 4
社会性收益及工资外物质性收益 2.38 0.86 5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我国新农村建设时期村干部工作动力源

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当前村干部的工作动

力源有村民和上级的支持、发展机会、村庄归属感、
为村民服务的工资收入与成就感、社会性收益(如面

子、名望、地位)以及工资外物质性收益(如灰色收

入、在职为私消费或其他工资外收益)。②从驱动力

大小来看,村民和上级的支持、发展机会(进修、培训

等)、农村地区熟人社会的归属感、工资收入对村干

部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声望、面子等精神性动力

源以及灰色收入、在职消费、工资外收益等动力源的

所能发挥的激励作用较微弱。基于此,提出如下政

策建议:
1.增加村干部的发展机会

(1)增加优秀村干部可以晋升为公务员的机会。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较长时期里,晋升为公务员曾是

村干部职位最大的动力。然而,近30年来村干部晋

升为国家公务员的空间却非常小。可喜的是,2010
年公务员招考中有了新的变化:增加了基层工作者

包括村干部报考国家公务员的比例。政府应该继续

增加新农村建设时期村干部的发展机会,除了公务

员考试制度外,也可以借鉴古代“举孝廉”的方式。
吸纳村干部为公务员的方式应多样化。

(2)加强对村干部培训。对合阳县110村干部

(村支书和村主任)的调查、访谈结果表明,村干部普

遍较认可“村官新农村建设培训”工作。他们认为,
培训使他们深入了解了农村工作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还参观了农业新品种、新技术,也树立了农业发

展新观念(产业化养殖、发展苗木、盆景花卉、大棚蔬

菜、设施农业等),了解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意义,学
会了如何提高村干部的素质。村干部普遍认为“村
官培训”有助于提高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
2.提高村干部工作积极性

据我们近些年的田野调查发现,随着国家新农

村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陕西省农民饮水、乡村道

路、农业灌溉等条件实现了一些明显地改善。不过,
由于农民搭便车现象的普遍存在,要很好解决农民

合作问题、农村共产品和公益服务供给问题,还得依

赖于健全而完备的村级基层组织。政府应进一步加

大、加强农村组织及其村庄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这
将成为村干部工作积极性提高的重要源泉。政府持

续、有力的财政支持,将会使村干部在村庄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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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供给中大有作为,最终将有助于我国经济社

会和谐发展。
3.适度提高村干部工资待遇

落后地区村干部既缺乏政治晋升空间和发展机

会,又很少能外出打工,因此,如何制定一个适度合

理的工资报酬标准,对于广大落后地区的村干部将

会有着一定的吸引力。应适度提高落后地区村干部

现有的工资水平,并继续鼓励县级财政把工资直接

打入村干部账户的工资发放做法,建立、健全对拖欠

村干部工资的惩罚机制。此外,调查中我们了解到

村干部对“卸任后无任何保障”充满了后顾之忧。当

这些保健性因素较欠缺时,村干部工作就缺乏动力,
并且,还会抱有怨言。因此,未来如何提高村干部的

工资待遇、如何解决村干部卸任后社会保障问题,将
影响着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及其村级组织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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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A &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

Abstract Basedonthesurveyof110villageleadersfromtentownsinHeyangcounty,Shaanxi
province,thispaperanalyzestheworkingmotivatorsintheconstructionofnewsocialistcountrysideby
usingexploratoryfactoranalysistechnique.Theresultshowsthatthefirstimportantmotivatorscome
fromthesupportofvillagersandthehigheradministrativedepartmentsandthedevelopmentopportuni-
ties(e.g.studyinginacollegeortraining).Villageleaders’motivatorsarealsofromthesenseofbe-
longingsandtheincomesasthecompensationfortheiragriculturalserviceaswellasthesenseofa-
chievement.Constrainedbythepoorconditionofvillagecollectiveproperty,themotivatorsfromface,

reputation,administrativeconsumption,aswellasthegrayincomearetheweakestpoints.
Keywords villageleaders;workingmotivates;motivatesconstruction;motivatingintensity;con-

structionofnewsocialist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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