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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居民社会成就归因实证研究*

———以湖北省利川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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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1958年美国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创立了归因理论后,关于成就归因的研究已经日趋成为各

个学科关注的焦点。在总结回顾国内外有关归因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湖北省利川市市民样本数据为依据,采
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通过对社会成就归因数据的因子分析,得出了我国城镇居民社会成就归因的二维

分类,即内归因倾向的个人因素归因和外归因倾向的家庭社会因素归因。通过对社会成就归因数据的多元回归

分析,得出了我国城镇居民:性别、年龄、户口类型以及婚姻状况对内在个人素质因子和外在家庭社会因子均没

有显著性影响;受教育程度、年总收入对内在个人素质因子和外在家庭社会因子均有不同程度与不同范围的显

著影响。通过线性回归模型的建立,解释了我国城镇居民社会成就归因的影响因素和现状以及社会开放性和公

平程度,并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城镇居民的性别公平、户籍公平已经逐步走向完善与成熟;人力资本和经济状况

仍然影响着城镇居民的归因态度和倾向;城镇居民倾向于对获得社会成就来说内外因素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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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因理论是研究人类行为因果规律的理论,是
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理论之一。自1958年美国心理

学家弗里茨·海德在《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中创立

了归因理论后,关于归因的研究久盛不衰。1979
年,美国心理学家伯纳德·韦纳[1]构建出了成就归

因理论,从而掀开了归因理论研究的新篇章。20世

纪80年代后,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成就归因理

论有了新的发展。社会认知的主体不只是个人,也
可以是群体甚至是社会公众。既可以用心理学的实

验法来研究成就归因,也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

究社会大众的成就归因。20世纪80年代末归因理

论被引入中国,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杜林致[2]

着重分析了文化与归因的关系;刘永芳[3]主要从应

用角度分析了归因的意义和重要性;章志光[4]则从

社会心理学角度阐述了成就归因的理论及其发展。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归因理论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也呈现出多元化。钟毅平[5]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介

绍西方社会认知与归因研究的发展与成果上,而台

湾学者关秉寅等[6]则运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
过定量的统计分析,研究了台湾公众的成就归因问

题,等等。
社会成就归因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对自己获得社

会成就的原因及所需条件的认知与解释。与传统心

理学所关注的归因理论不同,社会成就归因的归因

对象是社会成员所取得的社会成就,如社会地位、
金钱和权力等;同时,社会成就归因研究关注的不

是个人,而是社会大众对成就归因的倾向性与规

律性。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转型,我国社会

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随着社会流动的

加速和社会分层的日趋明显,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

与行为方式也在随之改变。社会成就归因反映了社

会成员对其社会成就获得的认知,决定了社会成员

努力的方向和动力,同时可以折射出我国转型社会

的开放性水平与公平程度,是建设和谐社会需要考

虑的重要依据。为此,本文通过对利川市民样本数

据的定量分析,得出我国城镇居民社会成就归因的

分类及影响因素,由此来反映我国社会的发展程度,
为社会管理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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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城镇居民社会成就归因模
型的构建

  1.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07年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受湖北省利川市政府资助完成的一项题为“利川民

生与和谐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的研究项目。该项目

运用4种调查方法收集各方面的数据资料:其一,召
开了一次全市科、局级干部座谈会。其二,在全市范

围内进行了一次以民生与和谐社会建设为主题的问

卷调查。在利川市范围内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

了1000位利川市民,最后确定的有效问卷为963
份,问卷有效率为96.3%。其三,广泛收集各种统

计和文献资料。其四,通过对利川各方面典型人士

的深度访谈收集资料。

2.研究方法及变量

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数据的分析主要采

用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
其中,对社会成就归因采用因子分析法以简化变量;
对社会成就归因与社会地位的关系研究采用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法。
社会成就归因是因变量,用9项指标来测量社

会成员的社会成就归因取向,即家庭背景或出身、社
会关系网、机会或运气、个人天赋与能力、个人努力

奋斗、个人文化程度、个人政治身份、家庭经济实力

以及父母受教育水平。在调查中,要求被访者根据

自己的经验来主观判断这9项指标的重要性并对其

进行评分,认为最重要的打10分,最不重要的打1
分。在统计中作定距变量处理。用如下6个自变量

来反映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①性别,统计分析中作

二分变量处理,男性为1,女性为2;②年龄,为被调

查者的实足年龄多少周岁;③婚姻状况,分为已婚

者、未婚者或其他;④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其以

下、初中毕业、普通高中毕业、职高毕业、中专/技校

毕业、大专毕业以及本科及其以上;⑤户口类型,分
为城市户口以及农村户口两类;⑥家庭年收入,分为

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以及高收入。
其中定类自变量在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时作虚拟变量

处理。

3.模型的建立

我国城镇居民社会成就归因的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图中左边的社会成就归因为问卷中已经涉

及的9个问题,即家庭背景或出身、社会关系网、机

会或运气、个人天赋与能力、个人努力奋斗、个人文

化程度、个人政治身份、家庭经济实力以及父母受教

育水平。经过因子分析之后可以简化为内因归因倾

向的个人因素因子(即倾向于将社会成就归因于个

人因素)与外因归因倾向的家庭社会因子(即倾向于

将社会成就归因于家庭和社会因素)。而图中右边

的6个自变量(性别、年龄、婚姻、文化、收入、户籍)
主要反映了社会成员的个体差异。线性回归模型主

要用于验证和解释社会成员的个体差异与社会成就

归因之间的联系。

图1 社会成就归因模型

  二、我国城镇居民社会成就归因
分析

  1.社会成就归因的因子分析

将测量社会成就的9个因素进行因子分析,经
旋转后得到2个因子(见表1)。2个因子分别命名

为“内在与个人素质因子”和“外在与社会家庭因

子”。“内在与个人素质因子”包括个人文化程度、个
人努力奋斗、个人天赋与能力、父母受教育水平以及

个人政治身份,可以看出这5个因素与人力资本相

关,也就是成功的内在影响因素;“外在与社会家庭

因子”则包含家庭背景或出身、社会关系网、家庭经

济实力以及机会或运气,这4个因素与社会资本相

关,可以说是成功的外在影响因素。
表1 各项成就因素因子分析统计表(旋转后)

成就因素 公共因子I负载值 公共因子II负载值

个人文化程度 ┈┈┈┈┈ ┈

0.8042 -0.07367
个人努力奋斗

┈
┈

┈
┈0.7898 -0.26512

个人天赋与能力

┈
┈

┈
┈0.6759 0.09181

父母受教育水平

┈
┈

┈
┈0.5446 0.05939

个人政治身份

┈ ┈

┈┈┈┈0.5138 0.16920
家庭背景或出身 ┈┈┈┈┈ ┈

-0.11776 0.8669
社会关系网

┈
┈

┈
┈-0.06814 0.7497

家庭经济实力

┈
┈

┈
┈0.12613 0.5252

机会或运气

┈ ┈

┈┈┈┈0.07606 0.2089

公共因子命名
内在与个人

素质因子(F1)
外在与社会

家庭因子(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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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社会成就归因的多元回归分析

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群究竟是如何看待这2个社

会成就因子? 具有哪些特征的人群倾向于把成就归

结为内在因素? 具有哪些特征的人群倾向于把成就

归结为外在因素? 为了研究社会成就归因与社会地

位的关系,我们将性别、年龄、户口类型、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和家庭收入作为自变量与2个公因子作回

归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影响社会成就归因的多元回归分析

自变量   
模型Ⅰ个人素质因子(F1)

标准化系数 t检验结果 显著性水平

模型Ⅱ家庭社会因子(F2)
标准化系数 t检验结果 显著性水平

男性a -0.088 -1.37 0.172 0.027 0.46 0.648
年龄 -0.003 -0.80 0.426 -0.001 -0.21 0.576
城市户口b -0.046 -0.58 0.565 0.030 0.41 0.683
文化程度(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0.217 1.48 0.139 0.245 1.83 0.068
 普通高中 0.340 2.20 0.028 0.326 2.30 0.022
 职高 0.418 2.02 0.043 0.104 0.55 0.583
 中专/技校 0.193 1.14 0.253 0.477 3.09 0.002
 大专 0.109 0.68 0.497 0.597 4.04 0.000
 本科及以上 -0.036 -0.22 0.829 0.582 3.76 0.000
婚姻状况(参照组:其他)

 未婚 0.098 0.26 0.796 -0.195 -0.56 0.576
 已婚 -0.096 -0.26 0.795 0.016 0.05 0.963
年总收入(参照组:中高收入)

 低收入 -0.230 -1.18 0.238 0.256 1.43 0.152
 中低收入 -0.146 -0.77 0.442 0.387 2.23 0.026
 中等收入 -0.244 -1.22 0.221 0.349 1.92 0.056
 高收入 -0.282 -1.16 0.244 0.353 1.59 0.112
 常数 0.239 0.52 0.606 -0.719 -1.69 0.091
 可决系数 0.036 0.068
 F值 3.110 0.000 5.120 0.000
 注:①a参照组为女性,b参照组为农村户口;②显著性水平P 值小于0.5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观察表2中的数据,F 值通过检验,说明这2个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成立,即内在个人素质归因因子

和外在家庭社会归因因子与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

系。从调 整 后 的 R2 值 来 看,模 型Ⅰ的 R2 值 为

0.036,模型Ⅱ的R2 值为0.068,说明回归方程的消

减误差比率不高,即样本回归方程的代表性一般。
再观察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水平,可以看

出:第一,性别、年龄、户口类型以及婚姻状况对内在

个人素质因子和外在家庭社会因子均没有显著性影

响。这说明性别、年龄、户口类型以及婚姻状况不同

的社会群体没有显著不同的社会成就归因。第二,
受教育程度、年总收入对内在个人素质因子和外在

家庭社会因子有不同程度、不同范围的显著影响。
这说明受教育程度和年总收入不同的群体在不同范

围、不同程度上有显著不同的社会成就归因。从受

教育程度来看,模型Ⅰ显示学历是普通高中以及职

高毕业者对内在个人素质因子有显著性影响,其他

学历者对此因子没有显著性影响。即普通高中以及

职高毕业者倾向于把社会成就归结为自己的人力资

本,比较两者系数来看,职高毕业者认为获得成功的

内在个人素质更为重要。模型Ⅱ显示学历是普通高

中、中专或技校、大专、本科及以上者对外在家庭社

会因子有显著性影响,其他学历者对此因子没有显

著性影响。可以认为普通高中、中专或技校、大专、
本科及以上毕业者更倾向于把社会成就归因于外在

的社会资本。比较几者间的系数,发现相比较其他

学历者,大专学历者认为外在家庭社会因子是获得

社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其次是本科及以上学历者。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受教育状况还是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人们归因倾向的。而且对于人力资本和社

会资本重要性的认知往往与自身的条件相反,即拥

有社会资本的群体认为人力资本重要,而拥有人力

资本的群体则认为社会资本更重要。从年总收入来

看,只有中低收入对外在家庭社会因子有显著性影

响,其他收入者对内在个人素质因子和外在家庭社

会因子均没有显著性影响。中低收入者倾向于外在

归因,也就是说中低收入者认为获得社会成就外在

因素更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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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论与思考

1.我国城镇居民的性别公平、户籍公平和婚姻

状况已经逐步走向完善与成熟

我国社会的传统思想是男尊女卑,一般会认为

在激烈的竞争中男性会比女性更容易取得成功。西

方的成就归因理论认为强势群体比弱势群体更易获

得成功,并且强势群体更倾向于社会成就的内在归

因,弱势群体则倾向于社会成就的外在归因。而本

研究发现:首先,性别对内在个人素质因子和外在家

庭社会因子均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一结果说明我国

性别公平已经逐步走向完善。其次,户口类型不同

不会对社会成就归因造成显著影响,说明社会城乡

公平已经有所发展。然而,过去城乡二元体制一直

制约着农村各个方面的发展,农村人一直都受到不

同程度的歧视,户口一直都是阻碍农村人发展的最

大问题,如今,这一现象大为改观。再次,婚姻是过

去中国社会中一个成员是否稳定和可靠的重要标

准,而如今婚姻状况无论是和内在个人素质因子还

是和外在家庭社会因子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
明婚姻状况已经不再影响群体的社会成就归因。

2.人力资本和经济状况仍然影响着我国城镇居

民的归因态度和倾向

受教育水平属于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本。纵观历

史,受教育水平是一个影响人们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的比较恒定的变量。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这

个变量的作用幅度有所变化,但教育层次的高低一

直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社会成就和社会地位的高

低。本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这种人力资本对于社

会成员的成就归因有显著的影响。这就说明中国社

会对受教育程度这一人力资本的重视日趋明显。当

然,本研究也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即初中以

下和中专以上教育水平的居民更加倾向于外在归

因,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获得社会成就的主要因素来

自于家庭和社会。而普通高中和职高的居民更加倾

向于内在归因,即认为获得社会成就的主要因素来

自于自身。这一现象有待通过更进一步的研究来解

释。同时,经济收入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社会成员社

会地位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社会成员的重要经济

资本,对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着重要

的影响。而在本研究中发现,只有中低收入的居民

倾向于外在归因,而其他收入的社会成员对于归因

倾向均没有显著差异。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经济收入

这一指标已经不再是影响中国城镇居民社会成就归

因和社会行为的唯一变量。

3.我国城镇居民倾向于对获得社会成就来说内

外因素都重要

从个人层面来讲,如果社会成员将成功归于内

在的可控因素,那么将产生成功的自信,期望继续成

功,并且付出积极努力;如果将成功归于外在的不可

控制因素,那么,一次成功就不会增强其成功的自信

心,对后继行为起不到促进作用,不会继续努力。在

西方的成就归因理论中,西方人往往把自己的成就

归结为自己素质、努力程度以及能力,即归因为内部

的、稳定性的以及可控制的因素[1]。与之相反,在过

去中国的传统社会时期,中国人把成就归结为“天
命”,也就是那些外部的、不稳定的以及不可控制的

因素。而从本文的分析结果来看,在当代中国社会,
社会成员认为社会成就既与内在、稳定因素、可控因

素相关,也与外在、不稳定、不可控因素相关,这两者

没有孰轻孰重,基本旗鼓相当。这就说明中国人的

思想观念与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再事事怨

天尤人,而认识到要从自身的原因出发,这对于和谐

社会的建设而言无疑是信念上的支持。但同时我们

必须看到,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人的“宿命主义”
“权威主义”倾向仍然存在。由外在归因转化为内在

归因的道路还很漫长。

  四、结 语

从本文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传统性别上的歧

视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性也

在逐渐减退。这就说明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

下,社会分层已经走向了健康、良性和合理的方向,
正朝着社会公平与开放的方向稳步前进。当然,我
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开放性程度虽有

所提高,但各阶层的边界仍然需要进一步放宽以促

进良性的社会流动;同时,一些阻碍社会成员流动的

不公平的制度仍需时间去发现并改革,一些根深蒂

固于人们脑海中的不平等思想也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去消除。只有打破了制度与思想的双重歧视,我国

社会的开放性程度才可能更上一层楼,社会公平的

覆盖面才可能更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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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StudyonSocialAchievement-contribution
ofUrbanResidentsinChina

———ACaseStudyinLichuanCity,HubeiProvince

LIDa
(DepartmentofSociology,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

Abstract SinceAmericanpsychologistHeiderestablishedContributionTheoryin1985,studieson
achievement-contributionhavebecomethefocusineveryacademicfield.Basedontheliteraturereview
frombothhomeandabroad,thispaperadoptedquantitativeanalysisonthesamplesfromLichuanciti-
zens,HubeiProvince.Throughthefactorialanalysisonsocialachievement-contributiondata,thispaper
obtainedthetwo-dimensionalclassificationofsocialachievement-contribution:personalfactor-contribu-
tionandsocial-familyfactor-contribution.Withthehelpofmultipleregressionanalysisofdatacollect-
ed,thispaperdrewtheconclusionthatsex,age,household-register-typeandmaritalstatushavenosig-
nificanteffectonbothpersonalfactor-contributionandsocial-familyfactor-contribution.Meanwhile,to
someextent,educationandannualtotalincomehavesignificantimpactonbothpersonalfactor-contribu-
tionandsocial-familyfactor-contribution.Throughtheconstructionoflinearregressionmodel,thispa-
perexplainedtheinfluencingfactorsandstatusquoofsocialachievement-contributioninurbanresidents
ofChinaanddrewthemeaningfulconclusion:theequalityofsexandhousehold-register-typehasgradu-
allyintendedtobecomeperfectandmature;humancapitalandeconomicconditionsstillhaveeffecton
theattitudesandintentionofachievement-contributionforurbanresidentsofChinaandurbanresidents
tendtobelievethatbothpersonalfactorsandsocial-familyfactorsareequallyimportant.

Keywords urbanresidents;achievement-contribution;personalfactors;family-socialfactors;so-
cialequality;socialopen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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