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资本与农 民长效增收

第 １ ６ 卷

摘 要 ： 本文 使 用 历次 中 国 家庭追踪 调 查数据 ，
基 于倾 向 得 分 匹配 、 两 阶段最 小 二

乘和分布 滞 后等计置方 法 ， 探讨 了 心理资本对农 民长效增 收 的 影 响 。 理论分析 发现 ：
心理

资本水平越高 的 农 民 ， 越愿意在 工作 中 付 出 更 多 的 努 力 ， 而 且伴 随 着 工作经验及 资 源 的 积

累 ，
心理 资本将得到 进

一

步强化 ，
进而形成心理资 本增 强和 干 劲 提高 的 良 性循环 ， 最终 实

现长效增 收 。 实 证结果表 明 ，
心理 资本提高 １ 个单位 ， 将促进 农 民 收入在 未来数年 间 持续

增长 ， 该结论在排除 内 生性偏 误 以及各种 稳健性检验下依 然成立 ；

研究还发现 ，
１ 个单位

心理资本在 ８ 年间 的 累积增收弹性约 为 １ ３ ． ４％
，
而且收入 的 增 加 主要来 源于稳定性和持续

性较强 的 工 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
这是长效增 收 的体现和保障 。 基 于 以 上结 论 ， 建议政

府借鉴技能培训 的 实践经验 ， 联合科研 力 量 制 定针对农 民 的 心理资本 干预方案 ， 提升农 民

的 长效增 收能 力 ，
加速 乡村振兴和共 同 富裕进程 。

关键词 ： 心理资本 长效増收 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

一

、 引言

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 了 到 ２０３ ５ 年我 国发展 的 总体 目 标 ， 其 中包括
“

人 的全面

发展 、 全体人民共 同 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 实质性进展
”

。 《 中共 中 央 国 务 院关于

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 的意见 》 指 出 ， 到 ２０５ ０ 年 ， 乡 村全面振兴 ， 农业强 、 农村美 、

农 民富全面实现 。 农 民生活富裕是乡 村振兴的主要 目 的 ，
也是全体人民共 同 富裕的

必然要求 。 因此 ， 如期实现乡 村振兴和共 同 富裕远景 目标 ，
必须推动农 民收入在未

来 的十数年乃至近 四 十年 间持续增长 。

现有研究普遍关注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 户 的 增 收作 用 。 马 文武 、 刘 虔

（
２０ １ ９

） 的研究表明 ， 农村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增加非农收人对农村贫困下降

＊ 杨真 ， 山东管理学 院乡 村振兴研究 中 心讲 师 ，
Ｅ －ｍａ ｉ ｌ

： １ ４４ ３ ８ １ ２０２０００７ １ ＠ ｓｄｍｕ ． ｅｄｕ ． ｃ ｎ
； 马 继青 ， 临 沂

大学商学 院讲师 ， 本文通讯作者 ，
Ｅ －

ｍａ ｉ ｌ
：ｍａ

ｊ
ｉ

ｑ
ｉｎ

ｇ
＠ ｌ

ｙ
ｕ ． ｅｄｕ ． ｃｎ 。 本 文 受 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 目

“

乡 村

振兴战略下生产要素 回流农村 的吸纳 主体与集 聚平 台研究
”

（ 项 目 编号 ：
２ １ ＢＪＹ １ ５ ３

） ； 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

项 目
“

国 家生育政策调整对女性就业质量 的影响机制 、 测度 及对策研究
”

（ 项 目 编号 ：

１ ９ Ｂ ＪＹ０５ ８
） ；２０２２ 年

度 山 东省髙等学校青创 团 队计划
“

数字经济陚能共 同 富裕创新 团 队
”

（ 项 目 编号 ：
２０２ ２ ＲＷ０５２

） 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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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达到 １ ５ ％￣ ２ ３％ 。 唐为 、 陆 云航 （
２０ １ １

） 认为 ，
以 社会关系 网 络 和信任 为

代表 的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 收人 的重要 因 素 。 在社会发展过程 中 ， 伴随着新 的 资本

形式涌 现 ，
王成利 （

２ ０ １ ８
） 发现 ， 金融 资本对农 户 收 入具有 极 为 显著 的 正 向 预测

作用 。 许秀梅 （
２０２ ２

） 的研究显示 ， 数据 资 本 降 低 了 农 户 的信息 壁 垒 ， 拓宽 了 农

户 的就业空 间 ， 从而通过提高就业概率和创业成功率促进农 民增收 。

近年来 ， 随着对心理资本 的研究不断深人 ， 学术界逐渐将其视为与社会资本及

人力 资本并列 的重要资源 （ 魏 国 江 ，
２０２０

） 。 现有研究表 明 ， 员 工 的 心理资 本水平

越高 ， 越有助于其提高工作积极性 、 工作效率 、 职场竞争力 （
Ａｖ ｅ

ｙ
ｅ ｔ ａ ｌ ．

，
２００ ８

） 、

自 我激励 和抗挫折能 力 （ 陈 梦 桑 等 ，

２０２ ２
） 、 获 得 突 破性 创 新成果 （ 安世 民 、 张

祯 ，

２０２０
） ； 具有较高心理资本水平 的管理 者 ， 能够显 著提高企业 的经营绩效 、 促

进企业创新 、 强化 团 队协作 （ 汤 倩 、 罗 福 凯 ，
２０ １ ９

） ；
心理资 本水平 越 高 的学生 ，

学业投人越 多 、 越 能 克 服学业拖 延 、 学业 成绩越好 （ 张 小 菊 ，

２０２ １
； 曾 玲 娟 等 ，

２０２ ２
） 。

对于农 民群体 ， 现有研究也发现 ， 较高 的心理 资本水平有助于其提高就业质量

（ 贾辉 ，

２０ １ ７
） 、 发现和把握创业机会 、 提高创业绩效 （ 张强强等 ，

２０ ２ ２
） 、 抵御风

险 冲击 （ 唐林 、 罗 小锋 ，

２０２０
） 、 更好地融入流入地社会 （ 刘 雅婷 、 黄健 ，

２０ １ ８
） ，

但鲜有 文献就心理资本影 响农 民增 收 的机制原理和 实践效果进行探讨 。 基于此
， 本

文拟探讨心理资本对农 民 长效增 收 的影 响 。

与现有文献相 比 ， 本文 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 首先 ， 聚焦心理

资本 的增 收效应 ， 有助于补充完善现有 以 人 力 资 本 和社会资本 为主 的研究 ； 其次 ，

与大量文献重在检验增 收路径 的有效性不 同 ， 我们更加强调农户 增收 的长期 可持续

性 ， 从而更有助 于为 乡 村振兴 和共 同 富裕远 景 目 标提供理论 依 据 和政 策启 发 ；
最

后 ， 检验 了 心理资本对农 民增 收 的 即期效应 和长期 累积效应 ， 有助于为政府评估相

关政策路径 的爆发力 和长效性提供有益借鉴 。 研究发现 ，
心理资本 的提升有助于促

进农 民 收人长期持续增长 ，
具有显著 的 长效增 收效应 ，

心理资 本提升 １ 个单位 ，

８

年间 的增 收弹性 为 １ ３ ． ４％
。 因 此 ， 加 速 乡 村振兴 和共 同 富裕进程 ， 应 重 视对农 民

心理资本 的开发 和培育 。

心理资本这一概念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的积极心理学 ， 着重探讨个体工作时

的心理状态对其工作绩效 的 影 响 ，

２ ００４ 年 被 定 义 为 促进 个 体发展 和绩效提升 的 心

理资源 。 经过 ２０ 多年 的发展 ， 学术界逐 渐认识到 ， 心理资 本是一种积极 的 、 可测

量 、 可开发 、 可管理 的心理能量 ， 是将个体潜力 转化 为现实能力 的重要工具 ， 包含

信心 、 希望 、 乐观和軔性等维度 ， 而且不 同维度心理资本 的 主要功能和作用机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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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差异 （
Ｌｕ ｔｈ ａｎ ｓ ｅ ｔ ａ ｌ ．

，

２ ００７
） ， 因 此在 目 前 的 文献 中 ， 学者们倾 向 于 对其 中 的

某个特定维度进行研究 。 如 张 樨樨等 （
２０２ ３

） 对管理者 的 韧性维度 心理资本进 行

了 深人挖掘 ， 这与经典研究区分探讨教育型人力 资本和健康型人力 资本 的思路相 同

（ 王成利等 ，

２０２０
） 。

本文重点关注心理资本 中 的信心维度对农 民长效增收 的影响 。 就心理资本与信

心 的关系 而言 ， 从定 义来看 ， 赵 曙 明 （
２０ １ ２

） 、 李 洁 （
２０ １ ６

） 、 陈 梦 桑 等 （
２０２ ２

）

均认 为 ，
心 理 资 本 体 现 了 个 体 对 未 来 的 信 心 和 希 望 ； 在 具 体 情 境 中 ， 李 正 东

（
２ ０２ ２

） 、 安世 民等 （
２０２２

） 等学者发现 ， 个体 的 心理 资本水平越 高 ， 越有信心 完

成挑战性任务和处理压 力 性事 件 ； 在 实证研究 中 ， 刘 传 江等 （
２０２０

） 、 赵 立 娟 等

（
２０２ １

） 、 张鹏等 （
２０２ ２

） 等学者均使用 信心 指代心理 资本 。 关 于信心这一心理资

本 的增 收作用 ，
习 近平总书记 曾 反复强调 ：

“

脱贫致 富 贵 在立志 ， 只 要有志气 、 有

信心 ， 就没有迈不过去 的坎 。

”

？ 亢犁 、 刘 芮伶 （
２０２ １

） 发现 ，
提振 贫 困 户 对未来

的信心 ， 有助于其努力实现需求 的更新与优化 ， 进而产生更高层次 的追求 ， 促进生

计资本积累 ， 最终实现增收 。 理论上看 ， 信心作为一种心理资本 ， 是影 响个体成就

动机的 重 要 因 素 ， 深 刻 影 响 个 体 的 决 策 和 行 为 。 奥 瓦 内 尔 等 （
Ｏ ｕｗｅｎ ｅｅ ｌ ｅ ｔ ａ ｌ ．

，

２ ０ １ １
） 认为 ， 个体实现 目 标 的信心越强 ， 越愿 意付 出 更 多 的精 力 ， 不仅更享受努

力 的过程 ， 而且往往设定更高 和 更具挑 战性 的 目 标 ， 并全力 以 赴地投人工 作 。 可

见 ， 信心越强 的个体 ， 干劲越足 。 相反 ， 如果信心较低 ， 个体将产生拖延倾 向 ， 甚

至放弃努力 （
Ｂｏ

ｙ
ｄ＆Ｖｏｚ ｉｋ ｉ ｓ

，１ ９９４
） 。

事实上 ，
心理资本 的增收效应并非局 限于短期 ， 而是与人力 资本类似 ， 具有长

期可持续性 。 张鹏等 （
２ ０ ２ ２

） 认为 ，
以 信心 为 代表 的 心 理资 本 ， 有 助 于提高农 户

的可持续生计能力 。 邹维兴等 （
２ ０２ ２

） 表 明 ， 心 理 资 本是人 内 心 深处 的信心 和希

望等不 易 衰竭 的 力 量 ， 是个体可持续发展 的 内驱力 。

一般而言 ， 个体 的信心 越高 ，

越倾 向 于认为 目 标任务切实可行 ，
因此会生成清晰 的远景蓝 图 、 顺利达成 目 标 的积

极信念 和更强 的工作胜任感 （
Ｓ ｔｕｍ

ｐ
ｆ ｅ ｔ ａ ｌ ．

 ， １ ９ ８ ７
） ， 进而更容易 降低压力带来 的 消

极影响 ， 更敢于面对不确定性 ， 并积极 克服 困难 （ 刘 追 、 郑倩 ，

２ ０ １ ６
） ， 增 强在 困

境 中 的韧性 ， 从而为实现 目 标付 出 更 为持久 的 努 力 （
Ｇｏｎ

ｇ
ｅ ｔ ａ ｌ ．

，

２００９
） 。 正 因 为

如此 ， 有研究认为 ， 完成任务 的信心直接影 响个体 的努力 意愿 ， 激励其在 困境 中坚

持 目 标和信念 ， 并付 出 持续不懈 的努力 ， 这正是获得 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的重要非

智 力 因 素 （ 李祖超 ，

２ ０ １ ５
） 。 高考等 （

２０２ ２
） 也发现 ， 心理资本有助 于为农户 持续

脱贫提供动 力 ， 是评价脱贫质量 的重要维度 。

作为
一种心理资本和增收动 力 ， 信心 的长效增收效应还表现为 ， 在干 中学的过

程 中具有 自 我 累积和强化 的 特点 。 马 丹 （
２０２０

） 的研究表 明 ， 女性卡 车 司 机 的信

心 随着劳动时 间 的增长 和劳动经验的积 累而增强 ， 并在此过程 中获得卓越 的工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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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周媛媛 （
２０ １ ６

） 认为 ， 创业者在 完成 阶段性 创业任务 的 过 程 中 ，
通 过不 断 积

累信心 ， 最终形成对整个创业 目 标 的 把握能力 。 谷克鉴等 （
２０２０

） 强 调 ， 企业从

国 际化经营 中 积 累 的经验有助 于其不断增 强 国 际经营信心 ， 进而带 动研发 和创新 。

可见 ， 信心 的初始提高 ， 激活 了个体干事创业 的 活力 ， 在此过程 中 ， 持续 的经验总

结和资源积 累 ， 有助于个体进一步强化达成 目 标 的信心 ， 从而实现信心提高 、 干劲

激活 、 经验和资源 累积 、 信心再强化的 良性循环 ， 最终获得持续增 收动 力 。

三 、 数据 、 变量与模型设定

本文所用数据全部来源于历次 中 国 家庭追踪调查 （
Ｃ ｈ ｉｎａＦａｍ ｉ ｌ

ｙ
Ｐａｎｅ ｌＳ ｔ ｕｄ ｉ ｅ ｓ

，

Ｃ ＦＰＳ
） 。

Ｃ ＦＰＳ 项 目 自 ２０ １ ０ 年 开始 实施 ， 此后 每两年对 ２０ １ ０ 年 的 被访家庭进行一

次追踪调查 ， 本文选取 ＣＦＰＳ２０ １ ８ 年的相关数据 。 本文 的 因 变量 为 对数家庭 人均收

入 。 借鉴刘传江等 （
２０２０

） 、 赵立娟 等 （
２０２ １

） 、 张 鹏等 （
２０ ２ ２

） 的 研究 ， 信心 维

度心理资本变量来源于家庭 主事者对 问 题
“

您对 自 己 未来 的 信心 程度 ？ 

”

的 回 答 。

本文 的控制 变量为家庭主事者 的性 别 、 年龄 、 受教育水平 、 婚姻状况 、 健康 程度 、

是否党员 、 是否使用手机和上 网 、 家庭成员 数量 、 是否有家庭成员 外 出 务工 ， 仅保

留 主事者户 籍 为农村 的样本 。 变量 的详细描述如 表 １ 所示 。

表 １所 用 变 量 的 统计描述

变量标识 变量 含 义 取值范 围 均值 标准差

ｌｎｆｉ ｎ
１ ０

２０ １ ０ 年对数家庭 人均收人 －

 １ ． ７９ ２
－

 １ ２ ． ７ ３ ７ ８ ． ２０６ １ ． ３ ００

ｌｎ ｆ ｉ ｎ
，  ２

２０ １ ２ 年对数 家庭人均 收人 ０￣ １ ３ ． ６０ ７ ９ ． ５ ６ ２ １ ． ５ ０ １

ｌｎｆｉｎ
， ４

２ ０ １ ４ 年对数家庭 人均 收 人 －

１ ．３ ８ ６￣ １ ３ ． ００ ２ ８ ． ６４５ １ ．２７ ７

ｌｎｆｉｎ
，  ６

２０ １ ６ 年对数 家庭 人均 收人 ０ ． ２２ ３
－

１ ４ ． ２ １ ０ ８ ． ７ ３ ３ １ ． ３ １ ２

ｌｎｆｉ ｎ
，  ｇ

２ ０ １ ８ 年对数 家庭 人均 收人 ３ ． ６ ３ ８
？

１ ５ ． ２２ ７ ９ ． ４４６ １ ． ０３ ３

Ｐ
Ｃ

１ ０
２ ０ １ ０ 年心理 资 本 １

？

５ ３ ． ６ ２ ３ １ ． １ ２ ０

Ｐ
Ｃ

１ ２
２０ １ ２ 年心理 资本 １

？

５ ３ ． ５０ ０ １ ． ５ ８ ５

Ｐ
Ｃ

１ ４
２ ０ １ ４ 年心理资 本 １￣ ５ ３ ． ９ ６ ２ １ ． １ ２ ６

Ｐ
Ｃ

１ ６
２ ０ １ ６ 年心理 资本 １￣ ５ ３ ． ８ ２６ １ ． １ ３ ５

Ｐ
Ｃ

１ ８
２０ １ ８ 年心理 资本 １￣ ５ ４ ． ０ １ ７ １ ． ４６ ０

ｇ
ｅｎｄｅ ｒ 主事者性 别 ０

￣

 １ ０ ． ７ ８ ０ ０ ． ４ １ ４

ａ
ｇ
ｅ 主事者年龄 １ ６

？

９ １ ４９ ． ５ ５ ５ １ ２ ． ４ ３ ３

ｅｄｕ 主事 者受教育水平 １
￣

７ ２ ． １ ７ ８ １ ． ０ ３ １

ｈ ｅ ａ ｌ ｔｈ 主事者健康状况 １
？ ５ ４ ．１ １ ３ １ ． ０ ６ ３

第 ２ 辑

２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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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标识 变量含义 取值范 围 均值 标准差

ｐ
ａ ｒｔ

ｙ 是否党员 ０ ？

１ ０ ． ０７３ ０ ． ２６ １

ｍ ａ ｒｒ ｉ ａ
ｇ
ｅ 婚姻状况 ０

￣

１ ０ ． ８ ９４ ０ ． ３ ０７

ｐ
ｈ ｏｎ ｅ 是否使用手机 ０

？

１ ０ ． ７ ０７ ０ ． ４５ ５

ｉ ｎ ｔ ｅ ｒｎ ｅ ｔ 是 否使用互联量 ０
？

１ ０ ． ０ ５ ３ ０ ． ２ ２ ５

ｗ ｕ
ｇ
ｏｎ

ｇ 是否有 家庭成员 外 出 务工 ０
￣

 １ ０ ． ３４ １ ０ ． ４７４

ｆａｍ ｉ ｌ
ｙ
ｓ ｉ ｚｅ 家庭成员 数量 １

￣

２ ６ ４ ． ０６８ １ ． ７ ６４

增收 的有效性是长效性的前提 ， 因此本文首先基于式 （
１

） 对心理资本增 收 的

有效性进行检验 。

Ｉｎｆｉｎ
，
＝ｃ＋ａ

，
ｘ
ｐ ｃ

，
＋
＾ｐ ；ｘｃ ｏｎ ｔ ｒｏ ｌ＋ｅ （

１
）

其 中 ， 因 变量为对数人均家庭 收人 ， ｐ
ｃ 表示历次调 查 中 家庭 主事 者 的 心 理 资

本 ，
下标 ｔ 表示调查年份 。 系数 ａ

，
表示心理资本对收人 的 当期影 响 ， 若显 著 为正 ，

则 意味着具有增收效应 。

若心理资本具有显著 的增收效应 ， 本文继续基于式 （
２

） 对其增收 的长效性进

行检验 。

ｌｎｆｉ ｎ
ｔ
＝ｃ＋ｃｔ

，ｘｐ ｃ
１ ０＋＾

ｐ ；ｘｃ ｏ ｎ ｔ ｒ ｏ ｌ＋ｅ （
２

）

其 中 ， 因 变量 同样为对数人均家庭 收入 ， 关键 自 变量 为 ２０ １ ０ 年家庭 主事者 的

心理资本水平 ， 若其显著提高农户 的 当期及后期收人 ， 则 心理资本 的增 收效应具有

长效性 。

考虑 到初始 的 收入水平不仅可 能影 响农户 的心理资本积 累 ，
也可能影响后续 的

收人 ， 因此式 （
２

） 可能存在 由 于遗漏 变量或反 向 因 果 导致 的 内 生性 问题 。 对此 ，

我们进一步通过 以下三种方式进行处理 。

第一种方式为控制初始 的 收人水平 ， 这是 由 于前期 的收入 同 时影 响农户 的信心

和未来 的收人 ， 式 （
２

） 由 于并未控 制 ２０ １ ０ 年 的 收人 ， 进而可 能导致 内 生性 。 对

此 ， 我们使用式 （
３

） 进行纠正 。

Ｉｎｆｉ ｎ
，
＝ｃ＋ａ

ｕ
ｘ
ｐ

ｃ
１ ０

＋ａ
２ ，

ｌｎ ｆｉ ｎ
１ ０

＋
＾

Ｐ ｊ

Ｃ ｏ ｎ ｔ ｒｏ ｌ＋ｅ （
３

）

式 （
３

） 与式 （
２

） 的不 同之处在于控制 了农 户 ２０ １ ０ 年 的家庭 收人 ，
以此避免

因遗漏该变量而造成 的估计偏误 。 若 依 然 显著 为 正 ， 则 表 明 式 （
２

） 的估计具

有稳健性 。

第二种方式为使用倾 向 得分匹 配模 型 （
Ｐｒｏ

ｐ
ｅｎ ｓ ｉ ｔ

ｙ
Ｓｃｏ ｒｅＭ ａ ｔ ｃ ｈ ｉ ｎ

ｇ ，ＰＳＭ ） 进行

估计 。 信心这一心理资本是个体基于 自 身 的 客观属性对 自 我 的 主观认知 ， 具有 自 我

第 １ ６ 卷 决定和 自 我选择 的特点 。 因 此 ， 可 以 使用 ＰＳＭ 解 决这一 因 自 选择 问 题造 成 的 内 生

２２２性 。 在 ＰＳＭ 估计 中 ， 本文 以 心理 资 本为 ５（ 非 常 有信心 ） 的 农户 作 为 处理组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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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资本为 １
、

２ 或 ３（ 信心一般 、 较低或无信心 ） 的 农 户 作 为控制 组 ， 并使用 文

献 中最为常用 的核 匹配算法和 Ｓ ｔａ ｔ ａ 软件 的默认带宽进行估计 。

第三种方式为两 阶段最小二乘法 （
ＴｗｏＳ ｔａ

ｇ
ｅＬｅａ ｓ ｔＳ

ｑ
ｕａ ｒｅ

，２ ＳＬＳ
） 。 其 中 ，

工

具变量来源于访员对被访家庭 内 部整洁程度 的评价 。 理论上讲 ， 家庭 内 部 的 整洁程

度并不影响 家庭收人 （ 若存在 影 响 ， 则 打扫卫生便可 实现增 收 ， 这显 然 与 现实 不

符 ） ，
因此该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要求 。 逻辑上看 ， 个体对未来 的信心 越 高 ， 对未

来越充满希望 ， 越可能倾 向 于 保持家庭 内 部 的 整 洁 （ 难 以 想象
一个对未来 没有信

心 、 不抱希望 的个体 ， 会持续保持家庭 内部整 洁 ） ， 因 此两者正相关 ，
工具变量满

足相关性要求 。

本文进一步使用分布滞后模型 ， 估计 了 心理资本增 收 的 长期 弹性和短期 弹性 。

计量模型如下 ：

ｌｎｆｉｎ
， ｇ
＝ ｃ＋ ａ

， ｐ
ｃ

１ ８
＋ ａ ， ｐ

ｃ
１ ６

＋ ａ
３ ｐ

ｃ
１ ４

＋ ａ
４ ｐ

ｃ
１ ２

＋ ａ
５ ｐ

ｃ
Ｉ ０

＋ ｅ （
４

）

其 中 ，
ａ

，

为短期 弹性 ， 表示心理资本提 高 １ 个单位 的 当 期 增收效应 ，
ｃｔ

，
￣

ａ
５

之和为长期 弹性 ， 表示心理资 本提高 １ 个单位 ， 在 ８ 年 间 （
２０ １ ０￣ ２０ １ ８ 年 ） 的 总

增收效应 。 为检验农户 长效增 收过程 中 的 收入结构变化 ， 式 （
４

） 中 的 因 变量 除使

用对数人均收人 以外 ， 根据 国 家统计局 的分类标准 ， 还 包括对数人均工 资性收人 、

经营性收人 、 财产性收人 、 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人 。

此外 ， 本文还分析 了信心维度心理资本的培育路径 ， 计量模型如下 ：

ｐ
ｃ

，
＝ｃ＋ａ

ｔ

ｄ ｅ ｒ ｓ ｅ ｒｖ ｅ
１ ０

＋Ｖ
 （＾ ｃ ｏ ｎ ｔ ｒｏ ｌ＋ｓ （

５
）

式 （
５

） 中 的 因变量为心理资本 ， 关键 自 变量来源于家庭主事者对观点
“

在 当

今社会 ， 努力 工作能得到 回 报
”

的认可程 度 。 若 ａ
，

均 显著 为 正 ， 则
“

劳有所得
”

的预期对农 民 的心理资本具有长效培育作用 。

四 、 计量结果及分析

（

一

） 心 理 资 本 增 收 的 有 效 性

表 ２ 首先汇报 了心理资本 的 当期增 收效应 。 模型 １ 的 估计结果表 明 ，
２０ １ ０ 年 ，

主事者 的心理资本提高 １ 个等级 ， 家庭人均收人增 长 ４ ． １ ％
。 模型 ５ 意 味着 ，

２ ０ １ ８

年 ，
主事者 的心理资本提高 １ 个等级 ， 家庭人均收人增长 ３ ．６％ 。 总体而言 ， 在样

本期所考察 的 ５ 个年份 中 ，
心 理 资本均有 助 于农 户 增 收 ，

因 此具有 显 著 的 增 收 效

应 。 上述结论意味着 ，
在推动 乡 村振兴的过程 中 ， 不仅要重视外援性支持 ，

还应注

重实现
“

扶志
”

在脱贫攻坚与 乡 村振兴 中 的 有效衔接 ，
激 活农村居 民致 富 奔小 康 第 ２ 辑

的干劲和 内生动力 。 ２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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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心理 资 本 的 当 期 增 收效应

模 型编 号 模 型 ｉ 模 型 ２ 模型 ３ 模 型 ４ 模 型 ５

因 变量 ｌ ｎ ｆ ｉ ｎ
１ 〇

ｌ ｎ ｆｉ ｎ
１ ２

ｌｎｆｉ ｎ
Ｉ ４

ｌｎ ｆｉ ｎ
ｌ ６

ｌ ｎ ｆ ｉ ｎ
， ８

ＰＣ １ ０

０ ． ０４ １

…

（
３ ． ３ ６ １

）

Ｐ
Ｃ

１ ２

０ ？ ０４９ 

…

（
４ ． ３ １ ０ ）

Ｐ
Ｃ

１ ４

０ ． ０ ５ １

＊ ＊ ＊

（
３ ． ５ ９ ８

）

Ｐ
Ｃ

１ ６

０ ．０４ ７ 

？ ？ ？

（
３ ． ４０ ０

）

Ｐ
Ｃ

１ ８

０ ． ０３ ６ 

？＂

（
４ ． １ ８ ７

）

ｇ
ｅｎ ｄ ｅ ｒ

－

０ ． ２０ １

…

（

－

６ ． ０４ ３
）

－

０ ？ １ ２ ３ 

…

（

－

２ ． ７４７
）

－

０ ．１ ７ ６ 

…

（
４ ． ４２ ５

）

－

０ ＿ １ ５ ７ 

…

（

－

３ ．９ ０ ３
）

－

０ ． １ ２４ 

…

（

－

３ ． ９ ５ ２
）

ａ
ｇ
ｅ

－

０ ． ００ １

（

－

０ ． １ ２ ６
）

－

０ ． ０ ０５ 

…

（
２ ． ９ １ ４

）

０ ． ０ ０２

（
０ ．９ ９４

）

０ ． ０ ０ ３ 

？ ？

（
２ ． １ ３ ２

）

－

０ ？ ０ ０５ 

…

（

－

３ ．８ ３ ５
）

ｅｄｕ

０ ． １ ９５ 

＊ ＊ ＊

（
１ ３ ． ７ １ ２

）

０ ． １ ５４ 

…

（
８ ． ０ ５ ８

）

０ ． １ ５ ８

＊ ＊ ＊

（
９ ． ３ ４ ３

）

０ ． １ ６ １

（
９ ． ５ １ ９

）

０ ． １ ５ ２ 

…

（
１ １ ． ５ ３ ４

）

ｈ ｅａ ｌ ｔｈ

０ ．１ ０ １

？ ＊ ＊

（
７ ． ８ １ ２

）

０ ． ０４０
＊ ＊

（
２ ．３４４

）

０ ． ０４ １

…

（
２ ． ６７ ５

）

０ ？ ０５ ５ 

？ ？ ？

（
３ ． ５ １ ３

）

０ ． ０５ １ 

…

（
４ ． １ ６ ９

）

ｐ
ｈｏｎ ｅ

０ ？２ ６ ５ 

？ ？ ？

（
７ ． ８ ５ ４

）

０ ． ２ ３ ９ 

＊ ＊ ＊

（
５ ． ４ １ ０

）

０ ． １ ５ ８ 

…

（
４ ． ００４

）

０ ？ ２５ ６ 

…

（
６ ．３ ８ ９

）

０ ． ２ １ ９

＊ ＊ ＇

（
６ ． ９ ９ ２

）

ｉ ｎ ｔ ｅｒｎ ｅ ｔ

０ ．５ １ ３

＊＂

（
８ ． １ ５ ５ ）

０ ． ３ ５ １

“＊

（
３ ．８ ６ １

）

０ ．２ ３ ７ 

＊ ？ ＊

（
２ ． ９ １ ９

）

０ ．１ ５ ３ 

＊

（
１ ．８ ６２

）

０ ． １ ９ ９

“ ＊

（
３ ． １ ８ ３

）

ｐ
ａｒｔ

ｙ

０ ． ０ ５ １

（
０ ． ９ ９ １

）

０ ． ０ １ ７

（
０ ． ２６０

）

－

０ ．００ ８

（

－

０ ？ １ ４ １
）

０ ． ０２ ７

（
０ ． ４４３

）

０ ． １ ２ ２

＂

（
２ ． ５ ６ ２

）

ｗ ｕ
ｇ
ｏｎ

ｇ

０ ．５ ８ ９

？ ？ ？

（
２０ ． ３ ３４

）

０ ？２４ ６ 

…

（
６ ．３ ２ ６

）

０ ． ２ １ ３

＊ ＊ ＊

（
６ ．２ １ ０

）

０ ？ １ ３ ２ 

…

（
３ ．８ ０ ７

）

０ ． ００ ７

（
０ ． ２ ５ ３

）

ｆａｍ ｉ ｌ
ｙ
ｓ ｉ ｚ ｅ

－

０ ． ０ ７ ７ 

…

（

－

９ ． ２ ２２
）

０ ． １ ７ １

（
１ ５ ． ６０３

）

０ ． ０ ３ ３ 

…

（

－

３ ． ４ １ ２
）

－

０ ． ０ ２ ８ 

…

（

－

２ ．８ １ ７
）

０ ． ００ １

（
０ ． １ ０５

）

ｈ ｕ ｎ
ｙ

ｉｎ

－

０ ． １ ６ ５

…

（

－

３ ． ５ ２０
）

－

０ ． ４４４
＊＂

（

－

７ ． ０ １ ０
）

－

０ ？ １ ８ ９ 

…

（

－

３ ．３ ０９
）

－

０ ． ２ １ １

…

（

－

３ ． ６ １ ６
）

－

０ ． １ ８ ２ 

…

（

－

３ ． ８ ６２
）

常数项
８ ． １ ０ １

＂ ＊

（
７ ３ ． ３ １ ９

）

８ ． ３ ５ １

？ ＊ ＊

（
５ ８ ． ５ ８ ５

）

８ ． ２ １ ６

＊ ＊ ＊

（
６０ ． ９４７

）

８ ． ２４４ 

？＂

（
６ １ ． ３ ５ ３

）

９ ． ３ ６ ９

（
９ １ ．２４ ８

）

样本量 ８２９５ ６４４ ８ ６４６ １ ６５ ５ ５ ６ １ ８ ７

２２４ 注 ：

＊ ＊ ＊
、

＊ ＊
、

＊ 分别 表示在 １ ％
、

５％ 和 １ ０％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 括号 内 为 ｔ 值 。 以 下 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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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控制变量来看 ， 与 主事者为女性或已 婚的农村家庭相 比 ， 主事者为男性或单

身 的 家庭收人较低 ；
主事者越健康 、 受教育程度越高 ， 家庭收入越高 ； 使用 电话或

手机 的 家庭 、 有成员 外 出 务工 的 家庭 ， 收人更高 ， 而成员 数量越 多 ， 收人越低 。 这

与现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

（ 二 ） 心 理 资 本 增 收 的 长 效 性

１ ． 基准 回 归

表 ３ 汇报 了心理资本的长效增 收效应 。 表 ３ 与表 ２ 的不 同之处在于 ， 核心解释

变量仅使用 ２ ０ １ ０ 年 的心理资本 。 与表 ２ 的相 同之处在于 ， 模型 １

￣ 模型 ５ 的 因 变量

同样分别 为历次调查 的 对数家庭人均 收人 。 从模 型 ２ 和模型 ５ 来看 ，

２０ １ ０ 年 的 心

理资本提 高 １ 个单位 ， 在第 ２ 年 和 第 ８ 年 ， 分别 有 助 于农 民 增 收 ５ ． ５ ％ 和 ３ ． ０％
。

由 于初始 的心理资本提高能够在未来较长时 间 内 促进农 民 收人持续增长 ， 因此心理

资本具有长效增 收效应 。 可见 ， 应进
一步挖掘激 活农村居 民信心 的实践路径 ， 促进

农 民 收入长期可持续增长 ， 从而助力农 民实现共 同 富裕 的政策 目 标 ， 并为 乡 村注人

内 生长效振兴动 力 。

表 ３心理 资 本 的 长 效增 收 效应

模 型编 号 模 型 １ 模 型 ２ 模 型 ３ 模 型 ４ 模型 ５

因 变量 ｌ ｎ ｆｉ ｎ
， ０

ｌ ｎ ｆ ｉ ｎ
１ ２

ｌ ｎ ｆｉ ｎ
１ ４

ｌ ｎ ｆ ｉ ｎ
 丨 ６

ｌ ｎ ｆｉ ｎ
 １ ８

Ｐ
Ｃ

１ ０

０ ． ０４ １ 

？“

０ ？ ０５５ 

？ ？ ？

０ ． ０ ５ ３ ０ ． ０４ １

…

０ ？ ０３ ０ 

？ ？ ？

（
３ ． ３ ６ １

） （
３ ． ５ ０２

） （
３ ． ９ ２６ ） （

３ ． ９ ７ ９
） （

２ ． ８ １ ４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８２ ９５ ７０４ １ ７２ ９４ ７６ ８ ３ ７５ ２ ９

２ ． 稳健性检 验

表 ４ 对心理资本增 收效应 的 长效性进行 了 稳健性检验 。 考虑到老年家庭退 出 劳

动 力 市场的 可能性较大 ， 因此 Ｐａ ｎ ｅ ｌＡ 首先剔 除 了 主事 者年龄 大 于等 于 ６６ 岁 的 农

户 家庭样本 。 心理资本在 ５ 个模型 中 的估计结果依然显著为正 ，
因此本文 的结论与

农户 家庭 的年龄无关 。

前文使用 主事者的心理资本 水平代表家庭 的 心理资本水平 ，

Ｐ ａ ｎ ｅ ｌＢ 使用 成 人

（
１ ８ 岁 及 以上 ） 的平均心理资本对此进行 了 完善 ， 估计结果在 ５ 个方程 中 依然显 著

为正 ， 而且与表 ２ 相 比 ， 估计系 数 明 显更大 。 因此 ， 促进农村居 民普遍实现心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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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



微观劳 动 问 题研究

Ｐ
Ｃ

Ｉ ０

０ ． ０ ３４

（
２ ． ６ ８ ８

）

０ ？０３ ７ 

？ ？

（
２ ． ２ ６４

）

０ ． ０４ ３ 

…

（
３ ． ０ １ ６

）

０ ．０２ ８ 

＂

（
１ ． ８ ８４

）

０ ？ ０３ ３ 

？ ？ ？

（
２ ． ９ ６９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４３ ７ ６２７ ０ ６５ ０４ ６７ ２７ ６８ １ ６

Ｐ ａｎ ｅ ｌＢ
： 使用 成人 的平均心理资 本 水平

ｐ
ｃ ａｄ ｕ ｌ ｔ

ｊ Ｑ

０ ． ０８ ８ 

？ ＊ ＊

（
５ ． ９ ８ ５

）

０ ． １ １ ６ 

…

（
６ ． １ ０２

）

０ ． １ ０ ２

＂ ．

（
６ ． ２ ２ １

）

０ ． ０５ １

…

（
３ ． ０ ２ ０ ）

０ ． ０ ８０ 

＊ ＊ ＊

（
６ ．２４０

）

控制 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８２９ １ ７０ ３ ９ ７２９２ ７５ １ ３ ７５ ２ ８

Ｐａ ｎ ｅ ｌＣ
： 替换心理资 本 变 量

ＰＣ １ ０

０ ． ０５ ５

（
４ ． ９ ６４

）

０ ？ ０７０ 

？ ？ ？

（
４ ．８ ８ ２

）

０ ． ０ ３ ０ 

＂

（
２ ． ４０ ３

）

０ ． ０２５ 

？ ？

（
１ ． ９ ６５

）

０ ？０ ２０ 

＂

（
２ ． ０ ８ １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８２ ９５ ７０４ １ ７２ ９４ ７５ １ ４ ７５ ２９

（ 三 ） 心 理 资 本 长 效 増 收 效 应 的 内 生 性 处 理

如前所述 ， 表 ３ 估计可能存在 内 生性 ， 因此该部分进一步通过控制初始收入水

平 、 倾 向 得分匹配和工具变量估计三种方式 ， 处理 由 此可能导致 的估计偏误 。

１ ． 控 制 初始收入水 平 的 内 生性处理

表 ５ 汇报 了式 （
３

） 的估计结果 。 由 于需要控制 ２０ １ ０ 年 的 收人 ， 因此表 ５ 的 因

变量仅包含此后 ４ 次调查 的对数家庭人均收人 。 总体而言 ，
即使控制初始收人 ，

心

理资本在 ４ 个方程 中依然显 著 为 正 ， 这 与表 ３ 的结论一致 。 表 ５ 虽 然 控制 了２０ １ ０

第 １ ６ 卷 年的收入 ， 但可能并不能完全消 除 内 生性造成 的估计偏误 ， 这是 因 为 ２０ １ ０ 年 的 心

ｉ 理资本 同 样可能与更早年份 的收人相关 ， 表 ５ 的估计结果依然可能 因遗漏变量而存

本积 累 ， 更有利 于农 民长效增收 。 Ｃ ＦＰＳ 还 询 问 了 被访对象
“

您对 自 己 的前途有 多

大信心
”

，

Ｐ ａｎ ｅ ｌＣ 以 此替换心理资本变量对前文进行稳健性检验 ，

５ 个模型 的估计

结果依然显著为正 ， 因此前文 的估计是稳健的 。

表 ４稳健性检验

模型 编号 模 型 １ 模 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 型 ５

因 变量 ｌ ｎｆｉ ｎ
Ｉ ０

ｌ ｎ ｆｉ ｎ
１ ２

ｌｎｆｍ
１ ４

ｌ ｎ ｆ ｉ ｎ
ｌ ６

ｌ ｎ ｆ ｉ ｎ
Ｉ ８

Ｐａｎ ｅ ｌＡ
： 使用 主事 者 年龄小于 ６５ 岁 的 家庭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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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偏误 。 因此 ， 本文进一步使用倾 向 得分匹配模型对 内 生性进行处理 。

表 Ｓ 控 制初始收入水 平 的 内 生 性处 理

模 型 编号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 型 ３ 模 型 ４

因 变量 ｌｎｆｉｎ
１ ２

ｌ ｎｆｉ ｎ
１ ４

ｌ ｎｆｉ ｎ
１ ６

ｌ ｎｆｉ ｎ
ｌ ８

Ｐ
Ｃ

１ ０

０ ？０４３ 

…

０ ． ０４５ 

…

０ ． ０３ １

？ “

０ ． ０２ ３ 

＊

（
２ ． ６ ７ ８

） （
３ ． ２ ７４

） （
２ ． ９ ７ ８

） （
１ ． ６ ７７

）

ｌ ｎ ｆｉ ｎ
１ ０

０ ． ２７ ３ 

…

０ ？ ２ ３７ 

？ ？ ？

０ ． ２ １ ７

＊ ＊ ＊

０ ． ２０７ 

？＂

（
１ ８ ． １ ７０

） （
１ ８ ．９ ３ ５

） （
２ ３ ． ３ ５ ９

） （
１ ６ ． ６２ ５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５０ １ ６７ ５ ５ ７０ ９０ ６８ ５ ６

２ ． 使 用 倾 向得分 匹 配估计 的 内 生性处理

表 ６ 报告 了倾 向 得分匹 配估计结 果 。
ＰＳＭ 估计结果 的 有效性需要 满 足平衡性

假设 ， 由 于表 ６ 中 ５ 个模型 的 Ｍ Ｂ 统计量均小于 １ ０
，ＬＲ 统计量均不显 著 ， 根据陈

飞 、 翟伟娟 （
２ ０ １ ５

） 的研究 ， 本文 的估计满 足平 衡性假设 。 模型 ５ 表 明 ， 若农 户

在 ２０ １ ０ 具有较高 的心理资本水平 ， 则其在 ２ ０ １ ８ 年 的家庭收人提高 １ １ ．５ ％
。 总体而

言 ，
表 ６ 的估计结果表 明 ， 较高 的心理资本水平促进 了农户 收入长期持续增长 ， 这

与前文 的结论是一致 的 。

表 ６基于 倾 向 得 分 匹 配 的 内 生性处 理

模 型 编 号 模 型 １ 模 型 ２ 模 型 ３ 模 型 ４ 模型 ５

因 变量 ｌ ｎ ｆ ｉ ｎ
， ０

ｌ ｎ ｆ ｉ ｎ
ｌ ２

ｌ ｎ ｆ ｉ ｎ
１ ４

ｌ ｎｆｉ ｎ
１ ６

ｌ ｎ ｆ ｉｎ
１ ８

增 收效应
０ ． １ ７ ４ 

…

０ ？ １ ６５

＂ ．

０ ． １ ８ ９

＂ ．

０ ． １ １ ３

＂ ＊

０ ？ １ １ ５ 

…

（ ３ ． １ ０３
） （

２ ． １ ９ ２
） （

３ ． ０７ ８ ） （
１ ． ９ ３４

） （
１ ． ９ ２ ８

）

Ｍ Ｂ １ ． ６ ００ ２ ． ２００ １ ． ６ ００ １ ． ９ ００ ２ ． １ ００

ＬＲ ５ ． ３ ７０ ７ ． ８ ８ ０ ４ ． ６ ２０ ０ ．８ ８ ９ ０ ． ８ ９ １

样本量 ３３ ３ ６ ２８４０ ２９ ６ ６ ３０ ２６ ２９ ８ ８

倾 向 得分匹配通过为 每个高 心 理 资 本家庭 匹 配 与之最 为 接 近 的 低 心理 资 本 家

庭 ， 使得两类家庭除心理资本 以外 ， 在其他方面均类似 ，
以 此使得家庭对心理 资本

的决定 和选择近似外生 ， 从而达到 处理 内 生性 的 目 的 。 但是 ＰＳＭ 仅能 够基于可 观

测变量进行匹配 ， 若遗漏 的不可观测变量 同 样影 响 家庭对心理资本 的选择 ， 那 么上

述估计仍然难 以 完美地对 内 生性问题进行处理 ， 因此本文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进

务

ｓ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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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使 用 工具变量估计的 内 生性处理

表 ７ 报告 了两 阶段最小二乘 的 相关估计结果 。 其 中 ，

Ｐａｎ ｅ ｌＡ 为第一 阶段 的 回

归结果 。 在第一阶段 中 ， 因 变量为 心理资本 ， 由 于 家庭整 洁程度 （
ｄ ｅａｎ

） 在 ５ 个

模型 中均显著为正 ， 因 此心理资本与工具变量正相关 ， 这与前文 的分析一致 。

表 ７ 基 于 ２ ＳＬＳ 的 内 生 性处 理

模型 编号 模 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 型 ４ 模 型 ５

Ｐａｎ ｅ ｌＡ  ： 第一阶段 回 归结果

因变量 Ｐ
Ｃ

１ ０ Ｐ
Ｃ

１ ０ Ｐ
Ｃ

１ ０ Ｐ
Ｃ

１ ０ Ｐ
Ｃ

Ｉ ０

ｃ ｌ ｅａｎ

０ ． ０ ８０ ０ ． ０ ８ ５ 

＂ ？

０ ． ０７７ 

…

０ ． ０７ ３ 

…

０ ．０７ ５

＊ ＊ ＊

（ ８ ．８ ２ ３
） （

８ ． ５ ６ ８
） （

７ ． ８ ８ ２
） （

７ ． ５ ９２
） （

７ ． ７ ９ ８
）

控制 变量 控 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８２９ １ ７０ ３ ８ ７２ ９０ ７５ ０ ９ ７５ ２３

Ｐａ ｎ ｅ ｌＢ
： 第二 阶段 回 归 结 果

因 变量 ｌ ｎ ｆｉ ｎ
１ ０

ｌ ｎｆｉ ｎ
１ ２

ｌ ｎ ｆｉｎ
１
４

ｌｎｆｉ ｎ
１ ６

ｌ ｎ ｆｉ ｎ
１ ８

Ｐ
Ｃ

１ ０

１ ． ８ ６５ 

？“

１ ． ３ ３ ７ 

ｗ

１ ． １ ５ ０ 

…

０ ＿９ ９ ６ ０ ． ９ ７９

（
７ ． ６ ８ ０

） （
６ ． ２０ ７

） （
５ ． ６７ １

） （
４ ． ８ ８ ０

） （
５ ． ７ ８４

）

控制 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 制

样本量 ８２ ９ １ ７０３ ８ ７２ ９０ ７５ ０９ ７５ ２ ３

ｕ ｎ ｄ ｅ ｒ ｉ ｄｅｎ ｔ ｉ ｆｉ ｃａ ｔ ｉ ｏ ｎ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ｗｅａ ｋ ＩＶ ７ ７ ． ７ ７４ ７ ３ ． ３ ９０ ６２ ． ０２４ ５７ ． ５７６ ６０ ． ８ ４４

Ｐａｎｅ ｌＢ 报告 了 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 ， 并对工具变量 的有效性进行 了 检验 。 其

中 ，

ｕ ｎｄ ｅ ｒ ｉ ｄ ｅｎ ｔ ｉ ｆｉ ｃ ａ ｔ ｉ ｏ ｎ 表示不可识别检验 ， 表 ７ 中报告 的是 Ｋ ｌ ｅ ｉｂ ｅ ｒ
ｇ
ｅ ｎ

－ Ｐ ａ ａ
ｐ

ｒｋＬＭ

统计量所对应 的 Ｐ 值 。 可见 ，

５ 个方程 的检验结果均强烈拒绝工具变量不可识别 的

原假设 。
ｗｅａｋＩＶ 表示弱 工具变量假设 ， 原假设 为 工具变量 与 内 生解 释 变量 无关 ，

即 为 弱工具变量 。 表 中 报告的是第一阶段的 Ｆ 统计量 ， 由 于 ５ 个统计量均大于 １ ０
，

因此全部拒绝弱工具变 量 的 原假设 （ 陈诗
一

、 陈登科 ，

２０ １ ８
） 。 从 Ｐ ａｎ ｅ ｌＢ 的 第一

行来看 ， 初始年份农 户 心理资本 的提高 ， 有利于其 当年和后续年份 的 收人增长 ，
因

此具有长效增收效应 ， 这与前文 的估计结果 同样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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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Ｉ
Ｉ） 理 资 本 长 效 増 收 的 弹 性 分 析

表 ８ 汇报 了 分布滞后模型 的估计结果 。 从模 型 １ 来看 ， ｐ
ｃ

， ８
并不 显 著 ， 说 明

心理 资本在 当 期无增 收效应 。 表 ８ 的最后 １ 行报告 了５ 个年份估计系 数联合 显 著

性检验 的 Ｆ 值 ， 该值小于 ０ ． １ 意 味 着 心理资本对农户 收人产生长期影 响 ， 若 大 于

０ ． １
， 则 影 响不显著 。 模型 １ 中 ，

Ｆ 值 为 ０ ． ００
， 因 此心理资本具有 长效增 收效应 ，

且 长期 弹性 为 ０ ． １ ３ ４
， 这 意味 １ 个单位 的心理 资本提升 ， 将在未来 ８ 年 间 促 进农

民增收约 １ ３ ． ４ ％ 。

表 ８心理 资 本长 效增 收 的 弹性分析

模型编号 模型 １ 模 型 ２ 模 型 ３ 模 型 ４ 模 型 ５ 模型 ６

因 变量 人均 人均工 人均经 人均财 人均转 人均 其

（ 对数形式 ） 收入 资性 收人 营性收人 产性 收人 移性收入 他 收入

Ｐ
Ｃ

１ ８

－

０ ． ０ ２ ５
－

０ ．０ ８ ５
－

０ ． ０４ ８
－

０ ． ００ ２ ０ ． ０６８ ０ ． ０４６

（

－

１ ． ２４ 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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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民 的收人来源一般包括工资性收人 、 经营性收人 、 财产性收人 、 转移性收人

以 及其他收入 。 模 型 ２￣ 模 型 ６ 进一步探讨 了 农 户 长 效增 收过程 中 收人结构 的 变

化 。 同理可知 ， 对于上述 ５ 类收入 ，
心理资 本 均不具有 当期增 收效应 。 模 型 ５ 中 ，

Ｆ 统计量接近 ０ ． １
， 因此心理资本对财产性收人 的影 响并不显著 。 模型 ２

、 模型 ３
、

模型 ５ 和模型 ６ 中 ， 长期 收人 弹性分别 为 ０ ． ４３ ２
、
０ ． ２ ８６

、

－ ０ ． ３４７ 和 －

０ ． ３ ４２
， 这

第 ２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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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味着心理资本能够促进工资性收人 和经营性收人长期增长 ， 而在长期 内 会降低农

村家庭对转移性收人和其他收 入 的 依赖 程 度 。 与 转 移性 收人 （ 如政府补 助 、 亲 友

馈赠 ） 和其他收人 （ 如 彩票收入 ） 相 比 ，
工 资性收人 （ 如 务 Ｔ． 收入 ） 和经 营性 收

人 （ 如个体私营经营收人 ） 具有较强 的 稳定性 和 可持续性 ，
因 此在 心 理资本所 引

致 的收人持续增长过程 中 ， 农村家庭收入结构不断优化 ， 这是长效增收 的结果 和直

观体现 。

（ 五 ） 心 理 资 本 的 培 育 路 径

现有研究不仅探讨了人力 资本 、 社会资本等常见资本形式 的增收效应 ，
也对其

培育路径进行 了探讨 。 王成利 等 （
２０２０

） 的研究发现 ，
土地流转通过促进 非农就

业和市 民化两种途径 ， 提高 了 农村居 民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 ，
进而增加对子女 的

人力资本投资 ， 最终促进农 村 青 少 年 的 人力 资 本积 累 。 方 亚 琴 等 （
２０ １ ９

） 提 出 ，

以人为本的社 区空 间 、 发育 良好的社区社会组织 以及完善的社 区治理结构 ， 有助于

将居 民 的交往需求转换为交往行 动 ， 从 而促进 社会资本培育 。 田 磘等 （
２ ０２２

） 认

为 ， 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 的信息搜寻能力 ， 降低借贷双方 的信息不对

称 ， 提高居 民 对金融资源 的可获得性 。

事实上 ， 早在 ２ ００７ 年 ， 学术界就提 出 了心理资本干预理论 ， 该理论认为个体

或组织均可通过干预提升 自 身或成员 的心理资本水平 ， 并使用整套具有操作性 和可

重复性 的干预实验阐释 了 短期 的 、 高度 聚焦 的微干预方式对于提升被试 的心理资本

具有显著效果 。 近年来 ， 心理学 、 教育学和管理学 的研究者 ， 通过改进成熟 的实验

方案或 自 编方 案 ， 成 功 地 对 高校教师 、 专 家 、 管理 者 和 高 校 学生 （ 靳 娟 ，
２０２ １

；

Ｒｅ ｉ ｃ ｈ ａ ｒｄ ｅ ｔ ａ ｌ ．

 ，２０ １ ４
； 都丽萍 ，

２０ １ ７
） 、 企业管理者 、 员工 （

Ｌｕ ｔ ｈ ａｎ ｓ ｅ ｔ ａ ｌ ．

 ，２０ １ ０
）

以及公务人员 （ 郑立 勇 、 孔燕 ，

２０ １ ９
） 的心理资本进行 了 干预和提升 。

心理资本干预一般通过设计发展性 团体辅导活动 ， 引 导参与者在活动 中进行体

验和感受 ， 进而唤醒其积极心理状态 （ 都丽萍 ，
２０ ２ ０

） 。 因 此 ， 引 导参与者体验和

感受何种情境 ， 进而促进其心理资本积累 ， 对于干预过程至关重要 。 基于此 ， 本文

进一步探讨 了
“

劳有所得
”

的感受 和预期 对农 民 心 理资本 的培育作用 。 理论上来

讲 ， 作为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 ， 期望付 出 有所 回 报是个体 的 自 然倾 向 。 当个体

预期无法通过 自 身 的努力 实现职位晋升 、 收人提高和生活改善等 目 标时 ， 便可能对

未来失去信心 ， 从而气馁消沉 ， 甚至可能选择
“

躺平
”

。 反之 ， 当个体怀 以
“

劳有

所得
”

和
“

劳必有得
”

的预期 ， 便会对生活充满信心 ， 从而乐观 向上 ， 积极行动 。

在表 ９ 的估计 中 ， 关键 自 变量 为 主事 者对
“

劳有所得
”

的 预期 ， 因 变量 为心

理资本 。 总体而言 ，

５ 个显著 的估计结果表 明 ，

“

劳有所得
”

的 预期有 助 于持续促

进农 民 的心理资本积 累 。 这是 因 为 ， 农 民作为理性人 ， 当其认识到通过 自 身 的努力

和奋斗能够实现增 收 目 标时 ， 便会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 ， 对 当 下 的行动 和决策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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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 ， 从而有效激活其潜力 和主观能动性 ， 促进心理资本积 累 ， 这有助 于敦促其攻

坚克难 ， 努力 不綴 ， 最终实现长效增 收 。

表 ９心理 资 本 的培 育 路 径

模 型 编号 模 型 １ 模 型 ２ 模型 ３ 模 型 ４ 模 型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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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１ ０ Ｐ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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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Ｕ Ｐ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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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１ ８

ｄｅ ｒｓ ｅ ｒ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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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 ０９ ３ 

？“

（ ９ ．８ ９ ６
） （

３ ． １ ２ ６ ） （
３ ． ３ ３ ９

） （
１ ． ７ ９ ０

） （
３ ． ３ ８ ３

）

控制 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８０６０ ６４５ １ ６ １ ８ ８ ６０５ ７ ５５ ７ ５

五 、 研究结论及启示

推动农村居 民 收人长期 可持续增 长对于推进 乡 村振兴 、 实现农 民 的共 同 富裕具

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 本 文 基 于历 次 中 国 家庭 追踪调查 数据 ， 综合 使用倾 向 得分 匹

配 、 两 阶段最小二乘和分布滞后等估计方法 ， 探讨了 心理资本对农 民长效增收的影

响 。 研究结果 表 明 ，
心理资本不仅具有 显著 的 当 期增 收效应 ，

还有 助于促进农 民收

人长期持续増 长 ， 因 此具有长效增 收效应 。 上述结论在控制 初始收入 、 使用倾 向得

分匹配估计和工具变量估计三种稳健性检验方式下依然成立 。 本文进一步估计 了 心

理资本 的 长期 增收弹性 ， 研究发现 ，
心理资本提升 １ 个单位 ， 将在未来 ８ 年 间促进

农 户 收人提高 １ ３ ． ４％
。 而且在收人持续增长 的过程 中 ， 农 民 的 收入结构显著改善 ，

即工资性收人 和经营性收入 占 比不 断提高 ， 对转 移性收人和其他收人 的 依赖逐渐下

降 。 由 于工资性收人和经 营性收人具有较强 的稳定性 和 可持续性 ， 因此这是心理资

本长效增 收效应 的结果 和直接体现 。

上述结论表 明 ， 为实现 乡 村振兴和共 同 富裕远景 目 标 ， 应强化对 乡 村居 民心理

资本 的 干预和 开发 。 未来 ， 政府应联合高校等科研机构 ， 研究针对农 民群体 的心理

资本干预方案 ，
以农 民对

“

劳有 所得
”

的期 望 为抓手 ， 借鉴技 能 培训 的 补 贴 和转

移支付方式 ， 通过企业等各类组织 ， 面 向农 民开展心理资本开发服务 ， 提升农 民 的

心理能量 ， 实现助农长效增 收 ， 加速 乡 村振兴和共 同 富裕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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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ｅ ｒｍ ｉ ｎ ｃ ｏｍ ｅ ｉｎ ｃ ｒｅａｓｅ ．Ｔｈ ｅｅｍ
ｐ

ｉ ｒ ｉ ｃ ａ ｌｒｅ ｓ ｕ ｌ ｔ ｓ ｓ ｈ ｏｗ ｔｈ ａ ｔ ｔ ｈ ｅ ｉ ｎ ｃ ｒｅ ａ ｓ ｅｏ ｆ
ｐ ｓ

ｙ
ｃ ｈ ｏ ｌ ｏ

ｇ
ｉ ｃ ａ ｌｃ ａ

ｐ
ｉ ｔ ａ ｌｂ

ｙ １ｕｎ ｉ ｔｗ ｉ ｌ ｌ

ｐ
ｒｏｍ ｏ ｔ ｅ ｔｈ ｅｃ ｏ ｎ ｔ ｉ ｎ ｕ ｏ ｕ ｓ

ｇ
ｒｏｗ ｔｈｏｆ  ｆａ ｒｍ ｅ ｒｓ

’

 ｉ ｎ ｃ ｏｍ ｅ ｉ ｎ ｔ ｈ ｅｎｅｘ ｔｆｅｗ
ｙ

ｅ ａ ｒｓ
，Ｔｈ ｉ ｓｃ ｏ ｎ ｃ ｌ ｕ ｓ ｉ ｏ ｎ ｉ ｓｓ ｔ ｉ ｌ ｌｖ ａ ｌ ｉ ｄｕ ｎ

？

ｄ ｅ ｒ ｔ ｈ ｅｅ ｘ ｃ ｌ ｕ ｓ ｉ ｏ ｎｏ ｆ ｅ ｎ ｄ ｏ
ｇ
ｅｎｅ ｉ ｔ

ｙ
ｂ ｉ ａ ｓａｎ ｄｖ ａ ｒｉ ｏ ｕ ｓ ｒｏｂ ｕ ｓ ｔ ｎ ｅ ｓ ｓ ｔ ｅ ｓ ｔ ｓ ．Ｔ ｈ ｅｓ ｔ ｕ ｄ

ｙ
ａ ｌ ｓ ｏ ｆｏ ｕ ｎ ｄ ｔｈａ ｔ ｔ ｈ ｅｃｕ ｍｕ ｌａ ｔ ｉｖｅ

ｉｎ ｃ ｏｍ ｅ ｉ ｎ ｃ ｒｅ ａ ｓ ｅｅ ｌ ａ ｓ ｔ ｉ ｃ ｉ ｔ
ｙｏ

ｆ ａｕ ｎ ｉ ｔｏ ｆ
ｐ

ｓ
ｙ
ｃ ｈ ｏ ｌｏ

ｇ
ｉ ｃ ａ ｌｃ ａｐ

ｉ ｔａ ｌ ｉｎ８ｙ ｅ ａ
ｒｓ ｉ ｓａｂｏｕ ｔ １ ３ ． ４％ ，ａ ｎ ｄ ｔｈ ｅ ｉ ｎｃｏｍ ｅ

ｉ ｎ ｃ ｒｅ ａ ｓ ｅｍ ａ ｉ ｎ ｌ
ｙ

ｃ ｏｍｅ ｓｆｒｏｍｗ ａ
ｇ
ｅ ｉ ｎ ｃ ｏｍ ｅａ ｎｄｂ ｕ ｓ ｉｎ ｅ ｓ ｓ ｉｎ ｃ ｏｍｅｗ ｉ ｔｈｓ ｔ ｒｏｎ

ｇｓ ｔ ａ ｂ ｉ ｌ ｉ ｔ

ｙａｎ ｄｓｕ ｓ ｔ ａ ｉ 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 ，

ｗ ｈ ｉ ｃ ｈ ｉ ｓ ｔｈｅｅｍｂｏｄ ｉｍ ｅｎ ｔａｎ ｄ
ｇ

ｕａ ｒａ ｎ ｔ ｅ ｅｏ ｆ ｌｏ ｎ
ｇ

－

ｔ ｅ ｒｍ ｉ ｎ ｃ ｏｍ ｅ ｉｎ ｃ ｒｅａ ｓ ｅ ．Ｂ ａ ｓｅｄｏ ｎ ｔ ｈ ｅａｂｏ ｖ ｅｃ ｏｎ ｃ ｌｕ ｓ ｉ ｏ ｎ ｓ
， ｉ ｔ

ｉ ｓｓｕ
ｇｇ

ｅ ｓ ｔ ｅｄ ｔｈａ ｔ ｔｈｅ
ｇ

ｏｖ ｅ ｒｎｍ ｅｎ ｔｄ ｒａｗ ｌｅ ｓ ｓｏ ｎ ｓｆｒｏｍ ｔｈ ｅ
ｐ

ｒａ ｃ ｔ ｉ ｃ ａｌｅｘ ｐ
ｅｒｉ ｅ ｎ ｃ ｅｏ ｆ ｓ ｋ ｉ ｌ ｌ ｔ ｒａ ｉ ｎ ｉ ｎ

ｇ ，ａｎｄｄ ｅｖｅ ｌ ｏ
ｐ

ｐ
ｓ
ｙ
ｃ ｈ ｏ ｌ ｏｇ

ｉ ｃ ａ ｌｃ ａ ｐ
ｉ ｔａ ｌ ｉ ｎ ｔ ｅ ｒｖｅ ｎ ｔ ｉ ｏ ｎ

ｐ
ｒｏ

ｇ
ｒａｍ ｓｆｏ ｒｆａ ｒｍ ｅ ｒｓ

， ｉｍｐ
ｒｏｖ ｅ ｔ ｈ ｅ ｌｏ ｎ

ｇ
－

ｔ ｅ ｒｍ ｉ ｎ ｃ ｏｍ ｅ ｉ ｎ ｃ ｒｅ ａ ｓ ｅａ ｂ ｉ ｌ ｉ ｔ
ｙ

ｏ ｆ

ｆａ ｒｍ ｅ ｒｓ
，ａ ｎ ｄａ ｃ ｃ ｅ ｌ ｅ ｒａ ｔ ｅ ｔｈ ｅ

ｐ
ｒｏ ｃ ｅ ｓ ｓｏ ｆ ｒｕ ｒａ ｌｒｅ ｖ ｉ ｔａ ｌ ｉ ｚ ａ ｔ ｉ ｏｎａｎ ｄｃ ｏｍｍ ｏｎ

ｐ
ｒｏ ｓ

ｐ
ｅ ｒ ｉ ｔ

ｙ
．

Ｋ ｅｙ
ｗ ｏ ｒｄ ｓ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ｃａ
ｐ

ｉ ｔａｌ ｌｏｎｇ
－

ｔ ｅ ｒｍ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ｗ ｔｈｒｕｒａ ｌｒｅｖ ｉ ｔａ ｌ ｉｚａ ｔ ｉｏｎｃｏｍｍｏｎ

ｐ
ｒｏｓ

ｐ
ｅｒｉ ｔ

ｙ

务

矽

Ｖ５

：４

碑

谂

２３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