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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贫困心态对跨期选择影响以及心理资本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研究采用贫困心态问卷、积极心理

资本量表、跨期选择问卷对大学生进行调查，获得有效数据216份。结果显示：1) 贫困心态与时间折扣

率呈显著负相关，贫困心态强的个体更偏好小的即时选项；2) 心理资本在贫困心态与跨期选择间起部分

中介作用。贫困心态不仅会直接影响跨期选择偏好，还会通过降低心理资本对跨期选择产生间接影响。

研究结果为改善心理贫困，避免短视现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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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poverty mindset on parental intertemporal choice and the mediat-
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between them, 216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o complete 
Poverty Mentality Questionnair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and Intertemp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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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ce Task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
tion between poverty mindset and intertemporal choice, individuals with a strong poverty mind-
set prefer smaller immediate options; 2)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ed a part of mediating role be-
tween poverty mindset and parental intertemporal choice. Poverty mindset will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intertemporal choice,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intertemporal choice by reducing psycholog-
ical capital. The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mental poverty and avoiding nearsigh-
t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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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贫困问题一直都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

记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中国的扶贫事业已经

进入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所面临的贫困问题也从绝对贫困转变为了相对贫困[1]。然而，在扶

贫工作中政府大多只是从经济扶贫的角度为贫困者提供物质帮助，并没有充分关注贫困人口的心理特点，

从而导致多数贫困人口仍旧处于精神贫困、心理贫困的状态，而这种贫困心态往往会使个体做出不恰当

的经济决策，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增大返贫风险。因此，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从心理学视角出

发，针对贫困心态对个体跨期选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进行了探究。 
贫困心态(Poverty Mindset)是指由物质匮乏所引起的一种心理特征，它通常表现为不合理的认知与行

为模式。贫困心态这一概念最初源自于稀缺理论，该理论将资源无法满足需求时产生的稀缺感觉称为稀

缺心态，这种心态使个体更加关注稀缺资源从而忽视其他事物[2]。与稀缺心态相比，贫困心态主要关注

个体的经济资源。贫困心态不仅是对物质贫困的认知反应，它能单独存在并对当前状态产生影响，有研

究表明个体对贫困的感知会客观影响个体的行为[3]。 
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是指个体在当前与未来之间进行权衡最终做出选择的行为。研究发现

个体在跨期选择中往往更偏好即时的小奖赏而非未来更大的奖赏，即未来奖赏的主观价值随着时间的延

迟降低了，这种现象成为延迟折扣，而个体对远期奖赏的折扣程度称为时间折扣率，个体的时间折扣率

越大则未来奖赏的主观折扣越多，就越偏好小而即时的收益[4]。影响个体跨期选择的因素主要分为特质

性因素与状态性因素[5]，其中状态性因素对个体跨期选择偏好影响最大，蒋元萍等人发现不同情绪效价

对跨期选择有不同的影响，启动积极情绪的被试有更低的时间折扣率，而消极情绪增加了个体的即时偏

好[6]；此外，有些学者对压力坏境进行操作，发现压力能够显著增加个体的时间折扣率[7]。 
有关贫穷的研究发现，贫富状态会影响个体的经济决策[8]，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会表现出更高的延迟

折扣[9]，有学者通过实验对经济贫困的个体进行了干预发现积极的干预措施能改变贫困个体的选择偏好

[10]。除贫困状态外，贫困心态可能对跨期选择偏好有着更直接的影响。研究发现持续的物质贫困会诱发

贫困的心理状态从而影响选择偏好[11]；贫困个体也常常对未来持悲观态度，从而做出牺牲未来可能性减

轻当前困扰的选择，这也导致了短视与贫困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12]。总之，贫困心态可能会增加个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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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期选择中的时间折扣率。 
心理资本是个体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积极心理状态，也是对个体行为产生稳定影响的内在特

质[13]。心理资本的核心成分包括自我效能感、乐观、希望与韧性，其中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自信能够成

功的胜任感；乐观是指个体对事件的积极归因；希望是个体为实现目标而调整自身的心理状态；韧性是

个体从挫折中迅速调节恢复的心理能力[14]。这一内在心理状态可能在贫困心态与跨期选择间起中介作

用，有研究发现贫困会显著降低个体的心理资本[15]，具体而言，感知到贫困的个体会因贫困心态而损耗

有限的心理资源，影响自我调节[16]，同时会负面影响对未来的认知，导致失去对未来的信心从而影响决

策。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贫困心态对个体跨期选择偏好的影响，同时引

入心理资本这一中介变量探索贫困心态对跨期选择影响的内在机制以寻求从本质上解决心理贫困问题的

方法。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贫困心态与个体跨期选择的时间折扣率呈正相关； 
H2：心理资本在贫困心态与跨期选择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星发放调查问卷，选取中国高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216 份，其中包括

100 名男生，116 名女生。 

2.2. 研究材料 

2.2.1. 贫困心态问卷 
使用张彦驰编制的贫困心态问卷，被试根据自身状况来完成个人经济状况的测量，问卷包含 11 个项

目，其中项目 3、7、11 为反向计分，问卷采用 7 点计分，分数越高贫困心态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

的 Cronbach’s α系数值为 0.75。 

2.2.2. 积极心理资本量表 
采用张阔等人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量表[17]，共包含 26 个项目分为 4 个维度，分别为自我效能感、

乐观、希望与韧性，采用 7 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值为 0.86。 

2.2.3. 跨期选择问卷 
采用陈海贤与何贵兵编制的跨期选择问卷[18]，共 19 个题目，每个题目包含即时获得的奖赏(A 选项)

与延迟 180 天后获得的奖赏(B 选项)两个选项。A 选项从 50 元开始依次递增至 950 元，B 选项始为 1000
元。用被试首次选择 A 选项的即时金额与上一个题目 A 选项的即时金额计算算数平均数作为主观值，使

用公式 V = A/(1 + KD)计算 K 值，其中 V 是主观值，A 为延迟奖赏金额，D 为延迟天数。将 K 值取对数

作为时间折扣率，时间折扣率越大越大，意味着个体越偏好即时选项。 

2.3. 数据处理 

使用 SPSS25.0 对数据进行录入和管理，并且使用 SPSS25.0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所收集数据

进行描述统计，并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对贫困心态、时间折扣率、心理资本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使

用 Hayes 建立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MODEL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数据以 M ± SD 呈现，p < 0.05 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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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是指因同样的数据来源或评分者、同样的测量环境、项目语境以及项目本身特征所造

成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人为的共变，常用的统计控制方法是 Harman 的单因素检验，其判断指标是探

索性因素分析的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不超过 40%，因为本研究的研究变量中贫困心态与心理资本

的测量主要采用自我报告且使用的是问卷调查法，这可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因此对收集的数据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检验，将贫困心态、心理资本在内的所有项目进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显

示，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19 个，第一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 26.83%，小于 40%
的临界值，可以认为本研究存在不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如表 1 所示。对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发现，贫困心态的得分 4.28 ± 1.05，
得分略大于 4，说明被试贫困心态处于中等水平，心理资本的分为 4.49 ± 0.68，说明被试的心理资本处于

中等水平。 
对贫困心态、心理资本和时间折扣率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贫困心态与时间折扣率呈显著正相

关(r = 0.44, P < 0.01)，贫困心态越高的个体时间折扣率越高；贫困心态与心理资本呈显著负相关(r = −0.28, P 
< 0.01)，贫困心态越高的个体心理资本水平越低；心理资本与时间折扣率呈显著负相关(r = −0.33, P < 0.01)，
心理资本水平越高的个体时间折扣率越低。三个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显著，可以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M SD 1 2 3 

1.贫困心态 4.28 1.05 1   

2.时间折扣率 −2.61 0.78 0.44** 1  

3.心理资本 4.49 0.68 −0.28** −0.33** 1 

3.3. 心理资本在贫困心态与时间折扣率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 process 插件中的模型 4 来检验心理资本在贫困心态与时间折扣率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见表 2)。
结果表明，贫困心态能显著正向预测时间折扣率(β = 0.33, P < 0.01)，负向预测心理资本(β = −0.18, P < 
0.01)；当贫困心态与心理资本同时预测时间折扣率时，心理资本显著负向预测时间折扣率(β = −0.26, P < 
0.01)，同时贫困心态仍能显著正向预测时间折扣率(β = 0.28, P < 0.01)。 
 
Table 2. Testing the mediating model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表 2. 心理资本中介模型检验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LLCI ULCI t 

时间折扣率 贫困心态 0.44 0.19 51.26 0.33 0.24 0.42 7.16** 

心理资本 贫困心态 0.28 0.08 18.16 −0.18 −0.27 −0.10 −4.26** 

时间折扣率 贫困心态 0.49 0.24 33.47 0.28 0.19 0.37 6.06** 

 心理资本    −0.26 −0.40 −0.12 −3.59**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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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可知(见表 3)，以贫困心态为自变量，时间折扣率为因变量，心理资本为中介变

量，考察贫困心态与时间折扣率的关系，包括直接效应和以心理资本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结果发现，

贫困心态对时间折扣率的直接效应为 0.28，95%的置信区间为[0.19, 0.37]，以心理资本为中介的间接效应

为 0.05，95%的置信区间为[0.01, 0.10]。 
 
Table 3. The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poverty mindset and delay discounting rate 
表 3. 心理资本对贫困心态与是时间折扣率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 效应值 标准误 置信区间 P 值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0.33 0.05 0.24 0.42 0.00 / 

直接效应 0.28 0.05 0.19 0.37 0.00 84.85% 

间接效应 0.05 0.02 0.01 0.10 / 15.15% 
 

综合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 95%置信区间不包含零。说明贫困心态对时间折扣

率的间接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即在控制了心理资本后，贫困心态对时间折扣率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

因此，心理资本在贫困心态与时间折扣率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且中介占比为 15.15%，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mediating model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poverty mindset 
and delay discounting rate 
图 1. 心理资本对贫困心态与是时间折扣率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图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构建了一个中介模型，探索了贫困心态、心理资本与时间折扣率之间的

关系，得到了如下结论。 
1) 贫困心态对个体跨期选择的时间折扣率有正向预测作用，对个体的心理资本水平有负向预测作用； 
2) 个体的心理资本水平能够负向预测个体跨期选择的时间折扣率。 
3)心理资本在贫困心态与个体跨期选择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贫困心态是影响个体跨期选择的重要因素，即拥有贫困心态的个体在跨期选择中表现得更

加短视，忽略了未来的收益，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9] [20]。根据前人的研究以及贫困心理学的观

点，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贫困造成的自我资源损耗，物质的缺乏导致心理上的缺乏，从而

影响个体的自我完整性，而对于即时奖励的偏好则是通过流动补偿的方法来维持自我完整性的一种手段；

另一方面贫困心态可能会对动机功能或心理资本造成影响，这些因素对个体的认知功能有很大影响，贫

困心态由此可能使个体产生无力感与注意性忽视，从而机械地考虑当下，掉入贫困陷阱，陷入恶性循环。 
同时研究引入心理资本这一中介变量，进一步探讨了贫困心态对个体跨期选择影响的内在机制，即

贫困心态会通过降低心理资本从而间接使个体地时间折扣率增高。这主要是因为贫困心态对心理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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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影响，一方面心理资本的核心成分包括自我效能感、乐观、希望与韧性，它们的降低会影响个体的

归因方式，将贫困的现状归因于自身能力不足，因此陷入内生动力不足的状态，对未来失去信心，从而

进一步忽视未来的延迟收益，而局限于眼前的蝇头小利；另一方面心理资本中包含了认知资源，而其与

个体的思维方式高度相关，贫困心态导致心理资本的降低使得个体自动化的直觉思维增多，而需要耗费

认知资源的分析思维减少，因而在跨期选择中拥有贫困心态的个体更多将注意力投射到即时选项的利益

上而忽视了其中包含的潜在损失，导致了更多的短视行为。 
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能从实践角度给予一定的启示。首先，针对相对贫困者不应仅关注其物质上

的匮乏，更需要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因此进一步发展心理卫生服务，助力心里贫困者拜托贫困心态势

在必行；另一方面，加强积极心理学研究成果的运用，通过正念训练、自我肯定等心理干预措施提高心

里贫困者的心理资本，令其恢复自信，以积极向上的心理面对生活，在决策时也能更加关注未来，从而

摆脱贫困陷阱，在精神上真正脱离贫困，这也将有助于阻断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 
但本文也存在着以下缺陷：首先，本次研究样本代表性不足，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的取样范围；

其次，本研究仅探究了贫困心态对跨期选择的一个影响路径，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其他的中介或调节因素；

最后，研究未对可能的干预措施进行实验验证，未来研究可以对可能的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及作用机制进

行探究。 

5. 结语 

当前我国的扶贫事业已经进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但是多数脱贫人口

仍处于心理贫困、精神贫困的状态，同时这种贫困心态的个体会表现出认知资源不足，心理压力大，在

做出经济上的选择时可能会更加关注眼前的即使利益从而忽略长期效益，导致陷入贫困陷阱，增加返贫

风险。本研究对贫困心态与跨期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了贫困心态通过心理资本影响跨期选择的

路径，为缓解贫困心态，改变其跨期选择偏好提供了重要参照，并提出心理学在激发内生动力，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中的实践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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