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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
村干部之心理资本比较
———基于湖南省湘潭市的调研

肖湘雄，陶沙

（湘潭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为提高大学生村干部和传统村干部的工作成效，从心理资本视域对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
村干部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二者在心理资本方面确实存在差异：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同样具

有感恩之心，但对象不同，并且大学生村干部较传统村干部更有信心、对未来抱有更高的希望，而在

韧性、乐观和亲和力上要逊色于传统村干部。造成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两者心理资本差异

的原因主要有个体因素（年龄、文化程度、知行脱节）和社会因素（薪资待遇、群众期待、组织环境）

两方面。可通过号召村民积极配合、加强村干部们的心理暗示及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来提升大学

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的心理资本，以促进大学生村干部和传统村干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

伟大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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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村干部对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推进
新农村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沟通城市

与农村的纽带，是新农村建设的新兴力量，是不断给

新农村建设注入新鲜活力的重要承担者。而传统村

干部作为前辈长者，在经验上、阅历上远比大学生村

干部丰富。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是新形势下

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由于国外没有大学生村干

部，他们只有基于角色认同对大学生在社区扮演的

角色［１］、基于国家对社区的控制能力对大学生嵌入

社区的关系［２］等的相关研究。国内相关研究主要

集中在大学生村干部价值［３］，大学生村干部体制机

制［４－５］，大学生村干部选拔、培训、监督、考核的管理

设计［６］等方面。本文拟从心理资本视域对大学生

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进行比较，从中寻找二者的心

理资本差异，分析产生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

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心理资本的对策建议，

从而有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伟大中国梦的

实现。

　　一、心理资本的提出与内涵

“心理资本”（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这一概念最
早出现在经济学、社会学文献中，但对此概念进行深

入探讨和研究的则是美国组织行为学先驱、著名管

理学家路桑斯。２００２年，以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
利格曼为代表的心理学家们开创了以探究“人的发

展潜力和美德等积极品质为主要内容的心理学研究

新视角”的先河，路桑斯等人对传统经济资本、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研究分析后，以积极心理学和

积极组织学的观点为概念框架，将心理资本视为一

种积极的核心心理要素，它囊括并远远超出了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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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学。路桑斯认为，较之于人力资本和社会

资本，心理资本包括知识、技能、专长及经验，并且发

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的协同集约是

实现人的潜力（也就是达到可能的我）的关键所

在”［７］。路桑斯敏锐地捕捉到心理学的这一进步，

创造性地将积极心理学的思想延伸到人力资源管理

和组织行为学领域，并进一步提出“心理资本”这一

概念，旨在从根本上打造人的竞争优势，更好地营建

管理艺术。

所谓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中表现

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是超越人力资本和社会

资本的一种核心心理要素，是促进个体成长和绩效

提升的心理资源。心理资本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１）自我效能（信心）：在面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时，
有信心同时能付出必要的努力。［７］（２）希望：你必须
既拥有意志力，同时也能打通你的途径（也就是“道

路”），这样才能有较高水平的希望，也才能成功地

实现你的目标。［７］（３）乐观：乐观者把负面事件归因
为外部的、暂时的因素，而把正面事件归因为自身

的、永久的因素。（４）韧性：在遇到困难或处于困境
的时候能够承受压力甚至克服困难而获得成功［８］。

（５）亲和力：一种使人亲近且愿意接触的力量。
（６）感恩：对别人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激，并给予
回报。

如今的“超竞争”社会使得管理层为有效吸引和

管理人才不得不提出工作设计、薪酬和福利、成长机

会、工作—生活平衡等诱因。由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越来越大，所以相对于资金、市场和技术资本，心理资

本的升值空间最大，灵活恰当地开发运用心理资本将

带来决定性的竞争力。巧妙运用心理资本作用机制，

有利于大学生村干部克服对农村艰苦条件的不适应

心理，调整心理落差，增强韧性，充满希望与自信，充

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干；同时，也可以让传统村干部

从大学生村干部身上看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希

望。通过对比，使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彼此

达到见贤思齐、取长补短的心理效应，从而携手共

进，更好地推进农村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心

理资本的差异表现

　　大学生村干部作为农村治理的新生代力量，在
很多方面都与传统村干部有较大差异，本文仅从心

理资本视域出发对双方进行比较。我们选取了湖南

省湘潭市在职农村干部作为调查对象，并将其分为

大学生村干部和传统村干部２大类。大学生村干部
投身新农村建设给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

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对我国新农村建设起到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更直观地了解大学生村干部与

传统村干部的心理资本差异情况，本文就心理资本

的几个核心维度以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的形式开展

调查。发放调查问卷２２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８５份，
有效回收率８４．１％。其中发给传统村干部的问卷
１１７份，回收有效问卷９６份，有效回收率８２．１％；发
给大学生村干部的问卷 １０３份，回收有效问卷 ６６
份，有效回收率８６．４％。问卷内容包括相信自己有
能力胜任工作、在压力面前总能看到好的一面等涉

及自我效能、乐观、韧性、希望、亲和力、感恩６个方
面的问题。

１．自我效能（信心）的差异
自我效能即通俗意义上的自信心，是获取成功

必不可少的心理要素。自我效能激励着人们去迎接

挑战，并促使人们用自身的优势和技能去应对未知、

追求目标，同时付出努力。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

干部在自我效能上的差异可通过对问卷调查中“我

相信自己能胜任当前工作，在遇到新问题时能认真

分析并找到解决方案”一题的回答中看出（见表１）。
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在自信能够解决问题方

面选择“绝对可以”的人数分别为２２人和２０人，选
择“可以”的人数分别为５８人和６１人。在这两组
人数对比上，并没有太大差别。但仔细比较发现，自

信、自我效能较好的大学生村干部（即选择“绝对可

以”和“可以”的总和）占参与调查的大学生村干部

总人数的８９．９％，而传统村干部此种情况的比例为
８４．３％，相比之下，大学生村干部的自我效能（信
心）则明显高于传统村干部。这表明，刚走出大学

校门的大学生村干部朝气蓬勃，有冲劲，有信心，相

信自己有能力面对未知的挑战。

表１　两类干部在自信能够解决
　　　问题方面的选择差异

主体 绝对可以 可以 应该可以 不可以

大学生村干部 ２４．７％ ６５．２％ １０．１％ ０

传统村干部 ２０．８％ ６３．５％ １５．６％ ０

　　２．乐观的差异
乐观是一种归因方式。乐观的人常把成功归因

到自身或普遍或持久的因素上，把失败归因到他人

的、暂时的或环境所致的因素上。大学生村干部与

传统村干部不同，他们是生活在压力与竞争中的一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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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从小被要求勤学苦练，不断争取上进，背负重重

压力。因此，大学生村干部在乐观方面自然与传统

村干部相比有较大差异，并且这些差异要比他们在

自我效能上的表现更为突出（见图１）。在顺利解决
问题的归因上，我们能看到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

干部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肯定自己（即选择“付

出努力”和“勤学好问”）的大学生村干部占其整体

的６８．９％，低于传统村干部１０．０％。年龄与受教育
程度的不同使传统村干部与大学生村干部在乐观方

面也存在差异。

图１　两类干部在顺利解决问题的归因上的差异
３．韧性的差异
韧性，简言之，就是复原与超越。一个有韧性的

人，即使处于窘境中，也不会被环境所打败，并迅速

恢复到原有状态以获得超越直至成功。受过高等教

育的大学生村干部较之于传统村干部，要更激进、更

愿意去拼搏与奋斗，但对于结果他们往往并不愿花

更多时间去等待。当问到“通常情况下是否能对工

作中的压力泰然处之”时，两类干部的回答情况见

表２。通过对比可知，正面回复（即选“完全可以”和
“可以”）的大学生村干部比传统村干部少，且差别

明显。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学生村干部在其所受的

教育里被无数次提醒：办事一定要注重效率，不要太

执着，不行就换种方式或直接跳过。如此一来，大学

生村干部的韧性自然就不如传统村干部了。

表２　两类干部在对“通常情况下是否能对
工作中的压力泰然处之”的回答情况

主体 完全可以 可以 不一定 不可以

大学生村干部 ２４．７％ ４０．４％ ２２．５％ １２．４％
传统村干部 ３３．３％ ４３．８％ １８．８％ ４．２％

４．希望的差异
充满希望的人往往具有较强的意志力，并且在

追逐成功的道路上总会有备选途径。村干部们在处

理农村事务、与村民沟通、走访了解村民情况时都需

要有高希望的心理资本。由于农村情况更为复杂、

问题多，因此大学生村干部与农民沟通起来较为困

难。在调研中发现，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在

希望维度上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见表３）。在新农
村建设的当下，大学生村干部是拥有高希望的一类

人群，他们面对未知的疑难不惧怕，有“初生牛犊不

怕虎”的精神，但传统村干部在这一点上则更能泰

然处之。

表３　两类干部在心理资本之“希望”上的差异

主体 必然有希望 有希望 不一定 不抱希望

大学生村干部 ３２．６％ ５０．６％ １５．７％ １．０％

传统村干部 ２９．２％ ５１．０％ １７．７％ ２．１％

５．亲和力的差异
传统村干部由于与村民们生活在同样的环境

中，对社会有相近的感知，因此与村民们更易亲近。

相较之下，大学生村干部的亲和力则远不及传统村

干部，虽然拥有高学历，掌握更多高新技术，但与农

村生活脱节使得大学生村干部在刚刚就职时与村民

的亲和力明显不足（见图２）。

图２　两类干部受欢迎程度
６．感恩的差异
对别人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激并给予回报即为

感恩。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在感恩方面的表

现差异不大，但感恩对象大不相同。在收回的９６份
传统村干部有效问卷里，有半数以上对国家和社会

心存感恩。在传统村干部看来，国家的发展、祖国的

进步都是祖辈们辛勤劳作换来的，没有祖辈们埋头

拼搏、挥洒血泪就不会有现在的好生活，因此他们常

以感恩之心回馈社会。而在８９份大学生村干部的
有效问卷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感恩对象，如学校

老师、男女朋友、父母姊妹等。由此可见，虽然大学

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感恩对象不同，但他们都是

怀着感恩的心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

综上可知，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在心理

资本方面确实存在差异。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

部同样具有感恩之心，但对象不同，并且大学生村干

部较传统村干部更有信心、对未来抱有更高的希望，

而在韧性、乐观和亲和力上要逊色于传统村干部。

·７５·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３年

　　三、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存

在心理资本差异的主要原因

　　造成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两者心理资本
差异的原因很多，大致可分为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

两大类。

１．个体因素
（１）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对事物的认

知会发生变化。传统村干部群体的年龄在总体上长

于大学生村干部，将问卷调查表按年龄梯度重新进

行统计后发现：年龄越长，信心、希望和亲和力值越

稳定，相反，年龄越小，信心和希望值越大，越跳跃；

而心理资本的其他维度———韧性、乐观、亲和力结果

则与之相左。在与湘潭市响水乡石马村某村干部交

谈后，我们了解到，３５～４５岁年龄段之间的传统村
干部处理农村事务时是以处理家常事务般的态度去

对待，他们能耐心处理，且相信不会有大问题，因此

他们更具有韧性、乐观和亲和力。但他们不会像年

轻人一样紧张或兴奋，不会期待未来发生太大改变。

（２）文化程度。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在
称呼上即可看出所存在的文化程度差异。大学生村

干部都是当代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由于其知识结

构、思维方式区别于传统村干部，因此二者在心理资

本各个方面的表现都各有不同（见表４）。

表４　文化程度与心理资本关系

文化程度 样本数 高自我效能 乐观 韧性 高希望

本科及以上 ８９ ８９．９％ ６６．３％ ６５．２％ ８３．１％

高中学历 ７１ ８７．３％ ８０．６％ ７７．５％ ８３．１％

初中学历 ２５ ７６．０％ ７６．０％ ７２．０％ ７２．０％

８９位本科以上学历的都是大学生村干部，其余
７１位高中学历、２５位初中学历的是传统村干部。从
表４我们不难看出，在自我效能和希望两栏里，大学
生村干部的比值都高于或等于传统村干部。而在乐

观和韧性两方面，大学生村干部的比例都低于传统

村干部。因此，文化程度是影响两类干部心理资本

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３）知行脱节。大学生村干部是汲取了当代新
科技成果的一代，他们学习优秀，满怀热情，对理论

知识掌握得非常牢固。但是，由于长期埋首于书海，

与现实社会尤其是农村生活完全脱离，因此，在就职

初期，他们往往不太适应农村生活，不懂得如何与村

民们进行有效交流。在与湘潭市先锋村一老年村干

部的交流中得知，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考进先锋村的２

名大学生村干部由于知行脱节，无法适应农村环境，

在工作半年后便选择了离职。相反，传统村干部出

身农民，他们的知识、技能无不与农村息息相关，但

存在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因此，知与行相结合对

于提高村干部心理资本是非常重要的。

２．社会因素
（１）薪资待遇。当代大学生进入社会后，对社

会的期望值很高，但是现实情况与之存在较大落差。

薪资待遇作为目前衡量人们工作劳动价值的最直

观、最重要的标准，是社会因素中对心理资本影响最

大的一项。工资越高、待遇越好，村干部们，不论传

统村干部亦或大学生村干部在乐观、韧性、信心、希

望、感恩和亲和力上都会随之增长，因为薪酬是他们

开展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不全部是，仅以多数为

例）。好的待遇能激发人们更大的动力甚至产生心

理资本中的其他积极因素，如创造力、个体幸福

感等。

（２）群众期待。村干部是一个为基层百姓服务
的岗位，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当村干部。当村干部

要有不怕“伤破头皮、磨破嘴皮、气破肚皮、踏破脚

皮”的“四不怕”精神，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为群众服

务。只有心中装有群众，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百

姓谋福利的人才会心甘情愿地在最基层的农村工

作。群众期待越高，村干部为群众服务的热情才会

越高，村干部的心理资本才会得到更好地激发与

培养。

（３）组织环境。人是群居动物，离不开组织环
境。组织支持感创造了提升心理资本水平的积极条

件（尤其对于大学生村干部来说更为明显）。因为

当组织成员得到组织的支持时，他们会满怀希望，信

心倍增，也将更发愤更主动地为组织工作；而当他们

在困境中时，组织支持则更像雪中送炭，帮助他们扫

清悲观情绪，增强韧性，取得超越。另外组织环境也

可为组织成员树立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

模仿学习，组织成员之间（即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

村干部之间）的各项心理资本都将得到提高。路桑

斯的研究表明，希望、乐观和韧性 ３项心理资本指
标，无论是单独还是综合来看，都与员工的工作绩效

（上级评价）有着密切的关系［９］。

　　四、提升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

部心理资本的对策建议

　　 心理资本研究的各项主题都是相互联系、相互
影响的。信心得到增长，希望便会越大，有希望便有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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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与超越的韧性，在获得不断的成功后，人的归因

方式也就会更乐观。能有效提升大学生村干部与传

统村干部心理资本的措施很多，考虑到心理资本各

维度的相互促进作用，我们将之分为如下３方面。
１．社会———积极反馈
农村治理是群众与干部共同参与的过程，村干

部与农民的关系也是共进退的关系。在农村的治理

过程中，如果村民们积极配合（社会积极反馈的一

方面）、共同参与，村干部的心理则会感到满足，他

们的付出得到回应将有利于增强其自我效能感。在

村民积极配合、共同参与农村治理情况下，村干部更

乐意为百姓谋福利，自己、村民及所在的村支部都会

感到更有希望；村民的积极反馈不仅能促进村干部

心理资本的养成与巩固，对其自身的心理资本也有

很大的提高。相反，如果传统村干部为村民干实事

而得不到村民的信任与支持，即使在韧性与乐观方

面拥有较高心理资本的传统村干部，其积极性也会

受到挫伤。而大学生村干部在走访调查时若得不到

村民的理解与配合，其自我效能与希望同样也将逐

渐消退。

２．自我———心理暗示
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人类

也是一个一直处在不断前进、不断进步的群体。

“现实的我”是每个大学生村干部面临的问题，当他

们下到基层、走进农村后，才真正意识到村干部并不

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其心理落差是巨大的。之所以

会有心理落差，是因为他们在任前有期待、有设想。

因此，大学生村干部要不断进行心理暗示，告诉自己

曾经的设想不会是空想，期待的工作生活会有“可

能的我”。“可能的我”是相对于“现实的我”而言

的，“可能的我”是指一个人期待的自我理想状态。

在不断的心理暗示下，大学生村干部就会不断向

“可能的我”发展，不断提高自己，激励自己，韧性与

乐观得到考验，信心和希望也会进一步提升。

３．组织———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包括实行绩效工资和奖金措施。绩效

工资在很大程度上能刺激村干部按时主动完成任

务，从而更快更好地服务百姓，并提高对工作的希

望。在绩效工资的条件下，传统村干部就不能再像

从前那样办事随意、拖沓了。奖励措施对大学生村

干部的影响更大，大学生村干部由于生活条件、薪资

待遇、工作环境等造成的巨大心理落差正需要由

“认真付出，合理回报”来填补。大学生村干部与传

统村干部的心理资本在激励机制的作用下必然会产

生良好的效应。只有达到心中理想的要求，人才会

乐意奉献自身的力量。

　　五、结语

心理资本作为除了人力、财力、社会三大资本之

外的第四大资本，是当今社会应当着重开发的一大

资源。新农村建设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重要议题，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心理资本来促进农村

干部队伍建设，村干部的心理资本提高了，不仅可节

省由上至下的管理成本，而且能使他们更诚心地为

农村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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