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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灾难社会学研究指出灾难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乘相加而导致的[1]，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经

常会因为社会因素，如行政体系崩溃、市场机制停摆、社会支援不及时、邻里互助不足等而扩大，所以

灾害程度是其所在社会情况的反应函数，而不止是其本身的结果[2]。灾后恢复除了硬件的重建，也会

重塑心理、社会、经济、人际关系，带来差异性过程（differential process）[3]，其中因为大量重建资源的分

配，不但影响灾民重建的速度与质量，更影响他们的心理恢复，分配的不公将更加损害灾民对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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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认知，影响其心理健康。

自然灾害过后，灾区的重建工作不应仅仅局限于硬件设施环境的恢复，更重要的是对灾民心理

健康进行积极引导，帮助其恢复生活信念，重塑对社会公平和未来的信心。所以从心理建设角度把

握灾区重建面临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而灾区居民对社会成就的归因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究其

心理认知情况及影响因素的切入点。

研究发现，在重建过程中，资源分配不平等是扩大灾害损失的重大因素，而且随着重建的推进，

也会在程度上出现变化[1]。尤其在进入安置与重建时期，重建的资源分配因为个人运作能力、政府关

系、人脉网络等因素，让原来有政经优势的群体得到更多的资源，从而造成新的社会不公，甚至恶化

了即有的社会不平等[2]。关于社会资本与灾后恢复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作为结构性资源在灾害治

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受灾居民在灾后恢复期间可利用嵌入于自己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获得正式和非正

式支持，从而更快更好地恢复正常生活[3]。本研究选取的灾后重建农村居民样本并不是来自震中的

重灾区，但基本上受地震影响、房屋破损，适合就地进行重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关注社会资本对

灾民重建能力的影响，探究社会资本各个维度对心理健康重建的意义，从而解析出灾后重建过程应

该重点培育的社会资本，以此对现实安置重建工作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二、研究假设

社会成就归因是社会大众对成员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取得成就途径或方法的倾向性认知与解

释。本文着眼于观察汶川地震硬件重建完成时期，重建过程中的因素对灾民成就归因的影响：在为

重建付出努力的同时，是相信自己的努力可以带来成功，还是认为不可控的先天因素影响成功。

成就归因可以影响一个人对未来成就的预期以及持续行动的动机，对灾民心理健康恢复至关重

要。成就归因会对实际成就状况产生调节作用，影响未来的成就情况。这种影响通过成就动机实

现。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感[4]是个体对完成特定任务需具备的能力的看法。成就归因影响个体自我

效能感，这种影响是通过个体的自我能力知觉与评价实现的。把成功归因为个人努力常伴随较强的

自我效能感，可以激发个人奋斗精神去实现成就。但是，如果将失败归因为努力而没有结果，会降低

自我效能感和对成功的信心，并影响成就状况和个性发展。根据塞利格曼[5]的习得无助理论，如果一

个人将不可控制的消极事件归因为内部的、稳定的、普遍的因素，那么将会产生无助感，个体的自我

评价就会降低，动机也将随之减弱。积极的归因方式（将成功归因为能力强和努力的结果，将失败归

因为没有付出努力）和消极的归因方式（将失败归因为运气差、缺乏能力或其他情境因素）对未来的

成就动机和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是不同的[6][7]。

资源配置在灾后心理健康重建方面的重要性使得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有必要把资源因素纳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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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所以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来研究社会成就归因。另外，由于社会资本的可培育性，梳理其对成就

认知的影响也提供了一种对认知进行积极干预的可能途径。社会资本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获致成功

的结构性资源，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实现成就的路径，因此将对成就归因认知产生重要影响。过去对

成就归因的研究多半是基于心理认知层面的分析，但鉴于灾后重建中大量资源分配是透过人际关系

及社区关系进行的[1]，所以本文特别从社区社会资本及个人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研究重建完成时期灾

民对成功的归因。社区社会资本关注较为宏观的集体，探究群体如何通过内部网络关系、规范、信任

等提升集体的行动水平[2]，个体嵌入在其中，将因为集体行动水平而受益或受损；个人社会资本关注

微观个体，探究行动者如何通过自身所形成的个体中心社会网获得资源，采取行动。

由于社会资本会为行动者带来丰富的结构性资源，资源的占有情况和使用方式又会影响成就的

实现，从而带来不同的成就归因认知。为了从资源利用角度探讨社会成就归因和社会资本的关系，

社会成就的实现条件被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可资利用的资源：行动者的后天能动性、先天特质和人情

关系条件。相应地也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成就归因倾向：自致归因、先赋归因和关系归因。三种归因

类型是成就归因这一因素的三个构面，由因子分析得出，表示的是相较于另外两种因素更倾向于将

成就归功于一种因素的认知状态：自致归因倾向于将社会成就归功于自身的奋斗和努力，个人能动

性是带来成就的主要原因；先赋归因倾向于将社会成就归功于先天的条件，这些个人特质与生俱来、

无法改变，但却有助于社会成就的实现；关系归因反映中国文化情境中的特殊思维——关系思维，认

为社会成就与个人的人情关系状况密不可分，体现社会网络资源的利用对于成就的影响。社会资本

的拥有和使用情况为这三种资源创造运作的具体条件和环境，从而影响行动者对资源的实际选择使

用情况，影响实现成就的路径，影响成就归因的倾向。

对于自致归因倾向，后天的能动原因是影响成功的主要因素，而社会资本有利于后天能动性的

培育和发展。科尔曼[3]认为，行动者通过义务、期望和信任，建立信息沟通渠道和奖惩机制，以支持集

体规范，社会关系将构成对行动者有用的资源，这就是群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因此，社区社会资本存

在于群体层面，使群体受益，作为群体中的一员，行动者能动的行动结果将从社区社会资本中得益。

在灾后，实际上很多资源分配和重建活动都是在社区之内进行，个人在自身参与集体行动时会因社

区内的紧密关系及相互认同而得到较好成就。由此，我们得到假设1.1：
H1.1: 社区社会资本对自致归因倾向有正向影响。

林南[4]把社会资本看做是内嵌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行动者在有意识的行动时可以获取和利用

这些资源，这是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所以，个人社会资本镶嵌于行动者的社会网络中，能够为行动

者进行策略性地运用，从而有助于行动绩效的提升。当行动者使用这些资源取得成功之后，他们成

为利用社会资本的受益者，这使得他们倾向于将成就与自己努力建立和维护的社会资本联系起来，

认为成功是后天打拼的结果，所以高水平的个人社会资本会强化行动者的自致归因倾向。由此得到

假设1.2:
H1.2: 个人社会资本对自致归因倾向有正向影响。

对于先赋归因倾向，行动者不易改变的先天个体特质是其进行归因的主要考量因素。社区社会

资本和个人社会资本所能影响的是行动者能够操控和改变的特质条件，因而社区社会资本和个人社

会资本水平越高的人，越不会将自身先赋条件作为其成就达成的归因。对于社区社会资本水平和个

[1]罗家德，帅满，方震平与刘济帆：《灾后重建纪事——社群社会资本对重建效果的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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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会资本水平较低的人，社会资本并不是他占优势的外部资源，当不具备这些条件时，行动者会倾

向于认为这些条件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具有负面影响的，以此获得心理安慰，因此，倾向于认为先赋

条件并不是成功的原因。由此，得到假设2:
H2.1: 社区社会资本对先赋归因倾向有负向影响。

H2.2: 个人社会资本对先赋归因倾向有负向影响。

对于关系归因倾向，行动者的关系网络资源是影响行动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社会资本正是社

会网络中资源存量和运用的体现。布迪厄[1]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群体成员相联系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

源的总和，可以为群体中的成员提供集体共有的资本支持。社区社会资本在这里直接体现资源意

涵，为处于群体中的行动者提供有力的支持，关系网络是社区社会资本的直观重要体现，因而社区社

会资本对关系归因倾向有正向影响。由此，得到假设3.1:
H3.1: 社区社会资本对关系归因倾向有正向影响。

个人的社会资本被证实是个人成就的重要依据，弱连带在美国带来个人找职的优势[2]，强连带在

中国则曾经是换岗、升迁的凭据[3]；此外，个人的结构位置也影响个人成就，伯特[4]提出结构洞概念，认

为社会资本是透过人际间镶嵌关系的运用，达成个人社会资本与财富的创造。这从个体层面揭示了

社会资本与人际关系运用之间的互动，表明行动者的成就得益于关系的运作和个人社会资本的利

用，拥有个人社会资本的人际关系而得到益处时，其直接感受会对关系归因倾向有正向影响。由此，

得到假设3.2:
H3.2: 个人社会资本对关系归因倾向有正向影响。

灾区的特殊环境突出了资源配置对成功的调节作用，因此本文假设社会资本透过具体的资源占

有和使用情况对实现成就产生影响，不同的社会资本存量导致了社会成就实现和归因的差异。由于借

以实现成就的具体资源是特异的，社区社会资本和个人社会资本的各个要素对归因的影响是不同的。

三、研究方法与操作化过程

1. 社会资本的操作化过程

社区社会资本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资本，但因为是范围较小的群体，所以更多的是从公共参与、社

会规范、社会联结等方面来测度，个人社会资本则更多是通过社会网络中的情感关系、工具关系、社

会网结构位置、信任关系等来测量[5]。社区社会资本从社区整体出发，测度整体社会资本情况，其受

益方是社区整体，社区因为个体之间的合作而获得有利于整体的效益。个人社会资本从个体出发，

测度个体社会资本状况，其受益方是个人。

（1）社区社会资本及其测量。社区社会资本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社区中，成员间的关系以及社会

网结构维度的社会资本，能让此一社区内部产生合作性，进而可能促成集体行动，使整个社区受益”[6]。

在此基础上，社区社会资本被分成三个维度来考察：认知性社区社会资本，主要是基于共同符码、愿

[1]BourdieuP. 1986.The forms of capital.in RichardsonJ G.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2] Granovetter, M. S..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 1360-1380.
[3]Bian, Y.. 1997.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American So⁃

ciological Review, 3: 366-385.
[4]BurtR S. 1992.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赵延东、罗家德：《如何测量社会资本：一个经验研究综述》，〔北京〕《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6]罗家德、方震平：《社区社会资本的衡量——一个引人社会网观点的衡量方法》，〔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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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和记忆的社区认同感；关系性社区社会资本，包括互惠性关系、义务性关系以及信任；结构性社区

社会资本，考察整个社区成员间的关系密度情况。

本研究将社区社会资本分为关系、结构和认知三个构面的测量方法[1]。在具体的数据分析过程

中，由于将结构型社区社会资本纳入统计分析会导致有效数据的大量损失，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本文的分析将不采用结构型社区社会资本构面，而从关系和认知两个构面对社区社会资本进行测

度，具体包括关系网本村人数和本村人信任两个因素，由此提出社区社会资本与成就归因的相应研

究假设与分析。

（2）个人社会资本及其测量。在对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资本研究中，边燕杰、李煜发现中国情境

的个体关系网络是以强关系（亲属关系）为核心，其关系实质上是“亲、熟、信三位一体的义务性交换

关系”，而春节期间的相互拜年活动则生动地呈现了这种关系，所以他们选取春节期间的拜年网以及

拜年交往者的社会结构地位来测量个人社会资本[2]。综合关于个人社会资本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

文采纳的个人社会资本包括两个结构型维度：拜年网规模和拜年网中的乡干部规模。由此提出关于

个人社会资本与成就归因的假设并对其进行分析论证。

2. 社会成就归因的操作化过程

尽管说从研究发展趋势来看，人们对社会群体归因模式的关注日益增强，但是中国人的社会成

就归因研究仍处于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有学者在经典归因理论基础上，建构了社会成就归因理论

及其分析框架，将社会成就归因划分为四个类型：背景与关系，能力与努力，机遇与运气，教育与身

份。通过实证调查资料对理论进行检验，验证了人们的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收入水平及满意度越

高、越向上流动者，越倾向于对社会成就进行内在归因（能力与努力）；反之则越倾向于进行外在归因

（背景与关系）[3]。有学者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寻社会成就归因，将社会成就归

因分为内在与个人素质归因（个人天赋与能力、个人努力奋斗、个人文化程度）和外在与社会家庭归

因（家庭背景或出身、社会关系网、机会或运气、家庭经济实力）两个类型，在此基础上推断并分析成

就归因方式所折射的中国社会公平现状[4]。这些研究显示，在常见的自致归因和先赋归因之外，中国

人习惯于关注关系归因，即将取得成就的背后因素归结为是行动者运用关系而实现的。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设有成就归因量表，共包含13个测量社会成就归因认知的指标，包括家境富

裕、父母教育程度高、自己受过良好教育、年龄、天资与

容貌、性别、出生在好地方、个人的聪明才智、有进取

心/有事业心、努力工作、社会关系多、认识有权的人、

政治表现、命运。

运用 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成就归因量表进行探

索性因子分析（EFA），通过剔除结构矩阵中因子影响

力小于 0.5的指标，最终得到由 8项指标构成的 3个因

子。因子分析的KMO值为 0.681，Bartlett的球形度检

验显著性为Sig.＝.000，表明因子分析的效果较好。成

就归因的因子分析结构矩阵如表1所示。基于因子分

表1 成就归因因子分析结构矩阵

指标
有进取心/有事业心

努力工作
个人的聪明才智

天资与容貌
性别
年龄

社会关系多
认识有权的人

自致归因
0.948
0.719
0.668
-0.168
-0.169
-0.104
0.436
0.277

因子
先赋归因
-0.204
-0.207
-0.042
0.890
0.662
0.645
-0.108
0.017

关系归因
0.293
0.359
0.364
0.065
-0.078
-0.059
0.818
0.786

提取方法：主轴因子分解。
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倾斜旋转法。

[1]罗家德、方震平：《社区社会资本的衡量—一个引人社会网观点的衡量方法》，〔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

1期。

[2]罗家德、帅满、方震平、刘济帆：《灾后重建纪事——社群社会资本对重建效果的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14年版。

[3]罗教讲、涂洪波：《社会成就归因倾向及其影响因素》，〔北京〕《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6期。

[4]郭砚君：《社会成就归因认知与社会公平探析》，〔呼和浩特〕《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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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结果，借助帕森斯五项模式变量中的先赋性与自致性概念，再融入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中

的“关系”思维，实现成就可资利用的资源分别为：行动者的后天能动条件，如有进取心和事业心、努

力工作、个人的聪明才智（聪明才智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因此属于后天能动原因）；行动者的先天

特质条件，如天资与容貌、性别、年龄等不可变更的个体特质；行动者在实现成就过程中可以运用的

人情关系条件，如社会关系多、认识有权的人等。三种资源分别对应三种社会成就归因倾向：自致归

因，先赋归因，关系归因。因子分析得到各因子的标准化得分将用于此后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四、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1. 资料来源

本调查数据由清华大学社区营造中心研究团队于2012年4月在四川省的汶川地震灾区收集，调

查涵盖了受灾地区德阳什邡市9个村子、绵竹市3个村子、成都彭州市和郫县13个村子以及阿坝州茂

县5个村子，总共30个村落。这些村落并不是伤亡惨重的灾区，但房屋破损严重，需要就地重建。问

卷调查采取方便抽样方法，每个村子以随机抽样方式抽取三十三户作入户调查，每户中再以Kish问卷

在该户成年人中抽取一人，共回收有效问卷 949份，其中

符合社会资本统计研究要求的，即拜年网、情感网、工具

网与干部网数据俱全的问卷为 556份，因此文章以 2012
年的 556份问卷作为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问卷调查

包含社会成就归因量表，借助因子分析对社会成就归因

进行操作化。表2为2012年调查样本数据的基本描述。

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分析社区社会资本

和个人社会资本对社会成就归因的自致归因倾向、先赋

归因倾向，以及关系归因倾向的影响，探索影响成就归因

倾向的社会资本状况。

2. 研究变量

（1）因变量。基于因子分析，社会成就归因可划分

为：自致归因倾向，先赋

归因倾向，关系归因倾

向。三种归因倾向是社

会成就归因这一因素的

三个构面，表示一种相

对的倾向性认知。这三

类归因是多元回归的因

变量，需要研究社区社

会资本和个人社会资本

对这三类归因的影响状

况（见表3）。
（2）自变量。社区

社会资本和个人社会资

本是本研究的解释变

量，将综合分析其对成

就归因倾向的影响。社

人数
受访者
性别

受访者
年龄

受访者
教育程度

受访者
婚姻状态

受访者
党员身份

556
男：58.5%
女：41.5%
25岁及以下：4.3%
26岁至60岁：65.3%
60岁以上：30.4%
小学及以下：61.7%
初中：30.6%
高中及中专／技校／职业高中：6.1%
大学专科及以上：1.6%
未婚：3.8%
已婚、丧偶或离婚：95.5%
缺失值：0.7%
党员：10.4%
非党员：89.6%

表2 2012年调查样本数据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因变量因变量

先赋归因倾向
自致归因倾向
关系归因倾向

自变量自变量
个人的社区社会资本
关系网本村人总数

本村人信任
个人社会资本
拜年网规模

乡干部网规模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婚姻状态
党员身份

衡量方法

值越大，倾向性越强
值越大，倾向性越强
值越大，倾向性越强

情感网、工具网本村人数的均值
对自己周围人信任程度

拜年总人数
乡以上政府机构中担任干部的亲友人数

0 ＝女，1 ＝男
受访者年龄

1=小学及以下，
2=初中，

3=高中及中专／技校／职业高中，
4=大学专科及以上

0=未婚，1=已婚、丧偶或离婚
0=非党员，1=党员

个案数

550
550
550

556
554

556
556

556
556

556

552
556

均值

1.878
3.657

29.327
0.140

51.245

标准差

0.963
0.921
0.893

1.238
0.783

29.382
0.596

1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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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社会资本利用“关系网本村人总数”和“本村人信任”[1]进行测量。个人社会资本操作化为“拜年网

规模”和“乡以上干部中亲友数”。从表3可知自变量的基本描述统计情况。

（3）控制变量。本文将性别、年龄、党员身份、教育程度列为控制变量（见表3）。
（4）研究模型。本研究采用基于最小二乘法的线性回归模型来探究社区社会资本和个人社会资

本对成就归因的影响，得到以下回归模型，通过对数据的回归结果来检验研究假设：

Y=β0+β1X1+β2X2+β3Z1+β4Z2+β9gender+β10age+β11edu+β12marry+β13party++r
其中，Y为成就归因倾向，分别为自致归因倾向，先赋归因倾向，关系归因倾向；X为社区社会资

本变量，其中X1为“关系网本村人总数”，X2为“本村人信任”。Z为个人社会资本的变量，Z1指“拜年网

规模”，Z2指“乡干部规模网”。性别（gender）、年龄（age）、教育程度（education）、婚姻状态（marry）、党

员身份（party）为控制变量。

表4为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表。

表4 相关系数表

变量
1.自致归因倾向
2.先赋归因倾向
3.关系归因倾向
4.关系网本村人数
5.本村人信任
6.拜年网规模
7.乡干部网规模
8.受访者性别
9.受访者年龄
10.受教育程度
11.婚姻
12.党员身份

1
1

-0.236**

0.453**

0.096*

0.196**

0.145**

0.137**

-0.051
-0.081
-0.044
-0.026
0.007

2

1
-0.025
-0.095*

-0.057
-0.207**

-0.007
0.065
0.153**

-0.056
-0.058
0.102*

3

1
0.055
0.131**

0.090*

0.085*

0.001
-0.011
-0.073
0.012
-0.002

4

1
0.058
0.240**

-0.018
-0.082
-0.229**

-0.009
-0.015
-0.102*

5

1
0.047
0.107*

0.029
0.012
-0.064
0.082
0.007

6

1
0.172**

0.053
-0.228**

0.267**

-0.104*

0.034

7

1
0.094*

-0.134**

0.092*

-0.048
0.107*

8

1
0.133**

0.102*

-0.053
0.097*

9

1
-0.411**

0.274**

0.087*

10

1
-0.208**

0.123**

11

1
-0.026

12

1
注：单尾检定，*表示在0.10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1]罗家德、方震平：《社区社会资本的衡量—一个引人社会网观点的衡量方法》，〔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

1期。

3.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1）社会资本对自致归因倾向的影响。由表5可以看出，全模型中：本村人信任对自致归因倾向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系数为0.177，Sig.为0.000），表明高信任环境有助于施展个体能动性，对自

致归因有正向增强作用。拜年网规模（标准化系数为0.123，Sig.为0.007）和关系网中乡干部规模（标

准化系数为0.102，Sig.为0.018）对自致归因倾向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1得到完全的验证。

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标准化系数为－0.095，Sig.为0.046）对自致归因倾向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本文的分析数据来源于灾区农村，对于这一群体中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来说，虽然他们接受了较

好的教育，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走出农村，从这个层面看他们实际的成就水平与预期成就的落差较大。

假设1证实了社区社会资本和个人社会资本对自致归因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本村人信任程度

高，表明行动者在认知构面具有较高的社区社会资本；较大的拜年网规模和关系网中乡干部规模体

现了较高的个人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条件是行动者在行动时所需借助和利用的资源，给行动者

实现成就提供机会和机遇。

（2）社会资本对先赋归因倾向的影响。由表5可知社区社会资本对先赋归因倾向无显著影响，个

人社会资本变量中的拜年网规模对先赋归因倾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198，Sig.为
0.000）。假设2中只有个人社会资本得到验证。

在控制变量中，受访者年龄（标准化系数为0.127，Sig.为0.011）和党员身份（标准化系数为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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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为 0.044）对先赋归因倾向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婚姻状态（标准化系数

为-0.102，Sig.为0.019）对先赋归因倾

向有显著负向影响。

假设2只证实了社区社会资本对

先赋归因倾向没有显著影响，而个人

社会资本中的拜年网规模变量对先

赋归因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说明不

同于传统的中国社会，个人的社会关

系网络主要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构成，现代中国社会的个人社会关系

网发生了转变，关系网络本身的先赋

性质降低，因此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较

大的行动者更不会倾向于将自己的成

就归功于先天的个体特质。

（3）社会资本对关系归因倾向的

影响。根据表5社区社会资本中的本

村人信任（标准化系数为 0.108，Sig.
为 0.012）对关系归因倾向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表明处于高信任环境中的

社会成员进行关系归因的倾向性越

强。个人社会资本中，拜年网规模（标准化系数为0.094，Sig.为0.043）对关系归因倾向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假设3也得到验证。

在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标准化系数为－0.100，Sig.为0.041）对关系归因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这一点和其对自致归因的影响相同。

假设3完全证实，显示社区社会资本和个人社会资本对关系归因倾向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本村

人信任是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约束和维持机制，处于高信任环境的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会更

加稳定、资源的利用效率会更高，从而影响行动的效益，使得行动者更倾向于进行关系归因。另外行

动者的拜年网规模越大，表明其可以调用的关系网络越大，其中所蕴藏的助益于成功的资源越多，一

方面确实促进成就的实现，另一方面又会强化成就源自关系的归因认知，从而倾向于进行关系归因

的程度越高。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将灾区农村居民的社会成就归因倾向划分为自致归因、先赋归因和

关系归因。从资源利用获致成就进而影响其归因倾向的角度，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分析社会资本

对成就归因的影响程度和方式。

社区社会资本中的“本村人信任”对自致归因和关系归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先赋归因无

显著影响。“本村人信任”是社区社会资本在认知维度的测量变量，体现了个体对自己社区社会资本

保有情况的感知。处于高信任环境的个体，相应地拥有较高的社区社会资本，更倾向于认为自致因

素和关系因素是实现成就的重要原因，社区社会资本带来的集体性资源有利于后天能动性的培育

和发展、有助于人情网络资源的调用；而行动者并不认为“本村人信任”对先赋性资源的运用是有影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
受访者性别

受访者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

党员身份

社区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
关系网本村人数

本村人信任

个人社会资本个人社会资本
拜年网规模

乡干部规模

调整的R方
R方更改
F

模型1

-0.027
(0.546)
-0.115**

(0.020)
-0.091*

(0.057)
-0.013
(0.778)
0.029
(0.511)

0.006
0.015
1.677

模型2

-0.057
(0.187)
-0.056
(0.263)
-0.095**

(0.046)
-0.028
(0.527)
0.014
(0.750)

0.040
(0.369)
0.177***

(0.000)

0.123**

(0.007)
0.102**

(0.018)
0.067
0.083
5.363

模型1

0.029
(0.511)
0.159***

(0.001)
-0.026
(0.590)
-0.104**

(0.019)
0.085**

(0.048)

0.033
0.042
4.728

模型2

0.041
(0.344)
0.127**

(0.011)
0.006
(0.893)
-0.102**

(0.019)
0.086**

(0.044)

-0.002
(0.956)
-0.045
(0.286)

-0.198***

(0.000)
0.030
(0.482)
0.064
0.079
5.133

模型1

0.021
(0.635)
-0.059
(0.231)
-0.094*

(0.052)
0.012
(0.788)
0.010
(0.819)

-0.002
0.008
0.819

模型2

0.002
(0.967)
-0.021
(0.685)
-0.100**

(0.041)
0.003
(0.938)
0.000
(0.995)

0.023
(0.608)
0.108**

(0.012)

0.094**

(0.043)
0.066
(0.133)
0.021
0.037
2.277

自致归因倾向 先赋归因倾向 关系归因倾向

表5 社会资本对各归因倾向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单尾检定，*表示在 0.10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5水平上显著相
关；***表示在0.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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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因为先天资源是个体既定而无法改变的，所以存在于集体层面的资源对先赋资源的影响是不

显著的。

个人社会资本中的“拜年网规模”对自致归因和关系归因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先赋归因有显著负

向影响。“拜年网规模”体现行动者个体社会网络的规模大小，“拜年网规模”大的行动者，拥有较高的

个人社会资本，为能动性资源和人际资源的使用提供了基础，所以倾向于将成就归因为自致因素和

关系因素；而“拜年网规模”蕴含的资源并不是个体先天特质所带来的，所以“拜年网规模”越大，越不

会认为成就是源自先赋。“乡干部规模”对自致归因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先赋归因和关系归因无显著

影响。“乡干部规模”体现行动者个体社会网络的结构，拜年网中乡干部的占比表明从理论角度个体

社会网络中优质资源的比重，统计结果说明个体社会网络中的优质资源有利于自身能动性资源的实

现和发展，而关系性资源的运用更需要的是网络的规模，重量而不重质；先赋性资源的运用不会受到

社会网络结构资源的影响。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社区社会资本中的“本村人信任”、个人社会资本中的“拜年网规模”对

自致归因和关系归因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亦即在一个高信任的环境里，个人的关系社会网络越大，对

社会成就的认知就更加积极，更有利于增强社会公平感，有助于心理健康，所以在社会资本的培育过

程中应该更加注重这两个因素的培育。

灾后重建工作不仅要注重硬件的恢复，更应该重视受到灾害破坏、很可能在灾后又进一步恶化

了的灾民心理认知状况，所以本文关注灾区的社会成就归因，借此探究灾区居民的心理认知情况。

由于灾后重建过程面临着大量的资源分配与再分配，资源配置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作为结构性

资源，社会资本的存量和使用情况成为体现灾后重建恢复能力的关键性指标。社会资本对成就归因

的影响基本上是通过对自致归因和关系归因的调节而实现的，对先赋归因的影响甚微。先赋归因具

有宿命论倾向，属于消极的归因倾向；自致归因和关系归因是积极的归因倾向，有利于社会成员自我

效能感的增强，强化对自己能力的感知和认同，进而加强对未来成就的动机，为后续的行动提供积极

的心理预期，增加了其心理健康恢复的能力。

本文使用灾后重建的农村居民数据就社会资本对成就归因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此探究影响心理

健康重建的重要因素。该群体具有特殊性，他们来自于受灾较为严重的农村地区，房屋破损且有一

定的人员伤亡，但因为并非重灾区而保留了一定的社会网络，重建工作在已有的硬件条件和社会关

系网络基础上展开。数据分析结果验证了社会资本对社会成就归因的重要影响，同时展示了能够促

进积极认知而需要重点培育的资本构面——信任和关系网络规模。样本的特殊性可能会将研究的

分析结果局限在特定群体，这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但也同时是后续研究的未来之展望。作为重要

结构性资源的社会资本对于普通群体的成就认知的影响仍应得到一定的重视，透过社会资本的培育

而对心理健康进行积极干预的思路也具有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方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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