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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社会景气 与 社会信 心 两 项表征 民 众
“

总体性情 绪
”

的社会事 实 ，

可 以观测 与 分析 一个社会发展的 总体状况和运行态势 ， 以
“

晴雨表
”

的 方 式反 映和

把握社会发展的
“

脉搏
”

。 在 制 作 测量 与 观测 工具 的 基础 上 ， 通过全 国 性抽样调查

数据进行检验的 结果表 明 ， 研究 所设计 的 量表具有 良 好 的 信度 和 效度 。 在 此 基础

上
， 社会景 气 与 社会信心指数可 以 用 一种基于变量正态标准化转 换和量纲 统一 的 方

法构建 。 数据统计结果显 示 ， 以 2 0 1 2 年 为基点 ，
2 0 1 3 年和 2 0 1 4 年 中 国 的社会景 气

与 社会信 心指数呈现稳步上升 的 态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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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形势 ， 分析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

问题 ， 对于国家当前与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 多年来 ， 我们尝试系统地从理论与方

法的结合上研究社会的总体发展状况。 本文期望通过对
“

社会景气
”

与
“

社会信心
”

的研究 ， 使人们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社会变迁与发展 的形势 ， 从而使理论研究以及

政策制定有一个全面、 可靠的数据基础 。

在这里 ， 文章试图探讨从人们微观层次的主观感受与态度出发来观察与分析宏

观社会事实的可能性 ， 以从根本上理解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研究的可行性及其意义 ，

推进这项研究的深人 。

＊本研究 为 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 项 目

“

发展过程 中 的 社会景 气 与 社会信心 研究
”

（项 目

编 号 ：
1 4ＡＳＨ 0 1 3 ） 和 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

“

市场 化进程 中 的 结构紧 张与 相对剥

夺感研究
”

（项 目 编 号 ：
1 3 ＣＳＨ 0 2 4 ） 的 阶段性成 果 。 感谢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社会 学研究

所夏传玲研究 员在 方法 上所提供 的 帮 助和 匿 名 评审专家对文 章提 出 的 富有建设性 的修

改意 见 。 文责 自 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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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 中 的社会景 气 与 社会信 心

首先 ， 我们将分析微观个体态度与宏观社会事实之间 的勾连 ； 然后从理论与方

法的结合上探讨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的界定与理解 ， 研究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的操

作化与测量 ； 在此基础上 ， 通过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数据来检验有关
“

社会景气
”

与
“

社会信心
”

的测量指标及量表的信度与效度 ， 并试图提出
一

种基于变量正态标准化

转换和量纲统一的指数构建方法 。

一

、 微观态度与宏观社会事实 ： 方法论基础
．

在过去 ， 多数研究主要是从科学抽样方法论的角度 ， 来解释人们为什么能够通

过分析个体被访者的社会感受与社会态度去推论 、 分析与研究
一

个时期社会中的宏

观社会状况 。 但是 ， 这种解释却没有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微观社会态度与宏观社会事

实之间的勾连以及形成这种勾连的条件和机制 。 原因在于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的社

会态度与社会感受的研究 ， 往往缺乏
一种强有力的学理支撑 ， 从而陷人微观向宏观

跃迁的解释困境 。

分析微观感受与宏观社会事实之间 的关系 ， 首先需要区分个体与社会两个层次

的心理 。 对于每个受访者而言 ， 其所表达的主观态度及行为意愿是 以题器内容为指

涉对象的 。 譬如 ， 某一受访者对收人状况不满意 ， 只能将其不满意聚焦于收入状况 ，

却很难追溯其不满意的准确原因 。 按照问卷调查方法的要求 ， 人们只需要受访者将

关于某事项的主观态度表达出来即可 。 这样不仅能够避免先入为主地规定人们感受

的原因动机 ， 而且还可以客观地记录受访者的纯粹主观感受 。
① 在个体问卷回答的

基础上 ， 通过一定方式的数据统计所反映出来的总体性情绪 （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ｍｏｏｄ ） 具

有与个体社会态度不同的特征 。 首先 ， 二者属性不 同 ， 即总体性社会心理有可能与

个体的社会态度相一致 ， 也可能相冲突 。 总体性社会心理只关注群体或社会总体层

面的大规模社会现象 ， 而不解释单个个体的行为意愿与态度取向 ， 最终个体层次的

变异性被总体的一致性或群体的差异性所代替 。 其次 ， 二者生成机制不同 。 社会心

态并非个体心态的简单叠加 ， 而是通过社会认同 、 情绪感染 、 去个性化等机制新生

成的具有本身特质和功能的心理现象 ， 反映了个体与宏观社会在心理意义上的连结

与相互构建 。②

从涂尔干关于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关系 的论述中 ， 可以清晰地发现个体心理与

社会心理之间的殊同 ，

“

毫无疑问 ， 如果没有个人意识 ， 任何集体生活都不可能产

① 李 汉林 、 渠敬东 ：
《 中 国 单位组 织 变迁过程 中 的 失 范效应 》 ， 上海 ： 上海人 民 出版社 ，

2 0 0 5
年 ， 第

4 0— 4 2
页 。

② 杨 宜音 ：
《个体与 宏观社会的 心理关系 ： 社会心 态概念的界定 》 ， 《社会学研究 》 2 0 0 6 年

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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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但仅有这个必要条件是不够的 ， 还必须把个人意识结合或化合起来
……个人的

精神在相互结合 、 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产生
一种存在 ， 说这种存在是心理

的存在亦可 ， 但它具有一种新的心理个性 。

”

① 这也就是说 ， 在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

之间存在着一个转换机制 ， 这就是涂尔干一再强调的化合作用 。 这种化合作用发生

在所有个体存在的场域中 ， 因场域和化合方式的不同 ， 所产生的新的心理个性也随

之不同 。 正如勒庞笔下的
“

暴民
”一样 ， 原本理性 、 有教养的个体 ，

一旦聚到
一

起 ，

随着聚众规模的增大 ， 就会相互影响 ， 使得本不一致的个体在行为和观念上趋于一

致 ， 变得非常不理性 、 冲动 、 偏执和激进 。 ② 在涂尔干的理论视域 中 ，
③ 这些体现

在个体身上但又表现为某种范围和程度上的总体性心理是外在于社会个体 ， 并对社

会个体具有约束作用的社会事实 。 同样的道理 ， 我们不能因为总体性的社会心理与

个体性的态度取向层次有别或方向相左就否认其存在 。 虽然就单个受访者而言 ， 其

社会态度是主观感知的表达并具有个体异质性 ， 但在抽样总体中反映 出来的则是一

种总体性社会心理 。

与涂尔干所提出的
“

化合作用
”

这种虽普遍存在但却无法道 明的
“

突生作用
”

相比 ， 同样是为了应对微观与宏观勾连的解释困境 ， 赫斯特罗姆 （
ＰｅｔｅｒＨｅｄｓｔｒ 6ｍ ）

提出 了
“

解析社会
”

的观点 。
④ 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和方法上对微观与宏观之间 的

关系机制进行了解释 ，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化解 了被人们长期悬置 的
“

突生作用
”

在无法解释之时只能被归因为非意图性后果的无奈 。 简单概述 ，

“

解析社会
”

的分

析路径 ， 从个体行动发生的原 因出发 ， 强调只有具有 目 的性的行为才能被看作是

行动 。 只有个体的行为能够被期望 、 信念和机会解释时 ， 才是一种行动 。 他 的
“

解析社会
”

理论被称为
“

ＤＢＯ 理论
”

。 在明确了个体行动的原 因之后 ， 赫氏进一

步指出 ， 只有解释 目 的性行动之间的社会互动 ， 才能洞察个体行动与群体行为之

间的关联 ， 社会互动及其背后的 因果机制才能构成从微观行动 向群体行为跃迁的

基础 。 由此 ， 我们才可以理解从个体行动到群体行为趋 同的发生机制 ， 并实现从

微观行动向宏观现象的逻辑解释 。⑤

解析社会的分析视角 回避对个人行动的类型学解释 ， 直接从个人行动 的原因 ，

① Ｅ ． 迪尔 凯姆 ： 《社会学方法的 准则 》
， 狄玉 明译 ， 北京 ： 商务 印 书馆 ，

1 9 9 5 年 ， 第 1 1 9 页 。

② 参见古斯塔夫 ？ 勒庞 ： 《 乌合之众 ： 大众心理研究 》
， 冯 克利 译 ， 北 京 ： 中央编译 出 版

社 ，
2 0 0 5 年 。

③ Ｅ ． 迪尔 凯姆 ： 《社会学方 法 的准 则 》 ， 第 1 1 9 页 。

④Ｐｅ ｔｅ ｒＨ ｅｄｓｔｒｏｍ
，Ｄｉ ｓｓｅ ｃｔ 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ｃｉａ ｌ ：ＯｎｔｈｅＰｒｉ ｎｃｉｐｌ ｅｓｏｆ

Ａｎａ ｌｙｔ ｉｃａ ｌＳｏｃ ｉｏｌｏｇｙ ，

Ｎ ｅｗ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 ｉｄｇｅ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Ｐｒｅｓ ｓ

，
 2 0 0 5

， ｐ ． 3 8 ．

⑤Ｐｅｔｅ ｒＨ ｅｄｓｔｒｏｍ
，Ｄｉ ｓｓｅ ｃｔ 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 ：ＯｎｔｈｅＰｒｉ ｎｃｉｐｌ ｅｓｏｆ

Ａｎａ ｌｙｔ ｉｃａ ｌＳｏｃ ｉｏｌｏｇｙ ，

ｐｐ
． 4 0－ 4 5


；ＪａｍｅｓＳ ．Ｃｏｌｅｍａｎ

，
“

Ｓｏｃｉａ ｌＴｈｅｏｒｙ ，
Ｓｏｃｉａ ｌ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

“

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ｏｃ ｉｏ ｌｏｇｙ ，ｖｏｌ ．  9 1

，ｎｏ ．  6
， 1 9 8 6

，ｐｐ ．  1 3 0 9 － 1 3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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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从最微观的层次上分析个体行动得以产生的根源 。 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 ， 通过

转换机制 ， 从成员间的社会互动出发 ， 论证个体行动对他人产生的影响 。 在互动机

制效应的作用下 ， 不仅可以产生群体内 的行为趋同 ， 而且 ， 此时相对于最初的个体

行动 ， 他人的行动以及 由此形成的外部结构环境进一步影响和制约着个体行动 。 这

样 ，

“

ＤＢＯ 理论
”

既秉持了韦伯关于社会行动可解释的传统 ， 又否定社会现象是个

体行为简单叠加的个体还原论 ； 既拒绝把社会当作完全外在于个体的客观结构 ， 又

解释了涂尔干关于个体意识向集体意识转换的化合机制理论。

虽然人们的主观态度并不与其社会行动相一致 ， 但这种在个体态度基础上化合

而成的总体性社会心理是一种超越个体心理的社会事实 。 而要实现从微观态度 向宏

观社会事实的解释 ， 就必须也只能从这种关系背后的逻辑机制中去找寻 。 结合社会

调查数据和统计分析 ， 总体性的社会心理并不是受访者的主观态度在统计数据上的

某种累加 。 更多的常常是 ， 在预先的假设和理论基础上 ， 通过一定的统计方式推导

出来的有关总体性社会心理的特征与趋势 。 如何能通过可信 、 有效的题器进行测量

并加以解释 ， 就构成了研究能否成功的关键步骤 。

社会层面的心理特征是
一种社会事实 ， 不同于 自然事实 ， 是社会行动者通过某

种方式建构而成的 。？ 对总体性社会态度的解释须到个体层级 中去找寻 ， 因为没有

个体基础 ， 这种超越个体的社会事实便无从形成 。
② 但这不是一种个体还原主义 ，

相反 ， 任何社会事实如果不能从个体的行动和观念中加以观测和操作 ， 就只不过是

某些臆构的空泛概念而已 。

二 、 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

对社会发展状况的观测与分析 ，

一方面要从社会的视角 出发 ， 在某些关键事

实基础上对社会发展变迁的总体状况与态势进行审视 ； 另一方面 ， 要强调经济与

社会之间 的内在关系 、 两者之间 的协同变化以及总体性的经济社会结构特征 。 目

前 ， 我国社会正处在快速转型时期 ， 在此阶段 ， 各种深层次社会问题凸显 ， 新出

现的问题与原有 的社会问题交织在
一起 ， 使社会的系统性风险加大 ， 脆弱性加剧 ，

① 刘 玉 能 、 杨维 灵 ： 《社会行动 的 意外 后果 ：

一个理论简史 》
，

《 浙 江大 学 学报 》 2 0 0 8 年第

3 期 。

② 赫斯特罗 姆在 阐述 由个体行动 到集体行为 时 ， 引 用 了 福 多 尔 关于
“

多 层
”

解释 的逻辑 ，

即 群体特性 ， 必 须 要 到低 其一 层 的运 行机制 中 去 找 寻 原 因 。 （ 参见 Ｐｅ ｔｅｒＨ ｅｄｓｔｒＳｍ
，

Ｄｉ ｓｓｅｃ ｔｉ ｎｇ
ｔｈｅＳｏｃｉａ ｌ ：Ｏｎｔ ｈｅＰｒｉｎｃ ｉｐ ｌｅｓｏｆ

Ａｎａ ｌｙｔ ｉｃａ ｌＳｏｃ ｉｏｌ ｏｇｙ ，ｐ ． 3 4 ） 这种 多层逻

辑事实上本身就是一个操作 化 的过程 ， 即 将那 些我 们 无 法用 经验加 以描述 与 解释 清楚

的事实操作化到 可 以 观测 与 解释的 层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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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隐含各种潜在的发展风险 ， 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 。
① 同时 ， 改革以来 ， 在

由 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 由 于社会结构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

的整合速度 ， 导致整体性社会结构的紧张趋势 。
② 因此 ， 通过科学有效 的方法 ， 抓

住社会发展过程 中的某些关键事实对总体性社会问题进行分析 ， 对于有效应对社

会转型过程中一些显现或潜在的经济社会风险以及化解社会结构紧张的危机都具

有重要意义 。

在国 际上 ， 自 2 0 0 9 年开始 ， 欧盟委员会每年对其成员 国进行社会环境状况 的

调查与监测 ， 报告总体的社会发展程度与各成员 国的社会环境状况 。③ 这项被称

之为
“

欧洲晴雨表
”

的调查研究 ， 设计出 了
一

套题器去分析 民众对以 下三个方

面的满意度 ， 包括 ： 个体状况 ； 各成员 国 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经济环境 ；
社会政

策状况。 对于每个方面 ， 受访者需要从当下情境 、 以往经历和未来预期进行评

判 。 这项研究的 目标是通过一套主观指标来评估社会发展程度 ， 其研究逻辑建

立在认为社会环境是一个社会的总体性情绪基础之上 ， 类似于
“

天气状况
”

或

者
“

气温变化
”

， 是能够通过人们对某些事项 的主观感受反映出来的 。 ④

欧盟关于社会发展晴雨表的研究是
一项前沿性工作 ， 对我们 的研究具有启

发意义 ， 但也留下不少改进的余地 。 其主要不足之处 ：

一是偏重对调査数据的

解读性描述 ， 缺少对事物之间 因果逻辑 的解释性阐述 。 从相关研究报告可 以发

现 ， 其更多 的是关于变量的频数描述和相关分析 。 虽然他们力 图 比较各年份的

变化及各成员 国之间 的差异 ， 但我们仍很难从 中获得这种变化及差异 的 内在机

制与因果逻辑 ， 而这对于解决某些 问题的政策制定尤为重要 。 诸如不 同年龄 、

① 中 国社会科学 院社会发展战 略研究 院
“

社会发展与 社会态度研 究
”

课题组 ： 《社会发展

的 四个理念 》 ， 李 汉林主编 ：
《社会发展研 究 》 第 1 期 ， 北 京 ： 中 国 社会科学 出版社 ，

2 0 1 2 年 ， 第 4 页 。

② 李 汉 林 、 魏钦恭 、 张彦 ： 《社会 变迁过程 中 的 结构 紧 张 》 ， 《 中 国 社 会科学 》 2 0 1 0 年

第 2 期 。

③Ｅｕｒｏｐ ｅａｎＣｏｍｍ ｉ ｓ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ａ ｌ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 ｅｔｅｒ 3 1 5 ：Ｓｏｃｉａ ｌＣｌｉｍａｔ ｅ 2 0 0 9
，Ｒｅｐｏｒｔ

，

2 0 1 0
，

ｈｔｔｐ ： ／ ／ｅ ｃ ．ｅｕｒｏｐａ ． ｅｕ／ｐｕｂ ｌｉｃ

＿
ｏｐ ｉｎ ｉｏｎ／ａｒ ｃｈｉｖｅｓ／ ｅｂ ｓ／ｅｂｓ

＿
3 1 5 

＿
ｅｎ ．

ｐｄｆ ；Ｅｕｒｏｐ ｅａｎ

Ｃｏｍｍ ｉｓｓ ｉｏｎ
， 
Ｓｐｅｃｉ ａＺ Ｅｕｒｏｂａ ｒｏｍ ｅ ｔｅｒ 3 4 9 ：Ｓｏｃｉａ ｌＣｌ ｉｍａ ｔｅ 2 0 1 0

，Ｒｅｐｏｒｔ
， 2 0 1 1

，
ｈｔ 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ｐｕｂ 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ｅｂｓ／ｅｂ ｓ

＿ 3 4 9一ｅｎ ．ｐｄ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Ｓｐｅ ｃｉａ ｌ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 ｅｔ ｅｒ 3 7 0 ：Ｓｏｃｉａ ｌＣｌｉｍａｔｅ 2 0 1 0
’Ｒｅｐｏｒｔ

，
2 0 1 1 ，ｈｔｔｐ ：

 ／／ｅｃ ．
ｅｕｒｏｐａ ．

ｅｕ／ｐ ｕｂ ｌｉｃ
＿

ｏｐ ｉｎ
ｉ
ｏｎ／ａｒ ｃｈ ｉｖｅｓ／ ｅｂ ｓ／ｅｂｓ

＿
3 7 0

一
ｅｎ ．

ｐｄｆ ；Ｅ ｕｒｏｐ ｅａｎＣｏｍｍｉ ｓｓｉ
ｏｎ

，Ｓｐ ｅｃｉａ ｌ

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 ｅｔ ｅｒ 3 9 1 
：ＳｏｃｉａｌＣｌｉｍａ ｔｅ  2 0 1 1

’Ｒｅｐｏｒｔ， 2 0 1 2 ，
ｈｔｔｐ ： ／／ｅｃ ． ｅｕｒｏｐａ

． ｅｕ／ ｐｕ ｂｌ
ｉ
ｃ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ｅｂｓ／ｅｂｓ
＿

3 9 1 ＿
ｅｎ

．ｐｄｆ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

ｓｓ
ｉ
ｏｎ

，Ｓｐｅｃ ｉａ ｌ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 ｅｒ

4 0 8 ：Ｓｏｃ ｉａ ｌＣｌ ｉｍａ ｔｅ 2 0 1 2
，Ｒｅｐｏｒｔ

，
2 0 1 3

，ｈ ｔ ｔｐ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ｐｕｂｌ ｉｃ＿ｏｐ ｉ
ｎ

ｉ
ｏｎ／

ａｒｃｈ ｉｖｅｓ／ｅｂｓ ／ｅｂｓ
＿

4 0 8 
＿ 

ｅｎ ．

ｐｄ ｆ ．

④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 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ｉ ｎｇａｎｄＴｅｓｔｉ ｎｇａＮｅｗ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

Ｓｏｃｉ ａｌＣｌ ｉｍａ ｔｅ
 ’

2 0 1 0
，
ｈｔｔｐ ： ／／ ｅｃ ． ｅｕｒｏｐａ ． ｅｕ／ ｓｏｃ ｉａ ｌ／ＢｌｏｂＳｅｒｖｌｅ ｔ ？ｄｏｃｌｄ

＝
6 7 2 3 ｌａｎｇ

ｌｄ
＾

ｅｎ ．

？6 8？



发展过程 中 的 社会景气 与 社会信心

受教育程度和收人水平等社会人 口 学变量上的 主观态度差异 只能给人表面 的 印

象 ， 却不能提供更加深人的信息 。 这一缺陷不仅 由 于研究者忽视了 社会研究对

事物之间 因果机制发掘 的重要性 ， 更 因为忽视 了对宏观结构因 素的考察 ， 使变

量之间 的分析难以完成更为深入的解释性阐述 。 二是量表和指标在构建的过程

中缺乏理论上 的逻辑性和方法上 的 严密性 。 研究所提 出 的社会状况 （ ｓｏｃ ｉａｌ

ｓ 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 概念只是对其简单的界定 ， 缺乏理论基础 。 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便是

在概念的操作化过程中 ， 指标的选择没有理论依据 ， 容易 陷入循环解释 。 从方

法论上看 ，

一个
“

成功
”

且
“

有用的
”

量表和指数的主要标志是简单 、 敏感和

便于操作 。 ① 反观欧盟的研究 ， 既没有对指标的信度 、 效度和精度的测量 ， 也没有

对指数的构建给予充分的说明 。

基于上述研究 ， 本文试图结合中 国国情 ， 提出用以观测
一

个社会发展状况的理

论概念及测量指标 ， 阐述概念形成和指标测量的理论逻辑 。

（

－

） 理论概念

在对国外发展理论进行梳理及总结国内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 我们

将社会发展的理念归纳为致力于人民福祉 、 社会公平 、 社会包容 、 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路径和模式 。
② 我们试图通过分析人们对其所处社会环境的主观感受 ， 即通过观

察人们的社会态度来探讨和把握社会发展的状况。

在一般意义上可 以假定 ， 人们的主观感受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客观现实 ；

人们主观感受到的客观现实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社会治理的水平 和社会发展 的程

度 。 由此可 以判断 ，

一个发展状况 良好的社会应是一个景气的社会 ， 也是人们对

未来有着 良好预期与信心 的社会 。 在此基础上 ， 我们试 图通过
“

社会景气
”

与
“

社会信心
”

这两个概念来对社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进行概括 。 如果说 ，

一个社会

是否 良性运行与稳健发展能够从某些社会事实层面进行评估与判断 ， 那么对
“

社会

景气
”

与
“

社会信心
”

状况的研究旨在把握社会发展脉搏 ， 以
“

晴雨表
”

的方式反

映社会发展状况 。 虽然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是人们某种主观态度的总体性体现 ， 但

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结构是否整合有序 、 整个社会环境是否安定 团结 、 整个社会方向

是否顺应民意 。
③

从理论上说 ， 社会景气主要是指人们对其当下所处社会环境 的
一种主观感受 。

①ＬｉＨ ａｎ ｌｉｎｅｔａｌ ．

 ，
“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 ｒＨ ｉｄｄ ｅｎＲ ｅａ ｌｉｔｙ
：Ａｎｏｍｉｅ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 ｌＣｈａｎｇ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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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社会发展战 略研究 院
“

社会发展 与 社会态度研 究
”

课题组 ： 《社会

发展 的 四个理念》
， 第 3

—

1 9 页 。

③ 李 汉林主编 ： 《 中 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 （ 2 0 1 3 ） 》
，
北 京 ： 中 国 社会科学 出 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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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指不同社会群体对 自身福祉提升与否 、 在与不同群体社会互动过程中社会包容状

况改善与否以及对政府制度安排实践公平正义与否的评价 。 社会信心则主要是指人

们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等社会事项以及个体的发展机会 、 收人状况等个体事

项的未来预期与判断 。
？ 事实上 ， 这两个概念暗合的是前文所述的有关社会发展理

念的 四个方面 ： 社会景气概念指涉的是社会福祉 、 社会公平和社会包容状况 ， 而社

会信心概念则指涉的是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

目前 ， 国家对经济形势的研判 已经有一套较为完备的理论和观测体系 ， 国家统

计局中 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每月 都发布国家的经济状况景气指数。② 与之相 比 ， 对

社会发展状况的监测还没有专 门机构来进行研究 。 这一方面是因为对社会发展状

况的监测难度大 、 涉及面广 、 数据较难收集 ； 另一方面也可能与重经济增长 、 轻

社会发展的理念有关 。 而作为
“

晴雨表
”

的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研究不仅可以为

判断社会发展形势积累更丰富的数据资料 ， 而且也能够与经济景气指数
＂

相得益

彰
”

， 为更加全面地把握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状况 以及政策制定提供
一

个全面 、 可靠

的事实基础 。

（

二
） 操作化与微观逻辑机制

确定了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这两个分析概念之后 ，

一个重要的研究任务就是要

对其进行操作化 。 这种操作化尝试有两条路径 。 第一条路径是从理论演绎出发 ， 探

寻涵盖性较强的指涉概念 ； 第二条路径则是探寻受访者对理论概念所指涉的社会现

象进行感知与评判 的逻辑机制 。 前者强调理论的
一致性 ， 后者则强调解释的微观基

础 。 只有这两条路径贯通契合 ， 研究才具有完整性 ， 才能避免理论概括与微观阐释

的偏颇 。

从理论演绎的角度出发 ， 并结合有关社会发展的四个理念 ， 我们将
“

社会景气
”

操作化为满意度 、 相对剥夺感和对政府的信任度三个方面 。 其中满意度不仅指涉民

众的社会福祉状况 ， 如个人收入水平 、 住房状况、 健康状况 、 发展机会等个体事项

和食品安全 、 环境质量 、 医疗服务水平等社会事项 ， 同时还包括了解人们对社会公

平公正状况的感受 。 相对剥夺感测量的主要是人们在与参照群体比较过程中对 自身

经济社会地位得失变化的感受 ， 包括社会公平状况和社会包容程度 。 在发展的过程

中 ， 政府及政府行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 因素 。 政府的制度安排不仅影响着社会公平

① 李汉林 、 魏钦恭 ：
《社会景 气 与 社会信心研究 》 ， 北京 ： 中 国 社会科学 出版社 ，

2 0 1 3 年 ，

第 1 2
—

1 5 页 。

② 参见张永军 ：
《 经济景 气计量分析方法 与 应用研究 》

，
北 京 ： 中 国 经济 出版社 ，

2 0 0 7 年 ；

郑桂环 等 ： 《 经济 景气分析方法 》 ， 北 京 ： 科学 出版社 ， 2 0 1 1 年 ； 国 家统计局 中 国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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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 中 的社会景 气 与 社会信心

的实现和民众社会福祉的提升 ， 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包容性发展起到弓
Ｉ导

和促进作用 。 在一定的意义上 ， 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既反映了政府在推动国家发

展过程中的成绩和效率 ， 同时又影响着人们对社会发展其他方面的判断与感受 。 三

者各有侧重点 ， 且相互交织 。

“

社会信心
”

则被操作化为民众对未来有关社会福祉 、

社会公平 、 社会包容状况的发展预期 ， 这是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 民众信心基础 ，

包括对社会总体事项的信心度和对个体事项的信心度 。 按照受访者评判的对象层次

和评判时点 ， 四个方面的关系可表示如图 1 。

社会景气 叫 社会信心

＾社会事项ｆ

ｆ^
ｉ＊对社会事项的

｜ ！

信心度

｜

？＊对个体事项的 ：ｉ

＿意度ｉ＊对个体事项的
＊相对剥夺感 ；信心度

ｖＪ！ｖＪ
▼

个体事项

图 1 社会蚤气与社会信心之 间的关系

从微观解释的角度出发 ， 对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状况的观测以个体主观感受为

基础 。 如果忽视主观感受或主观表达的微观机制 ， 则阻碍了从微观基础向宏观事实

的解释 。 戴维森 （Ｄｏｎａ ｌｄ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在关于主体行动与行动原因的论述中指出 ， 对

于行动的合理化 ， 需要确定主体的行动意愿。 例如主体采取 Ｘ行动 ， 是因为他期望

并相信如此行动能够带来其所期望的结果 。 在这里 ， 主体行动的首要原因是期望与

信念的交织 ， 只有在期望与信念的基础上 ， 才能将主体的行动合理化 。
① 这也就是

说 ， 在考察主体为何如此行动而非那般时 ， 不能停留在行动层面 ， 而是要追寻行

动背后的原因 。 与主体的行动不同 ， 主观态度的表达只是停 留在心理感知和评价

的基础上 。 在某种意义上 ， 人们 的这些主观感受本身就是行动的原因 ， 也无需考

察主体感受的具体原因 ， 但以题器为指涉对象和评判基点 的主观态度表达却存在
一定的微观机制 。

从我们的研究主题和题器指涉对象出发 ，

“

预期
一实现

”

的对比关系可以构成理

解上述四个方面的微观逻辑机制 。 这种预期建立于两个层次 ： 主体层次上 ， 人们对

①ＤｏｎａｌｄＤａｖ
ｉ
ｄｓｏｎ

，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Ａｃｔ ｉｏｎ ｓａｎｄＥｖｅｎ ｔｓ
 ’Ｎ ｅｗ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 ｓ
，

2 0 0 1
，ｐ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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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发展 、 与他人关系 以及社会环境状况都有
一

定的预期 ； 结构层次上 ， 历史文化 、

意识形态 、 制度环境等宏观因素所渲染和追求 的发展 目标 ， 比如
“

不患寡而患不

均
”

、

“

实现共同富裕
”

、

“

还老百姓一个碧水蓝天
”

等 ， 则进一步影响和建构着人们

的预期 。 预期的实现程度决定了人们如何感知与评判满意度 、 相对剥夺感以及对政

府的信任度 ， 而评判又进一步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社会信心 。 当然 ， 这里有关

人们的社会预期既不等同于托马斯强调 的
“

理性预期
”

， 因为个体既不可能是
“

全

息
”

的 ， 也不可能完全依据理性原则进行预期与判断 ；

① 也不等 同 于默顿所谓 的
“

自我实现预言
”

， 因为人们有 目 的 的行动导致 的非预期性后果不仅难以预期而

且也难 以构成人们可理解范畴的
一

部分 。
② 在这里 ， 人们对可指涉对象的预期 目

标与 目标实现程度之间的对比关系很难量化到一定 的比例 ， 但差异程度却成为人们

进行相关社会问题评判的
“

模糊
”

标准 （参见表 1 ） 。

表 1 社会预期与 目标实现之间 的对比关 系

社会景气状况预期实现程度现实状况判断社会信心

增长未变降低

满意度不变减弱降低降低

＾增长较慢
＾

增长未变增强

相对剥夺感不变减弱增强降低

增长增长较慢增强


增长未变降低

对政府信任度不变减弱降低降低

＾增长较慢


＾


1 ． 社会景气及其测量

满意度是人们在心理层面的一种主观感受 ， 其既反映个体的福祉状况 ， 也反映

出人们对 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满意程度 。 从预期一实现对比机制的角度 ， 当人们行

为的努力不能实现或者部分实现预期 目标的时候 ， 就会产生不满意的感受 。 预期 目

标的实现程度愈低 ， 人们的满意度也会愈低 。 在一定程度上 ， 人们对 自身及其所处

社会环境的满意度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发展状况 ，

一个景气 的社会

必定是一个人们满意度水平较高的社会 ， 这种预期与实现的对比关系则成为勾连微

观个体与群体及社会宏观状况的评判机制 。

① 参见 陆建新 ： 《理性预 期理论述评 》 ， 《社会科学战线 》 1 9 9 6 年第 1 期 。

②ＲｏｂｅｒｔＫ ．Ｍｅｒ ｔｏｎ
，

“

ＴｈｅＵｎａｎ ｔ ｉｃ ｉｐａｔｅｄＣｏ ｎｓｅｑｕｅｎｃ ｅｓｏｆＰｕｒｐｏｓ ｉｖ ｅＳｏｃｉａ ｌＡｃ ｔｉｏｎ
，

“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Ｓｏｃ ｉｏｌｏｇｉ ｃａ ｌＲｅｖｉ ｅｗ
，ｖｏｌ ． 1

，
ｎｏ ． 6

，

1 9 3 6
， ｐｐ ． 8 9 4

－

9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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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 中 的社会景 气与 社会信心

相对剥夺感主要是指人们从期望得到的和实际得到的差距 中 、 特别是与相应参

照群体的比较过程 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负面主观感受 ，

一种不满和愤慨 的情绪 。
①

在这里 ，

“

相对剥夺感
”

不同于
“

绝对剥夺
”

， 其体现的是一种与参照群体比较之后 ，

对 自身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变化的负面感受 。 所以 ， 相对剥夺感在个体层面反映的

是相对地位的变动 ， 但其在深层次上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发展变动状况 。 变动剧烈

的社会 ， 人们更加敏感于 自 己 的得失 ， 无论是客观的社会分层还是主观的经济社会

地位变动都能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中显现出来 ， 而相对剥夺感的变化可以较好地反映

这种分层意识或不平等意识的变化 。
？ 相对剥夺感的社会属性要强于满意度 ， 有时

甚至会带有想象的差异 。 在
一定程度上 ， 人们被相对剥夺感受的变化与整个社会的

宏观氛围密切相关 ， 也时刻会受到整个社会结构及其文化气氛变迁状况的影响 。
一

旦人们认为 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与参照群体直接相比较低或间接相比较低 ， 都会产

生相对剥夺感 。 从预期一实现的对比机制出发 ， 人们对 自 身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会

有一个预期 ，

一旦与参照群体比较后发现 自身预期未能实现或实现程度较低时 ， 相

对剥夺感就 自然产生 ， 差距越大 ， 相对剥夺感越强 。

政府信任是人们对政府行为绩效以及执政能力的一种肯定与社会承认 ， 是对政

府所做相应制度安排的评价 ， 同时也是人们对政府行为绩效以及对政府行为预期与

实现状况之间关系的评判 。 政府信任涉及的是政治信任的核心议题 ， 即政府执政的

合法性和政策执行的有效性问题 。 就合法性而言 ， 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反映了一个国

家 （或地方 ） 的政府及其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一般民众的认可 ；
对于政策执行

的有效性而言 ，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过低则意味着政府行为丧失了民众基础 ， 从而

使得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会遇到更多的阻力和反对 ， 需付出更大成本 。
？ 从预

期一实现逻辑出发 ， 对政府的信任度高低取决于政府所制定的相应制度安排和政策

措施 、 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 、 政府履行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以及政府的社会

管理是否达到人们的预期 。 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 、 政府的权威

以及政府行为的合法性 。

如前所述 ， 由于满意度 、 相对剥夺感和对政府的信任度三项指涉性概念既有各

自的理论侧重点 ， 又相互交织 ， 所以需要更进一步明晰三者之间的关系 。

首先 ， 对社会景气的测量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事实 。

一个是人们对其所处

①参见ＲｏｂｅｒｔＫ ．ＭｅｒｔｏｎａｎｄＡ ｌ ｉｃｅＳ ．Ｒｏｓ ｓｉ
，

＂

Ｃｏｎｔｒ
ｉ
ｂｕ 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Ｔｈｅｏ ｒｙ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

 ｉｎＲｏｂｅｒｔＫ ．Ｍｅｒｔｏｎ
，ｅｄ ．

，Ｓｏｃｉａ 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 ｌ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

Ｎ ｅｗＹｏ ｒｋ ：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
， 1 9 6 8

， ｐｐ ． 2 8 7
－

3 3 9
；ＴｅｄＲｏｂｅｒｔＧｕｒｒ

，Ｗｈ
ｙＭｅｎＲｅｂｅ ｌ

，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 Ｐｒｉｎｃ ｅｔｏｎＵｎ ｉｖ ｅｒ ｓｉ ｔｙ 
Ｐｒ ｅｓ ｓ

，  1 9 7 0
，ｐｐ ． 1 3 2

－

1 7 9 ．

② 刘欣 ：
《相对剥 夺地位与 阶层认知 》 ， 《社会学研 究 》 2 0 0 2 年第 1 期 。

③ 马得勇 ： 《政治 信任及其起源 ： 对亚洲 8 个 国 家和地 区 的 比较研究 》 ， 《 经济社会体制 比

较 》 2 0 0 7 年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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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宏观与微观环境有着直观的感受 。

一般的公众可能说不清一些大道理 ， 但他

们可以从 日 常的生活中实实在在地感受满意不满意 、 认可不认可 、 得失与变化 。 另

一

个是政府作为国家机器和公共资源的管理者 、 分配者 ， 其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用

尽可能公平 、 公正和透明的方式提供与分配公共物品 ， 满足公众的需求与期待 。 在

这里 ， 人们可以直接感受与评估的 ， 不仅是这些公共物品的数量与质量 ， 而且还有

提供这些产品与服务的方式与过程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无论是人们的满意度还是

相对剥夺感都会与政府及其行为发生关联 。

其次 ， 从实质上说 ， 社会发展的根本 目标是大众的福祉 ， 是 国家与政府尽最大

努力 、 最大限度地去满足大众 日 益增长的需求与期望的过程。 恰恰在这个意义上 ，

社会的发展程度与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大众息息相关 。 如果说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

是公平公正 ， 那么 ， 公众对社会发展环境的满意度与相对剥夺感 ， 可以直接或间接

地评判国家与政府满足大众需求与期望的质量与水平 ， 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

社会发展的质量与水平 。

再次 ， 如果说福祉与公平是带有普遍价值 目标的一种发展追求 ， 那么 ， 社会包

容则是用来实现上述两种价值的主要机制 。
？ 这种机制的实现要求发展过程 中的制

度安排要兼顾 、 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不 同诉求 ， 同时要尊重发展过程中不同

利益群体的差异 。 在一个发展 中的社会 ， 当 国家与政府不能按照包容性原则公平

公正地分配各种社会资源时 ， 不同群体在 比较的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

被绝对或相对剥夺的感受 ， 人们 的怨气以及相互之间 的不满会在这种 比较的过程

中被放大 ，

一种被
“

毒化
”

的社会环境就会在这种 比较的过程中产生 出来 ， 群体

之间 的冲突也往往会发生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中 。 所以 ，

一个社会中满意度与相对

剥夺感的高低 ， 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一个社会能否兼顾 、 整合不 同利益群体

的各种不同诉求 ， 能否尊重发展过程 中不 同利益群体的差异 ， 以及能否公平公正

地分配社会的各种资源 。

最后 ， 像中 国这样一个大国 ， 在其发展的过程中 ， 政府在资源的组织、 动员与

分配过程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政府的这种资源动员 、 组织与分配的能力 ， 不仅在一

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府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控性和稳定性 ， 避免了社会的分裂和

对抗 ，
② 而且 ， 长期以来政府在其行为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威以及人们对政府所形成

的信任 ， 也使得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有了一个根本的前提保证 。 在这个意义上 ，

对政府的信任度不仅是政府执政合法性和有效性水平的体现 ， 同时也能够以此有效

① 参见 中 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 战略研究 院
“

社会发展 与 社会态度研究
”

课题组 ： 《 社会

发展的 四个理念 》
， 第 3

—

1 9 页 。

② 华生等 ： 《 中 囯 奇迹 的 源 头 与 动 力 何在 》
，

2 0 0 8 年 1 2 月 8 日 ，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ｆ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ｃｏｍ／ ｓｔｏｒｙ／ＯＯ ｌＯ ＳＳＳ ＳＶ Ｙ ｐｒ ｉｎｔ
－

ｙ ，
2 0 1 4

年 
1 0 月 1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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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 中 的社会景 气与 社会信心

观察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否和谐有序 。 离开 了政府 ，

一

个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组织

者 ， 发展的过程就不会有序 、 髙效 ； 离开了公众 ，

一个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基础和

动力 ， 发展就会中断 。

2
． 社会信心及其测量

关于社会信心 ， 学界并没有
一致的概念认定 ， 依据信心所指涉对象的不同则有

着不同的具体含义 ， 比如消费信心 、 认知信心等 。 有研究将社会信心理解为公众信

心 ， 定义为一种能够使公众相信某一事物 （ 目 标 ） 未来可以实现的心理力量 ， 指公

众对某一行动主体 、 某一事物 、 某个具体对象的一种认可 、 信任的心理状态 以及在

此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的心理期望 。
① 有研究者把社会信心理解为三个相互整合的层

面 ： 即对国家政权的信心 、 对 自 身所处社会的信心和对社会中 自 我的信心 。 其中 ，

个人对 自 我的信心是基础 ， 横向延展出去形成对社会的信心 ， 纵向攀升而上则是对

国家政权的信心 。
② 从社会信心的影响结果而言 ， 信心不足会延滞人们的预期行为

或者改变行为取向 ， 社会民众总体的信心会出现不足或溃散 ， 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

发展前景 。 正因为如此 ， 有研究者在对金融危机的社会后果进行分析后指出 ， 社会

信心的不足成为经济风险发生和扩大的助推器 ， 当
一

个国家或社会遭遇经济危机之

时 ， 重建民众社会信心成为走出危机的关键所在 。
③ 从个人行动的社会性角 度看 ，

个人的决策既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 ， 同时 ， 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 ， 人们也会把宏观

走势作为决策的依据 。
？ 特定时段 、 特定群体的行为预期和社会信心状况会对其行

为产生关键影响 ， 进而对社会的发展形成积极或消极的后果 。 如
“

买涨不买跌
”

、

“

高储蓄 、 低消费
”

等都是在特定的结构环境下 ， 由人们的行为预期和社会信心状况

所引致的行为模式 。

由此可见 ， 社会信心既是一定时期民众的总体性心理预期 ， 具有稳定性 ， 但

又易受经济社会等宏规结构环境变迁的影响 ； 不仅是人们的主观心理表征 ， 且会

引导民众的行为 ， 进而影响总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 在本研究 中 ， 社会信心强

调 的是对未实现状态 的某种期望 ， 是对某事物发生 （或不发生 ） 的预期和欲求 。

同时 ， 社会信心的变动状况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 当下社会的发展状况 ， 是人们在

对当下状况评判的基础上产生的 。 所 以 ， 对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 的研究就成为对
一

个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观测 、 且相互勾连和互为条件 的两个维度 。

一个社会的景

气状况决定了人们的社会信心 。 从预期
一实现对 比机制出发 ， 预期 目 标的实现程

度越高则对未来的预期越高 ， 反之则低 ； 社会发展状况愈景气 ， 则社会信心愈充

① 朱力 ： 《公众信心聚 散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 ， 《人民论坛 》
2 0 1 3 年第 5 期 。

② 褚松燕 ： 《公众信心 聚散机理 与 重 塑对策 》
，

《人 民论坛 》 2 0 1 3 年第 5 期 。

③ 孙立平 ： 《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 》
， 《社会 》 2 0 0 9 年第 2 期 。

④ 刘 世定 ： 《危机传导 的社会机制 》
，

《社会学研究 》
2 0 0 9 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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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 反之则匮乏 。

为了进
一

步对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概念进行操作化与测量 ， 我们通过探索性因

子分析 ， 选择了表 2 所列题器进行量表构建 （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分析以及指数的

构建方法详见下文） 。

表 2 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概念的测量指标
—

对社会事项的满意度 ／信心度量表相对剥夺感量表

Ｓ ｔｇ ＿ 1 ／ｓｃｇ ＿  1社会风气ｒｄ
＿

ｌ与单位内 同事相比的经济收人

ｓ ｔｇ
＿


2 ／ｓｃｇ ＿

2就业机会 ｒｄ
＿

 2与单位内 同事相比的社会地位

ｓ ｔｇ＿ 3 ／ｓ ｃｇ ＿

3社会公平公正ｒｄ
＿

3与社会上他人相比的经济收人

ｓ ｔｇ＿
4 ／ｓｃｇ ＿

4食品安全ｒｄ
＿

4与社会上他人相比的社会地位

ｓｔｇ，
5 ／ｓｃｇ ＿

5



治安状况


政府总体信任度量表


ｓ ｔｇ＿ 6 ／ ｓｃｇ 
＿ 6社会保障水平ｂｇｇ ＿

ｌ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ｓｔｇ
＿

 7 ／ ｓｃ
ｇ＿

 7医疗服务水平ｂｇｇ ＿

2政府服务是否能够征询民意

ｓｔｇ ，

8 ／ｓｃｇ ，

 8



教育水平ｂｇｇ ＿

3政府服务是否公道


ｓｔｇ ＿ 9 ／ ｓｃｇ ＿ 9物价水平ｂｇｇ ＿

4政府服务是否能让民众得到实惠

ｓ ｔｇ
＿

 1 0 ／ｓｃｇ＿
 1 0基础设施ｂｇｇ —

 5政府服务是否贴近民众需要

ｓｔｇ ＿ 1 1 ／
ｓｃｇ

＿  1 1环境质量政府职能部 门信任度量表

对个体事项的满意度 ／信心度量表ｂ
ｇ
ｄ
＿

ｌ城管部门

ｓｔｉ
＿

ｌ／ ｓｃ ｉ
＿

ｌ个人收人水平ｂｇｄ ＿ 2信访部门

ｓ ｔ ｉ

＿

2 ／ｓｃ ｉ
＿

2家庭经济状况ｂｇｄ
—

3社会保障部门

ｓ ｔｉ
＿

3 ／ｓｃ ｉ
＿

3住房状况ｂｇｄ ＿ 4工商 （税务 ） 部门

ｓ ｔｉ
＿

4 ／ｓｃ ｉ
＿

4健康状况ｂｇｄ ＿ 5公安局 （派 出所 ）

ｓｔｉ
＿

5 ／ｓｃｉ
＿

5工作状况社会景气／社会信心量表


ｓ ｔｉ
＿

6 ／ｓｃｉ
＿

6生活压力ｒｄ相对剥夺感

ｓ ｔｉ
＿

7 ／ｓｃ ｉ
＿

7



家庭关系


ｓｔｇ／ ｓｃｇ


对社会事项的满意度／信心度

ｓ ｔｉ

＿

8 ／ｓｃ ｉ

＿

8人际关系ｓ ｔ ｉ／ ｓｃ ｉ对个体事项的满意度／信心度

ｓ ｔｉ
＿

9 ／ｓｃ ｉ
＿

9社会地位ｂｇｄ对政府职能部门的信任度

ｓ ｔ
ｉ
—

1 0 ／ｓｃ ｉ
＿

1 0



发展机会


ｂｇｇ


对政府总体信任度


三、 量表检验与指数构建

对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进行理论界定与操作化之后 ， 我们将使用全国性的抽样

调查数据对文章构建的指标与量表进行统计检验 ， 以验证理论逻辑与社会事实基础

之间的契合性及研究的可行性 。 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指数 ， 进

一步描绘年度间 的变动趋势 。 数据统计所使用的调查数据来 自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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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 中 的社会景 气 与 社会信心

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分别于 2 0 1 2 年 、 2 0 1 3 年和 2 0 1 4 年组织实施的
“

中 国社会态度与

社会发展
”

问卷调查 。①

（

－

） 指标的信度和效度检验②

1 ．Ｘ彳

？

社会景气量表的检验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 （参见表 3 ） ，

“

相对剥夺感
”

因子的信度系数为

0
． 8 2

，

“

对社会性事项满意度
”

的信度系数为 0 ． 8 0 ，

“

对个体性事项满意度
”

的信

度系数为 0 ． 8 6
，

“

对政府职能部 门信任度
”

的信度系数为 0 ． 7 8 ，

“

对政府总体信任

度
”

的信度系数为 0 ． 7 4 。 从这五个二阶因子来看 ， 测量模型具有 比较高的信度系

数 。 就整个测量模型而言 ， 社会景气量表的信度系数降低 ， 为 0 ． 7 4 ， 主要是因为
“

相对剥夺感
”

因子在社会景气上 的载荷偏低 ， 需要我们在将来的研究 中进行调

整 。 总体而言 ， 研究所设计的量表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与
一

致性 ， 能够较为可靠地

测量所预设的社会景气程度 。

① 2 0 1 2 年和 2 0 1 3 年的 调查在 《 中 华 人 民 共和 国全 国 分 县市人 口 统 计资 料 （ 2 0 1 0 年 ） 》

（公安部治安 管理局编 ） 基础上 制定 了 抽 样框 ， 目 标总体 为 中 国 大 陆直 辖市 、 地级市 、

县级市 中 居住在社 区 （居委 会 ） 辖 区 中 的 1 6 岁 及 以 上人 口 。 调 查釆取 多 阶抽 样设计 ，

其 中县级行政 区 划 （市辖 区 、 县级市 ） 为 一级抽样单位 （ ＰＳＵ ）
， 社 区 （居 委会 ） 为 二

级抽 样 单位 （ ＳＳＵ ） ， 家庭 户 作 为 三 级 抽 样 单 位 （ ＴＳＵ ） ， 最 终 抽 样 单 位 为 个 人

（ＵＳＵ ） ， 在考虑设计效应和 回答率 的条件下将样本量设定为 8 1 0 0
。

2 0 1 4 年 的 调查在 目

标总体 、 抽样方法 、 各层抽样规模 以及样本量设定上都 与 前两个年份
一

致 ， 不 同 的 是 ，

为 了 更为 准确地反 映 目 标 总体 ， 调 查的 ＰＳＵ 抽样框来 自 2 0 1 0 年 由 国 家统计局 实施并发

布 的 《 第六次全国 普查 （分县 ） 数据 》 。 但考虑到 2 0 1 0 年距 今 已经有 4 年之久 ， 为 了 校

正人 口 变动 的效应 ， 我们根据六普 数据 中 的分性别 、 分年龄 的粗 死亡 率对 2 0 1 0 年人 口

普查数据 中 的 1 2 岁 及以 上城镇人 口 进行 了 死亡 率校正 ，
以 校正 后 的 数据作为 ＰＳＵ 的 抽

样框 （包括 1 2 2 6 个 ＰＳＵ ） 。 ＳＳＵ 抽 样框来 自 2 0 1 0 年 国 家统计局 《 第六 次全 国 普 查数

据 》 的原 始数据 ， 国 家统计局相 关部 门提供 了 2 0 1 0 年 ＳＳＵ 的 户 数和 1 2 岁 及 以上城镇

人 口 数 。 每个年度抽样的 程 序 都保持 一致 ： 首先根据概 率 与 人 口 规模成 比 例 的 抽 样原

则 （ＰＰＳ 抽样 ） ， 在 中 国大 陆除西藏和 新疆之外 的 地 区 中 抽取 6 0 个市 ／区 作 为 初级抽样

单位 ； 然 后在每个抽 中 的 ＰＳＵ 中 随机抽取 9 个社 区 ／居委会 ， 共 5 4 0 个居委会
；
在每个

抽 中的 社 区 ／居委会 中按定距方 式抽 取 Ｗ 个家庭 户 ， 共 8 1 0 0 户 ； 在每个抽 中 的家庭户

中 ， 使用 ｋｉｓｈ 表抽取 1 6 岁 及 以上 受访者 1 人 。

② 此处对量表 的 信度和效度检验使用 的是 2 0 1 3 年 的 调 查数据 。 我 们 考虑 ， 调 查量表是测

量社会景 气 与 社会信心状况 的
“

尺子
”

， 唯有
“

尺子
”

及其 刻度保持一致才 能准确 度量

不 同年份 间 的 变化 ， 从而没有必要 对每个年份 的 数据逐一进行检验 。 由 于 2 0 1 2 年是我

们 调查的起 点 ，
2 0 1 3 年 的调 查根据上一个年份 的数据结 果和研 究 的 需要 ， 对某 些 题器

进行 了微调 ， 在此基础上使用题器 固 定下来 的 调查 数据再次进行量表 的 检验就能 够更

为清 晰地展现所设计量表是否具有 简单 、 敏感 、 稳定和便于操作 的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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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社会景气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因子负荷估值 ｜

题器信度系数 0）
｜因子负荷估值 题器信度系数

（标准化 ） Ｘ ｉ

2

（标准化） Ｘ，

2

Ｘ ｉ （标准误）ｈ
＇ ＋ ｅ，ｈ（标准误 ）ｘ＾ ＋ ｆｌａ

相对剥夺感量表 （信度系数 0 ． 8 2 ）对个体事项的满意度量表 （信度系数 0 ． 8 6 ）

ｒｄ
＿

ｌ 0 ． 7 2（ 0 ． 0 1 ） 0 ． 4 8 0 ． 5 2ｓｔｉ

＿

ｌ 0 ． 6 8（ 0 ． 0 1 ） 0 ． 5 4 0 ． 4 6

ｒｄ
＿

2 0 ． 7 2（ 0 ． 0 1 ） 0
． 4 9 0 ． 5 1ｓ ｔ

ｉ
＿

2 0 ． 7 5（ 0 ． 0 1 ） 0 ． 4 4 0 ． 5 6

ｒｄ
＿

3 0
． 7 7（ 0 ． 0 1 ） 0 ． 4 1 0 ． 5 9ｓ ｔｉ

＿

3 0 ． 6 7（ 0 ． 0 1 ） 0 ． 5 5 0 ． 4 5

ｒｄ
＿

4 0 ．7 3（ 0 ． 0 1 ） 0 ． 4 7 0 ． 5 3ｓｔｉ

＿

4 0 ． 5 8（ 0 ． 0 1 ） 0 ． 6 7 0 ． 3 3

对社会事项的满意度量表 （信度系数 0 ． 8 0 ）ｓ ｔ
ｉ
＿

5 0 ． 6 0（ 0 ． 0 1 ） 0 ． 6 5 0 ． 3 6

ｓ ｔｇ ＿ ｌ 0 ． 4 6（ 0 ．
0 1 ） 0 ． 7 9 0 ． 2 1ｓ ｔ ｉ

＿

6 0 ． 5 9（ 0 ． 0 1 ） 0 ． 6 5 0 ． 3 5

ｓ ｔｇ ＿ 2 0
． 5 1（ 0

．
0 1 ） 0

． 7 5 0 ． 2 6ｓ ｔｉ
＿

7 0
． 5 0（ 0

． 0 1 ） 0 ． 7 5 0 ． 2 5

ｓｔ
ｇ ＿ 30 ． 3 9（ 0 ． 0 1 ） 0 ． 8 5 0 ． 1 6ｓ ｔｉ

＿

8 0 ． 5 7（ 0 ． 0 1 ） 0 ． 6 7 0 ． 3 3

ｓｔｇ
＿

4 0 ． 5 2（ 0 ． 0 1 ） 0 ． 7 3 0 ． 2 7ｓ ｔ ｉ
＿

9 0 ． 5 6（ 0 ． 0 1 ） 0 ． 6 8 0 ． 3 2

ｓｔｇ
＿

5 0 ． 5 1（ 0 ． 0 1 ） 0 ． 7 4 0
． 2 6ｓ ｔｉ


＿  1 0 0 ． 6 7（ 0 ． 0 1 ） 0 ． 5 5 0 ． 4 5

ｓｔｇ ＿ 6 0
． 5 4（ 0

．
0 1 ） 0

． 7 1 0
． 2 9对政府总体信任度量表 （信度系数 0 ． 7 4 ）

ｓｔｇ ＿

7 0 ． 5 1（ 0 ． 0 1 ） 0 ． 7 4 0 ． 2 6ｂｇｇ ＿

ｌ 0
． 6 5（ 0

． 0 1 ） 0 ． 5 7 0 ． 4 3

ｓｔｇ ＿

8 0
． 5 6（ 0 ．

0 1 ） 0 ． 6 9 0 ． 3 1ｂｇｇ —
2 0

． 6 5（ 0
．

0 1 ） 0 ． 5 8 0 ． 4 2

ｓｔｇ ＿

9 0 ． 5 9（ 0 ． 0 1 ） 0 ． 6 5 0 ． 3 5ｂｇｇ ＿

3 0 ． 5 6（ 0 ． 0 1 ） 0 ． 6 9 0 ． 3 1

ｓｔｇ ＿

 1 0 0 ． 4 5（ 0 ． 0 1 ） 0 ． 8 0 0 ． 2 0ｂｇｇ
＿

4 0 ． 6 2 （ 0 ． 0 1 ） 0 ． 6 1 0 ． 3 9

ｓｔｇ ＿

ｌ ｌ 0 ． 6 0 （ 0 ． 0 1 ） 0 ． 6 4 0 ． 3 6ｂｇｇ ＿

5 0 ． 5 0 （ 0 ． 0 1 ） 0 ． 7 5 0 ． 2 5

对政府职能部门信任度量表 （信度系数 0
． 7 8 ）社会景气量表 （信度系数 0

． 7 4 ）

ｂｇｄ ＿ ｌ 0 ． 4 8 （ 0 ，
0 1 ） 0 ． 7 7 0 ． 2 3ｒｄ 0 ． 3 0 （ 0 ．

0 1 ） 0
． 9 1 0

．
0 9

ｂｇｄ ＿ 2 0 ． 6 8 （ 0 ． 0 1 ） 0 ． 5 4 0 ． 4 6ｓｔｇ 0
． 7 8 （

0
．

0 1 ） 0
． 4 0 0 ． 6 0

ｂｇｄ
＿

3 0 ． 7 3（ 0 ． 0 1 ） 0 ． 4 7 0 ． 5 3ｓｔｉ 0 ． 6 1（ 0 ． 0 1 ） 0 ． 6 3 0 ． 3 7

ｂｇｄ ＿ 4 0 ． 6 8（ 0 ． 0 1 ） 0 ． 5 3 0 ． 4 7ｂｇｄ 0 ． 6 4 （ 0 ． 0 1 ） 0 ． 5 9 0 ． 4 1

ｂｇｄ ＿ 5 0 ． 6 3（ 0 ． 0 1 ） 0 ． 6 1 0 ． 3 9ｂｇｇ 0 ． 6 5（ 0 ． 0 1 ） 0 ． 5 8 0 ． 4 3

① 在验证性 因子分析框架下 ， 常用 的量表信度 系 数 （^ 值不 能恰 当地拟合指标

和 因 子 间 关 系 ， 从 而 采 用 Ｒａｙ
ｋｏ ｖ 的 信 度 系 数 ｐ ， 其 计 算 公 式 为 ： ｐ

＝＝

（Ｓ Ｘ
ｉ ）

2

￣—

？ 其 中 Ｘ
ｉ 是第 ｉ 项 题器 的 因 子载荷 ，

0 ａ 是 第 ｉ 项 题器 的 残方 差 。 （参见
（Ｓ Ｘ

ｉ

）

2

＋ 2 0
ｉｉ

ｉ

＝
ｌｉ

＝
ｌ

ＴｅｎｋｏＲａｙｋｏｖ ，
”

Ａｎａ ｌｙｔ ｉ ｃＥｓ ｔｉｍａｔ 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ａｎｄＣｏｎｆ ｉｄｅｎｃ ｅＩｎｔｅｒｖａ ｌｆｏｒ

Ｓｃａ ｌｅＲｅ ｌ
ｉａｂ ｉ ｌｉｔｙ ，

”

Ｍｕｌ ｉ ｔｉｖａｒｉａｔ ｅＢ ｅｈａｖｉ ｏｒａ 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
ｖｏ ｌ ．

 3 7
，
ｎｏ ．  1

，

2 0 0 2
， ｐｐ ．  8 9

－

1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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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 中 的 社会景 气 与社会信 心

在信度测量的基础上 ， 进一步对量表的效度进行检验 ， 以查看所设计量表的正

确性 ， 即能否真正反映我们所要观察的社会景气特征 。
① 在调查中 ， 有一项题器可

资用来对社会景气量表的效度进行检查 ， 这项题器询问受访者
“

对社会整体发展水

平的满意度
”

， 答案分为
“

很满意
”

、

“

较满意
”

、

“
一般

”

、

“

较不满意
”

和
“

很不满

意
”

五个层级。 如果每个量表的测量结果与人们对社会发展水平的满意度状况相一

致 ， 我们就可以认为所设计的量表具有较好 的效度 。 结果如图 2
， 无论是社会景气

因子还是各项子因子 ， 都与人们对社会发展水平的满意度态势相一致 ， 证明我们所

设计的社会景气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

歡

＿

Ｉ：

“

意
： 5
寸ｂＩＩ

，很小满怠 友 《ｏ ｂＩ ｉｉＬ ＿

＾
1 2 3 4 5 1 23 45

对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感受对社会总体发展水平 的感受

趟
ｏ

卜Ｌ ．

ｌ ｇ
．｜＾

＂


－

般

＾Ｉ－

1



1

 1

1



很采条意 豐 1 1 1很不满意
1 2 3 4

1Ｋｘ
ｉ 2 34 5

对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感受对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感受

1 ｓ ｔ

冬＾
－

较ｏ

4 1Ｍ置＿较道意 11Ｌ＿－ＬＬＬ－

1


＾＾尽赞意
1 2 3 4 5 ＾ 2 3 4 5

＇

对社会总体发 展水平的感受对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感受

图 2 社会景气状况与人们对社会总体发展水 平的感受

2 ． 对社会信心量表的检验

与前述对社会景气量表的测量相同 ， 我们同样从信度和效度两个层面对社会信心

量表进行检验 。 首先 ， 从信度检验的结果来看 （参见表 4 ）
， 无论是

“

对社会事项的信

心度
”

还是
“

对个体事项的信心度
”

， 都具有很高的信度 ， 社会信心因子的信度系数

同样较为理想 （ 0 ． 6 8 ） 。 这表明 ， 所设计的量表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来测量人们

① 关 于信度 与 效度 间 的 关 系 ， 存在 以 下 四 种 ： （ 1 ） 信度低 ， 效度 必定低 ；
（ 2 ） 信度 高 ，

效度未 必高 ； （ 3 ） 效度低 ， 信度有 可 能很高 ；
（ 4 ） 效度 高 ， 信 度必然 高 。 也就是说信

度是效度 的 必要条件 ， 效度是信 度 的充 分条件 。

？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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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的信心程度 。 对于社会信心量表的效度检验 ， 仍然使用调查 中的一项题器来进

行 。 该题器询问受访者
“

未来三年 ， 对社会发展水平的预期
”

， 答案分为
“

变好
”

、

“

没变化
”

和
“

变差
”

。 我们有理由认为 ，

一

个人们信心充足的社会 ， 对未来社会的发

展水平同样会持有较高的心理预期 。 结果显示 （参见图 3 ） ， 在社会信心的两个层面 ，

人们的信心水平与对社会未来发展的预期相
一致 ， 进而证明社会信心量表亦具有较高

的效度 ， 可以正确地测量人们的社会信心状况。

表 4 社会信心量表的验证性 因子分析

因子负荷估值碎摊
题器信度 系数因子负荷估值题器信度系数

（标准化 ） Ｘ ｉ

2

（标准化 ）

巧ｆｆＸ ｉ

2



入
ｉ（标准误 ）

“

 ｘ ｉ （标准误 ）
｜

⑶

｜

对个体事项的信心度量表 （信度系数 0 ． 8 3 ）

对社会事项的信心度量表 （信度系数 0 ．  8 0 ）ｓｃ ｉ

＿ 1 0 ．  6 3 （ 0 ． 0 1 ） 0

．  6 1 0
． 3 9

ｓｃ
ｉ
＿

2 0
． 6 2 （ 0 ． 0 1 ） 0 ． 6 2 0

． 3 8

ｓ ｃｇ
＿

ｌ 0 ． 5 1（ 0 ． 0 1 ） 0 ． 7 4 0
． 2 6ｓ ｃ ｉ

＿

3 0 ． 5 7 （ 0 ． 0 1 ） 0 ． 6 7 0 ．

3 3

ｓ ｃｇ ＿ 2 0 ． 5 0（ 0 ． 0 1 ） 0 ． 7 5 0
． 2 5ｓｃ ｉ

＿

4 0 ． 5 5 （ 0
． 0 1 ） 0 ． 7 0 0

． 3 0

ｓ ｃｇ ＿ 3 0 ． 3 8（ 0 ．
0 1 ） 0 ． 8 5 0

． 1 5ｓｃ ｉ
—

5 0 ． 5 7 （ 0
．

0 1 ） 0 ． 6 7 0
． 3 3

ｓ ｃ
ｇ ＿

4 0 ． 5 2（ 0 ． 0 1 ） 0 ． 7 3 0
． 2 7ｓｃ

ｉ
＿

6 0 ． 5 6（ 0 ． 0 1 ） 0 ． 6 9 0 ． 3 1

ｓ ｃｇ ＿ 5 0 ． 5 3（ 0
． 0 1 ） 0 ． 7 2 0 ． 2 8ｓｃ ｉ

＿

7 0 ． 4 5（ 0 ． 0 1 ） 0 ． 8 0 0
． 2 0

ｓ ｃｇ
＿ 6 0 ． 4 7（ 0 ． 0 1 ） 0 ． 7 8 0 ． 2 2ｓｃ

ｉ
＿

8 0 ． 5 2 （ 0 ． 0 1 ） 0 ． 7 3 0 ． 2 7

ｓ ｃｇ ＿ 7 0 ． 5 4（ 0 ． 0 1 ） 0
． 7 1 0 ． 2 9ｓｃ ｉ

＿ 9 0 ． 6 2 （ 0 ． 0 1 ） 0
． 6 1 0 ． 3 9

ｓ ｃｇ ＿ 8 0
． 5 5（ 0 ．

0 1 ） 0
． 7 0 0

． 3 0ｓ ｃ
ｉ
＿

 1 0 0 ． 6 3 （ 0 ． 0 1 ） 0 ． 6 0 0 ． 4 0

ｓ ｃｇ ＿ 9 0 ．  6 0（ 0 ． 0 1 ） 0 ． 6 4



0 ．

3 6社会信心量表 （信度系数 0 ．  6 8 ）

ｓ ｃ
ｇ ＿

 1 0 0 ． 5 1（ 0 ． 0 1 ） 0
． 7 4 0 ． 2 6ｓ ｃｇ 0

． 9 6 （ 0 ． 0 1 ） 0
． 0 8 0 ． 9 2

ｓ ｃ
ｇ ＿ 1 1 0 ． 5 6（ 0 ．

0 1 ） 0 ． 6 9 0 ． 3 1ｓ ｃ ｉ 0 ． 4 2（ 0 ． 0 1 ） 0
． 8 3 0 ． 1 7

§

＿

气Ａ

ｆ
＼Ｓ： ＼

Ｉｓ
－没、｜，

化

？＼Ｈ
ｉｅ

－＼

ｉ＼ｒ＼

变差＼
§Ｌ
 ， ，，．ｓ

ｔ ，

，

 ， 擎
1
 1 ． 5 2 2 ． 5 3 1 1 5 2 2  5 3

对社会未＊三年发展水伞的感受对社会条来三年发展永平的感受

图 3 社会信心状况与人们对社会总体发展水 平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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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指数的计算

在对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 ， 还需要对指数的构建进行论证 。 首先 ， 对

社会发展状况进行测度的量表及指数不仅需要在当年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社会发展

状况进行评估 ，
而且每次调查基础上的社会发展状况评估亦是

一个纵向过程中 的截

面代表 。 在进行不 同年份指数比较的过程 中 ， 量纲的统
一是指数构建的

一项关键因

素 。 如果将量表和指数比做我们测度社会发展状况的
“

尺子
”

， 那么尺子的刻度应是

保持不变的 ， 唯有如此 ， 才能进行准确测量与 比较 。 这同时也意味着 ， 如果没有统

一

的量纲 ， 每个年份的指数则失去了可比较的基础 。 其次 ， 用以测度社会景气与社

会信心的题器都是序次型的 ， 虽然证实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 ，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较佳 ， 但其只不过是在受访者回答基础上对调查数据分布结构进行 的验证 。 如果要

进
一

步构建指数 ， 序次型变量向标准正态分布变量 的转换就十分必要 。 因为 ， 序次

型数据只是告诉我们不同序次之间回答 的比例分布 ， 但其实质含义并不是调查数据

的等距分布 ， 从而需要对其进行标准化转换 。

在明确需要对题器进行标准化转换和指数量纲统
一的条件下 ， 我们通过以下步

骤建立指数 ：

1 ． 题器的标准化转换

根据正态分布的相关知识 ， 可知 ， 如果我们将受访者在每项题器上的 回答 比例

假设为正态分布基础上的概率分布 ， 那么根据如下正态分布公式 ：

ｎｏｒｍａ ｌ（ ｚ）＝ ｐ
＝

Ｊ
—

＝ｅ

￣ ｘ 7 2

ｄｘ
， 求其逆函数便可得知每项回答 比例在正态分

布上的标准值 。 以三分题器为例 ， 虽然我们能够求得其标准正态分布假设下的标准

值 ， 但是却难以确认分布两端的阈 限值 。 此处我们假设以 0 ． 1 ／Ｎ（ Ｎ 表示样本量 ）

作为无限小接近于 0 的数 ， 求得的标准值表示低端阈限值 ； 以 （Ｎ
—

0
．

1 ）／Ｎ（Ｎ 表

示样本量 ） 作为无限大接近于 1 的数 ， 求得的标准值表示高端阈限值 ， 那么就构成

了一个具有五项阈限值表示的正态分布 图 （参见图 4 ） 。

ｉ丨 ｉ

个 丨：

Ｚ ＯＺ 丨Ｚ 2Ｚ 3Ｚ 4

图 4 正态分布与阈 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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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能够得到每项题器转换后 的 ｚ 值和阈限值 ， 但这却不是我们所关心的 ， 因

为无论是 ｚ 值还是阈限值都是标准正态分布意义上的 。 在将序次变量的类别假定为

是变量在正态分布基础上的某种分类 ， 那么在
“

还原
”

的过程 中 ， 阈限之间的区间

所代表的意义才是我们最终关心的 。 此处借鉴科尔尼科夫和安吉利斯 （ Ｋｏ ｌｅｎ ｉｋｏｖ

ａｎｄＡｎｇｅ ｌｅ ｓ ） 的做法 ，
① 将阈限之间的区间看作是正态值与累计标准正态分布概率

之间的比值 ， 这一比值可以看作是区间
“

面积
”

在正态曲线上的映射 ， 在某种程度

上便具有了与题器得分相关的经验意义 。

如图 5 所示 ， 阴影部分的面积表示阈限值 Ｚ
ｌ 和 2 2 之间的概率分布区间 ， 那么 Ｚ

ｌ

和 1 ！ 在正态 曲线上的分值以及 Ｚ
ｌ 和 1 1 累计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可分别表示如下 ：

ｆ（ ｘ）＝
—

＝ｉ ｅ

￣

ｘ／ 2

7 2 ^

ｐ（ ｘ ）＝Ｊ
—

＝ｅ

￣

ｘ

Ｚ

／ 2

ｄｘ

这一阴影区间可转化为如下比值的表达 ：

［ ｆ（ ｚ
ｉ ）
一

ｆ（ ｚ 2 ）］／ ［ｐ（ ｚ 2 ）
一

ｐ（ ｚ
ｉ ） ］

▲

！

丨 ｉＩ

／ ：ｆ
（
ｚ 2

）

＼

1—Ｗ 1

．
…

． ｆ
（ｚ 0＾—

Ｉ

？

ＺＯＺ ｌＺ 2Ｚ 3Ｚ 4

图 5 正态分布 与域 限区 间

2 ． 指数的生成

在考虑各项指标权重的条件下 ，
② 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二级指数的计算公式

如下 ：

①参见Ｓｔａｎｉ ｓ ｌａｖＫｏｌ ｅｎｉｋｏｖａｎｄＧｕｓｔａｖｏＡｎｇｅｌ ｅｓ， 

“

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Ｄｉｓｃｒｅｔ ｅＤａｔａ ｉｎＰＣＡ ：Ｔｈｅｏｒｙ ，

Ｓｉ
ｍｕｌａｔ ｉ

ｏｎｓ
，ａｎｄＡｐｐｌ

ｉｃａｔ
ｉ
ｏｎｓｔｏＳｏｃｉ

ｏ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Ｉｎｄ ｉ
ｃｅｓ

，

，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ａｐｅｒｏｆｔｈｅＪｏ ｉｎｔ

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 ｃａｌ Ｍｅｅｔｉ ｎｇｓ ， 2 0 0 4 ．

② 对指标权重 的 计 算 ， 我 们 依据各项 指标在 潜 变 量 上 的 因 子 负 荷 大 小 而 定 ， 在 此 不 再

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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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2 
Ｗ

ｉ 
Ｉ ｎｄ ｉ ｃａｔ ｅ

；

ｉｎｄｅｘ
＝

ｒ



，
ｉ

＝
ｌ

，

…

，
ｋ

Ｅｗ ，

ｉ

其中 ，
Ｉｎｄ ｉｃａ ｔｅ

； 表示第 ｉ 项指标 ，
Ｗ

； 表示第 ｉ 项指标 的权重 。 需要注意的是 ，

为了保持量纲的
一

致 ， 所有指标的权重均以 2 0 1 2 年调查数据的结果为依据 。 社会景

气与社会信心指数的计算依上述方式类推 。

3 ． 指数的转换

在一般可理解的意义上 ， 借鉴韦克斯勒离差智商 （ ＩＱ ） 的计算方式 ， 将社会景

气与社会信心指数 ， 转换成均值为 1 0 0
， 以 1 5 分值为层级划分的指数 。 公式如下 ：

ｉｎｄｅｘ
＿

ｎｅｗ
＝（ ｉｎｄｅｘ

—

ｘ ）Ｘ 1 5 ／ ｓ＋ 1 0 0

（ｘ 是受访者在该指数上得分的均值 ，
ｓ 是受访者在该指数上得分的标准差 ）

以 2 0 1 2 年为基准 ， 社会景气指数与社会信心指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态势 ，

2 0 1 4 年社会景气指数为 1 0 0
． 8 4

， 对社会事项的信心指数为 1 0 0
．

7 8
， 对个体事项 的

信心指数为 1 0 0 ． 8 3
。 这一方面意味着 ， 民众对社会发展现状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 社

会在总体上稳步发展 ； 另
一方面也显现出 ， 民众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信心充足 、 预期

良好 （见图 6 ） 。

1 0 1

1 0 0 ． 5Ｍ：
＇

1 0 0二^

Ｑ ＱＳ
？

 2 0 】 2年 2 0 1 3年 2 0 1 4年

社会景气指数 1 0 0 1 0 0 ． 0 6 1 0 0 ． 8 4

？对社会事项 的信心指数 1 0 0 1 0 0 ． 2 9 1 0 0 ． 7 8

？ ？ ？▲
？

？ 对个体事项 的信心指数 1 0 0 1
0 0 ． 4 4 1 0 0 ． 8 3

图 6 社会景气指数与社会信 心指数 的年度 比较 （
2 0 1 2

—

2 0 1 4
）

四 、 结语

本文将社会发展理解为一种理念 ， 即致力于人民福祉 、 社会公平 、 社会包容 、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一

种模式与路径 ， 并在此基础上 ， 提出通过
“

社会景气
”

与
“

社

会信心
”

这两项表征民众
“

总体性情绪
”

的社会事实来观测与分析一个社会发展的

总体状况与运行态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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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基本假定是 ， 人们的主观感受能够反映出
一

个社会的客观现实 ； 人们

主观感受到的客观现实能够反映出
一个国家社会治理的水平和社会发展的程度 。 本

研究的基本判断是 ，

一

个发展状况 良好的社会应该是
一个景气的社会 ， 也应该是一

个人们对未来有着 良好预期与信心充足的社会 。 在这个意义上 ， 对社会景气状况与

社会信心状况的研究正是试图达到把握社会发展
“

脉搏
”

， 以
“

晴雨表
”

的方式反映

社会发展状况的 目标 。 文章强调个体层次上的主观态度
一旦

“

化合
”

到总体性的社

会情绪便具有了社会事实的特征 。 虽然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是人们某种主观态度 的

总体性体现 ， 但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结构是否整合有序 、 整个社会环境是否安定团结 、

整个社会方向是否顺应民意 。

在理论辨析 、 概念操作化的基础上 ， 我们通过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检验了研

究所设计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 量表具有 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然

后 ， 基于变量正态标准化转换和量纲统一的方法构建了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指数 。

统计结果显示 ， 以 2 0 1 2 年为基点 ， 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指数呈现稳步的上升态势 。

当然 ， 这项研究只是对把握当下社会发展总体状况的
一种初步尝试 ， 对于如何

将人们的主观感受与客观结构特征相关联 ， 进而更为详细地阐述从微观社会态度向

总体性社会情绪的机制转变 ， 则需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深人 。 对于如何使社会景

气与社会信心指数真正做到
“

简单
”

、

“

敏感
”

、

“

稳定
”

且
“

易于操作
”

， 还需要我们

做更多的努力 。

〔责任编辑 ： 冯小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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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ｅｒｃ ｉａ ｌｍａ ｒｋｅ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 ｓｅｄｉｎｄｕｓｔｒ ｉａｌｕｓｅｏｆｌａｎｄｈａ ｓｄｒｉｖｅｎ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ｐｏｐｕ

ｌ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 ｉｓｅｄｕｒｂ ａｎｈｏｕ ｓｅ
ｐ ｒｉ ｃｅｓ ，ｂｕ ｔｈａｓ ｌｏｗｅｒｅｄｗａｇ ｅｓ ．

（ 4 ）Ｓｏｃ ｉ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

ｔ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ＳｃａｌｅｓａｎｄＩｎｄｉｃｅｓ

ＺｈａｎｇＹａｎ ，ＷｅｉＱｉｎｇｏｎｇａｎｄＬｉＨａｎ ｌｉｎ
？ 6 4？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ｔ
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ｍｏｆｐｕ

ｂ ｌｉｃｓｅｎｔｉｍ ｅｎｔｉｎｔ ｅｒｍｓｏｆｓｏｃｉａ 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
ｉｔ
ｙａｎ

ｄｃｏｎｆ ｉｄｅｎｃｅｅｎａｂｌｅ ｓｕ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ｓｏｃ 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ｏ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ｎａｎｄｆｅｅｌｔｈｅｐｕｌｓ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ｙ
ｍｅａｎｓｏｆａ

＂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

“

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ｂ
？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ａ ｌｌｏｗ ｓｕ ｓ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ｔｅ ｓｔｓｕｓ 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Ｔｈｅｔ 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 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 ｉｔｙａｎｄｖａ
ｌｉｄ ｉｔｙｏ

ｆｔｈｅｓｃａｌｅｓｉｎｏｕｒ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ｄｅ ｓｉｇｎ ．Ｏｎｔｈｉｓ

ｂａｓ ｉｓ
，
ｗｅｃａｎｓｅｔｕｐ ｉｎｄｉ ｃｅｓｏｆｓｏｃｉａ ｌｐ ｒｏｓｐｅｒ ｉｔｙａｎ

ｄｃｏｎｆｉｄ ｅｎｃｅ ｉｎ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 ｃａ 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ｚｅｄｃｏｎｖｅｒｓ 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ｒ ｉａｂ ｌｅｓａｎｄｕｎ ｉｆｉｅｄｄｉｍｅｎ
－

？ 2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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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ｔ ａｔｉｓｔ 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
，
ｔ ａｋｉｎｇ 2 0 1 2 ａｓａ ｂａｓｅｐｏ ｉｎｔ

，ｉｎｄｉｃｅ ｓｏｆｂｏｔｈ

ｓｏｃｉａ 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ｓｈｏｗｅｄａｓｔ ｅａｄ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 2 0 1 3ａｎｄ 2 0 1 4 ．

（ 5 ）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Ｃｒｅｄｉｂｉｌ ｉｔｙ

Ｈｕ Ｍｉｎｇ
？ 8 5？

Ｉｎｔｈ ｉｓａｇｅｏｆＷｅ
－Ｍｅｄｉ ａ

，ｔｈｅｒ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ｓ 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ｏｆ

ｐｕｂｌ ｉｃｏｐｉｎ ｉｏｎｕｐｏｎｊｕｄ ｉｃｉａｌｖｅｒｄｉｃｔｓ
，ｌｅａｖｉｎｇｃｏｕｒｔｓａｔｔｈｅｍｅｒｃｙｏｆｐｕｂｌｉ ｃｏｐ ｉｎｉｏｎ ．

Ｕｎｄｅｒｌ
ｙ

ｉｎｇ
ｔｈｉ ｓｐ

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ｓ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
 ｊ ｕｄｉ ｃｉａ ｌｃｒｅｄｉｂｉ ｌ ｉｔｙ ．Ａｓｓｏｍｅｉｎｆｌｕｅｎ

？

ｔｉａｌ ｌａｗｓｕｉｔｓｓｈｏｗ ，ｒ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ｉｄ ｅｎｔ ｉｆｙ ，ｆｒｏｍａｍ ｉｄ ｓｔｔｈｅｖａｒｉ ｅｔｙ
ｏｆｉｎ

？

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ｃｏｒｅｆａｃ ｔｏｒｓａｆｆｅ ｃｔｉｎｇｐｕｂ ｌｉｃ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ｃｒｉｍ ｉｎａｌｃａｓｅｓ ：ｂｏｔｈ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ｇｏｎｔｒｕｓｔ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ｔ ｅｒｎａ ｌｆａｃ
？

ｔｏｒｓ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ｇｏ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 ｓ ．Ａ
ｑｕ

ａｎｔ ｉｔａｔ ｉｖｅｅｖａ ｌｕ 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
ｐｕｂ

ｌｉ ｃ

ｔｒｕｓｔ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 ｉｎｔ 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ｉ ｔｈｔｈｅｃｒ ｉｍ ｉｎａ ｌ

ｊ
ｕｓｔ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ａｂ ｌｅ ｓｕｓｔｏｃｏｍ

？

ｐａ ｒ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ｕ
ｂ ｌ

ｉｃ
5

ｓｕｎｄ 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ｆ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ｌ ｅｇａ
ｌｏｆｆｉ

？

ｃｉａ ｌｓ
， ｒｅｖｅａ ｌｉｎｇｔｈａｔａｌｏｗｌ ｅｖｅｌｏｆ

ｊ
ｕｄｉｃ ｉａｌｃｒｅｄｉｂｉ ｌｉｔｙａｒ ｉｓ 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ｊ
ｕｄｉ ｃ ｉａｌ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ｌ ｉｅｓｒ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ｈｏ ｉｃｅ ．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ｊ ｕｄｉｃ ｉａ ｌｒｅ ｆｏｒｍｍｕｓｔｓｔｒｉｖｅｔｏｒｅｍｅｄｙｔｈｅｓｅ

ｇａｐｓ ｉｎ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ｍｕｓｔ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ｏｆ ｔｈｅｒｕｌ ｅ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ｒｅｓｐｅ ｃ
ｔｆｏｒ

ｊ
ｕｄｉｃｉａ ｌｒｕｌ ｅｓ

，ｗｉｔｈａｖｉｅｗ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ｇｏｏｄｒｅｌ ａｔｉｏｎｓｂ 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ｐｕｂｌ ｉｃａｎｄｃｒｉｍ ｉ

？

ｎａｌ
 ｊ
ｕｓｔ ｉｃｅ ．

（ 6 ）ＴｈｅＬｅｇ
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 ｓＹａｎｇ
Ｄｏｎｇ

？
 1 0 7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ｆ ｉｎａｎｃｅｃａｎｓａｔｉｓｆｙ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 ｉｃ ｒｏ
－

ｉｎｖｅ ｓｔｏｒｓａｎｄ

ｆ ｉｎａｎｃｉｅｒ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 ｉｏｎｃｏｓｔ ｓ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ｃｏｍｐ 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ｉｎｇｔｏｓｐｒｅａ
ｄｆ 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ｉｓｋｓａｎｄｂ ｒ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ｅｂａｃｋｔｏｉｔ ｓｏｒ ｉ

？

ｇ ｉｎ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Ｃｈ ｉｎａ
＇

ｓ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ｏｒ ｉｅｎｔｅ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ｆａｉｌ ｅｄｔｏｒｅｇｕｌ ａｔｅｔｈｅｃｒｅｄｉ
ｔ

ｒ ｉ ｓｋｓｏｆｉｎｔｅ ｒｎｅｔｆｉｎａｎｃｅ ，ｆｏｓｔ ｅｒｉｎｇａｂｓｏ ｌｕ ｔ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ｘｃｅｓｓ ｉｖｅｒｅｌｉａｎｃ ｅｕｐｏｎ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 ｅｓａｎｄｔｈｕｓｒｅｓｔｒ ｉｃｔｉｎｇｃｏｍｐｅｔｉ 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ｏｒｓｅｎ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ｙｍｍｅ ｔｒｙ ．

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ｔｈｅｒｅ ｆｏｒｅ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ｔ ｏｏ ｌｓ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ｔｏ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ｍａｒｋｅｔｅｎ ｔｒｙ

ａｎｄｃｌａｒｉｆ
ｙ

ｔｈｅｌ ｅｇ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ｅｎｔｉｔ 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ｂｉｇ
ｄａｔａａｎｄｃｒｅｄｉｔｓｙｓ

ｔｅｍｓ ．

Ｔｈｉｓｗｉｌ ｌ
ｇｉｖｅ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ｔｈｅｒｏ ｌｅｏｆｓｕｃｈｔｏｏｌｓｉｎｇｉｖｉｎｇ

ｅａｒ ｌ
ｙｒ

ｉｓｋ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ａｎ
ｄｌｅｇｉｓ ｌａ

？

ｔｉｎｇ
ｆｏｒ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ｓｗｅｌ ｌａｓ
ｐｅｒｆｅ ｃｔ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ｙ

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ｉｎ
？

ｔｅｒｎｅ ｔｆｉｎａｎｃｅ ｌａｗ ．Ｉ ｔｗｉｌ ｌｔｈｕｓｒｅｍｅｄｙ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 ｌｍ ｉｓｍａｔ ｃ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ｔｒｏ ｌ

－

ｏ
－

ｒ ｉｅｎｔ ｅｄｌ ｅｇｉｓ ｌ 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ｇａｐ 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ｗａｓｗｅｌ ｌａｓ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ｎｇｃｒｅｄｉｔｒｉ ｓｋ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ｉ ｃｒｉ ｓｋ ．Ｔｈ ｉｓｗ ｉｌ ｌ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ｃｏｍｐｅ ｔ ｉｔｉｏｎ
，ｂｏｏｓ 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 ｉｏｎ ，ａｎｄｆａｃ ｉ ｌｉｔａｔｅｒ ｉｓｋｄ ｉｖｅｒｓ ｉｆｉｃ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 ｌ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ｔｈｕｓａｌ 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ｔｓ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ｐ 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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