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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研究选取８个公民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基本涵盖了我省１８～６０岁公民代表。
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了此次金融危机给我省公

民的心理、工作、生活三个方面带来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１．总体来说，此次金融危机对我省

的冲击不大；２．年轻人比中老年人、女性比男性受到的影响更深、更强；３．金融危机的影响和长

久以来的民生问题交织在一起；４．媒体宣传在危机中能够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金融危机；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着实令整个世界震

惊、恐慌了一段时日。作为一个内陆省份，此次金

融危机对我省公民的心理、工作、生活等方面带来

了怎样的影响？不同群体公民采取了怎样的应对

策略？本调查旨在调查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和人

们的应对措施，以期有所发现和启示。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选取我省８个群体，他们是国家公务员、国企

领导及员工、私企领导及员工、专业技术人员、个

体商户、失业待业人员、大学生、农民。基 本 包 含

了１８岁以上 各 阶 层 公 民 的 代 表。共 发 放 问 卷１
６０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１　３３０份，其中农民的不合

格问卷比较多。

（二）方法

问卷调查、集体座谈和个别访谈相结 合 的 方

法。收集的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包进行

统计分析。Ｘ２ 检验是对计数数据 和 分 类 数 据 进

行数据统计 的 一 种 方 法，本 文 中 的Ｘ２ 检 验 目 的

在于检测不同人群在某一变量的反应是否具有显

著差异。

二、研究结果

（一）金融危机对人们心理感受的影响

１．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

人们获得有关金融危机信息主要是通过电视

（８３％）和网络（６４．３％）两种媒体，接下来 是 报 纸

和广播。除此之外，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讨论

也是大家获取相关信息的一个渠道，尤其是对于

那些工作时间长且身边没有电视和电脑的人，比

如一些饭店经营者和工作人员。表１显示，年轻

人比中老年人更多通过电视和网络两种方式获得

相关信息，年轻人对这个话题的谈论也显著高于

中老年人。

２．人们对于金融危机的感受

调查统计结果显示，金融危机使６９％的被试

者感受到了担忧，１５％的被试者则感觉无所谓，其
余如好奇、焦虑、恐慌等感受很少。由访谈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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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影响刚刚卷入我国时，网络、电视、报

纸等媒体天天宣传，报道金融危机对全球及我国

带来的影响，大家担心今后一段时间这种影响会

波及到自己。选择无所谓的人，主要是因为一部

分被试没有感觉到金融危机对自己生活、工作等

带来影响。
表１　年龄与获得信息的渠道交叉分析

年龄 电视 广播 网络 手机 口传 报纸

１８～３５　 ４５．６％ １４．８％ ３８．５％ ３．３％ １６．５％ １２．１％

３６～６０　 ３６．８％ １２．６％ ２５．８％ １．１％ ５．５％ １６．５％

总计 ８３．０％ ２７．５％ ６４．３％ ４．４％ ２２．０％ ２８．６％

Ｘ２　 ５．６５５＊ １．４０１　 ９．４６４＊＊ １．６００　 １３．８７６＊＊＊ ３．０３３

　　注：１．＊表示差异显著，＊＊和＊＊＊表示差异非常显著，没有＊表示没有差异。２．本 调 查 问 卷 问 题 多 为 多 项 选 择

题，所以百分比总和大于１００％。

　　３．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程度评估

调查结果显示，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 的 影 响

很大和较小的 被 试 分 别 占 被 试 总 数 的１０．４％和

９．８％，认为影响比较大的被试占总被试５０．３％，
选择中等程度的影响人数占２９．５％，选择这两个

选项的人数比例总计达７９．８％，由此可以看出大

多数人都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这个影

响并不是极端的，尚在人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４．人们对于走出金融危机的信心

认为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发挥的作用非常

重要（２６．８％）和比较重要（４９．７％）的人数占被试

总人数的７６．５％，认为中国在此次危机中发挥作

用一般的人数比例为１８．０％，认为不太重要和不

重要的人数比例分别为３．８％和１．６％。这表明

我省公民对我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评价较高，
对我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充满信心。

人们对于我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

感觉很有效和比较有效的人数比例分别为１２．６％
和４４．８％，３２．８％的人感觉一般。４３．２％的人对

我国走出金融危机很有信心，３８．８％的较有信心。
这些结果表明了河北省公民对于我国政府应

对危机能力的信任和对政府出台政策的拥护。虽

然大多数人在此次危机中都承受了一定的压力，

但这些压力和影响并不足以给人们带来严重的恐

慌、焦虑等不良情绪，并不影响人们的生活秩序，
人们对我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充满了信心。

（二）金融危机对人们工作的影响

此次金融危机给人们的工作带来影 响，考 察

了三个方面，分别为金融危机给人们的工作带来

的压力、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１．人们对于此次危机带给自己的工作压力评

估

８．２％的人认为此次危机给自己的工 作 带 来

了很大的 压 力，３６．６％的 人 感 到 工 作 压 力 较 大，

４２．１％的人感到工作压力一般，感觉到工作压力

较小和没有的分别为９．８％和３．３％。

２．金融危机给工作带来的积极影响

金融危机给个人工作带来的积极影响主要集

中于“创新意识增强”（４０．１％）和“奋斗精神增强”
（５７．７％）两方面。

从年龄角 度 看，年 轻 人 的 斗 志 更 昂 扬 一 些，

３７．４％的人都选择了“奋斗精神增强”，３６～６０岁

的人群选择这个选项的比例是１９．８％，卡方检验

显示，差异显著。年龄方面其他的选项则无明显

差异。见表２。

表２　金融危机给工作带来的积极影响与年龄的卡方检验

年龄
学习成

本下降

培训机

会增多

升职机

会增多

就业机

会增多

创新意

识增强

奋斗意

识增强
其他

１８－３５　 ４．４％ １１．０％ ２．７％ １．１％ １９．８％ ３７．４％ ５．５％

３６－６０　 ３．８％ ７．７％ １．１％ ０．０％ ２０．３％ １９．８％ ９．９％

总计 ８．２％ １８．７％ ３．８％ １．１％ ４０．１％ ５７．７％ １５．４％

Ｘ２　 ０．０６７　 １．０５９　 １．２８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９．８４６＊＊ ０．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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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群体角度看，农民群体在“学习成本下降”
（２８．６％）和“培训机会增多”（３５．７％）这两个选项

上的比例远远超出其他群体，可以看出政府一系

列针对农民 的 培 训 政 策 已 深 入 人 心。而５９．１％
的个体商户、５２．２％的大学生、５１．７％的公务员和

４７．２％的 私 企 员 工 群 体 都 选 择 了“创 新 意 识 增

强”，８７．０％的 大 学 生、５８．３％的 私 企 从 业 者、

６０．２％的国企从业者、５８．６％的公 务 员 都 选 择 了

“奋斗精神增强”，看来危机情境所带来的中等程

度的压力状态的确有助于迸发创新火花和昂扬斗

志。

３．金融危机给工作带来的消极影响

金融危机给人们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集中于

“收入减少”（５４．４％）、“压力增大”（５３．８％）、“竞

争激化”（３４．１％）和“就业困难”（２６．９％）。
从年龄角度看，１８～３５岁人群遇到的问题似

乎更多一些，在“压力增大、学习成本上升、人际关

系紧张、其他”几个选项上与中老年群体存在显著

差异，在“就业困难方面”则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
见表３。

表３　金融危机对人们工作消极影响与年龄的卡方检验

年龄 收入减少 学习成本上升 压力增大 失业 就业困难 人际关系紧张 竞争激化 其他

１８－３５　 ３１．３％ ４．９％ ３３．０％ ６．０％ ２２．５％ ３．８％ ２０．９％ １．６％

３６－６０　 ２２．５％ １．１％ ２０．３％ ２．２％ ４．４％ ．５％ １３．２％ ９．８％

总计 ５４．４％ ６．０％ ５３．８％ ８．２％ ２６．９％ ４．４％ ３４．１％ １１．０％

Ｘ２　 ２．６１２　 ４．４５５＊ ５．４５４＊ ３．２６７　 ２２．２２４＊＊ ８．２７３＊ ３．１６１　 １０．７１４＊

　　金融危机给个人工作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性别

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女性比男性就业困难和失业两

方面，经卡方检验，差异显著，其它几方面差异不

显著。见表４。
表４　金融危机对人们工作消极影响与性别的卡方检验

性别 收入减少 学习成本上升 压力增大 失业 就业困难 人际关系紧张 竞争激化 其他

男 ３０．６％ ２．７％ ２９．５％ ０．５％ ９．３％ ２．２％ １９．１％ ７．７％

女 ２４．０％ ３．３％ ２４．０％ ７．７％ １７．５％ ２．２％ １４．８％ ３．３％

总计 ５４．６％ ６．０％ ５３．６％ ８．２％ ２６．８％ ４．４％ ３３．９％ １０．９％

Ｘ２　 ０．０６７　 １．８８２　 ０．１４３　 ７．１０２＊ ６．５４１＊ ０．０５４　 １．６６７　 ０．６９２

　　从群体角度观察，除少数公务员和专业技术

人员外，９２．３％的国企从业者、７１．４％的失业待业

人员和农民、６８．２％的个体商户和大学生、６１．１％
的私企从业者都报告收入减少。收入减少越多的

群体感受到的压力越大。这个现象是与各个群体

的工作性质密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务员都

工作在政府部门、高校、科研单位等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工资收入稳定，波动较小，受金融危机的

影响也较小。相比之下，企业员工、个体 商 户、农

民和大学生则都多多少少遭遇到了困难。
在“就 业”方 面 困 难 最 突 出 的 是 大 学 生

（８２．６％）、失 业 待 业（６４．３％）和 农 民（４２．９％）。
其他群体的就业问题都不突出。

“竞争激化”主要存在于私企从业者、大学生

和个体商户三个群体。

　　（三）金融危机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从对收入的影响 评 估、消

极影响和积极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查。

１．金融危机对人们收入的影响程度

金融危机对社会公民的收入影响程 度 中，认

为影响一般 者 最 多，占３８．８％；认 为 对 社 会 公 民

影响较 大 的 比 例 居 其 次，占３１．３％。较 小、没 有

和很大 的 比 例 分 别 为１３．１％、１０．９％和６．０％。

从性别来看，两者差异不显著。见表５。
表５　金融危机对人们收入的影响与性别的卡方检验

性别 很大 较大 一般 较小 没有 Ｘ２

男 ６％ ３４％ ４０％ １４％ １２％
０．９９４

女 ５％ ２３％ ３１％ １０％ ８％

２．金融危机对人们生活的积极影响

金融危机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按其影

响大小依次为车房价格下降（３６．１％）、家电价格

下降（２９．５％）、日常消费品价格下降（２５．１％）、闲
暇时 间 增 加（１８．０％）、关 注 自 己 的 精 神 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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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９％）、家 庭 关 系 更 密 切（１５．３％）、其 他（１４．
８％）。

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在这次危机中体 会 到 的

对个人生活的积极影响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为

物质层面，如消费品价格下降，一类为精神层面，
比如人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和自己的精神需求等。

从 群 体 角 度 看，私 企 员 工 对 闲 暇 时 间 增 多

（１８．０％）、家庭关系紧密（１５．３％）的感受最突出，
这可能与私企员工受到的现实冲击更大并因此产

生的安全感缺失有关。公务员和个体商户关注车

房价格的比例相对较大。其中关注精神需求在各

阶层都有所显示，比较突出的群体是失业待业、公
务员、国企员工、大学生、个体商户。

３．人们在这 次 金 融 危 机 中 对 个 人 生 活 的 消

极影响

此次金融危机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主

要是财 产 贬 值（４１．２％），日 常 消 费 品 价 格 上 涨

（３５．２％），休闲娱乐减少（２３．６％），生活质量下降

（２３．１％），见表６。休 闲 娱 乐 减 少 和 生 活 质 量 下

降这两个选项与年龄有一定程度的相关，其中１８
～３５岁的人群受影响比较大，３６～５９岁的人群受

影响相对较小，卡方检验显示，“休闲娱乐活动减

少”选项在年龄这个层次上达到了非常显著差异，
“生活质量下降”的差异接近统计学的显著水平。
这说明年轻人用于休闲娱乐的消费支出要大于中

年人，这也显示出日常生活中不同年龄阶段的消

费观念、消费兴趣和消费结构有所不同。

表６　金融危机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与年龄的卡方检验

年龄 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 身心健康受损 财产贬值 休闲娱乐减少 生活质量下降 说不清

１８～３５　 ２０．４％ ７．７％ ２０．４％ １７．１％ １４．４％ ７．２％

３６～６０　 １４．４％ ４．４％ １９．９％ ６．６％ ８．３％ ５．５％

Ｘ２　 １．９２１　 １．６３６　 ０．０１４　 ８．３９５＊＊ ２．９５１ ．３９１

　　从群体角度看，６０．７％的公务员，５２．０％的国

企员工，４４．４％的私企从业者，３９．１％的 大 学 生，

３６．８％的专业技术人员，３６．４％的个体商户都选

择了财产贬值。调查显示近１／２的人都有理财投

资，金融危机下，每个阶层都遭遇了财产贬值。不

过大多数人相信，这个贬值是个暂时现象，将会随

着危机的过去而过去。
在金融危机给人们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中

都有日常消费品价格这一项，有人认为下降，有人

认为上涨。从身份角度来看，私企从业者和个体

商户两个群体中认为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和下降

的各半，公务员大多认为日常消费品价格下降，失
业待业人员则大多认为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这

些数据也体现出来此次金融危机对不同身份的群

体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

（四）人们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１．开源节流

人们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主要是开 源 节 流。
解决金融危机问题的外部因素较难掌控，开源节

流可以从自身做起。通过调查发现，事实上人们

正在自觉地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以各种方法解决

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其中的主要措施依次为保

持乐观心态（３７．９％）、努力挣钱（３６．８％）、减少娱

乐支出（３６．２％）、节衣缩食（３３．５％）。相对３６～
６０岁群体，１８～３５岁群体付出了更多努力。在减

少娱乐支出、努力挣钱两个方面均达到了非常显

著地差异，在寻找新的就业机会、降低就业标准两

个方面差异非常显著。见表７。

表７　人们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与年龄的卡方检验

年龄 节衣缩食 减少娱乐 推迟车房 调整投资 乐观心态 努力挣钱 寻找机会 降低标准

１８～３５　 １７．６％ ２２．５％ １２．１％ １４．８％ ２０．９％ ２３．１％ １４．８％ １．１％

３６～６０　 １５．９％ １３．７％ １５．４％ １０．４％ １７．０％ １３．７％ ２．２％ １．６％

Ｘ２　 ２．２０９　 ７．３９４＊＊ ２．２４３　 ３．２５３　 ２．５７４　 ８．０２４＊＊ ２１．６８２＊＊＊１３．７２９＊＊＊

　　从性别角度看，男性比女性更多采用节衣缩

食的策 略。女 性 比 男 性 更 多 地 采 用 减 少 娱 乐 支

出、推迟买车房计划、保持乐观心态、寻找新的就

业机会、降低就业标准这些策略，见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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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人们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与性别的卡方检验

性别 节衣缩食 减少娱乐 推迟车房 调整投资 乐观心态 努力挣钱 寻找机会 降低标准

男 １９．１％ ２１．３％ １６．９％ １３．１％ ２１．３％ １７．５％ ６．０％ ２．２％

女 １４．８％ １５．３％ １０．９％ １２．０％ １６．４％ ２０．２％ １０．９％ ８．７％

Ｘ２　 ４．８９９＊ ６．７１８＊＊ ６．９３４＊＊ １．７４２　 ５．５０７＊ ３．４５９　 ６．１１７＊ １１．４７３＊＊

　　群体的交叉分析显示，在应对金融危机的策

略上，保持乐观心态比例超过半数的阶层是国企

员工和专业技术人员；努力挣钱超过半数的阶层

的是个体商户、失业待业、农民；减少娱乐支出超

过半数的阶层是私企从业者；农民和企业从业者

采取节衣缩食的比例最大。
整体看来，对金融危机有吃政府饭的 阶 层 重

在保持精神动力，而更需自立生存的阶层则重在

采取应对行动，发展稳定性较差的阶层更重生存

资源的节约。

２．人们在金融危机中增加的家庭消费开支

在金融危机下，家庭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
其中日常生活消费支出增加最多（４４．８％），其他

支出增 加 则 相 对 较 小。排 在 前 几 位 的 还 有 教 育

（２３．０％），医 疗（１９．１％），养 老（１６．９％），购 房

（１４．８％），风险投资（１２．６％）。

３．人们在金融危机中消减的家庭开支

在金融危机下，人们减少的支出项目 主 要 有

娱 乐 （３８．３％）、风 险 投 资 （２６．８％），购 房

（２４．６％）、购车（２２．４％）。

三、结果讨论与建议

（一）结果讨论

调查结果显 示，与３６～６０岁 的 中 老 年 人 相

比，此次金融危机对１８～３５岁的年轻人工作、生

活、心理影响更大一些。在“就业困难、压力增大”
两个选项上差异显著。年轻人的休闲娱乐生活也

受到了更为明显的影响。令人欣喜的是，面对这

份沉重的压力，激发了他们的斗志，增强了他们适

应社会和应对危机的能力。他们非常希望在应对

危机和困 难 的 过 程 中 能 够 得 到 更 多 的 帮 助 和 指

导。
在此次金融危机下，女性感受到的压 力 和 遇

到的困难相对男性更多一些。此次危机中受影响

最大的群体当属个体商户。他们最为突出的问题

是收入减少和压力增大。通过访谈了解到，部分

个体商户基本在亏本维持，他们采取的应对措施

最突出的是增强了创新意识和奋斗精神、大量消

减休闲娱乐开支。
私企从业者和国企从业者受到的影响主要有

收入减少、财产贬值、压力增大。他们采取的应对

策略主要有减少休闲娱乐支出、节衣缩食、推迟买

车房、努力挣钱。这份压力充分激发了他们的创

新精神和奋斗精神。由访谈得知，这次金融危机

增强了员工的团队归属感，激发了员工的主人翁

精神。

大学生、农 民、失 业 待 业 群 体 的 问 题 比 较 特

殊，他们受到的影响不只来自金融危机的影响，这
里面包含了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也包含国家在

解决就业、民生问题上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对

此次危机的缓解作用。
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两个群体也是比较特

殊的群体，他们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大，这次危机

带给了他们更多、更深的理性思考，提高了他们危

机情境下的管理和协调能力，提高了他们应对危

机的意识和能力。

（二）建议

１．面对危机，要充分发挥媒体宣传的作用

此次危机 的 媒 体 报 道 就 经 历 了 一 个 变 化 过

程，这个变化同时伴随着它对人们心理感受的影

响。最开始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接连播报ｘｘ公

司破产，多少人下岗等等信息，使得大家下意识就

会担忧自己将会遭遇什么；接下来的报道就是对

此次 危 机 的 理 论 探 讨、理 性 分 析，什 么 恩 格 尔 系

数、什么次贷危机等等，除了几个专业人士外，其

他人等一头雾水，给大家平添了几分莫名的焦躁，
虽然大家当时并未切实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没有感觉到恐慌，却仍然是处于一种异样状态。
对此，首先，媒体宣传要尊重 事 实，最 大 限 度

保证了信息的透明和客观，使人们充分认识了解

危机，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其次，媒体宣传要发

布权威信息，起到稳定秩序、调节情绪、澄清谣言

的作用；第三，媒体宣传要做好舆论引导、起到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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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鼓舞和抚慰公众情绪的作用；第四，媒体的工

作还可以针对一些危机中的具体专题、不同人群

做一些更细致的普及教育和应对指导类节目。

２．增强对农 民 工 和 城 市 失 业 群 体 的 职 业 技

能培训，扩大培训专业范围和规模

社会用人单位和高校要建立更成熟的关于大

学生就业的理念与实践辅导体系。要政策性地改

善女性就业难、升职难、薪酬低的不公现状。要加

强因金融危机给企业管理层造成的不良心态的心

理援助。要提升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在金融危

机中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完善其对社会重大事

件认知的思维方式。尤其要关注弱势的女性和年

轻人的生存状态和遭遇的困难。

３．平时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这本身就是在为

广大民众面对各种危机建立信心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我国和我省日 常 正 在

着力解决的民生问题，使相应群体切身感受到了

实惠和关照，这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增强了人们的

信心和希望。此次调查显示，私企的贷款问题、农
民的基本民生问题（医疗、教育、宅基地、培训、打

工、新农村建设）和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在这个危机

情境下依旧是各个群体最关注的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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