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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节俭价值观的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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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中,节俭是一种关于资源使用与物质需求满足的价值观.中国人的节俭

价值观是包含节俭目标、节俭手段两个因子,被迫节俭、福利增续、价值超越以及精打细算、物尽其用、限制－
延迟、安于节俭、乐于节俭等８个因素的多维度多层次结构.在理论构想基础上,设计并检验了中国人节俭价

值观量表.经中国成人样本中多次施测和信效度检验,结果表明量表结构效度、相容效度、区分效度、增量效

度、组合信度及重测信度良好,支持中国人节俭价值观双因子－多因素结构的理论构想,适合于中国人节俭价

值观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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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中国社会中,节俭有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基础.儒释道墨各家经典及国人的历代传世家训

里,节俭于个人,“行己以恭俭为先”,是内修的德目、处世准则;于为政者,“禁奢崇俭,美政也”,是促

进社会和谐的政治方略.在“资源有限”的大背景下,节俭也是当代广泛且重要的社会议题;经济

学、社会学、伦理学及心理学等学科领域都就其进行了各自的探讨.虽然都在使用“节俭”一词,不
同学科领域、不同学者对其界定不尽相同,大致可归为三类:一将节俭视为美德,是审慎、谦逊、自制

等人格特质的集合[１];二将节俭视作单维的消费者生活方式特征,描述消费者为实现长期目标,有
所克制地获取、机智地使用经济物品及服务的程度[２];三将节俭视为价值观,是有关物质财富、欲望

和生活方式的信念,为个体选择有限制地使用资源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提供理由[３].
基于不同的概念界定,研究者们开发了各自的量化研究工具.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是LastovＧ

icka等编制的节俭生活方式量表,简称节俭量表(FrugalityScale,FＧscale)[４].该量表着眼“有所克

制地获取、机智地使用经济物品及服务”的具体行为,对“长远目标”未有太多关注;然而由不同目标

驱使的节俭可能有本质差异[５].将节俭作为人格特质进行测量也是常见的方式.Paunonen编制

的增补人格量表(SupernumeraryPersonalityInventory)中,节俭就是十项增补人格之一[６];杨国枢

和陆洛则将节俭作为东方人中社会取向自我实现者的五大心理特征之一,其量表主要涉及个体对

物质欲望的态度及生活方式的选择,更近于节俭价值观念[７].Minkov等进行的７１个国家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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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价值观调查中,节俭就为十种普遍价值观之一[８].武瑞娟等认为节俭是中国社会独特的文化

价值观,并编制了节俭消费观量表[９];尽管该量表试图着眼节俭的“文化价值观”属性,但仍以描述

消费者外在的节俭行为特征为主,未能充分反映价值目标等内在成分,能否有效测量节俭价值观有

待商榷.
综上可知,在节俭测量上问题尚存.一是测量概念,如何选择合适的理论概念,据此开发充分

反映节俭本质属性的测量工具,是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二是节俭的目的和动机.现有节俭研究

工具以行为特征评定为主,较少着眼其后动机、目的及个体的情感体验;缺少对前述内容地关注,难
以把握节俭丰富的内涵.三是节俭的文化特征.中国社会文化中,节俭除了作为增加物质福利的

手段,还被赋予正心养性的伦理价值和齐家、平天下的社会意义[１０];回避节俭文化特征,仅考虑物

质与消费,就节俭行为进行测量显然不够完备.
在倡导“宁俭勿奢”的当代中国社会,节俭是个体的行为指导和判断准则,更多的以价值观形式

存在[９];旨在探讨中国人节俭结构的本研究,将节俭定位于价值观范畴,认为它是一种有关资源使

用与需求满足的价值观,促使个体为实现长远的物质、心理及社会收益,而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和

欲望,选择适度限制地获取和有策略地使用资源的生活方式[１１].不同节俭目的个体可能有不同的

体验感受,节俭行为后果可能也有所差异,故本研究也将予以中国人节俭的目标动机、情感体验更

多关注;而对“俭以养德”等道德动机和社会目标的关注则可能较好地发掘节俭的文化特征.研究

将从文献分析和开放式调查开始,获得充分描述节俭内涵的题项;以此为基础进行初测,探索中国

人的节俭结构;再对节俭的结构和量表的信效度进行检验.

二、量表题项收集

文献分析发现,关于节俭行为有不少研究,涉及资源获取、使用,欲望满足与控制等具体行为,
可归纳为精打细算、物尽其用等不同类别[１２].关于节俭目标,主要提及个体以节俭应对经济压力,
积累和增殖财富等目标[１３Ｇ１４];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还论述了个体以节俭生活方式磨炼意志品质等

内容[１５Ｇ１７].对节俭态度倾向和情感体验,则只有“节俭的生活方式让我感觉良好”这类笼统描述[４].
文献分析确定了包括节俭目的、节俭行为与情感倾向的节俭价值观系统,为开放式调查确定对象和

范围,并作为开放式调查结果的补充,构成量表最初的题项库.
设计开放式问卷,就当代中国人对节俭的基本认知、目的动机等进行调查.采用方便抽样的方

法,个别调查和小规模团体调查相结合.１４１名被试参与调查,男６３人,女７８人.用 QSRNvivo８
进行质性分析,逐级自由编码、关联式编码和核心编码,结果显示,节俭价值观是包含了节俭目标、
节俭手段两个成分的系统结构,前者涉及被迫节俭、福利增续、价值超越等三类节俭目标,后者包括

精打细算、限制延迟、物尽其用、安于节俭和乐于节俭等五种节俭行为策略.编码和归类工作由两

名不参与研究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完成,编码一致性良好,kappa＝０．８６.
在前述结果基础上,整合题项并将其补充成完善的句子,形成节俭价值观量表题项库,含题项

１０２个.由两名相关领域专家就各题项表述、题项与各类属的匹配性等进行评定和修正;由３名与

研究无关的社会成人阅读和评价量表题项,据此完善题项的可读性等.经多次增加、修改、合并和删

除,得题项５４个;节俭目标、节俭手段各含题项２０、３４个.加上５个社会赞许效应控制题及１个效度

题后,形成共含６０题的节俭价值观初测量表;量表为５点评分,１为完全不符合,５为完全符合.

三、节俭价值观量表的初测

(一)方法

１ 被试

在全国范围内发放节俭价值观初测量表５００份,回收有效量表４３８份;其中男１９０人,女２３９



人,９人此信息缺失;年龄在２０到６８岁间(M＝３１．５５,SD＝１１．２７).

２ 程序

调查采用方便抽样,个别调查和小规模团体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用SPSS２１．０和 Mplus７．０进

行数据统计分析.计算题目的峰度和偏度、临界比值、题目与总分相关,题目共同性等指标,检验各

题目的适切性和可靠程度;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检验节俭价值观量表的建构效度.
(二)结果

１ 节俭目标分量表

据项目分析相关标准[１８],逐步剔除８个表现欠佳题项.用主成分分析法与Promax斜交法对

余下１２题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KMO＝０．８４;得特征值大于１的因素３个,累计解释总体方差

８０．８２％.各题目的主要载荷均大于０．４５,未出现双负载,详见表１.根据意义对各因素命名.因素

１含题目５个,涉及个体生存需求之外的节俭目的,是对物质享受或自我的超越,命名为“价值超

越”(α＝０．９３).因素２含题目４个,描述个体通过保持节俭以换取自己、家人未来的物质福利,命
名为“福利增续”(α＝０．８９).因素３含３个题目,是个体迫于外在压力不得不节俭生活,命名为“被
迫节俭”(α＝０．９７);该维度反向表明个体节俭的主动程度.三个维度共同反映个体节俭行为背后

不同的价值目标;各因素分别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具有该方面的节俭目标越突出;量表总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α＝０．５９.
表１　节俭目标量表题项的因素负荷

题项
节俭目标

价值超越 福利增续 被迫节俭

我相信“俭能养德”,所以特意节俭地生活 ０．８９
我节俭地生活,以便有更多精力去实现人生价值 ０．８９
我为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而节俭生活 ０．７８
我为避免物质束缚,活得自主自由而节俭生活 ０．７７
为能将更多财物用于帮助他人,我节俭地生活 ０．６６
我节俭地生活以便储蓄资本,赚取更多财富 ０．８１
为将来能过更好的生活,我现在保持节俭 ０．７７
我节俭地生活是为有所节余,以备未来不时之需 ０．６４
为保证家庭长久的富足兴盛,我节俭地生活 ０．５６
我的经济条件有限,不得不省吃俭用 ０．８０
如果不省吃俭用,我的生活就没法维持 ０．７７
社会环境的压力让我不得不节俭地生活 ０．５４
特征值 ４．３９ ３．３６ １．９５
解释变异量 ３６．５７ ２８．０２ １６．２１

　　２ 节俭手段分量表

按相关标准剔除１２个表现欠佳题项,余题的项目－总分相关在０．４０到０．６５之间.对剩余２２
题用主成分分析法和Promax斜交法进行因素萃取和转轴,KMO＝０．８６;得特征值大于１的因素５个,
累计解释总体方差６７．２１％;逐步剔除双负载题目４个,剩余１８题;再次因素分析,得到特征值大于１
的因素５个,累计解释总体方差７３．３３％.各题目主要载荷均大于０．４５,未出现双负载,详见表２.

根据意义对各因素命名.因素１含题目４个,有关个体对于节俭生活方式的情感体验,命名为

“乐于节俭”(α＝０．８４);是节俭价值观的动力成分.因素２含题目４个,主要是个体延迟满足即时

需求足,控制过度消费的冲动,命名为“限制－延迟”(α＝０．８７).因素３含３题,是个体提前规划,
以求将每一单位金钱或资源效用最大化,命名为“精打细算”(α＝０．８５).因素４含３题,涉及个体

对节俭的认知及坚持节俭的倾向,命名为“安于节俭”(α＝０．９３).因素５含４题,涉及个体避免挥

霍浪费,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或物品的行为与策略,命名为“物尽其用”(α＝０．７５).上述五个因素是

节俭价值观在情感与行为策略方面的具体展现;量表加总计分,总分越高即个体节俭行为策略越丰



富,“看起来”也越节俭;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α＝０．８５.
表２　节俭手段量表题项的因素负荷

题项
节俭手段

乐于节俭 限制－延迟 精打细算 安于节俭 物尽其用

节俭的生活方式让我感觉良好 ０．８７
我对简单朴素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 ０．８１
如果别人知道我生活节俭,会让我觉得尴尬 ０．７０
节俭的生活状况让我感到苦恼 ０．６９
我常因一时冲动而购买计划之外的东西 ０．８７
我会等到打折的时候再去买想要的东西 ０．７７
我会尽量将一部分钱存起来,不会都花完 ０．６５
只要是我喜欢的东西,无论是否实用,我都会买 ０．５０
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货比三家 ０．７９
在花钱之前我都会谨慎地精打细算 ０．７６
我要求自己尽量花一分钱办出两分钱的事儿 ０．７６
节俭的生活方式对人更有利 ０．７０
无论有钱没钱,我都会节俭地生活 ０．７６
过生活就应该勤俭节约 ０．７４
如果东西还能使用,我就不会买新的 ０．７０
我会对废旧物品进行重新利用 ０．６８
我要求自己尽可能地节约食物、水电气等资源 ０．６７
我会小心细致地使用和保养各种物品 ０．５６
特征值 ５．１０ ３．５３ １．８４ １．４９ １．２５
解释变异量 ２８．３４ １９．５９ １０．２０ ８．３０ ６．９２

　　３ 总量表

为探索分量表及各因素间的关系,以前述八个因素各自均值为指标,用探索性双因子分析法进

行因素结构探索.以极大似然法和双因子旋转法进行因素萃取和转轴,得到中国人节俭价值观的

３因素双因子模型;模型包含１个全局因子和２个局部因子,见表３.全局因子G为影响节俭目标、
手段的共同因素,命名为节俭价值观;是个体节俭目的及行为策略的内在原因.节俭手段各维度在

局部因子F１有较高负荷,该局部因子反映具情境特征的节俭行为、情感体验等,命名为情境性手

段.节俭手段中的“精打细算”在F１上载荷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它为节俭的典型特征,较少受情境

因素影响.局部因子F２体现的是在节俭价值目标之外,节俭行为所服务的目标,命名为情景性目

标.“福利增续”的目标除了反映节俭价值观,还体现了个体提升未来生活的普遍愿望,其影响不同

于节俭价值观,故形成独特的因素载荷.
表３　节俭价值观量表探索性双因子分析的因素负荷

维度
全局因子 G
节俭价值观

局部因子F
情境性手段F１ 情境性目标F２

被迫节俭 ０．９０∗ ０．０１ －０．１０
价值超越 ０．８４∗ ０．０４ －０．０２
福利增续 ０．８３∗ ０．００ ０．３４∗

精打细算 ０．６２∗ ０．５０∗ ０．０３
限制延迟 ０．１９∗ ０．７８∗ －０．０１
物尽其用 ０．２４∗ ０．７８∗ －０．０６
安于节俭 ０．２４∗ ０．８０∗ ０．０４
乐于节俭 ０．２３∗ ０．７９∗ ０．０１

　　　　　　　　　　∗p＜０．０５

初定的节俭价值观量表包括节俭目标、手段两个分量表.节俭价值观量表的构成与开放式调

查及文献分析结果一致;双因子结构有效地说明了两个分量表的内在联系及中国人节俭价值观的



内在结构.虽然初定量表各测量学指标良好,内容也涵盖了开放式调查和文献分析所获信息,但其

有效性与稳定性还需在其他样本中做进一步验证.

四、节俭价值观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一)方法

１ 被试

样本１,在全国范围内发放问卷１３００份,有效问卷１０３８份;其中男４２３人,女５７２人,性别不详

者４３人;年龄在１８到６９岁间(M＝２７．０８,SD＝９．１３).样本２,在全国范围内发放问卷４００份,有
效问卷３７８份;其中男１４７人,女２１２人,性别不详者１９人;年龄在１８到５３岁间(M＝２６．１５,SD＝
８．０２).样本３,以重庆某高校本科学生为被试,第一次测量发放问卷８０份,有效问卷７４份;第二次

测量,男３０人,女４３人,１个被试(女)流失;年龄在１９到２４岁间(M＝２１．０１,SD＝１．２３).

２ 工具

节俭价值观量表.初测确定的节俭价值观量表,共３０题,５点评分.
节俭生活方式量表.该量表由Lastovicka等开发,共８题,测量个体节俭生活的程度,得分越

高即越节俭.本研究中改为５点评分,量表内部一致系数α＝０．８８;经验证性因素分析,其χ２(２０)

＝９６．８２,CFI＝０．９８,TLI＝０．９７,SRMR＝０．０１,RMSEA＝０．１０(０．０８,０．１２).
吝啬量表(theTightwadScale).由 Mowen编制,共５题,５点评分,测量个体的吝啬程度,得

分越高即越吝啬[１９].本研究中,量表内部一致系数α＝０．６６;经验证性因素分析,其χ２(５)＝２３．１６,

CFI＝０．９３,TLI＝０．８６,SRMR＝０．０４,RMSEA＝０．１０(０．０６,０．１４).
冲动购买情景模拟故事.改编自Rook和fisher的研究材料,用以测量个体的冲动购买行为水

平.测验中要求被试阅读故事,假象自己是故事中的主人公,然后做出不同的购买选择,得分越高

即冲动性购买行为水平越高[２０].

３ 程序

调查均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样本１、２以个别调查和小规模团体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样

本３通过小规模团体调查获得,前后两次测量间隔约３个月.使用SPSS２１．０和 Mplus７进行统计

分析.进行验证性分析以检验节俭价值观量表的结构效度,对量表与节俭生活方式量表、吝啬量表

得分进行相关分析以检验量表的相容、区分效度;再计算节俭价值观量表相对于节俭生活方式量表

的增量效度;最后则是检验量表的组合信度与重测信度.
(二)结果

结构效度.基于样本１数据,对节俭目标、节俭手段结构模型进行验证性分析.结果发现,节
俭目标结构模型各指数均符合相关标准[２１],χ２(５１)＝１７４．４４,CFI＝０．９８,TLI＝０．９８,SRMR＝０．０４,

RMSEA＝０．０５(０．０４,０．０６).五因素的节俭手段结构模型也得到很好拟合,χ２(１２５)＝２９２．８２,CFI
＝０．９９,TLI＝０．９８,SRMR＝０．０３,RMSEA＝０．０４(０．０３,０．０４).为简化模型,节俭价值观量表的整

体结构检验时使用独立打包法,对节俭目标和节俭手段分量表的指标进行了项目打包处理;两个分

量表共八个维度,得到八个项目包[２２].共设计三个备选模型:(１)单因素模型,两个分量表的八个

因素聚合为单一的节俭价值观维度;(２)两因素模型,节俭目标分量表的三个因素,节俭手段分量表

的五个维度各自聚合为一个因素;(３)双因子模型,节俭结构包括一个全局因子(g)节俭价值观及两

个局部因子(f１、f２):情景性目标和情景性手段.对三个备选模型进行检验和比较发现,模型(３)双
因子模型拟合最优,χ２(１２)＝３１．０９,CFI＝０．９９,TLI＝０．９９,SRMR＝０．０１,RMSEA＝０．０４(０．０２,

０．０６),选择之.节俭目标和节俭手段两个分量表构成完整的节俭价值观量表,测量中国人节俭价

值观的目标和手段策略两个方面.
相容效度和区分效度.计算节俭价值观量表与节俭生活方式量表、吝啬量表的相关,以检验其

相容效度与区分效度.首先对各变量同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发现,多



因素模型各拟合指数明显优于其他模型,χ２(１４０６)＝１９４４．８３,CFI＝０．９７,TLI＝０．９６,SRMR＝
０．０４,RMSEA＝０．０３(０．０３,０．０４),各变量间并无显著共同方法偏差.然后分别计算节俭与其他变

量的相关.结果发现,节俭价值观各因素得分与节俭生活方式相关均显著,r＝０．１５~０．８１,节俭生

活方式量表是目前节俭行为研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测量工具,其信效度均良好;这表明节俭价值观

量表有良好的相容效度.量表各因素与吝啬量表得分相关均不显著,这说明虽然节俭和吝啬都涉

及有限制地使用物质产品或资源,但它们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构念,也说明节俭价值观量表有良好的

区分效度.
增量效度.限制即时满足和延迟消费是节俭的重要特征,有研究发现高节俭者较少出现冲动

消费行为,节俭可反向预测冲动消费行为[１３].为比较节俭生活方式量表和节俭价值观量表在预测

结果变量上的成效,本研究以冲动消费行为水平为因变量,控制各人口统计学变量(第１层),以节

俭生活方式量表得分(第２层)及节俭价值观量表各因素得分(第３层加入)为自变量,进行层级回

归;并预期节俭价值观量表各因素加入回归模型可显著增加对冲动消费行为变异量的解释.结果

显示,节俭确实可反向预测冲动消费行为,回归模型第３层,节俭价值观量表各因素的加入又额外

解释了冲动消费行为２３．８％的变异量,F(８,３１２)＝４２．５１,p＜０．００１;见表４.在冲动消费这一变量

上,节俭价值观量表基于节俭生活方式量表有显著的效度增益,说明量表的增量效度良好.
表４　节俭生活方式量表和节俭价值观量表的分层回归结果(n＝３２７)

变量 第１层 第２层 第３层

性别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０４
年龄 ０．１３ ０．０６ ０．０２
文化程度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家庭年收入 ０．１５∗ －０．１２∗ ０．０８
个人月收入 －０．２１∗∗ －０．０５ －０．０３
节俭生活方式 －０．７４∗∗∗ －０．１１
被迫节俭 －０．０１
价值超越 －０．３６∗∗∗

福利增续 －０．１７∗∗∗

精打细算 －０．１６∗∗

限制延迟 －０．２０∗∗∗

物尽其用 －０．１３∗∗

安于节俭 －０．１０∗∗

乐于节俭 －０．２０∗∗∗

F ２．５６∗ ６３．４７∗∗∗ ７９．７３∗∗∗

ΔR２ ０．０４ ０．５１∗∗∗ ０．２４∗∗∗

　　　　　　　　注:因变量为冲动消费水平;回归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β;∗p＜０．０５,∗∗p＜０．０１,∗∗∗p＜０．００１.

组合信度与重测信度.以验证性因素分析相关指标为基础,计算量表组合信度,结果显示节俭

目标手段分量表各因素都有较高组合信度,ρ＝０．８２~０．９３.为检验节俭价值观量表结构的稳定性,
研究使用节俭价值观量表对样本３进行了前后两次测量.对被试在前后两次测量中的得分(维度

总分)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节俭价值观量表各因素在前后两次测量中得分

并未见显著差异,各自均有较高的相关,r＝０．７３~０．９７;这说明节俭价值观量表的重测效度良好,量
表结构稳定.

五、讨　论

以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为背景,在价值观的概念框架下,设计和检验了节俭的多维度测量工

具———节俭价值观量表.经在全国多省市成人样本中反复施测和修正,得到正式节俭价值观量表;
量表共３０题,含节俭目标和节俭手段两个分量表.节俭目标、节俭手段由双维度－多因素结构的

节俭价值观内在统和;个体在量表各因素上得分趋势构成其节俭价值观的结构廓型图.信效度检

验结果表明,节俭价值观量表的结构效度、相容效度、区分效度、增量效度、组合信度及重测信度良



好;适合于中国人节俭价值观的测量.
节俭价值观量表通过对节俭目标、行为策略及情感体验的测量,较全面地涵盖了中国人作为价

值观的节俭的特征.尤其是“价值超越”的节俭目标,既涉及节制物欲以清明心性等传统文化中倡

导的“修身私德”,也有通过节俭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环保诉求———节俭作为“济世公德”与时代需

求结合的反映;对节俭正心养性的教育伦理价值与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意义的关注,集中体现了中国

人节俭的文化属性.再者,中国人“福利增续”的节俭目标是未雨绸缪式的,指向“未来的不时之

需”,这个“未来”是不确定且无止境的,这或许是中国社会高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原因.可能也由于

不同节俭目标间相去甚远,故目标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低(α＝０．５９).节俭手段是节俭价值观的

直观表现,“精打细算”等维度是先前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节俭价值观量表与其他节俭测量工具主

要交叠之处;不同的是,中国人节俭价值观结构中还有“安于节俭”与“乐于节俭”的成分,从认知和

情感两方面调节外在节俭行为及策略,是节俭价值观得以践行的内在动力因素.中国人的节俭并

非一味地省吃俭用,而是强调“节用以礼”,在特定场合、对特定对象“不节俭”也被认为是合宜

的[１０];这可能是外在节俭行为与内在节俭价值观并不必然联系的重要原因.由于需兼顾测量内容

的全面性和工具的简洁性,量表因素较多,但各因素所含题项较少;为保证量表信度,将来需进一步

提高题项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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