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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of 
China migrant workers, in terms of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in managing 
daily life. The participants were 143 migrant workers. They were requested to complete a ques-
tionnaire on the above variabl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outcome va-
riables we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and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F(12,130) 
= 8.64, p < .001). Implications for service provisions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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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就文化适应态度、觉知歧视与自尊、生活满意度等行为问题，探讨了中国农民工在进城务工中觉

知到的歧视与文化适应的关系。被试由143名进城农民工组成。他们按要求完成了一个包括以上各个变

量的问卷。结果显示，社会文化适应能力与觉知歧视和分开适应策略呈消极相关，F(12,130) = 8.64，
p < .001。对于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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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乡镇一部

分农民离开土地，离开自己的家乡，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和生活。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2013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 26894 万人，比上年增加 633 万人，增长 2.4%。其中，外出农民工 16610 万人，

增加 274 万人，增长 1.7% (NBSC, 2013)。而 2011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5,278 万人，比上年增加 1055
万人，增长 4.4%。从性别来看，男性农民工占 65.9%，女性占 34.1%；从年龄段来看，农民工以青壮年

为主，16~20 岁占 6.3%，21~30 岁占 32.7%，31~40 岁占 22.7%，41~50 岁占 24.0%，50 岁以上的农民工

占 14.3%。农民工中已婚者占 73.4%，文盲占 1.5%，小学文化程度占 14.4%，初中文化程度占 61.1%，高

中文化程度占 13.2%，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 9.8%。在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的比重最大，占 36.0%，

其次是建筑业占 17.7%，服务业占 12.2%，批发零售业占 10.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 6.6%，住宿

餐饮业占 5.3% (NBSC, 2012)。 
进城农民工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会产生观念和行为上的巨大改变。朱力(2002)指出，农民工从

乡村来到城市，不只是空间上的移动，还包括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移民”，一个人从农村人变成城市人

的过程，涉及到农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而迫使农民工做出这些转变的挑战

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作为城市中的外来者，他们感受着来自城市的文化冲击；另一方面，作为

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群体，他们又面临着在新社会中生存的挑战。这两方面的挑战同时影响着他们的自

尊和生活满意度等适应结果变量(赵书超，刘秀娥，2012)。 
Berry (1997)提出的移民适应理论是研究移民适应问题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指出：移民在新的文化环

境中会以四种可能的文化适应态度来生存，对待这四种态度的方式和表现出来的行为一起组成了一个人

的文化适应策略。同化意味着个体不愿意保持自身的文化认同，却寻求和其他文化的日常互动。相反，

分开是移民很看重自身的原始文化，却不愿意和其他群体互动。整合就是既愿意保持自身的传统文化又

寻求和其他群体的互动。最后，边缘化是既对自身的文化保持没兴趣，又不愿与其他群体接触。 
关于文化适应的研究是根据文化适应的不同定义来区别的。此处，我们沿用的是由 Berry (1997)提出

的文化适应的经典定义：一种随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而发生的文化和心理变化的过程。而且，像 Berry (1997)
和 Ward & Rana-Deuba (1999)这样的研究者都把适应定义为两个方面，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前者的

结果通常是由精神健康和心理压力来衡量，后者的结果是由处理日常事务(包括工作和生活)的能力来衡量。

两方面适应之间的区别主要依据的是文化适应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也就是说，压力和应对以及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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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Ward, Bochner, & Furnham, 2001)。目前关于国外移民研究的案例中，心理适应结果的相关测量指

标包括在移入的社会群体中感受到的歧视、自尊、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压力。社会文化适应则通过社会文

化生活适应能力量表来测量。 
对于觉知歧视则被定义为“某人感受到的被区别对待、侮辱或不平等”(Mossakowski, 2003)。觉知歧

视被发现和移民的生活满意度有消极相关。国外对于移民社会关系的探讨中，社会交流的频率和范围被

认为是心理适应的重要因素之一(Berry, 1997)。有文献研究显示，外来农民工群体与城市群体之间的互动

有利于前者更好地适应，前者会出现较少的心理问题(李蓉，2011)。对于人口统计学变量来说，在最初的

定居阶段压力最高(吴霜，2012)。语言流利程度和生活满意度积极相关(邹显林，2011)。低经济地位和高

生活压力和高觉知歧视有关(黄志强，容溶，2011)。 
农民工适应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一，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的倾斜，

导致城乡二级分化明显，农民工进城务工成为现代中国农民谋生的普遍出路，他们从乡村进入城市生工

作和生活，伴随着变化而来的就是他们离乡离土后的适应问题。而这种大批的远距离的人口转移，在很

多适应问题上面临的困难也跟国际移民有很多相似之处(余伟，郑刚，2005)。第二，国内有很多关于农民

工和移民青少年适应的研究，大都是从社会学角度、人口学角度、民族学角度来讨论(吴霜，2012；邹显

林，2011)，却很少有从心理学角度，即使有少部分研究，也多是质性研究为主(余伟，郑刚，2005；孙丽

璐，2011)，缺乏有效的测评工具(李静，2011；孙丽璐，郑涌，2011)来衡量农民工具体的适应状况。国

外的许多研究显示，移民的心理状况和适应结果是密切相关的(Mirchandani, 2010)，觉知到的社会支持和

较高的自我效能感能预测更高水平的自尊和生活满意度(Leung, Leung, & Chan, 2007)。第三，尽管 Berry 
(1997)的移民适应理论框架已被广泛用于不同国家的不同移民群体，但是它却从未被应用于国内农民工的

研究中：此处农民工被认为是国内移民，其从中国各地农村移到各地大中城市。 
本研究中，我们调查了来自全国的 143名农民工的数据样本，应用移民适应的理论框架Berry (1997)，

来了解和检验中国进城农民工的适应状况。所以，假设如下：1) 心理适应与觉知歧视、社会经济地位、

在城市中的居住年限、语言流利程度、整合策略相关。2) 社会文化适应与觉知歧视、社会经济地位、语

言流利程度、同化及分开策略相关。 

2. 方法 

2.1. 被试 

总样本由 143 名农民工被试组成：88 名男性(61.5%)，55 名女性(38.5%)；年龄范围从 16~60 不等(M = 
30.57, SD = 9.34)。农民工被试的教育程度有各种水平：没上过学的占 5.6%，小学教育程度的 19.6%，中

学教育程度的占 51.7%，高中文化水平的占 17.5%，中专教育水平的占 5.6%。农民工来到所在城市的工

作年限平均 1.44 年。 

2.2. 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工具是 Berry 等人曾经编制的 ISATIS (International Study of Attitudes Towards Immi-
gration and Settlement)问卷(Berry, Bourhis, & Kalin, 1999; adapted to Australia by Pe-Pua, 2001)的一部分，被

试完成的问卷包括以下部分。 
文化适应策略量表——这个量表(Berry, Phinney, Sam & Vedder, 2006)是依据Berry等人的文化适应策

略模型编制的，主要测量了农民工的文化适应态度，由四个维度构成：同化，整合，分开，边缘化。本

量表由 16 道题目组成，包括了生活中的五个主要方面：文化传统、语言、婚姻、社会活动参与和朋友。

被试根据自身状况使用五点评分评估他们对每一道题目的认同程度。其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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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73。 
觉知歧视量表——此量表引用自 ICSEY 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Ethno-culture Youth; 

Berry, Phinney, Sam, & Vedder, 2006)；用 5 个题目来评估对象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侮辱等。高分代表受

到的歧视更多。我们统计的是此量表的总分。其内部一致性系数是.81。 

罗森伯格自尊量表——此量表由十个题目组成(Rosenberg, 1965)，测量了人们对自己总体价值感的评

价。样例题目是“总体上，我对自己很满意。”题目总分的范围是 10~50。其一致性系数是.75。 

生活满意度量表——此量表测量的是生活满意度(Diener, Emmons, Larsen, & Griffin, 1985)。样例题目

是“我生命中的大多数时候都接近完美。”高分表示高生活满意度。量表总分范围是 5~25 分。其一致性

系数是.73。 

心理问题量表——此量表测量的是焦虑与抑郁程度(Berry, Phinney, Sam, & Vedder, 2006)。样例题目

是“我觉得胃部不舒服”，“我觉得生活灰暗无光”。高分代表更高的心理问题。总分范围是 15~60。

其一致性系数是.92。 

社会文化适应能力量表——由 20 个题目组成(Berry, Phinney, Sam, & Vedder, 2006)。要求被试评估在

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方面的困难(比如适应快节奏的城市步调，购物方面的困难等)。高分代表在新的文化

中有更高的适应能力，遇到更少的困难。总分范围是 20~100。其一致性系数是.90。 

问卷还包括一些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测量，如被试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来城市工作居住的年

限等。 

2.3. 施测程序 

整个问卷用两种方式发放。我们的目标群体是进城农民工，根据我们给研究对象所下的操作性定义：

户口在农村，未接受高等教育(即中专以下文化程度)，每年在城市工作时间超过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第

一组被试的施测是通过招募调查员来完成的。在网络上招募各大高校的大学生 25 名，经过专业的培训，

他们具备了发放问卷和讲解问卷的能力。然后，由招募来的调查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由于调查员基本覆盖了全国不同的省份，这样保证了样本的随机性。每名调查员分到 10 份问卷，他们利

用假期把问卷带回家，或者去实习所在城市(主要是中国各大一二线城市)寻找工厂、餐厅或建筑工地上的

农民工被试来完成。根据最后收上来的问卷质量和数量，我们给予每名调查员一定的小礼品奖励。第二

组 43 名被试是通过网络调查公司问卷星在线完成的。每份问卷平均花费每人 20 分钟。 

2.4. 数据分析 

收集的来的数据经过筛选，得到有效问卷 143 份。数据分析用的是 SPSS16.0。首先是各量表的描述

性统计的呈现，正如以上工具部分所报告的，各量表的一致性符合要求。相关分析是为了检验假设中心

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与觉知歧视、文化适应策略之间的关系。聚类分析是为了探索进城农民工适应模

式的种类。回归分析是为了检验能否用最少的自变量预测出适应结果变量。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 

根据收集到的 143 份农民工问卷的数据，用 SPSS16.0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信度检验，其

中本问卷所包括的各个子量表的平均数、标准差和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结果呈现见表 1。可以看出，

各个子量表中除“分开策略”以外，其他的量表的一致性系数都大于 0.7，表明此量表稳定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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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相关分析结果 

为了探究问卷内部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以下十个变量及人口统计学变量(如社会经济地位、城

市居住年限和语言流利程度)一并纳入 SPSS 中进行相关分析检验，结果呈现在表 2 中。数据显示，人口

统计学变量与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变量均无显著相关，此处就不再一一列出。而从下表中列出的看

来，整合策略与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都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持整合策略的被试有着更高的自尊(r(143) 

= .40, p < .01)，更高的生活满意度(r(143) = .14, p < .001)，更低的焦虑(r(143) = −.20，p < .05)和抑郁(r(143) = −.32，
p < .01)水平，更好的社会文化适应能力(r(143) = .25, p < .01)。持同化(r(143) = .31, p < .01)和分开(r(143) = .39, p 
< .01)策略的被试有着更高的社会文化适应能力。 

 
Table 1.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 scores of each scale (N = 143) 
表 1. 各量表的平均数，标准差，信度估计(N = 143) 

量表(题目数)  平均数 M 标准差 SD 信度(Cronbach α) 

觉知歧视(5)  2.66 0.82 0.71 

文化适应态度(16) 同化 1.94 0.72 0.63 

 整合 4.06 0.74 0.73 

 分开 2.69 0.71 0.36 

 边缘化 1.91 0.84 0.79 

自尊(10)  3.54 0.57 0.72 

生活满意度(5)  2.83 0.82 0.73 

心理问题(15)  2.23 0.70 0.92 

 焦虑 2.24 0.74 0.85 

 抑郁 2.22 0.75 0.86 

社会文化适应能力(20)  2.07 0.62 0.90 

 
Table 2. Correlations among sub-scales 
表 2. 各子量表之间的相关分析 

量表 1 2 3 4 5 6 7 8 9 

1. 同化          

2. 整合 −.35         

3. 分开 .24 −.18        

4. 边缘化 .58 −.57 .32       

5. 觉知歧视 .10 −.13 .12 .16      

6. 自尊 −.26** .40** −.03 −.39** −.41**     

7. 生活满意度 .06 ** .14*** −.06** −.08** −.22** .10***    

8. 焦虑 .35 ** −.20* .06 .37** .34** −.37** −.02   

9. 抑郁 .22 ** −.32** −.01 .45** .27** −.44** .01 .79**  

10. 社会文化适应能力 .31** .25** .39** .17* −.42** .50** .06 −.66** −.62** 

注：***p ≤ .001，**p < .01，*p < .0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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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回归分析结果 

我们做了 5 次回归分析。因变量是上面提到的适应结果变量，也就是说，有自尊、生活满意度、心

理问题(焦虑和抑郁)、社会文化适应能力。 
对于自尊量表的回归分析结果是显著的，F(12, 130) = 9.66, p < .001，调整 R2 = .30。自尊与觉知歧视

消极相关(β = −.35，t = −4.86, p < .001)，与整合策略积极相关(β = .24, t = 2.74, p < .01)。 
对于生活满意度量表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F(12, 130) = 1.74，p < .001，调整 R2 = .35。生活满意度

与觉知歧视消极相关(β = −.26, t = −3.03, p < .001)，与整合策略积极相关(β = .40, t = 3.34, p < .001)。对于

焦虑量表的回归分析显示，F(12, 130) = 6.62，p < .001，调整 R2 = .22。焦虑与觉知歧视积极相关(β = .29, 
t = 3.84, p < .001)，与同化策略消极相关(β = −.22, t = −2.40, p < .05)。 

对于抑郁量表的多元回归分析显示，F(12, 130) = 8.03，p < .001，调整 R2 = .26。抑郁与觉知歧视(β = .20，
t = 2.70, p < .05)和分开策略(β = .21, t = 2.72, p < .001)积极相关。对于社会文化适应能力的回归分析显示，

F(12, 130) = 8.64，p < .001，调整 R2 = .27。社会文化适应能力与觉知歧视(β = −.35, t = −4.78, p < .001)和
分开策略消极相关(β = −.24, t = −2.28, p < .001)。 

3.4. 聚类分析结果 

如表 2 所示，文化适应策略的四个维度、心理压力、觉知歧视、自尊、生活满意度、社会文化适应

能力都彼此相关。先将所有的变量都标准化，然后使用 K 均值聚类法进行数据分析。我们认为分成两个

聚类是最有效的和理论上最有意义的分组。 
二聚类中心的分法在农民工的自尊、心理压力、生活满意度、社会文化适应能力上产生了一组低分，

而在自尊量表上(更好适应组)比其他组(更差适应组)得分更高。86 名被试在更好适应组，57 名被试在更

差适应组。被试在适应变量上的分数如表 3 所示。 
独立 T 检验和卡方检验用来检验社会人口学变量在觉知歧视、文化适应策略和社会文化适应能力上

存在的可能差异，如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普通话熟练度。把 α 水平严格设定在 0.001。独

立 T 检验结果显示二个聚类组在觉知歧视(t(140) = .24, p < .001)，分开策略(t(140) = .18, p < .001)和生活满意

度(t(140) = .37, p < .001)上都有显著差异。良好适应组(M = 1.85, SD = .65)在觉知歧视上得分低于较差适应

组(M = 2.38, SD = .79)。良好适应组(M = 3.48, SD = .97)在社会文化适应能力上得分高于较差适应组(M = 
3.18, SD = .70)。良好适应组(M = 2.58, SD = .31)比较差适应组(M = 2.80, SD = .26)报告更低的分开策略得

分。 

4. 讨论 

两种假设都部分得到支持。我们把人口统计学变量也一起纳入到相关分析中来。包括农民工的社会 
 

Table 3.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scores of adaptation variables based on cluster analysis 
participants 
表 3. 依据被试的聚类分析结果产生的适应变量的平均数和方差 

量表 良好适应组 较差适应组 T 检验结果 

1. 自尊 3.52 (.35) 3.30 (.37) −3.03*** 

2. 生活满意度 3.48 (.97) 3.18 (.70) −2.02*** 

3. 焦虑 2.51 (.82) 3.04 (.69) .25*** 

4. 抑郁 2.65 (.38) 2.87 (.40) 4.13*** 

5. 社会文化适应能力 3.48 (.97) 3.18 (.7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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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位，在城市的工作居住年限和普通话流利程度。从相关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人口学变量并不与

我们所要研究的两大适应结果变量(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有显著关系，所以在后面的回归分析中也就

没有纳入。而觉知歧视与文化适应策略四个维度之间的相关不显著，却和适应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显著，

符合回归分析的要求。 
根据 Tabachnick and Fidell (2001)所说的“回归分析的目标是用最少的自变量有效预测因变量”。当

所要检查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高度相关，而和其他的自变量不相关时，回归分析是最好的方法。 
对于自尊量表的回归分析结果是显著的。也就是说，采取整合策略来适应城市生活的被试有更高的

自尊，感受到更多歧视的被试倾向表现更低的自尊。同样，生活满意度量表的回归分析结果也显示，感

受到更多歧视的农民工其生活满意度大为降低，采取整合策略的适应态度的农民工倾向于体验更高水平

的生活满意度。对于焦虑量表的回归分析显示，农民工觉知到的歧视水平越高，其焦虑症状越明显，采

取同化的适应态度可以帮助减轻焦虑。对于抑郁量表的多元回归分析显示说明，农民工在日常生活和社

会交往中觉知到的歧视越多，其抑郁倾向越高；采取分开策略的个体感受到更高的抑郁。对于社会文化

适应能力的回归分析显示，说明，感受到更多的歧视的农民工其社会文化适应能力越差，采取边缘化适

应策略者有着更低的社会文化适应水平。 
聚类分析的目的就是“从一堆复杂的数据里找出类似的某几个共同因素”，用来探索进城农民工适

应模式的种类。纳入聚类分析中的变量都是适应结果变量，也就是说，农民工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感受到

的心理压力，社会文化适应能力，自尊，生活满意度。 
聚类分析结果和回归分析结果一致。两种分析都显示：适应与觉知歧视、文化适应策略和社会文化

适应能力相关。从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的一致性结果中显示：整合策略和低觉知歧视都与更好的适应结

果相联系。这与文献中整合策略和较低的觉知歧视对于移民适应的积极影响结果是一致的(Leung, 2002)。
也有相关暗示，分开策略和心理压力、低自尊相关。这个结果模式与文献中对于分开策略与消极适应相

关一致(Berry, 2005)。很可能分开策略与移民觉知到的歧视相关。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文化适应策略子

量表的信度估计小于.7。 
聚类分析揭示了移民群体中的两个区分，一组有着更好的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另一组有着更差的

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这和 Ward (1999)年对于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内部相关的假设结果一致。与假设和

适应结果变量相反的是，没有人口学变量和适应结果变量是相关的，除了低收入和高自尊相关。一个可

能的解释就是目前的样本很均匀，在社会人口学特点上限制了变化和可能的差异。 
数据一致表明，农民工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的结果彼此相关，都与觉知歧视和文化适应策略相关。

也就是说，如果觉知到的歧视更少，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更积极，农民工的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结果有

望得到积极改变。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样本没涉及到所有的职业，分层抽样不太可能。目前的样本

可能对于目标群体不太具有代表性。与 2013 年的普查数据对比显示，目前的样本比起所有离开自己土地

出来打工的农民工来说不太具有社会优势。这些方面在解释结果时应该考虑到。第二，此为一个跨区域

研究，不太可能调查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农民工个体水平变量和各种各样的适应结果变量间的关系是

复杂的。很可能存在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某种条件下，关系可能更间接。第三，目前的样本主要由那

些社会背景不占优势的被试(例如一些教育程度太低，或者是居住年限太少)组成。社会人口学变量的变化

相当小，比如家庭收入或在城市的居住年限。这些就限制了社会人口学差异在结果变量上的效应的调查

研究。第四，本研究只是调查了农民工的觉知歧视和经历，而不包括他们的对立面城里人对农民工的看

法。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涌入也许在解释那些影响农民工适应结果的因素上能提供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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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目前的研究说明 Berry (1997)年制定的一般框架能够运用到这群国内移民的研究上，我们的界定是国

内移民。本研究也强调了文化适应策略和觉知到的歧视在移民适应中的重要性。本结果与其他显示个人

能力感和社会联系感对移民适应同样重要的研究结果一致(Berry, 2005)。 
对于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则是：觉知歧视的易感性和社会文化适应能力的增强是今后最富有成

效的努力方向。比如，语言和职业培训能够提升就业就会，这个就可能与自尊和生活满意度相关。另一

个可能性就是制定相关的入职培训计划来支持农民工的就业和融入。这可能会加强农民工的自尊，扩大

他们的交际网，使他们有机会见到与自己有相同处境的其他同伴，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适应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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