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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Chinese Dream”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In broad terms, 
“The Chinese Dream” means the willing of the China’s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contribution of 
China to the world. While, in narrow terms, “The Chinese Dream” is every Chinese dream. What’s 
the means of “The Chinese Dream” for the immigrant group? This study developed the question-
naire of immigra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Dream”, which is their Social-mental Repre-
sent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And then,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the social-mental represen-
t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among 800 Beijing immigrant people was investigated. Methods: 
The literature method, interview method, open-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item analysis, explo-
ratory elements analysi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were used. Results: 
The Social-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Questionnaire had three dimensions: 
national dream (8 items), social dream (12 items), and personal dream (5 items). The cumulative 
explanation of the three variances was 83.948%. Internal consistency (Cronbach’s α) of the ques-
tionnaire, national dream, social dream and personal dream were 0.986, 0.979, 0.918 and 0.983. 
The split reliabil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national dream, social dream and personal dream was 
0.985, 0.974, 0.978 and 0.908. Confirmative facto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three-dimension 
model was proper (χ2/df = 3.781, NFI = 0.927, RFI = 0.919, IFI = 0.945, TLI = 0.939, CFI = 0.945, 
RMSEA = 0.087). It indicated that the questionnaire had better construct validity. Conclusion: 1) 
The Social-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Questionnaire has three dimensions, 
which are personal dream, social dream and national dream. The questionnaire has satisfactory 
psychometric characteristics. 2) The personal dream score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national 
dream, and finally social dream. 3) The social-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among Beijing immigrant people has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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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中国梦”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广义的“中国梦”是指中华民族在实现国富

民强的同时，为世界做出贡献的美好愿望，而狭义的“中国梦”是指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对于流动人

口来说，他们对于“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是怎样的？本研究编制了流动人口理解对“中国梦”的社

会心理表征的问卷，并对该问卷进行了初步应用，对800名北京流动人口进行问卷的初步应用，调查他

们对“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的特点。方法：采用文献法、访谈法、开放式问卷调查、项目分析、探索

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等方法。结果：问卷包含三个维度：国家梦(8个项目)、社会梦

(12个项目)和个人梦(5个项目)。三个因素累计方差贡献率83.948%，旋转后的各项目负荷均在0.6以上。

总量表、国家梦、社会梦和个人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86、0.979、0.918和0.983，分半信度分

别为0.985、0.974、0.978和0.908。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三因子模型有良好的拟合指数(χ2/df = 
3.781, NFI = 0.927, RFI = 0.919, IFI = 0.945, TLI = 0.939, CFI = 0.945, RMSEA = 0.087)，问卷具有良好

的结构效度。结论：1) 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包括国家梦、社会梦和个人梦三个维度，

问卷有较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2) 流动人口对“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得分最高的是个人梦，其次是

国家梦，最后是社会梦。3) 流动人口对“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具有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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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

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夙愿，因为这个梦想，它是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一种梦想，它是体现了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全部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的期盼(习近平，2012a)。 
习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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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习近平，2012b)。这就体现了“中国梦”

的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随后，习总书记又提出“中国梦是民族的

梦，也是每个人民的梦”，也就是中国梦是由每个人民的梦想所组成(习近平，2013)。 
学界对于“中国梦”这一概念内涵的理解不同。有学者认为“中国梦”有广义和狭义两者之分，广

义“中国梦”是指中华民族在实现强国富民的时候，为世界做出贡献的美好盼望。狭义的“中国梦”是

指渴盼成功的中国人希望凭借自己的勇气、智慧和创造精神去争取美好生活的愿望和梦想(凌淑红，薛鹏，

2008)。还有研究者从纵向的过去、现在、未来，从横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与人的全面发

展相结合，提出中国梦是由强盛中国梦、法治中国梦、文明中国梦、和谐中国梦、美丽中国梦与幸福中

国梦组成的“5 + 1”立体结构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孟东方，王资博，2013)。程美东和张学成

在对当前学界关于“中国梦”研究进行评述，发现学界对“中国梦”内涵的看法各异，主要有二元说、

三位说和多维说。1) 二元说，即“中国梦”是一种“国梦”和“家梦”的结合。2) 三位说，即“中国梦”

通过三个向度展示三种面相：富民梦、强国梦和复兴梦。从个体看，它是中华儿女的富民梦；从集体看，

它是强国梦；从民族看，它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复兴梦。3) 多维说，即“中国梦”具有多个维

度，实现“中国梦”，不是增强国家实力的单项推进，而是国家、民族、社会、个人的多维发展(程美东，

张学成，2013)。 
法国学者莫斯科维奇(Moscovici)提出的社会表征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ory)是一种社会认知

理论，该理论将社会表征界定作“某一社群所共享的价值观、概念以及实践系统”。社会表征实质上是

源于人们日常生活人际互动过程的概念、话语及解释体系，相当于传统社会中的神话及信念系统或同时

代的常识(Abrams & Hogg, 2006)。社会表征是同一文化社群理解其生活世界的认知框架。从社会表征理

论的视角来看，每个社群都对一个概念或事物的表征都会有其群体独特的理解，这种表征可能会有别于

其他社会群体。国外有研究者研究了英国民众对精神疾病的社会表征、澳大利亚民众对欧元的社表征、

英国青少年对“欧盟”、对“上帝”、土耳其大学生对“欧洲”、公众对“全球变暖”、民众对“新能

源技术”、对“亲环境行为”、老年人对“老人”等概念的社会心理表征(Jodelet, 1993; Meier & Kirchler, 
1998; Adam, 1998; Lindeman, Pyysiäinen, & Saariluoma, 2002; Sudas & Goregenli, 2013; Batel & Castro, 
2015; Batel, Castro, Devine-Wright, & Howarth, 2016; Moreno, Sánchez, Huerta, Albala, & Márquez, 2016)。
个体或群体在同一概念或事物的社会心理表征有差异。国内的研究者们研究了中国青少年对中国和“美

国”及“国家”、大学生对“同乡”、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少数民族青少年对“中国”、人们

对“残疾”等概念的社会表征(张曙光，2006；朱晓芳，2008；潘璠，2008；曹震宇，林枫，王蓓蓓，2012)，
也发现了不同群体对某一概念的社会表征有差异。潘璠的研究发现，不同民族的青少年对中国的社会表

征在评价维上存在显著差异，维族和土家族被试对中国的评价最积极，汉族、藏族、蒙古族和壮族之间

没有显著差异。可见，个体原有的知识表征与其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构建了人们对某一社会

现象的社会心理表征。 
根据社会表征理论的观点，不同群体对“中国梦”这一概念的社会心理表征也会具有明显的群体特

性，与该群体之前的现实生活相关。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流动人口是在我国现阶段比较特

殊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城市中以“漂”的状态生存，他们对“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直接影响到他们

在城市中的融入，因此，了解流动人口对“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尽管

目前我国对流动人口的概念并无统一表述，但学术界与政府条例对流动人口的概念内涵大多从时间、空

间、户籍、流动目的方面来界定(张瑞，2014)。龚幼龙和严非(2011)认为“流动人口特指人们在没有改变

原居住地户口的情况下，到户口所在地以外的地方从事务工、经商、社会服务等各种经济活动，但排除

了旅游、上学、访友、探亲、从军等情形”。本研究拟以北京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探讨北京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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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中国梦”的内涵，即他们对“中国梦”的心理表征，编制北京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

问卷，并对北京流动人口的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进行初步调查。 

2. 研究 1：《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的编制 

2.1. 《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的项目形成 

《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项目的搜集和编制通过文献回顾、焦点小组访谈与开放

式问卷调查三种途径完成。首先，搜索“中国梦”相关的文献，包括专业期刊、报纸和杂志，参考了文献

中关于“中国梦”的论述，借鉴“中国梦”内涵划分的三分法；其次，随机选取了 51 名流动人口进行了开

放式问卷调查，题目包括：1、你理解的“中国梦”是什么意思？2、提到“中国梦”，你能想到哪些词

语？3、你能想到谁可以作为“中国梦”的典型代表？他(她)身上的哪些特点体现了“中国梦”？最后，

通过对 6 名流动人口的焦点小组深入访谈补充和完善问卷项目。对访谈以及开放式问卷结果采取同义词

汇总、概括相关概念的方法，初步形成了 85 个词语的问卷项目。 
接下来随机抽取了 34 名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生和被试对中国梦初稿项目进行预测，最终删除了包括移

民、有权势、出国留学、减少电视广告、能出名、有车以及有当地户口的 6 个项目。剩余 77 个项目，形

成了问卷初稿。问卷采用五点量表计分，1 代表非常不符合，2 代表比较不符合，3 代表不确定，4 代表

比较符合，5 代表非常符合)。 

2.2. 《“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项目分析与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集体施测的方式对 280 名北京流动人口被试进行“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的预测。数据由

问卷星电子版和纸质版收集数据。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删除整理：1) 删除未完成测验的被试数据；2) 删除

操作检查(细节问题)回答错误的被试数据；3) 删除形容词评定中选择同一选项的被试数据。共 249 名被

试的数据有效。 

2.2.1. 项目分析 
将问卷中的全部题目计算问卷的总分。对问卷的总分以升序排列，找出总分最高和最低的在 27%处

的分数，依临界分数将被试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两组。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两组在每个题项上的区别

度，t 检验结果未达到显著性的题目需要删除，删除了 28 道题目，即区分度不好的题目删除。 

2.2.2. 结构效度：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 57 个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旋转后因子负荷在每一个因子上差异不大的题目删除，剩余

43 个项目。 
为了查验数据是否适合做因素分析，首先对自编中国梦问卷的 43 个项目的数据进行球形 Bartlett 球

形检验。当 KMO 指愈大时，表示变量间的协同因素愈多，愈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所以此结果显著(X2 
=11376.932, df = 903, p = 0.000)，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KMO = 0.966，示意适合进

行因素分析。 
对初始问卷的 43 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对问卷进行第一次分析，发现特征

值大于 1 的因素有 13 个，可解释题目总变异的 68.164%。前三个因素的特征值有一个陡降，从第四个因

素开始特征值分布变得比较平缓，每个因素对累积的解释总变异的百分比增加很少，故决定抽取 3 个因

子，这与之前文献中提到的 3 因子吻合。 
至此，将自编的北京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分为三个维度，并根据每个维度包含的

项目对其命名。因子一“社会梦”，包含 20 个项目；因子二“国家梦”，包含 14 个项目；因子三“个



杨金花 等 
 

 
54 

人梦”，包含 9 个项目。其具体内涵为：因子一“社会梦”，指从民族和社会角度所考虑的对中国梦的

理解概括；因子二“国家梦”，指从国家、制度、政策、权利等方面对中国梦的理解概括；因子三“个

人梦”，指从个人角度出发考虑的中国梦，也可以说是个人梦。 

2.2.3. 信度分析 
对初始问卷(43 个项目)进行信度分析，总量表、国家梦、社会梦和个人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82、0.958、0.974 和 0.935，分半信度分别为 0.928、0.917、0.944 和 0.923。 

2.3. 《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集体施测的方式对 400 名北京流动人口被试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问卷施测，有效被试 366 份。

运用 AMOS17.0 软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确保有关的项目归属于相关维度。 

2.3.1. 验证性因素分析 
在结构方程模型(SEM)中，常见的参考指标有 χ²/df、NFI、IFI、CFI、和 RMSEA。其中 χ²/df的值越

小表示模型的拟合性越好，该值最好小于 2，小于 5 时模型也可以接受。CFI 和 NNFI 的数值在 0.90 以上

表示模型拟合较好；RMSEA 的值小于 0.08 时表示模型拟合较好，在 0.08~0.10 之间表示模型可以接受(温
忠麟，侯杰泰，马什赫伯特，2004)。 

对模型拟合指数进行比较发现，模型的拟合指数较好，NFI、RFI、IFI、TLI 和 CFI 都略低于 0.90，
χ²/df 小于 5，RMSEA 略大于 0.10。各项拟合指数尚可，但不是理想的模型，需要进一步的修订(见表 1
的原始模型)。根据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ex)结果删除题目，删除 18 个题目后，得到最终模型。 

对最终模型(见表 1 的最终模型)的拟合指数进行比较发现，25 个题目模型的拟合指数都比较好，NFI、
IFI 和 CFI 都高于 0.90，χ²/df 小于 5，RMSEA 小于 0.10。这表明，“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具有较

好的结构效度，符合测量学要求。至此，北京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包含 25 个题目，国

家梦维度包括 8 个题目，社会梦维度包括 12 个题目，个人梦维度包括 5 个题目。 

2.3.2. 最终问卷的因素分析 
对 25 个题目进行三因素的因素分析，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对问卷进行分析，三个可解释题目总变异的

83.948%。旋转后的因素负荷均在 0.6 以上(详见表 2)。 

2.3.3. 最终问卷的信度分析 
对 25 个题目的总量表和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和分半信度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3。 
结合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的结果来看，北京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具有较好

的结构效度和信度，可以作为测量的有效工具使用。 

2.4. 研究讨论 

本研究通过采用文献法、开放式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形成问卷的初步题目，对 280 和

400 名北京流动人口进行初试和正式测试，对题目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最终形成了 25 个题目的正式问卷。问卷包含三个维度。本研究的结果也表明，流动人口对“中国梦”的

社会心理表征包含了三个方面：国家梦、社会梦和个人梦。这一结构与程美东和张学成(2013)的研究述评

中提出的“三位说”不谋而合。“三位说”包括了富民梦、强国梦和复兴梦，从个体看，它是中华儿女

的富民梦；从集体看，它是强国梦；从民族看，它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复兴梦。而与此不同的

是，流动人口的对“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包含了国家梦、社会梦和个人梦。其中个人梦对应了富民

梦，国家梦对应了复兴梦，而社会梦与“三位说”所说的强国梦略有不同，北京流动人口的社会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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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n = 366) 
表 1. 验证性因素分析(n = 366) 

模型 题目数 χ² df χ²/df NFI RFI IFI TLI CFI RMSEA 

原始模型 43 4195.6 857 4.896 0.844 0.836 0.872 0.865 0.872 0.103 

最终模型 25 1028.4 272 3.781 0.927 0.919 0.945 0.939 0.945 0.087 

 
Table 2. Rotated factor loading matrix of 25 items 
表 2. 25 个题目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 

题号 题目 因子一(社会梦) 因子二(国家梦) 因子三(个人梦) 

t1 国强民富 0.800   

t2 民族自豪 0.817   

t4 民族自信 0.814   

t5 军队强大 0.769   

t6 民族自强 0.790   

t11 民族复兴 0.733   

t15 民族团结 0.762   

t14 国际地位升高 0.750   

t3 体制健全  0.699  

t7 减小贫富差距  0.776  

t8 改善空气质量  0.701  

t9 福利制度完善  0.683  

t10 老有所依，少有所养  0.607  

t12 减少国企垄断  0.697  

t17 拥有住房  0.696  

t18 全民医保  0.679  

t20 权利平等  0.637  

t21 国家民主  0.650  

t22 市场稳定  0.704  

t24 教育平等  0.647  

t13 从事喜欢的工作   0.794 

t23 创业   0.691 

t25 有朋友圈   0.793 

t16 更好的个人形象   0.760 

t19 平凡生活   0.721 

 
Table 3. The reliability of the final questionnaire 
表 3. 最终版问卷的信度 

 α系数 分半信度  α系数 分半信度 

个人梦 0.918 0.908 国家梦 0.979 0.974 

社会梦 0.983 0.978 总量表中国梦 0.986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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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强调整个社会中的公平、法治、文明、和谐等，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对中国社会的期

待，与孟东方和王资博提到的 5 + 1 的立体结构又有一些相似。流动人口之所以没有出现“三位说”中所

说的集体层面的强国梦，可能与流动人口的身份有关，流动人口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

已有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存在城市认同困境，如制度性歧视引起的逆反心理、“双重边缘人”

的认同困境等(吴玉军，宁克平，2007)。因此，流动人口在对“中国梦”的表征中包含了他们对整个社会

的期待。 
本研究的数据显示，三个因素累计方差贡献率 83.948%，旋转后的各项目负荷均在 0.6 以上。总量表、

国家梦、社会梦和个人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86、0.979、0.918 和 0.983，分半信度分别为 0.985、
0.974、0.978 和 0.908。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三因子模型有良好的拟合指数(χ2/df = 3.781, NFI = 0.927, 
RFI = 0.919, IFI = 0.945, TLI = 0.939, CFI = 0.945, RMSEA = 0.087)，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鉴于研究

过程规范，资料收集广泛，数据分析过程严密，本研究形成的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指标，具有较

好的测量学意义。 

3. 研究 2：《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的初步应用 

3.1. 研究被试 

通过线上(问卷星)和线下(纸笔)的方式进行施测。共有 960 名被试参与调查，流动人口 800 名，其中

男性 314，女性 486。有效被试 678 名，男性 252，女性 426。 

3.2. 研究工具 

使用自编的《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 

3.3. 研究程序 

请被试完成问卷调查，收集被试的基本背景信息，作答时间为 5~10 分钟。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删除整

理步骤：1) 删除未完成测验的被试数据；2) 删除操作检查(细节问题)回答错误的被试数据；3) 删除形容

词评定中选择同一选项的被试数据。共有 678 个被试数据记入最终的数据分析。 

3.4. 研究结果 

被试在北京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各维度和总量表的得分见表 4 第二列。北京流动

人口的个人梦得分最高，其次是国家梦，而社会梦得分最低。 
对不同性别被试在《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表明，男性和女性对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在三个维度和总量表得分上都显著高于

女性(见表 4)。具体而言，男生在国家梦维度上的得分最高，其次是社会梦，个人梦的得分最低，而女生

在个人梦维度的得分最高，社会梦维度得分最低，国家梦处于中等。 

3.5. 研究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北京流动人口的个人梦得分最高，其次是国家梦，而社会梦得分最低。这也就

是说，对于北京流动人口来讲，他们对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更多侧重于个人梦，他们更关注中国梦对

于自己的影响，实现中国梦也更多要关注个人梦的实现。在北京流动人口对“中国梦”的心理表征中，

所谓的中国梦，首先是能够帮助每一个公民实现他们的个人梦：“从事喜欢的工作”、“创业”、“有

朋友圈”、“更好的个人形象”和“平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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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test of the score of Social-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questionnaire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 
subjects 
表 4. 不同性别被试在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得分的差异检验 

 总体 M ± SD 男(M ± SD) 女(M ± SD) t p 

国家梦 3.297 ± 1.393 3.735 ± 1.258 3.199 ± 1.392 −4.918 0.000 

社会梦 3.265 ± 1.351 3.644 ± 1.242 3.185 ± 1.352 −4.288 0.000 

个人梦 3.322 ± 1.135 3.598 ± 1.095 3.260 ± 1.130 −3.613 0.000 

中国梦总均分 3.287 ± 1.259 3.664 ± 1.160 3.204 ± 1.258 −4.605 0.000 

 
男性和女性在中国梦的三个维度及总分上有显著差异，男性在三个维度和总量表上的得分都显著高

于女性，男生在国家梦维度上的得分最高，其次是社会梦，而个人梦的得分最低。对于男生而言，他们

认为中国梦更多地与“国强民富”、“民族自豪”、“民族复兴”、“军队强大”等相关联，其次才是

社会层面的社会问题，如“缩小贫富差距”、“减少国企垄断”、“全民医保”等问题，而与个人相关

的内容与中国梦的关联度较低。相反，女生在个人梦维度的得分最高，社会梦维度得分最低，国家梦处

于中等。从进化的角度来讲，这种对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的性别差异可能有一定的社会适应性，女性更

关注于自身以及子女的发展，而男性更关注于获取资源，强健自我，更大范围地保护家园。从社会文化

的角度来讲，中国传统文化“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角色，女性更关注于自我和家庭，而男性更关注社

会和国家，相较于女性而言，男性更关注政治和军事。 

4. 结论 

1) 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包括国家梦、社会梦和个人梦三个维度，问卷有较好的心

理测量学特性。 
2) 流动人口对“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得分最高的是个人梦，其次是国家梦，最后是社会梦。 
3) 流动人口对“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具有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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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 

您好！首先感谢您参加本次调查，本次调查仅作研究之用，不会涉及您的隐私，请您不要有顾虑，

按照自己的真实想法作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并认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

个中国人的梦。”那么，您如何理解“中国梦”？请您判断以下词语是否符合您对中国梦的理解，并进

行选择。 
 

1、国强民富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2、民族自豪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3、体制健全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4、民族自信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5、军队强大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6、民族自强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7、减小贫富差距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8、改善空气质量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9、福利制度完善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0、老有所依，少有所养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1、民族复兴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2、减少国企垄断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3、从事喜欢的工作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4、国际地位升高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5、民族团结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6、更好的个人形象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7、拥有住房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8、全民医保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9、平凡生活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20、权利平等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21、国家民主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22、市场稳定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23、创业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24、教育平等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25、有朋友圈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好说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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