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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Identity (CI), 
Subjective Well-being (SW)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Inclusion (SPI) among immigrants. Methods: 
By using City Identity Questionnaire, Social Distance Scale, Life Satisfaction Index B and Affect 
Scales, 483 immigrant participants were tested. Results: 1. The SW of immigrants predicted their 
CI and SPI, in which life satisfaction, positive affect and SW play a positive-prediction role, while 
negative affect plays a negative-prediction role. 2. The SW of immigrants played a partially inter-
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 and S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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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了解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主观幸福感与社会心理融合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农

民工城市认同问卷》、《社会距离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情感平衡量表》，对483名流动人

口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1)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能够预测其城市认同和社会心理融合，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绪起到正向预测作用，而消极情绪起到负向预测作用；(2)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在其主观幸福感对

社会心理融合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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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 80 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很多农民从农村走进城市，成为第一代农民工或第一代流动人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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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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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幼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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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籍制度被认为是影响中国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程度较低，有研究表明，

外地户口居民的幸福感显著低于本地户口居民(党云晓等，2014；黄嘉文，2015)。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人

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能够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Locke, 1969; Diener, 1984；邢占

军，2006)，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是衡量生活是否和谐的“晴雨表”和“温度计”(柯贵芳，2014)。谢

霏雰等人(2015)基于上海大规模问卷调查，对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幸福感进行研究发现，58.4% 的流动

人口幸福感较低，80.0% 的流动人口表示打算长期居住，形成“幸福感低但居住意愿高”的独特现象。

一项对上海和深圳流动人口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中高教育水平者因机会不平等导致其幸福感降低，而

低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因面对较为低端的劳动力市场反而具有较高的幸福感(陈钊，徐彤，刘晓峰，2012)。
还有一些研究对比两代农民工的幸福感状况，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或较低水平(柯
贵芳，2014；牛勤，姚本先，2013；邵雅利，傅晓华，2014；黄文兰，曾天德，朱淑英，2012)。国外研

究者对泰国国内移民的研究发现，总体上移民迁移后的幸福感有所降低，其“生活环境满意度”下降(Jong, 
Chamratrithirong, & Tran, 2002)。 

一项对北京流动人口幸福感的研究发现，喜欢北京这座城市、愿意融入城市等心理因素与幸福感提

升密切相关(杨东亮，陈思思，2015)。也就是说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会与其城市认同有关，一项对流动

儿童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城市生活的认同度不高，并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殷红敏，班永飞，宋娟，

2013)。城市认同是衡量一个人适应城市的重要指标，对其城市生活起到重要作用(吴玉军，宁克平，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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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孔德永，2008；贵永霞，2008；夏四平，2008)。城市认同是指流动人口对城市地域、市民群体的

接纳和归属，以及对市民态度观念的内化(杨健，李辉，2012)。城市认同是城市的稳定器，是确保城市安

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的关键因素(滕鹏，2009)。那么对于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水平和其城市认同之间的关

系是怎样的呢？ 
有较高城市认同的农民工(流动人口)会有更高的城市化意愿，即愿意更主动地参与到城市化进程，有

更强迁移到城市的意愿(蔡禾，曹志刚，2009)，即有更好的社会心理融合。社会融合是外来移民对当地主

流文化的认同和融入(张文宏，雷开春，2009；任远，邬民乐，2006)，这种融合还包括经济融合、政治融

合、社会融合、制度融合和心理融合(嘎日达，黄匡时，2009)。个体的心理融合在其融入社会的过程中至

关重要(马西恒，童星，2008)，心理层面的适应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的适应，才能使

流动人口完全融入于城市社会(朱力，2002)，本研究中所提出的社会心理融合正是对流动人口从心理融入

城市社会程度的反应，是深层次意义上的社会融合，对促进社会融合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一

项对农民工的研究发现，城市身份认同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功能、物质生活和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预

测作用(姜兆萍，2016)。城市认同能够正向预测 80 后北漂群体的社会心理融合(杨金花，徐华，黄大庆，

于海涛，2016)，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变动对城市社会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孙三百，黄蔹，洪俊杰，王春华，

2014)。 
基于以上分析，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与城市认同和社会心理融合之间有什么关系？其幸福感水平是否

会影响他们对流动地的城市认同和社会心理融合呢？本研究假设：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会预测其社会心理

融合，城市认同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流动人口的社会心理融合与其城市认同

的关系，为促进“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到北京的社会文化生活提供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参加调查的被试有 1293 名，有效被试 1208 名，其中 483 名流动人口者，725 名本地人，本研究即

是对 483 名流动人口的数据进行分析，其中男性 182 名，女性 301 名。 

2.2. 研究工具 

1) 城市认同测量，采用杨健和李辉编制的《农民工城市认同问卷》，包含地域认同、态度认同和群

体认同三个维度，共 16 个项目，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7，分半信度为 0.874，本次测量中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 0.898，分半信度为 0.827。 
2) 社会心理融合测量，采用《社会距离量表》，该量表借鉴 Bogardus 的量表，包括 6 个项目，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45。由于该量表多用来测量个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社会心理距离，能够反应本研

究所提出的社会心理融合水平，本次测量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8，分半信度为 0.819。 
3)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情感平衡量表》，采用 Tobin(1981)等人编制的《生

活满意度指数 B 量表》(LiFe Satisfaction Index B, LSIB)，该量表 12 个条目，内部一致性为 0.625，本次

测量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647，分半信度为 0.653。《情感平衡量表》采用的是 Bradburn (1969)编制，

该量表共 18 个条目，分为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两个维度，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96，本次测量中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分半信度为 0.793。  

2.3.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19.0 进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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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和主观幸福感得分的描述统计与性别差异分析 

对流动人口在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和主观幸福感的得分进行了描述统计。并对不同性别的流动

人口在各变量上的得分进行了差异性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在生

活满意度的得分上，不同性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女性显著高于男性，结果见表 1 所示。 

3.2. 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和主观幸福感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认同与

社会心理融合、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显著负相关；社会心理融合与生活满意

度和积极情感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显著负相关；城市认同与社会心理融合呈显著正相关，结果见表

2。 

3.3.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对其城市认同和社会心理融合的影响 

3.3.1.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对其城市认同的影响 
以城市认同的得分为因变量，以幸福感的三个维度：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为自变量，

将自变量都纳入到回归方程，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消极情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gender difference on City Identity, Social Psychology Inclus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 
ing 
表 1. 流动人口在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和主观幸福感得分上的描述统计与性别差异 

 整体 男性 女性 
t df p 

 M SD M SD M SD 

城市认同 53.656 9.680 53.313 10.633 53.864 9.067 −0.605 481 .545 

地域认同 32.389 6.969 11.374 1.931 11.578 1.632 −0.375 481 .708 

态度认同 11.501 1.752 9.703 2.655 9.804 2.404 −1.194 481 .233 

群体认同 9.766 2.499 20.643 4.258 20.831 3.683 −0.429 481 .668 

社会心理融合 20.760 3.906 32.236 7.699 32.482 6.500 −0.493 481 .622 

积极情感 29.671 7.381 29.330 7.983 29.877 6.998 −0.764 481 .445 

消极情感 22.143 7.626 22.945 8.397 21.658 7.090 1.729 481 .085 

生活满意度 20.503 6.198 19.632 6.344 21.030 6.058 −2.414 481 .016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ity Identity, Social Psychology Inclus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2. 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与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城市认同 社会心理融合 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感 消极情感 

城市认同 1     

社会心理融合 .536** 1    

生活满意度 .402** .265** 1   

积极情感 .456** .315** .175** 1  

消极情感 −.217** −.218** −.380** −.022 1 

注：
**
表明在 0.01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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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不能预测城市认同的得分，而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都能正向预测其城市认同的得分，系数为分别为

0.445 和 0.354，此时消极情感能够负向预测城市认同，系数为−0.067，结果见表 3。 

3.3.2.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对其社会心理融合的影响 
以社会心理融合的得分为因变量，以幸福感的三个维度：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为自变

量，将自变量都纳入到回归方程，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三个维度都能预测社会

心理融合的得分，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正向预测其社会心理融合的得分，回归系数分别为 0.196 和 0.144，
消极情感对社会心理融合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回归系数为−0.098，结果见表 4。 

3.3.3.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对其社会心理融合中城市认同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结论和本研究的理论假设，建构了模型，以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

极情感作为自变量，以城市认同为中介变量，社会心理融合做因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使用 AMOS17.0
建构路径分析模型(见图 1)，并对模型拟合情况进行验证，结果见表 5。 

从表 5 可知，各拟合指标均良好，说明数据与建构模型拟合度较高，设置合理。根据温忠麟和叶宝

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可以认为城市认同在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对社会心理融合的影响过程

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即主观幸福感对社会心理融合的预测影响完全通过城市认同来实现。 

4. 研究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变量上，不同性别之间没有显

著差异。然而女性在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度要素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这可能与男女性在社会上的

性别角色有关。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来看，男性承担着养家糊口的社会角色，社会对其在承担家庭责

任方面有更多的期待，男性想要在异乡立足一片天地，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加上生活成本较高，特别是

居住成本很大，在面临结婚、住房问题时就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这就可能导致了他们在生活满意度方面

低于女性。此外，不同性别个体在社会互动方面的差异也可能导致男性的生活满意度较低。女性更善于

利用周围的支持资源，善于寻求社会支持，容易与周围的人形成较好的社会互动关系，建立和保持与其 
 
Table 3.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ity Ident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3. 主观幸福感对城市认同的多元回归分析 

 R R2 调整后的 R2 B t p F 

截距 

0.496 0.246 0.243 

33.182 19.716 .000 

78.310*** 
积极情感 .445 7.348 .000 

生活满意度 .354 4.903 .000 

消极情感 −067 −2.201 .034 

 
Table 4.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ocial Psychology Inclus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4. 主观幸福感对社会心理融合的逐步多元回归 

 R R2 调整后的 R2 B t p F 

截距 

.352 .124 .118 

35.511 18.362 .000 

22.524*** 
积极情感 .196 4.013 .000 

生活满意度 .144 2.583 .010 

消极情感 −.098 −2.349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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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model fit of the structural model 
表 5. 结构模型的模型拟合指数 

模型 
χ2 df χ2/df RMSEA NFI TLI CFI IFI 

258.343 51 5.066 0.092 0.920 0.915 0.934 0.934 

 

 
Figure 1.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City Identity betwee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Social Psychology Inclusion 
图 1. 城市认同在主观幸福感对社会心理融合中的中介作用 
 
他人高质量的人际关系，而男性相对则较为被动，他们可能在寻求社会支持方面较为缺乏主动性，男性

之间往往是建立在事务基础上的工作关系或共事关系，他们很少会坐下来与好友聊天，也不太会去聊自

己个人生活的感受。因此，女性相比于男性更关注社会关系、注重人际互动，在生活中有较多的人际圈

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她们的生活满意度，为其融入城市，为进行更深层次的心理融合提供途径。 
幸福感是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是否和谐的“晴雨表”和“温度计”(柯贵芳，2014)，本研究的结果

表明，主观幸福感能够预测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和社会心理融合，流动人口对生活的满意度越高，体验

到的积极情感越多，就越能促进其对流入城市的认同，越能够促进他们与本地人有更多深层次的交往，

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从内心真正地融入到流入城市的生活中。然而，由于户籍所限，很多流动人口

在流入地是一种“漂”的身份，虽然生活和工作在流动地，但却由于没有户口，心理上依然不是这个城

市的主人。因此，在促进流动人口深层次地融入社会时，要重视流动人口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关注其情

感体验，重视积极情感体验的作用。关注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指数，将有利于提升他们对流入地的城市认

同，有助于促进他们对社会融合，促进流动人口对当地文化、人群的接纳与相处意愿，促进流动人口愿

意认同、接纳他人和群体，对其有更高的评价、更愿意帮助对方、愿意与之相处，是良好人际和群际关

系的一种体现，也能促进群体之间的关系。相反，心理融合程度低，个体不愿意认同和接纳他人，对对

方的评价低，不愿意与之相处，是不良群体关系的体现，也对群体之间的互动产生消极影响。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城市认同在幸福感对社会心理融合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也就是说，流

动人口在流入地体验到的情绪情感、生活满意度并不会直接影响其社会心理融合，而是通过影响流动人

口对所生活城市的认同度来实现的。蔡禾和曹志刚(2009)指出城市认同是城市的稳定器，所有居住于城市

的居民对城市的认同形成归属感，这是确保城市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的关键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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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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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对于流动人口来说，由于流出地与流入地在经济结构、户籍制度以及社会、文化、行为习惯、生

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流动人口往往停留在流而不迁的状态，难以成为流入地的永久居民，从而形

成与流入地户籍人口相对应的两类人群：常驻的“外来人”和候鸟式的“迁徙人”。外来人和迁徙人的

身份既是流动人口未能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的反映，反过来也阻碍了他们从心理上真正地融入流入地主

流社会(杨菊华，2009)。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在引导流动人口进行深层次社会心理融合的过程中，既要关

注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要关注他们对所生活城市的认同，促进流动人口对当地主流

文化的认同和融入(马西恒，童星，2008)，特别是促进心理层面的城市融入，只有心理的适应，才能使流

动人口完全融入于城市社会(朱力，2002)，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 

5. 结论 

1)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能够预测其城市认同和社会心理融合，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起到正向预

测作用，而消极情绪起到负向预测作用； 
2) 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在其主观幸福感对社会心理融合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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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城市认同问卷 

指导语：下面是一些对城市生活的一些观点，请您按照您的真实想法选择。在最符合您的真实感觉的数字上画圈(○)， 
选择没有对错好坏之分，仅作科学研究之用，且绝对保密，所以请放心如实作答。 

题项 完全 
不同意 

不 
同意 

有点 
不同意 中立 有点 

同意 同意 完全同意 

1、社区的事也就是自己的事。 1 2 3 4 5 6 7 

2、对这座城市我有一种亲切感。 1 2 3 4 5 6 7 

3、在情感上，我觉得自己离不开这座城市。 1 2 3 4 5 6 7 

4、在这座城市工作，我的心情舒畅。 1 2 3 4 5 6 7 

5、我会主动地向家乡人介绍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 1 2 3 4 5 6 7 

6、交谈时，我习惯用“我们那里”来表达我所在的城市。 1 2 3 4 5 6 7 

7、我非常关心这座城市的发展前景。 1 2 3 4 5 6 7 

8、我会介绍我的朋友来这座城市找工作。 1 2 3 4 5 6 7 

9、我愿意长期在这座城市工作。 1 2 3 4 5 6 7 

10、我相信这座城市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1 2 3 4 5 6 7 

11、生活、工作中，我很遵守这座城市的风俗习惯。 1 2 3 4 5 6 7 

12、我很在意工作效率。 1 2 3 4 5 6 7 

13、我与这座城市的本地人相处融洽。 1 2 3 4 5 6 7 

14、我愿意选择这座城市的本地人作为恋爱或结婚对象。 1 2 3 4 5 6 7 

15、我的朋友中，有很多是本地人。 1 2 3 4 5 6 7 

16、我愿意在这座城市定居。 1 2 3 4 5 6 7 

 
社会心理融合量表 改编自 Bogardus 的《社会距离量表》 

指导语：下面有 10 个表述，请您判断这些描述是否符合自己，在最符合您的真实感觉的数字上画圈(○)， 
选择没有对错好坏之分，仅作科学研究之用，且绝对保密，所以请放心如实作答。 

题项 非常符合 符合 不符合 非常不符合 

1、您愿意与本地人一起工作吗？ 1 2 3 4 

2、您愿意与本地人聊天吗？ 1 2 3 4 

3、您愿意与本地人做邻居吗？ 1 2 3 4 

4、您愿意与本地人做亲密朋友吗？ 1 2 3 4 

5、愿意与本地人做亲戚或结婚吗？ 1 2 3 4 

6、您愿意与本地人一起参与社区管理吗？ 1 2 3 4 

 
生活满意度量表 

指导语：请根据您的真实想法完成下面 5 个题目。在最符合您的真实感觉的数字上画圈(○)， 
选择没有对错好坏之分，仅作科学研究之用，且绝对保密，所以请放心如实作答。 

题项 完全 
不符合 

不 
符合 

有点 
不符合 中立 有点 

符合 符合 完全符

合 
1、我的生活大致符合我的理想。 1 2 3 4 5 6 7 

2、我的生活状况非常圆满。 1 2 3 4 5 6 7 

3、我满意自己的生活。 1 2 3 4 5 6 7 

4、直到现在为止，我都能够得到我在生活上希望拥有的重要东西。 1 2 3 4 5 6 7 

5、如果我能重新活过，差不多没有东西我想改变。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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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平衡量表 

指导语：下面有一些形容词，请判断这些形容词是否符合形容你近三个月来的状态。 
在最符合您的真实感觉的数字上画圈(○)，选择没有对错好坏之分，仅作科学研究之用，且绝对保密，所以请放心如实作答。 

题项 完全 
不符合 

比较 
不符合 中立 比较 

符合 完全符合 

1、感激的 1 2 3 4 5 

2、精神充沛的 1 2 3 4 5 

3、活跃的 1 2 3 4 5 

4、欣喜的 1 2 3 4 5 

5、兴奋的 1 2 3 4 5 

6、充满热情的 1 2 3 4 5 

7、自豪的 1 2 3 4 5 

8、兴高采烈的 1 2 3 4 5 

9、快乐的 1 2 3 4 5 

10、害怕的 1 2 3 4 5 

11、愤怒的 1 2 3 4 5 

12、惊恐的 1 2 3 4 5 

13、战战兢兢的 1 2 3 4 5 

14、内疚的 1 2 3 4 5 

15、羞愧的 1 2 3 4 5 

16、紧张的 1 2 3 4 5 

17、难过的 1 2 3 4 5 

18、易怒的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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