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应用数学进展, 2022, 11(5), 2604-2611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am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5275   

文章引用: 马熠凡. 人际信任、社会认同感对居民参与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J]. 应用数学进展, 2022, 11(5): 2604-2611.  
DOI: 10.12677/aam.2022.115275 

 
 

人际信任、社会认同感对居民参与志愿服务 
意愿的影响 
——基于CSS2019数据分析 

马熠凡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2年4月18日；录用日期：2022年5月13日；发布日期：2022年5月20日 

 
 

 
摘  要 

志愿服务事业作为国民道德教育的实践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我国的志愿服务事业有“起

步晚，发展快”的特点。本篇论文通过对去除缺失值后的“2019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全国调查数

据利用SPSS26.0进行分析。从居民个体视角分析影响其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通过软件分析发现，

人际信任与社会认同感与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均有显著的相关性(P < 0.05)，且β值均大于0，说明

呈正相关性。通过描述性分析发现，我国社会中人际信任与社会认同感均处于中上水平。其中人际信任

产生中介效应，通过影响居民社会认同感促进其产生志愿服务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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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ractical form of national moral education, voluntary service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
tion all over the world. China’s voluntary servic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te start and rapid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the national survey data of “2019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China’s 
social situation” after removing the missing value are used by SPSS26.0 for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resid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wil-
lingness to volunteer service. Through softwar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
relation between interpersonal trust, social identity and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ary service (P < 0.05), β values are greater than 0, indicating a positive correlation. Through 
descriptiv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social identity in Chinese society are 
at the upper middle level. Among them, interpersonal trust has an intermediary effect, which 
promotes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volunteer service by affecting residents’ soci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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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关于志愿服务的研究不断增加，同时也有很多学者针对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展开研

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针对大学生、青年、农民等特定群体。这类群体具有一定的特征，因此他们参

与志愿服务的目的和影响因素也是不同的。尤其是在社会环境日益复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际信任和社会认同感近年来也是社

会调查的重点问题。同时人际信任和社会认同是否会对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产生影响，这将成为本

文的重点研究内容。 

2. 文献综述 

2.1. 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最初起源于 19 世纪初的西方国家宗教性慈善服务，改革开放之后才被引入我国。20 世纪

60 年代，国家大力宣传学雷锋活动为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也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20 世纪 80 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发展。在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汶川地震等国际性重大事件的影响下，“志愿者”与“志愿服务”概念已经逐渐被大众认同，也

深入到基层社会中，自此之后志愿服务进入发展的黄金期，逐渐成为具有广泛公众基础的社会型事业[1]，
学术界的志愿服务研究成果日趋丰富，主要集中在志愿服务基础理论和志愿服务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方面

[2]。同时也带动了一批与志愿服务有关的第三部门的发展。至今我国已经发展出一大批以志愿服务为宗

旨的第三部门为社会服务。对于志愿服务的概念，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界定。魏娜认为志愿服务是志

愿者不以获取物质报酬为目的，自愿贡献时间、能力和财富，为社会和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丁元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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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的概念界定为：个人出于道义、爱心、信念或责任等，利用自己的时间、资源、技能等为他人、

社区及社会提供的公益性服务。无论是那种定义都离不开“自愿”“公益”此类字眼。由此可见志愿服

务具有一定的志愿性、无偿性和公益性。我国志愿服务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在众多领域发挥了独特

作用，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2.2. 社会认同感 

社会认同感源于塔吉尔(Tajfel)等人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并逐步完善的社会认同理论的延申。该理

论认为人们会通过努力追求或保持一种积极的社会认同，以此来增强他们的自尊，如果外部群体没有在

内部群体的比较中获得满意的社会认同，人们就会试图离开他们所属的群体或想办法实现积极的区分[3]。
社会认同感就是指“个人明确地了解到自己处于一个组织之内，也了解到组织中的成员会给他带来精神

上的愉悦和物质上的满足”。因此可以说如果产生比较满意积极的社会认同，那么社会认同感较高，一

旦产生离开所属群体的想法，可以说社会认同感较低。社会认知理论指出，外部环境、个人以及个人行

为之间存在着动态的联系，人们追求一种平衡的、协调的状态，当三者出现不平衡或不协调时，便会感

受到心理上的压力[4]。由此可以看出，社会认同感受到外部环境和个人因素两个方面的影响。 

2.3. 人际信任 

人是群体性动物，生存的需求使得人们必须相互协作，“信任”就是联结的纽带。一旦面对社会风

险，人就需要团结起来。社会信任使得人们不必因为害怕他人加害自己或者遇难时无人救援而惶惶不可

终日。信任是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出于对自己的安全考虑基于行为结果的预期形成的一种心理态度[5]。
中国在人际关系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既重视自我，也重视他人因素的人际信任关系[6]。这种人情

取向在建立和谐社会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7]。例如 2019 年底新冠疫情爆发，全国统一抵抗疫情，正是建

立在人与人之家的信任关系上，才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的恶劣发展趋势。 

3. 研究假设 

3.1. 志愿服务与社会认同感 

志愿服务工作者是否社会认同感也相对较高？关于这一点学界并没有太多的研究，这也是本文的研

究重点之一。但是有研究表明志愿服务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志愿者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了解[8]。
志愿服务在某些方面可以发挥政府部门和市场难以预计的作用。例如通过鼓励公民参与志愿服务培养其

共同体意识、公共责任意识和奉献友爱等美德。“愿意做志愿服务工作的人数已经成为一个公民社会健

康状况的晴雨表”[1]。因此，可以认定志愿服务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测定社会健康状况。那么一个人如

果参加过志愿服务，是否会产生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假设 1：社会认同感与志愿

服务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即居民个人社会认同感越高，其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就越强。 

3.2. 人际信任与志愿服务 

有研究指出，参与志愿服务确实可以提高参与者的社会信任[9]。同样，人际间的信任关系越高，也

会令人更加愿意参加志愿服务[10]。但是此类研究都针对的是在校大学生进行的研究，研究视角局限于大

学内部，针对社会居民的人际信任与志愿服务意愿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的研究。大学生没有太多的社

会经历，因此与有过社会经历的居民有很大的不同。居民的人际信任度受到更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此

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假设 2：人际信任与志愿服务意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居民个人人际信任度越高，

其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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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际信任与社会认同 

有研究表明，可以通过社会认同的路径来增加群体间的信任关系[11]。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社会

认同之间有何种联系并没有详细的研究。人际关系的强弱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例如邻里关系、户籍状况

等个人因素。社区中的社会互动也是影响邻里信任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大于私人原因[12]。那么是否可以

通过提升人际信任增加居民的而社会认同感从而提升其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基于此提出本文假设 3：
人际信任在社会认同和志愿服务意愿中产生中介效应。即可以通过增加居民个人的人际信任提高其社会

认同感，从而提升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 

4.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于 2019 年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 CSS)。CSS 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是一项全国性的调研项目，聚焦于家庭、就业、经济状况、

生活状况、社会价值观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CSS 采用了 PPS 概率抽样和入户问访问法的方式，调查

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的 149 个市，共访问了 10,000 余家庭，回收有效问卷共 10,823 份，去除所需变量的

缺失值后，最终有效样本量为 10,134 个。本文将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研究因变量居民志愿服务意

愿与人际信任和社会认同感之间的关系。 

4.1. 模型 

本研究得因变量公众政治参与是一个二分类变量，自变量为五分类变量，因此本研究将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二元 Logistic 回归的最优尺度回归模型的形式如下： 

1
n

i ii XY β ε
=

= +∑                                        (1) 

上式中，Y 意味着标准化后的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的情况， iX 自变量因素(人际信任、社会认同

感)，n 为自变量的个数，βi 则是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ε为回归的随机误差项。 

4.2.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 Y 是志愿服务情况。志愿服务的类型有很多，包括儿童关爱、老年关怀、支助助教等，

因此本文选取 I1：“您本人在近一年以来参加过以下哪些志愿服务？”这一问题。将数据重新进行编码，

参加过志愿服务赋值为 1，没有参加过赋值为 0。 

4.3. 自变量 

(1) 人际信任 
人际信任是本篇论文的自变量。选择问卷中问题 F1b“请用 1~10 分，来表达您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

信任水平的评价，1 分表示非常不信任，10 分表示非常信任)”。并用李克特量表将问题重新进行编码，

评分为 1~2 分赋值为 1，表示非常不信任；评分为 3~4 赋值为 2，表示不太信任；评分为 5~6 赋值为 3，
表示一般信任；评分为 7~8 赋值为 4，表示比较信任；评分 9~10 赋值为 5，表示非常信任。 

(2) 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是本篇论文的另一个变量。具体通过问卷中 G6：“请用 1~10 分，来表达您对现在社会的

总体情况的评价，1 分表示非常不好，10 分表示非常好”来体现出居民社会认同感。对该变量进行重新

赋值，1~5 赋值为 0，表示认同感较低，5~10 赋值为 1，表示认同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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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为几项基本的人口统计学变量，见表 1。具体包括：1) 性别(男 = 1，女 = 2)；2)
年龄，本文将受访者年龄根据老年、中年、青年进行重新编码为：70 岁以上 = 0、45~70 岁 = 1、小于

45 岁 = 2；3) 受教育程度，本文将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重新编码为“初中及以下 = 0；高中及同等学力 
= 1，本科及以上 = 2”；4) 政治面貌，本文将受访者的政治面貌重新编码为“非中共党员 = 0，中共党

员 = 1”；5) 户口性质(农业户口 = 1，非农业户口 = 2)。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related variables (N = 10,134)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N = 10,134) 

变量 频率 变量 频率 

性别 
男 57.1% 

学历 

初中学历及以下 63.2% 

女 42.9% 高中及同等学历 18.5% 

年龄 

45 岁以下 39.0% 本科及以上 18.2% 

45~70 岁 59.0%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10.2% 

70 岁以上 1.9% 非中共党员 89.8% 

户口性质 
非农业户口 30.7% 

志愿参与 
是 25.1% 

农业户口 69.3% 否 74.9% 

人际信任 

非常不信任 5.3% 

社会认同 

比较不认同 18.0% 不太信任 6.9% 

一般信任 41.6% 

比较认同 82.0% 比较信任 32.6% 

非常信任 13.7% 

5. 结果分析 

5.1. 控制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在 SPSS26.0 中利用二元回归分析建议模型一，将控制变量放入二元回归模型中，分析其与志愿服务

意愿之间的关系，见表 2。通过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 性别，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性别变量对志愿服

务有影响(P < 0.05)，结果显示，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参加志愿服务；2) 年龄，通过模型一对年龄的分析可

以看出，老年群体的显著性并不明显，青年人显著性更明显，说明青年人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但是根

据以后研究表明，老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意向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更低[13]；3) 受教育程度，从模型一

分析中可以看出，学历对于志愿服务具有显著性影响(P < 0.05)。相对于学历较低的个体来说，学历更高

的人更乐意参加志愿服务，因此学历与志愿服务意愿呈正相关关系；4) 政治面貌，数据显示，政治面貌

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P < 0.05)，中共党员比非党员更愿意参与志愿服务活动；5) 户口性质，从数据分析

中可以看出，户口对居民是否愿意参加志愿服务没有较大的影响。说明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

其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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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Effects of control variables,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social identity on voluntary service 
表 2. 控制变量、人际信任与社会认同感对志愿服务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β 显著性 β 显著性 β 显著性 β 显著性 

性别(女) −0.362 0.000 −0.364 0.000 −0.353 0.000 −0.358 0.000 

年龄(大于 75 岁)         

45~70 岁 0.381 0.072 0.397 0.061 0.394 0.063 0.402 0.058 

45 岁及以下 0.812 0.000 0.833 0.000 0.834 0.000 0.843 0.000 

户口(非农业户口) −0.317 0.250 0.074 0.195 0.061 0.285 0.070 0.218 

学历(初中及以下)         

高中及同等学历水平 0.590 0.000 0.583 0.508 0.579 0.000 0.577 0.076 

本科及以上 1.209 0.000 1.182 0.000 1.179 0.000 1.167 0.000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0.703 0.000 0.687 0.000 0.692 0.000 0.682 0.000 

非常不信任         

不太信任   0.163 0.304   0.147 0.356 

一般信任   0.353 0.006   0.316 0.016 

比较信任   0.528 0.000   0.468 0.000 

非常信任   0.560 0.000   0.499 0.000 

比较不认同         

比较认同     0.261 0.000 0.159 0.028 

样本量 10134 10134 10134 10134 

Hosmer-Lemeshow 0.110 0.125 0.251 0.118 

5.2. 人际信任对志愿服务的影响 

在模型一中加入人际信任这一自变量建立模型二，见表 2。模型二霍斯默–莱梅肖检验系数为 0.110 
(P > 0.05)，说明模型较稳定，具有研究价值。通过回归数据分析发现，人际信任对志愿服务有显著性的

影响。相对于“非常不信任”和“不太信任”的居民，“一般信任”的居民显著性明显增强。“比较信

任”和“非常信任”的居民 P 值均为 0，说明与志愿服务意愿具有更为明显的关系。β系数大于 0，说明

人际信任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呈正相关关系。人际信任度越高越愿意参与志愿服务，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

假设 1。同时通过对该自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均值为 3.4243，大于中值。说明我国目前社会中人与人

之间的信任度较高。 

5.3. 社会认同感对志愿服务的影响 

去除人际信任，在模型一中加入社会认同感建立模型三，对社会认同感与志愿服务感之间的关系进

行分析，见表 2。霍斯默–莱梅肖检验系数为 0.251 (P > 0.05)，说明该模型较稳定。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

现，社会认同感与志愿服务之家显著性明显(P = 0.00)，β值为 0.261，说明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社会

认同感更高的居民相对于对社会比较不认同的居民会更愿意参与志愿服务。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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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此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均值为 0.8203，大于中值，说明目前我国社会中居民对社会核心价值观

较为认同。 

5.4. 人际信任、社会认同与志愿服务 

同时代入控制变量和两个自变量，建立模型四，分析人际信任、社会认同与志愿服务之间的关系，

见表 2。模型霍斯默–莱梅肖检验系数为 0.118 (P > 0.05)，说明三者之间拟合度较高，具有研究意义。该

模型将控制变量和两个自变量全部带入回归模型中，发现两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志愿服务均有显著性影响

(P < 0.05)，且这种影响可以同时发生。再利用线性回归，将人际信任设置为中介变量，分析因变量志愿

服务和自变量社会认同感之间的关系，见表 3。研究发现，加入人际信任后，社会认同感 β 系数由 0.85
降为 0.71，但是显著性没有变化，说明人际信任在志愿服务和社会认同感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说明

人际信任在社会认同感和志愿服务之间存在部分影响，但并不会完全影响两者之家的关系。进一步证明

了本文的假设 3。 
 

Table 3. Impac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on social identit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表 3. 人际信任对社会认同的影响(多元线性回归) 

变量 社会认同(因变量) 

人际信任(自变量) 

β 0.071 

显著性 0.000 

样本量 10134 

6. 结论 

通过 SPSS26.0 建立模型对人际信任、社会认同感以及志愿服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控制变量中，性别、学历、政治面貌以及年龄都对居民的志愿服务意向具有明显的影响。男性公

民比女性公民更愿意参与志愿服务；学历越高的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越强；党员比非党员更愿意参

与志愿服务。本篇论文对年龄进行详细的分类，根据年龄分段将此变量分为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

老年人和青年人的显著性并不明显，但是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可以得出，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相对

于年轻人较低，与本文的研究基本相符。年轻人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具有明显显著性，符合本文研究结

果。 
2) 人际信任和社会认同感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研究结果显示两个自变量

与因变量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即社会人认同感越高，人际信任越强的居民，志愿服务意愿更高。说明

可以通过增强居民之间信任感和社会认同感来增加其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 
3) 社会认同感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居民志愿服务参与意愿，还可以通过影响人际信任对居民志愿服务

意愿产生影响。人际信任相当于社会认同感与志愿服务意愿之间的桥梁。虽然人际信任只产生了部分中

介效应，但是这也可以成为增加居民志愿服务意愿的一种探索路径：“认同–信任–志愿服务”路径。 

7. 建议 

通过本篇论文对 CSS2019 数据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笔者认为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增加居民参与志愿服

务的意愿。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居民的社会认同感和人际信任都处于中上水平，现有的研究也

表明社会认同感和人际信任对志愿服务具有现实意义。首先应该在女性、老年人、非党员以及学历较低

的群体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增加这类群体的社会认同感和人际信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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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其次注重社会氛围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了解居民需求，增加其对社

会核心价值以及政府政策的认同。同时加强诚信社会的建设，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 

8. 不足 

本篇论文运用 SPSS 对人际信任度、社会认同感和志愿服务意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但是

对于社会认同的分类没有十分细致，可能会产生稍许偏差。其次对于控制变量的选择可能并没有涵盖所

有可能影响居民志愿服务参与意愿的变量。最后对于如何提升居民社会认同感和人际信任并没有作出更

详细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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