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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identity and 
just-world belief among immigrants. Methods: By using City Identity Questionnaire and Just-world 
Belief Scale, a total of 643 participants were tested. Results: 1. Immigrants’ scores on city identity 
and just-world belief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id-value. 2. The score of just-world belief 
among immigrants positively predicted city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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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了解流动人口的公平信念和城市认同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农民工城市认同问卷》

和《公平信念量表》，643名流动人口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1)流动人口的公平信念和城市认同的得

分均显著高于理论中值，流动人口具有较高的公平信念和城市认同水平。(2)流动人口的公平信念能够正

向预测其城市认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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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流动人口特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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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动人口包括了农民工

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大学生等。在对流动人口研究中，对流入地城市的认同是众多研究者所关注

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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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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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有研究者认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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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因此，很多研究者很关

注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状况，了解影响流动人口城市认同的因素。如研究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9]、生活满意度[10]、主观幸福感 [11]、社会支持[12]等因素对其城市认同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流动人口的公平感问题，有研究发现，与城镇居民和工人相比，农民工(流

动人口)的公平感不高，并呈下降趋势[13] [14] [15] [16]。对于流动人口来说，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

他们在流入地会面临区别性对待，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会让他们感受到不公平感。而由于制度排斥和

社会比较引发的流动人口(农民工群体)的不公平感还会引发集群行为[17]。 
然而以往研究者对流动人口的公平信念的研究较少。世界公正信念是指人们相信世界是公平正义的，

这种信念能帮助人们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解释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具有重要的适应性作用。Dalbert 
(2002) [18]提出了公正世界信念的积极功能，即能够促进人们遵循契约，公平行事；能够促进个体对他人

的信任；还能够为人们解释自己生活的方式提供了一个框架。研究者们认为公平信念具有调节和缓解忧

虑和愤怒情绪、维护心理健康等功能，也有助于个体成功应对不公正情境，公平信念较强的个体更能在

认知上降低由情境带来的不公正感[19]。人们的公平信念越高，个体的形式风格就越公正，确信有美好的

将来[20]。因而，个体的世界公正信念受到威胁时，能够激发个体保护该信念的动机。研究表明，公正世

界信念和自身的适应出现了正相关，当人们面临负性生活事件时，公正世界信念可以让他们产生幸福感

[21]，可以给个体带来较少的抑郁、悲痛等负面情绪[22]。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流动人口的公平信念与其城市认同的关系。为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提

供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次调查对象均为流动人口，参加调查的被试 927 名，有效被试 643 名，其中男性 254 名，女性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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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包括地域认同、群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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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和态度认同 3 个维度，共 16 个项目，采用五点量表计分，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7，分半信度为 0.874，
地域认同、态度认同和群体认同 3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71、0.683 和 0.629。本次测验中的

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3，分半信度为 0.829； 
2) 公平信念的测量采用陶塑 2010 年修订的公平信念量表[23]，包含 15 个题目，采用七点量表计分，

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为 0.777，本次测验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7，分半信度为 0.843。 

2.3.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19.0 进行数据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流动人口公平信念与城市认同的描述统计与单样本 t 检验 

对流动人口在公平信念和城市认同上的得分进行描述统计。公平信念量表和城市认同量表分别采用

七点量表计分和五点量表计分，公平信念、城市认同、地域认同、态度认同和群体认同的理论中值分别

为 60、48、30、9 和 9 分，以理论中值为检验值，进行单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公平信念、

城市认同以及城市认同的三个维度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理论中值(表 1)。 

3.2. 流动人口的公平信念与城市认同的相关分析 

对流动人口的公平信念与城市认同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公平信念与其城市

认同及其三个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结果见表 2。 

3.3. 流动人口的公平信念对其城市认同的回归分析 

分别以城市认同及其三个维度的得分为因变量，以公平信念为自变量，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结

果表明，流动人口的公平信念对其城市认同、地域认同、态度认同和群体认同均有正向预测作用(表 3)。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one-sample t-test of Just-world Belief and City Identity 
表 1. 流动人口在公平信念和城市认同得分上的描述统计与单样本 t 检验 

 公平信念 城市认同 地域认同 态度认同 群体认同 

M 80.199 53.728 32.496 11.493 9.739 

SD 12.724 9.794 6.988 1.726 2.569 

理论中值 60 48 30 9 9 

t 40.253 14.830 9.058 26.624 7.292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Just-world Belief and City Identity 
表 2. 流动人口的公平信念和城市认同的相关分析 

 公平信念 城市认同 地域认同 态度认同 群体认同 

公平信念 1     

城市认同 0.372** 1    

地域认同 0.356** 0.961** 1   

态度认同 0.315** 0.669** 0.540** 1  

群体认同 0.239** 0.749** 0.581** 0.409** 1 

注：**表明在 0.01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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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Just-world Belief and City Identity 
表 3. 公平信念对城市认同及其三个维度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 R R2 调整后的 R2 B t p F 

截距  
0.372 0.138 0.137 

30.760 13.425 0.000 
103.002*** 

公平信念 城市认同 0.286 10.149 0.000 

截距  
0.356 0.127 0.125 

16.827 10.223 0.000 
92.896*** 

公平信念 地域认同 0.195 9.638 0.000 

截距  
0.315 0.099 0.098 

8.070 19.542 0.000 
70.409*** 

公平信念 态度认同 0.043 8.391 0.000 

截距  
0.239 0.057 0.056 

5.863 9.326 0.000 
38.969*** 

公平信念 群体认同 0.048 6.243 0.000 

 
这表明流动人口具有的公平信念越高，就会对流动地城市有越高的城市认同，包括对流入地城市的

地域认同、态度认同和群体认同。 

4. 讨论 

本研究将流动人口在公平信念和城市认同上的得分与量表的理论中值进行单样本的 t 检验，结果表

明，流动人口在公平信念和城市认同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理论中值。这表明，流动人口可能更看重公平，

他们有较高的公平信念，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他们之所以选择在以一种“漂”的状态在流入地生活

和工作，或许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流入地有更多公平的就业机会，能够提供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相反，

自己的家乡虽然过得舒适，然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很多情况下都要靠关系。也可能正是因为他们有着更

高的公平信念，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一个流动人口，相信自己终会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公平信念对其城市认同有正向预测作用。龙书芹和风笑天[15] (2015)

运用 2010 年的 CGSS 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公平感。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层次的不公平感上体

验最强烈，受雇佣的地位使流动人口收入不公平感显著增强。然而，根据世界公平信念的理论[19]，当流

动人口面临这样一种能够给自己带来不公平感的情景时，自身的公平信念能够调节和缓解由该情景所引

发的消极情绪。公平信念较强的个体更能在认知上降低由情境带来的不公平感。让流动人口能够相信在

流入地有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未来。这就是他们的公平信念对其城市认同的积极促进作用。 
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在关注流动人口城市认同过程时，要关注流动人口自身的公平信念，在社会价

值观引导时，要鼓励流动人口的相信世界是公平的，同时在制定和落实一些政策时要考虑流动人口的利

益和需求，要为流动人口留有机会，确保其公平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护，以便更好的提升其公平感，

促进其城市认同。 

5. 结论 

1) 流动人口的公平信念和城市认同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理论中值，流动人口具有较高的公平信念和城

市认同水平。 
2) 流动人口的公平信念能够正向预测其城市认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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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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信念问卷 

指导语：下面有 15 个表述，请您判断您是否同意这些描述，并在数字上画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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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同意 

我相信好人必有好报。 1      2      3      4      5      6      7 

我相信“物极必反”。 1      2      3      4      5      6      7 

如果人们足够努力工作，就会得到好的生活。 1      2      3      4      5      6      7 

我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1      2      3      4      5      6      7 

我相信有得必有失。 1      2      3      4      5      6      7 

我相信“天道酬勤”。 1      2      3      4      5      6      7 

我相信付出和收获是公平的。 1      2      3      4      5      6      7 

我相信“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1      2      3      4      5      6      7 

所有事情到最后终将公平。 1      2      3      4      5      6      7 

我相信“人无完人”。 1      2      3      4      5      6      7 

只要努力工作、提升自己，就必定可以成功。 1      2      3      4      5      6      7 

绝大多数人都同时拥有好的和坏的品质。 1      2      3      4      5      6      7 

我相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      2      3      4      5      6      7 

我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2      3      4      5      6      7 

任何事情都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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