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应用数学进展, 2022, 11(3), 1037-1043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am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3112   

文章引用: 杜怡. 居民认知对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 CGSS2015 数据的实证分析[J]. 应用数学进展, 2022, 11(3): 
1037-1043. DOI: 10.12677/aam.2022.113112 

 
 

居民认知对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

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杜  怡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 
 
收稿日期：2022年2月16日；录用日期：2022年3月10日；发布日期：2022年3月17日 

 
 

 
摘  要 

作为社区中的居民，其认知主要由居民幸福感、居民熟悉感、居民信任感、居民安全感组成，它对居民

的社区参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Stata为分析工具，利用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对CGSS2015的调查

数据进行分析，以参与行为为因变量，居民认知作为自变量，构建回归模型。研究发现：构成居民认知

的四个自变量均对居民参与行为有着正向作用；其中，居民熟悉感、居民安全感对居民参与行为有着显

著的正向影响。最后，对改善居民参与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 

居民认知，参与行为，CGSS，Stata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Residents Cognition 
on Participation Behavior—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2015 Data 

Yi Du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s, Shanghai 
 
Received: Feb. 16th, 2022; accepted: Mar. 10th, 2022; published: Mar. 17th, 2022 

 
 

 
Abstract 
As a resident in the community, its cognition is mainly composed of residents’ well-being, resi-
dents’ familiarity, residents’ trust and residents’ security. In this paper, Stata was used as an anal-
ysis tool,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urvey data of CGSS2015, and the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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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was constructed with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s dependent variable and resident cognition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ur independent variables of residents’ cogni-
tion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nd the residents’ sense of fami-
liarity and security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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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社区作为社会的最基本单

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突破口，它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社区治理是指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协调合作，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需求，

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最终把社区建设成为广大社区公民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也就是多元主体共

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过程。 
那么作为多元主体之一的居民，其参与行为将会对治理目标的实现、治理绩效的提高有着重要影响。

而当前社区治理的现实是，居民参与状况总体上不容乐观，主要存在参与率低、参与效果不佳等问题。

提高参与数量是改善参与质量的前提，因此，现阶段探寻影响居民参与行为的因素对提高居民参与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 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影响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因素研究，大致可以总结为三个分向：一是以“国家—社会”为

研究视角，分析宏观因素如管理体制、社会制度、政府职能定位等对社区自治的影响[1] [2] [3]；一是从

中观层次的社区入手，考察社区自治体系、社区组织结构、社区类型等因素的作用[4] [5] [6]；还有学者

从微观的居民主体出发，研究个体特征如性别、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户口、 参与意愿与能力、社会

资本等与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7] [8] [9] [10]。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居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

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就微观因素研究而言，各个学者都是分别针对某单一要素如

社区归属感、认同感等进行分析，缺乏对各因素系统全面的整合，且侧重于对某个地区的个案研究。鉴

于此，笔者基于 TPB 理论，从认知—行为的角度出发，将居民个体的主观因素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并

立足于 CGSS2015 的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定量研究来探析影响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观因素并观

察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为提高居民参与提供一些参考性建议。 
(二) 理论基础 
TPB 理论核心是基于心理学视角来解释个体的决策过程，认为行为的产生受到行为意向的影响，行

为意向越强烈，行为产生的可能性就越高。而行为意向又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大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311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杜怡 
 

 

DOI: 10.12677/aam.2022.113112 1039 应用数学进展 
 

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是个体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共同决定个人的行为意向，从而

进一步影响个体行为[11]。其中，行为态度体现的是主体对某种特定行为的认同程度及综合评价；主观规

范反映了主体在做出行为决策时，感知到的他人或外部环境的影响或压力；知觉行为控制是指行为主体

在执行特定行为时能够感知到的难易程度。从概念上看，三大因素完全独立，但是由于他们可能拥有共

同信念基础，所以从本质上讲，他们既彼此独立，又两两相关，我们将其统称为认知。可见，行为是在

一定认知下产生的。在本文，将社会认知理解为居民对所在社区环境和氛围的一种主观感受和理解，并

具体操作化为居民幸福感、熟悉感、信任感、安全感四个指标，考察它们与居民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3. 研究假设 

在理解社会认知的基础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居民幸福感对居民参与行为有着影响作用 
幸福感，又称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是一种主

观的、整体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它是评估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

以往的学术研究显示，社会参与有助于提高参与者的幸福感，但同样的，缺乏幸福感也会降低居民的参

与意愿。可见，幸福感这种总体的主观感受会直接关系到居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应对态度，是积极还是

消极。 
假设 2：居民熟悉感与居民参与行为有正相关关系 
互动是人社会性特征的主要表现，人在社会中通过与他人(父母、配偶和同伴群体等)的互动习得社会

经验并参与社会行动[12]。已有研究发现，个人社会互动等社会活动能够影响个人的价值偏好。因此，基

于价值偏好的社会互动能够改变群体中个人的情感态度，影响政治价值偏好，改变其参与行为[13]。而在

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和递增正是人们之间的熟悉感。因此，以互动为基础的熟悉感能够影响对

于参与行为的价值偏好。 
假设 3：居民信任感与居民参与行为有着正相关关系 
信任感是指个体对周围的人、事、物感到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情感体验，在个体感到某人、某

事或某物具有一贯性、可预期性和可靠性时产生。Stein 等提出，社会话语不仅靠权力来解读，还需分析

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从

熟悉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

可靠性”[14]。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面子的“熟人社会”，信任感的作用更为凸显。已有的研究表明，信

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那么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区参与活动也会产

生影响。 
假设 4：社区安全感与居民参与行为有正相关关系 
社区安全建设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社区安全氛围能够反映出社区的安全水平，同时安

全促进活动是构建良好安全氛围的重要手段。这种安全建设和安全氛围有助于提高居民的安全感。安全

感就是渴望稳定、安全的心理需求，属于个人内在精神需求。安全感是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的危

险或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处事时的有力/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感。客观的社区安全

环境是居民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情感导向的行为当然也会受到主观感受的影响。 

4.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 数据来源 
为选取能反映我国城乡社区居民参与的整体情况，笔者选取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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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urvey，简称 CGSS)最新公布的 2015 年全国调查数据库作为评估数据。CGSS 是由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自 2003 年开始，每年 1 次，采用多阶分层随机抽样的办法，对中国大陆

各省市自治区 10,000 多户家庭进行连续性横截面调查。2015 年 CGSS 项目调查覆盖全国的 28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除香港、澳门、台湾、海南、新疆、西藏之外)的 478 个村居，在每个居委会或村委会调查

23 个左右的家庭，每个抽取的家庭，随机抽取 1 人进行访问，公开的数据中一共包括 10,968 个样本，具

有代表性和广泛性。本文采用 Stata14.0 对数据进行分析。 
(二) 变量选取与测量 
1) 因变量 
本研究设置的因变量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采用 CGSS2015 问卷中的问题 A44 作为测量指标。

内容表述是：“上次居委会选举/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将无法回答的删除，回答为“是”

的编码为 1，在本研究中视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回答为“否”或“没有投票资格”的则编码为 0，
表示没有参与社区治理。 

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居民认知，具体通过居民幸福感程度、居民熟悉程度、居民信任感程度以及居民安

全感程度加以体现。 
① 居民幸福感 
本研究采用 A36. “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作为居民幸福感的测量指标，问题设

计所提供的答案主要包括“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以

及“非常幸福”五个答案，除去无法回答的，将其依次赋值为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答题者根

据自己的感受对其进行评分。  
② 居民熟悉感 
本研究用社区交往频率表示社区居民的熟悉程度，选取 CGSS2015 问卷中 B12.“您和邻居，街坊、

同村其他居民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剔除无效数据，回答分别为“非常熟悉”(5 分)、“比较

熟悉”(4 分)、“一般”(3 分)、“不太熟悉”(2 分)、“非常不熟悉”(1 分)。 
③ 居民信任感 
本研究选取 CGSS2015 中的 B1001. “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接触中，您觉得下列

人士中(近邻居)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作为居民信任感的测量指标，删除无法回答的，分别对答案为

“绝大多数不可信”、“多数不可信”、“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各半”、“多数可信”和“绝大多数可信”

的赋值为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 
④ 居民安全感 
对居民安全感的测量选取：F27. “从治安角度考虑，您所在的社区安全不安全？”，删除无法回答

的，答案表述分别为“非常安全”(5 分)、“比较安全”(4 分)、“一般”(3 分)、“不太安全”(2 分)、“非

常不安全”(1 分)。 
3) 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已经证实了居民的个人特征如性别、政治面貌、社会地位、个人收入、教育程度等对居民

参与行为产生影响[15] [16]，为了更好地厘清居民认知对参与行为的影响程度，本文将选取性别、年龄、

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个人全年总收入(取对数)和户口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5. 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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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ain variable description statistical tables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表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描述 

因变量居民参与行为 0.466593 0.4989057 0 表示未参与过，1 表示参与过 

自变量居民幸福感 3.867251 0.8211605 1~5 赋值，分值越高幸福感越强 

居民熟悉感 3.734325 1.078247 分值越高，居民对邻居越熟悉 

居民信任感 3.909108 0.889724 分值越高，居民的信任度越高 

居民安全感 3.797028 0.822605 分值越高，居民越有安全感 
 

表 1 提供了样本数据主要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从自变量也就是居民的基本认知

来看，居民的总体认知水平较高，均达到 3.5 以上；但从因变量即居民的参与行为看，按 0 和 1 的标准，

参与率尚未达到一半，参与率较低。从标准差来看，各个变量的离散程度较低。 
(二) 回归分析 
根据以上选取的数据，运用 Stata14.0 软件进行分析，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以

居民认知自变量，居民参与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根据研究目的和框架，共建立以下 4 个

模型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residents’ cognition o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表 2. 居民认知对参与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分析 

自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居民幸福感 0.0189053    

居民熟悉感  0.0873487***   

居民信任感   0.0111816  

居民安全感    0.0387105*** 

Adj-R2 0.0593 0.0884 0.0879 0.0992 

(注：***p < 0.01，**p < 0.05，*p < 0.1) 
 

根据以上的回归模型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信息：模型一表示，当控制性别、年龄、收入、户籍、

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七个变量之后，居民幸福感对于居民参与有正向作用，但并不显著。

可见，单纯的主观幸福感提升并不会显著提高居民的参与度；而模型二表示，当加入居民熟悉感这一变

量，Adj-R2由 0.0593 上升到 0.0884，模式得到优化即模型解释的力度变大，且 p < 0.05，意味着熟悉感

对于参与行为的正向作用显著。这不难理解，从社会学角度，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体，都处于各

种联系和交往中，并从他人评价中获得部分自我认同。而随着熟悉感的增加，基于从众心理，会增加参

与的概率。模型三显示，再加入居民信任感自变量之后，模型的解释力降低且正向作用并不显著，这是

由于信任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建立的，且参与效果未达到预期时反而会降低参与动机和行为。模型四加

入居民安全感之后再次得到优化，且居民安全感对于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来自外部环境设

施的保障以及内心认同而产生的安全感会反向激发居民对建设安全社区的愿望，即通过居民参与的形式

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以上四个模型分别验证了前面的四个假设。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居民认知”与“居民参与行为”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验证，这对改善居民参与现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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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分析结果表明：居民的熟悉感和居民安全感对居民参与具有显著的正面

影响，这为具体工作开展提供了方向。 
首先，居民熟悉感、信任度是一种社会资本，与居民参与显著相关，是提高居民参与的重要突破口。

就社区的主要治理主体——居委会来说，可通过丰富活动形式、给予物质或精神奖励、加大宣传动员力

度等拉动居民加入社区活动，为居民参与搭建桥梁，并在活动中加强联系，在互动中增强居民之间的联

系和熟悉感[17]。具体来说，可采取“从两头入手”的组织原则即利用老年人和青少年来带动整个家庭的

参与。同时，在日常服务中聚焦并及时回应居民的需要和诉求，认真采纳意见和建议，逐步建立信任关

系。在安全感上，一方面，及时维修并更新社区设备，通过完善社区的基础安全设施提供安全可靠的社

区环境；另一方面，加强安全教育和交流活动，如安全演练、知识宣讲等创造良好的安全氛围，从而提

高居民的安全感。开展社区安全促进活动时要根据所在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对安全促进活动的内容和

形式进行有选择性的筛选，在活动中既提高了居民的安全感，又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最后，居民幸福

感是更高层次的要求，只有在安全感、信任感和熟悉感建立的基础上方可提高。居委可通过打造温馨和

谐社区来增加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此外，在对控制变量进行研究时，发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对居民参与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教育

程度、收入、户口对居民参与有显著的反向作用；其次，居民认知的四个维度内部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如居民信任感与安全感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这对于后续的居民参与研究或许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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