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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纵向和横向比较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生存质量和幸福感与对照组的差异，分析影响因素，提升其

幸福感。方法：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调查了浙江省３个市共357名研究对象，运用《综合幸福感问卷》

(MHQ)量表和SF-12生存质量量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幸福感和生存质量与城市

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但健康关注、生命活力和PCS得分均高于第一代流动人口，影响新生代女性流动

人口幸福感因素主要为生存质量(MCS、PCS)和月收入。结论：与第一代相比，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幸福

感已有了较大提升，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关注女性健康，提高幸福感，不仅需要流动女性自身的努力，

也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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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in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betwee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men and the control groups, an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mprove 
their happiness. Method: 357 participants from three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were measured 
based on stratified sampling by using MHQ and SF-12 scale.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
ference in well-being and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men and urban 
population, however, the score of health concern, subjective vitality and PCS were higher than the 
first-generation of migrant women. The mai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well-being were quality of 
life (PCS and MCS) and monthly income in new generation female migrants.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generation, the well-being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men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While the economy is developing, paying attention to women’s health and improving 
happiness requires not only the efforts of migrant women themselves, but also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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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和结构也相应发生改变。在流动群体中，新生代

流动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2016 年达 64.7%，成为流动人口中的主力军(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

人口司，2016)。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7》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已持续两年下降，女性流

动人口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流动人口的行列；报告还指出 2011~2016 年间我国流动

人口性别比由 2011 年的 109.6 降至 2016 年的 107.2，性别比不断趋于平衡，新生代流动女性已成为一个

较大的群体。现如今，女性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发重要的作用，社会地位提高，各类女性社会问

题也越发受到人们的重视，故了解新生代流动女性这一庞大群体的生存质量和幸福感具有必要性。 
本研究关注新生代流动女性这一弱势群体，综合生存质量和幸福感量表，比较两代流动女性(纵向)

和新生代流动女性与城市居民(横向)的差异，分析新生代流动女性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为提升幸福感、加

快城市融入、提高流动人口群体整体生存质量等提供参考依据，有助于幸福社会的构建，促进社会可持

续和谐发展。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将浙江省按照经济水平分为高、中、低三类，从中各随机抽取 1 个市，对流

动人口集中的企业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根据年龄节点，将流动人口分为第一代(1980 年前出生)和新生

代(1980 年后出生)，同时选择相应调查单位 1980 年后出生并工作 3 个月及以上的本地居民作为城市对照

组，最终获得有效样本量 357 人份：新生代流动女性 211 人，第一代流动女性 64 人，城市女性 8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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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一般情况问卷、苗元江《综合幸福问卷》(MHQ)和 SF-12 生存质量量表三

部分。 
一般情况问卷：内容包括年龄、来源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所在行业、平均月收入、自觉社会

地位等。 
苗元江的《综合幸福问卷》(MHQ)：该量表包含 50 个条目，9 个维度(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

感、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友好关系、人格成长)，其中前 3 个维度构成主观幸福

感，其余 6 个维度构成心理幸福感(苗元江，2003)。 
SF-12 生存质量量表：由躯体健康(PCS)和心理健康(MCS)两部分组成，共有 8 个维度：生理功能(PF)、

生理职能(RP)、躯体疼痛(BP)、总体健康(GH)、活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心里健康(MH) 
(张莎等，2011)。 

2.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21.0 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包括统计描述、t 检验、卡方检验、非参数检验、多元线性

回归等。 

3. 结果与分析 

3.1. 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和对照组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相比较，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平均月收入存在差异，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平均年龄 28.8 岁；与第一代相比，新生代文化程度

较高，半数以上为高中及以上学历(54.0%)；已婚或同居比例较低；平均月收入较高。 
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同城市对照组相比较，文化程度和平均月收入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城市居民学历高于流动人口，绝大部分为高中及以上学历，占 84.1%；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平均月收入

低、高占比较为均衡，中等收入占比最大，而城市居民为低收入者占比最大(40.2%)，高于新生代女性流

动人口占比数，高收入者占比最少(详见表 1)。 
 
Table 1.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new generation femal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control groups 
表 1. 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和对照组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新生代 
n (%) 

第一代 
n (%) 

城市对照 
n (%) P1 P2 

n 211 64 82   

年龄 28.8 ± 5.2 46.3 ± 6.5 29.2 ± 5.4 <0.001a 0.571a 

文化 
程度 

小学及以下 21 (10.0) 25 (39.1) 2 (2.4) 

<0.001c 

 

初中 76 (36.0) 20 (31.3) 11 (13.4) <0.001c 

高中及以上 114 (54.0) 19 (29.7) 69 (84.1)  

婚姻 
状况 

未婚 47 (22.3) 2 (3.1) 26 (31.7) 

<0.001b 

 

已婚或同居 155 (73.5) 53 (82.8) 56 (68.3) 0.054b 

离婚或丧偶 9 (4.3) 9 (14.1)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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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平均月

收入 

低 55 (26.1) 28 (43.8) 33 (40.2)   

中 100 (47.4) 28 (43.8) 26 (31.7) 0.009c 0.025c 

高 56 (26.5) 8 (12.5) 23 (28.0)   

社会 
地位 

低 36 (17.1) 17 (26.6) 20 (24.4)   

中 153 (72.5) 40 (62.5) 53 (64.6) 0.222c 0.333c 

高 22 (10.4) 7 (10.9) 9 (11.0)   

P1：新生代与第一代比较；P2：新生代与城市对照比较。a：独立样本 t 检验；b：卡方检验；c：非参数检验。 

3.2. 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和对照组的幸福感、生存质量比较 

校正相关因素前，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总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健康关注、生命活力、

自我价值、人格成长、利他行为、PCS 得分均高于第一代流动人口(p < 0.05)，在对文化程度、婚姻状况、

平均月收入进行校正后，健康关注、生命活力和 PCS 得分仍高于第一代流动人口，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与城市对照组的比较发现，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友好关系得分较低(p < 0.05)，对文化程度、平均月

收入进行校正后，幸福感和生存质量各维度与城市对照组均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详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happiness and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new generation femal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control 
groups 
表 2. 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和对照组的幸福感、生存质量比较 

 新生代 第一代 城市对照 P1
a P2

a *P1
b *P2

b 

Well-Being        

总幸福感 4.91 ± 0.69 4.52 ± 0.72 5.00 ± 0.81 <0.001 0.341 0.050 0.311 

主观幸福感 4.91 ± 0.82 4.62 ± 0.79 4.99 ± 0.91 0.013 0.455 0.126 0.529 

心理幸福感 4.90 ± 0.76 4.47 ± 0.84 5.00 ± 0.87 <0.001 0.327 0.067 0.253 

生活满意 4.47 ± 1.14 4.16 ± 1.06 4.49 ± 1.27 0.057 0.902 0.634 0.556 

正性情感 4.72 ± 1.20 4.49 ± 1.07 4.70 ± 1.22 0.164 0.850 0.867 0.785 

负性情感 2.47 ± 1.19 2.82 ± 1.21 2.20 ± 1.17 0.102 0.086 0.108 0.235 

健康关注 5.32 ± 1.02 4.73 ± 1.17 5.38 ± 1.16 <0.001 0.829 0.024 0.842 

生命活力 4.69 ± 1.04 4.06 ± 1.19 4.76 ± 1.01 <0.001 0.722 0.007 0.561 

自我价值 5.06 ± 0.06 4.84 ± 1.10 5.27 ± 1.03 0.011 0.173 0.432 0.104 

人格成长 4.66 ± 0.91 4.54 ± 0.81 4.68 ± 0.92 0.047 0.881 0.459 0.874 

友好关系 5.00 ± 1.16 4.80 ± 1.19 5.35 ± 1.11 0.127 0.040 0.500 0.098 

利他行为 4.78 ± 1.05 4.46 ± 1.07 5.04 ± 1.09 0.012 0.061 0.224 0.052 

HRQOL         

PCS 50.35 ± 6.06 43.60 ± 7.71 50.28 ± 6.32 <0.001 0.902 <0.001 0.493 

MCS 46.99 ± 8.07 48.18 ± 6.46 48.15 ± 7.11 0.115 0.181 0.205 0.184 

P1：新生代与第一代比较；P2：新生代与城市对照比较；*P1：对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平均月收入进行校正；*P2：

对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进行校正；a：独立样本 t 检验；b：多元线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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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将年龄、学历、婚姻状况、月收入、社会地位、PCS、MCS 等因素作为自变量，总幸福感作为因变

量，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的逐步回归法，统计结果表明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和社会地位未进入最终

模型，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主要为 MCS、PCS 和月收入。表 3 中可以看出，随着 MCS 和 PCS 得分的提高，

幸福感也随之提升；与低收入相比，高收入者幸福感较高(详见表 3)。 
 
Table 3.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appiness of new generation female floating population 
表 3. 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B Beta t p 95% CI for B VIF 

常量 2.710  6.268 <0.001 1.858~3.562  

MCS 0.024 0.290 4.657 <0.001 0.014~0.034 1.004 

PCS 0.018 0.164 2.631 0.009 0.005~0.032 1.013 

月收入(低)       

     中 0.039 0.029 0.366 0.714 −0.169~0.246 1.581 

     高 0.306 0.208 2.675 0.008 0.081~0.532 1.574 

注：B 为偏回归系数，Beta 为标准化偏回归系数；VIF 为方差膨胀因子，表中括号内的类别为对照组。 

4.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总体上与对照组差别不大，但与第一代相比更关注于

健康和提高生命活力。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对城市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其生活方式接近城市居民，极大

地减少了第一代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性。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指出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和社会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覆盖面不断扩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

司，2016)，这些制度措施的实施和城市对流动人口的逐步接纳和同质化，加强了流动人口的安全感，与

第一代流动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幸福感有了较大提升，城市融入也有较大改善。无论是否调整混

杂因素，新生代流动人口与第一代流动人口 PCS 得分存在统计学差异(表 2)，新生代流动人口的 PCS 分

数较高。李宁秀等人发现，随着年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城市居民的 PCS 评分均呈下降趋势(李
宁秀等，2010)。 

研究结果表明，影响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是 MCS、PCS 和月收入(表 3)。幸福是

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积极主观和心理体验，它是由客观条件和个人的需求价值相结合而引起的。与健康有

关的生存质量直接决定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从某种角度来看，幸福感和健康相关生存质量

是一致的，它们都基于主观感觉来评估健康状况和满意度。相似的研究表明，心理健康和躯体健康是影

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王黎等，2015)。但目前为止，学术界研究新生代流动人口综合幸福感与

生存质量之间关系仍然较少。 
与低收入者相比，高收入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更高。据相关文献表示，收入因素是主观幸福感的最重

要影响因素(田国强，杨立岩，2006)。尽管随着收入的增加，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逐渐减弱，但经济因素

在幸福感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整体而言，收入对幸福感有正的影响，较高的收入群体可能会获得更多

的幸福感(徐淑一，陈平，2017；张波，周恩毅，2017)。月收入在 3500 以上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中有 60.9%
认为提高收入水平是提升幸福感的途径之一(陈明丽等，2012)。文献还显示，收入的相对水平和公平性也

能影响幸福感，社会收入分配越公平，与他人收入差距越小，幸福感越高，反之则低。收入不平衡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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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弱者在资源占有上的贫瘠，给弱者带来强烈的剥夺感，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对幸福感具有消极的

影响(张波，周恩毅，2017)。因此，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加强监督机制，逐步健全工资增长机制，确保流动

人口按时获得合法收入，创收增收。 
流动女性幸福感和生存质量的提升，是一个持久的社会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可持续和谐发展，这不

仅仅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就能达成的，更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各组织的共同努力。为进一步提高流动妇女幸

福感，改善其生存质量，应加强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关注，尽所能去满足健康卫生方面的需求，完善社会

保障制度、完善社会基础医疗设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更好地贯彻落实相关法律；加强对流

动人口的人文关怀，提升流动人口归属感与积极的情绪，营造人人平等、和谐互助的社会氛围，促进社

会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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