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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析社会支持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城市归属感的影响，考察当地人际交往的中介作用。研究采用方便

抽样的方式对贵州省黔西南州多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525名居民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 社会支持、

当地人际交往与城市归属感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r = −0.51~0.50, P < 0.001)；2) 社会支持通过当地人

际交往的中介作用影响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城市归属感，中介效应表现为部分中介作用(mediating ef-
fect = 0.38, Bootstrap 95% CI = [−0.52, −0.26])。这表明社会支持不仅能直接影响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城

市归属感，也能间接地通过当地人际交往对其产生影响，即当地人际交往水平可以解释社会支持对易地

扶贫搬迁移民城市归属感影响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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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urban belonging of relocated immigrant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loc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was examined. 
The study used convenience sampling to survey 525 residents in multiple relocation sites for po-
verty alleviation in Qianxinan Prefecture, Guizhou Province. The results found that: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loc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urban be-
longing (r = −0.51~0.50, P < 0.001); 2) Social support affects urban belonging of relocation immi-
grant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oc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is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mediating effect = 0.38, Bootstrap 95% CI = [−0.52, 
−0.26]). This shows that social support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urban belonging of relocation 
immigrant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them through local interpersonal in-
teractions. That is, the level of loc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an explain the intrinsic me-
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on urban belonging of relocation immigrant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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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问题严峻，贫困和反贫困一直是我国的重要议题，自 21 世纪起，我国

便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进程中，致力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空间贫

困理论(Spatial Poverty)和贫困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Poverty)认为，贫困与自然地理位置具有极其密切

的关系，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匮乏，会使人们的生产力水平降低，难以维持生计，导致“一方水土

养不起一方人”，但自然生态环境难以改变，以至于它对贫困的产生和延续有着深远的影响，并超越了

贫困者个人因素的影响(陈全功，程蹊，2011；欧海燕，黄国勇，2015)。生态贫困区难以依靠自身力量脱

贫，且外界力量也很难帮忙其摆脱贫困，甚至因受自然条件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贫困区域逐步扩大，贫

困程度日益加深，容易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中，因此，易地扶贫搬迁是帮助生态贫困区脱贫最根本也是

最理想的方法(王红彦等，2014)，其以政府组织、引导为主，人民群众自愿参与为原则，将居住在深山区、

高寒区和石山区等生存生产环境极其恶劣的贫困群体搬迁安置到自然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并通过

帮助该群体建设安置区的生产生活设施，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搬迁群体的生产能力，拓展其创收渠道，

来帮助其逐步脱贫并走上致富之路(程丹等，2015；谭贤楚，胡容，2018)。综上所述，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即旨在改善贫困地区居民的生活条件，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和就业机会，以促进他们脱离贫困并提高

生活质量。然而，易地扶贫搬迁并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搬迁，它也伴随着一系列社会、文化和心理方面的

变革与挑战，其中之一便是搬迁居民在新居住地城市归属感的建立问题。搬迁居民的城市归属感不仅仅

是对个体对其所居住城市的情感联结，它还包括对当地社会和文化环境的认同感。然而，由于搬迁导致

的文化差异、社会断裂和人际关系变化，搬迁居民可能会面临着城市归属感建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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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将借助劳动力流动的经典理论——推拉理论，重新审视易地扶贫搬迁过程。

根据该理论，原居住地的生产条件、基础设施、社会关系等因素构成了劳动力迁移的推动力。同时，迁

入地相对较好的生活环境、公共基础服务设施、文化与人文关怀等因素则构成了吸引劳动力迁入的吸引

力(Heberle, 1938)。当原居住地的吸引力不足以抵消推动力，或迁入地的吸引力大于推动力时，劳动力便

可能会选择回迁(程名望等，2006；Lee, 1966)。这种回迁现象是迁居群众城市归属感不足的一种反应，当

迁入地的生活环境、教育医疗、公共服务、文化、人文等因素的吸引力强度小于原居住地的自然资源、

生活习惯、生产条件等因素的推动力强度时，个体城市归属感的建立就会受到抑制，导致回迁行为(吕建

兴等，2019；任远，施闻，2017)。从个体外部视角而言，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建设性系统，是个体从家庭、

亲戚、朋友等非正式社交网络和政府、社会团体等正式机构获得的帮助，属于推拉理论中的迁入地吸引

力因素。因此，搬迁居民社会支持的提升应能有效帮助个体建立城市归属感。而从个体内部视角而言，

当地人际交往水平作为迁居个体在新环境适应过程重新建立的社交关系，稳定而和谐的当地人际关系，

能够帮助个体在心理层面上安抚各类消极情绪，增强抗压能力，使个体在困境之中能够更好地恢复、适

应，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席居哲，桑标，2002)。因此，研究以推拉理论为基础，从个体的内外视角出发，

研究构建如下假设框架(见图 1)： 
 

 
Figure 1. Research hypothesis framework 
图 1. 研究假设框架 

2. 对象和方法 

2.1. 被试 

研究主要以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了贵州省兴义市、安龙县、晴隆县等多地的易

地扶贫搬迁移民，采用方便取样，发放问卷 592 份，收回有效问卷 525 份，有效回收率 88.7%。 

2.2. 研究工具 

2.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研究采用的社会支持量表由谢义忠、时勘(谢义忠，时勘，2007)所修订，该量表包括 12 个条目，为

避免个体折中倾向，量表采用 4 点计分方式，从“1”到“4”分别对应的“非常不赞同”、“不赞同”、

“赞同”、“非常赞同”，总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社会支持越强。本研究中社会支持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4。 

2.2.2. 当地人际交往问卷 
研究采用“本地人很排斥我们易地扶贫搬迁居民”、“我愿意与本地人打交道”、“我认为当前城

市的本地居民带人很友善”、“我在当前城市拥有许多可使用的人际资源”4 项条目表征当地人际交往

水平，为避免个体折中倾向，问卷采用 4 点计分方式，从“1”到“4”分别对应的“非常不赞同”、“不

赞同”、“赞同”、“非常赞同”，其中，条目 1 为反向计分条目，总分越高表示当地人际交往水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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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研究中当地人际交往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2。 

2.2.3. 城市归属感问卷 
研究采用“我在这里生活很困难”、“我在这里低人一等”、“我不属于这里”3 项条目表征城市

归属感，为避免个体折中倾向，问卷采用 4 点计分方式，从“1”到“4”分别对应的“非常不赞同”、

“不赞同”、“赞同”、“非常赞同”，所有条目均进行反向计分，总分越高表示个体城市归属感越强。

本研究中城市归属感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6。 

2.3. 数据分析 

以原始问卷为基础，运用 SPSS25.0 及 Process 宏插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Process 宏程序于 2013
年由 Hayes 编写，该程序能够方便有效的对多种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处理，且默认使用 BC-Bootstrap
区间估计进行运算，属于当下较为稳健的运算方式。由于本研究中所探讨的路径模型为链式中介模型，

需采用 Process 插件第 4 号模型进行检测。对于模型中介效应量的检测，研究采用了 BC-Bootstrap 的 95%
区间估计进行计算，重复抽样 5000 次，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即表示效应显著。 

3. 结果 

3.1.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 1。结果显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支持、当地人际交往与城

市归属感均存在呈显著性相关。其中，社会支持与当地人际交往呈显著正相关(P < 0.001)，与城市归属

感呈显著正相关(P < 0.001)；当地人际交往与城市归属感呈显著正相关(P < 0.001)。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main research variables 
表 1.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分析与相关系数 

Variable M SD 1 2 3 

1.社会支持 2.937 0.381 --   

2.当地人际交往 2.999 0.497 0.272*** --  

3.城市归属感 3.185 0.414 0.318*** 0.251*** --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3.2. 中介效应分析 

研究以社会支持为自变量，当地人际交往为中介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等人口学信息为控制变量，

城市归属感为因变量建立中介模型，结构模型图见图 2。 
 

 
Figure 2. Mediation model 
图 2. 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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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模型各路径系数均达到显著性水平，中介模型成立。其中，社会支持对当地人际交往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339, P < 0.001)，社会支持对城市归属感具有显著负正向影响(β = 0.296, P < 0.001)，
当地人际交往对城市归属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171, P < 0.001)。 

研究采用基于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法(方杰等，2014)进一步分析中介效应。Bootstrap 检验的结果(见
表 2)显示：1) 模型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 (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即表示效应显著)，达到

显著性水平，即表明中介效应存在，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仅为 16.39%。2) 模型直接效应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不包含 0，达到显著性水平，即表明模型的中介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 

 
Table 2. Bootstrap test of mediation effect 
表 2. 中介效应 Bootstrap 法检验 

路径 效应值 效应占比 
95%置信区间(5000 次) 
上限 下限 

社会支持→当地人际交往→城市归属感(间接效应) −0.058 16.39% 0.029 0.099 
社会支持→城市归属感(直接效应) −0.296 83.61%   

总效应 −0.354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社会支持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易地扶贫搬迁

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些实证参考。在描述性统计分析中，社会支持与当地人际交往水平、城市归属感

均表现出显著性相关(P < 0.001)，这表明变量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后续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有效

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支持对个体城市归属感具有直接且显著的正向影响，

能够有效促进城市归属感的产生，其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83.61%，这一结果与研究预期相符，表明了在

推拉理论中社会支持作为一种迁入地的积极人文拉力，可以对促进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城市归属感产生

积极的影响。而在进一步的中介路径分析中，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城市归属感的影响不仅存在直接性作

用，还可通过对个体当地人际交往水平的中介作用间接地对城市归属感产生促进效果，当地人际交往的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6.39%。这一结果亦与研究预期相符，研究假设成立。当地人际交往水平作为个体

层面的心理情感体验，反应了个体因素对城市归属感的影响，该结果支持了 Lee (1966)在推拉理论中拓展

的个体因素对迁居体验的影响，即个体因素与障碍会影响迁居民众对于迁入地的适应与融入。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一环，旨在改善贫困地区居民的生活状况并促进其融入城市

化进程。然而，本次研究发现，搬迁群众在新环境的适应过程中面临着城市归属感不足的问题，这可能

导致回迁行为和其他不利后果的发生(齐放芳等，2021)。结合本次研究发现，为持续做好、做实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工作，巩固我国脱贫攻坚成果，社会各界与相关职能部门应积极关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心理

健康问题。易地扶贫搬迁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变化，更是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文化信念

的巨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面临着语言和文化习俗的差异，以及收入减少甚至中断、社会关

系的断裂等问题。这种生活上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他们产生焦虑、孤独等负面情绪，从而影

响到他们在新环境中的适应能力。首先，为帮助搬迁居民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政府与相关机构可以组

织开展公益心理宣导活动，传递心理健康知识与城市生活理念，为他们提供关于如何理解并应对新环境

的信息，以及如何处理情感问题和应对压力的技巧。通过这些宣导活动，搬迁居民可以更清晰地认识自

身的心理状态，学会积极应对困难，提高自身的心理抗压能力。其次，可以组织社区志愿者服务团队，

以提供相应的情感支持与关怀，增强人文拉力，使迁居民众能够获得来自志愿者的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

最后，政府可以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支持，以解决搬迁居民可能面临的各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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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这将有助于丰富搬迁民众的心理疏导途径，为他们提供更具个性化的社会支持。与此同时，还需

要积极推动迁居社区的建设，依托社区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以建立和维护稳定的当地人

际关系。这些活动的开展，将有助于增强搬迁居民在新环境中的人际交往能力，从而促进城市归属感的

建立与稳定发展。通过这些综合性的措施，我们相信可以帮助搬迁居民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新生活，提

高他们的心理素质，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有益于其个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还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建议仅为初步构想，未来的研究和实践需要不断探索、丰富、完善更多

有效的支持策略，以满足不同地区和个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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