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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前后两期“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的相关数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前后

中国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整体处于较高水平; 新冠

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进一步提升;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国家

认同感的提升程度更大。研究结果表明，“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新冠肺炎疫情前

后中国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变化趋势。本研究对理解中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及其影响机制具有

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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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与保持国家的向心力、凝聚力息息相关。大学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中

坚力量，深入分析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进一步找寻提升途径，对持续增强社会凝聚

力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有关国家认同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或历史分析方面( 金太军、姚虎，2014; 周光

辉、李虎，2016) 。有关国家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 李春玲、刘森林，2018) 。一

般认为，国家重大事件的发生会对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产生巨大影响。比如，有研究探讨过 2008 年

奥运会的举办对中国民众爱国主义和国家认同感的影响( Yang et al. ，2010 ) 。但少有研究分析过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前后民众国家认同感的动态变化情况。
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民众来说，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不同社会经济地

位的民众抵御风险的能力存在差异。根据以灾害为代表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

民众影 响 的 差 异，有 研 究 提 出“灾 害 社 会 脆 弱 性 理 论”① ( disaster social vulnerability theory )

( Alexander，2012 ; Fothergill ＆ Lori，2004 ; Elliott ＆ Pais，2006) 。按照这一理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

的民众掌握资源和财富的多寡存在差异，抵御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风险的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重

大突发公共事件对其社会心态的影响并不相同。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民众抵御重大

突发公共事件风险的能力较弱，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其不安全感会更为强烈，国家认同感也

更容易降低; 而由于掌握的资源和财富相对较多，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民众抵御重大突发公共事

件风险的能力也较强，同样规模的突发公共事件对他们的冲击并不大，其国家认同感也更不容易

降低。
基于此，本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分析疫情发生前后中国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动态变化情况，

以及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变化情况是否存在差异等问题。由此，可以为

研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动态影响提供相应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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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比较视野下国际包容度城市建设的社会学研究”( 20CSH052) 阶段性

研究成果。
“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并未限定在解释自然、社会灾害的影响上，而更多强调具有波及范围广、突发性和

重大危害性特征的公共事件对民众的影响。作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具有波及范围广、突发性和重大

危害性特征。因此，本研究认为“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可用于解释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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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一) 新冠肺炎疫情与国家认同感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尉建文、谢镇荣，2015; 游宇等，2018)。
短期来看，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强化了群体认同，为民族国家的团结创造了契机。这

一现象可称为“团结在旗帜周围”效应( rally － round － the － flag effect) ( Baum，2002) 。
但是，“团结在旗帜周围”效应往往极其短暂。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政府应急管理和社会

治理效能的高低会对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产生长期影响。公共事件发生后，民众自发形成的“团结在

旗帜周围”效应不仅显示了其团结意识，也体现了民众出于维护自我群体优越性①而对本国政府出

台积极有效应急管理措施的强烈期望。如果政府的应急管理效能低下，会使民众对自我群体的优

越性产生质疑，国家认同感降低; 相反，政府高效能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可以满足民众的自我群

体优越心理，从而进一步提升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众所周知，2020 年面对前所未有、突如其来、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在疫情应急

管理和社会治理方面体现出高效的一面; 加上全国民众的艰苦努力，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初步遏制

了疫情蔓延的势头。可以说，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措施符合民

众对政府的期望，维护了中国人的民族优越感。
由此提出假设 1: 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有所提升。

( 二) 新冠肺炎疫情、社会经济地位与国家认同感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风险存在普遍性，同时也会同社会结构因素相叠加，产生新的社会不平等
( 乌尔里希，2004) 。按照“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对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民众来说，重大突发

公共事件的影响程度并不一样。豪威尔和埃利奥特( Howell ＆ Elliott，2019 ) 通过分析美国 1999—
2013 年的数据发现，由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可获得的资源有限，非洲裔美国人更容易受到灾害的

冲击( 比如，居无定所等) 。此外，还有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民众不仅在物质方面抵御重

大突发公共事件风险的能力较弱，在事件发生后也更难获得心理方面的支持，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

其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 Elliott ＆ Pais，2006) 。因此，根据“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可以推断，相

比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大学生，新冠肺炎疫情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影响更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可能面临一系列问题( 比如，父母失业、家庭

收入和生活质量下降等) ，他们的内心会产生巨大不安，国家认同感降低。
由此提出假设 2: 新冠肺炎疫情后，相比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较低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降低程度更大。
但是，“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主要关注个体行为，却忽视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影响。重大突发公

共事件发生后，政府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效能的高低也可能影响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民众国家认同

感的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兜底和保障性措施，最大限度

地保障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民众免受疫情的影响。因而，基于“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的研究假

设在中国是否适用还值得商榷。
根据马斯洛( 2012) 的需求层次理论，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民众对物质和安全的需求程度更高。

相比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对政府保障性政策的需

求更高。因此，面对政府同样高效的应急管理、社会治理措施和保障性政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

低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提升程度反而有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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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 世纪 70 年代，泰弗尔和特纳( Tajfel ＆ Turner，1979) 提出“社会认同理论”( social identity theory) 。根据

社会认同理论，民众对自己所归属的群体具有天然的认同感，并始终有追求自我群体优越于其他群体的基本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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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提出假设 3①，新冠肺炎疫情后，相比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较低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提升程度更大。

二、数据与变量

( 一) 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进行的“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 Panel Stud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PSCUS) 。该调查以网络问卷调查为主，对中国大学生的生活、就业、价
值观变迁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以教育部承认学历的高等学校为总抽样框，依照多阶段、分层、等
概率的抽样原则从“学校—专业—班级”三个层次的单元进行抽样。该调查提供了丰富的大学生个

体信息，有助于了解中国大学生生活、就业、价值观变迁等方面的情况( 李春玲，2019) 。
“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分别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 2019 年 11—12 月) ②和新冠肺炎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后( 2020 年 3 月) 对同一批大学生样本进行了两期追踪调查( 见图 1 ) 。这两期数据较

为理想地记录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后大学生相关态度变化的情况，为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学

生国家认同感的影响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研究数据。
调查随机设置了 A 卷和 B 卷。国家认同感的相关题目只在 A 卷中设置，因此本研究只使用了

A 卷的相关数据。数据分析时，删除变量有缺失值的样本，共有 3892 个样本进入分析。

图 1 “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两期调查的时间轴

( 二) 变量
1. 因变量

因变量是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借鉴已有研究( 李春玲、刘森林，2018) ，从五个方面测量大学
生的国家认同感。这五个方面分别是:“当别人批评中国的时候，我觉得像是在批评我自己”“我经

常因国家现存的一些问题而感到丢脸”“我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如果有下辈子，我

还是愿意做中国人”“不管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即使有机会离开，我也会留在中国”。采用李克特量

表的计分方法，回答包括“很不符合”“不符合”“不好说”“比较符合”“很符合”; 从 － 2 到 2 依次计

分; 得分越高，表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越高。得分加总后得到“国家认同感”的总得分，取值范围

为 － 10 到 10。国家认同感分量表的克龙巴赫系数为 0.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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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假设 3 与假设 2 是一组对立假设。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疫情前调查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前进行，则难以判断究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纪念活动还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 而如果疫情前调查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后进行，则这两

期调查之间只有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事件会影响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这就保证数据较为客观地记录了疫情前

后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变化情况。本研究的第一期数据是在国庆后( 而不是国庆前) 收集的; 第二期数据是在疫情

发生且得到有效控制后收集的。这种研究设计避免了累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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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变量

核心自变量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变量; 二是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疫情变量是二

分变量。2019 年 11—12 月收集的数据为疫情前数据; 2020 年 3 月收集的数据为疫情后数据。
大学生还没有工作，因此主要使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社会经济地位进行测量。具体来说，

使用大学生的家庭月收入、家庭社会阶层地位、父辈受教育程度以及本人就读大学类型这四个指标

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其中，家庭月收入根据大学生对父母税后月收入估计的金额进行测量; 为

解释方便，对家庭收入进行了取对数转换。家庭社会阶层地位采用父亲职业地位进行测量，主要分

为四种类型: 工农阶层、一般非体力阶层、专业技术阶层、管理阶层。父辈受教育程度采用父亲受教

育程度进行测量，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初中及以下学历、高中学历、大学( 包括大专) 及以上。此外，

在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就读大学的层次越高，大学生拥有稳定和高收入工作的可能性也越高
( 李春玲，2010) 。因此，还将大学生就读大学类型作为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主要分为三种

类型: 高职院校、普通高校、重点高校。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是否为毕业生以及是否为湖北籍。性别变量以男大学生作为参

照项。毕业生可能因为疫情影响面临较大就业压力而国家认同感较低，控制大学生是否为毕业生

这一变量，以非毕业生作为参照项。此外，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在湖北省，控制受访大学生

是否为湖北籍这一变量，以非湖北籍作为参照项。

三、研究结果

( 一) 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国家认同感的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大学生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的情况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我们主要关注新

冠肺炎疫情前后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变化情况。
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整体较强。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平均得分疫情前为 5. 47，

疫情后为 5. 83，两者都远高于分值设定( － 10 分到 10 分) 的中间值( 0 分) 。同新冠肺炎疫情前相

比，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显著提升。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平均得分由 5. 47 提高至 5. 83; 标准差变

小，由 3. 97 降低为 3. 34。这表明，疫情后爱国成为更加普遍的共识。
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这种提升非常难得。中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普遍较高，国家认同感提

升的“天花板效应”已经存在，加之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相关纪念活动也会进一

步提升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仍有所提升。这表明，大学生对

中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能力给予了积极评价。

( 二) 新冠肺炎疫情与国家认同感

表 1 使用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 Pooled OLS Ｒegression) 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大学生国家认

同感的变化情况。从表 1 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个体特征后，与疫情之前相比，疫情发生且得到有

效控制后，中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得到提升。因此，假设 1 得到验证。

表 1 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的分析结果

模型 1

女性( 参照项: 男性)
0. 12

( 0. 08)

年龄
－ 0. 10＊＊＊

( 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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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模型 1

湖北籍( 参照项: 非湖北籍)
－ 0. 80
( 0. 43)

毕业生( 参照项: 非毕业生)
0. 10

( 0. 10)

家庭月收入( 对数)
0. 16＊＊

( 0. 05)

家庭社会阶层地位( 参照项: 工农阶层)

一般非体力阶层
－ 0. 26*

( 0. 11)

专业技术阶层
－ 0. 56＊＊＊

( 0. 15)

管理阶层
－ 0. 59＊＊

( 0. 18)

父辈受教育程度( 参照项: 初中及以下)

高中
－ 0. 06
( 0. 11)

大学及以上
0. 16

( 0. 14)

本人就读大学类型( 参照项: 高职院校)

普通高校
0. 88＊＊＊

( 0. 11)

重点高校
0. 43＊＊＊

( 0. 11)

疫情后( 参照项: 疫情前)
0. 35＊＊＊

( 0. 08)

常数项
5. 92＊＊＊

( 0. 63)

观测值数 7784

Ｒ2 0. 02

注: ＊＊＊ p ＜ 0. 001，＊＊p ＜ 0. 01，* p ＜ 0. 05; 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从表 1 可以看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强弱程度不同。大学生的家

庭月收入越高，其国家认同感越强。对不同家庭社会阶层地位的大学生来说，国家认同感的排序依

次为: 工农阶层最高; 其次为一般非体力阶层和专业技术阶层; 国家认同感最低的为管理阶层，但专

业技术阶层和管理阶层出身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差异不大。父辈受教育程度并不能显著影响大学

生的国家认同感。这可能在于，大学生大多已成年，父辈对其社会态度和价值观的影响较小。
就读大学类型则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但并非线性关系。国家认同感最强的是普通

高校大学生; 其次为重点高校大学生; 而国家认同感最弱的是高职院校大学生。为什么高职院校大

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较弱? 这或许是由于高职院校的大学生就业预期不太理想，获得感较低，因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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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认同感变弱。研究也发现，中产边缘层容易产生因缺乏生活预期而社会认同感较低的问题( 李

强，2017) 。显然，由于教育扩招、学历贬值，高职院校大学生更容易成为中产边缘层。
有关控制变量的研究发现，性别并不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但年龄大的大学生国家认

同感相对较弱。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湖北省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更大，但湖北籍大学生的国家认

同感并没有显著低于其他省份的大学生; 毕业生虽面临就业压力，但其国家认同感并没有显著低于

非毕业生。

( 三) 新冠肺炎疫情、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国家认同感

疫情后，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变化是否存在差异? 在表 1 的基础上，

表 2 依次加入新冠肺炎疫情与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项。具体来讲，模型 1 是新冠肺炎疫情与家庭

收入的交互项模型; 模型 2 是新冠肺炎疫情与家庭社会阶层地位的交互项模型; 模型 3 是新冠肺炎

疫情与父辈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项模型; 模型 4 是新冠肺炎疫情与就读大学类型的交互项模型。

表 2 大学生国家认同感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的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1 模型 3 模型 4

女性( 参照项: 男性)
0. 12

( 0. 08)

0. 12
( 0. 08)

0. 12
( 0. 08)

0. 12
( 0. 08)

年龄
－ 0. 10＊＊＊

( 0. 02)

－ 0. 10＊＊＊

( 0. 02)

－ 0. 10＊＊＊

( 0. 02)

－ 0. 10＊＊＊

( 0. 02)

湖北籍( 参照项: 非湖北籍)
－ 0. 80
( 0. 43)

－ 0. 80
( 0. 43)

－ 0. 80
( 0. 43)

－ 0. 80
( 0. 43)

毕业生( 参照项: 非毕业生)
0. 10

( 0. 10)

0. 10
( 0. 10)

0. 10
( 0. 10)

0. 10
( 0. 10)

家庭月收入( 对数)
0. 25＊＊＊

( 0. 06)

0. 16＊＊

( 0. 05)

0. 16＊＊

( 0. 05)

0. 16＊＊

( 0. 05)

家庭社会阶层地位( 参照项: 工农阶层)

一般非体力阶层
－ 0. 26*

( 0. 11)

－ 0. 10
( 0. 15)

－ 0. 26*

( 0. 11)

－ 0. 26*

( 0. 11)

专业技术阶层
－ 0. 56＊＊＊

( 0. 15)

－ 0. 56＊＊

( 0. 19)

－ 0. 56＊＊＊

( 0. 15)

－ 0. 56＊＊＊

( 0. 15)

管理阶层
－ 0. 59＊＊

( 0. 18)

－ 0. 44
( 0. 23)

－ 0. 59＊＊

( 0. 18)

－ 0. 59＊＊

( 0. 18)

父辈受教育程度( 参照项: 初中及以下)

高中
－ 0. 06
( 0. 11)

－ 0. 06
( 0. 11)

0. 06
( 0. 16)

－ 0. 06
( 0. 11)

大学及以上
0. 16

( 0. 14)

0. 16
( 0. 14)

0. 34
( 0. 18)

0. 16
( 0. 14)

本人就读大学类型( 参照项: 高职院校)

普通高校
0. 88＊＊＊

( 0. 11)

0. 88＊＊＊

( 0. 11)

0. 88＊＊＊

( 0. 11)

1. 08＊＊＊

( 0. 15)

重点高校
0. 43＊＊＊

( 0. 11)

0. 43＊＊＊

( 0. 11)

0. 43＊＊＊

( 0. 11)

0. 71＊＊＊

( 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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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模型 1 模型 1 模型 3 模型 4

疫情后( 参照项: 疫情前)
1. 81＊＊

( 0. 66)

0. 48＊＊＊

( 0. 12)

0. 47＊＊＊

( 0. 11)

0. 63＊＊＊

( 0. 13)

疫情后 × 家庭月收入( 对数)
－ 0. 18*

－ 0. 08

疫情后 × 家庭社会阶层地位( 参照项: 工

农阶层)

一般非体力阶层
－ 0. 32
( 0. 20)

专业技术阶层
－ 0. 01
( 0. 25)

管理阶层
－ 0. 28
( 0. 29)

疫情后 × 父辈受教育程度( 参照项: 初中

及以下)

高中
－ 0. 24
( 0. 21)

大学及以上
－ 0. 34
( 0. 22)

疫情后 × 就读大学类型( 参照项: 高职院

校)

普通高校
－ 0. 41
( 0. 21)

重点高校
－ 0. 56＊＊

( 0. 19)

常数项
5. 20＊＊＊

( 0. 71)

5. 86＊＊＊

( 0. 63)

5. 87＊＊＊

( 0. 63)

5. 78＊＊＊

( 0. 63)

观测值数 7784 7784 7784 7784

Ｒ2 0. 02 0. 02 0. 02 0. 02

首先，我们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与家庭收入的交互项模型。不同于“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的基

本假设，疫情后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并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升( 见图 2) 。图 2 选取了

家庭月收入的最小值、平均值和最大值对应的疫情前后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值。可以看出，疫情

后，高家庭收入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并没有显著提高; 而家庭收入处于平均以及以下水平的大学生

国家认同感反而显著提升。因此，从大学生的家庭收入这一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看，疫情后，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并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升，且提升程度大于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较高的大学生。这同假设 2 不符，支持了其对立假设( 假设 3) 。
表 2 中模型 2 是有关新冠肺炎疫情对不同家庭社会阶层地位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影响的分析

模型。结果显示，不同家庭社会阶层地位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在疫情发生后并没有显著变化。模

型 3 表明，由于大学生已经成年，价值观已经成型，父辈受教育程度并不会影响大学生疫情前后国

家认同感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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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变化趋势

图 3 不同就读高校类型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变化趋势

模型 4 发现，就读大学类型显著影响大学生疫情前后国家认同感的变化情况。从图 3 可以看

出，高职院校大学生因为就业预期不明朗，国家认同感较低，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得到良好控制后国

家认同感显著提升，且这一提升效果显著高于普通高校和重点高校大学生。这表明，从就读大学类

型看，疫情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并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升。这一结果与家庭

收入部分的结果一致。这表明，疫情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提升程度反

而更大。因此，模型 4 的分析结果也验证了假设 3，与假设 2 并不一致。

(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分析结果的稳健性，使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对混合最小

二乘法模型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①由于固定效应模型无法分析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因此本研

究无法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只能考察新冠肺炎疫情对不同社会经

济地位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影响的差异。不过，这并不影响本研究主要假设的验证。

06

① 本研究同时使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 Hausman 检验拒绝了随

机效应模型为正确模型的假设，本研究主要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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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疫情后( 参照项: 疫情前)
0. 35＊＊＊

( 0. 07)

1. 81＊＊

( 0. 56)

0. 48＊＊＊

( 0. 10)

0. 47＊＊＊

( 0. 09)

0. 63＊＊＊

( 0. 11)

疫情后 × 家庭月收入( 对数)
－ 0. 18＊＊

( 0. 07)

疫情后 × 家庭社会阶层地位( 参照项: 工农阶层)

一般非体力阶层
－ 0. 32
( 0. 16)

专业技术阶层
－ 0. 01
( 0. 21)

管理阶层
－ 0. 28
( 0. 24)

疫情后 × 父辈受教育程度( 参照项: 初中及以下)

高中
－ 0. 24
( 0. 18)

大学及以上
－ 0. 34
( 0. 18)

疫情后 × 本人就读大学类型( 参照项: 高职院校)

普通高校
－ 0. 41*

( 0. 18)

重点高校
－ 0. 56＊＊＊

( 0. 16)

常数项
5. 49＊＊＊

( 0. 05)

5. 49＊＊＊

( 0. 05)

5. 49＊＊＊

( 0. 05)

5. 49＊＊＊

( 0. 05)

5. 49＊＊＊

( 0. 05)

观测值数 7784 7784 7784 7784 7784

个体数量 3892 3892 3892 3892 3892

Ｒ2 0. 01 0. 01 0. 01 0. 01 0. 01

从表 3 可以看出，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与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的结果基本一致。但是，在固定

效应模型中，就读大学类型与新冠肺炎疫情的交互项部分，普通高校大学生国家认同感提升程度部

分的系数变得显著了( － 0. 41，p ＜ 0. 05) 。不过，这并不与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的分析结论不一致。
因此，固定效应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包

括控制变量在内，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的主要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基本上与固定效应模型一致; 唯

一有差异的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家认同感提升程度的系数是否显著。因此，

整体来说，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结果的稳健性得以验证。

四、结论与讨论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规模空前的公共卫生危机，社会面临失序。出于维护自我群体的民族优

越性，民众内心对政府出台高效能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措施具有强烈期望。如果政府的应急管

理和社会治理效能低下，就会辜负民众的自我群体优越感心理，使其国家认同感降低。相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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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措施会提高民众的国家认同感。本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

和应急救援方面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符合大学生对政府的期望，维护了大学生的自我群体优越

感。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且得到有效控制后，中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得以显著提升。
根据“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由于掌握的财富和物质资源不足，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民众国家

认同感受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消极影响更大。但本研究却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较低、就读大学层次较低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提升程度反而更大。
本研究认为，这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提供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密不可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坚持为所有患者提供免费的检测和治疗; 出台相关政策确保疫情期

间社会的有序运转，保证民众基本生活用品物价处于合理区间;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中国政府又

扎实做好稳就业和保民生工作，克服了疫情对民众就业和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因而，“灾害社会

脆弱性理论”也要充分考虑宏观层面的社会制度、政府灾害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效能等因素的

影响。
此外，本研究所使用的疫情后追踪数据收集时间为 2020 年 3 月中上旬，此时国外新冠肺炎确

诊和死亡人数还没有大规模增长。当一些国家面对疫情的应急管理失灵、社会治理失效与中国高

效能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措施相对比后，可以推论，中国政府高效能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措施

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提升效果仍有较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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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Youth Work Values Ideal Orientation Discourse Narrative Binary Code

The Construction of Work Meaning among“Post －90s”College Students in Famous Universities
Zhen Yajun(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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