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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随着城镇化进入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口的流动和迁移或将成为常

态。本文以心理融入为视角，探讨个体的心理因素、流入地的社会生态因素如何相

互作用，继而影响迁移人口的居住流动意愿，旨在揭示人们在居住流动决策过程中

的心理机制。本研究基于 2017 年社会心态调查数据，以关系流动性作为衡量流入

地社会关系网络可获得性程度的指标，考察关系流动性影响居住流动意愿的机制。

研究发现，城市认同在关系流动性与居住流动意愿中起中介作用; 在城市认同的中

介过程中，本地居住时长在中介过程的两个阶段都起了调节作用。这些结论意味着

促进迁移人口“市民化”需要协助其在流入地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引导迁移人口以

城市市民身份实现在流入地的心理融入; 将本地居住时长作为城市公共福利分配的

重要依据，以开展相应的社会心理服务，引导迁移人口渐进式地融入流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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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随着城镇化进入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口的流动和迁移或将成为常态。《中

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7》显示，2016 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为 2. 45 亿人，并指出

“6 年来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有升有降，但仍保持较大比重。可以预见，在今

后较长一段时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仍将是我国人口发展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重要现象”①。在人口流动迁移过程中，个体如何做出居住流动的决策，以及这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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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受哪些心理因素影响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所在。

居住流动意愿是个体在综合衡量自身与流入地关系后，针对 “是否愿意搬迁到

其他地方居住”做出的一种主观判断和决策，它与居住流动性不同。居住流动性

( residential mobility) 是指人们改变其住所的频率，既指向于个体在某一时段内感受

到的居住流动次数，也指向于个体预期未来的居住流动频率 ( Oishi，2010; 2014) 。

与居住流动性相比，居住流动意愿更能体现个体与流入地之间的联结。已有研究表

明，个体居住流动意愿的决策受到了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制度因素和个人因素等

客观条件的影响。托达罗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迁移的发生取决于城乡的实际收入差

和流动人口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 ( Todaro，1969) 。然而，有研究指出社会因素比经

济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的影响更加显著 ( 孟兆敏、吴瑞君，2011) ，如生活方

式偏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 泽林斯基，1974) 。户籍制度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制度因素，

改变了劳动力流动的通常规律 ( 李强，2003) ，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一定的影响

( 孟兆敏、吴瑞君，2011) 。年龄、职业、婚姻状态、文化程度等个人因素也对个体的

居住流动产生影响 ( Brigitte，1995; 张杭等，1999) 。

除了客观条件对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波特斯认为移民过程中的

每一个环节 ( 如，向何处迁移以及是否在流入地定居等) 都与迁移人口拥有的社会

资本或社会网络密不可分，因此个体的主观心理因素和社会生态因素也会对居住流

动意愿的决策产生影响 ( Portes，1998)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以及城镇化的深

入发展，在人口的流动和迁移中最核心的问题便是流迁人口如何看待自身的新身份，

如何适应流入地，最终达到对流入地的心理融入。社会支持是实现心理融入的条件

之一，而社会认同是心理融入的基础。关系流动性是与社会支持的获得和社会认同

的建构均密切有关的社会生态因素 ( 窦东徽等，2014; 陈咏媛、康萤仪，2015 ) 。

基于社会生态心理学的视角 ( Oishi，2014; Yuki ＆ Schug，2012) ，本文旨在考察关

系流动性如何通过心理因素对迁移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决策产生影响。

与以往强调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制度因素和个人因素的研究不同，本研究侧

重于探讨流入地的社会生态因素在城市认同和居住流动意愿中的作用，意图通过分

析了解社会生态因素和心理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影响迁移人口的居住流动意愿，揭示

人们在居住流动决策过程中的心理机制。研究将有助于了解个体迁移流动的心理需

求，为制定和实施人口管理政策提供证据，并帮助流动迁移人口实现 “市民化”，

这些均对构建稳定及和谐的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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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城市认同与居住流动意愿

从人口流动的角度看，社会认同具有重要的功能。社会认同有利于帮助个体融

入流入地 ( 赵向光、李志刚，2013 ) ，增强社会适应性 ( 范兴华等，2012 ) 和提高

生活满意度 ( 杨健等，2012) 。社会认同具有不同的层次，与自我密切相关且不易

改变的认同类型较为近端，与自我相关度低且易发生改变的认同类型较为远端，前

者如身份认同，后者如地域认同和城市认同。近端社会认同不易被环境或外界改变，

远端社会认同较易被环境或外界改变。身份认同是社会认同最底层的部分，也是最

难改变的部分，城市认同是社会认同较外在的部分，也是较易改变的部分。现有社

会认同研究过多集中于身份认同，寄希望于个体通过认同自身的身份实现对流入地

的心理融入，而这恰恰是社会认同最难实现的部分。因此，迁移人口的心理融入有

必要从远端的城市认同入手，探讨城市认同如何帮助迁移人口达到心理融入。

现有城市认同与居住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特定类别的流动对象，如流动

儿童 ( 袁晓娇等，2010 ) 、农民工 ( 蔡禾、曹志刚，2009 ) 、失地农民 ( 谭日辉，

2014) ，探讨影响该特定群体城市认同感缺失或城市认同困境的社会心理因素，如社会

支持 ( 范兴华等，2012) 、依恋 ( 王中会，2016) 、歧视知觉 ( 范兴华等，2012) ，试

图寻找影响城市认同的结构性因素，如制度性障碍 ( 李超海、唐斌，2006) 、公共政

策 ( 阿兰等，2011) 、居住空间 ( 徐琴、刘国鑫，2009) ，进一步分析城市认同对生

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 庄春萍，2011)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具有几个方

面的不足: 首先，聚焦于如何建构城市认同以更好地融入流入地，而非关注已形成

的城市认同对流动及迁移人口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 其次，研究对象集中于弱势群

体，对正常群体的流动迁移过程关注较少; 最后，虽然强调社会支持在城市认同中

有着重要作用，但对如何形成良好的社会支持缺乏深层次的探讨。本研究尝试从关

系视角对城市认同作新的解读，探讨正常人群在流动迁移过程中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的难易如何影响其城市认同，这种影响又如何作用于个体居住流动意愿。

( 二) 关系流动性与居住流动意愿

关系流动性是指个体对其所属群体中群体成员寻找新伙伴或建立新伙伴关系机

会的看法 ( Yuki et al. ，2007; Yuki ＆ Schug，2012 ) ，它是个体对于周围建立新人

际关系或摆脱旧人际关系难易程度的感知。当个体感知到周围易于建立起新的人际

关系或可容易摆脱旧的伙伴关系，那么其感知到的关系流动性程度就高，反之则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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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流动性关注社会网络的流动，它与人口规模相关度较高，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

的关系流动性可能高于人口规模小的城市。巴恩在一项研究中考察了学校规模对关

系流动性的影响，发现规模大的学校关系流动性较高，而规模小的学校关系流动性

较低 ( Bahns et al. ，2012) 。关系流动性作为社会生态因素，是个体对周围社会生

态的一种评估，其本质是个体对所处环境的认知，这种认知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个体

在选择或离开居住地上的决策，亦个体的关系流动性感知可能成为影响居住流动意

愿的诱因。

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建构良好的城市认同具有重要作用 ( 蔡禾、曹志

刚，2009) 。社会支持分为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研究显示，中国的正式社会支

持网络较为薄弱，在文化上中国人又倾向于选择基于血缘、亲缘和业缘的非正式社

会支持 ( 张友琴，2001; 刁鹏飞，2009; 陶裕春、申昱，2014 ) 。在现实与文化交

织的情况下，非正式支持对中国人社会支持的获得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有着重要

的作用。如何在流入地建立非正式支持很可能影响其对流入地的认同程度。若个体

知觉到流入地关系流动性程度高，意味着自己有可能凭借自身的努力，在当地建立

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 ( Schug et al. ，2010) ，从而建立对流入地城市的认同

水平，更愿意在当地居住。反之，若个体知觉到流入地关系流动性程度低，意味着

自己较难在当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从而难以建立对流入地城市的

认同水平，继而愿意搬迁到其他地方。

( 三) 本地居住时长的调节作用

居住流动意愿并非完全取决于关系流动性和城市认同。已有研究表明，本地居

住时长是居住流动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外来人口在城市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长

期居留的概率越高，其预期继续居留的时间也越长 ( 任远，2006) 。居住时间长短

对新生代农民工留京有显著影响 ( 李艳春、李秋实，2014) ，对迁移人口留城定居

意愿也有显著正向的影响 ( 谢建社、罗光容，2015) ，居住时间越长的个体其市民

化意愿越强 ( 赵蕊，2017) 。除了影响个体的居住流动意愿，本地居住时长也影响

个体的城市认同。既往研究发现，居住时长可能影响认同的形成 ( 杨立国等，

2014) ，居住时间对城市新移民的地域认同具有正向影响，居住时间长的城市新移

民其认同本地人身份的可能性更高 ( 雷开春，2008) 。因此，本研究推测本地居住

时长可能在关系流动性对居住流动意愿、城市认同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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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地居住时长可能调节关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

本地居住时长较长的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强，拥有的社会资本较高。居住时间

5 年以下组的流动人口其社会支持显著低于 11 ～ 20 年和 21 年以上组，6 ～ 10 年组显

著低于 11 ～ 20 年组，并且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会逐步得到提升

( 付玉娟等，2012 ) 。在本地居住的越长，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 ( 李涛等，

2008) ，从本地居民处获得的社会支持更多 ( 雷开春，2008) ，并会对社区社会资本

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 ( 冯静，2016) 。因此可推测，对于本地居住时长较长的个体，

关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程度可能较强，对于本地居住时长较短的个体，获得

的社会支持较弱，并且尚未形成较高的社会资本，关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程

度可能较弱。

其次，本地居住时长还可能调节城市认同对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个体的社会

认同与本地居住时长有着复杂的关系。刘妍洁 ( 2013 ) 发现，在城市居住时间为

0 ～ 1 年的流动儿童的农村人认同最高; 在城市居住时间为 3 ～ 5 年的流动儿童的城

市人认同最低; 而在居住时间为 10 年以上的流动儿童的城市人认同最高，农村人认

同最低。苏文 ( 2011) 也发现，流动儿童的城市认同与居住时间呈 “U”型发展趋

势，居住时间在半年至两年为 “U”型低谷。另有研究指出，以在本地居住时间上

达 3 ～ 5 年为界，城市人认同与农村人认同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模糊性认同随着居

住时间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 单丹丹，2011) 。由此可见，社会认同随着本地居住时

长的变化发生演变。本地居住时长较短的个体，对流入地的城市认同尚未形成，正

处于从对迁出地的城市认同转向流入地的城市认同的波动过程中，以致城市认同对

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较弱。而在本地居住较长时间的个体已完成从迁出地的城市认

同转向流入地的城市认同，因此城市认同对于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较强。

图 1 城市认同、本地居住时长在关系流动性与居住流动意愿关系中的作用的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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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关系流动性、城市认同与居住流动意愿三者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本研

究认为关系流动性可能是促使个体做出是否改变居住环境决策的原因，这一决策的过程

中城市认同起了中介作用。此外，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本地居住时长如何调节关系流动

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以及城市认同对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意图从社会生态视角解读

城市认同，建构关系流动性与居住流动意愿的联结，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考虑到户口对

个体的居住流动存在影响 ( 蔡禾、王进，2007) ，因此本研究将户口作为协变量给予控制。

二、研究方法

( 一) 样本选取

本文使用的数据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数相科技联合发布的 2017 年社会心态调

查 ( CASS-Matview social Mentality Survey 2017) 。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编制，于 2016 年 8 月到 2017 年 4 月，通过数相科技研发

的问卷调研 App “问卷宝”，向在线样本库的全国用户 ( 共约 110 万人，覆盖全国

346 个地级城市) 推送问卷，再通过用户分享问卷的方式进行滚雪球式发放。目前

问卷宝在问卷质量控制方面能够实现定制化调查和精准的问卷推送，依照调查目的

向特定的用户群推送问卷，参与调查者需要经过系统认证，系统能够检测用户在问

卷填写过程的特征，对乱填乱写的用户进行剔除并列入黑名单，从而确保数据的可

靠性。问卷收回后，课题组进一步依据陷阱题、答题完成情况、逻辑检验等对问卷

进行筛选。CASS-Matview SMS 2017 数据库覆盖全国 31 个省份 ( 不含港澳台) ，调查

最初共收回全部作答问卷 24364 份，经筛选最终得到有效成人问卷 22669 份，问卷

有效率为 93. 04%。为了确保作答的可靠性，本研究依据被调查者在 “居住流动次

数”上的作答情况做进一步删选。该题需要被调查者仔细回忆既往的搬迁经历，对其

配合度要求较高，可有效地检验被调查者在作答时的认真程度。本研究根据陈咏媛

( 2016) 采用该数据库的子样本库发现，以均值以外 3 个标准差作为依据剔除极端数

据，个体居住流动性的最大值为 13，因此删除小学时期、小学到高中和高中至今这三

个阶段搬迁总次数大于 13 的数值 ( 陈咏媛，2016) 。子样本库在抽样上与总样本库匹

配，子样本库的样本为总样本库样本量的 70%，因此子样本可视为总样本库的有效代

表。二次筛选后有效成人问卷 22315 份，男性样本 12664 人，占 56. 8%，女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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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1 人，占 43. 2%，性别比例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 其中，男性人口占

51. 27%，女性人口占 48. 73% ) 相比，男性比例略高，但无显著差别。年龄范围

18 ～70岁，平均年龄 27. 35 ± 8. 26 岁。受互联网用户年龄分布特点影响，样本库中青

年人 ( 18 ～45 岁) 比例相对更大，受教育程度也比全国人口普查情况更高。

( 二) 测量工具

1. 关系流动性

关系流动性的测量采用由纪 ( Yuki，2007) 编制的关系流动性量表 ( relational

mobility scale) ，以评估被调查者感受到其周围人际关系流动性水平的程度。该量表包

含 12 个题项，其中 6 个题项为反向题。要求被调查者基于他们周围人的情况，而非自

身情况就关系流动性条目做出评定，从“1”非常不同意至“7”非常同意。这些条目

如“他们有很多机会结识新朋友”、“对他们而言，和不认识的人交谈是不寻常的事”、

“他们经常无法自由地选择结识的对象”。关系流动性的题项经反向计分后，以 12 个题

项均值衡量被调查者知觉到的关系流动性程度，均值越高表明知觉到关系流动性水平越

高。已有研究发现，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Cronbach’s α =0. 80 ( 赖洵慧，2013)。

2. 城市认同

问卷共 26 个项目，对问卷的总体内部一致性和各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进行统计

分析，结果发现问卷总体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 0. 90，表明该问卷的信度系数

良好。问卷采用李克特 7 点量表，从“1”非常不同意至“7”非常同意就城市认同

条目做出评定。这些条目如“我熟悉所在的城市 ( 地方) 特有的风俗习惯”、“我喜

欢所在的城市 ( 地方) 的生活方式”、“我会为是我所在的城市 ( 地方) 的市民而

感到自豪”。本研究中城市认同的题项经反向计分后，以 26 个题项均值衡量被调查

者的城市认同程度，均值越高表明被调查者的城市认同水平越高。

3. 居住流动意愿

本研究中，居住流动意愿的测量方法是询问被调查者 “结合以往的搬迁经历是

否愿意从现在居住的城市 ( 乡镇) 搬到其他城市 ( 乡镇) ”，从 “1”非常不愿意到

“7”非常愿意进行 7 级评定，分数越高表明个体居住流动意愿越强。

4. 本地居住时长

本地居住时长是询问被调查者在本地居住了多长时间，从 “1”不到半年到

“6”10 年及以上进行 7 级评定，分数越高表明本地居住时长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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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统计分析

采用 IBM SPSS 21. 0 Statistics 和 Process 3. 0 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主

要运用的统计方法为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三、研究结果

( 一) 关系流动性、城市认同与居住流动意愿的初步统计分析

从表 1 可知，关系流动性程度高于中间值 4，均值为 4. 28，表明被调查者知觉

到周边的关系流动性程度为中等偏上。城市认同高于中间值 4，均值为 4. 83，表明

被调查者对所居住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处于中等偏上。居住流动意愿均值为 3. 61，

略低于中间值 4，可见被调查者的居住流动意愿程度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本地居

住时长接近“5 年以上不到 10 年”，总体较长。

表 2 呈现了各变量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关系流动性与城市认同、本地居住

时长呈显著正相关，与居住流动意愿呈显著负相关; 城市认同与本地居住时长呈显

著正相关，与居住流动意愿呈显著负相关; 居住流动意愿与本地居住时长呈显著负

相关。

表 1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关系流动性 1. 25 7. 00 4. 28 0. 52

城市认同 1. 00 7. 00 4. 83 0. 98

居住流动意愿 1. 00 7. 00 3. 61 1. 34

本地居住时长 1. 00 6. 00 4. 93 1. 50

表 2 关键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研究变量 关系流动性 城市认同 居住流动意愿

关系流动性 —

城市认同 0. 28＊＊ —

居住流动意愿 － 0. 07＊＊ － 0. 10＊＊ —

本地居住时长 0. 08＊＊ 0. 28＊＊ － 0. 04＊＊

注: * 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01，＊＊＊表示 p ＜ 0. 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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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城市认同在关系流动性与居住流动意愿中的中介作用

现有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存在不少争议 ( 温忠麟等，2014; Coffman，2011 ) ，

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中现在多数使用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 Stellar

et al. ，2018) ，普里彻和海斯 ( Preacher ＆ Hayes，2008 ) 提出的迭代法 ( Bootstrap

Method) 进行的中介效应检验现已被引用超 16171 次。本文按照赵等 ( Zhao et al. ，

2010) 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参照普里彻和海斯 ( Preacher ＆ Hayes，2004，

2008) 和海斯 ( Hayes，2013) 提出的迭代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采用海斯于 2016

年开发的 PＲOCESS for SPSS v3. 0 版本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该版本采用偏差校正的非

参数百分比 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 法是一种从样本中重复取样的

方法，从而获得 n 个 Bootstrap 样本，并得到 n 个系数乘积的估计值，将估计值以数

值大小排序得到序列 C，其中第 2. 5 个百分比点 ( LLCI ) 和第 97. 5 个百分位点

( ULCI) 构成置信度为 95%的置信区间，如果置信区间不包含 0，则系数乘积显著。

为避免序列 C 的中值只是接近而非等于原样本的中值，Bootstrap 程序采用检验力更

高的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 ( 温忠麟等，2014; 陈瑞等，2013) 。

以关系流动性作为自变量，城市认同作为中介变量，居住流动意愿作为因变量。

根据该方法的使用手册可知模型 4 可用于分析中介效应检验，故选择模型 4，即

“model number”为 4，设定“Bootstrap samples”样本量为 10000，选择 95%的置信

区间，进行 Bootstrap 中介变量检验。将被调查者的户口作为控制变量以排除户口因

素产生的影响。

中介检验结果表明，城市认同的中介检验没有包含 0 ( LLCI = － 0. 13，ULCI =

－0. 09) ，表明城市认同的中介效应显著。控制中介变量城市认同之后，关系流动性

对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依然显著，t = － 7. 00，p ＜ 0. 001，置信区间 ( LLCI = － 0. 16，

ULCI = － 0. 09) 不包含 0，表明关系流动性对居住流动意愿存在直接效应，直接效

应值为 － 0. 13。由此可见，城市认同在关系流动与居住流动意愿中起着部分中介的

作用，城市认同的部分中介效应大小为 － 0. 06，城市认同和关系流动性在居住流动

意愿上的总效应值为 － 0. 19。具体的中介模型图和未标准化路径系数值见图 2。

( 三) 本地居住时长的调节作用

为了解城市认同在关系流动性与居住流动意愿中介作用过程中，本地居住时长

如何对这种中介作用产生调节效应，研究以关系流动性作为自变量，城市认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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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市认同在关系流动性和居住流动意愿中的中介作用

中介变量，居住流动意愿作为因变量，本地居住时长作为调节变量，户口作为控制

变量，根据该方法的使用手册可知模型 58 可用于分析调节变量模型，故选择模型

58，即“model number”为 58，设定 “Bootstrap samples”样本量为 10000，选择

95%的置信区间，进行调节效应检验。

分析发现，关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受到本地居住时长的显著调节，置信

区间为 ( LLCI = 0. 03，ULCI = 0. 07) ，不包含 0。通过均值、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区

分了低、中、高三种本地居住时长，分析在本地居住时长不同的个体中，关系流动

性对城市认同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对于本地居住时长较短、中等和较长的个

体，关系流动性均显著影响了城市认同，关系流动性越高则城市认同越高，且这种

效应随着本地居住时长的增加而增强，其调节效应值分别为 0. 42、0. 49 和 0. 54，

Bootstrap 检验的置信区间分别为 ( LLCI = 0. 38，ULCI = 0. 45; LLCI = 0. 47，ULCI =

0. 51; LLCI = 0. 51，ULCI = 0. 57) ，均不包含 0。

城市认同对居住流动密度的影响也受到本地居住时长的显著调查，置信区间为

( LLCI = － 0. 08，ULCI = － 0. 05) ，不包含 0。通过均值、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区分

了低、中、高三种本地居住时长，分析在本地居住时长不同的个体中，城市认同对

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对于本地居住时长中等和较长的个

体，城市认同显著影响了个体的居住流动意愿，城市认同越高则居住流动意愿越低，

其调节效应值分别为 － 0. 11 和 － 0. 18，Bootstrap 检验的置信区间分别为 ( LLCI =

－ 0. 13，ULCI = － 0. 09; LLCI = － 0. 20，ULCI = － 0. 15) ，均不包含 0; 而对于本地

居住时长较短的个体，城市认同不能显著影响个体的居住流动意愿，置信区间为

( LLCI = － 0. 03，ULCI = 0. 02) ，该区间包含 0。本地居住时长的具体调节效应效果

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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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本地居住时长对关系流动性和城市认同的调节作用

四、结果与讨论

( 一) 关系流动性对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关系流动性感知直接影响了居住流动意愿，关系流动性与个体的

居住流动意愿负相关，其原因可能有三。

首先，关系流动性高低的心理影响不同。较之于低关系流动性，高关系流动性

的环境给予个体较多积极的心理影响。有研究发现，处于高关系流动性环境的个体，

其情绪表达信念与忧郁症状存在负相关，但这种相关在低关系流动性的个体身上会

减弱，且研究进一步发现，在低关系流动性的实验条件下，个体表达愤怒情绪会导

致正向情感与自我调控能力的下降，而在高关系流动性的实验条件下，个体则无此

现象 ( 赖洵慧，2013) 。还有研究发现，处于高关系流动性环境的个体，其自尊更

强、主观幸福感更高、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联更也强 ( Yuki et al. ，2013; Sato ＆

Yuki，2014) 。此外，当个体感知到自身在高关系流动性的环境下时，有更强的自我

提升倾向，为了摆脱低关系流动性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个体有可能倾向于在未来

搬到其他地方，以寻找到适宜的居住环境 ( Falk et al. ，2009) 。

其次，作为外在的社会生态指标，关系流动性是个体无力改变的部分，它降低

了个体的控制感，由此促发了个体试图寻求和获得控制感的外在动机。有研究发现，

处于低关系流动性的个体具有寻求和想要等级地位以控制外在资源的动机，试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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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获得自身对外在环境的控制感 ( Ong，2015) 。

最后，处于流动的社会中，个体具有加强其社会关系 ( Schug et al. ，2010) 和

扩展社会关系的动机 ( Oishi et al. ，2013) 。有研究发现，生活在居住流动性较高的

环境下的个体报告了更强烈的扩展社会网络的动机 ( Oishi et al. ，2013) ，而生活在

较低居住流动性环境下的个体，这种动机相对较弱。有研究表明，居住流动反映了

人们更乐意脱离现有社会纽带，更愿意去寻找充满活力的环境的意愿 ( Gillath ＆

Keefer，2016) 。总而言之，个体的居住流动可能是他们摆脱现有社会关系、扩展社

会关系的心理过程在行动上的体现。

( 二) 城市认同对关系流动性与居住流动意愿关系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关系流动性通过提高个体城市认同降低了居住流动意愿，即城市

认同在关系流动性和居住流动意愿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城市认同可在关系流动性

与居住流动意愿中起中介作用的原因可能有三。

原因一是关系流动性是城市特性的反映，是城市的一种软实力。关系流动性不

是个体的水平而是生态水平的建构，反映了社会环境中关系选择的可获得性程度，

它可体现为个体、群体、城市、国家和文化等不同层次水平，在个体层次是个人对

自身建立新人际关系难易的感知 ( Ong，2015) ，在城市层次是个体对所处的区域或

城市建立新人际关系难易的感知。城市的关系流动性的高低归根结底是来自其市民

的开放性和接纳度，是城市市民整体素养的一种反映。由此可见，关系流动性体现

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展示了城市的温度和柔性，成为流入地城市的特性之一。本研

究进一步发现，不管本地居住时长的长短如何，关系流动性显著影响了城市认同，

关系流动性越高则城市认同越高，这从侧面反映了关系流动性的社会生态指标特性。

也就是说，关系流动性一旦形成便较为稳定，不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原因二是关系流动性提高了城市的社会资本。尽管对于如何定义社会资本存在

着不少争议 ( Putnam，2000; Manski，2000) ，但是社会网络和一般信任已被普遍视

为社会资本的核心成分 ( Paxton，1999 ) 。帕克斯顿 ( Paxton，1999 ) 指出，社会网

络是社会资本的客观成分，是指人们实际的社会纽带; 而一般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主

观成分，是指个体自然地知觉到社会纽带的可信程度和互惠程度。关系流动性可能

从两个途径提高城市的社会资本和资源，其一是关系流动性提高了城市的一般信任

水平。已有研究表明，高关系流动性的社会 ( 如北美) 的一般信任程度较高 ( Y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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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7) ，这种环境下的个体辨识可信性以及识别他人的不诚信行为的能力较

强 ( Yamagishi et al. ，1999) 。其二是关系流动性提高了社会支持的可获得性。杨健

等 ( 2012) 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农民工城市认同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可解释农

民工城市认同总变异的 25. 3%。既往研究发现，本地支持对地域认同具有正向影响

作用 ( 雷开春，2008) ，个体的社区交往是社会资本增加的重要体现。迁移人口与

邻居的交往程度每上升一个层次，其实现本地认同的概率将上升 5. 6% ( 史毅，

2016a) 。因关系流动性意味着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更宽广的社会网络和更可得的

社会支持，它可能成为一个地区或城市的社会资本和资源，从而取得了处于流动状

态个体的认同感，提高了城市认同。

原因三是城市认同与居住流动意愿密切相关。任远和邬民乐 ( 2006 ) 研究发

现，在上海的迁移人口中，那些对上海持有更负向城市认同的个体更倾向于离开上

海返回家乡，而非继续留在上海。迁移人口在 “本地化”过程中在经历了经济融

入、制度融入、社会融入后，更重要的是实现心理层面的融入 ( 李培林，1996; 史

毅，2016b; 崔岩，2012) 。迁移人口通过关系流动性的知觉对自身在本地关系网构

建的难易做出判断，从而对于自己形成地缘关系形成基本的判断，由此建构该地区

的城市认同感。如若城市认同感高，则个体在心理层面实现了社会融入，降低了居

住流动意愿。如若城市认同感低，则个体无法在心理层面实现社会融入，增加了居

住流动意愿。

城市认同对关系流动性和居住流动意愿的关系所起到的中介作用意味着迁移人口

可通过城市认同，摆脱较难改变的近端身份认同，转向较易改变的远端地域认同，使

他们更容易实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提高了他们的社会适应性，降低居住流动意愿。

( 三) 本地时长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城市认同的中介模型受到本地居住时长的调节，其调节作用主要

表现在两条路径上，其一是调节了关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对于本地居住时

长较短、中等和较长的个体，关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程度不同。本地居住时

长较短的个体，关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最弱; 本地居住时长较长的个体，关

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最强。这意味着时间因素调节了关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

的影响强度，长时间居住使关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变强。长时间居住提供了

时间、机会和可能性让个体逐步建立起社会支持网络，通过建构社会支持网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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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居住城市建立联结，从而慢慢融入城市生活。长时间居住让个体更能清晰地知觉

流入地的关系流动性程度，对自身在流入地建立所需社会支持网络的可能性判断更

准确，影响他们对自身与流入地城市建立联结的可能性判断，从而最终影响个体对

流入地的城市认同。

其二是调节了城市认同对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对于本地居住时长较短的个体，

城市认同对居住流动意愿没有影响，对于本地居住时长中等和较长的个体，城市认

同越高则居住流动意愿越低。长时间居住导致个体与原迁出地的联系变弱，减少了

个体在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形成对比，帮助个体逐步淡忘对迁出地的情感依恋，有

利于个体形成对流入地的城市认同感。迁移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时间每增加一年，

实现本地认同的机率可上升 2. 5% ( 史毅，2016a) ，长时间居住会让个体形成持久

而稳定的地方依恋 ( Williams et al. ，1992) 。迁移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是渐进式的 ( 任

远，2006) ，在不同居住时长他们的心理状态和心理需求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人

口流动迁移政策应根据迁移人口在城市居住时间的长短，有针对性地根据其心理需

求实施相应的政策，渐进式引导迁移人口从心理融入流入地。

五、局限性和启示

本研究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居住流动意愿是主观的指标，将来

应考虑如何衡量居住流动意愿客观指标。其次是中国人口迁移方式夹杂着主动迁移

和被动迁移成分。两个不同迁移方式可能受户口和个体自我实现的影响。被动迁移

的个体可能因户口或其他因素在流入地无法实现城市化而被迫选择流动，主动迁移

的个体可能为了更高的自我实现主动选择流动。虽然在本研究中已将户口因素作为

控制变量，但这两种迁移方式的原因和心理影响可能有差异，将来研究应细分主动、

被动迁移，对两种迁移方式的心理影响做系统分析。再次是中国不同地域文化差别

较大，长距离搬迁与短距离搬迁对关系流动性、城市认同和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可

能不同，将来研究应考察长距离搬迁与短距离搬迁对三者的影响。最后，虽然本研

究在数据分析中已控制户口因素，但因研究采用横断面数据使得关系流动性与居住

流动意愿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

针对分析结果，本文认为增进人口城市化可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协助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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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入地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从分析结果看，人们持有的关系流动性程度并不高，

居住流动意愿程度亦不强，且居住流动次数较低、本地居住时长较长。可见，人们

居住流动的主观能动性并不强，如若能提高个体的关系流动性感知，势必能够有效

减少个体未来居住流动。因此，应在不同场合开展各种人际交流活动，增加个体选

择新伙伴的机会，帮助个体摆脱不想维持的人际关系，协助个体逐步建立当地的社

会支持网络以逐步融入流入地。此外，还应提升市民的整体素养，鼓励市民更为开

放地接纳不同群体。其次，削弱个体的近端社会认同 ( 如身份认同) ，突出强调个

体的远端社会认同 ( 如城市认同) 。城市认同比身份认同更具包容性，城市认同将

迁移人口的社会认同提升至与流入地的居民相平等的层次，引导迁移人口以城市市

民身份而非迁移人口身份融入当地，从而更易实现社会心理融入。为此应该弘扬平

等、包容的城市精神，以城市发展的整体观看待迁移人口对本地城市发展的贡献，

接纳迁移人口帮助他们实现 “本地化”，从而逐渐在心理上融为新市民。最后，城

市应该在吸引迁移人口流入后，将本地居住时长作为城市公共福利分配的重要依据

( 唐杰、张斐，2011) ，减少迁移人口的居住流动意愿，提高迁移人口的市民化。城

市也应根据不同居住时长的迁移人口的心理需求，开展相应的社会心理服务，引导

迁移人口渐进式融入流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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