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缘青年情绪心理危机的测量与疏导
＊

——基于浙江新生代农 民工的调查

袁靖华

摘荽 ：
近年来 ， 多起恶性事件的发生预警 了 边缘青年受忽视的情绪心理健康 问题 。 作 为主要的

边缘青年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处于青春期这
一特定的人生阶段 ，其心 理状 态 、社会交往及人际交往

中 的情绪 、情感体验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 通过实证研究 ，本文调查 了新生代农民工在 当地人际交

往中 的情绪心理 ，研究发现 ，亲密 的人际关 系 对他们 的情 緒心理健康最具重要性 ，
但实 际可依赖的

倾诉渠道比较有限 。 此外 ，本研究还测 量 了 交往 中 潜在的情绪心理危机程度 ，深入挖掘 了造成人际

交往的 内 隐性情绪心理 问题的主要诱 因 ，建立 了有关外部行为的预测指标 ，
探索 疏导这一青年群体

在人际 交往 中所存在的情绪问题 ，

以帮助他们提高人际关 系 的品质 ，有效预防情绪心理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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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来 ，城市新生代农民工不断发生极端事件 ，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长期消极和负面

情绪的累积而造成的 。 这些极端事件也提醒人们
“

在贫富差距严峻的 当下 ，直面底层群众的精神贫

困 、情感危机已迫在眉睫
”

（石述思 ，
2 0 1 4

：

2
） 。 在城市生活环境 中 ，新生代农民工明显属于

“

边缘

人
”

。 他们正处于躁动焦虑的青春期 ；
同时他们大多远离父母和家人 ，孤身游离在人地生疏 、价值观

冲突剧烈 、贫富对比悬殊的城市环境中 。 这种底层和陌生的人际关系的原子化生存更容易导致他

们当 中的许多人出现种种心理焦虑 ，从而诱发出进
一

步的情绪失调 以及心理失范 。

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状态 、社会交往和人际交往上 的情绪 、情感体验具有
一

定 的独特性 。

在这一过程中 ，他们当 中轻者会有人出现迷茫 、苦闷 、烦躁 、冲动等种种负面情绪和行为 ；重者则会

有人出现情绪心理危机 ，并进而产生各种心理疾病 ，甚至有人会产生犯罪或 自杀等心理倾向 。

一般

认为 ，在这个特定的年龄阶段和环境中 ，他们可能会产生如下心理健康问题 。

（

一

）青春期的认同危机

人们往往把青春期形容为
“

第二次诞生
”

和
“

心理断乳
”

，这
一

阶段是个体心理发展的危机阶

段 。
1 9 0 4 年 ，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 ？ 霍尔 （

Ｓｔａｎｌｅ
ｙ
Ｈａｌ ｌ ） 出版了 《青春期 》

一

书 ，提 出 了之后广为流

传的
“

青春期危机
”

理论 。 这
一

理论认为 ，青春期意味着个人心理形态的突变和危机。

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 ． 埃里克森 （ ＥｒｉｋＲ Ｅｒｉｋｓｏｎ ） 曾指出 ，每个人在其
一生的各个阶段皆

面临各种危机 ，需要解决各种发展问题 。 就青年人来说 ，
2 0 岁左右的青春期 的核心问题是获得 自

我同
一

性 ，避免同
一

性的危机与混乱 ；
2 0 多岁 时则处于寻找家人之外的情感归属对象的阶段 ，这一

阶段的核心问题是获得亲密感 、避免孤独感 。 1 9 6 8 年 ，埃里克森出版了 著名 的 《身份认同 ：青年与

危机》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ＹｏｕｔｈａｎｄＣｒｉ ｓｉｓ
）

—

书 。 在这本书中 ，埃里克森进一步提出 ，

2 0 岁上下的青年人当 中

普遍存在各种
“

情绪困扰
”

，这是他们 自我认同危机最为典型 、最为集中的年龄段 。 在这个年龄段 ，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 目
“

传媒助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 的路径与 可行性
——

以 浙

江为例
”

（ 1 0 ＹＪＣ 8 6 0 0 5 8 ） 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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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5 ． 2

急剧变迁的社会文化环境往往会诱发各种心理问题 ，从而导致青年的内在 自我认同混乱 ，无法正确

认识 自 己 、 自 己的职责 、 自 己所要承担的角色等 。 在很大程度上 ，
青少年中盛行的骚乱和侵犯行为

就是源于这种 自我认同的混乱 （ Ｅｒｉｋｓｏｎ
，

1 9 6 8
 ：

2 3 2 － 2 6 0
） 。

同样 ，就处于城市边缘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 ，他们所处的特定年龄段也是其人生道路选择的关

键时刻 。 他们面临着就业 、恋爱 、婚姻等种种重大问题 ；
其工作 、人生定位 、情感生活 、 价值观念 、性

格塑造都还未稳定 ，心理不成熟 ，知识技能不足
；
且又背井离乡 、离开了父母和家人的监管 ，外部的

“

政府 、社区 、 乡村乃至企业对他们的影响和引导缺失
”

（韩长赋 ，
2 0 1 2

：

7
） 。 从乡村到城市迁移所造

成的强烈反差 、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 ，所有这些均给他们以强烈的情感冲击和

心理震动 。 因而
，在这些因素 的共同作用下 ，

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在人生价值的定位上开始 出现迷

茫
，进而影响到他们的人生态度 、与人交往的心态 、 自我认同等 。

（
二

）城市边缘人的情绪体验与潜在心理疾患

心理学认为 ，
苦闷 、孤单、压抑 、 自卑 、焦虑 、失落感和挫折感等皆属于消极情绪 。 如果这些消极

情绪累积到
一定程度 ，则极易诱发人们的种种心理健康问题。 苦闷 、孤单易 弓 丨起忧郁 ；

压抑往往又

是 由现实生活中 的失落感 、挫折感 、 自卑感所带来的 ，严重者极易造成一定的人格扭曲 。

通过对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多年调查 ，美国精神病学家希利 （
Ｈ ｅａｌｙ ） 指出 ， 当来 自社会关系

的安全感 、承认的需要 、 自我满足感 、对新的经验的需要 、独立 自 由 的需要 、 占有财产的需要等所有

这些受到妨碍时 ，年轻人极易产生不满情绪 。 如果青少年当 中存在长期的深刻的情绪不满问题的

话 ，那么他们就有可能通过违法犯罪行为来获得代偿性满足 （ 转引 自孟绍兰 ，

2 0 0 5
：

2 8 8 ） 。

精神分析等临床研究亦证实
，
人在挫折状态下的烦恼 、愤怒 、不满 、怨恨 、敌视等消极情绪 ，如果

得不到有效的排解和宣泄 ，那么积累到
一定程度 ，他们就会产生极度紧张 、 焦虑和压抑感 ，从而进

一

步产生情绪冲动 、爆发攻击性犯罪行为 。 这种攻击行为可能直接指 向阻碍 目标实现的人或事物 ；
也

可能转向攻击社会中的其他无辜对象 （孟绍兰 ，
2 0 0 5  ：

2 9 2
） 0

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生活的
“

边缘人
”

，
工作稳定性低 、工资收人低 、权益保障低 、职业声望低 、

身份地位低。

“

农村与城市 、农民与市民种种不平等……清晰地反映在农民工心理上 ，产生了一 系

列的社会心理问题
”

（王 国平 ，
2 0 1 2

：

1 9 3 
－

1 9 4
） 。 在这种情况下 ，

许多人极易产生
“

心理剥夺感
”

、

“

不公平感
”

以及
“

自卑感
”

（李怀玉 ，
2 0 1 0

：
8 7－

 9 1
） ，并进而引发种种负面的情绪心理 。

因而 ，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提出本研究的假设 1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极情绪同他们在城市中 的边

缘地位显著相关 。

二、基本研究视角 ：人际传播与情绪心理健康

人们一般把人际传播看成塑造人格的基本材料 ，
它主要满足了人们对于归属感和个体尊重的

心理需求 。 有研究就此问题对全国 2 9 个省 、市 、 自治区进行了 问卷调查
，
调查结果发现 ，

“

人际关系

高度影响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尤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
”

（金盛华、徐文艳 、金永宏 ，

1 9 9 9
：

4 7 － 5 2
） 。 其他

一些研究也发现 ，如果青少年移民在其移居地的互动交往的程度越深 ，那么他们的

社会适应性就会越强 （ 转引 自毛晓光
，

2 0 0 1： 
1 3 

－

 1 8
） 。

一般认为 ，人际关系的质量或满意度会深刻

影响人的心理健康程度 ，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沟通及亲密关系 ，有益于提升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和情感愉悦程度 （
Ｈ ａｆｅｎｅｔａｌ ．，

1 9 8 8
：

7 9 
－

1 1 5 ） 。

据此 ，我们可以提 出本研究的假设 2
： 亲密的人际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缓解消极的情绪心理具

有重要意义。

情绪构成了人际交往的重要维度 。 麦克罗斯基 （
ＭｃＣｒｏｓｋｅｙ ｅｔ ａｌ ．

 ，
1 9 8 5

 ：
1 6 5－ 1 7 3

）等学者将行

为 、态度 、情绪情感作为人际沟通研究中最主要的测量维度 。

一

般认为 ，人们在态度和情绪情感等层面的人际沟通心理往往与他们对于沟通行为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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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相关 （
Ｒｕｂｉｎ ｅ ｔ ａ ｌ

．

 ，
1 9 8 8

：
6 0 2 － 6 2 8

） 。 许多研究也有类似结果 ，
即人们在 日 常环境和生活 中所

受到的心理困扰越严重 ， 那么他们就越难以 同他人进行正常 的社会交往 ， 并进而实 现社会融入

（
Ｇｒａｃ ｉａ＆ＨｅｒｒｅｒＯ

，
2 0 0 4

：

ｌ
－

 1 5 ） ； 同时 ，个体所受到的沮丧和忧郁程度越高 ，那么他们寻求社会支持

的行为就越低效 （ Ｒｏｏｋ ｅｔａ ｌ ．

，
1 9 9 4

： 5 4 8－ 5 5 9
） 。

就新生代农民工来说 ，他们正处于青春勃发 、情绪波动大 、情感需求饥渴 的特定年龄段。 在这

个年龄段 ，他们往往躁郁不安 、喜怒不定 ，渴望获得心理归属感和身份融人感 。 所有这些都体现在

他们与 当地人的 日 常交往当中 。 同时 ，他们对于尊重和融人的心理需求也需要通过人际交往与信

息沟通而建立起来的各种人际关系来进行响应。

因而 ，综合以上讨论 ，我们可 以提出本研究的假设 3
：新生代农民工在 当地的人际交往态度 、交

往行动与其情绪心理显著相关。

在对有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时 ， 我们发现 ，在有关农民工社会融入的 已有研究中 ，
目前还较

少有研究从微观层面上来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 日 常情绪心理状态 。 通过个案访谈 ，李强 （
1 9 9 5  ：

6 3 － 6 7
） 曾研究过农民工在心理上所受到 的受歧视感与不满情绪 。 同时也有研究发现 ，农 民工当

中往往存在着
一

定的 自卑心理和悲观情绪 、失衡心理和焦虑情绪 、孤独心理和受挫情绪 、压抑心

理和怨恨情绪 、被剥夺心理和抵触情绪等 （康来云 ，

2 0 0 4
：
8 5

－

8 8 ） 。 他们在情感表达和宣泄方面

会受到生存型压抑和权力性排斥 ，从而呈现出
“

焦灼
”

的状态 ，其
“

内卷化
”

、

“

原子化
”

的趋势十分

明显 （ 周永康 、冯建蓉 ，

2 0 1 1
：
9 5

－

1 0 1
） 。 研究发现 ，

在农民工与市 民的 日 常交往活动 中 ， 情感因素

普遍缺失 （
王波 ，

2 0 0 7
：

8 8 
－

9 1
；
洪婧前 ，

2 0 1 4
：

1 2 5
－

1 3 2
） 。

此外 ，
还有一些研究采用医学诊断专用的心理障碍测评量表 （

ＳＣＬ
－

9 0 ） 、焦虑 自评量表 （ ＳＡＳ ） 、

抑郁 自评量表 （
ＳＤＳ

）等对豫 、皖 、粤 、浙等地农民工 的心理健康状态进行诊断和测量 。 研究结果普

遍发现 ，农民工 的心理健康程度低于全国常模 ，情况堪忧 。

但上述提到的研究都没有结合人际传播的关系融人视角来调査具体成因 。 梳理已有研究之

后 ，我们发现 ，专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在人际交往中 的情绪心理问题的成果
一

直比较匮乏。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 日常生活中 ，情绪 、情感问题一直 占据着重要位置 。 从微观层面深人考察农

民工在 日 常生活中与本地人交往时的情绪心理 ，
可以及时捕捉他们在融人城市生活过程中所存在

的隐含而紧迫的人际沟通需求 ，准确掌握并预判他们的情绪心理发展状态 ，从而可进
一步为有关社

会心理融人与人际关系融入的研究提供情绪心理方面的参照 。

在本研究 中 ，我们拟通过实证研究来解决三个相关问题。 第
一

个问题是 ，新生代农民工在人际

交往中的消极情绪状况究竟如何 ？ 第二个问题是 ，新生代农民工在 日 常生活中究竟如何排解他们

的消极情绪 ？ 第三个问题是 ，究竟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人际交往中的情绪心理 ？

通过研究 ，我们力图进
一

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人际交往中所存在的情绪心理危机的程

度 、他们在情绪宣泄时所依赖的主要途径等 。 在此基础上 ，
可以进

一步发掘影响他们情绪心理状态

的主要诱因 ，建立起影响其外部行为的预测指标 ，从而进一步探索可 以有效缓解其情绪心理危机的

社会支持系统 。

三 、新生代农民工当地交往中的情绪心理

（

一

）研究设计

1 ． 人际交往中情绪心理的测量

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在这里所进行的研究不同于心理医学诊断中专 门测量的心理障碍 、焦虑症

或抑郁症 ，
基本上不触及个体的沟通恐惧与心理疾病 。

在研究的相关变量设计上 ，我们借鉴了个体心理健康测量研究 中采用最多的 四方面维度 ，它们

分别是孤独感 、压抑感 （或抑郁 ） 、 自尊感及 自 杀倾向 （
Ｈａｆｅｎ ｅ ｔ ａｌ．

，

1 9 8 8
：
7 9

－

1 1 5 ） 。 同时 ，结合对于

这
一

群体当 中可能存在的主要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梳理 ，我们将研究重点主要放在这样
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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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即在与 当地人的交往 中 ，新生代农民工

一

般会在多大程度上体会到这样
一些感受 ， 包括苦闷感 、

孤单感 、压抑感 以及受歧视感 （反映自 尊需求的敏感性 ）等 。

2
． 抽样调查的方法及步骤

下面我们简要介绍
一下本研究所采用 的抽样调查方法及步骤 。

在具体的抽样调查中 ，我们首先 以 《
2 0 1 1 年浙江省 暂住人 口 统计手册 》 （

2 0 1 2 年 1 月 编印 ） 统

计的全省暂住人 口为整体样本框 ，
选定浙江省最主要的 7 个地级市 （包括杭州 、宁波 、温州 、金华 、嘉

兴、 台州 、绍兴 ）作为抽样地 ， 以这 7 个城市 当时的暂住人 口在全省暂住人 口 中的各 自 比值确定具体

的抽样调查配额 。 在此基础上 ，我们于 2 0 1 2 年 7－  9 月 在各地级市行政区划范围 内分别随机抽取

2 － 3 个县／区
；
同时 ，在选定的抽样 区域内 ，结合行业分布和就业性质 ，我们又分别随机抽取 2 － 3 个

工厂企事业单位 、 2 － 3 个街道社区 、
2 － 3 个商贸聚集区 ， 进行多次分层后 的等距随机抽样 。 在此基

础上
，本调查共发放问卷 1 2 1 0 份 。 在接受调査的 1 2 1 0 名新生代农民工 中 ，其年龄基本上处于 1 6 －

3 2 岁之间 。 问卷采取面访与 自填相结合的方式 ， 当 即发放 、 当即 回收 。 回收问卷 1 1 1 4 份 ，
回收率

9 2 ． 0 7 ％ 。 经过进
一

步检验 ， 最后有效问卷为 1 0 0 3 份 ，
其 中男性样本 5 6 7 个 ，女性样本 4 3 6 个 ， 问卷

总体有效率为 9 0 ．  0 4 ％ 。 在问卷的具体统计处理上 ，我们采用 ＳＰＳＳ 1 9 ．  0 统计分析软件分析检验样

本中所包含的行业分布 、所有制形式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 性别等基本人 口统计数据 。 结果表

明
，这些特征与全国总工会 、浙江省政府 、

省统计局等权威部门发布的人 口调査数据总体较为接近 。

因 而
，我们可以认为 ，

问卷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

（
二

）新生代农民工本地交往中的情绪心理危机

我们首先试图 回答问题
一

所提出 的问题 ， 即新生代农民工在人际交往 中的消极情绪状况 。

对此 ， 问卷调查询问新生代农民工
“

您在与本地人 的 日 常交往中是否感到很孤单 、感到很压抑 、

感到很苦闷 、感到受歧视 ？

”

我们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来进行评分 （ 其中
“

 1 

”

表示
“

完全没有
”

、

“

2
”

表

示
“

有
一

点
”

、

“

3

”

表示
“

有
一些

”

、

“

4
”

表示
“

较严重
”

、

“

5

”

表示
“

非常严重
”

） 。

通过均值 比较结果 ，我们发现 ，
在与当地人的 日常交往 中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以上所提到

的 四种 消极情绪 （分别是苦闷感 、
孤单感 、 压抑感 、受歧视感 ） 。 其中表现最为严重的是苦闷感 ；其次

是孤单感 、压抑感 ；受歧视感相对较轻 。 具体研究结果参见图 1 。

感到很苦闷 2 ． 3 8 6

感到很孤单 ＾2 ． 2 2 2

感麵压抑 命 ：鎮鮮 勤響 ｉｆ ：養 2 ． 1 5 4

感到受歧视  ： 1 ． 8 5 7

Ｉ

Ｉ



1 2 3

均值 （ 5分量表 ）

图 1 新生代农 民工中 四类消极情绪的表现程度比较

在此基础上 ，我们对上述四项指标进行了 因子分析 ； 同 时 自 动抽取特征值 ＞ 1 的因 子 ，
最后得

到的是单
一

因子。 因而
，我们可以认为 ，

这 四种情绪基本上属于同
一

因子 。 我们把这
一

因子命名为
“

人际交往中的消极情绪
”

。

我们采用计算变量的工具 ，
重新赋值到变量区 间 ［

－

1
，

1
］ 。 在此条件下 ， 因子得分在每

一指标

上的理论最大值为 1
，
最小值为 －

1
。 如果 因子得分为正值 ，那么则表明情绪心理越不消极 ；

绝对值

越大 ， 积极倾向越明显 。 如果因子得分为负值 ，那么则表明情绪心理更倾向消极 ；
绝对值越大 ，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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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越明显 。 均值统计结果表 明 ， 新生代农 民工在 日 常人际交往 中 的情绪 心理体验 的均值为
－ 0 ． 4 2

。 这同他们与 当地人的交往意愿 （均值为 0 ．  2 4
） 、交往行为 （均值为 0 ． 0 9 ） 、本地异质交往关

系 （均值为
－

0 ．
 1 6

） 等因子的均值统计相 比 ，情绪心理体验 的负值数最大 。 这也说明 ，在与本地人的

日 常交往中 ，新生代农民工消极 、负面的情绪心理体验较为突 出 ，他们的心理挫败感 、人际疏离感较

为强烈 ， 情感心理上的本地归属感明显空缺 。

（三 ）新生代农民工宣泄消极情绪的依赖途径

下面我们来回答问题二所提出 的问题 ，
即新生代农 民工是如何排他们的解消 极情绪的 。

对此 ，我们调査了新生代农民工宣泄其消极情绪的 主要依赖途径 。 同我们对于前面
一

个问题

的研究类似 ，我们对每
一

条指标测量还是采用李克特 5 分量表 （

“

 1 

”

表示
“

肯定不会
”

、

“

2


”

表示
“

不

大会
”

、

“

3

”

表示
“

有点可能会
”

、

“

4
”

表示
“

有较大可能会
”

、

“

5
”

表示
“

肯定会
”

） 。 通过均值 比较结

果 ，我们发现 ， 当需要宣泄 自 己 的消极和负面情绪时 ，新生代农 民工的第
一

条途径是 向 自 己在 同一

城市的老乡 、
工友进行倾诉 ；第二条选择途径是 自 己独 自 忍耐 ；第三选择途径是向 自 己在家乡 的家

人 、亲友倾诉 ；第四条选择途径是在网络等 自 媒体平 台公上开表达 。 研究结果参见图 2
。

向老乡工友倾诉 2 ． 6 9 9

能忍则 忍 ， 辱 2 ． 6 7 4

向家人亲友倾诉， ，

Ｔ：

…

2 ． 6 5 5

在博客 、 微博 、 ＱＱ群等自媒体发帖＾ Ｉ
‘

Ｖ：
、

｜

2 ． 2 7 1

在网络论坛社区发帖 1

2
．

1 2 3

向社会组织反映 （ 如 同乡会 、 工会组织 ） 醒 隱
｜ 

2  0 0 4

向报刊 、 广播电视等新 闻媒体反映
一

］

1 ． 9 6 2



 Ｉ

｜

1 2 3

均值 （
5分量表 ）

图 2 新生代农民工宣泄消极情绪的途径

因 而 ，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宣泄消极情绪的可得途径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出 ，排在首位的依

然是首属群体 （包括家人 、亲友 、老乡 、工友 ） ；
其次是在 自 媒体平 台上的主体表达

；
而社会组织机构

和大众传媒则排在最后 。

我们对上述几种宣泄途径进行因子分析 ，结果获得 2 个因 子 。 其中 因 子 1

“

向家人／亲友 、老

乡 ／工友倾诉
”

2 个指标构成亲密人际倾诉途径 （
ａ＝ 0 ．  7 0 ）

；
因子 2

“

向社会组织 （ 如同 乡会 、工会组

织 ） 、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反映 ，在网络论坛社区 、在博客微博 ＱＱ 群等 自媒体发帖
”

4 个指标构

成对外公开表达的途径 （
ａ 
＝ 0 ． 8 5

） 。 通过 比较 ，我们进一步发现 ，新生代农 民工更倾向于向具有亲

密关系的人际交往对象倾诉消极情绪 （ 因子 1 的均值为 2 ． 6 8
） ；但是 ，他们较少通过各类媒介渠道

向外界作 出公开表达 （ 因子 2 的均值为 2 ． 0 9
）

。

因 而 ，研究结果也充分说明 了 ，
亲密 的人际关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情绪情感问题 、

心理健康

问题具有第一重要性 。 这进而也支持了我们在前面所提出的研究假设 2
，
即亲密的人际关系对于新

生代农民工缓解消极的情绪心理具有重要意义 。

（ 四 ）新生代农民工本地交往中消极情绪的归 因分析

下面我们来 回答问题三所提 出的 问题
，
即哪些 因素显著影响新生代农 民工在本地人际交往中

的情绪心理 。

8 1



《青年研究》 2 0 1 5 ．
2

对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人 日 常交往中的消极情绪的主要因素 ，我们通过逐步回归分析

获得了如下结果 （参见表 1
） 。

表 1影响新生代农 民工人际交往 中的情绪心理的显著因素

非标准化系数标准系数
￣̄

模型 ｔＳｉ

ｇ
．容差



Ｂ


标准误差试用版




（ 常量 ） 1 ． 0 3 1 ． 1 9 0 5 ． 4 3 4 ．
 0 0 0

工作权益受侵害度． 2 9 0．  0 2 4 ．  3 8 4 1 1 ． 8 3 1 ． 0 0 0．
 9 1 5

同质关系网聊频率． 1 0 9 ．  0 3 0． 1 2 3 3 ． 6 2 0．

 0 0 0． 8 3 4

社会距离感 （ 交往意愿递减 ） ． 1 2 0．
 0 4 0． 1 0 8 3 ． 0 3 9．

 0 0 2 ．
 7 6 8

社会组织活动参与度． 1 0 0． 0 2 8．  1 1 6 3 ． 5 8 0 ． 0 0 0． 9 2 4

在浙调换工作频率． 0 3 6．
 0 1 3．  0 8 9 2 ． 7 9 3．  0 0 5．  9 3 7

异质关系网聊频率． 0 8 6．
 0 3 2 ．  0 9 6 2 ． 7 3 6．

 0 0 6．

 7 8 4

居住条件边缘程度． 0 3 7 ．
 0 1 8．  0 6 5 2 ． 0 8 4 ．  0 3 8．  9 7 4

与本 地 人 实 际交往 行 动 量
＿

． 0 7 4．  0 3 7．  0 7 1 2 ． 0 0 9．  0 4 5 ．
 7 7 1

（ 递减 ）



注 ： 因变量为
“

人际交往中 的消极情绪
”

。 回归平方和为 1 1 3
．
 4 9 1

，残差为 3 4 8
．
 8 4 0

，

Ｆ 值为 3 1 ． 8 8 3
，
模型整体 的

拟合优度 Ｒ方 0 ． 2 4 5
，

调整 Ｒ 方 0 ． 2 3 8
，
模型具有 2 3 ． 8 0％ 的解释力 。 模型的统计显著性 Ｓｉ

ｇ
．＝ 0 ． 0 0 0 。

在表 1 中 ，
工作权益侵害程度为

“

超时超量工作 、缺乏社会保障 、拖欠工资 、劳动安全健康威胁
”

共 4 个具体测量指标获得的单因子 （
ａ ＝ 0

． 8 5
） ；同质关系网聊频率为

“

在网上与家人／亲戚 、老乡／同

学 、同事／老板／等聊天频率
”

共 3 个测量指标获得的单因子 （ ａ
＝ 0 ．

7 5 ） ；社会距离感 （ 交往意愿 ） 为

修正后的鲍氏社会距离量表 （
Ｂ ｏｇａｒｄｕｓＳｏｃ ｉａｌ Ｄ 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ｃａｌｅ

） 中
“

愿意和本地人聊天 、

一

起工作 、成为

邻居 、成为亲密朋友 、如未婚愿和本地人结婚或结亲
”

共 5 个测量指标获得的单因子 （ ａ
＝ 0 ． 8 9

） 。 所

有这些均符合因子分析及效度检验的要求 。

我们发现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本地交往中 的消极情绪的主要因素依次为 ：
工作权益 、网聊频率 、

交往意愿 、组织活动频率 、工作调换频率 、居住条件 、与本地交往行动量。 工作权益受侵害越严重 、

网聊越频繁 、与本地人交往意愿越低 （社会距离感越大 ） 、越经常参加社会组织活动 、工作调换频率

越高 、居住条件越差 、与本地人交往行动量越少
，
新生代农 民工在 日 常人际交往中表现出的消极情

绪就越突出 。 工作权益 、工作调换频率 、居住条件这三个指标可视为新生代农民工
“

边缘人
”

地位的

表征 ，它们与其人际交往中 的消极情绪显著相关 。 这同时也验证了研究假设 1 。 交往意愿 、与本地

交往的行动量则分别从人际交往的态度 、行为两个层面与其消极情绪心理显著相关 ，这同时也验证

了研究假设 3 0

四 、缓解农民工消极情绪的外部疏导途径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 ，我们可以提出缓解农民工消极情绪的几条外部疏导途径 。

（

一

）获得公平公正的工作权益
，
最大程度地缓解情绪心理危机

从分析结果来看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情绪心理危机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各种工作权益受到侵

害的程度 。 农民工在工作中越是体验到不公平 、不公正 ，他们就越有可能成为各种正当权益的受侵

害者 ，进而在本地交往中也就越容易累积各类消极情绪 。 由于
“

超时超量工作 、缺乏社会保障 、拖欠

工资 、劳动安全健康威胁
”

等各种工作权益不断受到侵害 ，农民工的情绪心理健康也会受到严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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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从而最种弓 Ｉ 发各种心理危机 。

“

工作权益的平等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
”

（ Ｓｃｈａｆｆ ，

2 0 0 1
 ：

2 0 1
） ，

“

社会不公的体验总是与公认

的合法的承认没有得到认可有关
”

（霍耐特 ，

2 0 0 9
：

7 9
－

 8 7
） 。 因为

“

相对剥夺感
”

而产生普遍的不公

平焦虑是对于社会危机问题的重要警示 （王俊秀 ，
2 0 0 5

：

1 － 9 ） 。 在现实生活中 ，在新生代农民工身

上发生的跳楼 、 自杀 、公交纵火等恶性社会事件就是同缺失公正保障而长期累积的消极情绪之间存

在着密切的关系 。 因而
，有关部门应尽快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权益 ，

以有效缓解其心理危机。

（二 ）提升人际关系的融人品质 ，提高心理归属感 ，有效缓解情绪心理危机

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地交往中的消极情绪与其作为城市边缘人的尴尬身份之间存在显著的关

系 。 只有真正实现了社会关系的融人 ，
使新生代农民工从游离于城市的边缘人转变为在城市里安

居乐业的市民 ’才能从根本上消弭他们与城市以及城市居民之间 的陌生感 、疏离感 ，从而真正缓解

情绪上的压抑感和孤独感 。

对于调查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也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人的交往意愿越低 ，所感知到的社

会距离越大 ，那么他们之间的实际交往行为就越少 ，从而就会显著加剧他们的消极情绪 。 同时 ，
工

作不稳定 、居住条件边缘化 、远离市中心 ，所有这些因 素都在客观上限制了他们与本地人之间的交

往行为 。 而新生代农民工突破同质性的人际交往圈 ，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意愿越积极 、 交往行为

越多 ，那么他们的消极情绪就会越少 、心理归属就会感就会越强 。 因而 ，我们可以认为 ，人际关系的

质量会直接影响到个体的情绪心理健康水平 。

但问题在于 ，当前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市 民之间的关系疏远 ，他们在本地人际关系融入的

低品质 、疏离乃至隔膜已严重影响到他们在本地生活中的情绪心理 ，从而造成他们对本地缺少情感

心理上的归属感 ，并直接加剧他们
“

边缘人
”

的心理孤独感和压抑感 。 因而 ，有关部门应该破除因居

住隔离 、社会排斥 、身份歧视等造成的种种交往障碍 ， 建立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无障碍沟通

的社会关系支持系统 ， 以进
一

步增进人际关系的融入 ，疏导消极情绪 。

（
三

） 善加利用网络和社会组织活动 ，缓解情绪心理危机

网聊 、参与社会组织活动都是属于消遣性的交往行为 ，它们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填补情感空缺 、

宣泄消极情绪的重要手段 ，是他们排遣孤单寂寞 、缓和交际匮乏 、纾解苦闷压抑的代偿性满足工具 ，

这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他们当中潜在的情绪心理危机 。

因而 ，这两种活动有助于我们通过外部行为表现来观察这
一

群体的 内隐性情绪心理 。

一般

来说 ， 在 日 常人际交往 中情绪心理体验不佳的个体更倾向 于参与网络虚拟人际交往和社会组织

活动 ，从而获得心理归属感的代偿性满足 。 因此 ，社会管理机构包括大众传媒应该通过 网络平台

及时了解农民工群体的情绪心理动 向 ，
积极善加疏导 ； 同时要立足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 的所

在社区 ，有效组织他们的交际活动 ，从而增进人际交往及归属感 ，帮助他们缓解各类消极情绪 。

“

幸福生活就是根据情感上的满足程度来确定的
”

（ 泰勒 ，
2 0 0 5

：

1 3 
－ 2 0

） 。 社会心理 、情感意

识层面的融人 （个体 自 我意识到 、知觉到的与社会联系的深度Ｍ Ｇｒａｃｉａｅ ｔａｌ．
，

2 0 0 4
 ： 1

－

 1 5 ） 对于

增进个体幸 福感 （ Ｃｏｗｅｎｅｔａｌ ．，
2 0 0 0

：

7 9－ 9 9
） 、调适 个体心理健康具有积极且重 要 的意义

（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ｅ ｔａｌ ．，

2 0 0 0
：

4 3 
－

5 9
） 0

消解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地交往 中的消极情绪 ，关键是消除他们作为边缘人的心理孤独感 ，增进

他们对于本地的情感归属感 。 其中最根本的实现途径在于给予他们公平公正的工作权益 、社会权

益 ，从而破除交往障碍 ，提升本地人际关系 品质 ，并善加利用 网络平台和社会组织活动 的疏导功能 ，

有效推动这
一

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与人际关系融人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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