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文基于云南省怒江州两所小学高年级学生的1075份调查数

据，探讨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

本水平越高，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文化适应策略越积极；社会资本对易地搬

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呈现出留守差异和性别差异，表现为社会资本对

易地搬迁社区留守儿童的影响大于非留守儿童，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女

童的影响大于男童。因此，在易地搬迁社区建设中，应增强儿童的社会资本

建设，以个体和集体社会资本推动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尤其要重视

对留守儿童和女童采取针对性和个别化的干预措施，进一步促进其在新社区

的生活适应和社会融入。

【关键词】易地搬迁 社会资本 留守儿童 文化适应

一、问题提出

为解决我国贫困群体的生计发展问题，改善其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自2001年起，国家

开始施行易地扶贫搬迁工程。2020年末，历经19年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胜利收官，我国消

除了绝对贫困，所有贫困县脱帽。目前，虽然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已经完成，但迁出原住地的

一些居民还面临着在新社区中生计发展和社会融入的问题，尤其是易地搬迁社区的儿童，

他们面临着生活环境、学习环境、文化环境的多重变化［1］，在社会融入的过程中面临很多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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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文化适应是指接触不同文化的个体在价值理念、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发生改变

的社会心理现象［2］。根据贝利（Berry）的文化适应压力模型，文化适应是一种压力体验，文

化适应者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心理健康状况下降的现象，这一现象受到个体多

种心理社会特征的调节作用［3］。高文化适应水平能够正向促进移民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和

生活满意度［4－5］；反之，固守、放弃、回避等消极文化适应策略对儿童的心理健康起负向预

测作用［6］。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

生的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目前多项研究证实了社会资本

对儿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些研究多从单一角度出发，如家庭、学校社会资本［7－8］，未

能考虑社会资本的多元维度。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社会融入是乡村振兴中需要重视的问题。

社会文化适应是社会融入的核心和前提，有关研究普遍认为生态系统中的微观、中介、外部和宏

观环境对儿童的文化适应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家庭、学校、社区等微观环境影响最大［9－10］。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儿童发展的重要微观系统，构建多维度儿童社会资本量表，拟回答以下三

个问题：（1）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2）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

童文化适应的影响是否存在留守差异？（3）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是

否存在性别差异？以上研究对验证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提出促进

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城市社会融入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儿童社会资本的测量

学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并未形成定论，社会资本在概念化和操作化测量中产生了分歧。

布朗（Brown）将社会资本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分别对应个人通过社会关系获得资

源的途径、在所处社会结构位置中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行动者群体对资源的占有情况［11］。

阿德勒（Adler）等人将社会资本分为外部社会资本与内部社会资本，外部社会资本包含了上述

的微观与中观资本，即帮助个体获得资源的外在关系；内在社会资本与宏观社会资本相对应，

即能够促进群体团结的内部关系［12］。遵循传统分类方法，我国学者多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体

和集体两个层面。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集中于“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和“个人使用的社

会资本”两个方面。测量“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的主要方法包括提名生成法、位置生成法以

及网络规模、网络密度、位置以及嵌入的资源等；“个人使用的社会资本”的测量包括对于非正

式网络途径的选择、社会网络中流动的资源以及关系人的特征。集体社会资本主要用信任、

公共参与和社会连接、社会网络结构、社会规范等来测量［13］。

然而，上述提到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不能全然用于测量儿童的社会资本，如提名生成

法、位置生成法以及嵌入的资源等测量方法无法在儿童群体中使用。可以肯定的是，儿童

的个人社会资本蕴含在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在家庭、学校等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爱、

支持、尊重等资源对儿童的发展至关重要。帕特南（Putnam）认为“社会资本最基本的形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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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14］。儿童在家庭中获得的情感支持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处于经济劣势环境下的

儿童，更能从支持性的家庭关系中获得情感满足［15］。亲子关系、亲子互动、家庭活动是家庭

社会资本常用的测量指标［16－17］。学校为儿童提供了一个获得社会资本的互动场所，师生关

系、朋辈关系、学校参与以及教师对学生的期望等成为测量学校社会资本的常用指标［18］。在

社区方面，研究发现，通过社区参与、邻居互动和利用社区资源能够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19－20］。

集体社会资本除了社会参与这类可以被观察的、外在的结构性社会资本外，还涵盖了在共同

的规范、价值观、态度与信仰的基础上引导个体进行整合性行动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对于移

民儿童来说，规范被认为是重要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具有高规范和期望的移民学生网络，可

以有效预防问题行为［21］。方然根据中国的情境将规范操作化为公民责任和义务［22］，公民的

责任和义务代表了公民面对公共利益时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积极的责任体验可激发个体

的责任承担倾向，或增强其道德义务感以及亲社会行为［23］。就个人社会资本而言，易地搬迁

社区儿童在原居住地有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乡村初级社会网络，进入城市后，伴随着生活环

境的变迁，社会网络的支持与重建对其文化适应具有重要的作用；就集体社会资本而言，易地

搬迁社区儿童内化规范的程度，反映了其面对公共利益时的态度、采取的行动以及文化适应

的程度。因此，以个人和集体社会资本为切入点编制儿童社会资本量表，可以为了解儿童的

社会资本提供更为全面的视角。

（二）社会资本与文化适应

沃德（Ward）的文化适应过程模型和贝利的文化适应压力模型均提到了个体的文化适

应结果受到个人特质和情境特质的影响，其中群体特质主要包含了关系网络的存在和质

量的影响［24］。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外部保护因素，可以帮助个体减少外部风险带来的压

力，并帮助其适应新的环境［25］。国际跨文化研究发现，留学生的社会网络参与度越高，社

会信任感越强，其跨文化适应水平就越高［26］。在我国的跨城乡迁移群体研究中也发现了

类似的结果，社会资本中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越大、融洽度越高以及异质性越强，移民群

体的文化适应水平就越好［27－28］。然而也有一些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例如沈（Shen）运

用普通话的使用作为衡量文化适应程度的指标得出，社会资本对文化适应的影响上不显

著，可能是由于迁出地的持续影响，相较于经济和生活适应，文化适应的过程更慢［29］。可

见，关于社会资本对文化适应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知，还需进一步探讨和检验。

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离开熟悉的村落迁入城市的安置地面临着生活习惯适应、组织适

应和思想观念适应等多重文化适应问题。地理位置的迁移带来居住环境、学习环境以及

生活环境的改变。能否适应城市迁入地的生活和学习，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父母的情

感依恋、教师的积极关注、同伴的友善接纳等构成的情感支持系统能够促进儿童在新的

文化背景下形成积极情绪体验，促进儿童的社会文化适应［30］。除此以外，社区参与也是

促进移民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31］。易地搬迁社区儿童进入安置地后，如果能

在家庭、学校和社区的关系中获得关心与支持，主动参与社区活动与公共事务，那这些

儿童在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环境中可能更易对自己进行恰当的角色定位以适应新的文

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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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一：

社会资本能够正向影响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文化适应，即社会资本越高，易地搬迁社区儿

童的文化适应策略越积极。

（三）社会资本对文化适应影响的留守差异

易地搬迁工程引起迁移群体生活环境和生计方式发生转变，大量成年劳动力外出工作，易

地搬迁社区留守儿童数量庞大。这一群体面临着家庭缺位和社会环境改变的双重困境［32］。与

非留守儿童相比，家庭不利处境中的多重风险是留守儿童低适应的重要微观环境因素［33］。易

地搬迁社区的留守儿童从农村迁入城市后，由于缺乏父母的情感支持，其在新的环境下安全感、

归属感较弱。同时，这种不利往往对留守儿童与其他系统的互动造成负面影响，如由于缺乏父

母对其人际交往技巧和策略的有效指导，留守儿童往往表现出社会退缩、不包容、害怕与他人互

动等人际困扰问题［34］，以及遭受校园欺凌的风险增加［35］和受教育权利受损等问题［36］。留守儿

童伴随着生活环境中的多重风险因素，这些因素倾向于以累积方式发挥作用，且对儿童发展产

生重要影响［37］。累积风险因素与儿童发展结果的“负加速模式”（Negative acceleration model）认

为，随着累积风险数目的增加，新增风险因素对个体发展的效应越来越小［38］。从积极保护因素

的角度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保护性资源，随着累计数目的增加，可能也存在着类似的“负加速

模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逐渐减弱。杜本峰等人的研究证实了保护性资源对儿童亲社会行为

影响的边际效应，发现其对困境儿童的影响远大于非困境儿童［39］。因此，社会资本对拥有相对

较多资源的易地搬迁社区非留守儿童的作用可能较小，对于本身拥有较少社会资本的留守儿童

来说，社会资本对他们的影响可能要大于非留守儿童。帕特南（Putnam）也指出社会资本作为一

种资源，对于那些财力较弱、教育资源较少的家庭而言，可能是最为关键的因素［40］。对于易地

搬迁社区留守儿童来说，社会资本可能是更为重要的资源，能够帮助其调配资源以应对文化适

应过程中的压力。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二：

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文化适应的影响存在是否留守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社会资

本对留守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大于非留守儿童。

（四）社会资本对文化适应影响的性别差异

在青少年的人际沟通、学校适应以及社会适应的研究中都发现了明显的性别差异。有研

究发现，青春期女性的人际敏感性要高于男性［41］，更易在人际交往中产生焦虑情绪，主要表

现为与人交流时紧张与恐惧以及担心他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从进化论及生物学的角度分

析，进化导致了两性在与社交焦虑障碍有关的神经和内分泌系统上会出现显著差异，这种差异

会使女性更倾向于寻求外界帮助和建立社会关系，但同时也可能增加女性对社交焦虑障碍的易

感性［42］。从亲子关系的角度来看，进入青春期以后，女生的自我评价和主动性可能会有所降

低，她们表现出对亲子沟通具有更高的期待和需求，且亲子沟通对女生学校适应的影响大于男

生［43］。情绪社会分享动机的不同也显示出社会资本的作用可能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向他人分

享时宣泄动机更强，而男性在获取他人关注方面动机更强［44］。这说明女性通过社会关系达成

情感宣泄的目的，而男性更倾向于通过社会关系获得他人的关注。因此我们推测，相较于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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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社区男童，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可能对女童具有更大的影响。此外，女性的社会

化程度较男性更高，更倾向于表现出受社会所赞许的行为方式，因而更加主动地遵从并内化学

校或主流社会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45］。多项研究表明，女性移民更愿意与移民地人群进行

交往，从而更好地缓解移民压力，适应城市生活［46］，相较于男性拥有更高的幸福感［47］。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三：

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社会资本对女童

文化适应的影响更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通过云南大学研究生实习团队于2022年9月调查获得，该调查以云南省

怒江州泸水市D街道H易地扶贫安置社区H小学和福贡县L易地扶贫安置社区S小学为调查地

点。其中，H社区是泸水市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于2019年成立，社区居民均为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的农村贫困人口；H小学于2020年3月开始办学，是一所专门为怒江州最大的易地

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H社区配套建设的小学，学生均为2020年搬迁至泸水市H社区的儿童；L

社区是福贡县第二大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于2019年成立，其居民绝大多数为易地搬迁群

体；S小学于2020年扩建完成，成为L社区中易地搬迁儿童的安置学校。笔者调查时，以上两所

小学的儿童搬迁至城市社区的时间均为两年，正处于城市搬迁社区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方法向两所学校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发放《云南易地搬迁社

区儿童社会适应调查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回收有效问卷1075份。

（二）变量设置与基本描述

1. 被解释变量

文化适应。本研究采用张（Zhang）等人修订的贝利文化适应类型量表［48］，该量表共20道

题，包含融合（既能融入主流文化，又秉承着旧文化）、同化（比起旧文化，更适应主流文化）、分离

（习惯旧文化，难以融入主流文化）、边缘（既无法融入主流文化，也不适应旧文化）四个维度。采

用Likert4点计分，每个分量表分值为5－20分。哪个分量表评分最高，则意味着答题者更加倾

向于采取该分量表所对应的文化适应策略。在贝利的文化适应策略类型中，目前已证实整合文

化适应策略代表了更好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灵活性，然后分别是同化、分离和边缘化［49］。根据

是否能够融入主流文化，本研究将融合与同化归类为积极文化适应策略，将分离和边缘归类为

消极文化适应策略。

2. 解释变量

社会资本。本研究选取《云南省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社会适应调查问卷》中与个人社会资本

和集体社会资本有关的问题进行编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考查儿童社会资

本量表的结构，共23道题，包括亲子关系（6）、师生关系（6）、同辈关系（4）、社区关系（2）和公民

权利与义务（5）5个维度，具体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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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儿童社会资本因子分析结果

维度

亲子关系

同辈关系

师生关系

公民责任与义务

社区关系

克隆巴赫系数

KMO

Bartlett球形检验值

p－value

累计方差贡献率

测试题项

我能通过父亲的言谈、表情感受到他很喜欢我

我能通过母亲的言谈、表情感受到她很喜欢我

我觉得与父亲之间存在一种温柔、体贴和亲热的感觉

我觉得与母亲之间存在一种温柔、体贴和亲热的感觉

当遇到不顺心时，我能感到父亲在尽量鼓励我，使我得到安慰

当遇到不顺心时，我能感到母亲在尽量鼓励我，使我得到安慰

同学之间相互尊重

同学之间相互帮助

同学之间团结友爱

同学们都很关心他人

老师们很关心我

老师帮助学生解决在学校里的问题

老师相信我能做得很好

学生们被给予机会去帮助（学校或老师）做一些决定

学生对（学校或班级）事情有发言权

老师让我觉得自己很出色

在家里我常帮父母干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在公共汽车上我经常给老人和比我更小的小朋友让座

在公园里游玩时，我从不乱扔废弃物

我从不在课堂上捣乱

我总是能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你和邻居之间的关系

你是否参加团体组织活动

0.872

0.856

8216.673

0.000

55.746%

因子载荷

0.713

0.726

0.743

0.753

0.755

0.766

0.731

0.763

0.747

0.663

0.567

0.529

0.627

0.510

0.635

0.662

0.685

0.578

0.696

0.667

0.714

0.708

0.793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从个人和学校两个角度选取控制变量。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户籍、留守，

学校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年级、住校情况、担任班级干部，变量赋值情况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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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控制变量赋值

变量名称

性别

户籍

留守

年级

住校情况

担任班级干部

变量赋值

女=0，男=1

乡村=0，城镇=1

留守=0，非留守=1

五年级=0，六年级=1

否=0，是=1

否=0，是=1

比例

女51.4%，男48.6%

农村84.9%，城镇15.1%

留守67.4%，非留守32.6%

五年级50.8%，六年级49.2%

否85.1%，是14.9%

否81.2%，是18.8%

4. 分析策略

根据被解释变量性质，本研究主要采用二分类逻辑斯蒂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进行分析。首先，使用二分类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

文化适应的影响；其次，采取不同策略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包括社会资本

分维度再估计和倾向值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再估计；最后，使用费舍尔

组合检验（Fisher’s Permutation test）分析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影响的留

守与性别差异。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3是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估计结果。在模型1 中仅纳入社会资

本变量，结果表明其显著正向影响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模型 2、3逐步纳入个体变

量和学校变量，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保持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社会资本越高，异

地社区搬迁儿童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文化适应策略。具体表现为：与采取消极文化适应策

略相比，社会资本每增加1个单位，易地社区搬迁儿童更倾向于采取积极文化适应策略的发

生比增加181.5%（e1.035－1≈1.815），假设1成立。这一结果与沃德的跨文化适应的过程理论

相一致。在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个体需要在情感、认知和行为上对适应压力进行应对，这

一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群内和群际接触是重要的个体因素［50］。特纳（Turner）的

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指出，个体转换为内群体的过程是个体根据得到的

积极情感和价值意义以及以此为基础与他人进行区分的动力过程［51］。拥有更多社会资本

的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更倾向于主动与新的文化环境接触，并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从而表

现出采取积极的文化适应策略。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是否住校是易地搬迁社区儿童采取文化适应策略具有差异的

显著影响因素，住校儿童采取积极文化适应策略的发生比相较于非住校儿童高69.7%（e0.529－

1≈0.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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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社会资本对文化适应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N=1075）

社会资本

控制变量

性别

户籍

留守

年级

住校

担任班级干部

pseudo R2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0.05，**p＜0.01，***p＜ 0.001。

积极vs消极

模型1

1.033***（0.006）

0.023

积极vs消极

模型2

1.034***（0.006）

0.990 （0.132）

1.605* （0.318）

0.771 （0.109）

0.030

积极vs消极

模型3

1.035***（0.006）

0.977 （0.132）

1.455 （0.292）

0.835 （0.120）

1.083 （0.146）

0.529**（0.097）

1.325 （0.244）

0.041

（二）稳健性检验结果

针对基准回归的结果，本部分将变换分析策略进行稳健性检验，将社会资本的五个分

维度分别纳入模型进行回归，考察社会资本各维度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

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除了社区关系维度外，亲子关系、同辈关系、师生关系、公民权

利与义务四个维度均对易地搬迁地区儿童的文化适应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1总

体上得到验证。

表4 社会资本分维度估计

亲子关系

同辈关系

师生关系

公民权利与义务

社区关系

控制变量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0.05，**p＜0.01，***p＜ 0.001。

积极vs消极

模型4

1.045**（0.015）

Yes

积极vs消极

模型5

1.121***（0.027）

Yes

积极vs消极

模型6

1.113***（0.021）

Yes

积极vs消极

模型7

1.058**（0.018）

Yes

积极vs消极

模型8

1.063（0.044）

Yes

由于易地搬迁地区儿童的社会资本水平并不是随机事件，而是由个体、家庭、学校和社区等

诸多因素所决定的自选择过程，这可能导致模型估计存在选择性偏误。因此，为了科学有效地

验证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本研究依次采用一对一匹配、核匹配、近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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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半径匹配等方法进行再次检验。并以社会资本得分的均值67为界，划分低社会资本和高

社会资本。表5报告了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不同匹

配方法下的结果均表明，社会资本水平越高，易地搬迁社区儿童越倾向于采取积极文化适应策

略，即在纠正自选择偏误后，假设1依旧成立。

表5 社会资本与文化适应的PSM估计

匹配方法

一对一匹配

核匹配

近邻匹配（k=1）

近邻匹配（k=4）

半径匹配

处理组

0.742

0.742

0.742

0.742

0.742

控制组

0.608

0.618

0.608

0.614

0.618

ATT

0.134***

0.123***

0.134***

0.128***

0.123***

标准误

0.031

0.029

0.031

0.032

0.029

t值

4.27

4.24

4.27

4.04

4.13

（三）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影响的留守差异

为了验证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是否存在留守差异，本研究分别进

行留守和非留守儿童样本回归，结果发现，不管是在留守还是非留守的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群体

中，社会资本都能正向影响文化适应。简单比较两个子样本回归结果的系数大小以确定解释变

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水平是不严谨的，因此本研究借鉴连玉君和廖俊平的方法［52］，对上述分

组回归结果进行费舍尔组合检验。表6左侧仅纳入核心自变量，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留守与

非留守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回归系数比较存在显著差异，社会资本对留守儿童文化适

应的正向影响更大。表6右侧纳入全部控制变量，结果同样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社

会资本对留守与非留守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正向影响依旧存在，且回归系数比较仍存在显著差

异。综合来看，社会资本对留守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大于非留守儿童，假设2得到验证。研究

结果证实了个体—环境交互作用理论在留守儿童文化适应上的体现，良好的社会资本更有利于

促进留守儿童的文化适应策略的积极倾向。

表6 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影响的留守差异

变量

社会资本

控制变量

样本量

注：系数差列的估计结果是使用Stata中的bdiff 命令，通过自助抽样（Bootstrap）1000次所得。

留守

0.036***

（0.008）

No

725

非留守

0.029**

（0.010）

No

350

系数差

0.007**

留守

0.036***

（0.008）

Yes

725

非留守

0.032**

（0.010）

Yes

350

系数差

0.004**

（四）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影响的性别差异

为了验证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本研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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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进行女童和男童子样本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群体中不管是女童还是

男童，社会资本都能正向影响其文化适应。表7左侧仅纳入核心自变量，结果表明，社会资

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女童与男童文化适应的回归系数比较存在显著差异，社会资本对女童文

化适应的正向影响更大。表7右侧纳入全部控制变量，结果同样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

况下，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女童与男童的正向影响依旧存在，且回归系数比较仍存在

显著差异。综合来看，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女童文化适应的影响大于易地搬迁社区男

童，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处于青春期的女生比男

生具有较高的人际敏感度，具有更多的人际关系上的敌意行为和消极情绪［53］，表现出女童

对社会资本更加敏感。

表7 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影响的性别差异

变量

社会资本

控制变量

样本量

注：系数差列的估计结果是使用Stata中的bdiff命令，通过自助抽样（Bootstrap）1000次所得。

女

0.036***

（0.009）

No

553

男

0.028**

（0.008）

No

522

系数差

0.008***

女

0.038***

（0.009）

Yes

553

男

0.030**

（0.009）

Yes

522

系数差

0.008***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易地搬迁群体在迁入地面临着经济、生活、文化等诸多适应困境，容易成为城市化进程中

的弱势群体。对于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来说，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生活对其未来的发展至关重

要。本研究基于云南省怒江州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1075份数据，分析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

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主要发现如下。

首先，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文化适应策略的选择，社会资本越高，儿童越

倾向于选择积极的文化适应策略。来自易地搬迁社区儿童家庭、同伴和教师关系中的尊重、关

心和支持等个人社会资本能够帮助其更好地接受迁入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融入城市的生

活和学习环境中。此外，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承担社会责任与义务等集体社会资本同样是易地

搬迁社区儿童的文化适应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也说明个体的文化适应过程不是机械地被动受

到关系网络与环境的影响，而是个体与环境不断交互作用的结果，个体主动去接触、适应新的文

化环境非常重要。

其次，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文化适应存在留守与否的差异。社会资本对留守儿

童文化适应的影响大于非留守儿童，说明社会资本能够帮助留守儿童选择更加积极的文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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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最后，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文化适应存在性别差异。社会资本对女童文化适应

的影响大于男童，这可能与人际关系影响和应对压力方式的性别差异有关。

（二）建议

第一，多维度构建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社会资本。从系统论出发，在尊重民族文化多样

性与敏感性的基础上，帮助易地搬迁社区儿童重构新环境下的社会支持网络，同时促进个

体内部的增能，给予其更多的在新环境下发展社会关系的机会，从而增强他们选择积极文

化适应的意愿。具体措施如下：（1）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家长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心理

健康和生活适应等方面的关注与关怀。（2）走入学校做好宣传与倡导工作，鼓励教师加强对

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关心，创设良好的校园氛围和学习风气，推动学校社会资本的构建。

（3）着力将易地搬迁社区打造为儿童友好型社区，促进儿童的社区联结与社区参与。此外，

家庭、学校与社区加强合作，通过引导、教育、服务、宣传等手段，促进易地搬迁社区儿童个

人层面的增能，提高其心理资本水平，帮助他们主动参与社区事务，采取积极的文化适应态

度和行为，积极融入城市。

第二，加强易地搬迁社区留守儿童的社会服务，促进其文化适应。可以通过以下举措提升

留守儿童的文化适应：（1）构建家庭—学校—社区联动的支持体系。留守儿童往往面临着社会

资本匮乏的问题，家庭、学校、社区社会资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家庭—学

校—社区协同育人支持体系，打造家校合作、校社共融的协同育人机制，全面促进留守儿童的文

化适应。（2）整合多方资源，激活儿童社区服务的网络与资源。共青团、妇联、关工委、民政等部

门充分联动，通过购买第三方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建立以易地搬迁社区为阵地的社区

服务体系。（3）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提高留守儿童自我支持水平。要创设关爱留守儿童的社会

氛围，让留守儿童感受到新环境的包容和接纳，促进留守儿童的社会融入。同时，要注重提升留

守儿童的抗逆力和压力应对能力等自我支持能力。

第三，注重社会资本影响儿童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性别差异。社会资本对文化适应影响的性

别差异，可能主要受社会的性别角色期待和社会资本在功能上的性别差异影响。可以从以下方

面提升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文化适应：（1）家长、学校和社区应注重发挥女童的社会资本的情感

支持功能，帮助女童构建稳定融洽的人际关系，通过人际支持提高女童的安全感与城市文化认

同。（2）注重发挥男童社会资本中的工具支持功能，给予男童足够的关注，发挥其社会资本的最

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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