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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地方文化认同的影响机制 

——基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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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 1561 名地方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分层回归法分析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文

化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社区依附对居民的文化认同和社区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影响系数分别为 0.248、

0.244，生活满意度调节了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和社区认同的影响作用，影响系数分别为 0.156、0.120；社区认同在

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的正向影响中具有一定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 0.058，同时社区认同的中介作用受到了生活满

意度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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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residents’ local culture identity in eco-cultural protection area: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Huizhou eco-cultural protec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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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24504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1561 local residents of Huizhou eco-cultural protection area, this 
study applie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etho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residents’ local culture identity.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1)community attachment had positively influences 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community identity,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s were 0.248, 0.244 respectively, and life satisfaction moderated their relationships,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s were 0.156, 0.120 respectively. (2) Community identity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attachment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0.058,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mmunity 
identity was moderated by lif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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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类文化生态保护区拥有丰富的地方传

统文化资源， 在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方面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然而，在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过程中，

文化生态保区也面临着居民文化认同的危机，文化

保护与传承已成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发展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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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当其冲的问题。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离不

开地方居民，居民的文化认同是保护与传承地方传

统文化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研究居民文化认同的

影响机制，对于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和传承地方文

化，深度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国内对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发展研

究主要集中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的意义、理论基

础、政府角色、基本原则等方面[1-4]。这些研究主要

是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从宏观或中观层面上开展

研究，而对于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文化认同的研究

相对较少。李凡等基于佛山传统祠堂文化的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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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外生文化渗透对地方的文化认同有很大影响[5]。

易鑫等基于对德国“整合性乡村发展规划”的分析，

认为居民文化认同可以通过满足地方居民的经济、

社会与文化需求得以加强[6]。相关研究也认为文化

认同与居民的生计与经济利益的诉求具有相关性。

邓苗认为文化认同与个体、社区和地方社会具有紧

密的关系[7]。刘博等发现对岭南画派的文化认同体

现在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层面上[8]。 

国外对个体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

展开。Mayo 等通过案例分析了文化认同与社会发

展，尤其是社区居民的健康与幸福的相关性[9]。

Usborne E 等认为文化认同会影响个体幸福感生发

的内在机制[10]。Jang A等研究了社会资本和社会控

制对文化认同的影响机制[11]。Schindler等以波兰裔

德国人为调查对象，研究发现二元文化的个体会根

据他们所属的典型文化转换其文化认同 [12]。

Samoraj M 研究了波兰 Kurpie 地区民间传统文化

的认同与教育的内在关系[13]。Nuksunova A M通过

对卡尔梅克共和国青年的调查，分析了该国青年对

本土文化的认同现状[14]。 

综上所述，国内现有文献侧重从宏观与中观层

面对文化认同进行研究，多以规范性研究为主；而

国外现有文献主要以二元文化或多元文化为背景

进行文化认同的研究。笔者拟构建一个文化认同分

析框架，对社区依附、社区认同、生活满意和文化

认同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一、研究假设与分析框架 

社区依附涵盖了居民对特定社区情感和意识

的依附[15]。社区依附体现了居民对其居住地的承

诺，这种承诺既可以是情感方面的，也可以是行为

方面的。居民对居住地的依附性越强，说明居民对

居住地的承诺越强，居民更容易对社区表现出积极

的情感或行为。Walker & Ryan研究认为，居民对

社区依附性越强，就越愿意维系社区的社会和环境

特征[16]。社区认同作为社区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

概念，其本质上与居民对社区的认知和情感有关
[17]。社区认同反映的是居民对其所居住社区的认同

程度[18]。居民的社区认同受居民社区环境认知、社

区情感等相关因素的影响[19]。这说明社区依附与社

区认同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性，居民社区依附性的

强弱会影响到居民对社区认同感的强弱。而文化认

同则是指个体定义他们自己与所属群体关系的方

式，体现了个体对所属群体文化的态度和自我定位
[20-21]。作为社区社会特征集中体现的地方文化与居

民社区依附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居民对社区依附的

程度越高，居民对社区所属的地方文化维系程度越

强，越容易认同这种文化。由此做出如下假设： 

H1：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H2：社区依附对社区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生活满意度反映的是一个人对他自己生活的

总体认知判断。个体生活满意情况是影响个体意识

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有关研究对生活满意度和

群体认同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两者存在显著

关系[22]。也有研究者认为居民生活满意度与阶层认

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23]。居民在社区的生活状况

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居民对社区的认知和情感。居

民生活满意度越高，越能强化居民对社区的认知和

情感，形成更强的社区认同感。同时有相关研究注

意到了生活满意度与文化等相关因素的相互影响

关系[24-25]。Moscato 研究分析了生活满意度、社区

意识和文化认同的相互关系，认为三者存在内在关

联性[26]，生活满意度越高，居民对地方文化认同更

积极。生活满意度强化了居民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

的作用。由此，假设如下： 

H3：生活满意度可调节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的

关系。生活满意度越高，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的影

响越大。 

H4：生活满意度可调节社区依附对社区认同的

关系。生活满意度越高，社区依附对社区认同的影

响越大。 

从社区认同和文化认同两者的内涵来看，两者

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居民对居住地所属文化的认

同是建立在居民对居住地的认同的基础之上。当居

民对居住地的认同程度越强时，居民对居住地文化

介入程度越强，会对该文化表现出积极的认知和情

感，并更愿意维系这种文化，从而表现出对该文化

较高的认同程度。尽管社区认同经常被研究人员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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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为直接影响幸福感、集体行动、意愿等的变量
[27-28]，但社区认同也有中介其他变量的效应[29]。同

时根据前述来看，居民生活满意状况对社区认同与

文化认同具有强化效应，表明社区认同对社区依附

与文化认同的中介效应受到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

此，做出如下假设： 

H5：社区认同在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的影响中

具有中介效应。 

H6：社区认同的中介效应受生活满意度的调节。 

基于上述分析和假设，建立如下分析框架(图

1)，表示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具有直接和间接效应。

该模型还假设社区认同是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效

应的中介变量，同时生活满意度是社区依附所有效

应的调节变量，社区依附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因生活

满意度的不同而不同。 

 
图 1 居民文化认同分析框架 

 

二、 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包括安徽省黄山市和绩

溪县、江西省婺源县，是徽州文化产生、发展和传

承的主要地理空间。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具有天独

厚的自然生态资源，也具有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

工技能、民俗活动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本研究主要选择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 9个县

级行政区域的 36 个街道、乡镇的居民进行调查。

共发放问卷 1 800份，最终得到 1 561份有效问卷。

所调查对象男性居民占 55.41%，平均年龄为 49.02

岁，平均居住年限为 28.23 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26年。受访者对题项的回答采用李克特 5点量表

法，从 1(完全不重要)到 5(完全重要)，由受访者结

合自己情况针对每个题项的问题进行选择。 

社区依附测量采用 Brehm的量表[15]，包括社会

依附和自然环境依附两个维度，共 7 个题项。社区

认同测量运用辛自强等开发的量表[30]，包括功能性

认同和情感性认同两个维度，共 8 个题项。生活满

意度测量采用 Diener等的量表[31]，包括 5个题项。

文化认同测量采用改编后的 Phinney 等的民族认同

量表[32]，共 6 个题项。主要变量的题项和样本特征

如表 1 所示。数据表明各变量量表测度项的因子载

荷均显著，各变量平均抽取方差均大于 0.5，说明研

究变量的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表 1 变量测量题项和样本特征 

变量 题项 
标准因

子载荷

社区依附(克朗巴赫α系数：0.82；平均抽取方差:0.59)  

 周边的朋友 0.78 

 社区(村庄)的家庭关系 0.82 

 地方文化和传统 0.76 

 社区(村庄)项目活动提供的机会 0.73 

 社区(村庄)自然景观 0.69 

 野生动物的存在 0.74 

 户外运动的机会 0.84 

社区认同(克朗巴赫α系数：0.88；平均抽取方差:0.56)  

 住在社区(村庄)里很方便 0.78 

 我认可社区(村庄)的管理水平 0.74 

 社区(村庄)环境令人满意 0.77 

 住在社区(村庄)里满足了我们的家庭需要 0.76 

 我对居住的社区(村庄)有特别的感情 0.73 

 我认为社区(村庄)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0.68 

 社区(村庄)让我感觉如家一样 0.72 

 我在乎其他人对我的社区(村庄)的看法 0.78 

生活满意(克朗巴赫α系数：0.86；平均抽取方差:0.55)  

 在很多方面我的生活与理想很接近 0.79 

 我的生活条件很不错 0.75 

 我很满意我的生活 0.77 

 到目前为止我得到了生活中想要的重要的东西 0.73 

 如果我的生活可以重来，我也不会改变什么 0.68 

文化认同(克朗巴赫α系数：0.91；平均抽取方差:0.58)  

 我会花时间了解更多徽州文化的传统风俗 0.76 

 我对徽州文化有强烈归属感 0.78 

 我对徽州老乡充满感情 0.72 

 我经常做便于更好了解徽州文化的事情 0.79 

 我经常和其他人交流了解徽州文化的知识 0.76 

 我对徽州文化具有强烈的依赖感 0.74 

 
另外，居民的年龄、社区居住年限、受教育年

H5 

H3 

H6 

H2 H4 

社区认同 

生活满意度 

H1 
社区依附 

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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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对居民的认知、意识和行为也可能是相关的影响

因素。考虑到这些因素对研究模型中变量间关系的

可能影响，将这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来观察研究

变量间的关系。 

三、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表 2显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和变量间的
相关系数。数据表明研究变量与控制变量间的相关

性不显著，而社区依附、社区认同、生活满意度、

文化认同等研究变量间相关性显著，说明理论模型

中的变量适合进行回归分析。由此，构建以下多元

回归方程进行回归检验。 
y= b0+ b1x1+ b2x2+ b3x3+…+ bkxk+ε 
其中 b0 为常数，xk 为自变量(k=1,2,3,⋯,n)，ε

为误差项。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年龄 49.02 14.480        

   居住年限 28.23 14.774 0.510**       

   受教育年限 9.260  3.998 -0.401** -0.185**      

   社区依附 3.913  0.392 -0.031 -0.021 -0.026     

   社区认同 3.920  0.366 0.036 0.005 -0.039 0.302**    

   生活满意度 3.906  0.457 -0.006 -0.003  0.006 0.274** 0.293**   

   文化认同 3.903  0.411 -0.023 -0.016  0.010 0.297** 0.263** 0.246**  

注：N=1561；** 表示 p <0.01  
社区依附对社区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效应采用

多元层级回归方法进行检验。为避免回归分析中出

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对相关变量

进行中心化处理，控制变量进入第一模块，相关研

究变量依次进入不同的模块[33]。检验理论模型中的

中介效应和中介调节效应按照 Baron和 Kenny[34]，

Muller等[35]提出的程序进行。 

首先检验了社区依附对社区认同的预测效应，

结果如表 3所示。数据表明社区依附与文化认同之
间存在正的主效应(β=0.248，p<0.001；表 3中的模
型 2)，H1得到支持。为验证生活满意度的调节效应，

表 3 中模型 3 加入社区依附和生活满意度的交互
项，数据表明生活满意度的调节作用显著(β=0.156，
p<0.001，表 3中的模型 3)，说明 H3成立。 

表 3 生活满意度对社区依附与文化认同、社区认同的调节效应 

文化认同 社区认同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年龄 -0.02 -0.11 -0.015 0.033 0.041 0.039 

居住年数 -0.005 -0.02 0.002 -0.017 -0.014 -0.01 

受教育年限 0.001 0.009 0.008 -0.029 -0.021 -0.022 

社区依附  0.248*** 0.197***  0.244*** 0.204*** 

生活满意度  0.175*** 0.130***  0.208*** 0.174*** 

社区依附×生活满意度   0.156***   0.120*** 

R2 0.001 0.117 0.135 0.002 0.133 0.144 

R2 0.001 0.116 0.018 0.002 0.131 0.011 

d.f. 31 157 21 555 11 554 31,557 21,555 11,554 

F 0.296 102.245 33.071 1.154 117.72 19.928 

注：*** 表示 p <0.001    
图 2显示了不同生活满意度下社区依附与文化

认同之间的关系。在高生活满意度下的曲线要比低

生活满意度下的曲线斜率更大，说明生活满意度越

高，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的正效应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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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社区依附与生活满意度对文化认同的相互影响 

 
数据表明社区依附对社区认同的正效应显著

(β=0.244，p<0.001，表 3中的模型 5)，说明假设 H2

得到了支持。社区依附和生活满意度的交互项被加

入到回归分析方程中进行检验，数据显示生活满意

度在社区依附和社区认同间的调节效应显著(β=0.120， 

 

图 3 社区依附与生活满意度对社区认同的相互影响 

  
p<0.001，表 3中的模型 6)，H4成立。图 3描绘了不
同生活满意度下，生活满意度对社区依附和社区认

同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该图表明当生活满意度高

时，社区依附与社区认同间关系曲线的斜率要高于

生活满意水平低时的曲线斜率。这说明生活满意度

越高，居民社区依附对社区认同的正效应就越强。 
Baron和 Kenny认为在所有回归方程中的效应

都显著的条件下，如果回归方程中加入中介变量

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小于回归方程没有中介

变量时的效应，就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存在。根据

Baron和 Kenny提出的程序进行检验(表 4，模型 1、
2、3)，结果表明社区认同中介了社区依附对文化认
同的效应，H5成立(β=0.239，p<0.001，见模型 3；
β=0.297，p<0.001，模型 2)。 

为验证社区认同的中介效应是否受到生活满

意度的调节，回归分析采用Muller提出的检验程序
(表 4，模型 4、5、6)。Muller认为如果自变量对因
变量的主效应显著，当调节变量被控制时自变量对

中介变量的主效应显著，当调节变量变化时中介变

量对因变量效应的变化显著，则说明存在中介调节

效应。表 4的数据表明，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的主
效应显著(β=0.197，p<0.001，模型 4)；同时，社区
依附对社区认同的主效应显著(β=0.204，p<0.001，
模型 5)；并且社区认同和生活满意度的交互效应显
著(β=0.073，p<0.05，模型 6)。因此，H6得到了支持。 

表 4 检验中介和中介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年龄 0.047 -0.007 -0.016 -0.015 0.039 -0.023 

居住年限 -0.015 -0.003 0 0.002 -0.01 0.005 

受教育年限 -0.015 0.014 0.017 0.008 -0.022 0.011 

社区依附 0.302*** 0.297*** 0.239*** 0.197*** 0.204*** 0.166*** 

社区认同   0.192***   0.138*** 

生活满意度    0.130*** 0.174*** 0.093*** 

社区依附×生活满意度    0.156*** 0.120*** 0.103** 

社区认同×生活满意度      0.073* 

R2 0.093 0.089 0.122 0.135 0.144 0.157 

R2 0.093 0.089 0.033 0.018 0.011 0.003 

d.f. 41,556 41,556 11,555 11,554 11,554 11,552 

F 40.072 37.847 58.954 33.071 19.928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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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基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调查数据，对文化

生态保护区居民文化认同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实

证分析结果表明：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产生正向的

效应，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社区依附性越强，居民

对地方文化的认同程度越高。研究发现社区依附对

社区认同具有直接效应，另外社区认同对文化认同

高生活满意度

低生活满意度

高生活满意度

低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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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正向的积极作用，说明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既

有直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社区依附与社区认同、

社区依附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因居民生活满意

状况的不同而不同，生活满意度强化了它们之间的

关系。另外，研究发现社区认同对社区依附与文化

认同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受到了生活满意度的调

节，生活满意度正向强化社区认同的中介作用。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文化生态保护区要强化居

民的文化认同，促进居民积极主动保护和传承地方

文化，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要提高地方居民的社区依附性。一方面

要提高地方居民的社会依附性，使地方居民拥有稳

定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开展丰富的社区文化活动，

让地方居民对当地传统文化形成良好的文化体验。

另一方面要提高地方居民的自然环境依附性，切实

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为地方居民创造宜居、宜生

活的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其次，要加强地方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文化生

态保护区应通过完善社区基础设施，提高社区管理

水平，改善社区环境，满足社区居民生活需求，创

造和谐的社区氛围来推动地方居民形成强烈的社区

认同感。 
再次，提升地方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虽然生活

满意度是个体主观层面的概念，但却是影响个体意

愿和行为的重要因素，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与发

展需要高度重视地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状况，通过

不断提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来加强居民对地方文

化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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