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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上海闵行区吴泾镇的实证调研，借助扎根理论的数据处理方

法，探讨聚居在吴泾镇的新移民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吴泾镇新移

民居住满意度整体处于中、低位水平。其中，物质空间实体层面的设施维度如教

育设施、卫生服务机构，出行维度如慢行交通，场所维度如居住场所（租金方面）、

社交场所，以及非物质空间虚体层面的就业维度如产业发展（企业发展潜力）、

就业机会等是主要影响因素；其余因素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属性和需求，对居住满

意度的影响程度有所变化。因此，文章从物质及非物质两大范畴提出五大优化建议，

以期在城市发展的新阶段，为新移民构建和谐宜居的居住环境，并为新移民的社

会融入及城市精细化治理提供一定实践借鉴和理论启示。

城市新移民；扎根理论；居住满意度影响因素；提升建议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conducted in Wujing Town,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and using the data processing logic of the Grounded Theor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of new migrants living in 

Wujing Tow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overall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of new migrants 

in Wujing Town was at a medium to low level. Specifically, factors related to facilitiy 

dimension (educational facilities and health service institutions), travel dimension (slow 

traffic), place dimension (rent of living and social spaces) at the physical-level, as well as 

employment dimension (enterpris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t the non-physical level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influence of other factors varies due to the different attributes and needs of the research 

object.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in both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categories. In the new stage of urban development,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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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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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of Urban New 
Immigrant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A Case Study of Wujing Town,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基于扎根理论的城市新移民居住满意度影响因
素研究—以上海市闵行区吴泾镇为例

吕飞  杨丽丽  魏晓芳           基于扎根理论的城市新移民居住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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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

察林芝工布公园时强调，城市的核心

是人，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

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是重

要评判标准①。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新

移民”越来越成为城市重要的组成部

分，尤其是在大城市更加突出。新移

民的生存状态不仅反映出新型城镇化

的发展状态与社会公平问题，还反映

出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程度。已有的研

究表明，新移民的归属感不足，社会

融入度较低，居住环境相对较差，居

住品质得不到保障。因此，新移民群

体的居住满意度亟需被关注 [1-4]。

1    文献回顾

“城市新移民”作为流动人口的

一种解读，目前，学术界对此尚未形

成统一的概念界定 [5]。李志刚等将新

生代农民工界定为城市新移民，主要

指出生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拥有农

村户籍但在城镇就业的人群 [1]；赵雯

将城市新移民定义为：18 岁以上，在

该城市生活，有着稳定的收入和居住意

向，却没有该城市户籍的外来人口 [6]；

吴岚将城市新移民定义为：在城市有

较为稳定的居住地的社会底层劳动力

移民和新兴中产阶层 [7]。根据相关文

献整理城市新移民的特征：一是长期

生活在城市，拥有相对稳定的收入；

二是具有定居城市并实现市民化的意

愿；三是按职业类型可划分为劳工型、

智力型、投资型和政策型 [8]。已有的

研究成果涉及社会学、城乡规划学等

多学科，重点聚焦居住及职住空间分

异 [1-4]、语言、就业、子女教育、文

化认同、定居意愿、熟人关系等单一

视角 [5-14]，或从混合视角 [15] 多维度地

讨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

“满意度”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20 世纪 60 年代，被规划

领域学者应用于住区规划，并用以解

决社会治理 [16-18]、空间发展 [19-22] 等

实际问题。已有的成果因涉及不同时

期、不同地域、不同研究视角及不同

①  “西藏主要新闻”2022 年 7 月 6 日《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美丽工布盛景如画》。

研究对象，对满意度影响因素及影响

程度的研究有所差别。如陈云等以北

京市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测度居民满意度的影响

因素，研究认为，人际关系、子女成

长、婚姻关系、居住配套、身心健康、

职业发展对北京市城镇居民生活满意

度的影响程度逐渐递减 [17]；吕飞等

以老旧小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居民满

意度的视角发现，区位、室外环境、

社区配套服务设施（物质、精神）、

道路交通、物业管理、住房建筑品质、

社区情感等是影响居民满意度的一级

因子 [18]；冯健等基于原住民对新城市

贫困问题的关注，认为住房条件、社

区环境、配套设施及社会网络是影响

居民居住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19]；陈

轶等基于农民对集中居住区问题的关

注，认为就业、收入、配套等是影响

农民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20]；李志

刚等基于新移民对聚居区居住环境的

关注，认为收入水平、设施条件、城

市管治强度及社区归属感等因素，对

specific practical reference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social integration of new migrant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refined 

governance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and livable environment for new migrants.

urban new migrants; Grounded Theory; factors influencing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optimizing advice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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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广州城市新移民的居住

满意度起到决定作用 [21]。

以上文献对本研究具有全面性的

指引作用，本文通过深入实证调查，

采用“满意度”评估方式，以劳工型（指

工厂务工人群）、投资型（主要以小

个体经营者为主）新移民为研究对象，

关注其居住环境，深入探讨他们对现

有居住环境的满意度，从城乡规划学

科视角，为城市新移民营造和谐、宜

居的居住环境，为促进新移民的社会

融入及更加精细化的社会治理提供理

论借鉴。

2    研究设计

2.1  调研设计

2.1.1 预调研  

已有的研究表明，上海市新移民

集中分布在外环线沿线．部分地区呈

块状集聚．远郊区呈分散分布 [2]。因

此，选取上海市闵行区（紧邻上海外

环线）作为预调研区域。通过实地考

察，对区域内涉及的居民、工作者进

行访谈，以及通过网络收集政府的相

关政策文件、新闻稿、统计年鉴等，

获取研究对象的一手资料。

2.1.2 选取深度访谈样本区  

根据预调研数据可知，吴泾镇聚

居的研究对象总数大、聚居区域相对集

中、聚居意愿也相对稳定，能够满足深

度访谈需求。通过梳理吴泾镇 2014—

2021 年新移民人数可知，吴泾镇拥有

稳定的新移民群体（表 1）。同时，为

方便数据统计和整理，研究以行政村为

单元，选取新移民人数超过 4 000 人且

在常住人口中的比例达 50% 以上的行

政村，作为深度访谈的样本区（表 2）。

2.1.3 培训访谈人员  

对访谈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确保

访谈人员在访谈过程中保证核心意义

不变，同时灵活获取样本数据。

2.2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较为常见的、运用编

码归纳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的理

论，是一种质性研究的重要方法。即进

入田野调查之前不提出任何假设，仅基

于扎根经验数据，通过严谨、规范的分

析流程，从质性资料中生成理论 [23]。

本文主要借鉴扎根理论的编码构

建逻辑，对样本数据进行归纳、整合，

以提炼数据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为核

心目的。即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编

码及选择性编码，对样本数据进行持

续比较分析，梳理并挖掘隐藏信息，

直至理论饱和，实现对研究对象核心

诉求的全面把握。

2.3  数据收集与处理

按 照 理 论 饱 和 原 则 开 展 深 度 访

谈，首先选取一个研究单元（塘湾村），

对单元内的研究对象进行随机抽样，

然后对样本数据进行编码分析，根据

分析结果对下一个研究单元进行访谈

调研，直到不再出现新的概念即停止

访谈。单次访谈持续 15~30 分钟，在

征得访谈对象同意后对访谈内容进行

录音（表 3）。

3   基于扎根理论的新移民满意度

影响因素分析

3.1  开放性编码阶段

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访谈数据进

行重新组合、归类，得到初始概念，

并发现初始范畴的一个译码过程。本

研究梳理出与居住满意度相关度较高

名称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常住人口数 34 974 42 618 41 293 40 020 44 244 43 466 46 545 48 349

新移民人数 27 039 34 193 34 225 33 263 33 861 31 307 34 394 35 950

名称        星火村 共和村 和平村 新建村 塘湾村

常住人口数  5 506 10 392 7 659 6 698 12 235

新移民人数  4 615 7 750 5 302 6 158 10 280

资料来源：闵行区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闵行区 2021 年统计年鉴 

表 1  吴泾镇新移民人口数统计（2014—2021 年）

表 2  吴泾镇五个行政村人口数据统计

Tab.1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new migrants in Wujing Town (2014-2021)   单位：人

  单位：人Tab.2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fiv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Wujing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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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 万余条原始语句，考虑到样本数

量相对较多且存在交叉，研究对这些

原始语句进行再归纳，形成 500 余条

原始语句和初始概念，剔除前后矛盾

的初始概念，最后形成 12 个初始范

畴（表 4）。

3.2  主轴编码阶段

本阶段，充分理解研究对象，在

此基础上深度分析范畴的属性，通过资

料分析、信息整理，梳理不同范畴间

的逻辑关系，最终归纳形成由“设施

维度、出行维度、场所维度、生活维度、

就业维度”构成的五个主范畴（表 5）。

3.3  选择性编码阶段

基于以上两阶段的研究，本阶段

各范畴之间的关系相对清晰，通过反复

核验、对比，最终确定“城市新移民

居住满意度影响因素”为核心范畴。

围绕核心范畴，形成“设施维度—出

行维度—场所维度—生活维度—就业维

访谈
目的 访谈内容

基本
信息 

职业：工厂务工45%,小个体经营者55%

性别：男 69%,女 31%

年龄：18~44岁64%,45岁及以上36%

文化程度：高中以下 84%,高中及以上
16%

出行方式：公共交通出行 11%,机动
车出行 2%,慢行交通出行 87%

婚姻状态：已 73%,未 27%

是否生育：是 59%,否 41%

满意度
表达

您对于现在的居住环境有什么看法？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绘制

表 3  访谈目的与内容
Tab.3   Purpose and content of the interview

编号 原始语句 概念化 范畴化

1
大商业得去吴泾镇里或颛桥万达那边,老街上面就是平常吃点
东西、买点东西都还算方便的

城市商业设施

地区级设施2
我从安徽来这边十几年了,我儿子也在这边,没走就是这边塘
湾小学可以让我们外地人小孩上学

文化教育设施

3
这边就1家,在小学边上,叫蓝生宏德医院,那块也有康复院,
没怎么去过

综合性医疗设施

4
平时店里要看着生意,没事不怎么上街,购物买东西啥的没有
特别需求,菜场我都是早晚去,人少还好还价

超市、菜市场、老年活
动中心等邻里服务设施 邻里级设施

5 路口的卫生服务中心关了,平时买药就上街上那家益丰大药房 卫生服务机构

6
平时都不用地铁,公交车也有的,坐得不算很多,一般走路过去,
倒是方便

可达性
公共交通

7 最方便的不是公共交通,还是自己的小电驴最方便 便捷性

8
单车、小电驴和汽车都混合在一起上路的,方便是方便,就是
路上有点乱,速度也不敢太快

便利度
慢行交通

9 这边除了小公园和河边一个小平台,也没有太多散步的地方 慢行环境

10
没有停车场,路上、桥上看着停吧,也没人管……平时车子就
停在店门口,方便上下货和办事

停车状况
道路交通

11 我开店来得早,走得晚,基本没堵过车 通行状况

12
居住的地方谈不上绿化吧,反正绿色的可以看到,没有多少可
以坐下来休息和观赏的绿化空间

绿化率

居住场所
13 房子间的路不见太阳,潮湿 容积率

14 居住条件有好有坏,房租价格不同,几百到上千的浮动 房屋设备

15
这两年拆迁,房子变少了,租金比之前涨了一些,一室
户 1 200~2 000 元

租金方面

16
主要就在这周边的厂子上班,远一点还有去北桥、马桥和吴泾
镇那边的

职住距离 就业场所

17 我和我妹妹每天饭后都会到小公园跳广场舞 休闲娱乐场所 社交场所

18
我这边打工三四年了 /我这个铺子开了五六年了 /我自己在这边
十多年,现在和老伴帮儿子带小孩

居住时长

邻里认同
19 参与的不多,关注的也少 自身参与度

20 小路上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睦邻与安全

21 我平时带小孩出来散步,觉得人都还挺好打交道 社交氛围
社会网络

22
年纪大的人喜欢出来活动活动,本地人也常常聚在小公园唱唱
歌、跳跳舞

邻里活跃

23
我就在不需要太多技术的厂子,我儿子媳妇他们想往市中心、
莘庄、徐家汇那边去

企业发展潜力

产业发展24
职业技能培训公司都会在入职的时候组织,都是基本的技术要
求,其他的也没啥了

教育培训机会

25
上升空间不大,周边厂子招工的岗位,如物流打包工、食品包
装工,技术要求不高

个人上升空间

26
我们这个铺子十二个平方左右,租金也要一个月2 200元左右,
近两年生意不好不坏,还够维持

职业稳定程度
就业机会

27
我们职介所主要服务周边厂子,墙上挂的这些,男女都招,两
班制或白班,每个月5 000~6 000元

收入水平

表 4  开放式编码表
Tab.4   Open coding diagram

注：为节省篇幅，仅选取部分内容展示。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自访谈资料

度”五个维度的主范畴，依托范畴之间

内在的逻辑关系，构建城市新移民居

住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图 1）。

模型的主要内涵：城市新移民居

住满意度在个体不同属性特征的驱动

下，受到来自物质空间实体和非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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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通行状况等，均是影响居民居住

满意度的因素。通过实际调研得知，

新移民群体的居住满意度受公共交通

因素的影响程度，会因个体年龄差异

而有所区别，比如年龄越小，其居民

满意度受其影响程度会相对显著一些。

目前，研究对象普遍对公共交通的满

意度偏低，但调研显示，公共交通因

素对新移民居住满意度的影响相对其

他因素而言，影响也是相对较低的。

研究对象居住满意度还受慢行交通的

便利度、慢行环境及道路交通通行状

况的影响，研究对象职住距离的可达

性问题通过改善慢行交通即可解决①。

场所维度的影响因素属于物质空

间实体层面的要素，对不同就业形势

的研究对象的影响程度相近。综合居

住满意度评价发现，居住场所层面的

虚体两个层面共五个维度的环境要素

影响，每个维度的环境要素，通过新

移民的生存环境和生存能力来影响其

居住满意度，具体影响路径因新移民

个体对就业形势、子女未来、社会基础

服务设施的需求程度及对生活舒适度的

不同理解而有所变化，下文将详细说明。

设施维度的影响因素属于物质空

间实体层面的要素，综合居住满意度

评价发现，设施的种类、便捷性、服

务水平、服务质量、消费水平及多样

性等为影响居民居住满意度的主要因

素。如地区级设施的种类、便捷性、

服务水平等与居住满意度呈正相关关

系。通过访谈可知，研究区内、外教

育设施越便捷，服务水平越好，其居

住满意度越高。这源于很多研究对象

（尤其是已婚、育有子女的研究对象）

希望子女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

邻里级设施的服务质量、消费水平及

对应范畴 主范畴

地区级设施
设施维度

邻里级设施

公共交通

出行维度慢行交通

道路交通

居住场所

场所维度就业场所

社交场所

邻里认同
生活维度

社会网络

产业发展
就业维度

就业机会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绘制

表 5  主范畴与对应范畴之间的对应关系
Tab.5   Correspond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 categori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categories

Fig.1    A conceptual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new migrants’residential satisifac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 1  城市新移民居住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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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 驱动驱动

影响

多样性等，通过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的

舒适度，进而影响居民满意度。通过

访谈了解到，就卫生服务机构而言，

在医疗和服务水平有保障的前提下，

其服务水平对研究对象（35 岁以上研

究对象反映更为明显）居住满意度的

影响更大。因此，完善基层卫生服务

设施十分必要。同时，邻里设施的多

样性（菜市场、超市、活动中心等）

可以促进邻里交往，增强新移民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对工厂务工人群（尤

其是 35 岁左右的研究对象）的居住

满意度影响尤其明显。

出行维度的影响因素属于物质空

间实体层面的要素，综合居住满意度

评价发现，公共交通的可达性、便捷

性，慢行交通的便利度，慢行环境的

安全性、舒适度，道路交通的停车状

①  研究对象出行多以电瓶车及步行为主，他们对慢行交通的期望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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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绿化率、容积率、房屋设备、

租金等方面，就业场所层面的职住距

离，社交场所层面的休闲娱乐场所（公

园、广场、街道空间）的规模数量、

安全性、可达性等，是场所维度影响

居民居住满意度的因素。就居住场所

而言，根据相关学者研究 [20]，容积

率的影响是复杂的，不宜一概而论，

但是绿化率对居民居住满意度的影响

是相对显著的。绿化空间能促进邻里

交往，使居民身心放松，进而影响其

居住满意度。通过访谈发现，虽然新

移民聚居区绿化不少，但能够满足居

民休闲、娱乐、游憩需求的相对较少，

对于容积率，研究对象普遍反映没有

明确概念。租金的性价比与居民满意

度呈正相关关系，而租金价位与房屋

质量及设备等成正比。就业场所层面，

居民出行方式影响居民居住满意度，

因研究对象职住距离较近，目前大多

处于满意度较高的状态。社交场所层

面，研究对象对休闲娱乐有期待和向

往，相关学者研究表明 [18-22]，休闲娱

乐场所（公园、广场、街道空间）的

规模数量、趣味性、安全性、可达性

能够激发居民的参与度，促进邻里互

动，进而影响居民的居住满意度。研

究对象普遍反映，研究区内适宜作为

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少且规模小，不

能满足居民多种需求，影响了新移民

的居住满意度。

生活维度的影响因素属于非物质

空间虚体层面的要素，综合居住满意

度评价发现，邻里认同（如居住时长、

自身参与度及睦邻与安全）、社会网

络关系（如社交氛围、邻里活跃度），

能够促进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社会融

入，强化居民的主人翁意识，提高居

民的归属感，进而影响居民居住满意

度。虽然营造邻里认同感、维持社会

网络关系能够增强居民的心理安全感，

但在实际访谈中，新移民对营造邻里

认同、维持社会网络关系相对被动：

部分受访者（小个体经营者为主）因

工作无法过多参与社会网络关系维系；

少部分受访者（35 岁以下工厂务工人

群反映较为明显）没有主动融入和维

系社会网络关系的意识；大部分受访

者愿意或者说是希望多一些机会参与

邻里认同及社会网络关系维系活动。

就业维度的影响因素属于非物质

空间虚体层面的要素，综合居住满意

度评价发现，产业发展层面的企业发

展潜力、教育培训机会、个人上升空

间等，就业机会层面的职业稳定程度、

收入水平等，是影响居民居住满意度

的因素。访谈发现，就业维度的职业

稳定程度及收入水平，无论是对小个

体经营者，还是对工厂务工人群而言，

都是最显著的影响因素；而企业发展

潜力（主要影响工厂务工人群，塘湾

村和新建村新移民反映更为明显），

通 过 影 响 新 移 民 群 体 的 职 业 稳 定 程

度，进而影响其居住满意度；教育培

训机会及个人上升空间，是研究对象

不太关注的影响因素，主要因为他们

从事的行业对技术提升要求不高，以

及自身学历有限，但年轻的研究对象

仍抱有一定期待；同时，由于地区产

业类型各异，作为新移民居住满意度

的重要因素之一，收入水平对新移民

居住满意度的影响也非绝对的正向。

3.4  分析结论

实证研究表明，新移民的居住满

意度总体处于中、低位水平。新移民

居住满意度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主要涵盖设施、出行、居住、生活、

就业五个维度的主范畴。通过实证调

研分析可知，物质空间实体层面的设

施维度如教育设施、卫生服务机构，

出行维度如慢行交通，场所维度如居

住场所（租金方面）、社交场所，以

及非物质空间虚体层面的就业维度如产

业发展（企业发展潜力）、就业机会等

作为主要因素，影响城市新移民的生

存环境及生存能力，进而影响其居住

满意度，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属性和需

求，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有所变化。

4   城市新移民居住满意度提升的

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两

个空间范畴的新移民居住满意度提升

建议。

4.1  物质空间范畴

4.1.1 完善设施保障体系，保障多元

化产品供给

完善基层的“教育、医疗、休闲

生活”等配套性保障体系，从配套的

空间布局、服务质量，到鼓励特色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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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中、低消费店铺开设，以及基层

医疗、教育体系的搭建，保证新移民

平等、便捷地就医、求学、休闲娱乐，

为新移民稳定的驻地转化提供公平的

生存环境；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在租房、

购房等方面提供相应的优惠或补助，为

新移民提供公平享受人才公寓、经济适

用房、廉租房的机会，帮助新移民“租

（居）者有其屋”，真正融入城市。

4.1.2 便捷交通出行方式，改善慢行

交通环境

提 倡 绿 色 交 通， 构 建 通 达、 有

序、安全、舒适、低能耗、低污染的

出行环境。持续优化区域内公共交通

出行便捷性，持续提高公共交通覆盖

率，充分利用闲置场地，将其转化为

停车场；详细摸排路权基础信息，在

现有道路空间的基础上完善慢行交通

网络，配套共享单车及非机动车停放

空间，改善慢行环境。

4.1.3 提升场所综合服务能力，促进

新移民的社会融合

城市空间不仅是一种物理空间，

而且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空间，城市空间

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导致社会

排斥的产生，进而影响社会和谐 [24]。

优化现有公共活动空间基本功能，并

纳入社交、健体、游乐、集会及创业

等关注度较高的服务内容；梳理研究

区内的闲置空间，健全空间载体要素，

打造“空间服务综合体”，提高交流

互动的可能性，促进社会交往，提升

空间整体的使用效率；鼓励本地居民

精准提供高、中、低多元消费体系的

出租屋产品，满足不同消费新移民群

体的需求。

4.2  非物质空间虚体范畴

4.2.1 围绕全年龄生活体验，组织邻

里社区活动日

针对新移民群体各年龄段的特殊

需求，组织居民开展休闲娱乐、学习、

创业等老少皆宜的邻里活动，引导新

移民融入大家庭，凝聚区域新移民主

人翁意识。建立邻里互助、资源互通

的长效机制，推动设立邻里活动日，

打造新移民聚居区社会治理活动品牌。

4.2.2 构建全方位就业体系，提高新

移民生存能力

完善产业性保障体系，助力政府

制定有针对性的内生发展政策、产业

思路。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及公益性

组织，加强法律保护及困难帮扶措施，

同时优化产业物理环境，筑巢引凤，

吸引更多适合本地发展的产业类型，

扩大就业机会；为新移民创造更多受

教育、职业培训等提升专业技能的机

会，稳定就业，提高收入，提升新移

民扎根本地的生存能力。

5    结语

在新时期转向解决“好不好”的

内涵式发展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发展

更加关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

理念。本文以城市新移民聚居区为研

究区域，以扎根理论构建逻辑为样本

数据的分析方法，倾听新移民的核心

诉求，探讨影响其居住满意度的环境

因素，以期通过构建新移民和谐、宜

居的环境来促进其社会融入。同时，

研究认为，新移民的价值观认知及居

留城市意愿的强弱，也会对居住满意

度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本文认为，

在后续研究中，有必要针对“价值观

认知及居留城市意愿的强弱”等维度，

开展新移民居住满意度影响因素的进

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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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实施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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