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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使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阶层认

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除收入、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外，原生家庭

阶层对个体现阶段的阶层认同有正向显著的影响；相对剥夺感对个体现阶段的阶层认同有负向显著影响。

同时原生家庭阶层通过影响相对剥夺感进一步影响阶层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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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2015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this study us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tatus identifica-
tion among non-agricultural working resi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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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such as income, education level, party membership and so on, the class of the original fam-
il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tatus identifica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has a negative a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tatus ident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lass of the family will further influence the status identification through relative depr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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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社会分层和阶级分析是我们看待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两种范式，其中分层研究是当前的主流，在社会

分层论看来，社会不平等是满足社会整体需要的一种结构形式，社会整体需要从根本上决定了形成社会

不平等的内在逻辑。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战略布局以及持续推进的行政体制改

革推动我国社会进入了大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文化理念以及生活方式等要素的深刻变化随

之加剧了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 
“社会阶层”这个词正是来源于社会分层论，是依据社会分工划分职业群体，并对民众的收入水平、

社会声望、职业优劣、地位高低及权力大小等要素进行排列，从而形成的一系列层次或等级[1]。不同地

区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因发展状况不同而存在差异。谢文泽依据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占有情况将拉美国

家的社会结构划分为八个层级：资本家，高级管理人员，高级雇员，自由职业者、技术人员、小型和微

型企业主，正规脑力与体力劳动者，非正规劳动人员，无业人员[2]。在我国，流传最广、对国家政策影

响力最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提出的“十大阶层论”，将我国居民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

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

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或失业者阶层[3]。十大阶层论不仅考虑到了职业群

体间的劳动资本差异，还将组织及文化等资源的占有状况纳入考量范围。总体来看，这种基于社会指标

的分层实际上是一种客观社会分层，而阶层间的差异来源于不同人力资本的回报。 
在社会分层领域中，社会阶层结构无疑是最受关注的议题。起初，学者们大多聚焦于客观层面的分

层情况及层级结构的形成机制，如李强关注了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趋势[4]，仇立平分析了

职业的收入、权力与声望对客观社会阶层的影响[5]，钱明辉则论证了教育与社会分层间的关系[6]。然而，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的深入发展，“阶级”观念虽逐渐淡化，但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完善使得社会贫

富差距拉大，财富的集中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在主观上产生了公正失衡的意识，造成了社会分层结构

紧张的局面，使得主观阶层意识与客观社会阶层发生了分离。因此，主观性的阶层认同或阶层自我定位

成为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阶层认同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主要包括：阶层认同偏移研究；特定群体的阶

层认同研究，如青年农民工[7]、技术工人[8]、白领新移民[9]等；不同群体间的阶层认同差异研究；阶层

认同对政府信任程度[10]、个体创业[11]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其中，由于阶层认同的形成机理较为复杂，

对于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探析成为该研究领域中热度较高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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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关于阶层认同影响因素的探析已较为丰富，但基于原生家庭阶层与相对剥夺感视角的研究较少。

原生家庭的优渥与否对一个人的认知、能力与性格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此外现代互联网的迅速崛起

使得人际间的交流愈发频繁，个体或群体间的比较更为普遍，人们容易在社会比较中形成不同程度的心

理落差。不少学者也通过研究验证了相对剥夺感与群体性事件的参与存在一定程度联系[12]。因此，本文

将从主观与客观的角度出发，研究相对剥夺感和原生家庭阶层对中国居民的现阶段阶层认同是否存在影

响，以及相对剥夺感在原生家庭阶层与阶层认同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基于公开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对

丰富阶层认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阶层认同 

阶层认同作为阶层意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主观性较强的概念，指的是“个人对其自身在阶层

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13]。通过梳理阶层认同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可发现客观社会经济条件、主观

获得感、职业状况、文化状况及家庭环境五类因素对阶层认同所产生的影响在学界已取得一定研究成果。

通常，可将职业、收入、受教育程度等要素归类为客观社会经济条件，胡荣、雷开春等学者已证实客观社

会经济条件对主观阶层认同确有显著影响，即职业地位越高、收入越多、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体的主观阶

层认同等级也越高[14] [15]，同时住房作为财富的重要标志对阶层认同也有着正向效应[16]。相对客观社会

经济条件，主观获得感也引起了学界关注，蔡思斯认为改革获益程度、生活改善程度以及自致成功性评价

均与阶层认同呈现正向相关[17]。职业劳动作为个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对阶层认同的影响不容忽视，

具体包括体制属性[18]、人力资本[19]及职业多元性[20]。工作之余，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丰富，休闲文化

资本[21]、文化消费[22]甚至新媒体的普及使用[23]对阶层认同的影响也展示出较强的解释力。此外，区别

于个体本身的研究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还关注到了中国家庭观念

色彩浓厚这一背景，认为父辈社会地位也会影响着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24]。总体来看，以上影响因素为

研究我国民众主观阶层认同的形成机理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暂时还较少有学者从原生家庭阶层与相对剥夺

感的角度出发进行探析，因此本文将基于新视角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提出不同的解释。 

2.2. 原生家庭阶层 

对于社会地位的获得，社会学中的先赋性理论与后致性理论是两种最主要的研究范式，原生家庭阶

层属于典型的先赋性因素。根据家庭资本理论，家境优渥者与家庭出身一般的人相比，天然拥有更加充

足的社会资本，家庭可以通过资源的传递使后代一开始就处于较高阶层。 
布劳与邓肯提出了著名的“布劳–邓肯模型”，认为在美国社会中，以父亲职业地位为代表的家庭

背景因素对美国男性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显著影响[25]。同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子承父业”的传统说

法，由亲缘关系构成的庞大家族使得其成员能够继承家族所带来的社会资本，由此保证子孙后代对父辈

职业甚至社会阶层的继承。张翼也证实了在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过程中，先赋性因素中的父亲职业地

位也对个人职业地位具有显著影响[26]。由此可见，家庭出身是个人职业发展与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影响

因素，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个人的职业地位、客观社会阶层也会明晰而显著地影响其主观阶层认同。因此，

验证个体家庭背景因素是否会影响到主观阶层认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 1：原生家庭阶层对中国居民的阶层认同存在显著影响。 

2.3. 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是一种关于群体性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是指人们通过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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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身利益被其他群体剥夺的心理状态或内心感受[27]，这种比较具体包括自身现实情况与他人社会状

况或与自我期望间的对比。在政治发展理论中，相对剥夺感则被视作能够引发政治变革的重要因素。 
研究相对剥夺感对于阶层认同的影响时，大多数学者聚焦于某一类特殊群体，而忽视了该因素在整

体普通居民的阶层认同中所起到的作用。如刘丹、雷洪在对农民工群体阶层认同的研究中发现，农民工

的相对剥夺感对其地位层级认同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与“异质性”城市居民比较后滋生出的相对剥夺感，

更容易使农民工产生较低的地位层级认同[28]。李向健通过对转型期农村青年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研

究，指出中国农村青年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其自我认同的阶层地位越低[29]。张心怡对相对剥夺感的形成

机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认为家庭资本与大学生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存在显著联系，家庭拥有的资本

量越低，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越强烈[30]。由于本文将原生家庭阶层与相对剥夺感两者共同纳入研究，因此

在研究相对剥夺感对我国普通居民整体阶层认同影响的同时，有必要探析原生家庭阶层是否会通过影响

相对剥夺感来进一步影响阶层认同的形成。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 2：相对剥夺感对中国居民的阶层认同存在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 3：相对剥夺感在原生家庭阶层对居民阶层认同的影响间存在中介效应。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项研究的数据来自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CGSS 是中国

人民大学主持的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从 2003 年开始进行，最初每两年一

次，现在每年一次。CGSS 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其调查点遍及了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单位。

为了控制变量的影响，本研究的对象为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并将最高教育程度中“在读”的样本剔

除。经过对样本的筛选处理，有效样本共计 3977 份。 

3.2. 变量及测量 

3.2.1. 因变量 
本项研究的因变量为阶层认同。阶层认同是由受访者对自己目前所处社会等级的主观判断，测评问

题选自问卷中“您认为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评分标准为 1 到 10，可作为连续变量处理。 

3.2.2. 核心自变量 
相对剥夺感测量的是被访者通过横向比较得出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受。选自 CGSS2015 问卷中

“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题，选项分别为“较高、差不多、较低”。将选项

“较高”设置为参照组，代表着相对剥夺感较低，赋值为 0；选项“差不多”赋值为 1，代表着相对剥夺

感中等；选项“较低”赋值为 2，代表着相对剥夺感较强。 
原生家庭阶层测量的是被访者对自己原生家庭处于哪个阶层的认知。选取问题“您认为在您 14 岁时，

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评分标准为 1 到 10，可作为连续变量处理。 

3.2.3. 控制变量 
本文将数项基本人口学指标与个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指标作为回归方程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

1) 性别，将性别变量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男性 = 1；女性 = 0)；2) 年龄，将问卷中的年龄取对数之后

放入回归分析中；3) 政治面貌，将政治面貌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党员 = 1，非党员 = 0)；4) 婚姻情况，

选取问题“您目前的婚姻状况”，将答案“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分居未离婚”重新编码

为虚拟变量(已婚 = 1)，“未婚”、“同居”、“离婚”、“丧偶”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未婚 = 0)；5) 地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1049


余佳欣，王舒雅 
 

 

DOI: 10.12677/aam.2022.111049 422 应用数学进展 
 

区，将 CGSS2015 调查中采访地点“直辖市/省份/自治区”共 28 个省份按照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划

分的标准，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分别赋值为 0、1、2；6) 受教育程度，我们将其转化为受教

育年限，小学及小学以下 = 6，初中 = 9，高中、中专或技校 = 12，大学专科 = 15，大学本科 = 16，研

究生及以上 = 19，视为连续变量；7) 个人年收入，取对数处理；8) 户籍，问卷中“农业户口 = 1，非

农业户口 = 2，蓝印户口 = 3，居民户口(以前是农业户口) = 4，居民户口(以前是非农业户口) = 5，军籍 = 
6，没有户口 = 7，其他 = 8”。我们将其转化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农业户口 = 1，非农业

户口 = 0；9) 工作部门。将工作部门按照单位类型和单位所有制性质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部门：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或国有控股、集体或集体控股、社会团体、居/村委会、军队为体制内，赋值为

1，其他为体制外，赋值为 0。变量总体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百分比 样本量 变量 百分比 样本量 

相对剥夺感   地区   

较高 5.76 228 东部 52.18 2075 

差不多 65.16 2579 中部 29.77 1184 

较低 29.08 1151 西部 18.05 718 

受教育年限   户口   

小学及以下 15.82 629 农业 45.11 1794 

初中 29.75 1183 非农业 54.89 2183 

高中、中专或技校 24.92 991 工作部门   

大学专科 13.23 526 体制内 30.13 1196 

大学本科 14.33 570 体制外 69.87 2774 

研究生及以上 1.96 78 婚姻状况   

性别   已婚 80.04 3183 

男 55.54 2209 未婚 19.96 794 

女 44.46 1768 党员身份   

   党员 12.31 487 

   非党员 87.69 3470 

变量 样本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个人年龄 3977 40.803 85 18 11.827 

个人年收入 3783 10.029 16.112 0 2.137 

阶层认同 3951 4.480 10 1 1.572 

原生家庭阶层 3923 3.476 10 1 1.801 

4. 研究发现 

本文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嵌套模型来逐步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适用于分

析一个因变量和多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线性”一方面指模型在参数上是线性的，另一方面也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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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变量上是线性的。本文中所运用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 ) ( )1 20 1 2 1 1 ii k ik p i pi i
y x x x x εβ β β β β − − += + + + + +� �                        (1) 

其中， iy 表示个体 ( )1,2, ,i i n= � 在因变量 y 中的取值，模型中有 ( )1p − 个自变量，即 1 2 1, , , px x x −� ， 0β 为

截距的总体参数， 1 2 1, , , , ,k pβ β β β −� � 为斜率的总体参数， iε 为随机误差项。 
模型一考察的是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基准模型。模型二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原生家

庭阶层这一核心自变量。模型三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相对剥夺感这一核心自变量。模型四在控制

变量的基础上同时放入原生家庭阶层和相对剥夺感两个核心自变量。数据运行结果见表 2，且所有模型

都通过了拟合优度检验。 

4.1. 控制变量对阶层认同的影响 

模型一显示了控制变量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受到上世纪单位体制及传统儒家思想等影响，社会生活

中的人们在考虑工作时普遍倾向于“进体制”，但模型显示体制内外的工作部门并未影响人们的阶层认

同。收入、受教育年限这两个客观变量对阶层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又一次证明了之前学界关于客观变量

对阶层认同有显著影响的观点[31]。党员身份也对阶层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党员比非党员更容易产生较高

的阶层认同。不同地区的居民阶层认同有所不同，和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人们阶层认

同更低。从婚姻和性别来看，男性的阶层认同比女性明显更高，已婚人士的阶层认同比未婚人士也更高。

模型中系数不显著的变量还包括户籍及年龄。 

4.2. 原生家庭对阶层认同的影响 

模型二显示了原生家庭阶层对现阶段阶层认同有显著影响，系数为 0.360。原生家庭阶层认同越高，

现阶段阶层认同也越高。在控制教育、收入、地区等客观变量的情况下，出身优渥的人比起出身一般的

人往往有着更高的阶层认同。也可以说，即使个体现阶段处于较高的阶层，但其原生的家庭阶层仍然会

显著地影响他对现阶段自己处于哪个阶层的总体评价。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原生家庭能够为子女的职业

发展及教育等提供资源，从而从客观上帮助子女走向更高的阶层。本文认为，未成年时对家庭的阶层感

知会持续地影响成年后对自己所处地位的阶层认同感。假设 3 得到证实。 

4.3. 相对剥夺感对阶层认同的影响 

模型三显示了相对剥夺感对于现阶段阶层认同有显著影响。在问题“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

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中，回答“差不多”的群体与回答“较高”相比具有更低的阶层认同，系数为−1.006。
与回答“较高”的群体相比，回答“较低”的群体更具低阶层认同，系数为-1.983。也就是说，相对剥夺

感越强，越认为自己处于较低的阶层。假设 2 得到证实。 

4.4. 原生家庭、相对剥夺感对阶层认同的影响 

模型四把原生家庭阶层与相对剥夺感两个变量一同放入模型进行检验。模型显示，原生家庭与相对

剥夺感对于阶层认同的影响仍然显著，但其系数与独立模型(模型二、三)存在差异，系数的变化可能是因

为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影响。通过嵌套模型可以发现，相对剥夺感在模型四中的系数显著，且在以相对

剥夺感为因变量、原生家庭阶层为自变量的回归模型中(模型五见表 3)，原生家庭阶层的 P 值在 95%的置

信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初步判断相对剥夺感在原生家庭阶层对阶层认同的影响中起到中介效应的作用。

为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本文进行了 sobel 检验，Z 值为 1.510e−14，通过了检验。因此，可以认定相对

剥夺感在原生家庭阶层与现阶段阶层认同之间起到了中介效应。假设 3 被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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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lass identity, family of origin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表 2. 阶层认同与原生家庭、相对剥夺感的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工作部门 −0.024 −0.050 0.002 −0.031 

收入对数 0.060*** 0.055*** 0.036** 0.034** 

年龄对数 −0.063 0.137 −0.044 0.134 

党员身份 0.239** 0.262** 0.138 0.171* 

户籍 −0.047 0.074 −0.096 0.021 

地区     

中部 −0.222*** −0.111** −0.255*** −0.151** 

西部 −0.139* 0.040 −0.138* 0.023 

婚姻状况 0.380*** 0.386*** 0.322*** 0.337*** 

性别 −0.164** −0.094* −0.163** −0.101* 

受教育年限 0.084*** 0.056*** 0.053*** 0.033*** 

原生家庭阶层  0.360***  0.324*** 

相对剥夺感     

差不多   −1.006*** −0.891*** 

较低   −1.983*** −1.727*** 

截距 3.042 1.257 4.885 3.040 

R-squared 0.075 0.231 0.184 0.309 
*p < 0.05，** p < 0.01，***p < 0.001。 

 
Table 3.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families of origin 
表 3. 原生家庭对相对剥夺感的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系数 

原生家庭阶层 −0.042*** 

婚姻 −0.063** 

地区  

中部 −0.044* 

西部 −0.024 

户籍 −0.052* 

党员身份 −0.099** 

年龄对数 0.007 

收入对数 −0.025*** 

受教育年限 −0.026*** 

工作部门 0.024 

性别 −0.004 

截距 2.996 

R-squared 0.074 
*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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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研究了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的原生家庭阶层和相对剥夺感对于阶

层认同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原生家庭阶层对现阶段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的阶层认同具有正向影响，而

相对剥夺感对阶层认同具有负向影响。同时原生家庭阶层越高，个人的相对剥夺感也越低，进而影响了

个人对现阶段的阶层认同。这一研究结论进一步证实了原生家庭在个人成长中的重要性和基础性作用。

原生家庭阶层对个人阶层认同的影响应该既作用在心理，也作用在物质。鲁迅先生小说里的孔乙己就是

一个鲜明的例子。而出身一般的人，则更容易在阶层认同中拉低现有的客观水平。 
相对剥夺感在心理上与人类固有的嫉妒倾向具有紧密关联，因此会强烈地影响个人的阶层认同。经

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利益分配的差距，与既得利益者阶层相比，未能从其中获益

的人们会产生较强的相对剥夺感，从而影响了个人的阶层认同。哪怕本身客观社会阶层并不低，与他人

比较的结果也会降低自己的主观阶层认同。 
阶层认同感是影响社会稳定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证结果启示我们，降低原生家庭阶层及社会整

体相对剥夺感对现阶段阶层认同的影响是提高居民幸福感与塑造和谐社会的重要突破口。 
因此，我们也需要反思现有的分配制度，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合理降低收入差距，尤其是不公平的

收入差距，减少来自原生家庭阶层这类先赋性因素对阶层认同的影响。提供更加完善和公平的公共服务，

并从制度层面上建立健全机会公平的保障机制。同时在互联网等媒体媒介上辅以积极向上、崇尚个人努

力的积极舆论引导机制，营造正能量的舆论环境和风尚，努力打造一个和谐积极并充满幸福感的社会。 
本文限于篇幅原因，未能进一步探究原生家庭对现阶段阶层认同的影响在不同年龄段的非农工作者

中有什么样的具体特点。同时也未能探究相对剥夺感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影响差异。

希望未来的研究能继续验证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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