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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在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的视角下探讨了家庭收入和家庭资产
对城乡居民地位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收入和资产对地位认同具有
显著的正效应; 其次，收入和资产在居住社区中的相对位置( 即相对收入和
相对资产) 对地位认同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该效应仅存在于农村社区; 最
后，在不平等程度越高的社区，收入和资产对地位认同的正效应越小，但该规
律也仅存在于农村社区。本文据此提出了“地位认同的社会情境性”命题，
指出地位认同的建构附着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与城市社区不同，农村社区
人际关系紧密、心理边界清晰，其中的社区成员是有效的参考群体，可以通过
相对地位机制影响地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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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社会学家往往对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现象有独特的看法。德

国社会理论家贝克曾提出了“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命题。该命题认

为，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在风险社会中日渐消失，历史上对人们产生制

约作用的社会阶级正逐渐与个体生活分道扬镳。在人们不得不使自己

成为生活规划和行为中心的个体化时代，收入、阶层位置等客观阶级结

构特征不再与个体的意识、生活方式或者政治态度相勾连。即便处于

相同的客观社会位置，个体的行动和态度也是自我建构的结果，不存在

普遍和统一的模式( Becker，2007; 贝克，2004) 。类似地，社会分层理论

家帕库斯基和沃特斯提出的“阶级死亡”命题认为，在过去的阶级社会

( organized-class society) 中，人们的社会意识、身份认同乃至社会行动

都受到阶级身份的决定性影响，而在当前以及未来的地位社会( status-
conventional society) 中，任何个体的主观态度和行为都很难被某种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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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所确定，呈现出碎片化倾向( Pakulski ＆ Waters，1996 ) 。在后现代

社会学家看来，社会分层结构对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影响力正在逐渐

消解。
国内学者也提出了与上述社会学家类似的观点。李强( 2019 ) 提

出了利益群体碎片化的观点，认为改革以后我国社会的群体模式由巨

大的阶级阶层阵营逐渐向碎片化群体变迁，同一阶级阶层内部存在着

多元化与碎片化的利益群体和诉求，使得社会的多重利益交织在一起。
李培林( 2005) 提出了主观态度碎片化，认为社会态度和行为并不取决

于所谓的阶级阶层地位，或者说社会意识已经与阶级阶层结构脱节。
然而，我们对“碎片化论”仍需保持审慎的态度。最近几十年，很多国

家的收入不平等都呈现扩大趋势，即便是不平等程度曾经较低的北欧

国家，贫富差距问题也日益显现( OECD，2011) 。得益于经济的持续高

速增长，我国民众的收入和财富水平在过去四十年间普遍提高，但是收

入和财富差距亦随之扩大，基尼系数维持在较高水平 ( Xie ＆ Zhou，

2014) 。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当代社会仍维持着以阶级阶层为基础的

不平等，阶级阶层仍是影响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的关键因素。在此背

景下，人们的社会态度、行为取向究竟像贝克、帕库斯基以及“碎片化

论”预言的那样已经与客观阶层结构相分离，还是依然存在密切关联，

值得进一步探讨。
本文主要探讨客观阶层结构与城乡居民地位认同之间的关系。在

学术意义上，该议题可以验证“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命题、“阶级死

亡”命题以及“碎片化论”在我国是否具有经验基础，回答客观阶层地

位能否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等理论问题。在现实意义上，该议题可以

帮助我们了解客观阶层结构与主观世界之间的关联机制，理解个体的

社会态度或行动取向如何受到群体或社会的形塑。更重要的是，地位

认同作为一项主观分层指标，能够直接获取民众真实、具体的感受和价

值判断，并且能够在客观结构位置与社会选择、行为模式之间架起桥

梁，从而能够更好地与一系列社会后果性议题相关联( 秦广强，2016) 。
接下来，笔者将以地位认同为研究主题，重点考察收入和资产这两类代

表客观地位的核心指标是否以及如何产生影响，以期展示当代社会的

阶层结构对建构社会地位认知的作用，从而勾勒出转型社会民众主观

世界的复杂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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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位认同研究综述

地位认同( status identification) 是个体对其自身在社会地位结构中

所处位置的主观感知( Jackman ＆ Jackman，1973 ) 。学界认为，地位认

同是阶级意识发展的最初阶段，马克思的阶级意识研究是地位认同研

究的理论源头。当代地位认同研究并没有像马克思及其后来的继承者

卢卡奇、汤普森那样以宏观的视角来讨论集体层面的阶级意识，而是在

微观层面探讨了个体地位认同的影响因素、地位认同的诸后果等议题。
本节阐述微观视角下的地位认同研究，主要回顾国内外关于地位认同

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视角和经验研究。

( 一) 绝对地位视角

尽管贝克的“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命题否定了后现代社会中客

观阶层结构对个体行动和态度的影响，但是这些结构性因素在地位认

同研究传统中却有着深厚的根基。沿着马克思和涂尔干的分层理论传

统，研究者认为生活境遇、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均会影响个体的地位认

同，或者说地位认同是人们客观阶层位置在主观层面的映射。国内外

经验研究普遍发现，教育、收入和职业等表征个体在客观阶层结构中绝

对位置的指标是地位认同重要且稳健的影响因素 ( 李飞，2013; 张翼，

2011; 刘 精 明、李 路 路，2005; Hout，2008; Jackman ＆ Jackman，1973;

Hodge ＆ Treiman，1968 ) 。国内研究还发现，诸如单位、户籍等具有中

国特色的分层指标对地位认同也有显著影响( 翁定军、何丽，2007; 边

燕杰、卢汉龙，2002 ) 。不过，最近有研究发现这些绝对地位指标与地

位认同之间的关联强度并不大，而且其效 应 在 近 十 年 间 不 断 降 低

( Chen ＆ Williams，2017; 陈云松、范晓光，2016; 李培林，2005) 。其中一

个可能的解释是———正如本文开篇提到的“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命

题、“阶级死亡”命题以及“碎片化论”所言———客观阶层地位对社会生

活的影响力日益弱化，人们不再根据客观地位确定自己的阶层归属。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社会成员在教育、收入等传统分层维度方面的分

化正在被新的分层维度所替代。最近有不少研究发现，消费水平和方

式( 田丰，2011) 、文化资本( 肖日葵、仇立平，2016) 、住房面积、住房数

量和产权状况( 张海东、杨城晨，2017; 张文宏、刘琳，2013) 等指标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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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地位认同会产生显著影响。总体而言，表征客观阶层位置的各种

指标一直是形塑地位认同的重要力量之一。
随着一些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开展，有研究者开始比较不同国家

的国内生产总值、收入不平等状况、失业率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等指标

对地位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这些指标不仅直接影响地位认同，而且

会调节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地位认同的效应。例如，在不平等程

度( 如收入基尼系数) 越高的国家，个体收入对地位认同的效应越强

( Lindemann ＆ Saar，2014; Andersen ＆ Curtis，2012; Evans ＆ Kelley，

2004) 。这是因为国家层面的收入差距会影响人们对自身地位的判断

和感知: 在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不同收入群体对自身地位的主观判断

较为接近，地位认同的变异程度较小; 在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高收入

者和低收入者的边界较为清晰，地位认同的变异程度较大，从而增强了

收入对地位认同的效应。

( 二) 相对地位视角

相对地位视角认为，地位认同是个体与过去生活或者日常生活中

的参考群体进行社会比较时的主观建构。桑托斯从心理学角度定义了

地位认同( Centers，1949: 27 ) ，他认为，地位认同是自我 ( ego) 的一部

分，是个体对某类阶层群体的认同和归属感。探索地位认同就要分析

个体是如何建构自我和社会认知的。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认为社会

比较( social comparison) 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是认知形成过程

的重要环节( Festinger，1954 ) 。西方研究者由此发展出理解地位认同

的参考群体命题。该命题假定: ( 1) 人们通过与参考群体进行社会比

较来建立自我和社会认知; ( 2) 参考群体具有同质性，即人们倾向于和

相似的人进行社会比较。参考群体命题被广泛用于解释地位认同的

“趋中现象”: 正因为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对象具有同质性，所以大多

数人都会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间位置。这种“趋中现象”在不同阶层

群体以及不同国家都普遍存在( Evans ＆ Kelley，2004) 。国内研究者则

发展出了理解地位认同的相对剥夺命题 ( 刘欣，2001，2002 ) 。该命题

认为，当人们通过与自己所处社会环境中的其他成员相比较并发现自

己正在沦入“相对剥夺地位”时，更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分层的。在经验

研究中，相对剥夺的操作化指标既包括“近年来生活状况的变化”“个

体的社会流动感知”等与过去生活的比较，也包括“对社会公平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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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等与周围群体的比较 ( 陈云松、范晓光，2016; 李飞，2013; 翁定

军，2010;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

2004) 。这些研究发现，当个体与过去相比境况变得更差或者与别人

相比处于劣势时，就陷入相对剥夺地位，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处于较低的

社会位置。如果说绝对地位视角强调地位认同是基于客观阶层结构的

全局( global) 社会比较的结果，那么相对地位视角( 包括参考群体命题

或相对剥夺命题) 则认为地位认同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局部

( local) 社会比较的结果，更强调个体在人际网络中相对位置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 一) 绝对地位视角与地位认同

过去的研究对表征个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各种指标都进行了探

索，如传统的收入、职业、教育以及当代的消费、住房和文化资本等，但

很少有国内研究讨论资产对地位认同的影响。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

初，韦伯就把资产作为阶级划分的重要指标之一。他笔下的“财产阶

级”( Besitzklassen) 就是根据财产状况来定义的: 通过占有财产而获得

财产性收入的群体在财产阶级分类框架中处于享有特权的支配地位

( 韦伯，1997: 333 － 335) 。在当代社会，资产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更加

明显。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中提出，资本 ( 包括工业资产、金融

资产和房地产) 导致的不平等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严重。资本规模

越大，其收益率就越高，因此资本所有权及资本收入的分配比劳动收入

的分配存在更明显的两极化倾向。在新的全球经济环境中，这种贫富

悬殊或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加剧( 皮凯蒂，2014: 248、444 ) 。经

济学研究表明，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国资产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变化情

况印证了皮凯蒂的结论( Li ＆ Wan，2015) 。如果绝对地位视角的基本

前提无误，考虑到一些经济学研究已经发现资产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

影响( 李江一等，2015; 刘宏等，2013) ，那么有理由相信，作为当代社会

不平等重要表征的资产亦会对地位认同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其效应可

能超过收入等传统指标。西方研究已发现，资产对地位认同的效应独

立于收入、教育和职业等变量( Speer，2016 ) 。李骏通过分析上海多年

的抽样数据发现，资产对地位认同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Li，2018) 。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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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上海社会的情况是一个缩影，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性。
在提出研究假设之前需要指出，过去一些关于地位认同影响因素

的研究往往缺乏家庭视角。家庭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家庭成员对

个体的社会角色、地位认知以及诸多社会行为和态度有直接影响。最

近有研究发现，配偶和父母的客观社会地位对本人地位认同存在显著

影响( 许琪，2018) 。这说明在涉及地位认同的社会比较过程中，个体

不仅会考虑自己的状况，而且会基于家庭整体状况( 特别是经济状况)

形成地位认知。因此引入家庭视角是重要且必要的。同时，经济学理

论表明，资产和收入存在互动关系: 资产会带来收入，而收入又可以累

积为资产。但资产和收入又存在明显区别: 收入是流量，不具备时间维

度的特征，而资产是存量，包含了过去生活积累下来的不平等。因此，

为了更好地区分家庭资产和收入对地位认同各自的净效应，本文同时

纳入这两个因素。具体的假设如下:

假设 1. 1: 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家庭( 绝对) 收入越高，个体

地位认同越高。
假设 1. 2: 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家庭( 绝对) 资产规模越大，

个体地位认同越高。

( 二) 相对地位视角与地位认同

相对地位视角的基础是社会比较理论。比较国内外相对视角下的

地位认同研究可发现，社会比较理论衍生出了两个不同的分析视角。
西方研究侧重于从社会比较的对象( 参考群体) 分析地位认同问题，而

国内研究侧重于从社会比较的心理结果( 相对剥夺感) 分析地位认同

问题。国内研究往往缺乏对参考群体的细致考量，并且忽略了参考群

体的社会结构意蕴，以至于参考群体只停留在研究者的想象中，而没有

被清楚地揭示出来。概括而言，现有研究大致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可

能是由于社会转型凸显了社会生活在时间维度上的巨大变革，很多地

位认同研究更关心“与过去的比较”，对人们如何“与他人比较”关注不

足。尽管个体与过去的比较确实是相对剥夺感的来源之一，而且对地

位认同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相对地位视角更重要的内涵是个体与

其所处结构中他人的共时性比较，这类地位认同研究目前比较鲜见。
第二，在部分研究中，“与他人比较”通常操作化为心理层面的测量( 如

对社会公平程度的判断) ，缺乏严谨性。相对地位视角需要了解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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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的群体关系结构。如果在操作化过程中忽略了个体所处的群体关

系和参考群体，直接采用心理层面的测量，最后就变成了两种心理要素

( 例如公平感与地位认同 ) 之间的相关，有同义反复的可能 ( 高勇，

2013) 。为了弥补既有研究在相对地位视角方面的缺陷，笔者将目光

投向社区及其成员。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

会生活共同体，里面存在着个体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网络，且有对一套

共享价值、规范和意义的认同( Etzioni，1996 ) 。对个体而言，社区中的

面对面互动、相互熟悉的人群不仅是个体认知社会的基本场域和情景

区，而且是个体在社会中满足与否的基本定位点和参照对象 ( 毛丹，

2010) 。因此，笔者认为社区成员应是个体建构地位认同时重要的参

考群体。如果家庭收入或资产规模相对于社区其他成员处于领先位置

( 亦即社区其他成员的家庭收入和资产规模相对较低) ，个体将产生较

高的地位认同，反之则会形成较低的地位认同。具体的假设如下:

假设 2. 1: 家庭收入在社区中的相对位置对个体地位认同具有显

著的正效应。
假设 2. 2: 家庭资产规模在社区中的相对位置对个体地位认同具

有显著的正效应。

( 三) 社区收入和资产差距的调节作用

国内学者目前较少考虑宏观层次变量的影响。在为数不多的几项

研究中，陈云松和范晓光( 2016) 利用纵贯数据探索了人均 GDP 增幅和

基尼系数对地位认同的影响，发现国家层面的基尼系数存在负效应，即

基尼系数越大的历史时期，国民整体的地位认同越向下偏移。宋庆宇

和乔天宇( 2017) 发现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在经济发达地

区，教育、职业等客观地位指标对地位认同的影响更大。笔者认为，除

了考察家庭收入和资产的效应外，有必要考察宏观层面变量对它们的

调节作用，以深化对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这两种机制的理解。
考虑到过去研究发现国家层面的收入差距可以调节收入对地位认

同的效应，笔者推测，社区层面的收入或资产差距也会产生调节作用。
关于这种调节作用的方向，过去国家层面的研究发现是收入基尼系数

越大，收入对地位认同的效应越大。一方面，研究综述部分已经提及，

在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不同收入群体对自身地位的主观判断比较接

近，地位认同的变异程度较小，因而收入的效应很小甚至不显著; 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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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边界较为清晰，前者的地

位认同会更加向上偏移，而后者更加向下偏移，从而增强了收入对地位

认同的效应。另一方面，收入差距还可能会影响人们是否把收入作为

社会比较的指标。在收入差距较小的社会中，收入变异程度很小，导致

失去了社会比较的意义; 而在收入差距较大的社会中，人们更容易基于

收入进行社会比较，从而强化了收入与地位认同的关联。基于上述两

个理由，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 1: 社区成员的收入差距越大，家庭收入对个体地位认同的

效应越大。
假设 3. 2: 社区成员的资产规模差距越大，家庭资产规模对个体地

位认同的效应越大。

三、研究设计

( 一)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以下简称 CFPS) 。① 该调查

采用多阶段、内隐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从全国 25 个省

( 直辖市 /自治区) 下辖的 162 个区( 县) 的 649 个村委会 /居委会抽取

家庭户。这些家庭户以及家庭中所有经济上有联系的家庭成员均为目

标访问对象。本文使用第二轮追踪调查( 即 CFPS2014 ) 数据，该轮调

查对 13946 户家庭的 37147 位 16 岁以上家庭成员进行了访问。CFPS
设置了家庭经济问卷，由家庭最熟悉情况的成员填答，有详实的家庭消

费、收入和财产等经济信息。更重要的是，CFPS 在每个社区内部抽样

时借助地理信息对家户进行了排序，从而使得同一社区所有被抽中的

家户对整个社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为笔者通过家户信息构造社区

层面变量提供了统计基础。
CFPS 数据库由六个子样本构成，分别为上海、辽宁、河南、甘肃、广

东五省( 市) 过度抽样构成的五个“大省”子样本以及由其他二十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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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 CFPS 项目的更多信息可以访问官方网站: http: www． isss． pku． edu． cn，或参考谢宇

等，2014。



( 市) 构成的一个“小省”子样本。五个“大省”子样本经二次抽样与

“小省”子样本合并后的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由于本文需考察社区

层次的收入和资产状况，笔者删除了社区编号缺失的个案。此外，由于

婚姻变化、子女经济独立等原因产生了派生家庭户，这些家庭若不在调

查最初抽取的社区中则会被赋予独立的社区编号，从而导致某些社区

包含的个案很少。笔者删除了 20 人以下的社区，以保证社区层次变量

的代表性。本文最终使用的样本规模为 18934 人。

( 二) 变量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地位认同。CFPS 问卷要求被访者用数字1 －
5 评价自己“在本地的社会地位”，数字越大表示地位认同越高。对于

缺失值，笔者首先用被访者在 CFPS2012 中对应的回答进行替代，若仍

旧缺失，则用被访者回答的“家庭在本地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在本地

的位置”依次进行替代。图 1 是笔者分城乡社区对该变量进行的频数

统计。① 总体而言，城乡居民的地位认同具有明显的“趋中”特征，即认

为自己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占据大部分比例，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社

数据来源: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14) 。

图 1 城乡居民地位认同的分布( 已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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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均占 50%左右。但是，地位认同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城市

居民的地位认同呈现向下偏移的倾向，中下层认同的比例( 18. 94% )

大于中上层认同的比例( 11. 24% ) ; 下层认同的比例更是比上层认同

的比例高出十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地位认同则与之相反，中上层认

同的比例( 17. 40% ) 大于中下层认同的比例( 14. 94% ) 。显然，农村居

民的地位认同高于城市居民，这与此前研究的发现一致( 陈云松、范晓

光，2016; 张翼，2011 ) 。这种现象表明，在考察中国民众的地位认同

时，要充分考虑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之间的差异。
2． 关键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

本文的四个关键解释变量是被访家户的绝对收入、绝对资产、相对

收入和相对资产。绝对收入是指过去一年中家庭所有成员的工资性收

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的总和。① 绝对

资产是指家庭的净资产，包括耐用消费品价值、金融资产、生产性固定

资产、家庭总房产、土地资产的总和，再扣除家庭的房贷和其他金融负

债。由于部分家庭的绝对资产为负数，笔者把该变量通过 0 － 1 标准化

调整为 0 － 100 取值。以上两个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减少模型

的异方差性。相对收入的操作化方式是把每个社区的绝对收入由小到

大排序并生成序号变量( 1，2，3…) ，然后把每个社区的序号变量分别

进行 0－1 标准化，使之统一为［0，1］取值，即为相对收入变量。相对资

产也通过相同的步骤生成。这两个变量的实际含义是家庭绝对收入或

资产在社区范围内的分位数，数值越大表示在本社区的收入或资产排

名越靠前。
本文的调节变量是社区的收入差距和资产差距，用基尼系数来衡

量。基于同一社区被抽中的每户家庭的绝对收入和资产状况以及权

数，笔者通过 STATA 统计软件的 － ineqdeco － 命令计算出每个社区的

收入基尼系数和资产基尼系数。
3． 其他协变量

本文涉及的其他协变量包括被访者的性别( 男性 = 1) 、年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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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工资性收入是指家庭成员从事农业或非家受雇工作挣取的税后工资、奖金和实物形式的

福利。经营性收入是指家庭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经营、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的净

利润。转移性收入是指家庭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 如养老金、补助、救济) 和社会捐助获

取的收入。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通过投资、出租土地、房屋、生产资料等获得的收入。其

他收入是指通过亲友的经济支持和赠予获取的收入。



状态( 已婚有配偶 = 1) 、受教育年限、党员身份( 中共党员 = 1) 、就业状

态( 在职 = 1)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ISEI) 、自评健康状况以及家庭的恩

格尔系数。其中，性别、婚姻状态、党员身份和就业状态为虚拟变量; 年

龄、受教育年限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为连续变量; 自评健康状况是被访

者用数字 1 － 5 评估的健康状况，数值越大表示越健康，视为连续变量。
除了以上这些个体层面的变量外，本文还控制了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该

变量通过 CFPS2014 家庭数据库提供的两个综合变量( 食品支出和家

庭总支出) 相除得到。以上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样本 城市子样本 农村子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个体层次变量

地位认同 2. 94 0. 99 1 5. 00 2. 74 0. 94 3. 01 1. 00

性别( 男性 = 1) 0. 49 0. 50 0 1 0. 48 0. 50 0. 49 0. 50

年龄 46. 49 17. 11 16 104 46. 73 16. 89 46. 41 17. 18

婚姻状态( 已婚有配偶 =1) 0. 78 0. 41 0 1 0. 77 0. 42 0. 79 0. 41

受教育年限 7. 03 4. 71 0 22 9. 17 4. 60 6. 33 4. 53

党员身份( 中共党员 = 1) 0. 06 0. 23 0 1 0. 11 0. 31 0. 04 0. 20

就业状态( 在职 = 1) 0. 69 0. 46 0 1 0. 55 0. 50 0. 74 0. 44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ISEI) 31. 60 10. 89 19 88 40. 19 10. 65 28. 78 9. 38

自评健康 3. 01 1. 27 1 5 3. 01 1. 18 3. 00 1. 29

家庭层次变量

绝对收入( 对数) 1. 51 0. 69 0 6. 1 1. 73 0. 63 1. 45 0. 69

绝对资产( 对数) 2. 59 0. 15 2 4. 1 2. 64 0. 19 2. 57 0. 13

相对收入 0. 53 0. 27 0 1 0. 53 0. 28 0. 52 0. 27

相对资产 0. 35 0. 28 0 1 0. 36 0. 28 0. 35 0. 28

恩格尔系数 0. 38 0. 20 0 1 0. 43 0. 20 0. 37 0. 20

社区层次变量

社区类型( 居委会 = 1) 0. 25 0. 43 0 1 — — — —

社区收入基尼系数 0. 39 0. 10 0 0. 77 0. 35 0. 11 0. 40 0. 09

社区资产基尼系数 0. 44 0. 10 0 0. 73 0. 44 0. 12 0. 44 0. 10

个体样本量( N) 18934 4680 14254

家庭样本量( Nf ) 7276 1908 5374

社区样本量( Nc ) 357 108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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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研究步骤与模型建构

本文的分析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地位认同对绝对收入和资产

进行回归，以考察绝对收入和资产的效应，检验研究假设 1。然后，将

地位认同对相对收入和资产进行回归，以考察家庭相对收入和资产的

效应，检验研究假设 2。最后，通过交互模型分别考察社区收入基尼系

数对绝对收入效应的调节作用、社区资产基尼系数对绝对资产效应的

调节作用，以检验研究假设 3。在模型建构方面，由于 CFPS2014 是聚

类样本( cluster sample) ，同一家庭的所有成员均入样，因此使用两层模

型设定( 第二层为家庭) ，以控制未观测到的家庭特征的影响。从因变

量阶层认同的描述性统计看，该变量基本服从正态分布，所以使用线性

模型进行拟合。本文最终使用的模型为两层混合效应线性回归模型。

四、统计结果分析

( 一) 绝对收入和资产对地位认同的影响

笔者首先把地位认同对绝对收入和资产进行回归，表 2 分别展示

了全样本、城市子样本和农村子样本的模型估计结果。模型 1 和模型

2 是全样本模型。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性别、年龄、婚姻状

态、党员身份、就业状态、自评健康以及家庭恩格尔系数等对地位认同

存在非常显著的影响。其中女性、年长者、已婚者、党员、在职者、自评

为健康的群体有相对更高的地位认同水平。这些结果与以往研究一

致。同时，家庭恩格尔系数的负效应非常显著，意味着家庭食品支出在

总支出中占比越低，个体就会有更高的地位认同水平，这在某种程度上

印证了消费对地位认同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与图 1 呈现的结果一

致，社区虚拟变量的系数为负数，表明城市居民的地位认同显著低于农

村居民。

表 2 估计绝对收入和资产效应的两层混合效应线性回归模型

全样本 城市子样本 农村子样本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绝对收入( 对数)
0. 087＊＊＊

( 0. 013)
0. 058＊＊＊

( 0. 014)
0. 148＊＊＊

( 0. 027)
0. 098＊＊＊

( 0. 029)
0. 071＊＊＊

( 0. 015)
0. 053＊＊

( 0.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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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全样本 城市子样本 农村子样本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绝对资产( 对数)
0. 340＊＊＊

( 0. 066)
0. 417＊＊＊

( 0. 096)
0. 243＊＊

( 0. 089)

男性
－ 0. 075＊＊＊

( 0. 013)
－ 0. 073＊＊＊

( 0. 013)

－ 0. 045
( 0. 026)

－ 0. 044
( 0. 026)

－ 0. 080＊＊＊

( 0. 016)
－ 0. 079＊＊＊

( 0. 016)

年龄
0. 010＊＊＊

( 0. 001)
0. 009＊＊＊

( 0. 001)
0. 008＊＊＊

( 0. 001)
0. 008＊＊＊

( 0. 001)
0. 010＊＊＊

( 0. 001)
0. 010＊＊＊

( 0. 001)

已婚有配偶
0. 078＊＊＊

( 0. 018)
0. 078＊＊＊

( 0. 018)
0. 092＊＊

( 0. 033)
0. 095＊＊

( 0. 033)
0. 077＊＊＊

( 0. 021)
0. 077＊＊＊

( 0. 021)

受教育年限
－ 0. 003
( 0. 002)

－ 0. 003
( 0. 002)

－ 0. 002
( 0. 004)

－ 0. 003
( 0. 004)

－ 0. 003
( 0. 002)

－ 0. 003
( 0. 002)

中共党员
0. 296＊＊＊

( 0. 031)
0. 292＊＊＊

( 0. 031)
0. 242＊＊＊

( 0. 045)
0. 236＊＊＊

( 0. 045)
0. 325＊＊＊

( 0. 041)
0. 324＊＊＊

( 0. 041)

在职
0. 065＊＊＊

( 0. 016)
0. 066＊＊＊

( 0. 016)

0. 030
( 0. 030)

0. 032
( 0. 030)

0. 068＊＊＊

( 0. 020)
0. 068＊＊＊

( 0. 020)

ISEI
0. 001

( 0. 001)
0. 001

( 0. 001)
0. 004＊＊

( 0. 001)
0. 004＊＊

( 0. 001)

－ 0. 000
( 0. 001)

－ 0. 000
( 0. 001)

自评健康
0. 094＊＊＊

( 0. 006)
0. 093＊＊＊

( 0. 006)
0. 098＊＊＊

( 0. 012)
0. 097＊＊＊

( 0. 012)
0. 093＊＊＊

( 0. 007)
0. 093＊＊＊

( 0. 007)

恩格尔系数
－ 0. 241＊＊＊

( 0. 042)
－ 0. 232＊＊＊

( 0. 042)
－ 0. 388＊＊＊

( 0. 082)
－ 0. 358＊＊＊

( 0. 081)
－ 0. 184＊＊＊

( 0. 049)
－ 0. 182＊＊＊

( 0. 049)

居委会
－ 0. 297＊＊＊

( 0. 022)
－ 0. 306＊＊＊

( 0. 022)

常数项
2. 147＊＊＊

( 0. 052)
1. 325＊＊＊

( 0. 167)
1. 767＊＊＊

( 0. 110)
0. 764＊＊

( 0. 254)
2. 165＊＊＊

( 0. 061)
1. 575＊＊＊

( 0. 225)

家庭层次方差 0. 230＊＊＊ 0. 228＊＊＊ 0. 229＊＊＊ 0. 223＊＊＊ 0. 231＊＊＊ 0. 230＊＊＊

家庭样本量 7276 7276 1908 1908 5374 5374

个人样本量 18934 18934 4680 4680 14254 14254

对数似然值 － 25645. 70 － 25632. 42 － 6112. 38 － 6102. 94 － 19501. 95 － 19498. 25

注: ( 1) * p ＜ 0. 05，＊＊p ＜ 0. 01，＊＊＊p ＜ 0. 001( 双尾检验) 。( 2) 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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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关注绝对收入和资产两个变量。模型 1 中绝对收入的系数为

0. 087( p ＜ 0. 001) ，表明绝对收入越高，则个体的地位认同越高。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绝对资产，系数为 0. 340 ( p ＜ 0. 001) ，表明

绝对资产规模越大，则个体的地位认同越高。基于城市子样本的模型

3 和模型 4 表明，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绝对收入和资产对城

市居民的地位认同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基于农村子样本的模型 5 和模

型 6 亦表明绝对收入和资产都具有正效应。不仅如此，笔者还注意到，

在模型中增加绝对资产变量后，全样本和城市、农村两个子样本中绝对

收入的系数均有所减小，说明绝对资产部分解释了绝对收入的效应。
上述结果说明，忽略资产可能会使模型高估收入的效应。总体而言，家

庭绝对收入和绝对资产对城乡居民的地位认同都具有积极影响，假设

1. 1 和假设 1. 2 均得到验证。

( 二) 相对收入和资产对地位认同的影响

接下来，笔者把地位认同对相对收入和资产进行回归，表 3 分别

呈现了城乡两个子样本模型估计 的 结 果。首 先 关 注 城 市 子 样 本。
模型 1 在表 2 模型 4 基础上加入了相对收入变量。结果显示，绝对

收入的系数显著而相对收入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城市居民绝对收入

在社区中的相对位置不影响其地位认同。同样，模型 2 在表 2 模型

4 基础上加入了相对资产变量，其系数也不显著，说明城市居民绝对

资产在社区中的相对位置也不影响 其 地 位 认 同，假 设 2. 1 和 假 设

2. 2 并未在城市居民中得到验证。农村子样本的模型估计结果与城

市子样本不同。模型 4 在表 2 模型 6 基础上加入了相对收入变量，

其系数为正数且已接近 0. 1 的显著性水平。而且笔者尝试过用家庭

收入和社区平均收入的对数差构造相对收入变量，估计出的系数非

常显著，因此，基本可以认定农村居民相对收入越高，其地位认同越

高。而模型 5 加入了相对资产变量，系数为 0. 195 且在 0. 001 水平

上显著，说明相对资产越高，则农村居民的地位认同越高。换言之，

农村居民的地位认同明显与同社区 ( 同村) 其他家庭的收入和资产

状况有关: 如果自己家庭的收入和资产规模大于同村其他村民，则

会形成较高的地位认同; 如果自己家庭的收入和资产规模小于同村

其他村民，则会形成较低的地位认同。假设 2. 1 和假设 2. 2 在农村

居民中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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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估计相对收入和资产效应的两层混合效应线性回归模型

城市子样本 农村子样本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相对收入
－ 0. 087
( 0. 092)

－ 0. 062
( 0. 098)

0. 104
( 0. 074)

－ 0. 012
( 0. 079)

相对资产
－ 0. 075
( 0. 072)

－ 0. 060
( 0. 076)

0. 195＊＊＊

( 0. 045)
0. 198＊＊＊

( 0. 048)

绝对收入( 对数)
0. 131＊＊

( 0. 045)
0. 100＊＊＊

( 0. 029)
0. 123＊＊

( 0. 046)

0. 015
( 0. 031)

0. 049＊＊

( 0. 016)

0. 053
( 0. 032)

绝对资产( 对数)
0. 401＊＊＊

( 0. 097)
0. 488＊＊＊

( 0. 117)
0. 462＊＊＊

( 0. 124)
0. 264＊＊

( 0. 091)

－ 0. 006
( 0. 106)

－ 0. 012
( 0. 113)

男性
－ 0. 043
( 0. 026)

－ 0. 044
( 0. 026)

－ 0. 043
( 0. 026)

－ 0. 079＊＊＊

( 0. 016)
－ 0. 079＊＊＊

( 0. 016)
－ 0. 079＊＊＊

( 0. 016)

年龄
0. 007＊＊＊

( 0. 001)
0. 008＊＊＊

( 0. 001)
0. 007＊＊＊

( 0. 001)
0. 010＊＊＊

( 0. 001)
0. 010＊＊＊

( 0. 001)
0. 010＊＊＊

( 0. 001)

已婚有配偶
0. 096＊＊

( 0. 033)
0. 096＊＊

( 0. 033)
0. 097＊＊

( 0. 033)
0. 076＊＊＊

( 0. 021)
0. 076＊＊＊

( 0. 021)
0. 077＊＊＊

( 0. 021)

受教育年限
－ 0. 003
( 0. 004)

－ 0. 003
( 0. 004)

－ 0. 003
( 0. 004)

－ 0. 003
( 0. 002)

－ 0. 003
( 0. 002)

－ 0. 003
( 0. 002)

中共党员
0. 235＊＊＊

( 0. 045)
0. 236＊＊＊

( 0. 045)
0. 235＊＊＊

( 0. 045)
0. 324＊＊＊

( 0. 041)
0. 323＊＊＊

( 0. 041)
0. 323＊＊＊

( 0. 041)

在职
0. 032

( 0. 030)
0. 032

( 0. 030)
0. 032

( 0. 030)
0. 068＊＊＊

( 0. 020)
0. 066＊＊＊

( 0. 020)
0. 066＊＊＊

( 0. 020)

ISEI 0. 004＊＊

( 0. 001)
0. 004＊＊

( 0. 001)
0. 004＊＊

( 0. 001)

－ 0. 000
( 0. 001)

0. 000
( 0. 001)

0. 000
( 0. 001)

自评健康
0. 097＊＊＊

( 0. 012)
0. 098＊＊＊

( 0. 012)
0. 098＊＊＊

( 0. 012)
0. 092＊＊＊

( 0. 007)
0. 091＊＊＊

( 0. 007)
0. 091＊＊＊

( 0. 007)

恩格尔系数
－ 0. 355＊＊＊

( 0. 081)
－ 0. 355＊＊＊

( 0. 081)
－ 0. 354＊＊＊

( 0. 081)
－ 0. 179＊＊＊

( 0. 049)
－ 0. 168＊＊＊

( 0. 049)
－ 0. 168＊＊＊

( 0. 049)

常数项
0. 798＊＊

( 0. 257)
0. 596*

( 0. 301)
0. 655*

( 0. 315)
1. 518＊＊＊

( 0. 229)
2. 146＊＊＊

( 0. 260)
2. 161＊＊＊

( 0. 277)

家庭层次方差 0. 222＊＊＊ 0. 222＊＊＊ 0. 222＊＊＊ 0. 230＊＊＊ 0. 228＊＊＊ 0. 228＊＊＊

家庭样本量 1908 1908 1908 5374 5374 5374

个人样本量 4680 4680 4680 14254 14254 14254

对数似然值 － 6102. 50 － 6102. 39 － 6102. 19 － 19497. 25 － 19488. 89 － 19488. 87

注: ( 1) * p ＜ 0. 05，＊＊p ＜ 0. 01，＊＊＊p ＜ 0. 001( 双尾检验) 。( 2) 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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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子样本的模型中控制相对收入或相对资产

后，绝对收入或绝对资产的系数均不再显著，这说明农村居民绝对收入

和资产对地位认同的正效应完全被相对地位机制所解释，即高收入或

高资产的农村居民之所以具有更高的地位认同，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在

社区中占据相对优势地位。相对地，城市子样本的模型则表明绝对地

位机制主导着城市居民地位认同，相对地位机制作用不大。认同机制

的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城市居民的地位认同会明显低于

农村居民。前文提到，绝对地位机制是基于收入、资产等表征客观社会

地位指标的全局社会比较，相对地位机制是一种建立在日常人际网络

基础上的局部社会比较。绝对地位机制更容易使地位认同向下偏移存

在两点原因，第一，全局社会比较没有明确的社会边界，以抽象状态存

在的“富人”往往会让人感到强烈的差距，从而降低自身的地位认同。
第二，全局社会比较以收入、资产等诸多市场要素为基础，多数人总能

在某个维度要素中感受到弱势地位 ( 高勇，2013 ) 。笔者据此推测，越

是在绝对地位机制发挥作用、进行全局比较的情境中，地位认同的分布

就越接近收入或资产的偏态分布，越是在相对地位机制发挥作用、进行

局部比较的情境中，由于人们的日常交往具有选择性和同质性，地位认

同的分布就越接近正态分布。①

相对地位机制为什么在城市居民中失效了? 或者说为什么城市居

民没有把社区成员作为参考群体? 笔者试图从城市和农村社区人际关

系特征的差异中寻求解释。借助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的“共同

体 /社会”这对具有传统—现代意义的理想类型，笔者认为，农村社区

仍保留着较多“共同体”特征，人际关系建立在血缘、地缘等传统纽带

基础上。尽管现代化和商品经济的冲击正在不断地改变着农村的血缘

和地缘关系，但是几千年来农耕文化孕育的传统人格和社会行为模式

并不会即刻消失( 周晓虹，1998) 。而城市社区更多地呈现出“社会”的

特征，人际关系建立在契约纽带上。城市社区中超越家庭的传统共同

体形式消失，邻里关系更加松散。人们的关系网络也不再建立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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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推测可以解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的地位认同

分布差异。CGSS 要求被访者评估自己在“全社会”的位置，是一种全局比较，而 CFPS 要

求被访者评估自己在“本地”的位置，是一种相对局部的比较，所以 CGSS 数据的地位认

同比 CFPS 数据表现出更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CGSS 数据的地位认同变量分布可参见

陈云松、范晓光( 2016) 。



中，而变得更加具有个人选择性( 贝克，2004) 。滕尼斯( 1999: 95) 非常

准确地概括了农村和城市社区在人际纽带方面的区别: 在共同体里，尽

管有种种分离，但仍然保持着结合; 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结合，仍然保

持着分离。因此，只有在共同体特征较为明显的农村社区，社区成员作

为参考群体才对地位认同有显著影响，相对地位机制才能发挥其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地位认同的社会情境性”命题。所谓

“地位认同的社会情境性”，是指建构地位认同的过程附着于具体的社

会情境中。不同情境中人际纽带不同、对参考群体的定义不同，地位认

同的形成过程也会随之不同。例如，城市社区人际关系松散、心理边界

模糊，因此社区成员不是城市居民的参考群体，无法影响城市居民的地

位认同; 而农村社区人际关系紧密、心理边界清晰，因而社区成员是有

效的参考群体，可以对地位认同产生影响。该命题亦表明，相对地位机

制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在共同体中，相对地位机制有很强的解释力，

甚至可以替代绝对地位机制; 而在人际关系松散的社群中，相对地位机

制则不具备很强的解释力。

( 三) 社区收入和资产差距的调节作用

最后，笔者分析社区收入和资产差距如何调节绝对收入或资产的

效应。表 4 展示了分城乡子样本的交互模型的估计结果( 绝对收入和

绝对资产变量均已对中) 。基于城市子样本的模型 1 和模型 2 中两个

交互项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对城市居民而言，家庭绝对收入和资产的

效应并不会随着社区收入或资产差距的变化而变化。这恰好印证了前

文的观点，即社区成员不是城市居民的参考群体，因此社区的收入或资

产差距不会产生调节作用。基于农村子样本的模型 3 和模型 4 中两个

交互项的系数均为负数且统计显著，表明农村社区收入基尼系数越高，

家庭收入的效应越低; 社区资产基尼系数越高，家庭资产的效应越低。
简言之，在收入或资产差距越大的农村社区，家庭收入和资产对地位认

同的效应越小。① 从表 4 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假设 3. 1 和假设 3. 2 并

未得到验证，而且农村子样本的情况与假设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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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也曾根据社区收入和资产基尼系数的大小将样本划分为若干规模相等的子样本进

行分段回归，结果表明在农村子样本中，家庭收入和资产的系数确实在基尼系数较高的

情况下更小。城市居民中并不存在这种趋势。



表 4 估计社区收入和资产差距调节效应的两层混合效应线性回归模型

城市子样本 农村子样本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绝对收入 ×
社区收入基尼系数

－ 0. 386
( 0. 210)

－ 0. 264*

( 0. 131)

绝对资产 ×
社区资产基尼系数

0. 579
( 0. 617)

－ 2. 208＊＊

( 0. 739)

绝对收入( 对数)
0. 267＊＊

( 0. 090)
0. 094＊＊

( 0. 030)
0. 189＊＊

( 0. 059)
0. 064＊＊＊

( 0. 017)

社区收入基尼系数
0. 583＊＊＊

( 0. 166)
0. 302＊＊

( 0. 110)

绝对资产( 对数)
0. 311＊＊

( 0. 111)

0. 029
( 0. 332)

0. 348＊＊＊

( 0. 099)
1. 474＊＊＊

( 0. 390)

社区资产基尼系数
－ 0. 184
( 0. 139)

－ 0. 340＊＊＊

( 0. 102)

社区平均收入( 对数)
－ 0. 074
( 0. 074)

0. 017
( 0. 068)

－ 0. 086*

( 0. 039)
－ 0. 077*

( 0. 039)

社区平均资产( 对数)
0. 285

( 0. 193)
0. 267

( 0. 197)
－ 0. 160
( 0. 194)

－ 0. 154
( 0. 193)

男性
－ 0. 044
( 0. 026)

－ 0. 043
( 0. 026)

－ 0. 080＊＊＊

( 0. 016)
－ 0. 078＊＊＊

( 0. 016)

年龄
0. 008＊＊＊

( 0. 001)
0. 007＊＊＊

( 0. 001)
0. 010＊＊＊

( 0. 001)
0. 010＊＊＊

( 0. 001)

已婚有配偶
0. 094＊＊

( 0. 033)
0. 096＊＊

( 0. 033)
0. 076＊＊＊

( 0. 021)
0. 075＊＊＊

( 0. 021)

受教育年限
－ 0. 002
( 0. 004)

－ 0. 003
( 0. 004)

－ 0. 003
( 0. 002)

－ 0. 003
( 0. 002)

中共党员
0. 239＊＊＊

( 0. 045)
0. 236＊＊＊

( 0. 045)
0. 320＊＊＊

( 0. 041)
0. 322＊＊＊

( 0. 041)

在职
0. 025

( 0. 030)
0. 032

( 0. 030)
0. 068＊＊＊

( 0. 020)
0. 065＊＊

( 0. 020)

ISEI 0. 004＊＊

( 0. 001)
0. 004＊＊

( 0. 001)

－ 0. 000
( 0. 001)

0. 000
( 0. 001)

自评健康
0. 097＊＊＊

( 0. 012)
0. 097＊＊＊

( 0. 012)
0. 092＊＊＊

( 0. 007)
0. 091＊＊＊

( 0. 007)

恩格尔系数
－ 0. 327＊＊＊

( 0. 082)
－ 0. 363＊＊＊

( 0. 081)
－ 0. 180＊＊＊

( 0. 049)
－ 0. 166＊＊＊

( 0.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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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因变量: 地位认同
城市子样本 农村子样本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常数项
1. 131*

( 0. 466)
1. 355＊＊

( 0. 473)
2. 712＊＊＊

( 0. 472)
2. 953＊＊＊

( 0. 460)

家庭层次方差 0. 219＊＊＊ 0. 221＊＊＊ 0. 228＊＊＊ 0. 228＊＊＊

家庭样本量 1908 1908 5374 5374
个人样本量 4680 4680 14254 14254
对数似然值 － 6095. 03 － 6100. 55 － 19486. 70 － 19483. 88

注: ( 1) * p ＜ 0. 05，＊＊p ＜ 0. 01，＊＊＊p ＜ 0. 001( 双尾检验) 。( 2) 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误。

如何理解社区层面的收入 /资产差距对绝对收入 /资产的调节效应

与国家层面相反的状况? 以收入为例，笔者认为，在分析国家层面收入

差距的调节效应时，绝对地位机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绝对地位机制

会使得地位认同的分布向下偏移。全社会收入差距越大( 也就是收入

分布的偏度越大) ，那些中低收入群体就越容易感受到强烈的不平等，

从而使地位认同向下偏移的程度越大。如图 2( a) 所示，假设 B 国收入

差距大于 A 国，则 B 国的低收入群体地位认同将向下偏移，其后果就

是导致 B 国的回归线( LB ) 的左端较 A 国( LA ) 向下移动，形成较大的斜

率。所以国家层面的收入差距越大，收入的效应越大。

图 2 收入和资产差距调节作用示意图

而在分析社区层面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时，相对地位机制具有更

强的解释力。由于社区共同体具有相对明确的社会边界，此时人们的

312

论 文 收入、资产与当代城乡居民的地位认同



社会比较具有较高效度，社区成员比较容易判断自己在社区中的相对

位置。每个社区的相对低收入者都会映射到较低的地位认同，相对高

收入者会都映射到较高的地位认同。如图 2( b) 所示，甲和丙分别是 A
社区和 B 社区的收入最低者，他们的地位认同均为 p，乙和丁分别是 A
社区和 B 社区的收入最高者，他们的地位认同均为 q。显然，收入差距

较小的 A 社区的回归线( LA ) 斜率要大于收入差距较大的 B 社区的回

归线( LB ) 斜率。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在收入差距较小的社区中，一定

程度的收入变化将会极大地改变个体在社区中的相对位置，导致收入

的效应比较大; 而在收入差距较大的社区，一定程度的收入变化很难影

响个体在社区中的相对位置，所以收入的效应比较小。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 CFPS2014 数据探讨了家庭收入和资产对当代城乡居民

地位认同的影响。在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的视角下，笔者发现，首先，

家庭绝对收入和资产对城乡居民的地位认同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国内

研究长期忽视了资产的作用，很可能导致高估收入的效应。其次，家庭

收入和资产在居住社区范围内的相对位置( 即相对收入和资产) 对地

位认同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这一规律仅在农村社区成立。最后，居住

社区的收入和资产不平等状况会调节家庭绝对收入和资产的效应。越

是在不平等的社区，绝对收入和资产对地位认同的正效应越小，但该规

律也仅存在于农村社区。基于上述发现，笔者提出“地位认同的社会

情境性”命题，指出建构地位认同的过程附着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
只有在人际关系更紧密、心理边界更清晰的社区中，社区成员才是有效

的参考群体，进而通过相对地位机制影响地位认同以及社区不平等的

调节作用。本文的贡献在于将以往存在于研究者想象中的参考群体具

象化，从而揭示出农村居民以同村村民为参考群体建构地位认同的过

程。未来考察不同群体地位认同和其他社会心理差异时，要充分考虑

他们各自所在的社会情境差异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参考群体差

异，这将为理解人们的主观世界提供富有社会学想象力的思考。
在某种程度上，资产既包含了父辈延续下来的不平等，又包含了个

体过去生活积累的不平等，因而具有比收入、教育等分层指标更丰富的

412

社会学研究 2020． 2



内涵。作为过去父辈和自己积累的财富，资产无需劳动即可自我增长，

这对地位认同乃至社会阶层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纳入了家庭

资产变量，综合考察了家庭收入和资产对城乡居民地位认同的影响。
与过去研究一致，家庭收入和资产对城乡居民地位认同都具有正向影

响。而且家庭资产的效应独立于家庭收入。值得一提的是，家庭资产

对城市和农村居民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对城市居民而言，随着金融、证
券、资本和住房等领域改革的深入，城市家庭之间的资产差距日益扩

大，包括房产在内的资产正成为界定个体客观阶层位置的重要指标，对

地位认同的影响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对农村居民而言，房产、田
地等外显的家庭资产一直是他们社会地位的象征和用以社会比较的指

标。这也能部分解释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到的现象: 农民外出务工

赚钱后会选择回家新建或翻建农居房，即便他们并不会长期居住其中，

但因为资产的富足能够让农民在社区中拥有更高的相对位置，从而获

得更多地位满足感。农民的意义世界扎根于村落共同体中。
本文也呼应了学界围绕共同体的一些讨论。虽然有些学者曾经提

到农村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和村落共同体的衰落问题( 阎云翔，2012; 项

继权，2009) ，但就地位认同的建构过程而言，农村社区的共同体色彩

仍比城市社区更浓厚，农民仍与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共同体有密切联

系。相反，城市社区则不具备浓厚的共同体色彩，或者说失去了共同体

的意义( 桂勇、黄荣贵，2006; 李强，2019 ) 。尽管城市具有更强的流动

性，在市场机制和个体自主选择的作用下产生了居住隔离和居住空间

阶层化现象，但是相似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并没有使他们产生有意义的

交往和社会联结。城市社区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和行政管理上的概

念，并不是社区成员认同感、归属感的来源和建构地位认同的场所。在

社会学家笔下，共同体通常是现代人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

界，它是一个温暖、舒适、安全以及充满人际互惠的场所( 鲍曼，2003) 。
从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拥有更高的地位认同、更强的幸福感以及对社

会不平等的反应更为和缓等社会事实来看，共同体对个体的社会认知

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罗楚亮，2006; 怀默霆，2009 ) 。因此，如何使身处

现代性中的城市居民形成更积极的心理感受和体验，社区共同体的重

建可能是重要的切入点。
贝克认为，反思现代化消解了工业社会中的制度和集体意识，使得

人们不再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转而将自己视为生活世界的核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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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业社会的一项制度，阶级也不再占据优势地位，人们可以置身于阶

级之外。但贝克提出的“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命题以及类似的“阶级

死亡”命题和“碎片化论”并没有得到西方经验研究的支持( 贝克尔、哈
贾尔，2016) 。本文也表明，不管是通过绝对地位机制还是相对地位机

制，收入、财富等与阶级阶层相关的指标依然参与并且以一种结构性的

力量制约着城乡居民地位认同的建构过程。不仅如此，有学者发现在

市场转型背景下，城市居民地位认同的参照系越来越倚重收入、职业等

与市场机遇有关的要素，地位认同非但没有与传统的客观阶级结构相

分离，反而 深 深 地 联 系 在 一 起，受 到 后 者 越 来 越 大 的 影 响 ( 高 勇，

2013) 。当然，在变动不居的社会里，基于时间截面的研究总是稍显单

薄。家庭收入和资产的相对重要性呈现何种变化趋势? 村落共同体对

农村居民地位认同的影响是否逐渐式微? 有效的社区治理是否能让城

市居民向趋中地位认同靠拢? 本文尚未涉及的这些议题未来需要进一

步诊断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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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s can influence policy innov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however contributes
little to policy diffusion． The influence is mainly based on pilot projects mechanism，

lasts only during the project and has weak effect． The vertical model launched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o promote local innovation in a short
time． The influence is mainly based on personnel mechanism，lasts long and has strong
effect． This study uses the organization theory to develop the theory of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and provides insights for research on Chinese pilot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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