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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中国面临经济转型，深度挖掘城乡居民休闲消费支出潜力，优化消费结构对确立国内大循环的主体
地位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对于城乡居民休闲消费支出影响因素分析多集中于客观条件研究，对于主

观性条件研究较少。因此，考察中国城乡居民主观性条件对休闲消费支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

指导意义。本文使用CGSS2018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中国城乡居民主观阶层认知和

主观幸福感对其休闲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会显著正向影响城乡居民的休闲消费支出，

而主观阶层认知对休闲消费支出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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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is fac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eply 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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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tential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leisur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nd optimize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to establish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domestic cycle.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leisure consumption expendi-
ture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mostly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objective conditions, and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subjective conditions. Therefore, it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value and guiding signific-
anc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s of Chines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on leisur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This paper uses CGSS2018 data and adopt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ive class cogni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es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on their leisur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The 
study found that subjective well-being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ffects leisure consumption expend-
itur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hile subjective class cognition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lei-
sur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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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水平不断提高，人

们不再只追求吃饱穿暖，更要追求吃好、喝好、享受好。促进城乡居民消费是形成国内强大的消费市场，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中国正在面临经济转型时期，随着更多先进技术的使用，各个行业的

工作效率得到普遍提升，每个人都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工作以外的休闲活动并进行休闲消费。当前我国城乡

居民消费水平较低，尤其是在休闲消费层面仍存在较多的可挖掘潜力。探究促进我国城乡居民休闲消费的

重要影响因素，激发城乡居民休闲消费热情，对确立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目

前学界对于城乡居民休闲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多集中于休闲时间、收入、年龄等客观因素的研究，而较少

出现基于个体主观评价的要素研究。因此，本文尝试基于 CGSS2018 关于城乡居民休闲消费的数据，将主

观阶层认知和主观幸福感，构建回归模型研究影响城乡居民休闲消费支出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文献综述 
1、休闲消费 
休闲消费指的是人们在闲暇时间进行的休闲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活动，是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

要内容[1]。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休闲的内容和要求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不仅仅局限于有

形的娱乐商品的消费，也包括对电影、音乐、戏剧等文化艺术作品的消费。学界对于休闲消费的研究与

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在研究领域方面，目前有关于休闲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与社会学

这两个学科领域；在研究内容方面，主要集中在休闲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并且对于影响因素的研究多

集中在客观性条件的影响分析：马天平认为工作的忙碌程度影响了休闲消费[2]，刘松则认为年龄是影响

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的重要影响因素[3]；在研究对象方面，主要集中在对城乡居民休闲消费的微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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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观阶层认知 
Jackman & Jackman (1973)把主观阶层定义为“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位置的感

知”[4]，本文也将采用该定义对主观阶层认知进行界定。和客观阶层相比，主观阶层认知更多的是体现

在个体对自身所处社会阶层的主观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出现主观阶层认知和客观实际产生偏差。

主观阶层认知在中国学界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领域，尽管如此，

目前学界也具有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在研究视角方面，当前学界对于主观阶层认知的研究主要

从结构、环境、混合三个视角展开[5]。在研究主体方面，不仅有对于主观阶层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6]，
也有将主观阶层认知作为自变量的研究分析[7]。 

3、主观幸福感 
幸福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对于幸福感的研究涉及到人口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领域。

从 18 世纪以来，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对幸福展开研究，逐渐发展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以及社

会幸福感三个研究分支。其中，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中国学界的相关研

究起步稍晚，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8]。当前学界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和界定尚未达成统一共

识，存在较多不同的界定标准和定义，本文对主观幸福感给出如下界定，即个体在主观层面认可自身现

有的生活状态并且综合自身各个方面有较高的满意度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历史性增

长。人们在物质层面有较大的提升后开始转向精神层面的满足，这也是中国学界持续对主观幸福感保持

关注的主要原因。中国学界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多，相比较而言，将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

量进行研究的居多，而将主观幸福感作为自变量影响其他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 
(二) 研究假设 
基于上文的研究综述，大多数学者对于休闲消费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人收入、工作及休闲时间、年龄

结构等客观因素进行研究，对于休闲消费个体自身的主观感知带来的影响关注还不够。笔者通过数据处

理时发现，即使是在收入、年龄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个体的休闲消费也会出现较大的差异，说明

不同个体的主观意愿也是影响其休闲消费支出的重要影响因素。作为一种个体的自我心理感受，主观阶

层认知会影响个体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9]。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 1：中国城乡居民的主观阶层认知对其休闲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 
当前国内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多集中于影响因素的研究，而幸福感的高低影响其他因素的研究较少。

幸福感作为一种重要的个体主观心理感知，自我评价的高低将会严重影响个体的工作效率等行为[10]。因

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 2：中国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对其休闲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 

3. 数据、变量、方法 

(一) 数据选择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最新公布的

2018 年数据。该系列问卷调查最早开始于 2013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是

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学术调查项目，调查内容涵盖了社会、社区、家庭与个人等多个

层次多方面的内容。本文使用了 CGSS2018 调查问卷中的 A 部分和 E 部分内容，根据研究设计进行了数

据清洗，最终得到了 3354 份有效数据，文章将基于这 3354 份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二) 变量及其操作化 
1、因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即因变量是被访问者对于休闲娱乐消费的支出金额，其测量方式是让

被访问者填写所在家庭过去一年总的休闲消费支出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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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即自变量是主观阶层认知和主观幸福感。 
主观阶层认知，问卷询问了被访问者自己对于自身所在的社会阶层进行打分。原问题是“综合来看，

在目前的社会上，您本人处于社会中的哪一层？”，选项提供了 1~10 共十个阶层，可供被访问者选择，

1 代表最底层，10 代表最顶层。 
主观幸福感，问卷询问了被访问者关于幸福感的自我主观评价，选项包括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

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分别赋值为 1、2、3、4、5，被访问者对于此项目的评分越

高，说明其自我幸福感越强，反之则自我幸福感越弱。 
3、控制变量。本文将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婚姻情况、健康情况、主观社会公平感、

收入指数、政治面貌以及社交情况作为控制变量。 
(三)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 stata16 软件进行定量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验证因变量(休闲消费支出)与自变量

(主观阶层认知以及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如下：第一步，在回归方程中仅引

入控制变量作为基准模型；第二步，分别将两个自变量(解释变量)加入方程进行分析；第三步，将两个自

变量同时加入方程，观察结果。 

4. 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1 对被访问者所涉及到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在经过数据清洗后得到的 3354 份样本中，休闲支

出的平均值为 3020。主观阶层感知的平均值为 4.239，总体的主观阶层感知低于 5，说明样本人群对于自

身所处社会阶层有较为消极的评价。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值为 3.879，总体的主观幸福感高于 3，说明样本

人群对于自身的幸福感评价较高。 
 
Table 1. Description of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interviewees 
表 1. 被访问者基本情况描述 

变量 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休闲支出 3354 3020 9833 10 300,000 

主观阶层感知 3354 4.239 1.656 1 10 

主观幸福感 3354 3.879 0.820 1 5 

性别 3354 0.468 0.499 0 1 

民族 3354 0.925 0.263 0 1 

教育程度 3354 1.667 0.914 0 3 

工作情况 3354 0.560 0.496 0 1 

婚姻状况 3354 1.009 0.467 0 2 

户籍情况 3354 0.364 0.481 0 1 

健康情况 3354 1.398 0.784 0 2 

社会公平感 3354 1.300 0.796 0 2 

收入指数 3354 6.636 4.843 0 16.04 

政治面貌 3354 0.101 0.301 0 1 

社会交际 3354 3.947 1.859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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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归分析 
表 2 显示的是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探究了主观阶层认知和主观幸福感对居民休闲消费支

出的影响。模型一是只加入了控制变量的初始模型。模型二和模型三是在初始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了

主观阶层认知和主观幸福感的模型。模型四是将两个因变量(主观阶层认知和主观幸福感)同时加入的模型。

根据分析结果显示，主观阶层认知在 1%、5%和 10%水平都不显著，说明主观阶层认知与居民休闲消费

支出不存在显著影响的关系，因此假设 1 不成立。说明居民对于自身阶层的主观定位并不影响其休闲消

费支出，相同阶层定位的居民也会因为其他影响因素影响其休闲消费支出，与其阶层高低无关。主观幸

福感在 5%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居民休闲消费支出，并且系数为正数，说明主观幸福感与居民休闲消费

支出呈正相关关系，即居民对于自身的幸福感评价越高，将扩大自身及家庭的休闲消费支出，假设 2 得

到验证。的确，如果居民对于自己现有的生活有较高的满意度、认为当前的生活幸福，那么他以及自己

的家庭也会更有意愿在休闲消费方面增加相应的支出，反之则会减少休闲娱乐的消费。 
 
Table 2.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leisure consumption 
表 2. 居民休闲消费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主观阶层认知  271.873  148.159 

  (202.956)  (209.713) 

主观幸福感   508.052** 510.731** 

   (211.495) (219.242) 

性别 −1108.587*** −1113.811*** −1061.482*** −1080.275*** 

 (342.055) (344.070) (342.464) (344.231) 

民族 283.648 266.986 292.203 270.006 

 (630.191) (632.479) (629.858) (632.167) 

教育程度 1210.374*** 1162.131*** 1203.317*** 1165.515*** 

 (213.805) (215.421) (213.715) (215.329) 

工作情况 −95.105 −56.661 −63.235 −26.860 

 (429.598) (431.081) (429.564) (431.053) 

婚姻状况 −223.436 −162.394 −209.230 −145.319 

 (370.528) (371.446) (370.371) (371.332) 

户籍情况 2230.657*** 2251.222*** 2198.594*** 2238.187*** 

 (383.178) (385.078) (383.226) (384.948) 

健康状况 429.801* 384.782* 328.596 297.803 

 (223.677) (226.053) (227.482) (229.003) 

社会公平感 −26.072 −27.334 −132.334 −121.347 

 (207.740) (209.268) (212.307) (213.055) 

收入指数 129.578*** 132.448*** 132.413*** 136.029*** 

 (44.218) (44.398) (44.210) (44.403) 

政治面貌 668.450 673.392 588.777 603.963 

 (574.091) (575.002) (574.730) (575.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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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社会关系 139.126 141.628 128.062 133.953 

 (91.144) (91.690) (91.217) (91.711) 

Constant −1309.584 −1937.079* −3006.373** −3413.003*** 

 (962.277) (1034.478) (1193.224) (1212.790) 

Observations 3379 3355 3378 3354 

R-squared 0.051 0.052 0.053 0.054 

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01, **p < 0.05, *p < 0.1.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本文的结论是：主观幸福感对我国居民休闲消费支出有显

著影响，而主观阶层认知则与我国居民休闲消费支出不存在显著影响。提升我国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能够有效促进我国休闲消费占比支出，而提升城乡居民主观阶层定位对于促进我国休闲消费支出不存在

显著相关关系。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对国家的政策制定和基层治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于国家来说，为加快实现中

国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优化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结构，需要进一步提升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只

有居民有了较高的幸福感，对当前的生活比较满意，才会在休闲娱乐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增加

休闲消费方面的支出。因此，国家需要重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评价，在基层治理层面等涉及公众利益的

方面提供更加精细化、人性化的治理，制定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政策制度，让居民对所在的社区、城市

有较高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只有城乡居民安居乐业，才能够提升休闲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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