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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2010至2017年CGSS的相关数据为基础，从社会经济状况视角来剖析影响人民幸福感的因素，通

过建立计量模型并分析回归结果，文章有了如下发现：1) 社会阶层定位能够显著提升个人的幸福感，并

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2) 社会阶层的流动感知对个人幸福感有着积极作用，通过Probit模型

分析可知，其社会阶层每上升一个单位，能够使居民感到“非常幸福”的概率上升0.5%。3) 社会阶层流

动预期也同个人幸福感呈正比例方向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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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 from 2010 to 2017,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people’s 
happ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by building an econometric model 
and analyzing the regression results,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Social class orienta-
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ersonal happiness, and it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t the 1% confi-
dence level. 2)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class mobilit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ersonal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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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it model shows that each unit increase in social class can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residents feeling “very happy” by 0.5%. 3) The expectation of social class mobility is 
also positively proportional to personal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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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幸福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因此其也成为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重要话题。国内从社会学、

经济学等学科研究幸福的实证文献与综述众多[1] [2] [3] [4]，但鲜有从社会阶层定位与阶层流动等视角研

究居民幸福感。 
本文在基于社会阶层分层的现状之上，研究居民当前的社会阶层定位与流动对幸福感的影响，探寻

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一方面，幸福感的提升是改善民生的重要终极目标；另一方面，增强

人民的幸福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国内外的文献主要研究的是阶层流动预期对个人幸福感的

影响。 
本文使用 2010 至 2017 年的 CGSS 数据进行分析，以参与调查的居民为本文的研究对象，通过实证

分析考察三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

本文结合了 2010 至 2017 年的 6 轮调查数据，能够有足够多的数据支撑本文核心论点。其次，本文在充

分控制个体特征等基础上，实证验证了社会阶层定位与流动对个人幸福感的正向作用。 

2. 文献综述 

2.1. 阶层定位与幸福 

关于个体社会阶层的获得有两种观点——先赋论和后赋论，前者认为社会阶层主要取决于出身和家

庭背景，后者认为社会阶层主要取决于后天努力。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会孤立地选择某一立场，而是

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5]。研究表明，人们的主观阶层与客观社会阶层并不完全一致，人们的主观阶层呈

“向下偏移”特征[6]。不同的阶层对幸福的感知不同，周雪娇、崔江龙[7]等研究表明，对高阶层群体来说，

仅有生活负担压力感受对其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其他个人和家庭特征因素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较弱。 

2.2. 阶层流动预期与幸福 

卢燕平等[8]研究发现，社会流动性预期的提升可以促使居民对社会公平持乐观态度，而秉持乐观态

度的人会享有更高的幸福感。Xiaogang Wu [9]提出，向上流动性预期加强了人们对当下社会体制的拥护，

维护了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无疑是人们幸福的重要保障。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测，向上流动通

过使个体获得更高的社会阶层，从而对健康与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10]。 

2.3. 阶层流动感知与幸福 

社会阶层流动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社会流动感知是个体对自身社会阶层变化的主观感受[11]。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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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2]得出，在社会公平感较强的情况下，向下的社会流动感知虽会导致幸福感的降低，但个体更容易相

信未来可以通过努力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从而增加幸福感。陈丽君[11]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向上

的社会流动感知带来的幸福感逐渐呈上升趋势，但是到达一定的年龄以后，社会流动感知对幸福感的影

响逐渐减弱。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其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因 CGSS 最新数据暂未公布，结合主题本文选取 2010~2017 年数据。该数据共有效样本 63999 份，调查

对象均为 18 周岁至 103 周岁的人口，其中女性占比 51.54%，男性占比 48.46%。城市居民占比 60.78%，

农村居民占比 39.22%，汉族占比 91.93%，少数民族占比 8.07%。 

3.2. 变量选择 

3.2.1. 主观幸福感 
通过将 2010 至 2017 年数据合并，能够更好地观察 6 年间居民幸福感的分布和变化趋势。问卷中通

过询问被调查者：“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其可供选择的答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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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拒绝回答。”剔除“不知道”以及“拒

绝回答”这种无效回答，剩余的有效样本为 63999 份。选取主观幸福感为被解释变量，并且对其进行赋

值 1、2、3、4、5，数值越大代表幸福感越强，其值越小越不幸福。总体而言，我国居民自感幸福包括

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占 75.55%，而自感不幸福包括非常不幸福和比较不幸福的比例为 8.76%。 

3.2.2. 社会阶层定位 
社会阶层定位是个体主观感知到的社会地位。一个社会既存在社会阶层的客观实在，又存在社会阶

层的主观建构[13]。居民的社会阶层定位主要根据自身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家庭背景等因素综合做出

判断。在本次调查中发现，32.22%的居民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仅有 8.54%的居民认为自己处于

社会“下层”。 

3.2.3. 社会阶层流动感知 
问卷中询问：“您认为您 10 年前在哪个等级上？”与“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您本人处于社

会的哪个阶层？”。两个问题均设置了 1~10 分的选项，通过运用当前社会阶层定位与十年前阶层定位相

减，其结果用来衡量相对于 10 年前社会阶层的流动感知情况，其值大于 0 则表明阶层流动感知上升，而

且值越大意味着居民感知到的向上流动或者跨越越大，等于 0 则表明阶层流动感知未发生变化，小于 0
则表示阶层流动感知下降。通过分析发现，流动感知上升的居民占50%，而流动感知不变的居民占38.88%，

流动感知下降的居民占 11.12%。 

3.2.4. 社会阶层流动预期 
问卷中询问“综合来看，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处于社会的哪一个阶层？”和“您认为您 10 年

后将会在哪个等级上？”，两个问题均设置了 1~10 分的选项，其中最高“10 分”代表最顶层，而最低

“1 分”则代表最底层，通过用 10 年后的等级得分减去目前的等级得分，其值大于 0 则表明社会阶层流

动预期上升，其值等于 0 则表明社会阶层流动预期不变，其值小于 0 则表明社会阶层流动预期下降。样

本数据中 35.18%的居民的社会阶层流动预期不变，稳定在现在的社会阶层上，而 58.91%的居民认为在十

年后有机会提升自我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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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其他控制变量 
除核心解释变量外，主观幸福感模型中也控制诸如人口学特征，如户口、年龄、性别、民族、健康

水平、房产拥有等，同时控制了家庭经济变量，如家庭总收入、人均收入等。当然，也控制了省份虚拟

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 

3.3. 计量模型构建 

国内外文献在展开幸福经济学相关实证研究以 探索幸福的决定因素时，尽管不同的研究所强调的重

点不同，这类经验文献的一般模式可以概括表述如下幸福函数： 

1 2 3_ _ _ _ _ijt ijt ijt ijt j t ijtHappiness Soc class Soc mob per Soc mob exp Xα β β β λ λ γ µ= + + + + + + +  

其中， ijtHappiness 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X 为个体特征，如性别、户口、个人年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

等。 ijtµ 为随机扰动项， 1β 为社会阶层定位对于幸福感的影响系数， 2β 为社会阶层流动感知对于幸福感

的影响系数， 3β 为社会阶层流动预期的系数。 1 2 3β β β、 、 的系数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4. 分析结果 

4.1. 回归分析结果 

为验证三个核心解释变量是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本文分别对社会阶层定位、阶层流动感知、

阶层流动预期进行了 OLS 最小二乘回归，而后将三个解释变量同放在模型中进行回归，具体结果见表 1。 
模型 1 主要关注的是社会阶层定位对幸福感的影响，其系数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当前

所处的社会阶层越高，其幸福感越强。 
模型 2 主要关注的是社会阶层流动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同样的，其系数在 1%的置信水平上也显著

为正。相比十年前，感知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会显著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模型 3 主要关注的是社会阶层流动预期，相比社会阶层定位和社会阶层流动感知而言，其系数较小，

但是也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 
其他控制变量方面，男性与女性对于幸福感有着显著差异，已婚姻者有更高的幸福感，健康水平对

幸福感的提升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家庭住房产权对幸福感的影响系数也显著为正。 
 
Table 1. Regression results of OLS mod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1. 主观幸福感的 OLS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社会阶层定位 
0.0938***   0.0933*** 

(0.0029)   (0.0031) 

阶层流动感知 
 0.0538***  0.0174*** 

 (0.0031)  (0.0034) 

阶层流动预期 
  0.0305*** 0.0456*** 

  (0.0035) (0.003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6,654 56,544 55,111 55,047 

R2 0.1794 0.1612 0.1546 0.1847 

注：括号里是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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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于居住地进行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的个体特征，考察不同居住地的居民幸福感受社会阶层定位、阶层流动感知、阶层流动

预期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具体结果见表 2 所示。不论城镇还是农村居民，当前社会阶层、阶层流

动感知、阶层流动预期都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而且均在 1%水平上显著。同时，通过交乘项系数

可知，居住地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居住在城镇或农村对居民的幸福感影响差异不明显。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effects of class orientation, class mobility perceptions and class mobility expectations on 
well-being by place of residence 
表 2. 阶层定位、阶层流动感知及阶层流动预期对幸福感影响分居住地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城镇 农村 交乘项 

社会阶层定位 
0.0973*** 0.0864*** 0.0944*** 

(0.0030) (0.0039) (0.0049) 

阶层流动感知 
0.0131*** 0.0253*** 0.0219*** 

(0.0031) (0.0042) (0.0055) 

阶层流动预期 
0.0429*** 0.0498*** 0.0479*** 

(0.0032) (0.0043) (0.0053) 

社会阶层定位*居住地 
  −0.0020 

  (0.0059) 

社会阶层流动感知*居住地 
  −0.0070 

  (0.0068) 

社会阶层流动预期*居住地 
  −0.0043 

  (0.006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3,195 21,852 53,981 

R2 0.1846 0.1900 0.1846 

注：括号里是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4.3. 有序 Probit 和有序 Logit 模型估计 

接下来为考察模型结果的稳健性，选择有序离散模型进行估计。表 3 关注的是核心解释变量对幸福

感的影响效应。因有序 Logit 模型结果同 Probit 结果类似，本文选择 Probit 模型结果进行解释和阐述，有

序 Probit 模型结果不再赘述。第(1)列是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第(2)~(6)列是各解释变量的边际效果。

回归结果显示，居民的当前社会阶层每增加一个单位，能够使居民感觉到“非常不幸福”、“不幸福”

和“一般”的概率分别降低 0.3%、1.4%和 2.3%，而使居民感觉到“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上升

1%和 3%。同时，感知阶层流动每上升一个单位，能够使居民感觉到“不幸福”和“一般”的概率下降

0.2%和 0.3%。 

5. 结论 

本文考察了社会阶层定位、阶层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且分地区、民族、

性别来考察可能存在的影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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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Ordinal Probit model estimat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3. 主观幸福感的有序 Probit 模型估计 

变量名称 
(1) 

回归系数 

(2) (3) (4) (5) (6) 

边际效果 

非常不幸福 不幸福 一般 幸福 非常幸福 

社会阶层定位 
0.1358*** −0.003*** −0.014*** −0.023*** 0.010*** 0.030*** 

(0.0045) (0.000) (0.001) (0.001) (0.001) (0.001) 

阶层流动感知 
0.0202*** −0.000*** −0.002*** −0.003*** 0.002*** 0.004*** 

(0.0049) (0.000) (0.001) (0.001) (0.000) (0.001) 

阶层流动预期 
0.0700*** −0.001*** −0.007*** −0.012*** 0.005*** 0.015*** 

(0.0051) (0.000) (0.001) (0.001) (0.000) (0.0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5,048 55,048 55,048 55,048 55,048 55,048 

注：括号里是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在控制了个体的特征变量之后，OLS 回归结果显示，社会阶层定位、阶层流动感知和阶层流动预期

都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健康水平越高、政治面貌是党员、家庭规模越大、已婚的居

民的幸福感指数更高。拥有家庭住房产权的居民幸福感也高于没有住房产权的居民。 

通过以上的发现，我们可以就此提出提升居民幸福感相关的政策建议，从阶层流动视角出发，扩宽

向上流动的渠道和方法、让人才同岗位相匹配才是从根本上实现阶层流动预期的对策，从国家的角度来

看，让居民能够在一个公平、开放的经济环境中通过努力和自己的学识改变自身所在的阶层，而不是由

自己的出身决定自己未来的职业与发展方向，是必不可少的举措。让想要改变自己阶层定位的居民拥有

机会、资源和能力去改变，实现阶层之间的充分流动。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来看，政府应当进一步建立健

全就业保障制度，就业匹配制度，让人才能够找到与自己能力匹配、能实现自身价值的工作，从而从侧

面加强阶层流动，从根本上增强居民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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