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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阶层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因素引起了人们的思考。本研究基于CGSS2017调查数

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从家庭因素中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务级别三个方

面考察其对子代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经济状况对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具有显著促进

作用；父母受教育程度中，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代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具有积极作用；父母职务级别中，

母亲职务级别对于子代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对于引起社会大众重视家庭因素在社会

阶层向上流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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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deep-seated factors behind the changes in social 
classes have aroused people’s thinking. Based on the CGSS2017 survey data, this study uses mul-
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family economic status,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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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s’ education level, and parents’ job level on the upward mobility of offspring from three aspects: 
family economic status, parents’ education level, and parental job level.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family economic situation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upward mobility of social classes; 
among the parents’ education level, the mother’s education level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up-
ward mobility of the offspring’s social class; among the parents’ job level, the mother’s job level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upward mobility of the offspring social class. This study has a certain role in 
promoting the positive role played by family factors in the upward mobility of social classes. 

 
Keywords 
Family Economic Situation, Education Level, Job Level, Social Class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现代化和制度急剧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阶层的变化成为引人关注

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就业结构以及家

庭结构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些新的阶层产生了，各个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生了而且还

在继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如何认识当前社会阶层发生的变化，发掘出社会阶层变化背后的深层

次原因，从而为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探索出有效的实现路径，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主流。本研究基于已

有研究成果，利用 CGSS2017 数据，采取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从多角度深层次进一步探寻家庭因素对

社会阶层的影响。 

2. 研究假设 

家庭因素对社会阶层的影响是通过细化的维度体现的。在既往的研究中，学者发现，家庭经济状况

可以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而受教育程度又影响着今后的工作与社会地位，从而达到社会阶层的再造[2]。
王俊基于 CEPS 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有序 Logit 分析发现职业层级、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越高的父

母，越倾向于在子女教育中投入数量更多的家庭资本，使子女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成就和发展空间，从

而使社会阶层得以向上流动[3]。周春芳以韦伯“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化理论为基础，以职业、收入和财

富为标准，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发现当前个体的文化程度、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影响

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4]。钱民辉认为无论在西方国家，高等教育一直都是通向“高社会地位”的最

佳途径，在中国，教育可能一直采取的“过滤理论”家所说的那样，把大部分学生过滤掉了，只留下少

数人继续更高的教育，从而有可能进入到社会精英阶层，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5]。徐莉和冀晓曼基

于 CGSS 调查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发现家庭社会资本中的父母的职务级别会对社会阶层产

生影响，家庭社会资本积累越丰富，子代的社会阶层越高[6]。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家庭因素对社会阶层的影响是深层次多维度的，并不存在单一的

家庭因素影响社会阶层流动的情况。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教育程度以及父母职务级别都会对社会阶层的

流动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以 CGSS2017 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归纳已有的关于社会阶层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成果，将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父母职务级别等指标考虑在内，选取五个因素作为自变量，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对社会阶层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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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子代社会阶层越高。 
H2：家庭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子代社会阶层越高。 
H3：家庭父母职务级别越高，子代社会阶层越高。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文章采用 CGSS2017 年的调查数据，在数据整理后共对 8360 个样本进行了分析，以子代目前社会阶

层为因变量，性别、年龄、学历、户籍、收入等个体特征为控制变量，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

父母职务级别为自变量，探索家庭因素对社会阶层的影响。 

3.2. 变量操作化 

3.2.1. 因变量 
本文中的因变量为社会阶层。在 CGSS2017 调查问卷中选取“(a43a)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

您本人处于社会的哪一层？”作为因变量。 

3.2.2. 自变量 
本文中的自变量有三个：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务级别。 
1) 家庭经济状况的测量，在 CGSS2017 调查问卷汇总选取“(a64)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

哪一档”。 
2) 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测量，在 CGSS2017 调查问卷中的选取问题分别是:“(a89b)您父亲的最高教育

程度”和“(a90b)您母亲的最高教育程度”。 
3) 父母职务级别的测量，在 CGSS2017 调查问卷的问题分别是：“(a89f)您父亲的职务级别”和

“(a90f)您母亲的职务级别”。 

3.2.3. 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研究经验，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学历、户籍、收入等人口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

别和户籍为二元虚拟变量，年龄用 2017 与出生年份的差值得到。性别方面，女性赋值为 0，男性赋值为

1；户籍方面，农业户口赋值为 0，非农业户口赋值为 1。另外，为避免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异常波动，

将收入取对数后纳入模型。具体的变量及其赋值见表 1。 
 

Table 1. Variables and their assignments 
表 1. 变量及其赋值 

变量 性质 赋值  

因变量 子代社会阶层 连续 由低到高赋值 1~10 

自变量 

家庭经济状况 连续 远低于平均水平 = 1，低于平均水平 = 2，平均水平 = 3，
高于平均水平 = 4，远高于平均水平 = 5 

父亲教育程度 连续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 1，私塾/扫盲班 = 2，小学 = 3， 
初中 = 4，职业高中 = 5，普通高中 = 6，中专 = 7， 
技校 = 8，大学专科(成高) = 9，大学专科(正高) = 10， 母亲教育程度 连续 

父亲职务级别 连续 无任何行政职务 = 1，无级别 = 2，股级 = 3， 
副科级 = 4，正科级 = 5，副处级 = 6， 

正处级 = 7，副司局级及以上 = 8 母亲职务级别 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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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控制变量 

性别 定类 女性 = 0，男性 = 1 

年龄 连续 按年龄赋值 

学历 连续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 1，私塾/扫盲班 = 2，小学 = 3， 
初中 = 4，职业高中 = 5，普通高中 = 6，中专 = 7， 
技校 = 8，大学专科(成高) = 9，大学专科(正高) = 10， 

大学本科(成高) = 11，大学本科(正高) = 12， 
研究生及以上 = 13 

户籍 定类 农业户口 = 0，非农业户口 = 1 

收入的自然对数 连续 按收入的自然对数赋值 

3.3. 模型 

本研究因变量为连续变量，因此采用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家庭因素对子代社会阶层的影响。以因

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作为基准模型，通过不断加入变量，最终建立完全模型。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对本研究所涉及到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从表 2 中可

以看出，在因变量子代社会阶层方面，受调查民众目前社会阶层感知的均值为 4.093，整体不足社会中层

水平。就解释变量来说，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家庭经济状况的均值为 2.529 (不足当地平均水平)，说明调

查对象整体经济状况一般。父亲教育程度的平均值为 2.775 (扫盲班和小学之间)，说明被调查者父亲的文

化水平偏低。母亲教育程度的平均值为 2.202 (扫盲班和小学之间)，可以看出整体上被调查者母亲的文化水

平偏低且低于父亲的文化水平。收入取对数后均值为 9.874，表示受调查对象整体收入水平在三万五左右。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variables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子代目前社会阶层 8360 1 10 4.093 1.697 

自变量 

家庭经济状况 8360 1 5 2.529 0.754 

父亲教育程度 8360 1 13 2.775 2.208 

母亲教育程度 8360 1 13 2.202 1.927 

父亲职务级别 8360 1 8 1.170 0.755 

母亲职务级别 8360 1 8 1.049 0.366 

控制变量 

性别 8360 0 1 0.479 0.499 

年龄 8360 18 103 50.185 16.338 

学历 8348 1 13 5.013 3.2314 

户籍 8338 0 1 0.397 0.489 

收入的自然对数 6964 4.382 14.220 9.874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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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要考察家庭因素是否会对个体社会阶层流动产生影响，通过家庭经济状况、父母

受教育程度和父母职务级别的传递关系，解释来自不同家庭的个体在社会阶层获得上的差异性。为了更

加清楚地解释各相关自变量对于子代社会阶层流动产生的影响。分别依次构建了 5 个模型，模型 1 先加

入控制变量，模型 2 加入家庭经济状况变量，模型 3 加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变量，模型 4 加入父母职务级

别变量，模型 5 为全模型。通过多个多元回归模型的比较，更加准确地分析家庭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流

动的影响。表 3 为以子代当前社会阶层感知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分析。 
 

Tabl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actors and offspring social class 
表 3. 家庭因素与子代社会阶层的关系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控制变量性别 −0.258*** −0.174*** −0.256*** −0.258*** −0.174*** 

年龄 0.0106*** 0.00743*** 0.0114*** 0.0105*** 0.00788*** 

学历 0.0879*** 0.0542*** 0.0824*** 0.0866*** 0.0522*** 

户籍 0.0510 0.0800* 0.0373 0.0481 0.0767* 

收入的自然对数 0.282*** (0.0184) 0.112*** (0.0172) 0.281*** (0.0184) 0.281*** (0.0184) 0.112*** (0.0172) 

家庭经济状况  0.986***   0.986*** 

父母受教育程度      

父亲受教育程度   0.00277 (0.0130)  −0.00524 (0.0120) 

母亲受教育程度   0.0216 (0.0153)  0.0167  (0.0140) 

父母职务级别      

父亲职务级别    −0.00965 (0.0267) −0.0323 (0.0248) 

母亲职务级别    0.117** (0.0542) 0.0663 (0.0497) 

常数项 0.476** (0.204) −0.0883 (0.185) 0.417** (0.206) 0.384* (0.208) −0.156 (0.190) 

N 6935 6935 6935 6935 6935 

R2 0.104 0.268 0.104 0.104 0.268 

注：*P ≤ 0.10，**P ≤ 0.05，***P ≤ 0.01。下同。 

 
由表 3 可以看出，模型 1 主要考察个体性别、年龄、学历、户籍、收入等人口学特征因素对当前社

会阶层流动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年龄、学历、收入均对个体的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具有显著促进作

用。具体来看，在性别方面，以女性为参照群体考察性别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发现男性在社会阶层

的向上流动上低于女性，且在 P < 0.01 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年龄方面，年龄越大往往越能够获得更多

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且在 P < 0.01 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学历方面，学历越高越能获得更多的

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且在 P < 0.01 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户籍方面，以农业户口为参照群体考察

户籍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拥有农业户口的群体表现出更高的社会阶层，在 P < 0.01 上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收入方面，收入越高的群体往往所属的社会阶层越高，且在 P < 0.01 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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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了性别、年龄、学历、户籍、收入等人口学特征，加入家庭经济状况来考察家庭经济资本对子代社

会阶层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个体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越表现出较高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在控制变量方

面，性别、年龄、学历、收入与社会阶层仍具有显著相关作用，并均在 P < 0.01 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但影响程度均相较加入家庭经济状况变量之前有所减弱。另外，户籍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在加入

家庭经济资本这一解释变量后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 
从模型 2 可以看出，家庭经济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假设 1 成立。模型 3 在

模型 1 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家庭文化资本这一变量组，结果表明，父母双方的教育程度并不对子代社

会阶层获得具有显著作用，户籍这一控制变量在加入家庭文化资本这一解释变量后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

模型 4 在模型 1 基础上加入家庭社会资本这一变量组，结果显示父母双方的职务级别并不对子代社会阶

层获得具有显著作用，且表现出农业户口拥有更高社会阶层(P < 0.1)。模型 5 是将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

本、社会资本变量组和控制变量一同纳入其中的全模型，可以完整反映出本研究的各变量对子代社会阶

层获得的影响。从人口学特征因素来看，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的社会阶层认同。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年

龄、学历、收入与社会阶层获得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户籍对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并不显著，年龄越大、

学历越高、收入越多的个体，所认同的社会阶层越高。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

得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家庭经济状况越优越，子代越能够获得较高的社会阶层，该结果验证了假设 1，而

家庭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在研究结果中表现出与子代社会阶层没有显著作用，即假设 2、假设 3 不成立。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强调家庭因素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作用，基于大样本调研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家庭

因素和社会阶层流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对社会高阶层获得有显著促进作用；家

庭父母受教育程度中，母亲教育程度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有积极作用，这一作用随时间推移变得不再显

著；家庭父母职务级别中，母亲的职务级别对于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具有积极作用，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一

作用的显著性消失。鉴于此，本文认为对阶层固化现象的考察不仅要关注个体本身，更要考察家庭背景

的相关因素，尤其是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所致的阶层固化应该成为考察个体社会阶层流动差异的重要维

度。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尝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重视社会弱势群体对整个社会安定和谐的作用，为促进社会弱势群体的向上流动，应以家庭

经济为突破口，以针对性救助手段兜底，加强发挥其自身积极性的顶层设计，通过党委领导、政策引领、

制度保障、救助兜底的“一条龙”式途径，实现社会弱势群体的阶层上流，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和

谐。在此期间，政府应实现“人找政策”而不是“政策找人”，让个体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就业

创业从而改善自身的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应营造良好的氛围来帮助弱势群体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给予弱

势群体更多人文关怀与尊重，从身心上支持他们的成长；弱势群体自身也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应能够意

识到家庭经济状况对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的重要作用，进而不懈奋斗，实现阶层跨越。 
第二，继续加码教育对自身以及家庭改变的作用，尽快实现教育对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一锤定音”。

应让全社会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公民能够通过教育提升自身水平，进而具有更好的社会阶层获得。在此期

间，国家有必要实现教育公平，贫困问题解决后就是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教育乃是一个民族的千秋大计，

教育公平主张过程公平、机会公平，争取让每个学生都能够有机会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获得阶

层向上流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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