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应用数学进展, 2022, 11(6), 3239-3245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am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6343   

文章引用: 王莹. 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J]. 应用数学进展, 2022, 11(6): 3239-3245.  
DOI: 10.12677/aam.2022.116343 

 
 

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 CGSS2017 数据分析 

王  莹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 
 
收稿日期：2022年5月10日；录用日期：2022年5月27日；发布日期：2022年6月13日 

 
 

 
摘  要 

近年来，个人主观社会地位评定对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观社会地位是衡量个人健

康发展的重要指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年的数据，构建有序Logistic模型来分析健康状

况、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居民主观社会地位偏低，健康状

况与主观社会地位有着显著的关系，其中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对主观社会地位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社会

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的情况能显著影响主观社会地位。从这些结论出发，提出提高居民健康意识，缩小

贫富差距，增强公民公平感幸福感，进而提高主观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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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dividual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ssessment has had a great impact on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
ure individual health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am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6343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6343
http://www.hanspub.org


王莹 
 

 

DOI: 10.12677/aam.2022.116343 3240 应用数学进展 
 

(CGSS) in 2017, an orderly Logistic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health sta-
tus, social equity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found that the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is low, and 
good physical health affects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the sense of social fairness and subjective 
happiness can affect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Starting from these conclusions, it is proposed to im-
prove residents’ health awareness, narrow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enhance citi-
zens’ sense of fairness and happiness, and then improve their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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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SSS)依赖于个体的主观知觉与判断，它能够测量个体在社会中

的相对位置，以个体的自我认知为基础，还包括对个人过去(教育、经济和背景)的评估，以及对个人未来

前景的评估。主观地位作为一种中介作用，对于个人身心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已有文献

表明主观社会地位与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社会公平感、幸福感等密切相关，那么这些因素是如

何具体的影响主观社会地位呢？在此背景下，本文借助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抽样调查数据，从

身心健康状况、社会公平感、主观幸福感三个方面共同探讨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 

1.1. 健康状况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 

健康与主观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的实证研究表明，人们主观认为他们处于什么样的社

会地位跟健康状况的相关性很强。主观社会地位不同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是人们对所处社会阶层的主

观感受，主观社会地位在影响心理健康的同时，也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最新的《2012 城市居民白皮书》

显示：35~65 岁人群占中国慢性病人群的大多数，7 成人快乐感偏低，从而主观社会地位偏低。在检验主

观社会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时，Singh-Manoux (2005)等使用 10 阶梯子来衡量英国公务员在社会中的自

我定位，并揭示了相关基础疾病与总体健康状况和心理状态有着很强的联系，若自我评估的健康水平低

的人无法负担所需的医疗服务，则他们会认为自己的主观社会地位较低[1]。 
本研究从生理和心理两大方面，分别描述健康状况与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 

1.2. 社会公平感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 

社会公平感是促进社会良性有序发展的基石。公平的社会环境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心理效应，影响主

观社会地位的评定。党和政府对社会公平一直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

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

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2]。社会公平感可以影响社会主

观社会地位的评定，Bies 和 Moag (1986)提出了公平的概念与组织环境中决策制定过程人际关系的处理有

关，当决策制定者对于自己的行为做出清晰、完整的描述时，员工认为自己被尊重，互动公平感会增强，

主观社会地位会提升，同时主观社会地位较高，则社会公平感较为强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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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运用社会公平感相关数据，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和主观社会地位数据进行相关性计算，进

而检验假设。 

1.3. 主观幸福感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 

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单位对其生活水平和质量做出的主观认知评价，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同时幸

福感可以是个人层面，也可以是家庭层面，较高的幸福感说明了对当前生活现状的满意程度。主观幸福

感较强，对于工作和生活的热爱也更加强烈，从而在工作中展现很好的工作状态，进而影响着主观社会

地位的评定。有学者得出了自评健康、身体健康、精神健康三个健康评价维度都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正向

显著影响的结论。赵斌，刘米娜(2013)基于 CGSS 数据也得出了市民自我感觉身体状况越良好，自身的幸

福感越强，主观社会地位越高的结论，因此主观幸福感和主观社会地位有密切的关系[4]。 
本研究将主观幸福感划分三个等级，通过对数据的筛选和计算，得出主观幸福感和主观社会地位的

关系。 

1.4. 问题的提出 

本研究将着重考察健康状况、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基于前人的研究，

本研究将提出若干假设如下： 
假设 1：健康状况越好，个体主观社会地位越高。具体分为以下两个子假设： 
1a：个体身体越健康，个体感受到的主观社会地位越高； 
1b：个体心理健康状况越好，个体感受到的主观社会地位越高； 
假设 2：社会公平感越强，个体主观社会地位越高； 
假设 3：个体主观幸福感越强，个体主观社会地位越高。 

2.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2.1. 数据来源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始于 2003 年，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

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本研究使用 CGSS2017 年数据，调查对象均满 18 周岁，此次调查共有 12,582 个

调查样本，剔除不适用、无法回答样本后，剩余 12,477 个有效样本。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受教

育程度、个人身体状况、心理状况等。本研究采用的统计软件为 stata14.0。 

2.2. 变量选择 

2.2.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选择的是主观社会地位，研究对主观社会地位的测量，要求个体报告主观对社会地位

的程度，分为三个层次：1 = 社会底层，2 = 中等层次，3 = 高等层次。具体描述统计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表 1. 主观社会地位描述性统计 

 样本数 百分比 

主观社会 
地位 

社会底层 4310 34.54% 

中等阶层 7867 63.05% 

高等阶层 300 2.41% 

总计 12,47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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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得：2017 年，个体报告的主观社会地位总体来说是处于中低阶层，主观社会地位位于社会

底层和中等阶层的总占比达到 97.59%。 

2.2.2. 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或解释变量主要包括健康状况变量、社会公平感变量和主观幸福感变量三个部分，

所有自变量编码及描述统计如表 2 所示。 
 
Table 2. Encoding and description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表 2. 自变量编码及描述 

 变量名称 百分比(%) 均值 标准差 

健康 
状况 

身体状况 

很不健康 4.71 

3.49 2.19 

比较不健康 16.01 

一般 25.92 

比较健康 35.04 

很健康 18.28 

心理状况 

很不健康 1.70 

4.01 4.63 

比较不健康 8.69 

一般 26.20 

比较健康 35.06 

很健康 28.11 

社会公平感 

完全不公平 7.65 

3.55 6.63 

比较不公平 25.29 

一般 19.42 

比较公平 43.63 

完全公平 3.53 

主观幸福感 

非常不幸福 1.72 

4.01 3.94 

比较不幸福 6.82 

一般 13.66 

比较幸福 59.62 

非常幸福 18.01 
 

健康状况变量主要由身体状况和心理状况组成，主要包括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

很健康。本研究为方便统计，将五类变量整合成三个变量，即 1 = 不健康 = 比较不健康/很不健康、2 = 
一般、3 = 比较健康/很健康。整合之后身体健康状况如下：不健康占比 20.72%、一般占比 25.92%、健

康占比 53.32%；心理健康状况如下：不健康占比 10.40%、一般占比 26.20%、健康占比 63.17%。 
社会公平感变量主要包括完全不公平、比较不公平、一般、比较公平、完全公平。本研究将五类变

量整合为三类变量，即 1 = 完全不公平/比较不公平 = 不公平、2 = 一般、3 = 比较公平/完全公平。整

合之后占比状况如下：不公平占比 32.94%、一般占比 19.42%、公平占比 47.16%。 
主观幸福感变量主要包括完全不幸福、比较不幸福、一般、比较幸福、完全幸福。本研究将五类变

量整合为三类变量，即 1 = 完全不幸福/比较不幸福 = 不幸福、2 = 一般、3 = 比较幸福/完全幸福。整

合之后占比状况如下：不幸福占比 8.53%、一般占比 13.66%、幸福占比 7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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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是基本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其中，

性别实施 0-1 的虚拟变量编码。 

3. 模型建构及结果分析 

3.1. 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主观社会地位是有序多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采用 Ordered logit 模型。Ordered logit
模型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解决离散性问题的模型。我们将以“受访者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

受教育程度”为五个人口学控制变量，以“受访者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社会公平感、主观幸

福感”为解释变量，分四个层次逐步进行分析，从而模型设计如下： 

( )* , 1| 0y X X Logitβ ε ε= + ∼ ∼                              (1) 

其中，y 表示因变量，y*是与 Y 对应的表示潜变量。X 表示变量 xi 组成的向量，β 表示 xi 的估计系数，ε
表示随机误差项，且 ε服从 Logistic Distribution。模型将因变量主观社会地位用 x1 表示，自变量身体健康

状况为 health、心理健康状况为 psychology、公平感为 fair、主观幸福感为 happiness。 
模型一：分析主观社会地位与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 

1 1grade x β ε= +                                     (2) 

模型二：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分析身体健康状况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 

1 1 2grade x healthβ β ε= + +                                 (3) 

模型三：在加入控制变量与身体健康状况变量的基础上分析心理健康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 

1 1 2 3loggrade x health psycho yβ β β ε= + + +                          (4) 

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础上控制公平感变量，分析主观社会地位影响因素 

1 1 2 3 4loggrade x health psycho y fairβ β β β ε= + + + +                      (5) 

模型五：在模型四的基础上继续添加主观幸福感变量，分析主观幸福感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 

1 1 2 3 4 5loggrade x health psycho y fair happinessβ β β β β ε= + + + + +                (6) 

3.2. 结果分析 

在表 3 中可知，模型一的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变量对主观社会地位有着显著

的正向作用，民族变量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在国家政策扶持的作用下，生活水平提高，

与汉族居民的差距缩小，所以不显著。 
由模型二可知，身体健康状况与居民主观社会地位是正相关的，说明身体健康状况越好，个人的主

观社会地位越高。由此可证明假设 1a 成立。 
从模型三可以看出，虽然心理健康状况与主观社会地位是正相关的，但是显著程度不如其他变量，

说明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会提高主观社会地位，但是与其他变量相比，作用不够显著。由此可知，假设 1b
成立，假设 1 成立。 

由模型四可知，再加入社会公平变量后，未对其他变量相关系数产生影响，社会公平感与主观社会

地位是正相关的，说明社会公平感越强，主观社会地位越高。由此可得，假设 2 成立。 
由模型五可知，在模型四的基础上，加入主观幸福感变量，主观幸福感变量对主观社会地位有着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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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正向作用，因此，假设 3 成立。 
在解释变量中，身体健康状况变量的回归系数最大，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可知在三大解释变量中，

健康状况中的身体健康状况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最大。 
 
Table 3.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model 
表 3. 主观社会地位模型 

 变量名称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控制变量 性别 0.26*** 

(0.0377) 
0.28*** 

(0.0378) 
0.28*** 

(0.0378) 
0.27*** 

(0.0378) 
0.27*** 

(0.0379) 

 

年龄 0.10*** 

(0.0231) 
0.14*** 

(0.0239) 
0.14** 

(0.0239) 
0.14** 

(0.0239) 
0.13*** 

(0.0239) 

民族 −0.023 
(0.0132) 

−0.02 
(0.0132) 

−0.02 
(0.0132) 

−0.02 
(0.0132) 

−0.02 
(0.0132) 

婚姻状况 −0.04*** 

(0.0142) 
−0.03*** 

(0.0142) 
−0.03*** 

(0.0142) 
−0.03*** 

(0.0142) 
−0.03*** 

(0.0142) 

受教育 
程度 

0.14*** 

(0.0068) 
0.13*** 

(0.0069) 
0.13*** 

(0.0069) 
0.13*** 

(0.0069) 
0.13*** 

(0.0069) 

健康状况 身体健康  0.18*** 

(0.0252) 
0.17*** 

(0.0252) 
0.17*** 

(0.0252) 
0.17*** 

(0.0252) 

 心理健康   0.00** 

(0.0047) 
0.00** 

(0.0047) 
0.00** 

(0.0048) 

社会公平感    0.01*** 

(0.0035) 
0.01*** 

(0.0034) 

主观幸福感     0.02*** 

(0.0060) 

样本数 12,477 12,477 12,477 12,477 12,477 

LogLikelihood −9679.1367 −9618.9502 −9616.7676 −9610.068 −9598.5008 

PseudoR2 0.0294 0.0354 0.0357 0.0363 0.0375 

注：*、**、***分别表示各变量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在 2017 年的 CGSS 调查数据之上，使用了 orderedlogit 模型，来实证分析健康状况、社会公平

感、主观幸福感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首先，在有效样本中，受访人群的主观社会地

位为“中等阶层”的人数占比达到 63.05%，“社会底层”达到 34.54%，而高等阶层则占比 2.41%，这表

明大多数人群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等层次，对自己的生活较为满意，但是中低层次人数过多，也进一步

表明我国社会等级差距较大，存在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基于上述结论分析，我们应从以下几点提高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 
第一，健康状况与主观社会地位的相关性最强，两者密切相关，二者相互影响。首先，个体对自身

健康的负面感知会导致主观社会地位下降。其次，主观社会地位低可能导致个体压力增加，从而促进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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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健康的行为产生，更容易患高血压、糖尿病、心绞痛以及抑郁症等疾病。要积极关注人群的健康状况，

促进身心全面发展，通过提升教育水平、开展全民运动对健康状况进行改善[5]。在“健康中国”背景下，

要从疾病预防、诊疗和康复等方面完善医疗体系、从“治已病”向“治未病”过渡，加大宣传力度，提

高居民健康意识，进而提高居民主观社会地位。 
第二，社会公平问题是目前社会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社会公平感与主观社会地位成显著正相关关

系，所以公平感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以经济杠杆调节社会收入，建立健全的制度，完善个人所

得税。目前，从我国经济状况来看，蛋糕不仅做大还要分好；此外，建立全方位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体

系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缩小贫富差距，使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的确定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日常

生活。 
第三，由数据分析可得，主观幸福感与主观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是不可忽视的。随着国家财富积累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在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也愈加

重视精神生活提升和主观体验改善[6]。 

4.2. 讨论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全国最新数据局限于 2017 年，不能够及时追踪样本的变化。除此之外，主观

社会地位的测量仅为单一题目，在以后的测量中，应选用更有信效度的测量工具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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