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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对社会公平认知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发现当今社会不稳定的行为表现。当前学界对造成社会公平感

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多层面的讨论，但针对邻里关系与社会公平是否存在影响的研究还鲜为人知。本文采

用CGSS (2021)数据，建立Logistics模型分析城乡居民的邻里关系对社会公平认知的影响，结果发现：

从社会总体来看，邻里关系对社会公平认知具有显著影响，邻里关系越和睦，社会公平感越强。而从城

乡差异来看，乡村人民更加倚重邻里关系对社会公平的影响，城镇居民则认为经济因素才是主要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建设稳定的邻里关系有助于提升社会总体公平的认同感，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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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cognition of social equity can help to find the unstable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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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or of today’s social performance. At present,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 in the sense of so-
cial equity have been discussed in various aspects, bu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equity. In this paper, CCSS data from 2021 were 
used to establish a Logistics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on the cognition of social equity. The results found that: From the over-
all perspective of society, the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gnition 
of social equity, and the more harmonious the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the stronger the sense 
of social equ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ural 
people rely more heavily on the influence of neighborhood relations on social equity, while urban 
residents believe that economic factors are the main factor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con-
struction of a stable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is helpful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identity of the 
overall social fairness, and can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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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我国物质基础的不断丰富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总体满意度在近年来不断提升[1]。
因此，研究群众的社会公平受何种因素影响及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与理论价值。社会公

平在现实中的表现一直隐含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人们对待公平问题的认知直接会影响社会主要矛盾的

变化[2]。根据近两年公开的中国人民大学调查的 CGSS (2021)数据中关于公平认知的回答，可以看出将

近 60%的群体认为目前是公平社会，而 22%的群体认为公平性较为一般，18%的人认为当今社会不公平。

综上，表明近年来社会总体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较为严重，当今社会依然存在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及问

题表现。 
学术界对社会公平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多学科，多层面的研究分析，并从经济、政治、文化、个人因

素等方面解释了社会不公的原因及表现，然而鲜有研究重视邻里关系的和睦性对社会公平认知的影响。

邻里关系的建设有利于个人社会网络关系的重组与稳定[3]，使其形成良好的和谐风气以促进文明社会的

建设与社会公平感的提升。本文根据 CGSS (2021)数据，通过建构 Logistics 模型，以邻里关系对社会公

平感认知展开实证分析，并从城乡两个单位进行影响程度的差异对比，最后得出分析结论。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 邻里关系的文献研究 
和睦且稳定的邻里关系对人们福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有利于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社

会和谐[4]。邻里关系一直是人文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例如：贺霞旭和刘鹏飞对影响邻里关系的因素进

行分析后发现，居民的社群活动与稳定的家庭关系有利于邻里关系的建设[5]。冯健和林文盛认为住房条

件、社会网络的建设有助于邻里关系亲密度的提升[6]。而把邻里关系作为分析变量的研究也有多数学者

所涉及。张邦辉和陈乙酉把邻里关系对提升农村老人的健康水平进行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呈显著的相关

性，说明良好的邻里关系有助于提升老人的身心健康[7]。冯健等从城市社会地理学角度出发，把邻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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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聚焦于郊外社区建设，得出的主要结论是邻里关系有助于改善破碎的社会空间状态[8]。 
(二) 社会公平认知的文献研究 
目前对社会公平感的研究集中于个人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结构和社会比较两个方面的研究。郭荣和

傅鑫媛认为个人在社会阶层的不同对社会公平感有显著性的影响，越底层的人会认为社会越趋向于不公

[9]。刘天俐等对近年我国城乡民众社会心态的变化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各地社会公平问题集中

表现在相对剥夺感的存在，这种心态间接的会引发社会性群体事件[10]。方学梅则认为社会公平感的分析

单位体现在责任、环境、关系三个方面，人们自我对社会公平的认知与社会比较对社会公平具有重要的

影响[11]。然而，个人社会网络中的邻里关系一直被研究者所忽视，良好的邻里关系是否有助于提升个人

的社会公平认知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邻里关系越和睦，民众的社会公平感越强。 
假设 2：城市的邻里关系较弱于乡村，乡村民众更加倚重邻里关系与社会公平的联系。 

3. 数据与计量模型 

(一) 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的是“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该数据采用的是多阶分层概率抽样的方法，

其数据具有可信性与大样本的特点。CGSS (2021)的样本量共计 8148 个，覆盖面积为中国大陆所有的省

份，且男女比例与城乡比例的均衡性为研究减少了较多的误差问题。针对本文所研究的社会公平问题在

城乡层面的差异性，因此本文认为其数据最为符合进行研究。 
(二) 变量设置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社会公平认知，选用“总体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

其回答选项的分类为五分类，本文经过处理后把回答分类集中为三分类进行分析。 
2) 解释变量。针对本文的研究问题，而选用的解释变量为邻里关系，选用的问卷问题为“您和邻居

社交的频繁程度是怎么样的？”，回答选项为五分类，且经过处理后为三分类。 
3) 控制变量。本研究将控制解释变量的稳定性，因此选择了家庭层面(户口性质、经济地位和家庭幸

福度)与个人层面(性别和健康)作为控制变量。上述变量经过删选后有效数据 8055 个，总体概况及赋值见

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variables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类型 变量名称 赋值符号 取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社会公平认知 Equal 
完全不公平，比较不公平 = 1 

一般公平 = 2 
比较公平与完全公平 = 3 

2.42 0.78 

解释变量 邻里关系 Relation 
几乎每天，一周几次，一月几次 = 1 
一月一次，一年几次，一年一次 = 2 

从来不 = 3 
1.833 0.817 

控制变量 户口性质 Residence 农业户口 = 1 
非农业户口 = 0 

0.694 0.46 

 经济状况 Economy 
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 = 1 

平均水平 = 2 
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 = 3 

1.669 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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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幸福度 Happiness 
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 = 1 

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 2 
比较幸福，非常幸福 = 3 

2.775 0.549 

 性别 Sex 男 = 1 
女 = 0 

0.451 0.497 

 健康状况 Health 
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 = 1 

一般 = 2 
比较健康，很健康 = 3 

2.351 0.772 

 
(三) 模型选择 
本文的因变量是社会公平认识为有序多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选用 Logistics 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其模

型的基本表达式为： 

0 1 1 2 3 4 5Y equal a b relation c economy c happiness c sex c health c residence= + + + + + +          (1) 

上述(1)式中 Y equal 为被解释变量“社会公平认知”，a0 为方程截距项，b1 与 c1、c2、c3、c4、c5 表示为

方程系数。把总体样本划分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为两分类分别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分别对应与表

2 中的模型 1，模型 2，模型 3。最后做稳健型检验，分析结果分别对应与表 2 中的模型 4，模型 5，模

型 6。 

4.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 实证分析 
将从社会总体、城镇、乡村三个单位进行分析。首先，根据多元有序 Logistics 回归分析后，模型 1

结果用于解释我国社会的总体公平现状：城乡居民的邻里关系(relation)越融洽，家庭经济(economy)状况

越好，家庭(happiness)越幸福，那么就认为社会的公平性越高且都在 1%水平上显著，假设 1 得到了验证。

从户口所在地来看，乡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普遍大于城市居民。而在性别(sex)变量中可以看出男性认为

社会越公平的比重高于女性。此外，健康(health)变量不显著，说明当前社会总体认为公平感与健康状况

无联系。 
 
Table 2.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the model with a robustness test 
表 2. 模型的参数估计与稳健性检验 

 
多元有序 Logistics 回归 稳健性检验(Oprobit 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解释变量       

Relation 0.168*** 
(0.026) 

0.112*** 
(0.037) 

0.153*** 
(0.039) 

0.104*** 
(0.016) 

0.067*** 
(0.024) 

0.097*** 
(0.025) 

控制变量       

Economy 0.218*** 
(0.032) 

0.314*** 
(0.047) 

0.167*** 
(0.046) 

0.129*** 
(0.021) 

0.183*** 
(0.030) 

0.104*** 
(0.029) 

Happiness 0.807*** 
(0.033) 

0.925*** 
(0.056) 

0.764*** 
(0.042) 

0.493*** 
(0.021) 

0.562*** 
(0.035) 

0.466*** 
(0.026) 

Sex 0.076** 
(0.037) 

0.026 
(0.056) 

0.123** 
(0.050) 

0.039 
(0.024) 

-0.002 
(0.036) 

0.071**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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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0.042 
(0.027) 

0.105** 
(0.043) 

0.024 
(0.035) 

0.025 
(0.017) 

0.056** 
(0.027) 

0.021 
(0.022) 

Residence 0.221*** 
(0.042)   0.136*** 

(0.025)   

Prob> 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R2 0.0504 0.0529 0.0502 0.0484 0.0513 0.0499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为分析影响城乡公平感的因素是否有差异，把数据分为城市单位与乡村单位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

果表明：总体来看，城镇居民(模型 2)与乡村居民(模型 3)都易受到邻里关系、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幸福

度的正向影响。但经过对比后发现在邻里关系层面，乡村地区的系数(0.153)大于城市系数(0.112)，说明

乡村居民认为邻里关系更能体现社会公平的现状，假设 2 得到了较好的验证。经济层面中可以看出城市

居民(0.314)更加依赖于经济地位来衡量社会公平，而乡村(0.167)地区比重较低。在幸福层面上乡村(0.764)
与城市(0.925)的比重都很高，说明人们认为幸福度最能够体现社会公平。然而，城乡地区有所不同的是

乡村的男性认为社会的公平性越高，而女性的公平感较低，所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乡村地区受男尊女

卑的思想较严重，而城市男女地位较为平等，所以性别变量对于公平感没有显著性的影响。 
(二) 稳健性检验 
通俗的来讲，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真实性。稳健性检验的基本方式

有三种：更换某个控制变量后，再进行检验；增加某个控制变量，再进行分析；替换分析模型，比较结

果。而本文采用的是更换性别(sex)的控制变量与使用 Oprobit 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检验多元有序 Logistics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其数据同样来源于 CGSS (2021)。 

本文采用 Oprobit 回归分析作为稳健性分析模型。其结果显示模型 5 与模型 2、模型 6 与模型 3 完全

匹配，而模型 4 与模型 1 除性别变量之外全部相同，其他变量均与模型 1 的系数方向一致，且都是显著

的，表明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且验证了本文的主要结论。同时，表 Oprobit 模型中性别变量依旧不显著，

说明在当下人们对社会公平的评价不存在性别因素的影响。综上，通过替换控制变量与更换回归模型后

的主要结论与 Logistics 模型下的结论完全一致，这说明上述的实证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5. 结论 

本文针对邻里关系对社会公平是否产生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分别从城乡两个角度进行对比分析，

采用的模型是 Logistics 回归且主要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 从社会总体来看，邻里关

系的亲疏程度对民众的社会公平认知具有显著性的影响，邻里关系越亲近，越认为社会趋向于公平。2) 从
城乡两个层面来看，乡村的人民认为邻里关系与社会公平认知的联系更紧密，而城市居民更加倚重经济

层面与社会公平的联系，但城乡群体都认为幸福度与社会公平认知紧密相关。3) 经过稳健性检验后，发

现性别变量与社会公平的认知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当前社会总体的男女地位较为平等，但乡村层

面上依然存在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的建议认为：第一，政府应该重视对邻里关系的培养，加强居委会与村委会的

基本职能，维护小家的稳定用于促进大家的繁荣。而从个人层面来看，应该努力打造和谐的邻里关系，

维护社会的总体稳定性。第二，从城乡差异来看，政府应加强对乡村地区层面的平等性教育，破除“男

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解放女性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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