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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形势与城乡结构的变化，主观幸福感成为人们思考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阶层认同和房产拥有

对于该问题的影响在实践中日益凸显，但是理论上的研究尚有不足。本文基于CGSS2017的数据，运用

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个体房产情况、主观阶层认同感三者之间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

现：个体是否拥有房产对于个体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个体是否拥有房产对个体的阶层认同具有积

极作用，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对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同时，个体是否拥有房产可以通过

个体的阶层认同这个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只

有重视人民的真实住房需求，才能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本研究结果为实践经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研究证

明，也为实践中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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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economic situation and urban-rural structure, subjective well-being has be-
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people to think about their living standards. The influence of class 
identity and property ownership on this issu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practice, but 
theoretical research is still insuffici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2017, this paper us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property situation,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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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ctive class ident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ther an individual owns 
a house or no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his subjective well-being. Whether an individual owns real 
estat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ndividual class identity, and individual subjective class identit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individual subjective happiness. Meanwhile, whether an individual owns real 
estate has an impact on subjective happiness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of individual class 
identit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in the process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housing system, only by 
paying attention to people’s real housing demand can people’s happiness be improv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strong theoretical proof for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also provide a possi-
ble way to improve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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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安居乐业的说法，尤其在房价飞涨的现在，快速增长的房价大大的冲击了城镇

居民以及想要在城镇定居的农村居民的承受能力，社会对此的反应也越来越强烈，是否拥有自己的房产

成为理论个体甚至是家庭生活的重要关注点。将住房纳入社会阶层地位的评价体系之中渐渐成为当前学

术界的共识。张传勇等人发现居民拥有的房产且住房条件越好，相应的阶层认同地位就会越高并且能够增

强居民的幸福感[1]。因此，本文试图从个体是否拥有房产为角度，探讨房产对于阶层认同和幸福感产生

的影响以及阶层认同在房产拥有和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其进一步探析房产拥有在我国

居民阶层认同中的重要性以及房产在提高个体幸福感中的重要性，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使居民生活更加幸福。 

2. 理论回顾和研究假设 

2.1. 理论回顾 

主观阶层地位是“个人对自己所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位置的感知”，在社会学研究中，“主观阶

层地位”与“阶层意识”“主观社会地位”等概念基本上是同一个含义。大多数的研究发现，个体的收

入、教育和职业等客观上的社会分层以及自己的工作、所在单位和党员等制度上的特征都会影响人们对

于自己阶层的定位，即对个体主观上的阶层认同有所影响[2]。 
房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问题，房产资源的分配不公以及城市的阶层划分一直以来

也是城市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话题。甚至《种族、社区和冲突》一书提出了“住房阶级”的理论。李斌

等的研究也表明，房产尤其是所居住房屋的产权所有甚至比个体的职业更能准确的区分个体所在的阶层

[3]。同时大量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社会中逐步出现了以住房为代表的基于财富多寡的而形成的阶层认同

[1]。 
个体对于幸福的感知反映出他们对于自身生活状态、情绪状态和生活满意度的关注。从幸福经济学

的观点看，个体的幸福不仅仅取决于财富的数量还取决于财富本身给人们所带来的边际满意度、财富的

分配和社会环境等多种指标的影响。而房产作为个体的所有物，以及房屋周边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周边

条件都在证明房产的拥有增资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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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假设 

主观幸福感主要指人们的主观感受，这个名词第一次将幸福感变成了实际可以测量的理论[5]。在对

上海市民的实证调查发现电视媒介主要通过音乐、语言等几种媒介实现了对阶层认同的作用。根据心理

学人们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自己周围环境以及对自己有着偶像作用的人物的影响，自己的思想行为等都会

受到外界的干扰。因此虽然主观幸福感是个人主观上的感受，但是人的自我主观感知也受到来自周围环

境的影响[6]。衣食住行是人们生活的必要条件，住房是人们的基本生存条件，没有自己的住房就要租他

人的房子，租房子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需要来回的搬家，对于大多数来说，来回搬家会让人没有归属感。

住房不仅仅是一种高价买来的固定资产，同时住房也可以给居民带来额外的收入，比如将房子租出去，

同时住房可以给居民带来稳定的住所，从而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房产不仅影响着居民的生存质

量也与人民生活的安定程度紧密相关，从而影响着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研究表明，拥有房产越多的人，

对于生活的满意度越高，主观幸福感可能也会高[7]。由此提出第一个假设： 
H1：拥有房产会影响个人主观幸福感 
阶层认同表示个体对社会地位的主观判断[4]。有研究表明房产能影响人们的自尊心和社会参与度等

多个方面，李骏的研究也表明个人安全感的主要来源是是否拥有房产所有权[3]。胡荣等人认为人们在房

屋购买的过程中逐步搭建起对于自身阶层、地位和身份的认同，房产的拥有和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相关

并且认为房产已经成为居民进行阶层认定的主要依据，即房屋的居住面积和房产数量越多，居民个体的

主观阶层认同感也就越高。由此提出第二个假设： 
H2：拥有房产影响了人们的阶层认同 
根据 WVS 的世界观调查的中国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个体所处的阶层地位越高，主观上的幸福感就

会越强[8]。2006 年的全国城乡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阶层认同对于主观幸福感呈正向影响[1]。根据谭

日晖四次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在我国住在自己买的房子里的人会比租房子住的人阶层认同感

更高，幸福感更强。Han 研究发现，较客观阶层感知，主观上的阶层地位认同和个人的幸福感评价更为

密切。以上研究都验证了阶层认同可以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有研究认为阶层认同较低的人们在与自我认

知的不同阶层进行互动过程中往往会感到自卑和焦虑[1]。当今社会中部分伤害事件的发生是因为犯罪者

在主观上认为自己命运不公，自己贫穷以及没有地位从而决定报复社会。刘菁等人认为这是由于低阶层

认同而导致的社会矛盾，并且阶层认同属于马斯洛需要层次论中的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4]。这

些层次的需要也属于自我感知，因此阶层认同和自我幸福感知都属于个体主观上的感受。有研究认为下

偏型阶层认同的国家的整体国民幸福感更低[1]。由此提出第三个假设： 
H3：阶层认同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随着社会的发展,住房渐渐开始和子女入学等城市福利所挂勾，房产慢慢的开始凸显其权力属性和归

属属性。因此房产慢慢的成为了阶层分化的工具。刘祖云等认为个人是否拥有房产形成了相应的阶层认

同，并且甚至可能催生新的分层秩序。并且拥有房产以及住房条件越好，阶层认同地位就会越高。拥有

住房及更好的住房条件从财富积累、归属感和居民政治参与度等方面增强了居民的阶层认同感[1]。徐海

平等人认为不同的客观阶层所能享受到的物质以及非物质福利存在差异，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心理学

中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倾向于与周围人进行比较，如果个体感觉自我优于周围

他人，则更容易感到幸福，如果个体与周围人相比，自觉劣与周围他人，则不容易感到幸福。房产作为

个人所拥有的固定资产，不仅可以通过房产的面积和数量与他人所拥有的进行比较，也可容易通过房产

所地址是否靠近商圈等与他人进行比较，从而增加主观幸福感。从这一角度来说，拥有房产可以影响个

体对于自己的阶层认同，最终导致影响个体的幸福感[4]。因此提出第四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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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阶层认同拥有房产和主观幸福感中起到中介作用。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到总体的概念模型(见
图 1)。 
 

 
Figure 1. The mediating model of class identity on home ownership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图 1. 阶层认同对拥有房屋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17 的数据。CGSS 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

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共同负责，数据涉及面广，具有开放性

与共享性，目前已成为研究中国社会运用最广泛的调查数据之一。CGSS2017 的调查数据于 2020 年 10
月 1 日正式发布，为了便于模型检验，本文已对于原始数据表中的无效样本进行了清理和预处理。最终

得到有效样本 4029 个，其中女性占比 53.6%，2160 个，男性占比 46.4%，1869 个。男女的性别结构相对

平均，与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国情十分相符。 

3.2. 变量选择 

自变量：拥有房产，即个体是否拥有房产，不论和他人单独拥有或个人独自拥有。因此本文选择问

卷中的 A12a 问题：目前是否拥有(包括与他人共同拥有)房产(拥有产权)，备选答案为：1 = 是，2 = 否。 
中介变量：阶层认同。作为阶层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观阶层认同是指 “个人对其自身在阶层结

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7]。因此本文采用问卷 A43 问题：在我们社会里，有些人处在社会地上层，有些

人处在社会地下层。卡 4 的梯子从下往上看。最高“10 分”代表最顶层，最低“1 分”代表最底层。 
因变量：主观幸福感。个体对于自己的幸福感的主观幸福判断。本文采用问卷的 A36 问题：总的来

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1 = 非常不幸福 2 = 比较不幸福 3 = 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4 = 比较幸福 5 
= 非常幸福)。 

控制变量：个体特征。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控制变量依次为性别(男性 = 1，女性 = 0)；目前

户口登记地(1 = 本乡(镇、街道)，2 = 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3 = 本区/县/县级市以外，4 = 户
口待定)；10 年前的阶层认同，即您认为您 10 年前在哪个等级上？(最高“10 分”代表最顶层，最低“1
分”代表最底层。)。根据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0 年前的阶层认同可能会影响当前社会阶层认同。

因此，需要对该变量进行控制。 

4. 研究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分析 

本文采用 SPSS26.0 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具体统计(如表 1)及分析结果如下。从问卷测量结果可知，

受访者是否拥有(包括与他人共同拥有)房产(M = 1.76, SD = 0.429)中拥有房产的人占 24.34%，未拥有房产

的人占 75.66%。总体来看，数据可作为普适性理论的推导数据基础。受访者中，性别(M = 0.37, SD = 0.484)
比例中，其中女性占比 62.74%，男性占比 37.26%。户口登记地情况中(M = 1.59, SD = 0.817)，在本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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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的户口占比 62.11%，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为 17.21%，本区/县/县级市以外的为 20.39%，

户口待定的有 0.29%。10 年前阶层认同(M = 3.44, SD = 1.771)的比例中，认为自己 10 年前出于中介阶层

的(5)的占 17.66%，阶层认同较低(1~4)的群体占 71.8%，阶层认同较高(6~10)的群体仅占 10.53%。 
阶层认同(M = 4.12, SD = 1.674)中，认为自己处于中间阶层(5)的占 31.7%，占最大比例，阶层认同较

低(1~4)的群体占 52.38%，阶层认同较高(6~10)的群体仅占 15.92%，总体看来我国阶层认同较低，符合我

国经济发展现状。2017 年中国居民的整体幸福感均值较高(M = 3.84, SD = 0.858)，非常不幸福的居民占

比为 1.87%，比较不幸福占比 6.87%，说不上幸福不幸福占比 14.17%，比较幸福占比 59.44%，非常幸福

占比 17.64%。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发布的 2015 年 5 分制中国居民幸福感评分为 3.47。
总体样本结构符合现实状况，也有利于实现我们的研究目的。 

4.2. 相关分析  

鉴于研究变量采用随机方法抽取，样本量充足，主要变量数据均符合正态分布，本研究采用皮尔逊

(Pearson)系数方法对性别、户口登记地、10 年前阶层认同、房产拥有、房产数量、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

感这几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从整体和局部上两个角度加以呈现。从整体相关性上

看，房产拥有、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都两两相关(具体见表 2)。从细节上看，可得房产拥有与主观幸福

感(r = −0.0351, p < 0.01)之间呈负向相关关系，并且关系显著。房产拥有与阶层认同(r = −0.062, p < 0.01)
之间呈负向相关关系，并且关系显著。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r = 0.279, p < 0.01)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

并且关系显著。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关系见下表 2。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变量定义 平均

值 
标准

差 
最大

值 
最小

值 

房产拥有 是 = 1，否 = 2 1.76 0.429 - - 

阶层认同 最底层 = 1，2，3，4，5，6，7，8，9，10 = 最顶层 4.12 1.674 10 1 

主观幸福感 非常不幸福 = 1，2，3，4，5 = 非常幸福 3.84 0.858 5 1 

性别 男 = 1，女 = 0 0.37 0.484 - - 

户口登记地 1 = 本乡(镇、街道)，2 = 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
3 = 本区/县/县级市以外，4 = 户口待定 

1.59 0.817 - - 

10 年前阶层认同 最底层 = 1，2，3，4，5，6，7，8，9，10 = 最顶层 3.44 1.771 10 1 

 
Table 2. Correlation of variables 
表 2. 变量的相关性 

变量 性别 户口登记地 阶层认同 10 年前阶层认同 房产拥有 房产数量 主观幸福感 

性别 1       

户口登记地 0.104** 1      

阶层认同 −0.026* 0.046** 1     

10 年前阶层认同 −0.021 0.037** 0.650** 1    

房产拥有 −0.107** −0.176** −0.062** −0.058** 1   

主观幸福感 −0.035** 0.018 0.279** 0.154** −0.035** 0.051** 1 

注：**p < 0.01，双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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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 spss 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检验房产拥有和主观幸福感影响的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房产拥

有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影响十分显著(β = −0.029, p = 0.025 < 0.05)。阶层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十分显著(β = 0.307, p = 0.000 < 0.001)。房产拥有对阶层认同影响十分显著(β = −0.022, p = 0.023 < 
0.05)。因此，当个体拥有房产时，无论该房产归个体所有还有与他人共同拥有，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以

及阶层认同都会提高，因此 H1、H2 和 H3 成立。同时，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并未随着阶层的升高而逐渐升

高。 
接下来，我们采用 Bootstrap 方法来检验阶层认同在房产拥有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

果(如表 3 所示)显示，阶层认同在房产拥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95% LLCI = −0.0495, 95% 
ULCI = −0.0203)。此外我们分别将 3 个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中，结果表明，阶层认同在房产拥有与主观

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仍然显著，即 H4 成立。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lass identity 
表 3. 阶层认同的中介效应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上限 Boot CI 下限 相对效应值 

中介效应 −0.0346 0.0075 −0.0495 −0.0203 48.80% 

直接效应 −0.0363 0.007 0.1288 0.1563 51.20% 

总效应 −0.0709 0.025 −0.119 −0.022  

注：N = 5000，95%置信区间。 
 
Table 4. Statistical table of research hypothese 
表 4. 研究假设结果统计表 

研究假设名称 是否成立 

H1：拥有房产会影响个人主观幸福感 是 

H2：拥有房产会影响人们的阶层认同 是 

H3：阶层认同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是 

H4：阶层认同在拥有房产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是 

5.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描述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的数据研究结果基本支持了文章开头的

假设，房产拥有能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拥有房产能正向影响阶层认同，阶层认同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

综上(如表 4 所示)，研究假设 H1、H2、H3、H4 均可成立。基于上述分析显示，阶层认知在拥有房产与

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它本身也与拥有房产一样能够直接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就是

说，拥有房产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拥有房产对阶层认同也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而阶层

认同在拥有房产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之间起到间接中介作用。房产拥有率的增长与社会环境之间发挥着越

来越出色的桥梁作用，成为公民们普遍感知社会变化、判断自我生活质量的重要工具。其他人口学因素

对于主观幸福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不同性别、年龄、学历水平、民族、宗教信仰、政

治面貌、户口归属和收入的受众的主观幸福感是不同的。 
回到住房消费与阶层地位认同的问题本身，虽然住房私有化改革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居民家庭的住房

条件，但是住房消费的社会不平等依旧存在甚至在拉大，并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9]。政府不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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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缩小城市内部不同社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差异，推广实现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参与感和归属感，扩大城市的公共服务，惠及到更多的人。闵学勤的研究发现，全民对住房有着共同的

膜拜，各阶层纷纷卷入购房的浪潮中，跨越收入分层而拥有住房的现象也并不少见[10]。因此对政府来讲

反思现有住房政策，让大众的住房消费回归理性，居者有其屋、百姓安居乐业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在研究中仅考虑了 10 年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研究。但是，陈云松

等指出虽然 2003 年至 2013 年之间，我国的国民 GDP 实现了增长。与 10 年前个体的阶层认同感相比，

10 年后的“向上流动感”受到主观社会流动感知的影响较强[11]。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在考虑

个体 10 年前阶层认同的基础上，考虑该地区在 10 年内的变化。并考虑 10 年前的阶层认同与地区在 10
年内的发展对个体阶层认同所产生的交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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