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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 本文基于 2 0 0 3 
－

 2 0 1 2 年 间 ＣＧＳＳ 和 ＣＳＳ 共计 1 0 个轮次 的 全 国 综

合调查 资料 ，对 中 国 公众 阶层地位认 同偏 差进行全景式 的描 述与 分析 。 我们

将基于潜 类分析方法 生成 的客观 阶层指标 与 阶层地位认 同指标相 比 较 ， 发 现

中 国 民众 普遍存 在 阶层地位认 同 偏差 ，超半数的 中 国城镇 居民低估 自 己 的客

观阶层地位 ，而超半 数 的农村居 民 高估其地位 。 回 归分析表 明 ： （ 1 ） 教育 程

度 、家庭收入和职业 声望等客观地位越高 ， 阶层地位认 同 上偏程度 越小 ； （ 2 ）

社会流 动感 知和 阶层地位认 同偏 差显著相关 ， 下 向流动感 知强化阶层地位认

同下偏 ， 上 向流动 感 知 则 反之 ； （ 3 ） 客观地位和 社会流 动感 知对 阶 层地位认

同偏差 的影 响均 存在 显著 的 城 乡 差异 。 最 后本研究 用
“

地位结构
一

地位过

程
”

诠释 了 阶层地位认 同偏 差的 形成机制 。

关键词 ： 阶层地位认 同 偏差 社会流 动感 知 阶层地位认 同

一

、 弓 Ｉ言

2 0 世纪 9 0 年代以降 ， 中 国 的社会学家对民众的阶层地位认同及

形成机制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 ，积累 了丰富 的学术成果

（边燕杰 、卢汉龙 ， 2 0 0 2
 ；董运生 ， 2 0 0 7
 ；高勇 ， 2 0 1 3  ；冯仕政 ， 2 0 1 1
；李培林

等
，

2 0 0 5

；李培林 、张翼 ， 2 0 0 8
 ；
刘欣
，

2 0 0 1
，
2 0 0 2

；
陆益龙 ， 2 0 1 0

； 赵延东 ，

2 0 0 5
） 。 与西方社会阶层地位认同的
“

中层认同
”

特征不尽相同 （ Ｅｖａｎｓ

＊本文是国 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
“

社会流动理论视角 下的 中产 阶层公民参与研究
＂

（批准

号 1 3 ＣＳＨ 0 2 0
；
主持人 ： 范晓光 ） 的阶段成果 ， 同时获得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 （发展

社会学 ）资助 。 所 用 数据分别来 自 中 国人民大 学中 国 调查 与数据 中心 和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研究所 ，感谢授权。 本文初稿 曾在 2 0 1 4 年
“

社会分层 与流 动
”

冬季论坛上 宣

读 。 感谢刘欣、吴晓刚 、吴愈晓 、李姚军 、 高 勇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ｉｌｌｉ ａｍｓ 、李丁 、许琪 、 李子凡等 师

友在写作和修改过程 中的批评和帮助
，

还要特别感谢匿名评审人的 宝责意见 。 当 然
，
文

责 自 负 。 如希望进一 步与作者讨论和获取相 关数据结果 ，请联 系陈云松 （ ｙｕｎｓｏｎｇ ． ｃｈｅｎ

＠ｎ
ｊ
ｕ ．ｅｄｕ ． ｃ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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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ａｌ ．
，

1 9 9 2
；Ａｄａｉｒ ， 2 0 0 1
；Ｈｏｕｔ ， 2 0 0 8
 ；
Ｓｈｉｒａｈａｓｅ
，
 2 0 1 0
；Ｇｏ ｌｄｍａｎｅ ｔ

ａｌ ． ， 2 0 0 6
；
Ｅｖａｎｓ＆Ｋｅｌｌｅｙ ， 2 0 0 4
） ， 中 国公众的阶层地位认同相对偏

低 。 不过 ，在客观地位与主观地位认同的偏差方面 ， 中西方学者都有相

似的发现 ：客观与主观地位之间存在着 比较明显的不一致 。 而除了少

数几篇实证研究外 ，专门分析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结构和形成机制的

文献很少 （仇立平 、韩钰 ， 2 0 1 4
；
ＳｏＳｎａｕｄｅ ｔａｌ ．
 ，

2 0 1 3
） ， 更没有纵贯分

析 。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 ，低估 自身的客观阶层 ，无疑会不利于社会发

展和整合 。 而在社会转型期 ’收人差距的扩大和社会流动的固化 ，可能

对这种偏差的形成产生更为复杂的影响 。 因此 ，对当代中 国人的阶层

认同地位偏差进行专 门研究 ，具有理论和政策的双重价值 。

本研究利用 2 0 0 3 
－

 2 0 1 2 年间中 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 （ ＣＧＳＳ ） 和中

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 ＣＳＳ ） 的合并数据 ，通过主观社会地位和潜类分

析方法 （ Ｌａｔ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以下简称 ＬＣＡ ） 所生成的客观阶层地位

的 比较 ，获得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科学测度 。 基于此 ，我们不但对 1 0

年来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变迁进行了详实的描述统计和纵贯比较分

析 ，而且还运用最小二乘法模型 （ ＯＬＳ ） 、多层线性模型 （ ＨＬＭ ） 和广定

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 Ｇｏｌｏｇｉｔ ）对形塑偏差的微观社会人 口变量和宏观

经济社会因素做了 系统评估 。 由此 ，通过对大规模数据的纵贯分析 ，本

研究展示了近 1 0 年来中国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全景 ，并尝试提出了 中

国社会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解释框架 。

二
、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概念厘清与文献评述

所谓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 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ｄｉｓ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 ，是指个体所处

的客观阶层地位与其主观社会地位 的不一致程度 （仇立平 、韩钰 ，

2 0 1 4
） ，

①它的基础不仅仅限于经济利益的差别 ，还可 以建立在其他各

种形式的生活机遇不平等分配程度和对此的主观感受等基础之上 。 阶

层地位认同偏差强调以个体的客观地位为参照对象 ，而不是参照某个

① 本研究认为
“

偏移
”

指 阶层地位认同 结构相对 某
一

参照 结构的偏 离 ，而
“

偏 差
”

更强调 社

会地位之间的不
一

致程度 ，故采 用
“

阶层地位认同 偏差
”

。 虽 然概念名 与仇立平和韩钰

（ 2 0
1 4 ） 不 完全相 同
，
但所指 内容基本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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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ｆｅ
－


Ｘ ＼中国城乡居 民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国家／地区或某个特定时期的
“

社会阶层结构
”

。 在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概念化的基础上 ，我们对它加 以进
一步的类型化 。 不论民众的社会地

位高还是低
，
如他们主观认同 的阶层地位与客观地位保持
一致
，
我们称

其为
“
一致型
”

；如阶层地位认同高于客观阶层地位 ，则属于
“

上偏型
”

；与

之对应 ，如阶层地位认同低于客观阶层地位 ，则属于
“

下偏型
”

。 我们认

为 ，在三种阶层地位认同偏差中 ，
“

下偏型
”

对于公共管理和社会秩序的

潜在威胁 ，要 比
“

上偏型
”

和
“
一

致性
”

大得多 ：低估 自身的阶层将有更大

的概率触发对现实政治 、经济和社会运行体制的不满 。

在经验研究方面 ，学者们对阶层地位认同偏差涉猎并不多 。 王春

光和李炜 （ 2 0 0 2
）认为 ，阶层的客观存在与主观建构既存在
一

致的可能

也存在不
一致的可能性 ，两者存在复杂的关系 。 城乡居民的收入 、教

育 、职业和消费等各项主要的客观分层指标与阶层地位认同之间的关

联强度并不大 （ 李培林 ， 2 0 0 5 ） 。
一

般而言 ， 客观阶层地位较高和较低

的民众的主观身份认同较高 ， 而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偏低或存在
一

定

的模糊性 （李春玲 ， 2 0 0 4
） 。 仇立平和韩钰 （ 2 0 1 4
）基于 ＣＧＳＳ 2 0 1 0 的城

市样本 ，发现中国城市居民阶层地位认同偏移总体呈现向上偏移比重

高于
一致认同和向下偏移 ，并且这种偏移具有
“

趋中性
＂

特性 ， 即 中 上

层和上层居民
“

下偏
”

， 中层居民
“
一致认同
”

，下层和中下层居民
“

上

偏
”

。 雷开春 （ 2 0 0 9
）发现绝大部分上海 白领新移 民在客观上处于社会

中上层 ，在主观社会地位认同上呈现出
一

致认同 、向上偏移 、向下偏移

和模糊认同四种倾向 ，具备高收人 、低教育程度 、拥有本地户籍证明等

特征的新移民比其他人更可能表现出地位认同向上偏移的倾向 。 与城

市样本的发现相似 ，有研究者基于对浙江省
“

四类村庄社会分层的个

案比较研究
”

调查资料的分析 ，认为农村居民的主观地位认同与客观

地位分层总体具有一致性 ，但是也存在内部差异 ： 中间层居民的地位认

同
“

趋向中层
”

，
而上层和下层居民的地位认同分别呈现
“

向上偏移
”

和
“

向下偏移
”

（ 卢福营 、 张兆曙 ， 2 0 0 6
） 。

针对以上经验发现 ，研究者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种 ： （ 1 ） 个体的行

动同时受到结构性因素和主观建构 的双重作用 ， 阶层地位认同偏差不

仅受到户籍 、居住地综合发展水平 、社会保障水平等国家的宏观政策和

制度的影响 ，而且还有党员身份 、教育联系 、 收人 、住房产权等反映自身

地位和能力的微观层次结构性因素 ， 以及公平感 、幸福感等主观态度因

素的影响 （仇立平 、韩钰 ， 2 0 1 4
） 。 （

2
）
社会顶层成员 因为地位优越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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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垄断某些特权以稳固或维持其优越地位 ，这有可能强化其内部的身

份认同
；
底层群体可能由于失落和不满情绪 ，增强阶层 内部的认同和对

较高阶层的仇视心理 。 而社会中间位置群体试图通过职业晋升或模仿

上层生活方式等形式实现向上流动 ，他们反而不强化共同意识 （李春玲 ，

2 0 0 4 ） 。 （ 3 ）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 ， 由于生活方式和生活品味的个体主

义倾向不断强化 ，阶层流动 的加速带来人们社会身份认同的断裂 ，并且

客观阶层结构 固化和主观阶层意识的碎片化同时发生 ，最终导致中国公

众的客观地位与主观阶层地位认同的距离不断拉大 （李培林 ， 2 0 0 5
） 。

以上经验发现和理论解释较好地勾勒了中 国民众阶层地位认同的

基本特征 ， 为后续研究奠定 了坚实基础 。 不过仍然存在以下不足 ：

（
1
）操作测量有待改进 。 研究者主要采取职业声望 （ 雷开春 ， 2 0 0 9
） 、刘

欣框架 （仇立平 、韩钰 ， 2 0 1 4
） 来测量客观阶层地位 ，并与主观阶层地位

认同相 比较以获得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 但是 ， 由于 目前国 内学者对分

层框架 （ ｃｌａｓｓｓｃｈｅｍａ ） 的认识仍然有许多分歧 （刘欣 ， 2 0 0 5
，

2 0 0 7
；李路

路等 ， 2 0 1 2
；
林宗弘 、 吴晓 刚 ， 2 0 1 0
；
李春玲 ， 2 0 0 5
：

5 3
－

 1 2 7
；
范 晓光 ，

2 0 1 4
：

2 － 1 1 ） ，再加上职业 、教育 、收人等不同维度客观地位指标内在

的
“

不一致
”

仍然普遍存在 （ 董运生 ， 2 0 0 7
；陆新超 ， 2 0 0 9 ） ，采用多元的

客观社会地位测量显得尤为重要 。 （ 2 ）缺乏跨年度的描述统计和趋势

分析 。 过往研究资料的代表性略显不足 ， 或针对城市和农村的单一样

本 ，或使用横截面数据 ，不足以对当代中国 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变迁形

成历史性的把握 。 （ 3 ）现有文献对阶层地位认同偏差形成机制的阐释

还不够系统 。 而弥补以上不足 ，正是本研究的立意所在 。

三 、地位决定论与地位过程论 ：地位认同偏差的形成

与地位认同偏差相关的理论主要有地位决定论和地位过程论 。 地

位决定论是多数研究的理论取向 ，它强调人们的客观社会地位会影响

其阶层地位认 同 的水平 （ Ｅｖａｎｓ＆Ｋｅｌｌｅｙ ， 2 0 0 4
；Ｈ ｏｄｇｅ＆Ｔｒｅ ｉｍａｎ ，

1 9 6 8
；
Ｊａｃｋｒａａｎ＆Ｊａｃｋｍａｎ
， 1 9 7 3 ；Ｈｏｕｔ ， 2 0 0 8 ） 。 研究者发现 ， 由于个体

的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之间存在
“

不一致
”

，使人们可能身

处多重叠加 的社会群体之中 ， 进而导致其 阶层地位认同 的模糊性

（
Ｈｏｄｇｅ＆Ｔｒｅｉｍａｎ ， 1 9 6 8
；
Ｈｏｕ ｔ ， 2 0 0 8
） 。 在中国 ，市场经济转型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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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经济协调机制从官僚协调为主向官僚协调与市场协调共同起作用

的转变 ；这种转变体现为一系列社会经济基本制度和次级制度的加强 ，

私有产权制度的合法化和扩张 ，户籍制 、劳动身份制度的弱化 ， 以及专

业技术等级制度的强化 （ 转引 自刘欣 、李婪 ， 2 0 1 3
） 。 这些制度安排的

变化 ，在社会分层的微观表现是个体与职业匹配 （ 8 卩
“

人职匹配
”

） 原则

和过程的变化 。 而一个社会的客观分层结构 、制度安排 、价值准则以及

分层机制的变化 ， 无疑会反映在人 民的主体意识之中 （ 刘欣 ， 2 0 0 1
） 。

由此 ，我们有理由认为 ，在市场转型过程中 ，教育 、收人和职业等地位指

标的变动不居 ，会强化人们主观认知 中的社会阶层地位与客观地位之

间的不
一

致。 而这种不
一

致 ，甚至可能比非转型国家更为明显 。 为此 ，

我们提出
“

阶层地位认同偏差假设
”

：

假设 1 ：在市场转型过程 中 ， 十 国 民众 的阶层地位认 同 偏 差普遍

存在 。

在地位决定论中 ，尤其是针对转型国家阶层意识和地位认同的形

成 ，刘欣 （ 2 0 0 1
） 提出了
“

阶层意识的相对剥夺论命题
”

。 该命题认为 ，

分层机制的变化使
一

部分人在社会经济地位或生活机遇上处于相对剥

夺状态 ；当人们处于相对剥夺地位时 ，不论其占据的客观阶层地位是高

还是低 ，都会倾向于做出社会不平等的判断 。 在阶层地位认同上 ，教

育 、收入和职业地位越高 ，人们越不可能处于相对剥夺地位 ，其认同 的

自身阶层地位越高 ， 与客观阶层地位的偏差程度会越小。 此外 ，地位的

结构层也决定了顶层的人不可能进
一步高估 ，底层的人不可能进一步

低估。 由此 ，我们提出
“

地位决定假设
”

：

假设 2 ． 1
： 个体的教育程度越 高 ， 其阶层地位认 同偏 差越不 可 負ｉ

上偏。

假设 2 ． 2
：
个体的职 业声 望越 高 ， 其阶层地位认 同偏 差越不 可 能

上偏。

假设 2 ． 3 ：个体的收入水平越高 ， 其阶层地位认 同偏 差越不 可能

上偏 。

此外 ，我们不能忽视城乡二元在公众阶层地位认同偏差形成过程

中的作用 （ 高勇 ， 2 0 1 3
） 。 经历了 3 0 多年的改革开放 ， 中国 民众的收入

水平 、文化程度和职业地位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但是城乡居民在住房 、

医疗、社会福利等方面存在诸多差距 ， 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 陈光金 ，

2 0 1 4
；
陆 学艺 ， 2 0 0 9
；

王 春 光 ， 2 0 1 0
） 。
根 据社 会 比 较 理论 （ ｓｏｃ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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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ａ
ｒｉｓ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 ，人们在评价 自身地位时 ，往往从 自 身所处环境出发 ，

对社会进行
“

有选择
”

的比较 （ Ｆｅ ｓｔｉｎｇｅｒ ， 1 9 5 4
；
Ｈｏｆｆｍａｎｅｔａｌ ． ， 1 9 5 4
）  0

一方面 ’随着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提升 ，其社会生活空间和社会交往范

围扩大 ，地位参考群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ｒｏｕｐｓ ）从
“

老乡
”

转向城市居民 （高勇 ，

2 0 1 3
：

9 5
；
张翼 ， 2 0 1 1
） ，尤其是其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 ，很可能反而会产

生对 自身社会地位的低估 ，即主观阶层地位认同低于客观阶层地位 。 当

然 ，他们与亲友相比则会有明显优势 ，使其矮化参照群体 。 另
一方面 ，城

市居民社会地位的提升 ，不仅有可能为其带来与
“

国际接轨
”

的社会生活

体验 ，还会强化他们相较于外来人口和
“

城市新居 民
”

的优越感 ，结果使

其主观阶层地位高于或相当于其客观阶层地位 ；而当他们选择大都市或

国外城市居民作为参照对象时 ，可能相对剥夺感会增强 ，抑制其高估 自

身阶层地位 。 由此 ，我们提出
“

地位决定的城乡差异假设
”

：

假设 3 ：教育 、 收入和职业 声望对阶层地位认 同 偏差 的影响存在城

乡 差异 。

相对于地位决定论 ，地位过程论是对阶级分析过程视角的继承 。 与

传统阶级分析的结构主义不同 ，过程视角强调
“

过去
”

对
“

现在
”

的社会化

影响 ，重视以能动者为中心 （ ａｇｅｎｔ
－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 的社会行为 （Ｗｒｉｇｈ ｔ＆Ｓｈｉｎ ，

1 9 8 8
） 。
通过对美国和瑞典调査资料的分析 ，赖特等人发现 ，个人的阶

级轨迹 （ ｃ ｌａｓｓｔｒａｊｅｃｔ ｏｒｙ ）对人们的阶层地位认同具有显著影响 ，并且阶

层地位认同还对阶级利益意识有形塑效应 。 具体来说 ，相对于稳定的

特权阶级 （资本家和中产阶级 ） ，从普通阶级 （ 小资产者和工人阶级 ） 向

上流动到特权阶级的人们在工人阶级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 ；而向下流

动至普通阶级者则更认同 自 己是工人阶级的
一

员 （ Ｗｒｉｇｈｔ＆Ｓｈ ｉｎ ，

1 9 8 8
：

Ｔａｂｌｅ 1 0
） 。 转型期 中国 民众的 的阶层认知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

他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 ，而在很大程度上同他们的社会经济地

位的
“

相对变动
”

有关 （刘欣 ， 2 0 0 2
） 。 然而 ， 以上研究都是从代际流动

抑或嵌人在社会变迁中 的客观的阶层地位来度量流动过程 ，对作为流

动过程主观反映的社会流动感知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ａ ｌ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 缺乏足够

重视 。 根据布迪厄对流动轨迹的类型化办法 （ Ｂ ｏｕｒｄｉｅｕ ， 1 9 8 4
） ，我们将

社会流动感知划分为向上流动感知 、 向下流动感知和水平流动感知三

大类 。 其中 ， 向上流动感知者会具有乐观主义态度 ，较不可能低估 自身

的社会地位 ，其阶层地位认同偏差呈现
一致或上偏 ，而向下流动感知者

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则可能下偏 。 故我们提出
“

地位过程假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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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4 ：相对水平流动感知的个体而 言 ， 向上流动感知者的 阶层地

位认同 偏差更可能上偏
，
而 向下流动感知者则 为 下偏 。

与此同时 ，我们的社会流动感知无法摆脱社会流动机会城乡 差异

的影响 。 对城市居民而言 ，其社会流动机遇
一

般要高于农村居民 ， 因

此 ，即便感觉 自 己过去 1 0 年经历了 向下流动 ，他们很可能更容易重返

社会流动起点 ，故对 自身阶层地位评价不会过低 （ 相对于农民而言 ） ；

而向下流动感知对农村居民阶层地位认同上偏的抑制效应会更强 。 同

样地 ， 向上流动感知对阶层地位认同上偏的正 向效应在农村居民 中更

强
一些 。 最后 ，我们提出
“

地位过程的城乡差异假设
”

：

假设 5  ：社会流动感知对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影响存在城 乡 差异 。

四 、数据 、测量与分析策略

我们使用中 国综合社会调查 （ ＣＧＳＳ ） 和 中 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
ＣＳＳ
）对中国人的阶层地位认同进行分析 。 ＣＧＳＳ 由香港科技大学和

中国人民大学于 2 0 0 3 年联合发起 ，各省市诸多科研院所参与 ，平均每

两年进行一轮全国性调查 ，每轮平均调查 5 0 0 0 － 1 2 0 0 0 个家庭户 ，覆盖

3 0 个省 （直辖市 、 自治区 ） 的 1 2 5 个县 。 ＣＳＳ 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主持 ， 2 0 0 6 年以来每轮平均调査 7 0 0 0 － 8 0 0 0 户家庭 ， 覆盖 3 0

个省的 1 2 8 个县 。 尽管两项综合调查 由不同机构具体执行 ，但他们都

属于连续性的截面调查 ，采取了科学的多阶段概率抽样 ，并且问卷中包

含了诸多共同的题器设计。

（

一

）数据

如表 1 所示 ，我们使用的 ＣＳＳ 数据来 自 3 轮调査 ，而 ＣＧＳＳ 数据来

自 7 轮调查 ，样本量共计 8 2 8 2 3 人。？ 其中 ，有 8 0 9 5 8 个被访者回答了

其主观阶层地位的问题 ，只有不足 3％ 的人因为拒访或者不清楚而未

做填答。 由于本研究对两个综合调查的跨度长达 1 0 年的数据进行了

合并 ，我们对主观社会阶层的测量进行了一致性的检查和处理 。 实际

① ＣＧＳＳ 和 ＣＳＳ 的平均填答率在 7 5 ％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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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除 了ＣＧＳＳ 2 0 0 8 所使用 的是十级阶梯式量表之外 ， ？其余 的 ＣＧＳＳ

和所有 ＣＳＳ 调查都采取传统的五级量表 （ 上层 、 中上层 、 中层 、 中下层

和下层 ） 。 因此 ， 我们将十级量表转化为五级量表以 便于分析 。
② 此

外 ， ＣＧＳＳ 2 0 0 3 问卷中的问题表述是被访者
“

家庭
”

的阶层地位 ，而其问

卷要求直接回答
“

您
”

的阶层地位。 尽管这两种地位之间高度相关 ，但

简单的合并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测量误差 。 所幸 ＣＧＳＳ 2 0 0 5 和 2 0 0 6

问卷同时调查了个人和家庭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 ，这为我们检验两种

测度方法间的差异提供了可能 。 统计结果表明 ，在五级量表中 ， 9 2 ％ 被

访者的个体阶层地位认同与其家庭阶层地位认同一致 。 而在
“

上中下

层
”

三级量表中 ，
一

致比率高达 9 9 ． 7 ％ 。 这一定程度上表明 ， 在 ＣＧＳＳ

调査中 ， 中国 民众的所谓个人和家庭主观阶层地位认同几乎是
一致的 。

为了测量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我们还要获取被访者的客观阶层地

位 。 在分层研究的传统中 ，社会成员的客观阶层主要取决于个体的教育

程度 、收人水平和职业地位 （声望 ） 。 因此 ，我们的分析对象局限于调查

Ｂ寸点在职或者曾有过工作的 7 6 9 4 6 名被访者 。③ 由于其他控制变量的缺

失 ，我们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为 6 8 0 5 4 人。 最后 ，在这个合并样本中 ，城

乡居民分别占 5 9％ 和 4 1 ％
 ，显然城市居民有过度抽样之嫌 。 为此 ，对每
一

轮调查 ，我们参照调査年的《中 国人 口统计年鉴》 （ 2 0 0 4 
－

 2 0 1 3
） ，对样

本做了相应的城乡和家庭人 口数加权处理 。④ 在描述性统计和回归模型

中 ，我们均使用了加权方案 。 综合而言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迄今为止中

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中样本量最大 、覆盖面最广的综合调查资料 。

① 对主观社会地位 的十级量表测量 ， 可具体参见 Ｅｖａｎｓ＆Ｋｅｌｌｅｙ ， 2 0 0 4
；Ｇｏ ｌｄｍａｎｅｔ ａｌ ． ，

2 0 0 6 。

② 具体而言
，
我们对原有量表做 了 重新编码 ， 9 
－

1
0 为上层
，
7 
－

8 为 中上层 ， 5
－

6 为 中层 ， 3 － 4

为 中下层 ， 1 － 2 为 下层 。

③ 职业是本研究的核心 自 变量 ，它是客观阶层地位 的关键指标 。 原则上 ，对绝大多 数在职者 ，
我们以其现职来测量被访者的职业声 望
；
对有过职业经历 者
，
以 其末职为 准
；
对退休人员
，

以退休前职业为准
；
少数从未参加 工作 、拒绝回答／不清楚等被访者作为缺失值处理。 考虑

到我们 同时将教育 、收入也纳入模型 ，故没有对缺失值采取多元插值法（ Ｍｌ ） 处理 。

④ 以 2 0 1 0 年为 例 ：首先
，
家庭户 权重 （ ＨＷＴ ）等 于家庭人口数 （ 成人 ） 除以 平 均家庭人 口数

（ 由城 乡 样本分别计 算所得 ） ， 它 用 于对城 乡 样本 的 独立 分析 。 第二 ， 当 年 中 国 总人 口

（ 1 3 ． 3 9 亿
） 中有收 6 8 ％ 为城市居民
，

人 口权重 （ ＰＷＴ ）根据城 乡 单 独计 算 。 对城市样本

人 口而言
，

ＰＷＴ ＝
［ 1

3 ． 3 9 亿 ｘ 0 ． 4 9 6 8 ／城 市样本 量
］
ｘＨＷＴ
；
对农村人口 而 言
，
ＰＷＴ＝

［ 1 3 ． 3 9 亿 ｘ 0 ． 5 0 3 2 ／农村样本量 ］ ｘＨＷＴ。 然后
，
对权重进行标 准化 ，ＷＥＩＧＨＴ 1＝ＰＷＴ／

ｍｅａｎ
（
ＰＷＴ
） 0 再考虑到 2 0 1 0 年人 口为 1 3 ． 3 9 亿
，
其 在 1 0 年 总样本 中权重 为 ＷＥＩＧＨＴ 2

＝ＷＥＩＧＨＴ 1ｘ  1 ． 3 3 9 亿／ 2 0 1 0 样本 。 最后 在 1 0 年 总样本 中进 行标 准 化 ， ＷＥＩＧＨＴ＝

ＷＥＩＧＨＴ 2 ／ｍｅａｎ
（
ＷＥＩＧＨＴ 2
） 。 该加权方法具体可参见Ｗｕ＆Ｔｒｅｉｍａｎ
，

2 0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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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ＣＧＳＳ和 ＣＳＳ的＋期数据 （ 2 0 0 3 
－

 2 0 1 2


ＣＧＳＳ 2 0 0 3 2 0 0 5 2 0 0 6 2 0 0 8 2 0 1 0 2 0 1 1 2 0 1 2合计

全部样本 5 8 9 4 1 0 3 7 2 1 0 1 5 1 6 0 0 0 1 1 7 8 5 6 2 0 1 1 7 6 5 6 1 5 8 7

阶层地位认同样本 4 9 3 31 0 3 7 2 9 6 4 1 6 0 0 0 1 1 7 3 0 5 6 0 7 1 1 7 1 2 5 9 9 9 5

ＣＳ Ｓ 2 0 0 3 2 0 0 5 2 0 0 6 2 0 0 8 2 0 1 0 2 0 1 12 0 1 2

全部样本
＿＿ 7 0 6 1 7 1 3 9— 7 0 3 6— 2 1 2 3 6

阶层地位认同样本
一一 6 9 9 4 7 0 4 5— 6 9 2 4— 2 0 9 6 3

合计 8 2 8 2 3 8 0 9 5 8

注
：除 ＣＧＳＳ 2 0 0 3 只调査了城市地区外 ，其他调査都涵盖了城乡地区 。

（二 ）操作化与测量

阶层地位认同偏差是本研究的因变量 ，它操作化为个体的阶层地

位认同减去客观阶层地位 。 我们运用潜类分析 ，将教育 、收入和职业声

望等多维度的客观指标整合生成一个单向度的客观地位变量 。？ 事实

上 ， ＬＣＡ 往往用于评估分层框架的信度和效度 ， 是
一

种可行和科学的

策赂 （ Ｅｖａｎｓ＆Ｍｉｌｌ ｓ ， 1 9 9 8
，

1 9 9 9 ） 。 具体来说 ，本文运用探索性潜类分

析模型 （ ￡ 1＾＾ ） ？来生成客观社会地位 。 该方法能够从单层模型开始

逐次拟合 ， 直到所分类别数达到一定的模型拟合统计推断信息标准

（
Ｇｏ ｏｄｍａｎ
， 1 9 7 4 ａ
， 1 9 7 4 ｂ
） 。 当模型拟合达至理想的程度后 ，潜类概率

和潜类条件概率等相关统计结果就能够为我们呈现客观社会结构 。 在

此基础上 ，我们将所有的被访者分配至特定的潜类中 ，生成新的类属变

量 ， 即为其客观阶层地位 。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我们先将教育程度 、家

庭收人和职业声望转化为 4 － 6 类不等的分类变量 ，再以这些指标为基

础来生成客观社会地位的潜类。？

① 考虑到教育 、收入会受到宏观政策的影 响 （如教育扩招 、 ｃｐ 丨 等 ） ，跨年度的地位测量 无法

进行直接合并 ，我们将教育年份和收入水平按照年庋分别进行等分处理 ， 而后将各年度

数据汜总 。 同 时 ， 由于职业声 望具有长期 的稳定性 ， 故直接对 汇 总数据进行等分处理 。

该 方案得到南京大 学社会学系许琪博士的启发 ，在此表示感谢。

② 探索性潜类分析与验证性潜类分析的差异详见ＭｃＣｕｔｃ ｈｅｏｎ ， 1 9 8 7
：
2 7 。

③ 具体而言 ，我们将教育程度 、 家庭收入和职 业声望分别等分为 4 类、 6 类和 6 类 。 除教育

程庋本身具有 自 身分级规律之外 ，我们 对连 续变量采取 了 多于 5 级的分层 。 本文之所以

没有直接将其作为连续 变量进行潜在剖 面分析 （ ＬａｔｅｎｔＰｒｏｆｉ ｌｅＡｎａｌｙ ｓ ｉｓ ， 简 称 ＬＰＡ ） ，主要

有 以 下考虑 ： （ 1 ）在测 量上 ， 家庭收入的信度和效度相对 不高 ，从高 到低将其分为 多类 别

变量
，
可以 部分克服测 量的不足
；
（ 2 ） 在统计上 ， 我们对 ＬＣＡ （ 类 别变量 、 类 别 ＋ 连续 变

量 ）和 ＬＰＡ （连 续变量 ） 结果的反复比较表 明 ，对 类别 变量的 ＬＣＡ 拟合效果更佳 ，故将职

业 声 望也操作化为 多类别 变量 。 感谢匿名评 审人的 中 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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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潜类分析模型选择
ｙ

拟合统计


序号模型似然 比卡方 Ｌ
2

卡方 Ｐ 值Ｂ ｉｃａ
2

）Ａｄ
ｊ

－

ＢＩＣ（ Ｌ
2

）自 由度

1单层 5 1 1 4 1 ． 5 8 0 0 ． 0 0 0 6 2 6 3 6 7 ． 3 7 0 6 2 6 3 2 9 ． 2 3 4 1 0 7

2双层 8 0 5 6 ． 5 3 6 0 ． 0 0 0 5 8 3 4 2 6 ． 9 9 1 5 8 3 3 4 7 ． 5 4 0 9 4

3三层 8 6 7 ． 5 7 8 0 ． 0 0 0 5 7 6 3 8 2 ． 6 9 7 5 7 6 2 6 1 ． 9 3 2 8 1

4四层 1 6 3 ． 3 5 5 0 ． 0 0 0 5 7 5 8 2 3 ． 1 3 9 5 7 5 6 6 1 ． 0 6 0 6 8

5五层 1 0 3 ． 2 8 6 0 ． 0 0 0 5 7 5 9 0 7 ． 7 3 5 5 7 5 7 0 4 ． 3 4 1 5 5

6六层 7 2 ． 3 2 1 0 ． 0 0 3 5 7 6 0 2 1 ． 4 3 5 5 7 5 7 7 6 ． 7 2 7 4 2

注
：
ＢＩＣ ＝ 贝 叶斯信息标准
，

Ａｄ
ｊ

－ＢＩＣ ＝调整贝叶斯信息标准 。

在表 2 中 ，我们报告了六个模型似然比卡方以及 Ｐ 值 、 贝叶斯信息

标准和 自 由度 。 显然 ， ＢＩＣ最小的是四层 。 但是 ，尽管五层模型的 Ｂ ＩＣ

值比四层模型略大 ， ＬＭＲ 似然比检验 （ Ｌｏｅｔａ ｌ ． ， 2 0 0 1
）表明这两个模

型没有显著差异 （ Ｐ＝ 0 ． 9 3 5
） 。 鉴于阶层地位认同变量为五分量表 ，五

分类客观阶层地位显然 比 四分类更便于直接计算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

因此 ，我们最终采用五层拟合结果 。？ 由此 ，两者相减 ， 我们获得了
一

个以 ［
－ 4
，
4 ］为区间的连续变量 ， 即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另外 ，我们还

将认同偏差转换为一个三分的类别变量 ？／
‘

一致型
”

（
＝ 0 ） 、

“

上偏型
”

（
＞ 0
） 和
“

下偏型
”

（
＜ 0
） 。

表 3 为 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在个体层面 ，家庭收人水平 、受教育

程度和职业声望②是被访者的三大客观社会地位指标 。 作为控制变量

的人 口学变量包括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 0 ＝ 已婚 ， 1＝ 离婚／丧偶 ，

2 ＝ 单身 ） ，受雇状况 （ 0 ＝被雇 ， 1 ＝ 非被雇 ， 2 ＝ 退休 ） 和户籍 （ 0 ＝ 农村

居民 ； 1＝城镇居民 ） 。 此外 ， ＣＧＳＳ 和 Ｃ ＳＳ 都询问了被访者对 目前社会

地位的主观评价 （ 与过去相 比 ， 0 ＝ 未流动 ， 1＝ 向上流动 ， 2 ＝ 向下流

动 ） 我们将此作为对社会流动感知 的测量。 在回归模型 中 ，我们对

收人做了对数处理 。

同时 ，考虑到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由来 自两大调查项 目的 1 0 次年

① 由 于 ＬＣＡ 可能存在多 个局部最大值 （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ｘｉｍａ ） ， 为 了 获得稳定的结果 ，我们 套试在不

同 的起始值条件下进行测试 。 在附录 中 ，我们报告 了 个体教育 、收入和职 业变量在 各个

潜类上的条件概率 ，并详细介绍 了潜类的识 别 问题 。 在此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提鹺 。

② 职业声 望为 国 际经济社会指数 （ ＩＳＥＩ ） 。 退休者的职业用 其退休前的最后职业 来替代 。

③ 部分调 查询问 了 被访者与 1 0 年前相 比的主观社会流动感
，

而有 的调 查是与 5 年前相比 。

为此
，我 们分别对这两 类子样本进行 了检验 ， 以 评估这种不 同 测量 方法对统 计可能会产

生的影响 。 结果表 明 两 个子样本之间 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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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1中国城乡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度综合调查构成的
，
我们为不同数据库 （ 0 ＝ ＣＳＳ ， 1＝ ＣＧＳＳ ） 设置了虚

拟变量 。 此外 ，我们还控制 了线性年份 ，这既可以考察时间趋势 ，也代

理一些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干扰项 。 单层模型 中我们控制了省份

固定效应。

表 3


自变量的描述统计Ｎ＝ 6 8 0 5 4
￣

变量：百分比均值 （标准误 ）
男性


5 0 ． 2 6


党员


1 ＾ 3 2


年龄 4 5 ． 5
（

1 3 ． 7 4
）

ｉ育年数
一

 8 ． 4 6
（

4
．
 1 6
）

职业声望 （ ＩＳＥＩ
）


3 5
（

1 5 ． 6 6
）



家庭年收人 （元 ， 2 0 0 3 年可比价 ）


4 0 2 5 3
（

1 1 6 4 0 3
）

社会流动感知

向上流动 3 6 ． 1 2

向下流动 3 0 ． 6 1

未流动


3 3

＾

2 7


工作状态

未被雇佣 1 4 ． 1 5

被雇佣 7 3 ． 8 2

未工作／离退休


1＾ 0 3



居住状态

农村 4 7 ． 7 8

城市


5 2 ． 2 2
￣

ｍ^

巳婚 8 8 ． 7 2

单身5 ． 2 5

离婚／丧偶
＾

0 3


省级人均 ＧＤＰ 年增长率


． 1 6 7 （
． 0 4 8
）

省级年度基尼 系数


． 4 7 6 （ ． 0 7 8
）

人均 ＧＤＰ年增长率 ． 0 9 7
（
． 0 1 3 ）

1 度基尼 系数丨 丨． 5 2 2
（
． 0 5 6
）

注 ：表中报告的结果均经过加权处理。

（
三 ）分析策略
一

方面 ，我们对连续型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也即
“

高估程度
”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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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2 0 1 5 ． 4

最小二乘法 （ ＯＬＳ ） 线性回归 。 考虑到相同省份被访者可能
“

嵌人
”

在

行政区划中而无法相互独立 ，我们同时还估算了多层线性模型 （ ＨＬＭ ）

的回归结果 。 另一方面
，
由于普通定序逻辑斯蒂模型 （ ｏｌｏｇｉ ｔ ） 未能通过

平行性检验 ，我们还对类别型阶层地位认同偏差采用 了广义定序逻辑

斯蒂回归模型 （Ｗｉ ｌｌｉａｍｓ ， 2 0 0 6
） ，并重点分析
“

下偏型
”

较之于其他两

种类型认同偏差的形成机制 。 在数据分析中 ，我们采取交互项来探究

城乡差异 ， 以避免城乡人口流动造成的样本选择偏差以及城乡样本规

模差异所带来的估算偏误和比较误判 。

五 、经验发现

（

一

）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描述统计

图 2 报告了客观阶层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分布情况 。 就客

观阶层地位来说 ， 总体而言 ， 共有 1 6 ． 0 5％ 属 于社会上层和 中上层 ，

1 8 ． 7 8％ 为中层 ， 6 5
．1 7 ％为 中下层或下层。 毋庸置疑 ，该阶层结构和社

会地位认同存在明显的差异 。 为进一步呈现这种差异 ，我们按照年份

对主客观阶层做了对比 。 其中 ，横坐标为各阶层占比 ，纵坐标为阶层类

属一年份的组合 。 结果表明 ： （ 1 ） 客观阶层的 中下层最多 ，底部较大 ，

顶部次之 ，整体形状更接近洋葱型。 相对而言 ， 主观阶层的上层非常

少 ，而 中间更多 ，更接近于保龄球形状 ； （ 2 ） 主观阶层的分布比较稳定 ，

而客观阶层呈现一定的历时波动 。 （ 3 ） 相对于客观阶层 ，阶层地位认

同表现出一定的
“

趋中
＂

特征 。

对连续型阶层地位认 同偏差而言 ， 其均值为
－

0 ． 0 9 3
， 标准差为

1
． 4 2 。 换言之 ， 2 0 0 3 
－

2 0 1 2 年间 ， 中 国社会总体上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为负 ， 主观 阶层低 于客 观 阶层 。 此外 ， 虽然 高估 1 级 的 人较 多

（
2 4
． 4 3％） ，但高估 2 － 4 级的较少 （ 1 5
．
 3 2％ ） ，低估 2 －  4 级的频数略

低 （ 1 4 ． 1 9 ％
） 。 除了作为城市样本的 ＣＧＳＳ 2 0 0 3 低估客观阶层更为 明

显之外 ，其他年份的总体态势比较接近 （见图 3 ） 。

接下去我们将阶层地位认同偏差操作化为
“
一

致型
”

、

“

上偏型
”

和
“

下偏型
”

。 结果表明 ， 三者对应 的 比例分别为 2 9 ． 1 4 ％ 、 3 9
．
 7 4 ％ 和

3 1 ． 1 1 ％ 。 而在最近的
一

项美 国研究 中 ， 索罗 德等 （ Ｓｏｓｎａｕｄｅｔａｌ． ，

2 0 1 3
）发现 ，美国民众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中
＂
一致型
”

、

＂

上偏型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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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产上层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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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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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Ｋ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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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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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2 ＂ 2 0 1 1 
？ 2 0 1 0  ？ 2 0 0 8 ＊  2 0 0 6
＂

2 0 0 5 2 0 0 3－ 2 0 1 2 ■ 2 0 1 1
－ 2 0 1 0  ＂  2 0 0 8 
－
？ 2 0 0 6 ‘ 2 0 0 5 2 0 0 3

客观阶层地位阶层地位认同

图 2 客观阶层地位与阶层地位认同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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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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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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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广Ｍ 2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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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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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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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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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Ｈ


！



1



1



1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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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3 － 2 － 1 0 1 2 3 4

图 3 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的年度分布比较

“

下偏型
”

占 比分别为 5 2 ％ ， 2 4 ％ 和 2 4 ％ 。 换言之 ，大 约有超过半数的

美国民众较为准确地识别 了 自 己 的阶层地位 ，其余的人则 高估低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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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ｏｎ ｓ＝ｏ 0 Ｓ ＞Ｏ
5 0
「

4 5
4 5 ． 1 8 4 5
．

2 5

4 0  1 4醒■ 4 0
．

5 8 4 0
．

9
1 4 0 ． 3 5

4 0
－

ｎＩＩｎ ［ 1［
－

］

ｒ 1丨Ｔｆｌ5 8Ｉ 3 °
ｒＪｎ

6

｜

3 2

ｎＩ

Ｉ
－

ｆｆｒｌｌ
2 6

ｆｉｆｊｆｆｌ旧
：

Ｉ 1ａ 1
Ｌｉ＿Ｌ

2 0 0 3 2 0 0 5 2 0 0 6 2 0 0 8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年份 ）

说明 ： Ｓ＜ 0 表示下偏型 ，Ｓ＝ 0 表示一致型 ，而 Ｓ 〉 0 为上偏型 。

图 4 阶层地位认 同偏 差的年度变化趋势

自参半 。 比较而言 ，就准确估计 自 己客观阶层的 比例而言 ， 中 国民众不

到美国 的 2 ／ 3 ， 中美差距明显。 由此可见 ，假设 1 得到了经验资料 的 支

持 。 图 4 表明 ， 2 0 0 3
－ 2 0 1 2 年间 ，阶层地位认同下偏呈现增长的趋势 ，

而上偏型呈缓慢下降态势 。

4 5 0 0

 2 0 0 3 城市

4 0 0 0

／ 2 0 0 5
城市

3 5 0 0／／
 2 0 0 5
农村

，

．

？

／／，
‘

－

 2 0 0 6
城市

3 0 0 0／／ 
‘

 2 0 0 6
农村

？
‘

／ｙ

2 5 0 0＾／
＇

／
．

＇

》


2 0 0 8
城市

ｋ／／／＞ ？
 2 0 0 8
农村

2 0 0 0／
‘

＊＇
／：／ 2 0 1 0
城市

1 5 0 0
誦 农村



2 0
1 1
城市

1 0 0 0
2 0 1 1
农村

5 0 0Ｗ 2 0 1 2
城市

— ？－ 2 0 1 2
农村

0 


低估一致高估

图 5 阶地位认 同偏差的城乡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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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Ｈ中国城乡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经过比较分析发现 ，在城市居民中 ，
“
一致型
”

、

“

上偏型
”

和
“

下偏

型
”

的比例分别为 2 8
．
 7 4 ％
、
2 0
．
 3 2 ％ 和 5 0 ．  9 4 ％
 ；而在农村居民 中 ，三者

比例分别为 2 9 ． 5 4 ％ 、 5 8 ．  7 1 ％ 和 1 1 ．  7 5 ％ 。 也就是说 ，城市居民的大多

数都低估了 自 己的真实阶层 ， 而多数农村居民则高估了 自 身的客观阶

层 。 为进一步检测这种倾向是否稳定 ，在图 5 中 ，我们呈现了阶层地位

认同偏差在城乡居民中的年度频数分布 。 图 5 中 的实线代表城市 ，虚

线代表农村 。 不难发现 ，城市居民的
“

低估
”

和农村居民的
“

高估
”

在历

时趋势上是较为稳定的 ：所有实线都是左高右低 ，所有虚线则反之 。 这

提醒我们 ，在探寻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机制时 ，不可忽略城乡二元体制

的作用 。

（ 二 ）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影响因素分析

1
． 线性回归

在表 4 中
，
我们报告了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最小二乘法 （ ＯＬＳ ） 估

计和多层线性模型 （ ＨＬＭ ） 。 多层线性模型设置个体和省级两层 ，我们

比较了随机截距模型和随机截距和斜率模型 ，似然比检验 （ ＬＲ ｔｅｓｔ ） 显

示 ，随机系数模型拟合更优 （也即除各省份的随机差异之外 ，我们还允

许收入 、教育 、职业效应在省级层面上有变化 ） 。 总体而言 ， 阶层地位

认同偏差的影响因素基本一致。 其中 ，模型 1 除了个体层面的社会人

口学变量外 ，还有客观阶层地位和社会流动感知变量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将教育 、家庭收人 、职业声望 、社会流动感知与城乡 户籍的交

互项纳入模型 。 模型 3 － 4 与模型 1＿ 2 的变量设定基本
一致 ，但前者

为多层线性模型 。
一方面 ，客观阶层地位的不同维度影响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且存在

显著的城乡差异 。 在模型 1 表示的城乡混合样本中 ， 在其他条件保持
一致的前提下 ，教育程度 、家庭年收人和职业声望对民众阶层地位认同

偏差具有负效应 （见模型 1 ） 。 这表明 ，就总体平均水平而言 ，受教育年

份越长 ， 中国人高估阶层地位的程度越低 ；与之相似 ， 家庭年收人和职

业声望越高 ，阶层地位认同上偏的可能性也会随之下降 。 由此 ，假设

2 ． 1 、假设 2 ． 2 和假设 2 ． 3 都得到了有效支持 。

在模型 2 中 ，我们分别纳人了阶层地位与户籍的交互项 。 结果显

示
，城市居民的教育程度对认同偏差的影响更强 。 在其他条件都相

同的情况下 ，一个高中学历的农民比
一

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要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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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育 ，而前者对 自身阶层地位的高估程度会比后者少约 0 ． 4 1 个层

级 （
－

0 ． 0 6 7 5 ｘ 6 ＝
－

0 ． 4 0 5 ） 。
？ 而城镇居民教育程度的偏回归系数为

－ 0 ． 1 6
（
－

0 ． 0 6 7 5 
－

 0 ． 0 9 0 7 ＝－ 0 ． 1 5 8 2 ） 。 换言之 ， 同样多 6 年的教育差

异 ，对城里人而言所带来的阶层偏差数量几乎下降了 1 个层级 （
－

0 ． 1 6

ｘ 6 ＝
－

0 ． 9 6 ） 。 与教育程度相似 ，家庭年收人对地位认同偏差也存在

城乡差异 。 从模型 1 可 以看出 ，对农民而言 ，家庭收入对认同偏差没有

统计显著的影响 ，而对城镇居民的影响则显著为负 。 这可能是因为农

村地区收入差异较小 。 此外 ，尽管职业声望总体上会抑制阶层认同偏

差 ，但这个抑制程度在农村居民 中更大 。 以上结果在 ＨＬＭ 分析 （模型

3 － 4
） 中也得到验证 。 概言之 ，假设 3 得到 了较好的经验支持 。

表 4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 ＯＬＳ 和 ＨＬＭ 回归模型


模型 ｌ
（
ＯＬＳ
）模型 2 （ 0 ＬＳ ） ｜模型 3 （ ＨＬＭ ）｜模型 4 （ ＨＬＭ ）
变量


1



1



1



1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教育程度－ ． 1 1
0
＿

 （ ． 0 0 5 ）－ ． 0 6 8 

““

（ ． 0 0 5
）－ ． 1 1 6
＊
＊

（ ． 0 0 6
）
－

． 0 7 2 
＊
＊

（ ． 0 0 5 ）

家庭收入＿ ． 0 3 5
＂

（ ． 0 0 8 ）－ ． 0 1 0 （ ． 0 1 2
）－ ． 0 3 5 
“

（ ． 0 0 9 ）－ ． 0 0 8（ ． 0 1 3
）

职业声望－ ． 0 1 9
”

 （ ． 0 0 1 ）－ ． 0 2 9
＊ ＊（ ． 0 0 1 ）－ ． 0 1 9
＊＊

（ ． 0 0 1 ）－ ． 0 2 8
＊＊

（ ． 0 0 1 ）

向上流动


． 2 8 4
＊ ＊

 （ ． 0 2 3 ） ． 3 1 7
＃

（ ． 0 2 5 ）． 2 7 9
＊＊

（ ． 0 2 3 ） ． 3 1 6
“

（ ． 0 2 4 ）

向下流动－ ． 1 9 3

＊ ＊

（ ． 0 2 2
）－ ． 2 2 6
＊ ＊（ － 0 2 6
）－ ． 1 9 7
＊＊

（ ． 0 2 2
）－ ． 2 2 7
＊ ＊（ ． 0 2 5
）

年龄 ． 0 0 5

＊ ＊

（ ． 0 0 1
）． 0 0 6
＊
＊（ ． 0 0 1 ）． 0 0 5

＂

（ ． 0 0 1 ） ． 0 0 6
＂

（ ． 0 0 1 ）

男 性－ ． 0 7 2
“

 （ ． 0 1 1
）－ ． 0 9 7
”

（ － 0 1 1 ）－ ． 0 7 7

＊
＇

（ ． 0 1 1
）－ ． 0 9 8

＂

（ ． 0 1 0
）

党员－ ． 0 6 1

＊ ＊

（ ． 0 2 0
）－ ． 0 3 4
＊

（ － 0 1 9
）－ ． 0 5 7
“

（ ． 0 1 9 ）－ ． 0 3 4
＊

（ ． 0 1 8
）

离婚／丧偶－ ． 1 1 8
＊＊

（ ． 0 2 4
） 1 2 3

＊ ＊

（ － 0 2 4
）
－

． 1 2 1 

＊＊

（ ． 0 2 3
）
－

．

1
2 5
＊ ＊

（ ． 0 2 3
）

单身－ ． 1 5 9
Ｍ

 （ ． 0 2 4
）－ ． 1 2 4
＂

（ － 0 2 3
） 1 4 8
Ｍ

（ ． 0 2 3
）
－

． 1 2 3 
”

（ ． 0 2 2 ）

被雇佣


． 0 4 9
”

（ ． 0 1 5
） ． 0 8 6
＊ ＊

（ ． 0 1 5
）． 0 6 1

＊ ＊

（ ． 0 1 5
）． 0 9 1

＊ ＊（ ． 0 1 5
）

离退休


． 0 2 8（ ． 0 2 4 ）－ ． 0 2 1 （ ． 0 2 2
）． 0 0 8（ ． 0 2 4
）
－

． 0 2 5（ ． 0 2 3
）

城镇


－

． 4 7 9
＇ ＂

（ ． 0 3 1 ）－ ． 4 5 6
”（ ． 0 3 2 ）－ ． 4 6 0
＂

（ ． 0 3 0
）－ ． 4 3 8 
＾（ ． 0 3 1 ）

线性年． 0 0 2（ ． 0 0 5
）． 0 0 5（ ． 0 0 5
）． 0 0 3（ ． 0 0 5
） ． 0 0 5（ ． 0 0 4
）

ＣＧＳＳ


．  1 6 7 
？ ？

（ ． 0 2 5
）． 1 8 0
”

（ ． 0 2 5
）．  1 6 7 
“

（ ． 0 2 4
）． 1 7 9
＊ ＊

（ ． 0 2 4
）

教 城镇


－

． 0 9 1 

＊＊（ ． 0 0 6
）


－

． 0 8 5
“（ ． 0 0 6 ）

家庭收入ｘ 城镇


．



－

． 0 4 9
＂

（ ． 0 1 4
）



－

． 0 5 3 
＊ ＊

（ ． 0 1 5
）

＾业声望 ｘ城镇． 0 1 7
＂

＂

7 ． 0 0 2 ）
＿＂

Ｔ ｏｉｒ
＂

（ ． 0 0 1 ）

向上流动ｘ城镇


－

． 0 7 3 

＊
＊

（ ． 0 3 4
）



－

． 0 7 9 
“

（ ． 0 3 3 ）

① 表 4 中各变量 系数只保留 小数点后 3 位
，
与正文 中模型解读 的核心 变 量 系数不完全
一

致 。 下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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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中国城乡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续表 4

模型 1 （ 0 ＬＳ 〉

＂“

模型  2 （ 0 ＬＳ ）

＂”

模型 3 （ ＨＬＭ）模型  4 （ ＨＬＭ ）
变量

1



＾



1



1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向下流动 Ｘ 城镇

． 0 7 0
＊＊

（ ． 0 2 5
）



． 0 6 6
林

（
． 0 2 3
）

省份固定效应是一 是一 一一 一 一

常数项－ ． 6 5 7
”

（ ． 0 4 5
）－ ． 6 1 6
＂

（ ． 0 4 8
）－ ． 1 5 2
＂

 （ ． 0 4 8
）－ ． 1 8 8
＂

（ ． 0 4 8 ）

ｓｄ 教育． 0 3 2
＊ ＊

（ ． 0 0 5
） ． 0 2 0
＂

（ ． 0 0 3
）

ｓｄ
家庭收入． 0 4 0
＂
 ． 0 0 6 ． 0 3 9
＊ ＊

（ ． 0 0 7
）

ｓｄ 职业声望． 0 0 6
＂

 （ ． 0 0 1
）． 0 0 5
＂

（ ． 0 0 1
）

ｓｄ
截距． 1 6 9
＂

（ ． 0 3 0
）． 1 6 7
＂

（ ． 0 3 0
）

ｓｄ
残差 1 ． 0 3

＊ ＊

（ ． 0 0 9
） 1 ． 0 1 9
＂

（ ． 0 1 0
）

观测值 6 8 0 5 4 6 8 0 5 4


6 8 0 5 4


6 8 0 5 4



注
：
（ 1 ）表中为加权回 归结果和省份簇稳健 、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 2 ）参照组为女性 、非

党员 、 已婚 、被雇佣 、 未流动感知 者 、 ＣＳＳ 调查 、 2 0 0 3 年 、北京 。 （ 3 ”ｐ＜ 0 ． 1 ，
￣

ｐ
＜

0 ． 0 5
，

＂＂

ｐ ＜
0 ． 0 1 。

另
一

方面 ，社会流动感知和阶层地位认同偏差高度相关 。 统计结

果显示 ，社会流动感知和阶层地位认同偏差有着显著和重要的关联 。

在模型 1 中 ，相对于主观感觉未经历地位流动的群体 ，拥有向上流动感

知的民众在阶层高估程度上会高出 0 ． 2 8
，
也即约 1／ 3 个层级 。 如果把

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人群相比 ，前者所关联的高估程度达到 0 ． 4 7 个

层级 ，几乎相当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 民之间的差距。 该发现支持假设

4 。 此外 ，我们还发现 ， 主观流动感知和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关联程度

在城乡之间存在
一定差异 （模型 2 ） 。 向上流动感知对认同偏差的影响

在城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而向下流动感知对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程度

的负效应在城镇居民 中相对较弱 ， 向上流动的正效应在农村居民 中更

强 。 该结果支持假设 5 。 值得注意的是 ，考虑到社会流动感知 与阶层

地位认同之间可能互为 因果关系 ，在此我们不做因果推断。 以上结果

主要基于模型 1－ 2 的解读 ，但通过与模型 3－ 4 比较后发现 ，社会流动

感知的影响是稳定的 。 因此 ，假设 4 得到支持 。

最后 ，考虑到处于社会结构两端 （上层和下层 ） 的个体 ，其高估或

低估的方向都更多地受到阶层结构
“

天花板
”

的影响 （ 即客观地位最

高层的人无法进一步高估其阶层地位 ，最底层的也不可能更加低估

自身地位 ） ，本研究对客观阶层处于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样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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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分析 。？ 在表 5 中 ，模型 5
－

6 分别为 ＯＬＳ 和 ＨＬＭ 分析 。 统计结

果与模型 1 － 4 基本一致 。

表 5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

天花板效应
”

的 ＯＬＳ 和 ＨＬＭ 回归模型

￣

模型 5模型 6
变量


1



1





ｍ．


标准误


5 ？
标准误

教育程度－ ． 0 2 9 

科

（ ． 0 0 7 ）－ ． 0 3 2 
“



（
． 0 0 7
）

家庭收入－． 0 9 2
料

（ ． 0 2 7 ）


－

． 0 8 6 
“



（
． 0 2 5
）

职业声望


－

． 0 1 3 
？ ？



（ ． 0 0 1 ）



－

． 0 1 3 
料



（
． 0 0 1
）

向上流动


． 2 8 1

＊ ＊



（
． 0 3 2 ）． 2 7 8
＂



（
． 0 3 2
）

向下流动


－

． 2 6 0 
“



（
． 0 3 5 ）


－

． 2 6 5 
？ ？



（
． 0 3 4 ）

教育程度 ｘ城镇－ ． 0 2 5

＂



（
． 0 0 7 ）


－

． 0 2 3 
＊ ＊



（
． 0 0 8
）

家庭收人  ｘ城镇


． 0 9 4
＊ ＊



（
． 0 2 0
）



．
 0 8 5 
？ ＊



（ ． 0 2 1
）

职业声望 ｘ 城镇


． 0 1 3

＂



（
． 0 0 1
）



． 0 1 2
？ ？



（ ． 0 0 1 ）

向上流动 ｘ城镇－ ． 0 2 1



（ ． 0 3 8 ）



－

． 0 2 3



（
． 0 3 8 ）

向下流动 ｘ 城镇


． 1 2 5 
林



（
． 0 3 3
）


． 1 2 7 
＊ ＊



（
． 0 3 2
）

他控制变量是
＿

—
—

是
—

̄

省份 固定效应

－

是
—

一
—


＿一

观测值


3 9 3 4 6



3 9 3 4 6



注
： （

1 ）表中报告的为加权回归结果和省份族稳健 、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 2 ）参照组分别为

女性 、非党员 、 已婚 、被雇佣 、未流动感知者 、ＣＳＳ 调査 、 2 0 0 3 年 、北京。 （ 3 ）
＊

ｐ
＜ 0 ． 1
： ｐ＜

0 ．  0 5
，

＊ ＊？

ｐ
＜ 0 ． 0 1 。

2 ． 广义逻辑斯蒂回 归

如前所述 ，厘清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形成机制 ， 尤其是
“

下偏
”

的

相对风险 ，其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大 。 为此 ，接下去我们重点分析三类别

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影响因素 。 在表 6 中 ，模型 7 
－

 8 预测
“

下偏
”

（ 相

对于高估或一致 ） 的几率 ，而模型 9 － 1 0 预测
“

上偏
”

（相对于下偏或一

致 ） 的几率 。 总体来看 ， Ｇｏｌｏｇ ｉｔ 结果和表 4 的线性 回归模型得出 了相

同结论 。

在客观阶层地位上 ，教育程度 、家庭年收入和职业声望在总体上对

阶层地位认同下偏具有正效应 。 换言之 ，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

下 ，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 ，其所处的阶层地位越高 ，低估 自身

① 感谢匿名 审稿人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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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城乡居 民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阶层的可能性越大 。 由此 ，再次表明假设 2 ． 1 、假设 2 ． 2 和假设 2 ． 3 得

到了较好的支持 。 其次 ，客观社会地位的不同维度对于低估阶层的影

响存在明显的城乡 差异 （模型 8 ） 。 除了家庭收人与户籍的交互效应不

显著外 ，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对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影响与线性回归

模型的结果基本一致。 然而 ，对于交互分析 ，我们显然应该采纳线性回

归的结果 。

表 6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 Ｇｏｌｏｇｉｔ模型
变量模型 7模型 8模型 9模型 1 0

“ 2 2 9
＊＊

 “ 1 8 0
＊ ＊
￣

－ 1 3 0
＂＂
‘ 0 9 3
＂

̄



（

． 0 1 0
）


（
． 0 1 2
）


（
． 0 0 9
）


（
． 0 1 0
）

由 由 丨“ 丨 丄？
．

 2 0 7 
＊＊

．
 2 1 8 
＊ ＊－
． 0 2 2－ ． 0 2 9



（
． 0 2 3
）（ ． 0 2 8
）（ ． 0 2 0
）（ ． 0 2 6
）

ｍ， ，
．

 0 2 0 
“

． 0 3 4
＂－
． 0 4 3
＂－
． 0 5 4
＂

职业声望
（ ． 0 0 2
）（ ． 0 0 2
）（ ． 0 0 2 ）（ ． 0 0 2
）

．

．

－

． 5 9 4 
“－
． 6 7 4 
“

． 5 9 4
＂

． 6 7 4 
＊ ＊

（

． 0 4 5
）（ ． 0 4 8
）（ ． 0 4 5
）（ ． 0 4 8
）

． ． 2 9 1
＂

． 4 8 0
＊＊－
． 4 6 1 

“－
． 4 8 0
＊＊

“

（ － 0 4 3 ）（ ． 0 5 7
）（ ． 0 5 1
）（ ． 0 5 7 ）

－

． 0 1 0 2
＂－ ． 0 1 0
＊ ＊

． 0 1 0 
“

 ． 0 1 0
”

年龄
（
． 0 0 1
） （ ． 0 0 1
）（ ． 0 0 1 ）（ ． 0 0 1 ）

里件
． 2 1 2
＂

 ． 2 2 3 
＾
－

． 2 1 2
＊ ＊－
． 2 2 3
＊
＊

（
． 0 2 2
） （ ． 0 2 3 ）（ ． 0 2 2 ）（ ． 0 2 3 ）

． 0 1 7－． 0 2 0－ 0 6 1 ． 0 2 0

（
． 0 4 0
）
（

． 0 3 8
）
 （ ． 0 4 2 ）（ ． 0 3 8 ）

． 1 5 7 
＊
＊

－ 1 6 4
＂－
． 2 8 6
＊ ＊－
． 2 9 0
＂

离婚／丧偶 ．
…
、
．

…
、
．

…
、 ｔ

（
． 0 6 5 ）（ ．  0 6 5 ）（ ．  0 5 4
）（ ． 0 5 3 ）

里身
． 1 5 8 
＊ ＊

． 1 4 4
“－
． 1 5 8

＊ ＊

 1 4 4
“

（
． 0 4 1 ）（ ． 0 4 1 ）（ ． 0 4 1
） （ ． 0 4 1 ）

－

． 1 7 4
＂一
． 2 2 0
”

． 1 7 4
＂
． 1 4 5
＊＊

被雇佣
（
． 0 3 1 ）（ ． 0 4 2
）（ ． 0 3 1 ） （ ． 0 3 0 ）

． 0 5 9－  0 8
1 ． 1 6 2
＂
 ． 1 1 3 
“

（ ． 0 5 7 ）（ ． 0 6 3 ）（ ． 0 4 6
） （ ． 0 4 4 ）

．
 8 8 3 
？ ？ ． 7 6 8 
？ ？－ ．
 7 4 2 
“

 7 6 8 
＊ ＊

城镇

（

． 0 6 6
）（ ． 0 5 8
）（ ． 0 5 4 ） （ ． 0 5 8
）

． 0 8 8
＊ ＿－
． 0 8 8 
“

教育Ｘ城镇



Ｃ 0 0 9
）



（
． 0 0 9 ）

1 6 1



社会学研究 2 0 1 5 ． 4


续表 2

变量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 0

－

． 0 0 1． 0 0 1

魏 ｉｆｅＡ ｘ城镇


（
． 0 2 5
）



（ 0 ． 0 2 5
）

而 丨丨 由伤 《姑
－

． 0 2 2
＂

 ． 0 2 2
＂



（
． 0 0 2
）


（ ． 0 0 2
）

ｔ ｃｃ ＊ ＊＿ 1 ｅ ｃ ？ ？

向上流动 Ｘ 城镇


Ｃ 0 6 5
）


＂

（
． 0 6 5
）

沾姑
－

． 2 1 2
＊ ＊

． 2 1 2
＂

向下流动 Ｘ 城镇


（
，

0 5 2
）



（
． 0 5 2
）

＿
－

． 0 3 2
＂－
． 0 3 5
＊ ＊

． 0 1 4 ． 0 1 6
＊



（
． 0 0 8
）



（
． 0 0 9
）


（
． 0 1 0 ）


（

． 0 1 0
）

ＣＧｓｇ
－

． 4 4 2
＂－
． 4 5 4
＂

 ． 3 6 4
＂

． 3 8 2
＂



（
． 0 4 9
）



（
． 0 4 9
）


（
． 0 4 7
）


（
． 0 4 5
）

＿
． 1 8 1

＂

 ． 2 5 9
＂－

2 ． 1 4 8
＊ ＊－ 2 ． 0 5 3
＂



（ ． 0 8 0
）


（
． 0 6 9
）


（
． 0 6 2 ）


（
． 0 7 4
）

省份固定效应是


ｆｔ


ｆｔ


Ｍ


观测值 6 8 0 5 4 6 8 0 5 4 6 8 0 5 4 ． 6 8 0 5 4

注
： （ 1 ）本表报告的为加权回归 的边际效应系数和省份簇稳健 、异方差标准误 。 （ 2

）
参照

组为女性 、非党员 、 已婚 、被雇佣 、未流动感知 者 、ＣＳＳ 调査 、 2 0 0 3 年 、北京 。 （ 3 ）模型 6 － 7

以
“
一

致 ＋ 上偏
”

为参照
，
模型 8 － 9 以
“

下偏 ＋
—致
”

为参照 。 （ 4 ）
，

ｐ
＜ 0 ． 1
，

＂

ｐ ＜

0 ． 0 5
，

＊＊ ＊

ｐ
＜ 0 ． 0 1 ｏ

模型 8 显示 ，主观流动感知显著影响认同偏差 ，感觉 自 己向上流动

者更不可能低估 自身阶层地位 ，而感觉经历向 下流动者更可能低估其

阶层地位 。 与此同时 ，社会流动感知对农民的影响更大 ，向上流动感知

对
“

下偏
”

的抑制作用更强 （ ｅ
— 6 7 4

ＶＳ．ｅ
Ａ 1＂ 4＾ 1 5 5

） ，
而 向下流动感知对

“

下偏
”

的正效应则更强 。 以上结果与先前的线性模型基本一致。 这

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4 和假设 5 。

我们同样仅对中 间层进行 Ｇｏｌｏｇｉｔ 分析 ，也获得了一致的结果 。 我

们还通过不同的模型设定和核心 自 变量的操作测量 ， 以进行敏感度检

定 。 具体包括 ： （ 1 ） 以调查年份为第三层的多层线性模型 ； （ 2 ）不包括

缺乏农村居民 的 ＣＧＳＳ 2 0 0 3 的多层线性回归 ； 3 ）根据年度 、省份 、城乡

和不同数据库等不同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 结果表明 ， 以上的经

验发现是稳健和可信的 。？

① 篇 幅所限 ，分析结果不再在此呈现 ，有兴趣者 可向作者 索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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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讨论 ：兼论阶层地位
“
一致认同
”

的实现

按照伦斯基 （ 1 9 8 8 ／ 1 9 6 6 ： 8 ）在《权力与特权 ：社会分层理论 》
一书

中的经典阐释 ，
“

几乎所有在这一领域中 的大理论家们 ，不论他们有

什么样的理论或意识形态偏向 ，都试图 回答
一个基本的问题 ：谁得到

了什么 ？ 为什么会得到 ？ 这个问题是所有讨论阶级和阶层 ， 以及它

们的结构性联系的基本问题
”

。 自 2 0 世纪 9 0 年代初 以来 ， 中 国社会

学界围绕着
“

谁得到了什么
”

和
“

为什么得到
”

这两个经典命题 ， 展开

了长时间的学术讨论 。 而如今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都对社会分层研

究转向
“

得到 了又怎么样
”

（ 即社会分层的后果研究 ） 提出 了期待 （ 范

晓光 ， 2 0 1 4
：

1 
－

1 4
） 。

3 0 多年 的市场转型之后 ，收人 、教育和职业等社

会地位不
一

致现象在 中 国 大量存在 ，人们对 自身阶层的认识就更容

易出现偏差 ， 阶层地 位认 同与 客观地位发生
“

断裂
”

（ 李培林等 ，

2 0 0 5
） 。 对阶层地位认同偏差问题的深人分析 ，不仅有助于我们去 回

答
“

得到了又怎么样
”

，
而且还对理解社会变迁何以形塑个体的主观

阶层地位提供了可能 。

本研究整合了ＣＧＳＳ 和 ＣＳＳ 这两个重要调查项 目的 1 0 年数据 ，利

用总体规模近 7 万的调查资料对近 1 0 年中 国人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进行了系统性分析 。 在 1 0 年期大样本的基础上 ，我们运用潜类分析策

略 ，利用教育 、收人和职业三大客观地位指标生成个体的潜在客观阶层

变量 ，然后与阶层地位认同进行比照分析 。 潜类分析法的运用 ，确保了

客观阶层指标和阶层地位认同指标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使得本文的分

析结果较过往单独 以职业等指标来衡量客观地位的研究更具说服力 。

在 回归模型方面 ，我们使用了标准最小二乘法模型 、多层线性模型和广

义定序逻辑斯蒂模型等三种基于不同假设的模型来对阶层地位认同偏

差进行机制分析 。 多模型分析的策略可以确保我们的结论更为稳健。

本文是对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专 门考察 ，重点关注了客观地位 、社

会流动感知对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 。
一

方面 ，描述统计表明 ， 中国 民众

的阶层地位认同 和客观阶层
一

致的比例低于美国 ； 在 2 0 0 3 － 2 0 1 2 年

间 ， 阶层地位认同的向上偏差呈现下降趋势 ，而向下偏差则有增长态

势 ；超过半数的城镇居民低估其阶层地位 ，超过半数的农村居民高估其

阶层地位 ，且这种明显的城乡差异是稳定的 。 另
一方面 ，阶层地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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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的影响因素分析显示 ，相较于西方学者所提出 的人们主客观社会

地位存在不一致可能源于收入 、教育和职业三者之间的不匹配的观点 ，

中 国社会的研究发现要更为丰富 。 具体如下 ： （ 1 ）人们的教育程度 、家

庭收人水平和职业声望越高 ，则越可能低估其阶层地位 ；教育对阶层地

位认同下偏的强化作用在城镇居民 中更为明显 ，而职业声望的效应则

在农村居民 中更强。 （ 2 ） 主观社会流动感知和阶层地位认 同偏差显著

相关 ， 向上流动感知者更倾向于高估其阶层 。 同时 ， 向下流动感知对农

村居民阶层地位认同下偏的强化作用更明显 ，而向上流动感知对其阶

层地位认同
一致或上偏的强化作用更强 。

本研究将三大核心变量 （ 教育 、收入和职业声望 ） 扩展至城乡 户

籍 ，考察了客观地位和城乡 户籍对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交互效应 。 经

验分析显示 ，
“

阶层地位认同偏差假设
”

、

“

地位决定假设
”

和
“

地位决定

的城乡差异假设
”

得到支持 ， 以上这些都是对地位决定论的有益拓展 。

在当下 中国社会 ， 阶层地位认同偏差在各阶层都普遍存在 ，并且城乡差

异在偏差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关注 。 在地位过程论上 ，我们利用

社会流动感知作为个体地位过程的
“

操作测量
”

，发现人们的流动感知

对其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方向具有显著效应 （ 地位过程假设和地位过

程的城乡差异假设 ） ，这也进
一步检验了地位过程理论的解释力 。 因

此 ，我们认为 ，
“

地位结构一地位过程
”

的理论框架对当前中 国社会的

阶层地位认同偏差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

最后 ’我们认为 ，本研究的政策意涵在于 ，在市场化背景下建立稳

定的与客观阶层地位相一致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 ，不仅要在纵向上不

断提高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 、 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 ，提升教育 、职业和

收入三者匹配程度 ，而且还要高度重视社会流动感知的作用 。 另外 ，在

从再分配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 ， 中 国 的宏观社会经济政策不仅会影

响客观社会阶层结构 （李强 ， 2 0 0 8
） ，而且可能通过参照对象的变动而

影响人们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形成 。 中国城镇化的直接后果是原有的

城乡空间区隔被打破 ，使得城乡居民不得不面对 日 益严峻的利益冲突

和观念冲突 。 周遭的群体异质性越强 ，个体越无法
“

准确
”

地定位 自 身

地位 ’导致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扩大。 因此 ，还必须从缩小城乡社会不

平等人手 ，去除地位流动的藩篱 ，减小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地位认同之

间的
“

鸿沟
”

，进而优化中国 的社会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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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我们在附表 1 中报告了教育程度 、家庭收人和职业声望在各个潜

类上的条件概率 （ ＭｃＣｕｔｃｈｅｏｎ
，

1 9 8 7
：
3 3 ） 。 在此基础上 ，我们可以为每

位被访者生成
一

个客观地位 。 根据麦古基安的观点 ，将观测值匹配至

潜类乃是概率性的 ， 因此可能带来一定的误差 （ＭｃＣｕｔｃｈｅｏｎ ， 1 9 8 7
：

3 6
） 。

然而 ， 比较潜类变量间的关联性测试表明这种不确定性完全在可接受

的范围 内 。

通过比较发现 ， Ｃ 1 层在教育 、收人和职业 中的概率都是最高的 ， 而

Ｃ 5 层都是最低的 ，故我们将其定义为上层和下层 。 与 Ｃ 2 层相 比 ， Ｃ 3

层在教育的第 2 － 3 分类 、收人的第 3 － 4 分类和职业的第 3－ 4 分类上

的概率偏高 ，而 Ｃ 4 层在教育第 2 分位 、收人的第 2
－

3 分位 、职业的 1 
－

2 分位的概率要更高 ，结果表明 ， Ｃ 2 高于 Ｃ 3 ， Ｃ 3 高于 Ｃ 4 。 由此 ，我们将

Ｃ 2
－

Ｃ 4 分布命名为 中上层 、 中层和中下层 。

附表 1
条件响应概率和潜类分布
客观阶层（潜类 ）类型
“

Ｃ ＩＣ 2Ｃ 3Ｃ 4Ｃ 5

教育程度
一——

第一分位． 0 3 4． 2 0 0 ． 0 0 ． 3 7 9 ＿  7 5 5

第二分位． 0 2 4 ． 4 3 9． 4 1
1． 5 1 0 ．  2 3 0

第三分位． 1 3 5 ． 3 2 8． 5 1 7 ． 1 0 6 ． 0 3 1

第四分位


．

＿

ｍ


． 0 3 3



＾

0 7 2


． 0 0 5．  0 0 1

家庭收人

第一分位． 0 0 7． 0 6 5 ． 0 3 4 ． 1 0 0． 5 0 0

第二分位． 0 1 8 ． 0 5 4 ． 0 6 7 ． 2 3 5． 2 2 2

第三分位． 0 5 7． 1 1 7 ．1 5 6 ． 2 9 3． 1 3 2

第 四分位． 1 5 3． 2 6 2． 2 6 7 ． 2 2 5． 0 7 8

第五分位． 2 5 0 ． 2 6 9 ． 2 3 3． 1 0 2． 0 4 0

第六分位． 5 1 5． 2 3 3 ． 2 4 3 ． 0 4 4． 0 2 8

职业声望

第一分位． 0 0 7 ．  0 0 0．  0 5 2． 4 3 5． 8 8 8

第二分位． 0 1 6． 3 5 0． 0 6 5 ． 2 2 8 ． 0 4 7

第三分位． 0 8 3． 3 0 9． 2 4 1． 1 7 1 ． 0 2 7

第四分位． 2 6 6． 3 0 7 ． 3 2 8 ． 1 1 6 ． 0 1 7

第五分位


．

＿

6 2
＾
． 0 3 5



．

Ｊ
1 3



． 0 5 0 ． 0 2 1

潜类规模 （分配后 〉 （ ％ ） 1 2 ．  2 8

＾
0 8


2 1 ． 1 53 0 ． 5 9 2 9 ．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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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ａ 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ｆｒｏｍ 2 1Ｎａ ｔｉｏｎｓ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 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1 6 ．

Ｅｖａｎｓ
，Ｍ ． Ｄ ．Ｒ． ，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Ｋｅ ｌｌｅｙ＆ＴａｍａｓＫｏｌｏ ｓ ｉ 1 9 9 2

，


＂

Ｉ
ｍａ
ｇ
ｅ ｓｏｆＣ ｌａｓ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Ｐｅ ｒｃｅ
ｐ
ｔｉ
ｏｎｓ ｉｎ

ＨｕｎｇａｒｙａｎｄＡｕｓｔｒａｌ ｉａ ．
ｕ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5 7 ．

Ｆｅｓｔｉｎ
ｇ
ｅｒ
，Ｌ．  1 9 5 4
， 

＂

ＡＴｈｅｏ ｒｙ ｏｆＳｏｃ 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

＂

Ｈｕｍ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7 ．

Ｇｏｌ ｄｍａｎ
，Ｍｏｒｅｅｎ
，
Ｊｅｎｎｉｆｅ ｒＣ ． Ｃｏｒｎｍａｎ＆Ｍ 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ｇ
Ｃｈａｎ
ｇ

2 0 0 6
， 

”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
ｇ
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 
Ａ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
ｙ
ｏｆＯ ｌｄｅ ｒ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 
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ｒｏ 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ｌ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2 1 ．

Ｇｏｏｄｍａｎ
，

Ｌｅ ｏＡ ． 1 9 7 4 ａ ， 

“

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ｙ ｓｔｅｍｓ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ＷｈｅｎＳｏｍｅ ｏｆｔｈｅ

Ｖａｒ
ｉ
ａｂｌｅｓａｒｅＵｎｏｂｓｅ ｒｖ ａｂｌｅ ．
”

Ａｍｅｒ
ｉ
ｃａｎ
Ｊ
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7 9 ．



1 9 7 4 ｂ
，

“

Ｅｘ
ｐ
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Ｌａｔ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ＵｓｉｎｇＢ
ｏ
ｔ
ｈＩｄｅｎｔｉｆｉ ａｂｌｅａｎｄＵ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 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ｓ ．
”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ｋａ 6 1 ．

Ｈｏｄ
ｇ
ｅ
ｔＲｏｂ ｅｒｔ＆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ｅｉｍａｎ 1 9 6 8
，

“

Ｃ ｌａｓｓ Ｉｄｅｎｔｉ 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 ｅｓ ． 
＂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7 3 ．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Ｐ． ， Ｌ ．Ｆｅｓｔｉｎｇｅ ｒ＆Ｄ．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1 9 5 4
，


“

Ｔｅｎｄｅｎｃ ｉ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ｐａｒａｂ ｉｌ ｉｔｙｉｎ

Ｃｏｍ
ｐ
ｅ
ｔｉ
ｔ
ｉ
ｖｅＢａｉｇａｉ ｎｉ ｎｇ ．
“

ＨｕｍａｎＲｅｌａｔ
ｉ
ｏｎｓ 7 ．

Ｈｏ ｕｔ
，Ｍｉ ｃｈａｅ ｌ 2 0 0 8
，

“

ＨｏｗＣ ｌａｓｓＷｏ ｒｋｓｉ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ｉ ｏｎ ： Ｍｏｓｔ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ｓ Ｉｄｅｎｔｉ ｆｙｗｉ ｔｈ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Ｔｈｅ ｉｒＩｎｃｏｍｅ
，
Ｏｃｃｕｐ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Ｉｍｐ
ｌ
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ｍ ． 
＂

 ＩｎＡｎｎ ｅｔｔ ｅＬａ ｒｅａｕ＆

Ｄ ａｌｔｏｎＣｏｎｌｅｙ（ ｅｄ ｓ ．） ，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ＨｏｗＤｏｅｓＩｔＷｏ ｒｋ＾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Ｒｕｓｓｅ ｌｌＳａｇ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

Ｊａｃｋｍａｎ ， ＭａｉｙＲ． ＆ＲｏｂｅｒｔＷ ．Ｊ ａｃｋｍａｎ 1 9 8 3 ，ＣｌａｓｓＡｗａｒｅｎｅｓ ｓｉｎ ｔｈｅＵｎ 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Ｂｅ ｒｋｅｌ ｅ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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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ｏｆＣａ 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 ．

Ｊａｃｋｍａｎ
，
Ｍａ ｒｙ Ｒ
．

＆ ＲｏｂｅｒｔＷ．
Ｊａｃ
ｋｍａｎ 1 9 7 3
， 

“



ＡｎＩｎｔｅｒ
ｐ
ｒｅｔ 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 ｅｌａｔ 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ｂｊ 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Ｓｕｂ
ｊ
ｅｃｔ 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 
＂

Ａｍｅ 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3 8
（

5 ） ．

Ｋｅｌｌｅ
ｙ ， Ｊ
ｏｎａｔｈａｎ＆Ｍ ． Ｄ ．Ｒ ． Ｅｖ ａｎｓ 1 9 9 5
，

“

Ｃ ｌａｓｓａｎｄＣ ｌａｓｓＣｏｎｆｌｉ ｃｔｉｎＳｉｘＷｅ ｓｔｅｒｎＮａｔｉｏｎｓ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 ｉｅｗ 6 0 ．

Ｌｏ
，
Ｙ． 
，
Ｎ． Ｍｅｎｄｅ ｌｌ＆Ｄ ．Ｒ ｕｂｉｎ 2 0 0 1
，

“

Ｔｅｓｔｉｎ
ｇ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ｍ
ｐ
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 Ｍｉｘｔｕｒｅ ． 
”

Ｂｉｏｍｅ ｔｒｉｋａ 8 8 ．

ＭｃＣｕ
ｔ
ｃｈｅｏｎ
，
ＡｌｌａｎＬ ． 1 9 8 7
，
Ｌａｔ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ＮｅｗｂｕｒｙＰａ ｒｋ ，ＣＡ ： 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Ｏｄｄｓｓｏｎ
，Ｇｕｄｍｕ ｎｄｕｒＡｅ ｖａｒ  2 0 1 0
，

＂

Ｃｌ ａｓｓＡｗａ ｒｅｎｅ ｓｓｉｎ Ｉｃ ｅｌａｎｄ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 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3 0 ．

Ｓｈｉｒａｈａｓｅ
，
Ｓａｗａｋｏ 2 0 1 0

’

“

Ｊａ
ｐ
ａｎａｓ ａ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Ｓｏ ｃｉｅ ｔｙ ：Ｗ ｉｔｈ ａＦｏｃｕｓｏｎＣ ｌａｓ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 ｃａｔ ｉｏｎ ．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 ｅ
Ｊａｐ
ａｎ
Ｊｏｕ
ｒｎａ
ｌ 1 3 ．

Ｓｏｓｎａｕ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ＤａｖｉｄＢ ｒａｄｙ ＆ＳｔｅｖｅｎＭ
．
Ｆｒｅｎｋ 2 0 1 3
，

“

Ｃ ｌａｓｓｉｎＮａｍｅ Ｏｎｌ
ｙ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 ｌａｓ 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ｂｊｅ ｃｔ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
，
 ａｎｄＶｏ ｔｅＣｈｏ ｉｃｅ ｉｎＡｍｅｒｉｃ ａｎＰ 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ｌｅｃ ｔｉｏｎｓ ．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6 0 （ 1 ）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Ｒｉｃｈａｒｄ 2 0 0 6
，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
ｇ
ｉｔ
／Ｐａｒｔｉａ ｌＰｒｏ
ｐ
ｏｒｔｉｏｎａ ｌＯｄｄｓ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 Ｏｒｄ ｉｎａｌ

Ｄｅ
ｐ
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 ｉａｂｌｅ ｓ ． 
”

ＴｈｅＳｔａｔ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6 （ 1 ） ．

Ｗｒｉｇｈｔ ，ＥｒｉｋＯｌｉｎ＆Ｋｗａｎｇ
－Ｙｅｏｎ
ｇ 
Ｓｈ
ｉｎ1 9 8 8
，

“

Ｔｅｍ
ｐ
ｏｒａｌｉ ｔ
ｙ
ａｎｄＣ ｌａｓｓＡｎａｌ
ｙ
ｓｉｓ ：

ＡＣｏｍ
ｐ
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ｏｆｔ
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ｏ ｆＣｌａｓｓＴｒａ
ｊ
ｅｃ ｔｏｒ
ｙ
ａｎ ｄＣｌａｓ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Ｃ ｌａｓｓＣｏｎｓｃｉ 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ｎＳｗｅｄｅｎ

ａｎｄｔｈｅＵ ｎｉｔ ｅｄＳｔ ａｔｅ ｓ ．
＂

Ｓｏｃ 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 ｒｙ 6 （ 1 ）
．

Ｗｕ
，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Ｄｏｎａ
ｌｄＪ ．Ｔｒｅｉｍａｎ 2 0 0 4
 ’


“

Ｔｌｉｅ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Ｒｅ
ｇ
ｉｓｔｒａｔｉ 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 ｎＣｈ ｉｎａ  1 9 5 5 
—

1 9 9 6 ．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4 1
（

2
）
．

作者单位 ：复旦大 学社会学 系 、

浙江省 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 （ 范晓光 ）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 陈云松 ）

责任编辑 ：杨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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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ａｒｅＳｙｓ ｔｅｍ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Ｅｑｕｉ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 Ａｓｔｕｄｙ ｉｎＺｈｅｊ ｉａｎｇ


 ＬｉｕＸｉａｏｔ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Ｈｏｎｇ 9 4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Ｈｅａｌｔｈｅｑｕｉ ｔｙｉ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 ｃａｌｂａｓ ｉｓｆ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

ｔａｒｇ
ｅｔｏｆｍｅｄｉ ｃａｌｃａ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ｆｏｒｍ．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 ｉｖｅｏｆ
“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ｇ
ｒｏｕ
ｐ
－

ｆ ｉｒｓｔ 
”

ｈｅａｌｔｈｅｑｕ 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ａｋｅｓ Ｚｈｅｊ 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ｎｄａｄｏｐ ｔｓａ

ｍｉｘｅｄ
－

ｍｅｔｈｏ 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ｅｆｆ
ｅｃ 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ｈｅａｌ ｔｈ

ｅｑｕｉｔｙｆｏｒ 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ｅｏｐｌｅ ． 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ｆ ＳＥＭ－ｂａｓｅｄ ｎｏｎ－ｒｅｃｕｒｓ 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ｄｅｍｏｎｓ ｔｒａｔｅｓ

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ｌ ｔｈｅｑｕｉ ｔｙ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ｈｏｌ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Ｂａｓｉ ｃＭｅｄ ｉｃ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ｆ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ａｎｄ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Ｂａｓ 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ｆｏｒ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ｓａｓａｒｅｓ ｕｌｔｏｆａｎ

ｉ
ｎｃｒｅａｓ
ｉ
ｎ
ｇ
ｕｓａｇｅｏｆｈｅａｌ ｔｈｃａｒｅ． Ｙｅｔ ，ｔｈｅｒｅｉ ｓ ｌ ｉｔｔ 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 ｔｈｅ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ｍｅｄ
ｉ
ｃａｌｃａｒｅ 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ｎｄｉｔ 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ｉｎｓｕ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ｅｗＲｕｒａｌＣｏ
？

ｏ
ｐ
ｅｒａｔ 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ｗｉ ｔｈｏｕｔ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ｈ ｉｓ ｉｓｒｅｓｕ ｌｔ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ｗ
－

ｌｅｖｅ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ｄ 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ｑ
ｕａｌｉ 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
ｙ
ｓｉ 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ｓｔｈｅ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ｒｏｔｅ ｃｔ ｉｏｎ ｆｏｒｏｕ ｔｃｏ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ｅｑｕ
ｉｔ
ｙ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ｔｙｐｅｓｏｆｖｕ 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 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Ｆｉｎａｌ ｌｙ ’

ｔｈ ｉｓｓｔｕｄ
ｙ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

ｈｅａｌ ｔｈｅｑｕｉ ｔｙｆｏｒｖｕ ｌｎｅｒａｂ ｌｅｇｒｏｕｐｓ
”

，
ａｔｒａｎｓ 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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