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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观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研究
!!!家庭经济资本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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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对居民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进行剖析与评价$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组发布的最新数据$

选取
AC

个观测变量$从认知能力%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三个层面$构建个人主观社会地位指标评价体系的结
构方程模型$并对家庭经济资本在模型中起到的中介作用进行深入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主观社会地位评价模
型的各项适配度指标表现较好$模型的回归结果准确可靠(认知能力对主观社会地位评价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
是通过家庭经济资本的完全中介作用$认知能力对主观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家庭经济资本在社会资本对主观
社会地位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对主观社会地位评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家庭经济资本%认知能力%社
会资本对主观社会地位的总效应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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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与个人和社会因素相比$家庭背景对个
人主观地位评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研究对个体加强自我认知%提升社会地位提供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有助
于增强社会居民整体幸福感&

关键词!主观社会地位(家庭经济资本(认知能力(社会资本(结构方程模型(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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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分层领域$社会地位是指对个体在群体或社会中所处的位置的界定+

A

,

&不同于客观的
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是人们对自己所处社会阶层的主观感受和一种自我认知意识$对自我
主观社会地位评价的高低反映了个体对生活的幸福感及自信感&于铁山+

#

,的研究发现$个人主观
社会地位水平相比客观社会地位整体偏低(与个人因素相比$反映社交和社会参与度的社会因素对
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更大&黄雪琴等+

!

,的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她认为主%客观因素对主
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大于社会环境因素$其中政治参与能显著提高个体的社会地位认同感&张亮
等+

"

,的研究发现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对个体的主观社会地位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
不容易受到社会负面影响$从而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对个体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价较高&周长城
等+

L

,的研究得出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且闲暇方式起到部分中
介的作用&袁玉芝等+

C

,的研究得出工作相关特征%生活相关特征和薪酬对中学教师的主观社会地
位评价有积极影响&

e2*;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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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研究了澳大利亚和挪威两个国家的教育%职业%收入及童年环境
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发现在不同国家得出的结论有差异性&主观社会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Q/0*

等+

%

,的研究得出在心力衰竭患者中$社会联结和自我保健信心在主观
社会地位与情绪幸福感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心理健康也是研究的重点$

M6(0/

等+

B

,指出学术与人
际主观社会地位内部一致性与青少年的心理调整有一定的关联性&

f0

等+

A$

,研究外向型对转型期
的高中新生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外向化性格会显著降低转型期带来的自我地位评价降低的负面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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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指出主观社会地位的分布具有中产阶级倾向$又具有不对称模式$基于认知能力的
原则产生中产阶级倾向机制$基于客观社会地位产生清晰的阶层意识$可见对主观社会地位的研究
涉及各个方面&

综上所述$从社会%个人%家庭和政治因素等多方面研究其对个人主观地位的影响$涉及主观社会
地位与身心健康%阶层评价%幸福感等&以往的研究或依据客观社会地位的几个相关变量!教育%职
业%收入"$或通过某一个变量去衡量主观社会地位的高低$衡量指标较为主观&本研究选取社会经济
地位%社会阶层%经济水平

!

个指标综合评价个体主观社会地位$可更准确地衡量个体的主观社会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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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资本
家庭资本一词最早源自社会资本理论&社会学家

Q',0H+*

+

A#

,认为家庭资本由经济资本%文化
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组成&家庭资本衡量指标还未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大部分研究采用父母的职
业%受教育程度来反映家庭的文化资本$社会经济地位反映家庭社会资本$收入情况反映家庭经济
资本&

经济资本作为其他社会资本的基础$涵盖了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等多个方面$在各种社会
资本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和地位$是最基本%最有效的资本形式&衡量一个家庭的经济资本$除了家庭的
年收入情况$家庭拥有的所有权%使用权及经营权等各种无形资产的总和也是重要的评价指标&本研究
中家庭经济资本指一个家庭可用于提供给子女的直接财富$反映个体的家庭经济背景和实力&根据已有
的数据资料$采用家庭收入%住房%是否有家用汽车及家庭的居住地区作为衡量家庭经济资本的主要指
标$构建以下假设$

MA

'家庭经济资本对主观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作用(

M#

'家庭经济资本在认知能力对
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M!

'家庭经济资本在社会资本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中起到中介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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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能力
认知能力指人脑对信息的加工%记忆和提炼的能力$体现了人所具备的)内涵*水平&认知能力不

仅包含受教育年限$更是从语言感知%沟通交流%信息获取等多个方面把人与人之间的认知差异表现
出来&

个人认知能力与高等教育获得%社会分层流动%社会地位评价方面的关系是研究热点$认知能力在影
响学业成就%教育获得及社会地位方面常常作为必要的解释变量&

O+H2+*

等+

A!

,认为较高的认知能力可
弥补家庭资本的劣势$从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而

O0+)

8

+

A"

,指出认知能力通过教育获得%职业获得作
为中介变量$影响阶层地位的获得%认知能力与阶层地位之间相互作用&由此可见$认知能力对教育获得
和阶层评价具有正向作用$从而影响个体的社会地位&但心理学中的达克效应!

O(**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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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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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个体认知偏差$指自我认知能力欠缺的人会认知不到真实的自我$产生一种虚假的自我优越
感$从而对自己的能力水平产生高估的现象&由于达克效应的存在$认知能力高的人反而会低估自己的
社会地位$人们的自信感与认知能力的偏差由此显现&如此看来$认知能力与主观社会地位的评价之间
的关系是互相促进还是抑制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本研究以普通话水平%英文水平%网络支付%互联网使
用%教育水平来衡量个体的认知能力$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M"

'认知能力对主观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
作用&

:;>

!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这个提法最早起源于社会学$法国学者

W'();20(

+

AL

,在其社会学著作中首次使用社会资本
这个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三个成分之一$是在关系网络中可见的及不可见的各种资源的集合&

F(7*+H

+

AC

,指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比如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等&

F')706

+

AD

,认为$社
会资本可体现一个人对稀有资源获取的能力$他通过与身边的成员之间进行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由于
研究领域及研究方向的不同$人们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还没有达成共识&

对社会资本的衡量$

?+)+

8

+*

等+

A%

,认为社会资本维度应当由社团参与%一般社会规范%信任%社区凝
聚力%社交%邻里联系等组成&

Q'H

J

0,,

等+

AB

,在使用社会资本做定性研究时$认为社会资本维度包含规
范%网络&其中规范指信任%邻里关系%社会支持%互惠(网络指群体及社团组织的参与度&经过整理文献
我们发现$虽然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和衡量方式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大多数研究均采用了社会信任这个指
标&本研究依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相关数据$选用社会信任%社会公平及社会安全感作为衡量社会资
本的指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ML

'社会资本对主观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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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

#$#$

年
A$

月公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Q/2*060

3

0*0)+,6':2+,

6()50

8

$

QN99

"最新
#$AD

年的数据$总的量表包含有效样本
A#L%#

份$

D%!

个原始变量$覆盖全国
#%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研究需要$对相关数据特征进行筛选$排除

Q

和
O

部分的数据$对
@

部分存在
缺失值和异常值的数据进行处理$少量有缺失的数据采取删除的方式$问卷中居民选择拒绝回答!数据表
现为'

BB

%

BBB

%

BBBBB

"的空白问卷采取删除的处理$对居民回答不知道的问卷$采取用众数代替的处理方
式$对明显的异常值数据进行删除&最终获得

AC

个观测变量$共
A#!%D

个样本$将它们分别作为主观社
会地位%认知能力%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观测变量描述及说明见表

A

&

表
:

!

观测变量描述及说明
<'2.%:

!

O06:)2

J

72'*+*;2*67)(:72'*'-'S60)50;5+)2+S,06

潜在变量
变量描述

观测变量 指标取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主观社会地位

认知能力
!!

社会资本
!!

家庭经济资本

社会阶层
!!

社会经济地位

经济水平
!!

网络支付
!!

互联网使用
!

普通话水平
!

英文水平
!!

自主学习
!!

受教育程度
!

社会公平
!!

社会信任
!!

社会安全感
!

东部
!!!!

家庭收入
!!

住房
!!!!

家用汽车
!!

A

为最低层(

A$

为最高层!

A

"

A$

依次递增"

A

为下层(

#

为中下层(

!

为中层(

"

为中上层(

L

为上层!

A

"

L

依
次递增"

A

为远低于平均水平(

#

为低于平均水平(

!

为平均水平(

"

为高
于平均水平(

L

为远高于平均水平
A

为使用微信0支付宝支付(

$

为未使用
A

为从不(

#

为很少(

!

为有时(

"

为经常(

L

为非常频繁
A

为完全听不懂(

#

为比较差(

!

为一般(

"

为比较好(

L

为很好
A

为完全听不懂(

#

为比较差(

!

为一般(

"

为比较好(

L

为很好
A

为从不(

#

为很少(

!

为有时(

"

为经常(

L

为非常频繁
A

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

为私塾%扫盲班(

!

为小学(

"

为初中(

L

为职业高中(

C

为普通高中(

D

为中专(

%

为技校(

B

为大学专
科!成人高等教育"(

A$

为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

AA

为大学
本科!成人高等教育"(

A#

为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

A!

为研
究生及以上
A

为完全不公平(

#

为比较不公平(

!

为说不上公平但不能说不
公平(

"

为比较公平(

L

为完全公平
A

为非常不同意(

#

为不同意(

!

为说不上同意不同意(

"

为比较
同意(

L

为非常同意
A

为东部地区(

$

为中西部地区
A

为年收入
$

"

C

万元(

#

为年收入
C

"

AL

万元(

!

为年收入
AL

"

!$

万元(

"

为年收入
!$

"

L$

万元
数值型
A

为有(

$

为没有

">A" A>D$

#>## $>%D

#>LL $>DL

$>"A $>"B

#>%# A>D#

!>D# A>$#

A>"D $>DB

A>BD A>AA

L>AD !>!$

!>A A>$C

!>"D A>$!

#>B! A>$D

$>"L $>L$

A>LC $>DD

A>A $>CC

$>#B $>"L

:;@

!

样本基本信息
在得到的

A#!%D

个有效样本中$居住的地理位置在东部的占
"">%a

$中西部占
LL>#a

(男生占
"Db#a

$女生占
L#>%a

(汉族占
B#>La

$少数民族占
D>La

(有宗教信仰的占
A$>"a

(年龄分布为
A%

"

#B

岁占
A!a

$

!$

"

!B

岁占
A">%a

$

"$

"

"B

岁占
A%>Aa

$

L$

"

C$

岁占
AB>Ca

$

C$

岁以上人群占
!">Ca

(受教
育程度在大学专科及以上的占

AB>Da

&由于调查的是
A%

岁以上的人群$所以已婚人群高达
%B>La

(户
口类型是城镇人口的占

C#>Ba

$农村人口占
!D>Aa

(个体年收入分布情况为
$

"

!

万元占
CAa

$

!

"

%

万
元占

!$>%a

$

%

"

AL

万元占
L>Ca

$

AL

"

!$

万元占
#a

$

!$

万元以上群体占
$>Ca

$可见本次调查的有效样
本年收入中低收入群体占绝大多数&

:;A

!

变量的说明
由表

A

可知居民对衡量主观社会地位的
!

个观测变量的打分情况'社会阶层平均值为
">A"

$社会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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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地位平均值为
#>##

$经济水平的平均值为
#bLL

$除了经济水平的平均值略高于
#>L

外$其他指标的自
我评价分数整体不高$未达到总体得分的平均值&网络支付普及率也不高$只有

"Aa

的人使用微信0支
付宝支付$还有

LBa

的人从未使用过线上支付工具&而且从互联网使用的频率得分
#>%#

和较大的标准
差来看$互联网使用频率在研究样本中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普通话水平明显优于英文水平$普通话水
平平均可达到比较好的程度$但英文水平平均处在完全听不懂和比较差之间&自主学习的热情不高$均
值为

A>BD

$可见研究样本自主学习的频率很低&受教育程度均值为
L>AD

$说明受教育程度的均值还在高
中阶段&在社会资本的

!

个评价指标中$研究样本的平均值都大于
#>L

$说明居民对整体的社会环境是
比较满意的&家庭收入平均值为

A>LC

$处在
$

"

AL

万元之间$家庭住房平均有
A>A

套$说明目前居民的住
房拥有量还是以刚需为主$拥有家用汽车的比例为

#Ba

$调查的群体人均生活水平基本上符合当前社会
现状$具有一定代表性&

=

!

实证研究
=;:

!

结构方程模型理论
结构方程模型!

67)(:7()+,0

]

(+72'*H';0,2*

3

$

9G\

"在近十几年得到广泛的应用$如在心理学%社会
学%人口学%生物学等各个领域&

9G\

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部分组成$测量模型指对不能直接测
量的潜变量用可观测的显变量去间接测量$结构模型指潜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或相关关系+

#$

,

&结构
方程模型包括多重回归分析%因子分析%路径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可用于研究个体指标对总体的作
用及个体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方程模型与传统统计回归方法相比具有显著的优势$它充分度
量了模型的测量误差$可检验总体模型的拟合度$可对潜变量间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
估计等&

=;=

!

统计分析方法
借助统计分析软件

9F99#A>$

及
@\P9#">$

选取的
QN99

问卷中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并对选取的
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从而检验模型间的结构效度$再搭建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建立的步骤参

图
:

!

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B#

1

;:

!

Q'*67)(:72'*'-67)(:7()+,0

]

(+72'*H';0,

考方杰等+

#A

,的做法$首先分别分析认知能力%社会资
本%家庭经济资本和主观社会地位之间的相关关系$

在不受其他
#

个潜变量影响情况下$每个潜变量对主
观社会地位之间的影响是否显著(经过验证$三者对
主观社会地位的显著性检验均通过&其次建立以家
庭经济资本为中介效应的模型$对初始得到的模型依
据修正指标在满足理论假设的前提下进行修正$以降
低模型的卡方值$得到修正后的中介效应结构模型&

最后运用
W''767)+

J

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并判断中
介效应的类型$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如图

A

所示&

图
A

中$

=

%

>

%

3

%

+

分别为认知能力%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主观社会地位(

?

为认知能力对
家庭经济资本影响的路径系数(

@

为社会资本对家庭经济资本影响的路径系数(

!A

为在家庭经济资
本的控制下$认知能力对主观社会地位影响的路径系数$即直接效应(

!

为认知能力对参与主观社
会地位的路径系数$即总效应(

"A

为在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下$社会资本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系
数(

"

为社会资本对主观社会地位的路径系数(

B

为家庭经济资本对主观社会地位的直接效应$由于
它只作为认知能力和社会资本的中介变量$而无其他变量作为它的中介$所以直接效应就是其总
效用&

=;>

!

验证性因子分析
利用

9F99#A>$

对测量变量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得到
d\P

!

d+260)E\0

8

0)EP,T2*

$抽样适合性检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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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2.%=

!

Q'H

J

'6272'*H+7)2U+-70))'7+72'*

观测变量 成分
A # ! "

互联网使用
$>%AL

受教育程度
$>%$%

网络支付
$>DB"

英文水平
$>DC#

自主学习
$>C%C

普通话水平
$>C$L

社会经济地位
$>%CD

社会阶层
$>%!C

经济水平
$>D"L

住房
$>DLB

家庭收入
$>LB%

家用汽车
$>L%A

东部
$>"C%

社会信任
$>D"#

社会安全感
$>C%L

社会公平
$>C%"

和巴特利特检验!

S+)7,077

"的值为
$>%L%

$提取的
"

个因子的
方差贡献率达到

LD>##Ca

$旋转后的成分得分矩阵和理论
假设基本上相符$具体见表

#

&

=;?

!

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
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足够大$考虑到样本大小%正态性与

独立性假设等因素$最终选用渐进自由分布法!

+6

8

H

J

7'72:

;267)2S(72'*-)00

$

@OK

"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从
绝对适配度%增值适配度%简约适配度

!

个方面$选用
A!

项
拟合指标$通过比较模型输出值和适配度统计量临界值$来
对模型的适配度进行评估&根据修正指标来判断潜变量主
观社会地位%认知能力%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对应的观测
变量的方差之间存在的共变关系$由此增加

CAA

与
CA#

%

CA"

与
CAL

%

CAL

与
CAC

$

CAC

与
CAD

%

C#

与
C!

%

C!

与
C"

%

C#

与
CL

%

CL

与
CD

等残差路径$合计有
%

组共变关系$从而降低卡方值$增
强结构方程的适配性&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评价结果见表

!

&

表
>

!

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评价结果
<'2.%>

!

K27*06605+,(+72'*)06(,76'-67)(:7()+,0

]

(+72'*H';0,

统计检验量 统计指标名称 适配的标准或临界值 检验结果数据 模型适配度评价

绝对指标检验
!

卡方值
)

$>$L $>$$$

!

不适用
均方根残差值

*

$>$L $>$"L

良好
标准化均方根残差值

*

$>$L $>$!!

良好
良适性适配度指标值

)

$>B $>BBD

良好
调整后良适性适配度指标值

)

$>B $>BBC

良好

增值适配度指数
非规准适配度指标

)

$>B $>B"#

良好
规准适配指数值

)

$>B $>BL!

良好
相对适配度指数

)

$>B $>B!%

良好
比较适配度指数值

)

$>B $>BLC

良好

简约适配度指数
简约适配度指数值

)

$>L $>CCD

良好
调整后的规准适配度指数值

)

$>L $>D#!

良好
临界样本数

)

#$$ A$LA

良好
一致化赤池信息指标 越小越好

A%AC

良好

!!

由表
!

知$除了卡方值未达到适配的标准外$其他适配度指标均表明模型的整体评价良好&进
一步分析发现$卡方值受到样本量的影响$样本量大的模型$显著性概率

;

值会变得很小$从而容易
拒绝原假设&本研究有效样本量多达

A#!%D

$故适配度指标的判别主要参考其他不受样本量影响
的指标&

加入中介效应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经过初始模型的回归系数检验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知$只有认
知能力与主观社会地位直接作用显著性检验未通过$其他路径检验全部通过&

表
?

!

初始模型的回归系数检验结果
<'2.%?

!

Y0

3

)0662'*:'0--2:20*77067)06(,76'-2*272+,H';0,

路径 估计值 标准误差 临界值
;

家庭经济资本
-

社会资本
$>$AL $>$$" !>"%L $>$$$

家庭经济资本
-

认知能力
$>$L# $>$$A !L>A#! $>$$$

主观社会地位
-

社会资本
$>#!! $>$AC A">D%" $>$$$

!!

主观社会地位
-

家庭经济资本
#>$L! $>AA" AD>B%! $>$$$

主观社会地位
-

认知能力
c$>$AA $>$$C cA>B"$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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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路径 估计值 标准误差 临界值
;

网络支付
-

认知能力
$>A#D $>$$# %">"## $>$$$

互联网使用
-

认知能力
$>"CC $>$$C %">#B" $>$$$

普通话水平
-

认知能力
$>#$! $>$$! C#>"AB $>$$$

英文水平
-

认知能力
$>#$% $>$$! %$>D%C $>$$$

自主学习
-

认知能力
$>#D$ $>$$" DL>DC! $>$$$

受教育程度
-

认知能力
A>$$$

社会公平
-

社会资本
A>$$$

经济水平
-

主观社会地位
A>$$$

社会阶层
-

主观社会地位
A>%$! $>$!B "C>!DL $>$$$

社会经济地位
-

主观社会地位
A>$"" $>$#A "B>$"% $>$$$

东部
-

家庭经济资本
A>$$$

家用汽车
-

家庭经济资本
A>!%" $>$"# !#>CLA $>$$$

社会安全感
-

社会资本
$>C%$ $>$!A #A>LB! $>$$$

社会信任
-

社会资本
$>%C# $>$!B #A>BL" $>$$$

家庭收入
-

家庭经济资本
#>D$" $>$DL !C>$C" $>$$$

住房
-

家庭经济资本
$>%L# $>$"D A%>$"L $>$$$

!!

认知能力与主观社会地位直接作用显著性检验未通过$所以令两者之间的路径系数为
$

$得到最终
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

!

模型拟合结果
修正后标准化路径分析结果见表

L

和图
#

$在显著性水平为
$>$A

的条件下$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及
测量模型的路径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
@

!

修正后标准化路径分析结果
<'2.%@

!

?')H+,2I0;

J

+7/+*+,

8

626)06(,76+-70):'))0:72'*

路径分析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传导路径是否有效

结构模型路径分析
社会资本

'

家庭经济资本
$>$L#

是
认知能力

'

家庭经济资本
$>D"!

是
家庭经济资本

'

主观社会地位
$>C$%

是
社会资本

'

主观社会地位
$>#"L

是

测量模型路径分析

网络支付
-

认知能力
$>D$!

是
互联网使用

-

认知能力
$>D!%

是
普通话水平

-

认知能力
$>L"!

是
英文水平

-

认知能力
$>D!A

是
自主学习

-

认知能力
$>CDL

是
受教育程度

-

认知能力
$>%!B

是
社会公平

-

社会资本
$>L%#

是
社会安全感

-

社会资本
$>!%%

是
社会信任

-

社会资本
$>LAB

是
经济水平

-

主观社会地位
$>DB#

是
社会阶层

-

主观社会地位
$>C!L

是
社会经济地位

-

主观社会地位
$>DAA

是
东部

-

家庭经济资本
$>!%L

是
家用汽车

-

家庭经济资本
$>L%C

是
家庭收入

-

家庭经济资本
$>C%C

是
住房

-

家庭经济资本
$>#C#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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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修正后标准化路径分析结果
B#

1

;=

!

?')H+,2I0;

J

+7/+*+,

8

626)06(,76+-70):'))0:72'*

!!

在潜在变量层面$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主观社会地位之间存在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bC$%

%

$>#"L

$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路径系数大于社会资本$说明家庭背景是影响个人主观社会地位评价
高低的主要因素$个体在社会地位评价时会受到家庭的经济实力的影响$家庭的居住地理位置越优越%家
庭的固定资产拥有量越多$则个人的社会地位评价越高&同样地$个体对所处的社会的认同感越高$表现
在感受到公平$对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感到信任$相信绝大多数人不会占便宜的安全感$则对社会资本的评
价越高及主观社会地位的评价相应地越高&

在传导路径系数层面$认知能力包含的观测变量中$受教育程度%互联网使用%网络支付%英文水平的因
子载荷系数都在

$>D

以上$表明这几个变量对认知能力有决定性的作用$认知能力主要通过个体的语言表
达%教育水平%信息获取能力及追随时代进步的能力来反映$观测变量很好地反映了个体认知能力的高低&

在家庭经济资本包含的观测变量中$家庭收入和是否拥有家用汽车的因子载荷系数为
$>CB

%

$>LB

$

远大于家庭的地理位置及住房的数量&通过进一步分析可得出家庭住房数量的均值为
A>#!

$大部分家
庭的住房拥有量还是以刚需为主$但汽车作为附属财产从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家庭经济实力的高低$同时$

家庭收入直接反映家庭经济来源和收入的情况$影响系数最大&

在社会资本包含的观测变量中$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的因子载荷量较大$分别为
$>L%

$

$>L#

$通过居
民在调查问卷中)您觉得社会上的陌生人会占您的便宜吗1*来衡量居民社会安全的感知$社会安全感对
社会资本的影响系数为

$>!B

&居民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通过对社会环境的公平感%信任感%安全感的
感知评价来反映社会资本的高低&

在主观社会地位包含的观测变量中$经济水平%社会经济地位及社会阶层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bDB

%

$>DA

%

$>C!

$居民对社会地位的评价不仅受目前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还有很大因素参考家庭地
位的高低及目前所处的社会阶层$这几个指标能很好地反映居民主观社会评价的情况&

东部%家庭收入%住房%家用汽车%网络支付%互联网使用%普通话水平%英文水平%自主学习%受教育程
度%社会公平%社会信任%社会安全感共计

A!

个观测变量均对居民主观社会地位评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
作用$这些变量对应的系数值越大$居民对自己社会地位评价越高&

"#!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 第
!"

卷



>

!

中介变量分析
中介变量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起桥梁的作用$中介效应常用于解释自变量

(

对因变量
7

的影响
是如何通过中介变量

.

来传导的$故近三十年来模型中的中介效应备受学者们的关注&对简单的中介
模型$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推荐使用

W''767)+

J

法%乘积分布法%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

\+)T'5:/+2*H'*70

:+),'

$

\Q\Q

"法和贝叶斯法&这
"

类方法都是通过得出中介效应的不对称区间估计来进行中介分析
!区间不包含

$

$则中介效应显著"$这样做的优点是分析中介效应不需要正态性假设&

<+

8

,')

等+

##

,提出的
W''767)+

J

法$在结构方程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W''767)+

J

法
提供了最准确的置信区间估计$统计功效最高&可允许对变量测量误差的存在$也可通过随机抽样的方
式将数据信息全部包含其中$避免了信息的损失&本研究采用

W''767)+

J

法在
BLa

置信区间下重复取样
L$$$

次$用
@OK

法进行估计&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程序先检验认知能力%社会资本对主观社会地位的直接效应是否显著$然后检验
加入中介变量后模型整体的拟合情况$并由输出结果查看路径系数是否显著及符号是否符合经济学意义&

>;:

!

家庭经济资本在认知能力与主观社会地位之间的中介效应
在控制社会资本的影响后$认知能力与主观家庭地位的直接作用由原来的极其显著!

%

_$>"#

$

;

*

$b$$A

"变为不显著!

%

_c$>$L#

$

;

)

$>$L

"$将认知能力与主观社会地位的路径系数约束为
$

$约束模型
中卡方值为

A!"#>B%"

$无约束模型中为
A!"D

$两模型无显著差异$这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在认知能力与主
观社会地位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

!

家庭经济资本在社会资本与主观社会地位之间的中介效应
由于社会资本与主观家庭地位的直接路径系数显著$因此可建立家庭经济资本在社会资本与主观社

会地位之间的中介效应&本研究采用
W''767)+

J

法测算认知能力与社会资本对主观社会地位的间接影
响$进一步验证家庭经济资本在整个模型路径中的中介效果$具体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C

&

表
A

!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2.%A

!

<067)06(,76'-H0;2+72'*0--0:7

影响路径 效应类型 标准化点
估计值 标准误差

W''767)+

J

法
偏差校正!

BLa

置信区间"

最小值 最大值
百分位数!

BLa

置信区间"

最小值 最大值

认知能力
'

家庭经济
资本

'

主观社会地位
总效应

!

$>""! $>$$A $>"#! $>"CC $>"## $>"CL

间接效应
$>"BC $>AA" $>""L $>LLL $>""L $>LLC

直接效应
c$>$L# $>$$C c$>AAC $>$$" c$>AAC $>$$"

社会资本
'

家庭经济
资本

'

主观社会地位
总效应

!

$>#D" $>$$" $>#"A $>!$C $>#"A $>!$C

间接效应
$>$!# $>AA" $>$A" $>$L! $>$A! $>$L#

直接效应
$>#"A $>$AC $>#$% $>#DL $>#$% $>#DL

!!

利用
W''767)+

J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样本量选择
L$$$

&在
BLa

的置信区间下$偏差校正和百分位
数的置信区间认知能力对主观社会地位的直接效应置信区间包含

$

$说明直接效应不存在$其他中介效
应路径系数的置信区间估计均不包含

$

$即中介效应存在&由表
C

可知$家庭经济资本在认知能力与主
观社会地位之间的中介效应存在$且为完全中介$家庭经济资本在社会资本与主观社会地位之间的中介
效应存在$且为部分中介&

>;>

!

结论与启示
认知能力%社会资本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评价有正向影响作用$家庭经济资本充当模型的中介变

量$在认知能力与个人主观社会地位中起完全中介的作用$在社会地位与个人主观社会地位中起部分中
介的作用&

认知能力对个体主观社会地位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对其产生的影响通过家庭经济资本中介变量来体
现$经济资本的高低最直接地反映个体社会资源的拥有量&家庭拥有较多的经济收入$意味着有更强的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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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能力为子女提供较好的物质条件%选择优质的教育%接触更丰富的平台和提供更优越的生活环境$使
得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增长见识$增强自信心$从而表现出认知能力水平较高&而家庭经济条件较
差的个体$易在成长过程中产生自卑心理$从而对自我社会地位的评价过低&反映认知能力高低的因素
有个体语言能力%受教育程度%互联网使用等$根据影响系数的大小可得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个人主
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最大$其次互联网使用也反映了个体社会的参与%社会网络的构建$因此对个体的主观
地位影响也是显著的&因此$提高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及互联网$对增强居民的自我认知有重要的作
用&以高素质%信息化为目标$提供优良的家庭条件$有利于提升居民对自我社会地位的评价&

社会资本的非工具性含义指出$在成员之间建立互信%合作%协调关系$有利于增进社会资本的积累&

社会信任%社会安全感%社会公平体现个人对整体社会环境的评价$且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评价有着正向
的影响作用$)三感*越高$个人主观社会地位评价越高&因此$为了提高居民对自我地位评价的认知$从
而提升国民自信度$应鼓励建立社会支持%和谐共存的社会环境&

?

!

结
!

语
本研究在对个人社会阶层%居民幸福感研究的基础上$从认知能力%家庭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出发$

对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价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的方法对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准确的评价$结构方程模型相比传统的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误差更
小$模型精度更高(其次$对主观社会地位的测量使用社会阶层%社会经济地位及家庭经济水平

!

个指标
进行评价$得出的结论更为客观$通过

A!

个具体的观测变量分析各个变量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效果及
大小$为个体对自我价值%自我地位的认知提供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有利于个体正确地对自我社会地位做
出自评$从而提升整体居民的判断力和自我认知能力&受研究问卷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存在以下待改进
的地方'一是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仍需进一步细化$以完善测量指标体系(二是可进一步研究家庭经济资
本在认知能力和个人主观社会地位模型中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以构建基于调节作用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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