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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民众的心理感受和社会心态等方面的主观感知状况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1][2][3]，诸多研

究发现我国近二十年来物质生活的改善并没有同步带来人们主观感受的提高[4]。面对这种客观与主

观相脱离的情况，学界普遍以“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进行解释，即人们虽然在物质上得到提高，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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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前我国社会存在人们主观意识同他的客观位置相分离的现象，社会比较理论成为解释这

一现象的重要视角。探寻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剧烈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范围正在

发生变化。本文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在区分了“局部参照”和“总体参照”后，选择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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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照群体进行社会比较后则会觉得自己没有获得好处[1]。

那么，人们如何选择其参照群体？这首先需要探讨参照群体所处的“参照范围”在社会转型过程

中变化情况。所谓参照范围可以看作人们在观念中认为同自身有关联的一系列群体的集合。参照群

体来自参照范围，受到参照范围特点的制约。人们在选择具体的参照群体时可能会受各种现实因素

影响，但参照范围则由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塑造，是较为稳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在中国

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了深刻地转变，不但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群体变化了，参照群体所属的整个

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单位、社区等共同体变为更加广泛或抽象的整个社会[2]。在不同的参照范围中，

人们对自身评价的结果各不相同，从而进一步影响自身的观念或态度。因此社会比较的参照范围应

是研究人们的观念和态度领域的基础议题。

学界对这一基础问题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



社会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7/6· ·

观上将自身与他人或群体进行社会比较而得到的结果对个体的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影响[1]。这些经

验研究虽同样是关注社会比较对于观念的影响，但参照群体的选择却并不统一：有的以日常交往的人

为参照群体[2]，有的以抽象的社会共识为比较对象[3]，由此得出的逻辑和结论也各不相同。

上述两类参照群体的选择，代表了对人们所在社会生活环境的两种不同假设。前者所遵循的，笔

者称之为“局部参照”假设。这是由于在中国的单位改革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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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满意度是关于人们观念或态度研究的常用变量，与阶层位置之间的关系十分稳定[1]，我们可

以通过比较不同参照系下阶层位置影响生活满意度的模型拟合情况，来确定人们主要以哪一类参照

系进行社会比较。由于是比较不同变量的影响，这需要估计一系列模型来比较拟合程度的大小。前

文中我们有很强的理论依据认为以单位类型和世代划分的组内会有较大的同质性，这样会违反独立

性假定，由于个体会同时嵌套于单位和世代之中，因此我们使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Cross-Classi⁃
fied Multilevel Model）来拟合数据[2]。由于层2变量的个数都较小（均为4），为了降低估计偏误，我们对

模型使用约束最大似然估计法（REML）[3]。

考虑到代理局部参照和总体参照的两个变量之间具有非常强的相关性，同时纳入一个模型会产

生严重共线性问题，笔者将估计一个包含各个控制变量但不包含社会比较参照系变量的基础模型，然

后分别估计一个包含全社会参照变量的模型和一个包含居住地参照系变量的模型，通过比较这三个

模型之间拟合度（尤其是后两个扩展模型）来判断不同参照系变量的重要性。考虑到后两个为非嵌套

模型，我们选用BIC方法对模型间的拟合程度进行估计，因为BIC估计既能比较嵌套模型之间的拟合

度也可以比较非嵌套模型的拟合度大小[4]。

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

专题调查”，该调查覆盖在北京市朝阳区、浙江省嘉兴市、福建省厦门市、山东省青岛市、河南省郑州

市、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山市、四川省成都市八城市（区），在八城市（区）按照多阶段分层PPS原则抽取

流动人口样本和本地居民样本进行调查[5]。由于流动人口样本具有选择性，为了尽量避免估计偏误，

本研究仅使用本地居民样本。即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本区（县、市）户口，年龄为15-59周岁的

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除郑州样本数为1999人，中山样本数为1997人；其它每个城市（区）流动人口

样本量为2000人，最终得到的流动人口总样本量为15996人。由于我国规定多数行业女性退休年龄

为55岁，我们选择年龄在55岁以下的样本，剔除分析所涉及到的变量中有缺失值的个案，最终纳入分

析的样本数量有12580份。

3. 变量设置

（1）因变量与核心自变量。本文以生活满意度作为测量人们主观态度的代理变量，这个题项以五

个题项的七点李克特量表来测量[6]，每个题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共有7个点供选择。将各

个题项得分加总，得到生活满意度的总得分，其取值范围在7-35之间，分数越高，反映被访者对自己

的生活越满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不同参照系下的阶层认同。在这次调查中，被访者被要求分别

回答认为自己在“居住地朋友亲戚中”和“全社会”分别所处的社会阶层[7]。1代表最低层，10代表最顶

[1]闰丙金:《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北京〕《统计研究》2012年第10期。

[2]Rabe-Hesketh, S. and Skrondal, A. Multilevel and Longitudinal Modeling Using Stata, Stata Press, 2012:433-441.
[3]王济川:《多层统计分析模型：理论与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8页。

[4]唐启明:《量化数据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128页。

[5]来自2014年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技术文件。

[6]这五个题项分别为：“我的生活在大多数方面都接近于我的理想”、“我的生活条件很好”、“我对我的生活是满意

的”、“迄今为止，我在生活中已经得到了我想要得到的重要东西”、“假如生活可以重新再过一次的话，我基本上不会作

任何改变”。

[7]此题具体问法为：“右边的梯子代表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如果一个人收入最高、职业最好，就处在10；如果

一个人收入最低，职业最差，就处在1。与目前居住地的亲戚、朋友与同事相比，您处在哪个位置？与全社会的人们相

比，您处在哪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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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这样就得到取值在1-10之间的两个变量，这里将它们看做连续变量进行处理。下文中将通过对

这两个变量各自对于因变量生活满意度影响作用大小的比较，以判断当前人们主要在哪种参照系中

进行社会比较。由于都是主观题项，参照范围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由于我们的重

点在参照范围之间的比较，这样参照系同生活满意度的因果关系便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重要的是二

者具有稳定的相关关系。

（2）控制变量。除社会比较的变量外，其它可能影响人们生活满意度相关的变量需要得到控制，

这些变量主要包括：包括：性别、户口、婚否、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职业、劳动身份、收入、流入

城市。（1）性别，由于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平等状况可能影响到各自的精神状态，因此对于性别进

行控制是必要的。本研究以女性为参照群体，得到了男性虚拟变量。（2）年龄，问卷中并未直接问被调

查者的年龄，此变量以调查年份减去出生年份获得。（3）户口，根据人们的户籍情况来测量，此题原来

的选项有四个：农业、非农、农转非、非农转非；笔者将“农转非”和“非农转非”并入“非农”，这样得到一

个两分的类别变量，将农业户口编码为0以作为参照项。（4）婚姻状态，根据人们当前的婚姻状态来测

量，测量结果分为“在婚”（编码为1）和“非在婚”（编码为0）。“在婚”包括初婚和再婚两种情况；“非再

婚”包括未婚、离婚和丧偶三种情况。（5）教育程度，根据被访者最高学历程度进行编码，“小学及以下”

编码为0，“初中”编码为1，“高中”与“中专”编码为2、“大专”、“本科及以上”编码为3。（6）收入水平，

根据调查时点前一个月被访者的月收入来测量。（7）健康状况，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可能通过对于自

己的压力或者焦虑感而影响到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对于个人的健康状况的调查有一个健康自评的题

项：“总体来讲，您的健康状况是？”备选题项为“非常好”、“很好”、“好”、“一般”、“差”。由于选择“差”

的样本非常少，我们将“一般”和“差”合并为“不好”，得到一个四分的定序变量，以“非常好”为参照。

（8）单位类型，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个体工商”四类。（9）世代，分为60后、

70后、80后和 90后 4个世代。（10）居住城市，以调查地所起城（区）来测量，即上文提及的八个城市

（区），以成都为参照。表1为模型分析所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变量描述（N=12580）
变量

生活满意度
年龄
收入(千元)
居住地
全社会
性别 女

男
婚姻状况 单身

在婚
健康状况 非常好

很好
好
不好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学

样本均值/比例
23.4
38.7
3.9
5.6
5.0

39.0%
61.0%
16.7%
83.3%
18.2%
31.2%
31.8%
18.8%
9.0%
33.4%
16.8%
40.8%

标准差
6.2
10.0
4.0
1.7
1.7

----
----
----
----
----
----
----
----
----
----
----
----

变量
户口 农业

非农
世代 60后

70后
80后
90后

单位性质 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私有企业
个体工商

居住城市 北京
嘉兴
厦门
青岛
郑州
深圳
中山
成都

样本比例
41.4%
58.6%
31.3%
31.3%
29.4%
7.90%
16.3%
16.3%
31.1%
36.4%
11.7%
13.9%
12.1%
13.1%
12.3%
11.6%
13.3%
12.1%

四、研究发现

首先，为检验在不同参照系下进行社会比较对于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我们在控制其它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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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分别加入与社会比较相

关的核心自变量，观察其模型拟

合度的变化。模型（1）为基础模

型，包含层一的控制变量和层二

的单位类型与世代两个宏观变

量，考虑到不同世代的个体在不

同单位类型的分布可能有差异，

我们在层二还加入了二者的交互

项。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

加入了在全社会中的阶层位置。

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

了在居住地的阶层位置。模型估

计结果见表2。
在模型（1）-（3）中，控制变量

的参数估计值大小和显著性在 3
个模型中基本稳定。模型（2）在
模型（1）的基础上中加入在全社

会阶层位置，它对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是显著的。以模型（1）为基

准，笔者估计模型（2）对数据的拟

合程度，BIC值为-1641.3（即模型

拟合度的差别 [1]），说明加入总体

参照结构变量后，模型的拟合度

大大提升。

相应的，模型 3在模型 1的基础上中加入了“局部参照范围”，模型（3）的拟合程度同样有很大提

升，BIC值为-1686.4。从上述两个模型与基础模型的比较来看，无论全社会阶层认同还是居住地阶层

认同都极大地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说明对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不仅取决于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客

观地位和个体客观情况，同时取决于个体在主观上与他人的社会比较。

然而，人们在进行社会比较时用的是哪一类参照范围呢？这时我们将比较模型（2）与模型（3）的
拟合度。由于这两个模型的唯一差别是参照范围的不同，即全社会阶层位置和居住地阶层位置。两

个模型之间拟合程度的差异便可以看做是这两个变量的重要程度差异。从BIC的取值来看，我们发

现模型（3）的拟合程度更好（BIC3-BIC2=-45.1），这说明从总体样本来看，尽管二者相差不大，局部参照

是我国居民在内心进行社会比较时更为重要的范围尺度。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了当前局部参照范围在人们进行社会比较时更为重要。但这仅是我

们以总样本估计所得的平均结果，由于样本的异质性，将样本按照不同标准分组可能得到不同的结

果，有助于我们了解更多的机制。

[1]BIC的差异在0-2之间表示两个模型孰优孰劣的证据“很弱”；差异在2-6之间表示有“一定”的证据；差异在6-10
之间表示有“强有力”的证据，差异大于10表示有“很强”的证据。

表2 参照系选择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固定效应
性别（女性=0）
年龄
户口（农业=0）
在婚（单身=0）

初中
高中
大学

月收入（千元）

很好
好
不好

北京
嘉兴
厦门
青岛
郑州
深圳
中山

总体参照
局部参照
截距
随机效应
SD(世代)
SD(部门)
SD(世代*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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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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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仅有一年的截面数据



市场转型背景下居民社会比较的参照范围研究

2017/6 江苏社会科学· ·

体经营的人们，没有与组织或者单位中的固定群体形成共同生活，即没有一个确定的比较范围或群

体，则主观上将自身以较为抽象的标准同社会中的他人进行比较，更倾向于以全社会为自身社会比较

的参照系。然而机关事业单位的结果是，两种参照系都存在，没有显著差别，这个结果确实尚无较好

的解释，可能机关事业单位另有尚未考虑到的特点混淆了结果，这些只好留待日后进一步研究。

五、 结 论

人们的社会态度经由社会比较而产生，当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迁，人们进行社会比

较所依凭的参照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参照范围可能由生活共同体变为全国市场。然而尚未有直接的

证据对这一重要的基础命题进行检验。因此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当前我国居民在何种参照范围中

进行社会比较。我们以生活满意度为例来比较人们选择不同参照系时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当前

人们的比较对象仍在自身所属的单位或生活交往圈内，主要以局部参照为主；然而，当我们分不同世

代进行检验时，发现确实存在参照系随世代变化的趋势：60后和70后倾向于以局部参照进行社会比

较，80后和90后主要为总体参照。

为了探寻这种变化的趋势是由怎样的内在机制所塑造，我们检验了市场化机制，然而结果发现，

从时期效应来看，参照系的差异并非体现在体制内部门和体制外的差别上，而是以是否在组织中工作

为分界点。对此我们认为，在当代社会，公共单位的再分配权力影响其成员的作用减弱，有组织的生

活方式塑造了个体对于群体的认同。在市场化过程中，人们对于市场机遇重要性的认识并不必然影

响其对群体的认同。紧密的日常社会交往是人们形成群体认同的重要因素。

从世代效应来看，参照范围的世代差异则体现了中国市场转型进程对人们观念的影响。在市场

转型之前及前期，由于再分配体制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深深嵌入了组织单位，因此60后、70后习惯于

在同事或亲戚等局部参照范围中进行社会比较；而成长于市场化深化时期的人们则更多直面市场和

竞争，观念上更倾向于将自身放置在全国市场这样的抽象体系中，因此社会比较的特点为总体参照。

当然，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存在许多局限。首先，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对于回答社会变

化趋势时，不得不用世代或单位划分来间接代理不同时间的特点，可能忽略了特定历史背景的时期效

应。其次，由于居民数据从全国八个城市抽取，本文结论只能推广到大中城市的居民，中小城市的居

民和流动人口的情况尚不能确定。第三，本文所提出的两种机制严格来说是一种推论，仍需更多直接

的证据支持。

当前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交通、信息与大众媒体已经十分发达，即使身处偏僻乡村的村

民也有能力通过传媒信息了解外面的世界，也能够利用各种机会到我国的大多数地方去务工。这样

的社会变迁使得人们开拓了眼界，也能够更加敏感地体会到阶层分化的事实，进而影响到他们的主观

态度。为了建构和谐社会，这要求我们要降低社会不平等，同时建立不同群体间的认同，以消减他们

的相对剥夺感。

〔责任编辑：方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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