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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系统阐述，并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6年进行
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GSS2006，CASS）数据，以“社会和谐稳定”为主题，运用科学严
谨的研究方法，全面分析了当前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展状况、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研究了我
国当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阶级阶层结构、利益矛盾和冲突，探讨当前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种影响因素
，对中产阶层、农民工群体、贫困群体等进行了专题阐述。
其研究成果提供了众多新的发现，对于深刻地认识社会运行规律、把握社情民意、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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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社会和谐稳定认识的影响因素分析　　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组成的空前巨大
的社会变迁，在近30年的时间里集中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这使不同区域、不同阶层
、不同年龄代、不同教育水平、不同收入水平和收入来源的人群，对涉及社会稳定的各种问题，在认
识上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差异，给这些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
准确把握这些差异，理解影响人们的相关社会认知、感受和态度形成的因素，是全面把握与和谐稳定
相关的社会心态和舆情的需要。
本章基于本书第二章描述的与社会和谐稳定相关的主要社会认知、态度和感受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从中寻找这些认知、态度和感受的影响因素。
　　一 方法与变量　　本章的目的，是定量地分析人们的社会和谐感、社会稳定感以及其他重要的相
关社会态度的影响因素。
因此，我们将主要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所采用的模型主要有两种：一是线性回归模型，用于各种被
指数化的社会态度变量（指数化的方式见第二章）；二是logistic回归模型，用于非指数化的二分变量
。
作为自变量进入各个回归模型的因素，一般包括两个变量集合，即客观变量集合和主观变量集合。
鉴于这里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探索性（迄今为止，我们还很少看到有关本章研究的社会态度的系统研究
成果和理论概括），什么变量能够进入模型，是一个尝试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最终被保留在模型中的变量包括两类，一类当然是其影响在统计上显著的变量；另一类
变量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删除它们将会导致模型解释力的损失，因而也被保留下来。
还有一些变量，原本预期它们会对某种社会态度产生影响，但在尝试过程中发现，它们既未能产生统
计上显著的影响，将它们删除后也不会导致模型解释力损失，甚至可使解释力有所增强，因此，它们
在模型中不具有统计意义，最终将被从模型中删除。
　　客观地说，人们的社会态度通常会受到很多情境性的不确定因素影响，因此，本章的分析可能难
以找到使这些社会态度得以形成的决定性分析结果，我们只能认为，这些分析所发现的，只是人们咯
种社会态度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
　　由于本章的定量分析将涉及大量变量，而且许多变量将以相同的形式被反复利用，因此有必要对
这些变量做出统一说明——这样做至少可以节约篇幅。
　　1.客观变量集的构造　　所谓客观变量集，由四组标志被调查者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状况的变量组
成。
　　一是被调查者的人口一文化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和宗教信仰。
年龄和文化程度是连续变量，其中文化程度以被调查者从小学起到调查时止所接受的正式教育年数（
上学年数）表示。
性别、政治面貌和宗教信仰被设置为虚拟变量，对于性别，设男为1，女为0；对于政治面貌，简单地
分为中共党员（设为1）与非中共党员（设为0）两类；对于宗教信仰，也简单地分为有宗教信仰（设
为1）与无宗教信仰（设为0）两类。
　　二是被调查者的空间分布变量，包括两个基本划分维度，即地区与城乡。
地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以西部为参照，即西部设为0，东部与中部分别设为1；城乡分为地
级市以上城市（简称城市）、县级市（区）以下城镇（简称县镇）与农村，并以农村为参照，即令农
村等于0，城市和县镇分别等于1。
这样就有4个空间分布虚拟变量：东部、中部、城市、县镇。
另外，在有些情况下，回归模型还会包含这四个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形成另外4个空间虚拟变量，即
东部城市、中部城市、东部县镇、中部县镇。
　　三是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包括户籍身份、流动状况和职业阶层地位以及社会保障状况。
户籍身份以农业户籍为参照组，即农业户籍设为0，非农业户籍设为1。
流动状况以在本乡镇街道工作生活的被调查者为参照组，即调查时跨乡镇工作生活的被调查者被视为
处于流动状况（设为1），而在本乡镇工作生活的视为不流动（设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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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阶层地位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划分方式，分为国家与社会管
理者、企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
工人、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这样十个职业阶层（陆学艺，2004），并以无业失业半失业
人员作为参照组（设为0），其余9个职业阶层分别设为1，构成9个虚拟变量。
社会保障状况变量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费用报销。
对于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均以未参加者为参照组，未参与者设为0，参与者设为1；关于医疗报销情
况，我们的调查设计了一个四级测量尺度，即完全自理、能报销一点、能报销一半以上、能报销70％
以上，我们以完全自理者为参照组，在模型中将其设为0，另外三个尺度分别设为1，形成三个虚拟变
量。
　　四是被调查者家庭经济状况变量，首先当然是人均家庭收入、人均家庭财产、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均以千元为单位。
同时，考虑到近年来对住房、教育和医疗问题，社会反应较为强烈，我们也将人均住房支出比重（％
）、人均教育支出比重（％）和人均医疗支出比重（％）作为备选的客观变量，根据其回归模型中的
价值进行取舍。
　　2.主观变量集的构造　　本章的研究涉及大量主观变量，包括以下若干组。
　　一是个人和家庭生活状况相关变量，包括家庭生活压力感、过去五年生活变化评价、未来五年生
活变化预期以及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认同。
关于生活压力感，本次调查设计了11个相关问题，包括家庭收入低的压力、住房压力、子女教育费用
压力、医疗支出压力、家庭养老压力、下岗失业压力、人情支出压力、家庭矛盾压力、邻里矛盾压力
、社会风气压力和社会治安压力，并运用四级尺度对被调查者的压力感进行测量。
由于变量较多，为了简化，在整理数据的过程中，我们假定测量尺度是定距尺度，舍弃“说不清”答
案，然后进行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0检验值为0.714，Bart1ett球形检验值为6613.01，自由度为45，显著度小于0.01
；正交旋转后获得三个因子。
第一因子包括6个变量，家庭收入低的压力（因子载荷0.703）、医疗支出压力（0.594）、住房压力
（0.565）、下岗失业压力（0.549）、家庭养老压力（0.545）、子女教育费用压力（0.523），这些压力
所反映的都是物质生活层面的不足，故命名为“物质生活压力”。
①第二因子包括社会风气压力（0.828）和社会治安压力（0.828），它们反映的是社会生活环境问题，
故命名为“社会生活环境压力”。
第三因子包括家庭矛盾压力（0.800）和邻里矛盾压力（0.762），它们反映的是家庭一邻里人际关系紧
张造成的生活压力，故命名为“家庭一邻里人际关系紧张压力”。
三个因子累计解释48.3％的总变异量，不是很理想，应与测量尺度的精度有关。
基于这一分析结果以及原始测量值，我们构建了三个新的综合生活压力变量，即物质生活压力感、社
会生活环境压力感和家庭一邻里人际关系紧张压力感。
鉴于经因子分析获得的标准化分数不易解释，我们仍然根据原始四级测量尺度将三个因子指数化，对
于每个因子，在构造指数值时，还根据所包含的原始变量的因子载荷量并以最低载荷为1进行加权（
下同）。
关于最近五年生活变化评价和未来五年生活变化预期，调查时采用了五级尺度进行测量，即上升很多
、略有上升、没有变化、略有下降、下降很多。
为了分析的目的，我们对测量尺度进行了改造，即令上升很多=2，略有上升=1，没有变化=0，略有下
降=-1，下降很多=-2，并视之为定距尺度，进入回归模型。
关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本次调查也是采用五级尺度测量，即下、中下、中、中上与上，由于难
以把这个五级尺度简化为二级尺度从而形成一个二分变量，我们将根据分析的需要，在将其设为模型
的自变量时，以“下”为参照，把其余四个等次重构为四个虚拟变量；而在对地位认同本身的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时，则假定这个五级尺度是定距尺度。
　　二是社会生活环境相关主观变量，包括社会安全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以及社会冲突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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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安全感，本次调查设计了覆盖财产安全、人身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食品安全、劳动
安全以及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的七个问题，并采用四级尺度对被调查者的安全感进行测量。
因子分析表明这七个方面的安全感不可分开，因此我们根据原始测量分值构建了一个综合安全感测量
指数。
　　为了测量被调查者的公平感，我们在调查问卷中首先设计了13个问题，对13个社会经济政治生活
领域的公平性进行四级尺度的主观测量，然后要求被调查者对总的公平情况做出一个总体评价。
13个领域分别为：财富及收入分配，财政和税收政策，工作与就业机会，每个人的发展机会，高考制
度，干部提拔，公共医疗，义务教育，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司法与执法，不同地区（行业）之间的
待遇，城乡之问的待遇，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
按照与生活压力感分析相同的假设和方式，我们对这13个变量进行了因子分析，以减少变量数目。
分析结果显示，KM0检验值为0.887，Bart1ett球形检验值为20006.839，自由度为78，显著度小于0.01，
经正交旋转也萃取到了三个主要因子。
第一因子包括以下六个变量，即义务教育（0.664）、高考制度（0.617）、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0.612
）、司法与执法（0.595）、公共医疗（0.581），以及干部提拔（0.552）。
它们本质上是涉及公民权利的几个基本制度安排，故命名为“公民权利制度公平感”。
第二因子包括四个变量：工作与就业机会（0.757）、每个人的发展机会（0.700）、财富及收入的分配
（0.619）、财政和税收政策（0.600）。
可以看到，这四个变量反映的实际上是机会和财富分配的问题，财税政策实际上也是一种分配制度。
因此我们把这一因子命名为“机会与财富分配公平感”。
第三因子包括其余三个变量：城乡之间的待遇（0.823）、不同地区（行业）之间的待遇（0.742）、养
老等社会保障待遇（0.610）。
养老保障待遇被纳入第三因子而不是第二因子，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三种社会保险（保障）的城乡、区
域差异相当显著，因而社会保障待遇的公平性问题与城乡、地区待遇公平性问题高度相关。
我们将该因子命名为“城乡一地区待遇公平感”。
我们以三个因子所涵盖的原始变量的四级测量分值为基础，以它们的因子载荷为权数，构造了三个新
的指数化的公平感变量。
而被调查者关于中国社会总体公平状况的评价，在作为自变量进入模型时，则将采用虚拟变量形式（
“很不公平”=0，其他评价等级=1）。
　　另外，考虑到致富是当代中国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生追求，而且也已经出现一个规模可观的先富
者群体，社会财富分配也因此出现越来越大的分化。
而先富者得以致富的因素，也复杂多样，其中有公平的，也有不那么公平的。
本次调查特别对此进行了测量。
关于个人致富的影响因素，我们在调查中向被调查者提供了以下10种可能的原因：以不正当的手段赚
钱，自身的致富能力强，自身的努力拼搏，家庭背景好，教育程度高，运气好或者风水好，有重要的
人际关系，一些人贪污腐败、侵吞国有／集体资产，政府对富人征税过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
策导向。
调查分两步进行，首先让被调查者判断这些因素在先富者致富过程中是否存在，然后运用四级测量尺
度对他们认为存在的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判断。
我们对两步调查的答案进行归并，即令不存在=0，并将结果加入对被调查者关于影响程度的判断之中
。
这样，我们就获得一组新的致富影响因素变量。
为了减少变量数，我们假定测量尺度是定距的，进行因子分析（舍弃“运气或风水”题，且即便将其
纳入分析，其因子载荷也小于0.5）。
分析结果显示，KM0检验值为0.858，Bart1ett球形检验值为11737.67，自由度为36，显著度小于0.001。
SPSS程序按默认特征值大于1自动输出的因子萃取结果有两个主因子，第一因子包括：一些人贪污腐败
和侵吞国有／集体资产（0.755）、以不正当手段赚钱（0.726）、政府对富人征税过少（0.692），以及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0.640），第二因子则包括除运气好或风水好之外的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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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因子所包含的五个因素其实存在社会学上的性质差异。
因此我们指定萃取三个因子，经正交旋转，原来的第二因子被分解为两个因子，新的第二因子包括自
身努力拼搏（0.783）、自身致富能力强（0.708）和教育程度高（0.523）；第三因子包括有重要人际关
系（0.793）和家庭背景好（0.706），其特征值为0.850，大体可接受；三个因子共计解释57.5％的总变
异量。
根据各个因子所包含的因素的性质，我们把它们分别命名为“政策偏向和制度缺陷因子”、“人力资
本因子”和“社会资本因子”。
这里同样根据原始四级测量分值，并以因子载荷为权数，构造了三个指数化的先富者致富影响因素认
知变量。
应当指出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力资本因子”在现代社会更多是“公平”导向的，“政策偏
向和制度缺陷因子”更多是“不公平”的，“社会资本因子”的社会价值介于二者之间。
　　关于社会冲突感，本次调查涉及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对被调查者关于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测量，第二层次是对被调查者
关于社会群体利益冲突未来激化的可能性感觉的测量，第三层次是对被调查者冲突行为的考察。
前两个层次的测量都运用四级尺度。
关于社会冲突存在程度的测量，在作为自变量进入模型时，为了更加忠实于原始数据，我们以“没有
冲突”为参照，分别将“有一点冲突”、“有较大冲突”和“有严重冲突”合并为“强冲突感”，设
前者为0，后者为1。
关于社会群体利益冲突未来激化可能性的判断，我们将仅仅分析它的影响因素，因而将其重构为一个
二分变量，即把“绝对不会激化”和“不大可能激化”合并为“弱可能性”判断（所有认为不存在利
益冲突的样本将被归入这个类别），把“可能会激化”和“绝对会激化”合并为“强可能性”判断，
然后设前者为0，后者为1，构成一个虚拟变量。
关于人们的社会冲突行动，本次调查选取了中国目前比较常见的12种社会矛盾冲突，包括政府有关部
门乱收费；学校乱收费；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医患纠纷；司法不公，执法粗暴；下岗失
业没得到妥善安置；贪污腐败，侵占国家集体资产；拖欠、克扣工资，超时工作；工作环境恶劣，老
板、经理管理粗暴；社会保障纠纷；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生活；购房等大额消费中的纠纷。
调查要求被访者回答他们是否听到过、见到过、亲身经历过这些矛盾纠纷，以及他们了解到的或者亲
身经历时所采取的解决矛盾纠纷的办法及其效果。
为了尽可能简化分析，我们利用部分信息，构造了几个新的综合变量。
首先是这12类常见社会矛盾冲突的总知晓率和参与率。
参与率是指被调查者亲身经历的社会矛盾冲突类别数占总类别数（12类）的比例，知晓率则是他们通
过耳闻目睹、媒体传播和亲身经历而切实知道其发生过的冲突类别数占12类冲突的比例。
另外，我们还发现，这12类冲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组，一组直接与公权力行为不当相关，这里称之为
公权力冲突，包括政府部门乱收费，征地、拆迁、移民以及补偿不合理，司法不公、执法粗暴，贪污
腐败、侵占国有集体资产；一组直接与各种用人单位相关，这里称之为劳动关系冲突，包括以下四类
：下岗失业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拖欠克扣工资、超时工作，工作环境恶劣、老板或经理管理粗暴，社
会保障纠纷；一组则是涉及公益领域的矛盾纠纷，这里称之为公益型冲突，包括学校乱收费、医患纠
纷、环境污染纠纷、购房等大额消费纠纷。
基于原始四级测量分值，这里也形成了三个新的指数化的冲突行动变量。
　　三是关于政府的态度，包括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对各级政府和部门的信任度以及县（县级
市、区）、乡镇街道和村（居）委会三级干部与当地居民之间关系的融洽程度。
关于被调查者的社会信任感，本次调查设计了12个相关问题，分别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府新
闻媒体、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信访机构、法官和警察、互联网信息、小道消息、宗教组织、行业／
专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维权组织、环境保护等社会公益组织。
因子分析显示，信访机构的因子载荷过小，不足以加入分析模型。
因此，在舍弃信访机构的社会信任度变量后重新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KMO值为0.787，Bartlett球
形检验值为7180.474，自由度为55，显著度小于0.001；经过正交旋转，萃取了三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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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因子包括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0.756）、政府新闻媒体（0.749）、地方政府（0.652）、中央政府
（0.622）、法官和警察（0.532），显然可以将这个因子命名为政府的社会信任度；第二因子包括消费
者协会等维权组织（0.838）、环境保护等社会公益组织（0.822）、行业／专业协会（0.500），可以将
其命名为社会组织信任度；第三因子包含小道消息（0.744）、宗教组织（0.672）和互联网（0.631），
我们将其命名为宗教组织和其他非正式组织的社会信任度，三个因子累计解释了54.5％的总变异量。
相应地，我们按照前面提到的方式构造了三个新的指数化变量。
关于被调查者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我们也设计了10个问题，分别考察被调查者对地方政府在医
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救助、义务教育、环境保护、科技发展和推广、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维护社
会治安、依法办事、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公正这10个方面的工作的满意度。
按照与前面相同的假设和方法，我们做了因子分析，其KMO检验值为0.895，Bart1ett球形检验值
为14902.74，显著度小于0.01，累计解释54.2％的总变异量。
经正交旋转，萃取到两个因子。
第一因子覆盖了树立良好社会风气（0.740）、依法办事（0.707）、维护社会治安（0.702）、发展经济
（0.698）、实现社会公正（0.693）、科技发展和推广（0.676）以及环境保护（0.509）这七个原始变量
。
概括地说，这个因子的本质含义是“秩序、公正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因以此命名该因子。
第二因子覆盖其余三个变量，即医疗卫生服务（0.793）、社会保障和救助（0.740）与义务教育（0.685
），其本质含义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发展”，因即以此命名该因子。
两个因子累计解释了54.2％的总变异量。
相应地，我们仍按前述方法构造了两个指数化的新变量，即“秩序、公正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满意度”
和“社会发展满意度”。
同时，本次调查还设计了三个问题，对县（市、区）级、乡镇街道级政府干部和村（居）委会干部与
居民关系的融洽程度进行测量。
我们也基于四级测量尺度，构建了一个指数化的综合变量，即县乡村干部与居民关系融洽度。
　　此外，本次调查还对人们关于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看法进行考察，结果可以视为表达了
人们对国家未来的信心。
调查方法是设计五个相关命题并征询人们对这些命题的同意程度。
这五个命题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暂时的”；“党和政府是有办法管理好我们
国家的”；“我相信下一代的生活会比我们好”；“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值得骄傲”；“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总体状况是很好的”。
基于原始四级测量分值，我们构造了一个综合的社会经济发展信心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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