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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阶层间代际流动：社会成员的阶层地位在代际之间的变动。
2、代际流动总流动率：( 简称代际流动率) 是指代际流动占所有情况( 包括代际流动与代际继承) 的比例。

相关概念：

代际流
动分类 

相对流动

控制父代与子代的阶层结构

以后所发生的代际流动称为

相对流动。相对流动是衡量

社会开放性的直接指标，通

常用关联系数来测量。

结构流动
由阶层结构变迁引发的代际

流动称为结构流动

选题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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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化趋势：目前有两种结论予以解释

1）工业化理论：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在整个社会理性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况下，

社会将逐渐打破一切阻碍流动的障碍，代际流动的机会将大量增加，代际流动的总流动率会

持续上升。

2）直接反对或修正的观点：工业化水平不同而出现的代际流动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结构流动上，

不同社会的相对流动率则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普遍性; 虽然不同社会的代际关联程度有所不同，

但社会成员的机会模式大致相同，即以继承性和短距离流动为主

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化机制：结构变迁机制、社会选择机制和社会构成机制

1）社会结构机制认为，工业化发展会导致社会劳动分工结构持续、迅速地变化和分化，并由

此带来劳动人口的重新配置。

2）社会选择机制认为，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流动率增长不仅仅是由于社会结构的改变，更重

要的是源于社会选择标准的转变。

3）结构变迁机制与社会选择机制共同组成了社会构成机制，即不同的经济部门对绩效主义原

则的遵循程度是不同的。

两个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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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基本问题

工业化理论的反对者：

在所有的社会中，包括在工业化社会中，社会的精英阶层为了维护、扩大和延续自身的地位和资源

优势，都会通过各种方式使自己的社会地位继续保持并在代际间传递下去，如社会封闭、文化再生

产、财产继承等。

即使工业化的发展使得绩效主义原则不断扩散，但是再生产机制的强化则会抵消这种扩散带来的流

动效应，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维持稳定，相对流动率也不会随着工业化发展而上升。



当代中国阶层间的代际流动

ü 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

ü 总流动率持续提升

ü 相对流动率N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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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阶层间
的代际流动性

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
1、数据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2006、2008、2010、2012、2013、2015共 6 年的数据和 

1996 年“社会结构与社会现代化”的数据。

2、阶层结构划分：根据被访者调查时点的职业和 14 岁时父亲的职业，划分出 5 个职业阶层：

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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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处理：采用出生同期群进行趋势分析

本文假定个体的职业在 30 岁及以后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将样本的年龄限定为 30 － 65 岁，并将全体样本划分为 

1936 － 1947 年、1948 － 1959 年、1960 － 1969 年、1970 － 1977年、1978 － 1985 年五个出生同期群。根

据本文的假定，这五个同期群最终的职业地位获得时期分别在 1966 － 1977 年、1978 － 1989 年、1990 － 

1999 年、2000 － 2007 年、2008 －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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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流动率的持续提升

总流动率则持续上升，主要取决于结构

流动率的提高，而结构流动率的提高又

主要是因为社会职业结构变迁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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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机制1：

随着职业技术的发展与科层组织的膨胀，

社会对专业技术人员与办事人员的需求

增加，而我国教育规模的扩张则为此提

供了大量高素质劳动力。



12

代际流动的跨国
比较

阶层间代际流动
的效应

结论与建议

研究背景

当代中国阶层间
的代际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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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机制2：

经济体制的转型同样加快了社会职业结构变迁。体制转型首先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管理制度

的变化( 特别是从国家分配到自主择业政策的转变) 与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得城市与农村大量的剩余

劳动力能够相对自由地迁移。与此同时，私营经济部门的迅速崛起则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13

代际流动的跨国
比较

阶层间代际流动
的效应

结论与建议

研究背景

当代中国阶层间
的代际流动性

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



14

代际流动的跨国
比较

阶层间代际流动
的效应

结论与建议

研究背景

当代中国阶层间
的代际流动性

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

相对流动率的变化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代际流动的相对流动率呈现出一个先下降、再上升、最后又出现下降的倒 N 

型过程。在本文看来，相对流动率的升降主要取决于绩效主义原则的扩散效应与再生产效应的相对

强弱，而这两个效应具体体现在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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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初期( 1978 －1989 年)：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平均主义政策与政治运动，对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

较大程度的重组，出现了所谓“去分层化”的现象，使得当时的社会出现了较高的相对流动率。

1）从教育获得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教育机会不平等显著增强；

2）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在改革初期，由于并不存在一个相对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大部分人的

工作仍由国家统一安置，个人很难自主选择工作或更换工作。

注意：此时发挥影响的家庭资源主要是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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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中期( 1990 － 2007 年)：

阶层间代际流动上表现为相对流动率持续增加，社会开放性不断扩大。

在本文作者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时期“唯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则的迅速扩散。

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绩效主义的扩散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而在教育领域，再生产机制的作

用依然很强。

其一，经济体制转型催生了一个日益庞大的私营经济部门，相比于国有部门，私营经济部门面临着

更大的市场竞争压力，更加追求绩效最大化，因此私营经济部门更有可能唯才是举，家庭背景的影

响也就更弱。

其二，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子女在城市中就业更加方便，也更有可能获得高于

其父辈地位的工作。随着城镇户籍劳动者的比例增加，整体的相对流动率也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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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中期( 1990 － 2007 年)：

与劳动力市场不同，在同一时期，绩效主义原则并没有在教育领域得到有效扩散。虽然个人能力始

终是教育选拔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择优录取”的选拔原则在此时期并没有增强。大量研究表明，

在教育扩张过程中，精英阶层因为占有更多社会资源( 包括文化、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资源) ，通过

文化再生产、资源转化、理性选择等各种机制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扩张所增加的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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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趋势：
当代中国的社会开放性的扩大并未一直持续下去。本文的分析表明，最近几年，相对流动率再次下降。

1）其一，持续扩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也在不断扩大

。以收入不平等为例，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 1980 年的 0. 23 持续增长到 2008 年的 0. 491，此后

虽略有下降，但依然保持在 0. 46 以上。随着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增加，某些社会阶层相对于其他社会阶

层的资源优势扩大，从而强化了再生产结果。

2）其二，市场机制在非经济领域的扩散，使得家庭资源在这些领域中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大。

从教育领域来看，目前在各个教育阶段，都有获得教育机会的市场途径，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区房、高

中阶段的择校费或赞助费、大学阶段自费留学等等，还有在各个阶段都存在的培训班、补习班等。

从婚姻领域来看，无论是自致性同类婚还是先赋性同类婚，近年来都有所回升 ，很多人相信“干得好不

如嫁得好”，在择偶的时候越来越看重对方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济实力，而匹配的婚姻对象及其家庭也

有助于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维持或提升。婚姻匹配的上升将使得借助婚姻向上流动的路径变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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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流动的跨国
比较

代际流动程度的跨国比较

理论三

选定包括欧洲、美国、日本等在内的 10 个市场转型国家和 10 个发达国家，所有国家的代际关联系数均显

著大于 0，说明在这些国家中，代际继承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中国的代际关联系数位于第 17 位，仅稍

高于美国、芬兰和瑞典，因此，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相对较高。

上述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程度都比中国更高，按照工业化理论的推论，这些国家的相对流动率应该高于中国，

但结果并非如此，说明中国的再生产机制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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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教育系统的标准化程度相对

较高；

2）从文化观念来看，自古以来，中

国文化就非常推崇教育，正所谓“万

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

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中国父母

普遍具有较高的教育期望。

教育不平等程度相对其他国家低
1）户籍制度固然阻碍了农民进城务

工，却也“意外地”造成了城乡之间

的长距离代际流动。

2）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得大量农村劳

动力得以进城务工，实现短距离流动。

城乡流动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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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流动的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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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流动变化趋势的跨国比较

三个转型国家匈牙利、捷克和俄罗斯的代际关联系数拥有与中国相近的 N 型变化趋势。

三个西方发达国家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代际关联程度却有着几乎相反的变化趋势。

样本选择

比较结果

本文选择了样本量较多的匈牙利、捷克、俄罗斯、德国、法国和美国 6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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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变化趋势之所以不一致，其根本原因在于：前者经历了市场经济体制

转型。

在市场化改革前，转型国家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代，往往都施行了较为激进的“去分层化”

政策，这些政策使得当时这些社会的代际流动率比其他国家更高。市场化改革初期，这些“去分

层化”政策首先被取消，在这些社会中以前被抑制的再生产机制重新发挥作用

。许多关于东欧国家的研究发现，最先抓住市场改革机遇、成功转型为新社会精英的往往是那些

原再分配精英，特别是有文化资本的再分配精英。

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在经济结构变迁与经济体制转型共同作用下，“唯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

则迅速扩散，因而社会中下层的子女也能够在扩大的市场化机会结构中受益，实现向上流动。

当市场化改革逐渐进入稳定的阶段，市场经济日渐完善，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在改革过程中逐渐成

型，新的精英阶层就成为主要的既得利益群体。此时，转型国家可能会如同其他具有成熟市场经

济的国家一样，出现以市场能力为基础的结构壁垒，阻碍跨阶层的代际流动，因而社会开放性会

再度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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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间代际流动
的效应

幸福感

模型设定：

1）DＲM 的基准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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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间代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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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设定：

2）允许权重随阶层的不同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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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间代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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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

模型设定：

3）添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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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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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间代际流动
的效应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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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感



研究背景

代际流动的跨国
比较

阶层间代际流动
的效应

结论与建议

当代中国阶层间
的代际流动性

33

阶层间代际流动
的效应

冲突感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

复制您的文本后，在此框中选

择粘贴，并选择只保留文字。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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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间代际流动
的效应

结论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

复制您的文本后，在此框中选

择粘贴，并选择只保留文字。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

在当代中国剧烈转型的背景下，代际向上流动对个体的幸福感、公平感和冲
突感具有独立的流动效应，可以通过为个体提供社会地位上升的机会而显著
地增强个人的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并有缓解社会冲突感的效用。代际
向下流动虽然会显著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但是并不会降低个人的社会公
平感，甚至同样可能削弱社会冲突感。



结论和建议

ü 结论 ü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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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代际流动的跨国
比较

阶层间代际流动
的效应

当代中国阶层间
的代际流动性

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论

1）从历时比较来看，在工业化与体制转型的影响

下，40 

年来中国职业结构持续发生变化，由此使得代际

流动的总流动率持续上升。与总流动率不同，相

对流动率则呈 N 型变化。

2）向上流动显著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公平感，缓

解冲突感，而向下流动虽然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

但并非如人们一般所想象的那样消极。

从跨国比较来看：

其一，中国代际流动的相对流动率比大多数转

型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都要高，说明中国目前

的社会开放性在世界上还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机会不平等较

低以及城乡之间流动较频繁。

其二，中国代际流动的变化趋势与其他转型国

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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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代际流动的跨国
比较

阶层间代际流动
的效应

当代中国阶层间
的代际流动性

结论与建议

建议

当代中国社会的代际关联强度在最近十年中有所回升，这意味着代际

流动机会的减少，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固化和封闭。继续推进和深化改

革，探索有效的社会政策，破除阻碍社会开放的社会经济制度，进一

步畅通社会流动的渠道和促进流动机会的公平就显得尤为重要。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