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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分层新动向

郭未、鲁佳莹、刘林平，2022，《流动时代的健康中国：社会经

济地位、健康素养与健康结果》，《人口学刊》第 2 期。

摘要：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背景下，流动人口在健康层面仍存在诸

多不平等。本文立足社会因果论的结构性视角，基于 2016 年中国流动人

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首先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MLR）考察社会经

济地位对流动人口健康素养的影响，并以二分类概率单位回归模型（BPR）

和零膨胀负二项模型（ZINB）来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素养对流动人

口健康结果的影响。考虑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素养和健康结果之间可能

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还采用工具变量法（Ⅳ）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以得出稳健结果。计量结果显示以教育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人

口的健康素养状况产生显著影响；健康素养对其健康结果亦有显著正效

应，健康素养越高者，其自评健康状况越好，慢性病发生的可能性也越小，

由此在统计上验证了健康素养是理解社会结构与健康不平等之间的一个

重要作用机制。在此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了社会经济地

位及相关政策因素对于流动人口中的两个核心群体（农民工与流动白领）

的健康素养的差异化因果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中的教

育与收入以及社会政策维度的本地健康档案建制对于农民工与流动白领

的健康素养呈现出差异化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 健康素养；健康不平等；农民工；流动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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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2022，《工作流动轨迹与地位获得过程：一个序列分析模

型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摘要：本文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2012 年数据和序列分析技术，从雇

佣地位、单位类型、工作位置三个维度来识别和提炼转型以来中国城镇

劳动力市场中工作流动轨迹的特征和典型类别，并探讨不同轨迹对个体

地位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伴随市场转型，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

工作流动轨迹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发展出四类典型类别——业绩晋升

轨迹、私营蓝领流动轨迹、国企蓝领流动轨迹以及自雇轨迹。这些轨迹

对于个体获得综合社会经济地位和精英地位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本文

提供了从序时性工作流动轨迹解释个体地位获得的分析视角。 

关键词：工作流动；典型轨迹；序列分析；地位获得；

石磊，《中国代际社会流动的变迁——基于多重机制的分析》，《社

会学研究》第 5 期。

摘要：本文构建了一个多重机制的分析框架，对影响中国代际社会流动

趋势变迁的多重机制及相互作用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性还

是女性群体中，从 1960 出生世代到 1980 出生世代均经历了一个代际社

会流动先升后降的过程。就其机制而言，男性代际社会流动初始的提升

源于个人的家庭背景对其终职地位的直接影响下降，后期代际流动的下

降则主要是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和家庭背景的直接影响增强共同所致。

女性代际社会流动初始的上升源于家庭背景直接影响的下降和教育机会

2

3



社会科学杂志

224

第一卷／第一期

Social Sciences Perspectives

获得的平等化，而后期代际地位关联度的反弹则主要是因为家庭背景的

直接影响增强。

关键词：代际社会流动；社会变迁；多重机制；性别差异

二、文化社会学

胡安宁，2022，《“薄”政治文化何以可为——基于认知社会学

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 1 期。

摘要：政治文化研究的“厚”范式强调文化的宏观性、整体性和同质性，

而“薄”范式则强调文化的经验可知、建构主义、环境内生、人际异质

和动态可塑性。然而，“薄”政治文化范式在经验研究中往往以“显式”

的言说作为文化分析基础，从而存在潜在的信息扭曲风险。此外，其对

平均意义上的文化特征的描述也使得“薄”政治文化范式容易退化为某

种中观层面的“厚”政治文化范式。但从认知社会科学的思维进路出发，

认知图式的模式多样性可以被用来直接分析个体政治文化的异质性。而

多种可辨识的认知图式有助于研究者分解宏观层面的经验模式，以达成

宏观—微观之间的联结。通过探索影响图式结构的生活经验因素，研究

者可以展现政治文化图式何以动态可塑。 

关键词：“薄”政治文化；惯习；认知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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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诚、任奕飞，2022，《求助悖论：疾病众筹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

《社会》第 1 期。

摘要：依托于移动互联网的疾病众筹平台改变了传统的疾病社会救助体

系 , 疾病救助的发起方从政府和社会公益组织延展至亿万百姓 , 为社会底

层获得紧急救助提供了新途径。本文利用我国某大型疾病众筹平台上 1 

930 个求助案例 , 探究了疾病众筹目标达成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研

究发现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病患 ,其众筹项目越可能被转发与捐赠、

所筹善款总额和目标完成度也更高。中介效应分析表明 , 线下人际关系

网络在上述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 , 而以文案质量为代表的文化

资本虽有助于众筹成效 , 但并非连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众筹效果的中

介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 , 当求助途径从基于熟人关系的微信圈子扩展

至公共网络平台后 , 筹款效果的地位差异得以显著下降。 

关键词：疾病众筹 ; 健康不平等 ; 社会资本 ; 文化资本 ; 移动互联网 ;

三、经济、科技社会学

杨典、孙子涵，2022，《机构投资者：一项社会学考察》，《学

习与探索》第 8 期。

摘要：作为现代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力量，机构投资者一直备受关注。

在当前金融化的大背景下，梳理 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状况和本土特色，

阐明其发展的社会学机制，无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健发展还是我国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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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都是一个重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议题。基于对美国

等西方国家机构投资者产生和 发展进程的梳理，结合中国金融市场的发

展现状，从金融社会学角度出发，可以发现机构投资者崛起的经济与 社

会影响。中国机构投资者具有本土特色并存在三大问题，应从强化信托

义务、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加强混合 所有制改革、完善内外监管机制四

方面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

关键词： 机构投资者； 投资者结构； 金融社会学； 差序格局

吕鹏 , 周旅军 , 范晓光，2022，《平台治理场域与社会学参与》，

《社会学研究》, 第 3 期。

摘要：数字平台企业参与治理的正负效应是一个重大时代议题。本文从

内部治理、外部治理、共同治理三个亚场域出发，建构了数字平台治理

场域的分析框架，用于理解数字平台企业与国家、市场、社会的四角关系。

本文主张，从企业自主性出发，辩证看待平台企业参与社会治理带来的

效能。促进平台善治，关键还是通过完善国家对平台的治理形成外部结

构性压力，促进企业内生治理变革，形成可持续的共同治理模式。社会

学家的使命不仅包括预测，更需要带入行动方案。

关键词：平台治理； 企业社会创新；企业自主性； 数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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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新就业形态与不稳定就业

朱迪，2022，《新业态群体的成长与共同富裕》，《学海》第 1 期。

摘要：伴随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 , 一批从事新职业和灵活就业的群体异

军突起 , 特别是其中的城市青年和进城农民工将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的重点人群。本文从劳动社会学、社会分层以及代际社会学等理论视角 ,

使用全国新职业青年调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等数据 , 考察这一群体

的发展特征、存在困境以及诉求等 , 试图为 " 扩中 " 提出政策思路。首先

是中等收入特征 , 骑手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从事传统行业的农民工 , 不同

指标测算显示 60% ～ 80% 的骑手属于中等收入群体 ; 其次是不稳定特征 ,

骑手职业的 " 高收入 " 其实是建立在 " 高强度 "" 低保障 " 的基础上的 , 因

而其职业发展呈现焦虑性和短期性 ;第三是灵活性追求 ,重视工作与生活、

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理解新就业青年乃至整个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和行为 ,

是理解新兴就业群体、做好稳就业保民生工作的关键。基于实证分析 , 本

文强调既要重视就业稳定性也要重视就业灵活性的 " 扩中 " 思路 , 在稳就

业稳收入的同时也要适应灵活性和流动性。建议创新完善新业态劳动关

系认定、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推进职业培训和素质培养等措施 , 从而

切实促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成长和发展、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关键词：新业态；新就业；青年；中等收入群体；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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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斌，2022，《稳定化与结构化——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劳

动力市场变化（2006-2017）》，《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摘要：本文探讨了 2006 － 2017 年中国不稳定工作的变化趋势。 研究发现，

随着国家对劳动力市场干预的增强，雇主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

要求的冲突凸显。 雇主一方面通过增加稳定工作来满足国家政策的合法

性要求，另一方面则通过削减不稳定工作者的劳动成本来平抑因稳定工

作者的增加所导致的劳动成本上升，从而加剧了“稳定—不稳定”二元

结构的分割。由于私有单位面临的合法化与绩效最大化张力更强，上述

两个过程在私有单位内更明显。

关键词：不稳定工作；劳动力市场分割；稳定化；结构化；

五、研究方法

句国栋、陈云松，2022，《图形的逻辑力量：因果图的概念及其

应用》，《社会》第 3 期。

摘要：本文旨在系统性地引介因果图方法，一种社会科学领域新近发展

起来的探究因果推断的非参数估计工具。首先对因果图的基本概念和构

型进行介绍，讨论变量之间不同“通路”对应的开启和阻断规则及因果

推断中的三种偏差来源 , 即混淆偏差、过度控制偏差、内生性选择偏差。

在此基础上 , 本文将因果图框架与现有定量社会科学研究中基于回归模型

的因果推断方法思路进行融合 , 结合实际案例使用因果图阐释包括遗漏变

量、样本选择、自选择及联立性在内的四种内生性问题，并对多元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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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匹配、代理变量、实验、工具变量、面板模型等因果推断方法的运行

机制进行了图形化。最后 , 本文使用因果图厘清一些关于因果推断的不准

确理解。

关键词：因果图；非参因果推断；混淆误差；过度控制；内生性选择偏

差

唐斌斌，2022，《被访者驱动抽样：基于多种方法的估计诊断》，

《社会》，第 1 期

摘要：本文利用 RDS 样本数据，使用 RDS 估计器、收敛图、瓶颈图、

经纬度信息等，对违反“随机招募假设”的 RDS 估计进行综合诊断。诊

断结果表明，适度违反“随机招募假设”并不会导致严重的 RDS 偏差，

RDS 估计仍然是有效的。因此，本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多种诊断方法的

实际操作及判断假设违反适度的可能标准，为国内研究者理解 RDS 方法，

推动和发展 RDS 抽样和统计估计提供了思路。

关键词：被访者驱动抽样；RDS 估计；随机招募假设；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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