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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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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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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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