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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 “文化资本”概念，认为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具有

显著的独立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高学历和艺术修养、休闲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具有独立

的净效应，这预示着文化是阶层认同形成的重要机制。随着消费社会的深入，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的

影响显示出较强解释力。加大文化资本投资，缩短群体间的文化资本差距，将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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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阶层认同及其形塑，是分析社会阶层化现象的重

要维度。但相较于地位获得的大量研究，目前国内学

术界有关阶层认同研究积累仍然较为薄弱。近年来，

有关阶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不断受到学者的关注。他

们沿着西方学者的分析路径，从探讨客观社会经济地

位和阶层认同是否一致开始，逐步分析了居住空间、
生活方式、交往方式、［1］住房、［2］参考群体的相对剥

夺感、［3］消费方式［4］等对阶层认同的影响。这些研究

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对于探究中国社会背景下的

阶层认同形成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需要指出的

是，这些研究也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已有研究要么

整体上忽视了阶层意识的文化维度，要么只是部分关

注。尚缺一个从文化角度研究阶层认同较为系统的研

究。尤其是消费社会来临之后，生活方式、文化消费

对阶层认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此，笔者拟尝试从阶

层认同研究的文化传统着手，结合大陆消费社会中日

益形成的品位与生活方式的社会区隔，以布迪厄的文

化资本理论为视角，在理论上探究文化资本作用于阶

层意识机制的同时，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以期能

略微推进阶层认同研究的文化维度。
阶层认同的理论研究发端于马克思关于“自在阶

级”和“自为阶级”关系的经典论述。前者指生产

过程中相似阶级处境的个人和群体; 后者指相似客观

阶级地位的社会行动者感受到生产关系中的不公平待

遇，发展出阶级意识，进而从事社会抗争和政治运

动，以寻求自身的阶级利益。因此，从客观阶级地位

可发展出阶级意识，且客观阶层地位决定了阶层意

识。受此影响，阶层认同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于客

观阶层地位和主观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
作为阶层认同实证研究的先驱，桑德斯在探讨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阶层结构时就关注阶层地位与阶

层认同之间的关系，并强调经济因素是阶层认同的主

要根源。［5］这一传统在后来研究者中得到延续，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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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马克思作为物质基础的阶层地位，变成社会经济地

位指标，例如教育、职业、收入等，并分析这些指标

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研究普遍认为阶层认同和阶

层地位指标之间虽然存在着一个很不错，却非完全的

匹配关系。例如侯瑞和特雷曼的研究指出，个人教

育、家庭收入、家长职业等三个客观阶层指标合起来

只能解释美国成年民众阶层认同 19. 6%的变异。美国

民众主观阶级意识未能凝聚于客观阶层位置上。他们

的研究发现人际网络包括亲戚、朋友、邻居的职业地

位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力同家长职业一样大，阶层认同

受到他们所认识的亲朋邻居的阶级位置影响。［6］ 此

后，研究者普遍认为，客观阶层地位并非影响阶层认

同的唯一因素，亲密网络等社会资本，以及社会流动

等成为客观阶层地位之后，经常被用于探究阶层认同

的重要变量。
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阶层地位并非完全符合，说

明还有其他因素对阶层认同的形成至关重要。相较于

对社会资本的聚焦，探究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的影响

则鲜有涉及。从理论上看，阶层认同研究存在两大理

论范式。一种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论，突出

客观阶层地位对阶层认同或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另一

种则是，将物质与文化并重，在强调物质重要性的同

时，突出了文化的独立性，强调了阶层意识形成的文

化过程，重视文化传统、生活方式、消费等对阶层认

同形成的影响。例如，汤普森通过研究工人阶级的日

常生活方式，发现形成中的工人阶级正是通过对阶级

经验的文化处理而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突出了文化

因素在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7］

理论上，从文化资本角度讨论阶层认同的形成可以

追溯到韦伯的地位群体概念。韦伯首先指出客观阶层地

位与阶层认同在很多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并提出了以生

活方式为代表的商品消费原则来划分。地位群体代表着

共同生活方式的群体，这种生活方式涉及特定的社会声

望与荣誉，并构成地位群体的基础。生活方式往往会形

成社会认同、婚友的基础，同时也建构了一个人为的社

会排除机制，不同生活方式构成不同的社交圈。当人们

有类似生活方式，就容易形成阶层认同。柯林斯则进一

步指出，具有相近文化资本的个体，彼此容易建立情感

性的亲密网络，形成内群体，而与其他不同文化资本所

有者有所区隔，且内团体可发展出不同的阶层认同。布

迪厄在马克思的资本和韦伯的地位群体概念基础上，提

出“文化资本”概念。文化资本指的是对于上层文化所

能掌握的程度，可以是非物质层面，如上层民众通常所

具有的谈吐、仪态举止、艺术品位与高雅文化活动和休

闲文化以及价值观等; 也可以是物质层面，如上层民众

通常拥有的家具、艺术品、服饰所显现的品位。人们的

生活方式愈接近上阶层，文化资本也就愈高，所能得到

的荣誉也就愈高。［8］

布迪厄认为，文化呈现一种分层的状态，这导致

有些文化被视为是高等的，而其他则被视为是低等

的。于是像服饰、休闲活动、音乐、阅读等看起来是

非常琐屑的事情，但是人们在这些事情上的文化差

别，却能承担起区分社会地位，以及再生产现存社会

结构的作用。布迪厄将阶层划分为支配阶层、中间阶

层和普通阶层，并将文化趣味与相对应的阶层联系起

来，分为“合法趣味”“中等品位的趣味”和“大众

趣味”。由于不同的客观阶层地位，往往会塑造出一

个人不同的惯习，当阶层惯习外化为实际行动时，就

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资本决

定了不同阶层的品位，进而建构出不同的阶层认同。
具体地，不同阶层的成员，总是在各自阶层惯习约束

下，带着自己特有的阶层秉性，进入不同品位的场域，

并通过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来表明自己的阶层身份，

表明自己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关系和社会距离。［9］ 因

此，文化资本是一种区隔性的资本，具有标志等级的

功能。尤其是生活方式、文化消费等文化资本是客观

阶层地位的指示器。简言之，文化资本作用于阶层认

同的机制在于内聚的认同和外在的区隔。越具有优质

的文化资本的人们，其主观阶层认同就可能越高。这

种内在认同和外在区隔的载体就是文化资本的各种表

现形式或者外显指标: 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如艺术品

位、休闲文化、仪态举止; 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如所

拥有的艺术品、餐饮、服饰，以及各种需用经济资本

来购买所得，且可累积的物品; 制度化的文化资本，

如学历、资格。
在经验研究上，国内的消费分层研究成果显示，

大陆的消费社会正在逐步形成。例如，李培林和张翼

以恩格尔指数为依据划分了 7 个消费阶层，这 7 个消

费阶层在衣、食、住、行、通信、休闲娱乐方面存在

差异。［10］李春玲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资料，研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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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阶层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处于消费分层的上层，而

阶层地位较低的人更可能位于消费分层的下层。［11］消

费被看作是实践中构成认同的一个要素，人们的认同

越来越多地通过消费得到表达和呈现。生活方式、消

费等文化资本也成为解释人们客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

同不一致的重要维度。例如有的研究指出，住房对阶

层认同发挥着非常显著的作用。［12］有的研究则直接指

出，不同消费阶层能够较好地代表主观阶层意识，两

者偏相关关系达到 0. 34。［13］还有的研究表明不同的职

业阶层位置在生活方式上也具有明显的区分。客观阶

层位置与生活方式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关联，主要表现

在高雅休闲因子和通俗娱乐因子上。［14］我国台湾地区

的一些学者研究表明，音乐偏好、用餐和购衣场所的

偏好等生活形态会影响到个人对阶层的主观认同。［15］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消费对阶层认同的研究集中于客

观物品的消费，如耐用品、衣、食、住、行等。而从

生活方式、休闲方式，尤其从文化消费如读书、听音

乐等角度去研究阶层认同较为稀少。一般认为，随着

大陆物质水平的提高，消费社会的兴起，包括文化消

费在内的文化性层化体系正逐步形成中，社会分层越

来越由文化标准来确立。基于此，笔者认为文化资本

对阶层认同的区隔功能很有可能是存在的，这意味着

文化资本很有可能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对阶层认同产生

影响，这也是本文想探讨的主要问题。

二、变量测量与研究假设

( 一) 变量测量

1. 关键自变量

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为客观阶层地位①和文化资

本。笔者拟从以下三个维度对文化资本进行测量，以

便分析文化资本的不同维度对阶层认同的影响。
( 1) 身体化、客观化和制度化文化资本

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经家庭、学校教育内化为个

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修

养，表现为惯习、爱好、交往方式、操作技能、认知

判断、趣味及感性等文化产物。通过“您对自己的以

下行为怎样评价” ( 行为评价内容包括着装、就餐行

为、坐姿、讲话方式、说话礼仪等 5 个方面) ，以及

被调查者儿时 ( 14 岁以前) ，父母对其在待人接物、

坐相、吃相等的教育情况来测量。
客观化文化资本是一种物化的文化资本。如书籍、

绘画、古董、道具等物质性文化财富。通过询问“您

拥有最多的书籍有哪些”以及儿时家中客观形态文化

资本 ( 电脑、地图、字典、少儿读物等) 的存量。
制度型文化资本或教育文化资本，主要通过是否

接受过高等教育来测量。
( 2) 家庭文化资本: 艺术修养类、家庭文化熏陶

类、文化投资类文化资本

艺术修养类文化资本主要与布迪厄所说的高雅文

化有关，包括参观艺术展览、参观博物馆、观看话

剧; 家庭文化熏陶类文化资本主要与父母文化行为有

关，包括父母读书看报、写文章、听音乐等; 文化投

资类文化资本主要指家庭对子女学校以外的教育投

入，主要包括参加艺术班、补习班、兴趣班等。
上述文化资本类型，除了制度化文化资本直接用

教育程度进行测量外，其余为简化变量，都采用主成

分法进行因子分析。经过 Varimax 旋转后，特征值大

于 1 的因子共有 5 个，共计解释了 53. 19% 的全部方

差，最终共形成了 5 个因子②。分别是艺术修养因

子、家庭文化熏陶因子、文化投资因子、客观化文化

资本因子、身体化文化资本，主要反映的是被调查者

14 岁以前的家庭文化资本。
( 3) 高雅休闲文化资本: 一种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文化消费、娱乐休闲方式等文化性区

隔是文化资本的重要指标。本次调查询问了被调查者

在业余或闲暇时间最喜欢且经常从事的活动中是否有

以下活动: 歌剧院或音乐厅看歌剧、戏院看戏、看话

剧、打保龄球、打高尔夫、旅游、看书。这些休闲活

动、文化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中等品位。
2. 因变量

阶层认同仅指个人对自己所处社会阶层的主观评

价认知。主要是通过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选择自己

属于哪个社会阶层来测量。将认同阶层的封闭性选项

设定为: 高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底层， 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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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有关抽样方法和样本基本情况，以及客观阶层地位

的操作化指标，可参见仇立平和肖日葵 2011 年发表的《文化

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的文章。
由于篇幅限制，文化资本因子分析的结果可联系笔

者获得。



调查者自己选择。调查结果显示，0. 3% 的人认为自

己属于高层，2. 2% 的人自认为属于中上层，23. 1%
的人自认为属于中层，50. 2% 的人自认为是处于社会

的中下层，24. 2%的人认为自己处于底层。可见，大

部分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
( 二) 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主要假设是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具有独

立效应，即在控制客观阶层地位等其他变量的条件

下，文化资本仍然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影响。
首先，教育历来被认为是影响阶层认同的主要变

量。尽管随着教育的扩张，教育文凭可能出现贬值，

进而降低了对阶层认同的影响。但在当下的中国社

会，笔者认为教育还是对个人阶层认同产生影响。
假设 1: 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阶层认同具有统计

显著性影响。
家庭是社会化的重要场所，通过社会化可实现

阶层惯习的传递和内化。一般认为不同阶层的父母，

其教养风格是不同的。不同阶层父母拥有的文化资

源、文化投资能力、塑造文化氛围能力和价值观也

不同。这些文化社会化的阶层差异，造成价值观内

化的不 同，也 有 可 能 影 响 他 们 对 自 身 所 属 阶 层 的

判断。
假设 2: 家庭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具有统计显著

性影响。
假设 2a: 身体化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具有统计显

著性影响

假设 2b: 艺术修养对阶层认同具有统计显著性

影响

假设 2c: 文化熏陶对阶层认同具有统计显著性

影响

假设 2d: 文化投资对阶层认同具有统计显著性

影响

假设 2e: 客观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具有统计显著

性影响

休闲活动作为生活方式的重要表现形式，要有客

观阶层地位的基础，因而呈现出区隔性分布。某种休

闲活动往往被视为是特定社会阶层的专属，例如文化

性参观被视为中等收入群体文化的一部分。参加休闲

活动通常是一种自我表现，即使不是自我表现也是服

膺群体规范的需要，是为了表明你是某个阶层的一

员。因此，只要进行合适的休闲活动，就能遇到同类

人，而这些具有相同文化生活方式的成员则较容易走

到一起，形成彼此认同。
假设 3: 休闲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具有统计显著

性影响。

三、数据结果与分析

笔者将高层和中上层合并为中高层，并赋值为

4，中层赋值为 3、中下层赋值为 2，底层赋值为 1。
以赋值后的阶层认同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年龄

平方、客观阶层地位、月平均收入对数、教育文化资

本、家庭文化资本以及休闲文化资本为自变量进行等

序逻辑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影响的

ordinal logistic 回归结果
模型 A1 模型 A2 模型 A3 模型 A4 模型 A5

性别a － 0. 266＊＊＊ －0. 469＊＊＊ － 0. 468＊＊＊ －0. 494＊＊＊ － 0. 488＊＊＊

( 0. 0544) ( 0. 0735) ( 0. 0735) ( 0. 0775) ( 0. 0776)

年龄 － 0. 161＊＊＊ －0. 0918＊＊＊ －0. 0822＊＊＊ － 0. 0623* － 0. 0636*

( 0. 0178) ( 0. 0245) ( 0. 0248) ( 0. 0272) ( 0. 0272)

年龄平方 0. 00165＊＊＊ 0. 00103＊＊＊ 0. 000946＊＊＊ 0. 000742* 0. 000750*

( 0. 000198) ( 0. 000272) ( 0. 000274) ( 0. 000295) ( 0. 000295)

客观社会地位

月平均收入对数 1. 556＊＊＊ 1. 516＊＊＊ 1. 561＊＊＊ 1. 557＊＊＊

( 0. 0843) ( 0. 0857) ( 0. 0887) ( 0. 0888)

社会阶层b

中下层 0. 308＊＊＊ 0. 298＊＊＊ 0. 304＊＊＊ 0. 304＊＊＊

( 0. 0827) ( 0. 0828) ( 0. 0874) ( 0. 0873)

中中层 0. 748＊＊＊ 0. 683＊＊＊ 0. 642＊＊＊ 0. 640＊＊＊

( 0. 114) ( 0. 117) ( 0. 122) ( 0. 122)

中上层 0. 700* 0. 591 + 0. 572 + 0. 590 +

( 0. 309) ( 0. 312) ( 0. 323) ( 0. 322)

文化资本变量

高等教育c 0. 375* 0. 392* 0. 384*

( 0. 153) ( 0. 159) ( 0. 159)

家庭文化资本

艺术修养因子 0. 116＊＊ 0. 120＊＊

( 0. 0371) ( 0. 0372)

文化熏陶因子 0. 0283 0. 0245

( 0. 0376) ( 0. 0377)

身体化文化资本 0. 0688 + 0. 0692 +

( 0. 0386) ( 0. 0386)

文化投资因子 0. 0391 0. 0342

( 0. 0395) ( 0. 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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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A1 模型 A2 模型 A3 模型 A4 模型 A5

客观文化因子 0. 0384 0. 0369

( 0. 0410) ( 0. 0411)

休闲文化资本d 0. 324*

( 0. 131)

截距 1 － 4. 982＊＊＊ 8. 212＊＊＊ 8. 195＊＊＊ 8. 957＊＊＊ 8. 909＊＊＊

( 0. 386) ( 0. 855) ( 0. 854) ( 0. 905) ( 0. 905)

截距 2 － 2. 719＊＊＊ 10. 88＊＊＊ 10. 86＊＊＊ 11. 63＊＊＊ 11. 58＊＊＊

( 0. 381) ( 0. 865) ( 0. 864) ( 0. 915) ( 0. 916)

截距 3 － 0. 0696 13. 85＊＊＊ 13. 85＊＊＊ 14. 63＊＊＊ 14. 59＊＊＊

( 0. 388) ( 0. 886) ( 0. 884) ( 0. 938) ( 0. 938)

N 3023 3023 3023 3023 3023

LＲ chi2 130. 61＊＊＊ 724. 30＊＊＊ 730. 35＊＊＊ 740. 19＊＊＊ 746. 30＊＊＊

pseudoＲ2 0. 012 0. 107 0. 108 0. 113 0. 114

注: 1. 系数为非标准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2. 参照组: a 为女性，b 为下层阶层，c 为未受过高等教育，d 为不具有休闲

文化资本
3. + p ＜ 0. 10，* p ＜ 0. 05，＊＊ p ＜ 0. 01，＊＊＊ p ＜ 0. 001。

从表 1 可以看出，模型 A1 是人口学模型，性别

和年龄都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模型的解释力很低，伪

决定系数只有 1. 2% . 从模型结果可见，与女性比，

男性更有可能将自己归为社会更低的阶层，年龄对自

我阶层认同的是一种倒 U 形的关系。在刚开始，随着

年龄的增加，被调查者把自己归入更高阶层的累积发

生比更大，但 48 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加，把自己

归入更低阶层的累积概率变大。
模型 A2 是在模型 A1 的基础上加入了客观阶层

地位变量，模型的解释力显著增强。伪决定系数增加

了 9. 5%，达到 10. 7%。这表明，客观阶层地位能够

解释阶层认同的很大差异。其中，收入变量和阶层地

位都具有统计显著性，且回归系数均为正数①。这表

明，收入越高，认同自己属于社会更高阶层的累积发

生比越大，即收入越高，越有可能将自己归为社会更

高的阶层。与处于社会底层的被调查者相比，处于中

高层、中层和中下层的被调查者主观上认为自己属于

社会更高社会阶层群体成员的累积发生比更大。由此

可见，客观阶层是认同阶层的基础。
在模型 A2 的基础上，模型 A3、模型 A4、模型

A5 则分别加入了教育、家庭文化资本和休闲文化资

本。文化资本变量的加入略微提升了模型的解释力，

伪决定系数提高了 0. 7%。这表明文化资本也是影响

主观阶层认同的因素之一。在文化资本变量中，文化

熏陶、文化投资、客观文化资本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说明上述 3 个因子得分的差异不会导致阶层认同的差

异，假设 2c、2d、2e 未获证实。但其余的文化资本

变量如是否获得过高等教育、艺术修养因子和身体化

文化资本以及是否具有休闲文化资本都具有统计显著

性，且回归系数均为正数。具体地，受过高等教育的

被调查者要比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主观上将自己归入

更高阶层的累积发生比大，因而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

阶层认同具有重要影响，假设 1 获得证实。艺术修养

因子得分和身体文化资本因子得分越高，将自己归入

更高阶层的累积发生比越大。这表明，儿时越经常参

与高雅文化活动如参看博物馆、歌剧等活动，家庭教

养氛围比较好的被调查者越有可能认为自己属于社会

更高阶层，假设 2a、2b、获得证实。儿时所形成的生

活品位一旦内化之后，将很难发生改变，并对阶层认

同产生显著性影响。拥有较高雅休闲文化资本的被调

查者要比没有高雅休闲文化资本的被调查者主观上将

自己归入更高阶层的累积发生比大。这意味着在业余

活动或者休闲活动中越经常参与一些中等品位的文化

活动如看歌剧、话剧、读书、打高尔夫、保龄球的

人，越有可能将自己视为处于社会更高阶层的人，假

设 3 获得证实。
通过三种模型的比较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

况下，客观阶层地位始终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在解

释力方面，客观阶层地位要比文化资本具有更强的解

释力。但是艺术修养文化资本因子、高等教育文化资

本、休闲 文 化 资 本 对 于 阶 层 认 同 仍 然 具 有 较 大 的

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阶层认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主

观阶层认同与客观阶层位置能否相呼应是该阶层体系

维系其正当性的关键。对阶层认同分布及其变迁状况

进行考察，是把握社会分化和潜在社会冲突状况的重

要路径; ［16］ 另一方面，阶层认同是客观阶层地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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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等序逻辑回归模型中，对回归系数 b 的解释一般

只能根据正负方向和统计显著性。对回归系数取反对数即 exp
( － b) 表示累积的几率比，但累积的几率比并不能反映自变

量作用的大小，所以笔者只分析方向和统计显著性。



人们社会态度乃至社会行动的重要机制之一。研究普

遍认为阶层认同预定了一个人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角

色、思想、行动模式，形塑其消费方式以及对特定社

会议题的态度，也可能是与阶层相关的政治组织和社

会行动的基础。简言之，阶层认同显示着社会分层结

构的相对稳定。
通过研究发现，有关阶层认同，最具解释力的

是客观阶层地位，这与以往研究的结论相符合，也

证实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与此同时，本研究

的重要发现在于，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起着重要作

用，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获得、艺术修养文化资本因

子、身体化的文化资本，以及从事中等品位的休闲

活动对于阶层认同的重要影响。具体地，教育对社

会成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谋得更好的职业，获得

更高的收入，而且被视为一种文化资本，也能产生

社会利润，教育本身具有很高的价值和声望。与惯

习最紧密相连的个人修养、品味等身体化文化资本，

是在社会化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且不易改变，这意

位着文化资本能够对阶层认同起到持续性的影响，

同时个人的社会化对于习得社会主流价值观和行为

规范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人们对阶层认同做出

理性的判断。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步

重视文化消费，不 同 人 群 形 成 了 不 同 的 生 活 方 式、
休闲文化，也就 造 就 了 生 活 格 调 和 品 位 上 的 区 别，

这些生活方式的差异对阶层认同产生影响。整体上，

文化资本存量越大、质量越高，阶层认同越高的可

能性也越大。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对于中国社会不同

群体的阶层认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文化资本既有

可能通过影响客观阶层地位的获得而间接作用于阶

层认同，也有可能对阶层认同产生直接作用。
文化资本存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不仅有助于

阶层地位的获得，也有利于主观阶层认同结构的稳

定。当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必然要求。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经济上具有中等收

入的群体，更指具有较高文化资本，进行一定品位的

休闲和文化消费，拥有稳定且较为高雅的生活方式，

自我阶层认同稳定的群体。只有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

才能发挥更大的经济功能和社会稳定的功能。基于研

究结论，可以形成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要进一步推进

教育的公平化，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优质化和大众化，

让更多群体拥有更高水平的教育，为稳定的、合理的

阶层认同生态奠定基础; 二是增加对弱势群体的文化

供给，加大文化资本方面的扶贫，减少弱势群体因文

化资本较少且质量低而出现自我隔绝的情况，避免认

同极化现象; 三是营造良好的文化资本培育氛围，鼓

励中等品位的文化消费和生活方式，例如倡导全民阅

读，鼓励文明向上的生活方式等，鼓励发展新兴文化

产业和扩建高雅文化设施，满足经济上富裕起来的群

体的文化需求，变经济上的富裕为精神和文化上的富

足。总之，应加大文化资本投资，缩小群体之间的文

化资本差距，积极发展和传播中等收入群体所具有的

文化资本，形成稳定的阶层认同体系，进而促进社会

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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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ocial life and soc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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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Capital and Class Identification
Xiao Ｒi － kui ＆Qiu Li － ping

Abstract: Based on cultural tradition of research on
class identity，the authors take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capital and class identity through statistical method of ordi-
nal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cultur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independent impact on class identity． In
the control of other variables，high education，highbrow cul-
ture and leisure have the net effect on class identity，which
indicates that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of class i-
dentity form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nsumer socie-
ty，it is strongly advised that we should increase cultural
capital investment to shorten the cultural capital gap be-
tween social stratifications，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promot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Key Words: Social Stratification，Culture Capital，
Class Identification

Analyzing the Division －Coordination System in
Modern Society and its Governing Institutions

Zhang Kang － zhi
Abstract: The governing dilemma has become a global

issue recently，which urges us to reconsider existing gover-
ning institutions． Throughout the industrial age，people
have been focused on whether a society is governed demo-
cratically or centralized，while every society in this histori-
cal stage is in fact governed by a division － coordination sys-
tem，which is composed of a price integration mechanism
and a power integration mechanism． It is this division － co-
ordination system being challenged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ization and post － industrialization，while governing reforms
in the past decades misses the point and fails to meet the re-
quirements of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correct wa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to change the division － coordination
system into a cooperation system．

Key Words: Social Governance，Division － Coordina-
tion，Social System， Organizational System， Integration
Mechanism

The Difference of the Views on Democracy
of Epistemic Ｒeason and Value Ｒeason

Zhang Qian － you ＆Huang Yu － yang
Abstract: Democracy is a product of reason and the

political form of the reason based on social construction．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modern social construction，
reason contains both epistemic and value meanings，the for-
mer of which connotes that everyone is capable of arriving at

epistemic reasonable conclusions about political affairs，
while the latter requires that each of these opinions be trea-
ted equally in the political realm． Democracy，the collective
decision － making mechanism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one person one vote”，i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se
two meanings，and thus become a good way of governance．
However，there are tensions between epistemic reason and
value reason，which arouse different theoretical narratives of
democracy that provide different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a-
bout the political desirability of democracy．

Key Words: Democracy，Ｒeason，Epistemic Ｒeason，
Value Ｒeason，Elitist Democracy，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cy Ｒoute of Initiating Modern Creative Order
Xiang Yu － qiong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
zation disintegrated the natural order which is maintained by
customs，and turned to pursue the creative order in which
law and policy are the basic tools．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the heterogeneity and un-
certainty in the society can be regulated，so the social order
can be realized． But the creative order is based on the core
periphery social governance structure，in which policy is a
tool to facilitate the management． When human enters the
highly complex and uncertain post industrialization period，
the boundar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in the policy
process gradually disappears，and the policy is no longer a
tool，but a service for cooperative action． In the cooperative
action，the policy will become the carrier of morality．

Key Words: Policy，Policy Tools，Social Order，Cre-
ative Order

Ｒ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Community
Exposure Ｒisk: Environmental

Inequality in Mega － city
Sun Xiu － lin ＆ Shi Ｒun － hua

Abstract: Based on 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 SUNS) in 2014，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nvi-
ronmental inequality in mega － citie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exposures at the community level．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migrants are the victims of environmental ex-
posures，and there are obvious inequalities in the distribu-
tion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risks within the city． The find-
ings have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inequal-
ity in mega － cities under risky society

Key Words: Enviromental Inequality，Community，
Exposure Ｒisk，Spatial Analysis

The Nature of Charitable Property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Law

Zhao Lian － hui
Abstract: By analyzing Charity Act theoretically，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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