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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地位再生产与家庭资本的多维构成

任春红

（吉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吉林　四平　１３６０００）

摘　要：若要全面把握阶层代际流动状况的演化及其内在机制，就不能忽视家庭背景这一多维复杂的因素。梳

理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才选拔政策和市场逻辑的演变轨迹，进而对家庭资本（社会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

本）三位一体的完整概念进行阐述，从而可以提高家庭背景效应的解释力，同时将家庭背景效应的研究置于更广

泛的宏观—微观、静态—动态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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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在

理论和方法上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学者们基于经济

转型背景对代际阶层流动的模式与机制进行了诸多

有益的探讨。随着社会的变迁，社会流动机制发生

了变化，先赋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再次被强

化，呈现出的阶层地位再生产趋势论断引起学术界

广泛关注。在新的社会分层谱系中，精英阶层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分层形态演变趋势和社会政治转

型发展走向。而且社会分层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不

平等，其还是一套制度安排，保证处于优势位置的家

庭通过代际传递，使子代报酬与父辈具有连续性［１］，

即父代和子代的阶层地位具有较高的承继性。然

而，这种再生产是简单的阶层复制，还是家庭资本的

代际转化？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基于结构变

迁背景进一步厘清家庭资本的概念及构成。

一、家庭资本的多样性特征

社会分层的本质是对不同资源的占有、控制、

使用问题［２］。每一个异质性行动者均以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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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或量的资本的形态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而“资

本是累积性的劳动，它以物化形式或具体化、肉身

化的形式呈现。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性的基

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这种劳动资

本使它们能够以具体化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３］。

依据布劳和邓肯的理论逻辑，在场域中资本分

配是天生不平等的。资本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是一

种排他性资源，同时又是新一轮社会活动的起点，

不同类型、不同数量的资本分布结构，体现着社会

的资源和权力结构，这种起点的不平均决定了竞争

活动的不平等［４］。也就是说，家庭资本（资源）占有

质量的差异性是阶层地位再生产的起点。

在布劳和邓肯的地位模型及由此衍生的模型

中［５］，家庭背景一直被视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变量，

并且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其重要性尤为突出。虽然

“家庭并不创造阶级结构，但在确保谁在这个结构

中得到何种位置这一问题上，父母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地位获得作为一种社会流动机制，其本

质是社会成员与职位（社会角色）之间的匹配。地

位即依附于职位上有价值的资源的综合体，当人们

动用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源进行投资和竞争以谋求

社会地位时，资源即成为资本。这里的“资本”并不

局限于马克思所说的“市场领域内能够产生剩余价

值的经济资本”，只要某种资源能够提高所有者收

入并且是合法的就是资本。推而广之，资本包括一

切具有投资功能的资源和资产，具有多样性特征。

二、阶层地位再生产中家庭资本维度构成

优势阶层的父代为了维持、传递、强化自身的

资源利益，通常会利用现有的资源优势设置某些壁

垒以维持子代的地位，而地位的潜在含义即是资

源。当资源被用于子代地位再生产过程时，资源就

转化为资本，而各类型家庭资本在代际流动和转化

过程中实现价值。

（一）家庭资本的社会经济地位维度

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是较早运用路径

方法来分析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模型，该模型

为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者普遍接受。在模型中，社

会经济地位指数主要指父亲职业、教育程度和经济

收入，其中先赋性因素为“父亲职业”，该因素解释

了１７％的子代地位获得原因。随后，学者从阶层

归属来辨析阶层代际流动情况，其中在精英地位获

得途径的研究中，父代的精英背景是较强的影响因

素，它具有独立于教育程度和政治身份传承的影响

力特质，且这种影响力明显超过其他因素。此外，

一些研究还引入母亲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职业

等变量，进一步拓展了父代资源变量范围。实证结

果显示，以上变量对子代社会地位取得具有独立影

响。但也有学者指出，在不同文化背景、经济发展

程度、民主化程度和社会制度安排等因素介入下，

社会经济地位维度的家庭背景对子代的教育机会、

社会地位获得的作用差异很大［６８］。

部分学者将家庭所属阶层视为家庭资本的社

会经济地位。例如，郑辉和李路路的研究结果显

示，精英阶层的子女成为精英的几率是非精英子女

的１．９２５倍
［９］，这说明整个精英阶层的确是可以再

生产的。其中家庭精英阶层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

指标，更多代表着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经济资本

是可以被子代直接继承的，但在子代精英地位获得

过程中更多的是以投资方式转化为子代其他类型

资本。另外，虽然权力资本并不能直接承继，但在

某些情况下拥有权力的父代也可以利用更丰富的

社会资本获取稀缺信息，这将有助于子代精英地位

的承继。在诸多研究成果中，较少研究会涉及家庭

社会经济效应存在的原因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发

挥作用的中间机制。另外，除了经济地位指数能够

解释的部分外，家庭背景中还有哪些因素有助于解

读社会阶层代际流动的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家庭资本的网络结构维度

在现代社会，个人是以个体的方式面向作为非

人格的系统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必然被植入系统，

并在系统中进行互动，进而逐渐成为人与系统的关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家庭背

景研究经历了由关注结构向关注过程的转变，也就

是说，重要的是父母“做什么”而不是“是什么”。将

结构层面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等变量引入地位

获得研究，强调个人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因素外的

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对地位获得的决定性意义。

由于不同关系强度的社会资本对地位获得影响存

在差异，网络分析者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１．弱关系力量假设。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经

济特征同质程度高的个体间联结形成强关系，通过

强关系获得的信息重复性很高，而弱关系在异质性

群体间构建，在求职和社会流动等方面为个体提供

边际效用更高的信息。这一假设通过实证调查得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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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验证：通过弱关系（如相识）得到信息的人往往容

易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收益，通过强关系（如朋友、

亲属）获得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幅度大为减

少。此假设验证结果证明，在个人地位获得方面，

弱关系作用大于强关系的作用。

２．社会资源理论。这一理论进一步发扬了“弱

关系”理论。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社会网络

资源中的产物，它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因

此，“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

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１１］。人

的行为依据目的差异区分为工具性行动（如求职、晋

升等具有实际利益的行动）和表意性行动（如情感慰

藉、共同娱乐等情感交流的行动）。林南认为，弱关

系连接着不同阶层地位的人，在摄取异质性社会资

源、实现向上地位流动（工具性行动）方面比强关系

更有效；而强关系对实现表意性行动的影响要显著

高于弱关系。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地位强度命题，即

社会结构中初始位置越高越有利于获取优质社会资

本，与之形成关系网的其他节点的地位就越高，能为

行动者调动的资源价值也越高；最初的初始位置是

自我继承的位置，通常来自父母。

３．强关系力量假设。边燕杰指出，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强关系在职业地位的获得过程中起着重大

作用。所谓强关系即在亲属和朋友等群体中建立

的熟识程度高的关系，在社会职业地位向上流动的

过程中，强关系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个人网络

习惯通过直接关系或间接关系影响那些主管工作

分配的实权人物，其中间接关系的应用更为广泛，

而且更可能获得较好职位。中介者是构建间接关

系的重要变量，他与求职者和实权人物均是强关

系。实权人物提供职位供给作为对关系人（大多时

候不是最后受益者）的一种回报，这种行为建立在

以信任和义务为特征的强关系基础上。

综上所述，代际血缘关系是程度最高的强关

系，父代作为“支柱”会将家庭的经济资本、权力资

本、社会资本等“关系资源”转化为子代的社会资

本。父代资源差异决定了子代初始位置的高低。

从先赋性的角度看社会资本生成，家庭资源直接影

响了子代社会资本的数量。

（三）家庭资本的文化资本维度

与其他资本一样，文化资本是家庭背景效应的

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是，社会经济地位资本偏重

于社会成员所处的社会结构秩序，是一种宏观静态

的视角；社会资本更侧重社会成员尤其是家庭成员

互动行为产生的社会资源，是一种微观动态的视

角；而文化资本则是专注于家庭背景所体现的阶层

文化符号与整个社会结构的连接关系，强调了结构

性张力即文化是阶级再生产的工具，是一种宏观—

微观、静态—动态相结合的视角。

文化资本概念的界定经历了一个由狭义到广

义、由阶级式的到非阶级式的定义演进过程［１２］。狭

义的阶级式文化资本即高雅文化资本，是指人们对

上层阶级所占有的高雅文化的掌握程度，这种高雅

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拥有的艺术品、餐饮、服饰、

家具所展现的品味），也表现在非物质层面（仪态举

止、艺术品味与知识），从而实现排斥其他阶层，标识

优势阶级地位，即不同的家庭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

财产。可见，狭义的文化资本带有明显的阶级意味，

被视为支配阶级所专属的、抽象的、正式的文化符

号。被制度化的高雅文化符号（偏好、知识、行为、文

化物品和资质证书）成为优势阶级维持优势地位的

排斥工具。持广义文化资本视角的学者对将文化资

本简单视为高雅文化参与的方式多有诟病。他们扩

展了狭义文化资本的概念，即文化资本除了包括高

雅文化参与以外，还应该考虑在特定社会制度背景

下赋予价值或能获得奖励的文化知识和文化能力。

文化资本因此实现了从阶级到非阶级的转变，即非

支配阶级也拥有文化资本。

无论是阶级式狭义文化资本还是非阶级式广

义文化资本，都可以区分为教育文化资本（制度化

文化资本）和非教育文化资本（具体化文化资本）。

首先，把教育作为可承继的文化资本形式进行研

究，是把教育放在家庭层面上考虑，使之成为家庭

背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时是以父代文化资本

形式呈现的，即父代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受教育

程度就越高，进而会影响子代的向上流动概率。其

次，无论狭义还是广义的文化资本界定，非教育资

本成分在文化资本研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通过

梳理以往的文献研究，可以将非教育文化资本分为

４个组成部分：高雅文化的参与、家庭的文化氛围、

客观文化物品占有、文化课程的投资［１３］。

三、家庭资本完整概念再阐述

对以往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扩充家庭资本维

度对预测阶层地位再生产尤其是精英地位获得具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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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义。首先，原有的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维

度、社会资本维度的测量还不够彻底。以往的变量

仅仅是描述性的，无法解释家庭资本和教育获得、

精英地位获得的内在实现机制。其次，文化资本概

念的引入可以扩大家庭资本的概念，将家庭、学校、

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只有这样，对家庭资本效应

的论述才不再是假设的同义反复。最后，家庭资本

是一个多维度构成，其与阶层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

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代际转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

是嵌入在“政治权力逻辑”和“经济技术理性逻辑”

之中的。由此可见，在政治权力逻辑和经济技术理

性逻辑交互博弈过程中，无论是家庭资本的构成，

还是其对子代地位获得的影响效应，都呈现出差异

化的内在形成机制。社会经济地位维度、社会资本

维度和文化资本维度三位一体的家庭资本完整概

念的阐述，不仅能够提高家庭资本效应的解释力，

同时能将家庭资本效应的研究置于更广泛的宏

观—微观、静态—动态层面。只不过研究者们对各

个维度的概念界定和具体操作存在差异，缺乏系统

的梳理过程，从而影响到家庭资本对地位获得作用

的解释力。

从家庭资本的概念构成来看，其本身就是集合

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资本的综合概念，积累过程能

否成功完成取决于家庭拥有的各类资本的质量。

从形式上看，各种类型资本的积累对任何家庭都是

可能的，也就是说即使在父母的经济、社会、文化等

资本相对匮乏的条件下，逐步积累某类型资本，也

有可能改变子代的社会地位晋升路径，从而打破社

会地位恶性循环再生产。简言之，现代化、市场化

使家庭资本呈现更深层次的阶层分化，社会给予的

机会是开放的、平等的，资本匮乏者可以通过逐步

积累家庭资本来改变子代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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