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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理论视角下我国大学生对国家认同的研究 
吕  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摘要：本研究探索性地在社会身份转换中融入布迪厄尔阶层模型理论，即资本和生存心态支撑个体抽象意义上的结构空间位置，
遵循文化建构的阶层身份分析路径，将情感回应纳入分析框架之中，以此搭建大学生对身份、文化、政治认同的理论框架。结合实
证研究，考察高等教育场域结构与行动者主体能动性交互作用下，个体所承资本的增长如何成为他们确定自身的身份和对国家文化
政治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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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私有制度逐步产生并

不断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和允许产业主进入政党、
参与政府决策的制度变革使得中国社会的社会阶层发生深刻而复
杂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并正在更明显地影响着中国阶层的结构
[1][2]。另一个方面，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中国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
进程，试图通过高等教育供给的增加给民众提供更多更公平的受教
育机会[3]。中国政府为追求教育公平而采用的少数民族倾斜政策、
城乡教育均衡政策、教育扶贫政策，在一系列面向农村贫困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的专项招生计划助推下，高校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学
生的比例正在逐步上升，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提升农村学子的向上
流动几率。 

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下，高等教育是贫困地区大学生实现身份
转变的中转场所，但也存在底层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冲突[4]，妥协和
融合，许多大学生的文化适应和城乡身份认同易遭遇困境，在身份
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上存在矛盾和弱化，大学生群体虽然对
高等教育机会持乐观态度，但与精英教育时代教育的大学生相比，
很多学生认为“向上流动”的渠道变得狭窄，且家庭背景及资源对
一个人的发展有显性影响，代际“再生产”机制占据优势[5]，虽然
不同社会背景大学生个体看法存在差异，但从社会统计学角度来
看，大学生整体认知就富有研究价值。 

国家认同是国家成员对国民身份、历史文化、政治架构、价值
体系等的接受与共享，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国家的忠诚并乐于奉献
的心理与行为。国家认同作为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和政治资源，是
国家软实力的象征与体现，大学生国家认同状况影响到未来中国的
政治进程。中国大学生当下资本积累以及未来可能重新定位身份带
来的影响，也关注文化建构层面上特定倾向之集合体的形成，还要
考察他们对国家认同的情感体验和主观感知，通过实证调查的方法
分析不同学校，不同专业，不同背景学生对自身阶层身份，国家文
化以及政治的认同。此研究为高校开展传统文化、国情民情与法制
教育，为大学生国家认同水平奠定牢固的认知框架提供坚实的土壤
和良性公共空间。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学术界很早就对身份认同进行了大量研究，通过这些研

究，学者们也认识到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认同具有相似性，
但受制度、历史、文化等因素表现出不同的特征[6]。国外学者 Pierre 
Bourdieu 布迪厄提出“社会资本”理论[7]，文化资本在社会阶层的分
化中起到重要作用，学校在社会阶层中的作用。大学生群体的代际
流动，大学生这个群体自己是如何判断的？拉夫瑞和豪特提出不平
等最大化维持 MMI[8]，社会优势阶层不论数量还是质量上的差异，
会确保其自身的优势[9]。 

2、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社会阶层呈现二元结构城市和农村的社会结构不同，社会

结构构成的人、个体的社会特征、资源构成的方式不一样[10]。中国
城市社会拥有和西方社会类似的结构，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根据中
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绘制出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橄榄状，农村社会的
社会结构呈倒 T 字型，能够超越一般的农民的个体数很少，上层的
人大多是有权力的决策者。在中国，权力的因素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这是中国形态、分化的机制和其他国家社会结构存在不太多
的差异中的一个。李春玲、吴晓刚等人研究中证实中国高等教育扩
张后，阶层不平等、城乡不平等、民族不平等并没有下降[11][12]。但
很少有学者从大学生主观身份的评价和认同上分析对这些的认同。 

“身份一词对应的英语为“identity,身份认同是人们对我们是谁
以及他们是谁的理解。国民成员一方面通过某种共性将自我与其他
国家国民联系在一起，而另一方面又通过某种国民共享的特征将本
国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它的本质是作为“共性”的身份认同，其
深层次含义是通过对自己国民身份确认来体现背后的价值取向。国
民身份认同不仅体现了人们对国民共性的认识，还包含着对国家的
立场感。 

三、大学生队国家认同的分析 
本研究以 5 所上海市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学校类型涉及一

本、二本、专科类，涵盖综合类、工科类、师范类高校，采用调查
问卷的形式，多段抽样和集体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在各个目标学院
中随机不同的专业和班级作为调查对象。回收问卷 600 份，纳入政
策因素进，运用主成分分析，线性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
分析大学生的身份认同。 

1.大学生对阶级身份的认同 
为了剖析大学生群体内部认知的差异性及同质度，与其他群体

认知的研究一样，本研究纳入个人基本的社会经济背景作为变量。
通过考量大学生对群体认知或集体认同，讨论群体成员之间的差
异。大学生对社会流动和受教育机会的主观认知，纳入政策因素考
量，增加大学生对政府政策的评价。不仅有利于更全面理解大学生
的群体认知，而且有助于找出影响大学生具有哪些社会经济背景特
征。 

（1）性别。性别常作为人口学特征指标，男女两性接受高等
教育机会、职业选择等方面仍然存的差异，研究表表明女大学生对
社会阶层不平等现象有更强烈的感受，女性在工资和职业选择方面
机会比男性更少。 

（2）户籍。户籍是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社会结构受城乡二元
结构的双重制约，来自城镇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就业状况不同，城
乡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均存在差异，调
研结果表明，城镇大学生比农村大学生对社会阶层分化及不平等性
更有强烈感受，城镇的大学生在人生经历中接触到的群体差异更多
些，对阶层的感知更多。 

（3）学校类型。中国高校数量与类型较多，综合实力存在明
显差异，所读院校的等级是大学生重要身份背景。不少研究表明，
学历层次及学校类型对大学生求职结果有显著影响，也会影响它们
对自身身份和社会流动的看法。研究的调查结果是第二批本科对阶
层认知率较高，第一批本科（重点本科大学）、大学专科的学生对
阶层的看法相对较少，越优质的高校的大学生对向上流动的机会越
乐观。 

（4）学科专业。在高校就业市场化程度提高的情况下，不同
专业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和社会需求度有差别。不同专业的学生，其
思维模式或对社会状况理解可能会有所不同，为了辨识本研究的问
题，将学生的专业分为“文科类”“理工类”和“其他”三类进行
考察，文科生比理科生或其他专业的对社会机会的乐观度更高。 

（5）父亲职业阶层。青少年在成长中，父亲的职业被视为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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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对父母职业的赋值参照陆学艺等对中国
十大阶层的划分[13][14]：①国家与社会管理者②经理人员③私营企业
主④专业技术人员⑤办事人员⑥个体工商户⑦商业服务人员⑧产
业工人⑨农业劳动者⑩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父（母）已不
在。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统合为“第一阶
级”，将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统合为“第二阶层”
将商业服务人员、产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无业、失业、
半失业者以及父（母）已不在统合为“第三阶层”。中间阶层的学
生对社会阶层认知度更敏感，主要原因是学生认为第二阶层的家庭
承受的经济压力较大，而他们认为更贫困的阶层有政策帮扶，中间
阶层相对只能靠家庭自身承担社会压力。另一方面，对社会机会的
认知，阶层越低的学生对社会机会越悲观。 

（6）母亲职业阶层。Leinlfsrud 和 Woodward 研究认为，妇女
的经济地位不能简单地用丈夫的阶层地位来代替，具有独立性，母
亲阶层越高的大学生对社会机会的看法更乐观。 

（7）政策。大学生群体认为对他们影响较大的是入学机会的
政策和就业政策，更多的学生认为家庭背景越好，获得优质高等教
育机会和找到好工作的机会越高。扶贫政策和少数民族政策对贫困
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影响较大，但是群体内部也存在认知差异。 

2.大学生的文化认同 
美国学者 C.恩伯和 M.恩伯认为文化史是“被某一群人所共享的

思想、观念和行为”[15]。文化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对于所共享思
想、观念和行为的倾向性共识和选择。文化认同不仅体现了国民对
本民族文化的归属感，还表现了他们对本民族文化坚强的自信心和
自豪感。文化多元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基调，大学生身处一个多重
价值标准并存，各种思潮、观念相互交融的文化社会环境中[16]。本
部分通过调查问卷调查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和文化产品
的选择、鉴别和批判能力，在同种物品选择上，大学生优先考虑的
是功能、性价比、流行程度，其次才会考虑是不是国产品牌。在对
待中西方文化的态度，在文化价值观上，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对文
化认同有不同特点，农村家庭背景较差的学生更加认同传统文化和
传统节日的影响，城镇家庭背景较为优越的学生对中西方的文化的
态度更加开放。 

3.大学生的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是一国民众从内心深处对国内政治系统产生的情感

上的归属感和依附感，其核心是对政治权力及其运行情况的信任以
及对政治系统所倡导的政治价值的信仰[17]。它包括政治体系认同、
政治价值认同和政治效能感。政治体系认同主要指国民对国家基本
政治制度与政府治理的认同；政治价值认同，主要表现为国民对国
家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政治效能感是国民认为自己的政治参与行为
能否影响公共决策和政府治理的能力或感觉[18]。政治认同的实质是
信任与信心，它是建立在国民对统治阶级的基础上的[19]。只有基于
信任与信心，国民才能对本国的政治体系表现出最大的热忱和忠
诚，政治价值才能内化国民内心强烈的心理需求并成为真正的具有
激励性的价值体系，才能使国民参与社会治理并用自己的积极影响
政府决策[20]。因此，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从政治体系认同、政治价
值认同和政治效能感三个维度来考察。大学生对政治体系、政治价
值的认同普遍较高，对政治效能感的认同，不同户籍的大学生对政
治认同的差异明显，城镇的学生认为自己的政治参与行为比较高，
农村学生认为自己政治参与行为较少。 

四、讨论与结语 
本研究采用主观方法，来了解大学生对阶层身份、文化、政治

的评价与情感和自我认同，通过调查结果，大学生对国家的认同呈
现一定的特点，大学生群体在阶层认知方面感知到阶层分化，不同
家庭背景对于学生代际流动的影响，以及阶层对一个人发展的影
响。相比高等教育精英化时代，现在大学生对社会机会持乐观的态
度，但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就业政策、扶贫政策等不同阶层和家
庭背景的学生态度差异性较大。文化认同方面，大学生整体文化价
值的认知上比较模糊，不同背景的学生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
度上有差别。大学生对国家的政治体系和政治价值认同较高，但政
治效能认同普遍较低，不同地区的学生认同有差异。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大学生真实对阶层、文化、政治

的认同对高等教育成效和心理教育提供一定的参考。第一，针对不
同的特点，国家、学校从政策层面改进开展传统文化、国情国民与
法治教育的方式，为大学生提升对国家认同水平建构认知框架。第
二，政府应以善治为目标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和能力，在公共利益最
大花的社会协作过程中，既要兼顾公平又要兼顾效率，避免“无效
治理”或“低效治理”为提升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水平提供坚实的土
壤。第三，社会应宣传、弘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公
共价值，为提升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水平提供良性公共空间，对国家
归属感、忠诚感、立场感、自豪感、信任感不仅建立在对民族文化、
历史的认同基础上，还需要有公共价值的支撑。当然，本研究也有
一定局限性，研究的样本量不够大，问卷问题设置较为粗糙，大学
生对国家认同的特点，特点的深层原因没有具体分析，总之，希望
本研究能为其他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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