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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关系使用者是一个高度异质性的群体，区分不同类型的关系使用
者对理解社会关系的作用机制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结果变量的效应非常重要。
根据初职获得的方式，本研究将劳动者分成三个群体，即通过正式渠道( 不
使用关系)、正式渠道与关系相结合(“正式 + 关系”) 以及完全通过关系获得
初职 的 群 体。使 用 2009 年 八 城 市“社 会 网 络 与 职 业 经 历 问 卷 调 查”
( JSNET2009) 数据，本文探讨了这三个劳动者群体的特征以及他们在职业流
动和收入分层模式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使用“正式 + 关系”方式获得初
职的劳动者群体和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的特征及其劳动力
市场经历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前者是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他们有较高
的人力资本以及质量最高的社会网络资本; 而后者是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
体，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最低，而且社会网络资本的质量也是最差的。其次，

后者比前者更可能换工作( 离开初职)。第三，两个群体收入获得的决定因
素方面也体现出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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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社会关系或社会资本有助于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并影响职

业流动，曾经被许多基于不同社会的经验研究所证实 ( Granovetter，
1974，1986; Lin，1999; 边 燕 杰，1999; 边 燕 杰、张 文 宏，2001; 梁 玉 成，

2010; Gerber ＆ Mayorova，2010) 。但这种观点，特别是社会关系或社会

资本与劳动力市场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最近受到一些基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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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经验研究的批评和挑战。麦克芬森等人 ( McPherson et al． ，

2001) 指出社会网是一种同质性( homophily) 的现象，即人们倾向于跟

自己的特征( 如性别、种族、教育、家庭背景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地位特

征) 比较相似的人交朋友或发生联系，因此个体的社会关系资源不是

随机的，而是选择性的。莫尔( Mouw，2003)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为尖

锐的批评，他认为由于同质性的原则( 高地位的人有更好的社会网络

资本) ，所以社会关系与劳动力市场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是虚假

的，真正起作用的可能是某种未被观察到的人力资本或其他地位特征

变量。虽然这种质疑得到基于美国社会的经验数据的支持，但最新两

项关于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转型社会的研究则表明( Gerber ＆ Mayoro-
va，2010; 梁玉成，2010) ，即使在技术上( 使用内生转换模型) 处理了内

生性之后，社会网和社会资本的正面作用仍是显著存在的，即它们与劳

动力市场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真实的。
除了争论社会关系是否真正作用于地位获得之外，这个领域的另

外一个研究重心是探索社会关系的不同属性及其作用的差异。这些讨

论主要包括: ( 1 ) 关系的强度，其代表理论是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
( weak ties) 假设( Granovetter，1973) 和边燕杰的“强关系”( strong ties)
假设( Bian，1997) ; ( 2) 关系的结构，其代表理论是博特的“结构洞”理

论( Burt，1992) ; ( 3) 关系的类型，特别是信息网和人情网的区分( 边燕

杰、张文宏，2001; Bian et al． ，2009) 。可以看出，无论是上述哪一种关

系属性，研究者关注的都是关系人( contacts) 或关系资源( network re-
sources) 的特征，而非关系使用者( network users) 的特征。

与以上研究不同，本文关注关系使用者的特征以及他们的职业生

涯。具体地说，本研究着重探讨关系使用者群体的内部特征差异以及

不同特征的关系使用者在劳动力市场经历方面的差异。笔者认为，已

有研究大多集中关注关系使用者与非关系使用者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

异，而忽略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关系使用者本身可能是一个内部

高度异质性的群体。亦即是说，即使同为关系使用者，他们的社会经济

地位以及社会网络资本可能是差别很大的; 另外，他们使用关系的方式

可能不一样，或者说求职过程中对社会关系的依赖程度也可能不一样，

而且社会关系对他们各自劳动力市场结果变量的效应也可能不一样。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厘清不同类型的关系使用者及其群体特征差异对

理解社会网和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就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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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据求职方式来划分不同的劳动者群体。边燕杰和张文宏

( 2001) 曾归纳了转型期中国三种主要的求职方式: 一是计划分配方

式，包括国家分配、组织调度等通过行政配置劳动力的方式; 二是市场

方式，包括职业介绍、机构介绍和个人直接申请等通过市场配置劳动力

的方式; 三是社会关系方式，即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获得职位信息或直接

获得职位。虽然这种分类较好地归纳了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最有

代表性的求职方式，但正如边燕杰和张文宏( 2001: 81 ) 在文章中指出

的那样，社会关系方式不是一种正式的求职渠道，它可以单独发生作用，

也可以与其他两种方式结合使用。因此这种划分虽然可以区分社会关

系方式与非社会关系方式之间的差别，但不能区分社会关系单独发生作

用的情况及其与其他方式相结合使用的情况。简单说来，它不能区分关

系使用者内部的差异。基于这种原因，本文对上述求职方式分类进行了

调整，分成三种类型: 一是正式渠道，包括上述的计划分配方式和市场方

式，即求职过程中未使用社会关系; 二是正式渠道与社会关系相结合的

方式，即求职过程既用了计划分配或市场方式，也同时使用了社会关系

( 以下称作“正式 +关系”渠道) ; 三是完全关系渠道，即求职时未使用正

式的渠道，完全通过社会关系获得职位。可以看出，第三个类型的求职

者对社会关系的依赖性是最强的，第二个类型次之，第一个类型最弱。
这种区分不仅可以比较关系使用者与非关系使用者的差异，而且可以比

较不同类型的关系使用者之间的差别，因此更适合本研究。
本研究根据上述三种求职方式将劳动者分成三个群体———分别通

过正式渠道、“正式 + 关系”渠道以及完全通过关系渠道获得初职的群

体，然后探讨不同群体之间的特征差异及其劳动力市场经历。具体的

研究问题包括: ( 1) 三个群体的特征( 包括个体特征和所从事职业的特

征) 有什么差异? ( 2) 不同群体的职业流动( 换工作) 模式及其影响因

素有什么不同? ( 3) 职业流动过程中，不同群体在社会关系使用上以

及对社会关系重要性的认同方面有什么差异? ( 4) 不同群体的经济地

位( 收入) 获得模式有什么差别?

二、社会关系、初职获得方式和职业流动: 理论与研究假设

( 一) 不同方式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的特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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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社会关系同质性命题( McPherson et al． ，2001) ，由于人们倾向

于跟自己比较相似的人交朋友或发生联系，劳动者本人的社会经济地

位越高，他们的关系人的地位也越高，因此高社会经济地位者有较优的

社会网络资本。基于此，莫尔( Mouw，2003) 强调，如果好的社会网络资

本能带来好的劳动力市场产出，那么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求职时将更

倾向于利用社会关系以获得报酬更高或工作条件更好的工作。与此同

时，根据地位获得的原理，高社会经济地位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亦比较

高，因此他们本身就具备通过正式渠道求职的能力和资格。基于以上

两点理由，笔者认为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求职者更可能选择“正式 + 关

系”的求职方式，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笔者提出了下面的假设。
假设 1a: 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劳动者在初职求职时更可能使用“正

式 + 关系”的求职渠道。
虽然社会网络同质性的原则确实存在，也被许多经验研究证实，但

是社会关系的使用上亦可能存在异质性的情况。即低社会经济地位的

求职者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的缺乏，可能更需要通过利用或寻求更好的

社会关系来获取职位的信息或直接获得工作。关于德国的职业流动的

一项研究发现( Wegener，1991) ，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和低社会经济地

位群体都倾向于利用社会关系来获取社会资源，从而获得更好的工作

职位，但两者使用的关系类型是不同的，前者更可能使用弱关系，而后

者则是依赖强关系。梁玉成( 2010 ) 基于中国八城市调查数据的研究

结果表明，社会关系的同质性或异质性是与个体的阶层地位相关的，高

阶层的人更可能形成同质性的社会关系，而低阶层的人更可能形成异

质性的社会关系。即低阶层者的关系网络里面有比自身更高地位的关

系人，且在需要的时候能从中获得帮助。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一方

面是由于文化上强调人情和面子，人们办事情的时候习惯于找关系或

拉关系，因此即使平时社交圈里没有可以直接利用的关系资源，在需要

的时候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有用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处在

市场转型阶段，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完全，地位低的人较难通过

正式渠道获取就业信息，因此他们可能更需要通过社会关系获得职位

信息或依赖关系人提供直接的帮助。而且对于这个群体的劳动者而

言，由于本身人力资本的缺乏，社会关系可能成为最重要或惟一的求职

渠道。也即

假设 1b: 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劳动者在初职求职时可能更加依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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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系，即他们的求职方式更可能是完全通过社会关系的渠道。
基于以上的讨论，如果根据社会经济地位将求职者分成高中低三

个阶层的话，那么笔者认为处于高阶层的劳动者更可能使用“正式 +
关系”的求职渠道，处于低阶层的求职者更可能使用完全社会关系渠

道，而中间阶层的劳动者则更多使用正式渠道( 即非关系渠道) 。也即

假设 1c: 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间阶层的劳动者在初职求职时比高

阶层或低阶层劳动者使用关系的可能性更小，他们更可能通过正式渠

道获得职位。

( 二) 初职获得方式与职业流动

职业是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根据社会学结构理论的“空位

竞争模型”，职业流动( job mobility，即变换工作单位) 是个体社会经济

地位获得或变迁的重要手段( Sorensen ＆ Kalleberg，2001) 。因此，作为

理性的个体，大多数劳动者变换工作的决策应该是成功导向的，目的是

为了实现向上流动，获得更高的经济报酬或非经济待遇( 如更优越的

工作环境、更好的晋升前景等等) 。关于社会关系与职业流动之间的

关系，许多经验研究证明社会关系对职业流动是有正面促进作用的。
如格兰诺维特( Granovetter，1974 ) 的研究证实，社会关系( 弱关系) 在

职业流动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使用关系收集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

机会增加，即流动到地位较高或收入较丰的职位。边燕杰和张文宏

( 2001) 的研究则表明社会关系( 强关系) 在中国市场转型期的职业流

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强关系起着人情交换的作用，有利于

劳动者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
既然研究证明职业流动有利于地位获得，而且社会关系对职业流

动是有正面作用的，那么如何看待不同类型的关系使用者( 本研究区

分的三个通过不同方式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 的职业流动模式的差

异呢? 即这三个群体在职业流动倾向、职业流动过程中使用关系的情

况以及他们对职业流动过程中社会关系重要性的认同是否有显著的不

同? 笔者认为，如果关系使用者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社会经济地位，那么

他们也更加可能会使用社会关系寻求职业流动机会以提高收入水平。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a: 获得初职时使用过关系的劳动者群体( 通过“正式 + 关

系”渠道或完全通过关系渠道获得初职的群体) 比通过正式渠道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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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职的劳动者更可能换工作( 离开初职) 。
另外，笔者认为，劳动者在社会关系方面的使用上，会有一定的连

续性或惯性。使用社会关系的方式成功获得职位的人，由于是社会关

系的受益者，因此在职业流动过程中更可能继续使用社会关系，而且他

们对关系作用的重要性有较高的认同度。基于以上推理，笔者提出以

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 2b: 使用过关系( “正式 + 关系”渠道或完全通过关系渠道)

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在职业流动( 现职的求职过程) 中比通过正式

渠道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更倾向于使用关系。
假设 2c: 使用过关系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对社会关系在求职过

程中的重要性的认同度比通过正式渠道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要更高。

( 三) 不同劳动者群体的收入分层模式

关于劳动力市场中经济地位获得的机制，最初有两种相互竞争的

代表性理论。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收入不平等

来自个体在人力资本( 教育和资历) 方面的差异，因此人力资本的投入

和积累是经济地位提升的主要手段( Becker，1993; Mincer，1974 ) 。另

一种是社会学家所秉持的结构性理论———“空位竞争模型”，认为收入

不平等并不取决于个体特征的差异，而是由劳动者个体所处的结构性

位置( 如职业) 决定，因此进入高收入的职位( 即职业流动) 是经济地位

晋升的主要途径( Sorensen ＆ Kalleberg，2001) 。后来，随着社会网和社

会资本研究的兴起，网络结构观逐渐打破原来学术界以地位结构观为

主导的局面，社会网络机制从而逐渐成为解释地位获得的第三种代表

性的理论，认为个体可以通过社会关系摄取( access) 自身之外的社会

资源以提高社会经济地位( Lin，1982，1999; 边燕杰，1999) 。
以上三种理论都有经验研究的支持，但大多数已有研究在检验人

力资本、职业流动或社会资本的效应时，常常将所有劳动者视为一个统

一的整体，而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它们的效应对不同特征的劳动

者而言可能是有差别的，或不同的劳动者所适用的经济地位晋升路径

可能是不一样的。最近一项关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地位获得的研究

表明，人力资本机制仅适用于高端劳动力市场( 高教育水平) 的劳动者

群体，而职业流动机制则只对低端劳动力市场( 低教育水平) 的劳动者

群体有效( 吴愈晓，2011) 。那么社会资本机制是否对所有劳动者都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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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经验问题。莫尔( Mouw，2003) 曾对社会资

本理论提出质疑，认为社会关系的效应并不是外生的，但他的研究也没

有区分不同的关系使用者。因此笔者怀疑莫尔( Mouw，2003) 的批评可

能是部分成立的，即对某些关系使用者( 如高地位群体) 而言，社会关

系的作用可能是虚假的，但对另外一些具有不同特征的关系使用者

( 如低地位群体) ，社会关系的作用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基于以上的讨论，并结合本研究( 根据初职获得方式) 对劳动者群

体的划分，笔者认为，不同的群体，特别是不同的关系使用者，他们的经

济地位获得路径可能是不一样的。如果假设 1a( 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劳

动者更可能使用“正式 + 关系”渠道获得初职) 和假设 1b( 低社会经济

地位的劳动者更可能完全通过社会关系渠道获得初职) 都成立的话，

那么很可能人力资本机制更适合通过“正式 + 关系”获得初职的劳动

者群体，而职业流动机制和社会网络机制则适合完全通过社会关系获

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也即

假设 3a: 对于通过“正式 + 关系”方式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影

响他们收入获得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因素( 教育年限以及资历) 。
假设 3b: 对于完全通过社会关系方式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影

响他们收入获得的主要因素是职业流动以及社会关系资本。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步骤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 2009 年 7 月边燕杰教授主持的“中国大城

市社会网与求职调查”( JSNET2009 ) 。该调查在长春、广州、济南、兰

州、上海、天津、厦门和西安八城市采用多阶段系统抽样的方式抽取 18
到 69 岁有过非农职业经历的被调查者进行问卷访谈，①八个城市数据

的总样本量为 7，102 人。
由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

的一个重要分界线，改革前后的情况有很大区别，而且由于再分配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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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每个城市的抽样方案是一致的，首先通过分层抽样方法选择各城市的区及其下属的居委

会，选定居委会后，使用地图法获取家庭户的抽样框然后随机抽取被调查户，入户后选取

生日最接近 7 月 1 日的家庭成员进行问卷调查。



中国城市的劳动力配置权完全由国家掌控，个体在择业方面并没有自

主权，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因此再分配时期的情况不在本

研究的考虑范围之内。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体制或结构因素的巨大变

化对分析带来的困难，本研究只选取那些在 1978 年或以后获得第一份

非农职业的个体作为研究对象。另外，将研究对象的年龄限制在 20 至

60 岁之间。经过筛选，八城市中实际参与数据分析的样本量为 4，

731 人。
初职获得的三种方式是本研究最重要的变量。JSNET2009 调查问

卷详细询问了被访者获得第一份非农工作的方式，具体包括 7 个选项:

( 1) 经人介绍; ( 2) 个人申请; ( 3) 国家分配; ( 4) 国家分配 + 经人介绍;

( 5) 个人申请 + 经人介绍; ( 6 ) 国家分配 + 顶替父母; ( 7 ) 其他方式。
笔者根据本研究的需要对这 7 个选项进行重新归类，将第( 2 ) 、( 3 ) 、
( 6) 和( 7) ①归为正式渠道( 约占 74． 5% ) ，第( 4) 和( 5) 类归为“正式 +
关系”渠 道 ( 约 占 6． 2% ) ，而 将 第 ( 1 ) 类 归 为 社 会 关 系 渠 道 ( 约 占

19. 3% ) 。其他变量及其测量方法在数据分析部分介绍。
本研究数据分析的步骤包括: ( 1) 描述并估计这三个劳动者群体

的基本特征; ( 2) 估计通过不同方式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的职业流

动( 离开初职) 的决定因素; ( 3) 对于那些换过工作的劳动者，估计他们

获得现职时是否使用社会关系的决定因素，以及影响他们对求职时使

用社会关系的有效性或重要性的主观判断的因素; ( 4) 估计不同劳动

者群体的经济地位获得模式( 影响不同劳动者群体当前收入水平的主

要因素) 。

四、数据分析结果

( 一) 不同类型社会关系使用者的特征

这一小节探讨不同群体劳动者的基本特征，并着重检验影响不同

劳动者求职渠道选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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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中有很小一部分的被访者选择了第( 7 ) 类( 即其他方式) ，为了研究的方便，将他们

归为正式渠道。笔者认真检查了这些被访者自填的答案，确保他们求职时没有使用社会

关系。



由于因变量———初职获得的不同方式———是类别变量，而且有三

类，因此使用多元对数回归模型(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进行统计估计。自变量包括性别( 男性 = 1) 、出生年份、初职单位性质

( 国有 = 1) 、行业( 垄断高收入行业① = 1) 、初职单位人员规模( 自然对

数) 、进入初职时的受教育年限和政治身份( 中共党员 = 1) 。由于家庭

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个体初职获得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入了父亲的

职业( 三类，分别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其他职业，模型中其他职业

为参照组) 、政治身份( 党员 = 1 ) 以及父亲的教育( 高中或以上 = 1 ) 三

个变量。由于我国不同城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差异，所以模型

控制了城市( 长春为参照组) 。另外，已有研究表明，1994 年以来，我国

劳动力市场中网络对求职的效应与之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将大的变化

( 边燕杰、张文宏，2001; 梁玉成，2010) ，因此模型加入了一个历史阶段

的虚拟变量( 1994 至 2008 年 = 1，1978 至 1993 年 = 0) ; 因为有一部分

样本是到城市务工的农业户口劳动者，模型还控制了户口变量( 农村

户口 = 1) 。表 1 报告了统计模型估计的结果。
表 1 的模型 1 显示，相对于通过正式渠道获得初职的劳动者而言，

越晚出生的劳动者群体越可能使用“正式 + 关系”的渠道获得初职。
另外，进入垄断高收入行业更可能选择“正式 + 关系”的求职方式。还

有就是父亲的教育地位越高，更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初职，这部分证

明了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更可能使用“正式 + 关系”渠道的假设( 假

设 1a) 。其它变量的影响都没有统计显著性。表 1 的模型 2 反映的是

完全使用社会关系与使用正式渠道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之间的比

较，我们可以发现，与通过正式渠道获得初职的群体相比，农村户口、女
性、年轻、低教育程度、非党员的劳动者群体更可能完全依赖社会关系

获得初职; 另外，完全依赖关系获得的工作更可能是非国有部门且单位

人员规模较小; 最后，父亲为管理人员的劳动者更可能通过正式渠道获

得初职。这里的结果证实了假设 1b，即低人力资本而且处于低社会经

济地位的劳动者更可能完全通过社会关系获得初职。表 1 的模型 3 则

显示了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群体与通过“正式 + 关系”渠道获得

初职群体之间的比较。结果表明，与通过“正式 + 关系”方式求职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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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垄断高收入行业包括: 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及供应行业，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金融、
保险业，房地产行业。



表 1 估计初职获得方式的多元对数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正式 + 关系渠道
vs．

正式渠道

完全关系渠道
vs．

正式渠道

完全关系渠道
vs．

正式 + 关系渠道

城市( 长春为参照组)

七个城市虚拟变量 未列出 未列出 未列出

时期( 1994 － 2008 = 1)
. 080 . 457＊＊＊ . 377

( . 217) ( . 131) ( . 240)

户口( 农村户口 = 1)
－ . 085 . 331＊＊ . 417 +
( . 220) ( . 112) ( . 229)

性别( 男性 = 1)
－ . 066 － . 181* － . 115
( . 127) ( . 082) ( . 142)

出生年份
. 025* . 033＊＊＊ . 007

( . 012) ( . 007) ( . 013)

单位性质( 国有部门 = 1)
. 189 － . 341＊＊＊ － . 530＊＊

( . 148) ( . 098) ( . 167)

行业( 垄断高收入行业 = 1)
. 293 + . 160 － . 133

( . 164) ( . 121) ( . 189)

初职单位人员规模( 自然对数)
. 018 － . 051＊＊ － . 068*

( . 028) ( . 019) ( . 032)

进入初职时受教育年限
－ . 004 － . 190＊＊＊ － . 186＊＊＊

( . 030) ( . 018) ( . 032)

进入初职时政治身份( 党员 = 1)
－ . 321 － . 763＊＊＊ － . 442 +
( . 200) ( . 175) ( . 255)

父亲职业a

父亲为管理人员
. 057 － . 306 + － . 363 +

( . 204) ( . 161) ( . 215)

父亲为技术人员
－ . 292 － . 048 . 244
( . 246) ( . 158) ( . 277)

父亲的政治身份( 党员 = 1)
－ . 241 － . 026 . 215
( . 156) ( . 102) ( . 176)

父亲的教育( 高中或以上 = 1)
. 316* . 141 － . 175

( . 145) ( . 097) ( . 164)

常数项
－ 2. 152＊＊ 2. 174＊＊＊ 4. 326＊＊＊

( . 728) ( . 432) ( . 796)

样本数 4668
pseudo R2 . 109

注: ( 1 )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 2 ) + p ＜ 0. 10，* p ＜ 0. 05，＊＊p ＜ 0. 01，＊＊＊p ＜

0. 001( 双尾检验) 。
a 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之外的所有职业为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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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相比，完全通过社会关系获得初职群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经济地位都较

低，而且进入的更可能是非国有部门且单位人员规模较小的工作岗位。
总而言之，表 1 的结果表明，如果根据社会经济地位将所有劳动者

分为高中低三个阶层的话，处于中间阶层的劳动者是最不可能通过社

会关系进行求职的( 验证了假设 1c) ，而处于两端( 高和低) 的劳动者

则更可能使用关系获得初职。由此看来，使用关系求职的群体是高度

异质性的，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他们对社会关系的依

赖程度进行区分。高地位的劳动者在使用正式求职方式( 国家分配或

个人申请) 的同时利用关系，而低地位的劳动者求职时往往对社会关

系有更强的依赖，即通过关系是他们获得职位的惟一途径。另外，这两

个群体所进入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是不同的，前者更多是进入国有、较大

规模的单位，而后者通常在是体制外的小型单位谋得职位。
表 1 比较的是三个劳动者群体在社会经济地位特征方面的差异，

那么他们在社会网络资本方面是否也有显著差异? 根据社会网同质性

的理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有更好的社会网络资源( McPherson et
al. ，2001) 。为了验证这种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

笔者对三个不同求职方式的劳动者群体的社会网络( 春节拜年网) 资

本特征进行了比较。①表 2 报告了比较的结果。
表 2 的上半部分反映的是三个劳动者群体在人力资本( 获得初职

时的受教育年限与当前的受教育年限) 方面的差别。结果进一步证实

了表 1 的发现，即通过“正式 + 关系”方式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的平均人

力资本是三个群体中最高的，而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群体的平均人

力资本则是最低，通过正式渠道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的平均人力资

本量刚好处于上述两者的中间。而且 T 检验的结果显示，这三个群体

在人力资本水平方面的相互差异都是显著的。在社会网络( 拜年网)

资本特征方面，本研究使用了几个较常用的测量社会网络质量的指标:

( 1) 网络规模，即关系人的数量，关系人数量越多，社会网络资本越优;

( 2) 网络总得分，即关系人的职业地位指数( ISEI) 总分，总分越高表明

社会网络资本越优; ( 3) 网顶，即最高地位关系人的职业地位指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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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王卫东( 2009)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 年和 2006 数据的研究结果，春节拜年

网是测量中国人社会网络资本的有效工具，它比讨论网( 另一种常用的社会网络资本测

量) 更加适合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



表 2 不同初职获得方式的劳动者群体的人力资本

与社会网络资本特征及其差异

特征
正式渠道

求职者( 1)
正式 + 关

系渠道( 2)
完全通过
关系( 3)

( 2) － ( 1) ( 3) － ( 1) ( 3) － ( 2)

人力资本特征

获得初职时受 12. 67 13. 19 11. 43 . 52＊＊ － 1. 24＊＊＊ － 1. 75＊＊＊

教育年限( 年) ( 2. 69) ( 2. 48) ( 2. 84)

目前受教育 13. 26 13. 70 11. 92 . 45* － 1. 33＊＊＊ － 1. 78＊＊＊

年限( 年) ( 2. 92) ( 2. 66) ( 3. 21)

社会网络资本特征

拜年网规模( 人) 28. 28 30. 86 25. 25 2. 58 － 3. 03* － 5. 61＊＊

( 31. 53) ( 29. 38) ( 25. 10)

拜年网 ISEI 总得分 313. 02 354. 63 255. 18 41. 63＊＊ － 57. 84＊＊＊ － 99. 45＊＊＊

( 252. 97) ( 258. 80) ( 226. 70)

拜年网 ISEI 网顶 72. 13 76. 11 67. 71 3. 98* － 4. 42＊＊＊ － 8. 40＊＊＊

( 26. 29) ( 23. 79) ( 27. 27)

拜年网 ISEI 全距 72. 11 76. 08 67. 69 3. 98* － 4. 41＊＊＊ － 8. 39＊＊＊

( 26. 28) ( 23. 78) ( 27. 26)

拜年网因子得分 . 035 . 234 － . 209 . 20＊＊ － . 25＊＊＊ － . 44＊＊＊

( 1. 01) ( . 97) ( . 95)

样本数 3516 292 913 — — —

注: ( 1) 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差; ( 2) + p ＜ 0. 10，* p ＜ 0. 05，＊＊p ＜ 0. 01，＊＊＊p ＜
0. 001( T 检验，双尾) 。

顶得分越高表明社会网络资本越优; ( 4 ) 网络全距( range) ，即最高地

位关系人与最低地位关系人职业地位得分的差，全距越大，表明网络异

质性越大，质量越优。除了单独比较以上 4 个指标之外，笔者还将它们

放在一起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到一个拜年网因子得分的变量( 因子得

分越高，网络资本越优) 。比较的结果( 表 2 的下半部分) 显示，无论是

单独比较各个指标，还是综合的拜年网因子得分，三个劳动者群体之间

的差异都是相同的模式，即通过“正式 + 关系”方式获得初职的劳动者

社会网络资源最优，而完全通过关系求职的劳动者的社会网络资源最

差，通过正式渠道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则处于中间。这里的结果表

明就自身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而言，同质性现象在中国城市中也是存

在的，即地位越高的群体，其社会网络资源越丰富，反之亦然。但是在

社会关系使用方面，同质性与异质性的情况是并存的。一方面，社会网

络资源最丰富的群体确实是更可能在( 初职) 求职时使用关系( 与正式

的求职途径同时使用) ; 而另一方面，低地位而且社会网络资源最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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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的群体( 初职) 求职时也更可能使用关系。

( 二) 职业流动模式

这一小节探讨三个劳动者群体职业流动( 换工作) 模式的差异。
究竟具有哪些特征的劳动者更可能换工作( 离开初职) ? 由于离开某

一职业的可能性与在该职业停留的时间长短成反比，即在该职业停留

的时间越长，流动的可能性越低，是一种反向的时间依赖( negative du-
ration dependence ) 模 式 ( Sorensen ＆ Tuma，1981; Carroll ＆ Mayer，
1986) 。正因如此，大多数已有的研究使用事件史分析模型( event his-
tory analysis model，以下称 EHA 模型) 来分析职业流动，在 EHA 模型

中，因变量不仅仅是某一事件是否发生，而且将事件发生前停留的时间

也考虑在内。这段停留的时间被称作生存时间( survival time) ，而在特

定时间事件发生的概率则被称为风险率( hazard rate) ，不同时间点上

的风险率的分布函数被称为风险函数( hazard function) 。
具体使用哪种特定的 EHA 模型取决于风险函数的分布情况。因

此，在决定哪个具体的统计模型之前，通常先作图显示风险函数的分

布。图 1 显示了 8 城市劳动者是否离开初职的风险函数。
从图 1a 可以看出，离开初职的风险函数并不是一个单调上升或下

降的趋势，而是一个左偏的钟形曲线趋势。也就是说，刚开始随着时间

的推延，换工作的可能性逐渐上升，而到了一定时间之后，换工作的风

险率则随着时间的推延逐渐下降。图 1b 显示了三个劳动者群体离开

初职的风险函数的差异，可以看到，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群体离开

初职的风险率比其他两个群体( 通过正式渠道和“正式 + 关系”渠道获

得初职的群体，这两个群体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别) 明显更高，这表明完

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劳动者更可能而且更早离开第一份工作。另

外，图 1b 显示这三个群体函数的分布形状是相似的，都体现为左偏的

钟形曲线。这种风险函数分布模式符合 log － logistic 分布( Blossfeld et
al. ，2007) ，因此，本研究将使用 EHA 模型中的一种参数模型———log-
logistic 模型———来估计影响离开初职的因素。

在 EHA 模型中，因变量不是简单的事件发生与否，而是在某一特

定生存时间点的事件发生率( 即风险率) ，在本研究中则是指离开初职

的风险率。由于本部分关注三个劳动者群体之间在职业流动上的差

异，因此核心自变量是三种初职获得方式( 在模型中正式渠道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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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换工作( 离开初职) 的风险函数

组) 。其它自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政治身份( 中共党员 = 1 ) 等重要

个人特征，以及初职入职时的工资收入( 自然对数) 、①初职所在单位的

人员规模( 自然对数) ②和初职所在单位的性质( 国有部门 = 1 ) 等与职

业有关的特征。控制变量包括城市虚拟变量( 模型中长春为参照组) 、
户口( 农村户口 = 1) 、性别( 男性 = 1) 和被调查者的出生年份。模型估

计结果在表 3 进行报告。
表 3 的模型 4 显示，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男性、农村户口以及越晚

出生的劳动者更可能而且更早换工作( 离开初职) 。③模型 5 加入了职

业特征的变量，可以发现，在国有部门、单位规模越大以及初职工资水

平越高的劳动者则更不可能换工作，但行业对是否换工作没有显著的

影响。模型 6 加入了两个重要的个体特征变量———受教育年限和政治

身份，结果显示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换工作，但政治身份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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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通常被认为是抑制职业流动的因素，即工资收入越高，越不倾向于换工作( 参见 Tu-
ma，1976) 。
单位人员规模也是一个影响劳动者职业流动化倾向的重要因素，单位人员规模越大的组

织更可能有较为完善的组织制度、更好的员工晋升阶梯，以及更高的年资回报，因此在越

大规模任职的员工可能越不倾向于换工作( Baron，1984; Kalleberg ＆ Buren，1996) 。
根据统计软件 Stata 关于事件史 log-logistic 模型的设定，若回归系数为负，表明生存时间
( survival time) 越短，即事件发生的风险率越高; 如果系数为正，则表明生存时间越长，事

件发生的风险率越低。



表 3 估计职业流动( 离开第一份工作) 的 Log-logistic 事件史模型

变量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城市( 长春为参照组)

七个城市虚拟变量 未列出 未列出 未列出 未列出

户口( 农村户口 = 1)
－ . 301＊＊＊ － . 062 － . 116* － . 072

( . 056) ( . 056) ( . 058) ( . 058)

性别( 男性 = 1)
－ . 095* － . 138＊＊＊ － . 162＊＊＊ － . 169＊＊＊

( . 038) ( . 037) ( . 037) ( . 037)

出生年份
－ . 077＊＊＊ － . 088＊＊＊ － . 085＊＊＊ － . 082＊＊＊

( . 002) ( . 003) ( . 003) ( . 003)

单位性质( 国有部门 =
1)

. 573＊＊＊ . 551＊＊＊ . 526＊＊＊

( . 044) ( . 044) ( . 044)

行业 ( 垄 断 高 收 入 行 业
= 1)

. 053 . 060 . 068

( . 056) ( . 055) ( . 055)

初职 单 位 人 员 规 模 ( 自
然对数)

. 037＊＊＊ . 034＊＊＊ . 029＊＊＊

( . 008) ( . 008) ( . 008)

进入 初 职 是 工 资 收 入
( 自然对数)

. 201＊＊＊ . 203＊＊＊ . 201＊＊＊

( . 016) ( . 016) ( . 016)

进入初职时受教育年限
－ . 034＊＊＊ － . 046＊＊＊

( . 008) ( . 008)

进入 初 职 时 政 治 身 份
( 党员 = 1)

. 635＊＊＊ . 605＊＊＊

( . 065) ( . 065)

进入初职方式a

正式 + 关系
. 090

( . 078)

完全通过关系
－ . 396＊＊＊

( . 047)

常数项
－ . 256* － 2. 254＊＊＊ － 1. 766＊＊＊ － 1. 384＊＊＊

( . 108) ( . 189) ( . 212) ( . 215)

ln_gam
－ . 377＊＊＊ － . 428＊＊＊ － . 440＊＊＊ － . 452＊＊＊

( . 018) ( . 018) ( . 018) ( . 018)

样本数 4720 4679 4667 4667

Log Likelihood － 5362. 27 － 5125. 51 － 5057. 91 － 5020. 77

注: ( 1)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 2) + p ＜ 0. 10，* p ＜ 0. 05，＊＊p ＜ 0. 01，＊＊＊p ＜

0. 001( 双尾检验) 。
a 正式渠道( 不通过关系) 获得初职的群体为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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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则相反，即党员比非党员更不可能换工作。模型 7 加入了初职获得

方式变量。结果显示，其他因素保持不变，通过“正式 + 关系”的方式

获得初职的群体跟通过正式渠道获得初职的群体换工作的风险率并没

有显著差异; 然而，与上述两个群体相比，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群

体则更可能换工作( 回归系数为负数，而且在 0. 001 的水平显著，表明

在初职的生存时间较短，即换工作的风险率较高) 。这与图 1b 显示的

情况是一致的，并部分验证了假设 2a( 假设 2a 预期“正式 + 关系”和完

全使用关系求职群体都更可能换工作) 。这里的结果表明，如果换工

作是成功导向( 即换工作是为了向上流动) 的，那么初职获得是完全依

赖关系的群体更倾向于通过职业流动来达到目的，但这种情况对其他

两个群体并不适用。

( 三) 现职求职时的关系使用情况以及对关系重要性的认知

上一小节分析了通过不同方式获得初职的群体在职业流动模式方

面的差异。本小节探索那些换过工作的劳动者在现职求职时是否使用

了社会关系以及对求职过程中社会关系重要性的认知情况。由于关注

的是求职过程，因此自雇或雇主的样本也被排除在外。这部分估计 3
个模型，因变量分别为: ( 1 ) 现职求职时是否使用了社会关系( 是 = 1，

否 = 0) ; ( 2) 哪种求职方式对获得现职最重要( 社会关系方式 = 1，其他

方式 = 0) ; ( 3) 现职的求职过程中，通过哪种方式收集职位信息最重要

( 社会关系方式 = 1，其他方式 = 0) 。由于这些因变量均为二项变量，

因此使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统计估计。与前面关于职业流动

的分析一样，核心自变量为初职获得的方式，以比较三个劳动者群体之

间的差异。控制变量包括城市( 长春为参照组) 、户口( 农村 = 1) 、性别

( 男性 = 1) 、年龄、单位性质( 国有 = 1 ) 、行业( 垄断高收入行业 = 1 ) 、
单位人员规模( 自然对数) 、受教育年限、党员身份( 党员 = 1) 和劳动者

的职业类型( 职业分成三类，即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模型

中其他人员为参照组) 。表 4 报告了模型估计的结果。
表 4 的模型 8 显示，使用不同方式获得初职的群体( 换过工作的样

本) 在获得现职时社会关系的使用存在显著的差异。总体而言，在初

职获得时使用过关系( 通过“正式 + 关系”渠道或完全社会关系渠道)

的群体，比未使用关系( 正式渠道) 获得初职的群体在现职求职过程中

更倾向于使用关系。控制了其他变量，通过“正式 + 关系”渠道获得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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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估计获得现职是否使用关系以及

对关系重要性认同的 Logistic 模型( 换过工作的样本)

变量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现职求职时是否

使用社会关系
通过关系的方式
获得工作最重要

通过关系收集
工作信息最有用

城市( 长春为参照组)

七个城市虚拟变量 未列出 未列出 未列出

时期( 1993 － 2008 = 1)
－ . 028 － . 155 － . 036
( . 205) ( . 177) ( . 172)

户口( 农村户口 = 1)
－ . 118 . 210 － . 067
( . 203) ( . 159) ( . 159)

性别( 男性 = 1)
－ . 152 － . 015 － . 009
( . 119) ( . 104) ( . 101)

年龄
－ . 012 . 008 . 021*

( . 011) ( . 010) ( . 010)

单位性质( 国有部门 = 1)
－ . 110 － . 168 － . 096
( . 132) ( . 118) ( . 115)

行业( 垄断高收入行业 = 1)
. 358* . 206 . 193

( . 170) ( . 137) ( . 133)

现职单位人员规模( 自然对数)
－ . 034 － . 020 － . 032
( . 026) ( . 024) ( . 023)

受教育年限
. 004 － . 080＊＊＊ － . 122＊＊＊

( . 026) ( . 022) ( . 022)

政治身份( 党员 = 1)
－ . 261 － . 659＊＊＊ － . 717＊＊＊

( . 178) ( . 194) ( . 178)

职业a

管理人员
－ . 343 － . 486 + . 135
( . 237) ( . 266) ( . 223)

技术人员
. 177 － . 054 . 195

( . 161) ( . 143) ( . 135)

进入初职方式b

正式 + 关系
. 537 + . 381 + . 563*

( . 295) ( . 228) ( . 221)

完全通过关系
. 801＊＊＊ 1. 046＊＊＊ . 839＊＊＊

( . 174) ( . 124) ( . 124)

常数项
1. 662* . 351 . 373
( . 685) ( . 587) ( . 575)

样本数 1869 1869 1869
pseudo R2 . 061 . 089 . 081

注: ( 1) 括号里面的数字为标准误; ( 2) + p ＜ 0. 10，* p ＜ 0. 05，＊＊p ＜ 0. 01，＊＊＊p ＜

0. 001( 双尾检验) 。
a 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之外的所有职业类型为参照组，
b 正式渠道( 不通过关系) 获得初职的个案为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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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的群体在现职求职时使用关系的几率( odds) 比通过正式渠道获得初

职群体高出大约 71% ( e0. 537 － 1 = 0. 711 ，p ＜ 0. 10) ，而通过完全社会

关系方式获得群体现职求职是使用关系的几率是正式渠道获得初职群

体的 2. 2 倍( e0. 801 = 2. 223 ，p ＜ 0. 001) 。模型 8 的结果表明在劳动者

的职业生涯中，社会关系的使用是有一定的持续性或习惯性的，找第一

份工作时使用了社会关系，换工作时亦更倾向于用社会关系，因此假设

2b 得到验证。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完全通过社会关系获得初职的群

体( 即对社会关系的依赖性最强的群体) ，在换工作时是三个群体中最

可能继续使用社会关系求职的。
在关于“社会关系是最重要的求职方式”以及“通过关系收集职位

的信息最有用”这两个问题的认同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三个劳动者

群体之间的差异。表 4 的模型 9 显示，初职求职时用过关系( “正式 +
关系”或完全通过关系) 的两个群体比未用过关系( 正式渠道) 的群体

都更加相信社会关系是最重要的求职方式。而且群体之间的比较结果

表明，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群体对社会关系重要性的认同度是最高

的( 回归系数最大) ，通过“正式 + 关系”渠道获得初职的群体次之，通过

正式渠道的群体最低。模型 10 的结果与模型 9 相一致，首先，初职获得

时用过关系的两个群体都比未用过关系的群体更加认同通过社会关系

获取( 现职) 职位信息的重要性。其次，如果对他们的认同度进行排序的

话，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群体最高，“正式 + 关系”群体其次，正式渠

道群体最低。这里的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亦验证了假设 2c。
总而言之，表 4 的结果表明，虽然两个在初职求职时使用过关系的

群体在职业流动过程中都更可能继续使用关系，而且对关系重要性的

认同感也较高，但他们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在初职求职时对社会关系

的依赖最强的群体( 即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群体) ，现职获得时也

最有可能使用社会关系，而且对社会关系重要性的认同度最高。

( 四) 初职获得方式、职业流动与收入分层

这一部分探索三个通过不同方式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的收入决

定因素( 经济地位获得模式) 及其差异。分析的因变量是被调查者

2008 年的月均总收入，由工资单所列的月总收入、工资单以外的每月

奖金和其他收入、年终奖( 除以 12) 和年终实物奖励折现( 除以 12 ) 等

四部分组成。在进行统计估计时该变量被转化为自然对数形式。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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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包括职业流动( 是否换过工作) 、社会网络资源( 拜年网因子得

分) 和人力资本( 包括受教育年限和资历) 。为了处理可能存在的“未

观测到的异质性”(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问题，①从而获得对核心自

变量的无偏估计，模型中将被访者初职入职时收入( 自然对数) 作为控

制变量进入模型。其他的控制变量包括城市、性别、户口、政治身份、单
位性质、行业、单位人员规模( 自然对数) 以及被访者的职业。②由于自

雇人士或雇主通常都是高收入群体，模型中也进行了控制( 自雇或雇

主 = 1) 。这里估计四个模型，一个是对所有样本建模，另外为了比较

初职获得三种不同方式的群体收入的决定因素之间的差异，分别对这

三个群体进行建模。表 5 报告了统计估计结果。

表 5 估计当前月平均收入( 自然对数) 的 OLS 模型

变量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所有样本
正式渠道
获得初职

正式 + 关系渠
道获得初职

完全通过关
系获得初职

城市( 长春为参照组)

七个城市虚拟变量 未列出 未列出 未列出 未列出

初职入职时收入( 自然对数)
. 150＊＊＊ . 153＊＊＊ . 287＊＊＊ . 084

( . 019) ( . 021) ( . 054) ( . 057)

户口( 农村户口 = 1)
－ . 010 － . 126 － . 064 . 144

( . 069) ( . 090) ( . 177) ( . 135)

性别( 男性 = 1)
. 244＊＊＊ . 278＊＊＊ . 184 + . 136

( . 042) ( . 048) ( . 105) ( . 114)

单位性质( 国有部门 = 1)
－ . 159＊＊ － . 196＊＊ － . 145 . 025

( . 053) ( . 061) ( . 120) ( . 136)

行业( 垄断高收入行业 = 1)
. 214＊＊＊ . 254＊＊＊ . 111 . 128

( . 056) ( . 064) ( . 117) ( . 161)

现职单位人员规模( 自然对数)
. 043＊＊＊ . 038＊＊＊ . 072＊＊ . 041

( . 009) ( . 011) ( . 022) ( . 027)

政治身份( 党员 = 1)
. 145* . 133 + . 065 . 211

( . 063) ( . 069) ( . 168) ( .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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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可能存在某些未观测到的变量同时对自变量( 人力资本和职业流动) 和因变量都

有影响，它们的缺失会导致自变量的估计值产生偏差。
所有这些变量的测量方法与表 4 中变量的测量方法是完全一致的。



续表 5

变量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所有样本
正式渠道
获得初职

正式 + 关系渠
道获得初职

完全通过关
系获得初职

职业a

管理人员
. 352＊＊＊ . 319＊＊＊ . 0410 . 860*

( . 090) ( . 096) ( . 229) ( . 388)

技术人员
. 431＊＊＊ . 422＊＊＊ . 296* . 447＊＊

( . 053) ( . 058) ( . 124) ( . 171)

是否自雇( 是 = 1)
. 438＊＊＊ . 453＊＊＊ . 766＊＊＊ . 464*

( . 078) ( . 094) ( . 206) ( . 180)

受教育年限
. 088＊＊＊ . 108＊＊＊ . 075＊＊ . 034

( . 009) ( . 011) ( . 024) ( . 021)

总体工作资历
. 003 . 005 . 026＊＊ － . 016

( . 004) ( . 004) ( . 009) ( . 010)

拜年网因子得分
. 152＊＊＊ . 154＊＊＊ . 091 . 165＊＊

( . 024) ( . 027) ( . 058) ( . 06)

是否换过工作( 是 = 1)
. 250＊＊＊ . 253＊＊＊ . 144 . 255*

( . 046) ( . 053) ( . 117) ( . 121)

初职获得方式b

正式 + 关系
. 074 — — —

( . 085) — — —

完全通过关系
－ . 059 — — —

( . 056) — — —

常数项
4. 619＊＊＊ 4. 147＊＊＊ 3. 992＊＊＊ 6. 142＊＊＊

( . 283) ( . 325) ( . 737) ( . 733)

样本数 3671 2724 237 710

R2 . 278 . 308 . 523 . 159

注: ( 1)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 2) + p ＜ 0. 10，* p ＜ 0. 05，＊＊p ＜ 0. 01，＊＊＊p ＜
0. 001( 双尾检验) 。
a 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之外的所有职业类型为参照组，
b 通过正式渠道( 不通过关系) 获得初职群体为参照组。

表 5 的模型 11 显示的是所有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控制了

其他因素之后，三个通过不同方式获得初职的群体目前的收入水平并

741

论 文 社会关系、初职获得方式与职业流动



没有显著的差异( 进入初职方式的两个虚拟变量回归系数都不显著) 。
另外，拜年网因子得分的系数是正的，表明社会网络资源越多的劳动

者，其收入水平越高。如果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拜年网因子得分每增加

一个单位，收入水平相应增加约 16% ( e0. 152 － 1 = 0. 164 ，p ＜ 0. 001) 。
虽然不能肯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①但至少表明社会网络

资源与收入水平之间是正相关的。另外，与已有的研究一致，职业流动

( 换工作) 对收入有正面的影响。控制了其它因素，换过工作的劳动者

平均收入比从未换过工作的要高 28% 左右( e0. 250 － 1 = 0. 284 ，p ＜
0. 001) 。还有，模型 11 显示，所有样本的教育回报率约为 9% ( e0. 088 －
1 = 0. 092 ，p ＜ 0. 001) ，但另外一个人力资本的变量( 总体工作资历)

不显著。总体说来，如果将所有劳动者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发现人力资

本机制、职业流动机制和社会网络机制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都是适

用的。
表 5 的模型 12 － 14 是对三个劳动者群体单独进行建模。模型 12

反映的是通过正式渠道( 未通过社会关系) 获得初职群体的情况。我

们可以看到，其结果与模型 11 是高度一致的，即人力资本( 仅仅是教

育年限，因为工作资历的系数不显著) 、社会网络资本和职业流动( 换

过工作) 都是影响这个群体经济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我们更感兴趣

的是两个关系使用者群体( “正式 + 关系”群体和完全通过关系群体)

之间的差异。从模型 13 和 1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劳动者群体的收

入决定因素( 地位获得模式) 有很大的差异。对于使用“正式 + 关系”
渠道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而言( 模型 13) ，拜年网因子得分和是否换

过工作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但两个人力资本变量———教

育年限和工作资历———的系数是正的而且在 0. 01 的水平显著( 教育回

报率和年资回报率分别为 7. 5%和 2. 6% ) 。这表明地位获得的三个机

制中，只有人力资本机制适用于这个群体，其他两个机制( 社会网络机

制和职业流动机制) 都不适用。而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

体的情况刚好相反( 模型 14) 。对于这个群体，两个人力资本变量的系

数都不显著，而拜年网因子得分和换工作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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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为根据社会网同质性理论( McPherson et al. ，2001) 和莫尔( Mouw，2003) 的质疑，人们

通常找与自己相似的人交朋友或发生关系，因此有可能是某种未观测到的特征同时影响

个体的社会交往圈( 社会网络资本) 及其收入水平。如果这种情况存在的话，那么社会

网络资本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就不一定是因果关系。



的，而且有统计显著性。亦即是说，社会网络机制和职业流动机制都影

响这个群体的收入获得，但人力资本机制对他们的收入不起作用。这

里的结果验证了假设 3a 和假设 3b，即两个不同类型的关系使用者群

体( “正式 + 关系”群体和完全通过关系群体) 的经济地位获得模式是

完全不同的，亦再次证明了关系使用者内部是高度异质性的。

五、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根据初职获得的三种不同方式———正式渠道( 未使用关

系) 、正式渠道与关系相结合( “正式 + 关系”) 和完全通过关系———将

劳动者分成三个群体，并探讨他们的群体特征( 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特

征和社会网络资本特征) 、职业流动模式、职业流动过程中关系使用情

况以及经济地位获得模式等方面的差异。研究的发现可以归纳为下面

几点。
第一，使用不同方式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的群体特征有非常显著的

差异。如果根据社会经济地位将劳动者分成高中低三个阶层的话，那

么通过“正式 + 关系”渠道获得初职的劳动者是处于上层的，他们的社

会经济地位最高，社会网络资本亦最为丰富; 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

劳动者处于下层，他们来自低地位的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低，而且

社会网络资源最为缺乏; 通过正式渠道获得初职的群体则处于中间的

阶层。这表明，两个使用过社会关系求职的劳动者群体是高度异质性

的，他们处于社会分层体系的两端，而且研究结果亦表明他们进入的是

两个高度异质性的劳动力市场。通过“正式 + 关系”渠道获得初职的

劳动者进入的是体制内的或人员规模较大的单位，而完全通过关系获

得初职的劳动者更多是进入体制外的或小型的单位。
第二，不同劳动者群体的职业流动模式也有一定程度的区别。完

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群体比其他两个群体( 即通过正式渠道或“正

式 + 关系”渠道获得初职的群体) 的劳动者更可能换工作( 离开初职) ，

而后两者之间在换工作的倾向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第三，社会关系的使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或惯性。对于换过工作

的劳动者而言，两个使用过关系( “正式 + 关系”或完全通过社会关系)

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在现职的求职过程中都比未使用关系( 正式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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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获得初职的群体更可能继续使用社会关系，而且他们对社会关系

之于求职的重要性的认同感亦较强。但是他们的程度是有区别的，最

依赖社会关系( 即完全通过社会关系) 获得初职的群体最有可能继续

使用关系，而且对关系重要性的认同度也最高。
第四，经济地位获得模式存在群体差异。特别是两个使用过关系

获得初职的群体，他们的收入和晋升机制是完全不同的。对于通过

“正式 + 关系”渠道获得初职的劳动者，影响他们收入的是人力资本机

制( 即教育和年资都有显著的回报) ，职业流动机制和社会网络机制对

他们都不适用。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群体的情况则刚好相反，对

他们而言，人力资本不影响他们的收入，但职业流动和社会网络资源都

有助于他们收入水平的提升。这也进一步证明这两个劳动者群体所处

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特征是非常不同的。
本研究的结论表明麦克芬森等人( McPherson et al. ，2001) 所指出

的社会资本同质性现象( 即“人以群分”，地位越高的人社会关系资源

越好) 在中国城市地区也是适用的。正如本研究所区分的三个劳动者

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社会网络资本越好，反之亦然。但是，

在社会关系的使用方面，我们发现同质性现象和异质性现象在中国城

市地区是共存的。一方面，高地位群体拥有更好的社会网络资源，他们

在求职时更可能使用关系，但他们是跟其他正式的求职渠道一起使用。
另一方面，那些地位较低同时社会网络资源最为缺乏的群体，他们在求

职时也更加倾向于使用社会关系，而且对社会关系的依赖程度更高，社

会关系甚至是他们惟一的职位获得渠道。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本研究的发现，求职过程中关系使用者

内部其实是高度分化的。如本研究的两个关系使用者群体，他们分别

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职业生涯，地位获得模式也有很大的差

异。而且，他们自身掌握的社会关系资源不同，同时社会关系资源对他

们地位获得的效应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如果在研究中笼统地将这

两类劳动者简单地归为“关系使用者”，很可能会对某些重要自变量的

效应造成有偏误的估计，因而在研究时对他们进行区分是非常有必

要的。
本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社会关系的作用机制和有效性对不同类

型的劳动者而言是不同的。对于高地位者它的作用可能是辅助性或补

充性的。而对低地位的求职者，其作用可能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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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笔者看来，莫尔( Mouw，2003) 关于社会资本效应内生性的批评

可能是部分成立的，对高地位的劳动者而言，社会关系与劳动力市场结

果变量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是虚假的。但对于低地位群体，关系的作用

则应该是真实存在的。这也表明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研究中，我

们仅仅关注关系人或关系资源的特征差异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区别

不同特征的关系使用者。亦即是说，我们不能将所有劳动者当作一个

统一的整体，而需要根据他们的个体特征或他们所处的不同劳动力市

场的结构特征对他们进行分类，并分别探讨群体内部社会资本的作用。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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