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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定量统计和回归分析的方法，试图从借贷网络视角来考察大龄未婚男性的 

社会资本状况，以发现婚姻状况和地域差异是否会影响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资本。结果 

表明，不同婚姻状况的农村男性和不同地域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数量和来源有显著 

差异，婚姻状况对农村男性社会资本不存在影响，地域因素对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也不存 

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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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attempt to use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o examine 

the social capital status of involuntary bachelors from the loan network perspective，in order to find 

whether differences in marital statu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affect their social capita1．The resuhs 

show that for not only rural men of different marital status but also involuntary bachelors in different 

regions，the volume and the source of social capital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marital status has no 

effect on social capital of rural men and geographical factor does the same on the bache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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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龄未婚男性成为一个愈加庞大的新兴弱势群体。据李树茁等人预测， 

2013年以后中国每年的男性过剩人口的增长速度都在 10％以上，平均每年大约有 120万男性被迫失 

婚  ̈。由于婚姻择偶梯度的影响，生活在经济落后地域的男性成为性别失衡和女性短缺的牺牲品 。 

国内对该群体的微观研究已展开，如失婚原因、社会支持与融合、心理福利和养老等方面，但其社会 

资本方面的研究尚欠缺。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对农民致富和外出求职起到了重要作用 j，其对大龄未 

婚男性也很关键。另外，从家人或是朋友那里获得大笔借贷尤为困难，这说明大笔借贷和社会资本一 

样，是一种稀缺资源 4j。故本文试图从借贷网络视角来考察日益庞大且备受关注的大龄未婚男性的 

社会资本，从而为改善该群体的生存状况提供理论依据。 

一

、 数据和方法 

本文在大型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收集数据，采用定量统计和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 

资本进行研究。 

1．数据来源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 2009年招募了3所陕西和 1所山西的大学中农村户籍的学生 

在全国农村做了两期调查。第一期调查于2009年7～8月暑假期间进行，主要对社区进行抽样 ，目的 

在于了解全国范围内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分布及特征，揭示婚姻挤压和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存在对农 

村社区的影响。该期调查采用村庄背景调查卷，主要对大龄未婚男性所在村庄状况及其基本情况，如 

数量、年龄、是否残疾等进行了摸底调查。通过数据质量控制，共有效回收 364个村庄信息，范围覆 

盖了全国28个省份，其中包括9个东部省份、8个中部省份和 11个西部省份；收集到3362个大龄未 

婚男性样本。 

在第一期调查的基础上，由原学生于2009年 11月 ～2010年 3月进行 “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 

调查。调查工具为结构化问卷，调查对象为大龄未婚男性、已婚男性、已婚女性、小龄未婚男性和未 

婚女性五类群体。根据已有研究和农村实际情况，我们把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定义为 “年龄在 28岁及 

以上，生活在农村地域、持有农村户籍的从未结过婚的男性”。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婚姻观 

念和行为、生育观念和行为、养老观念和行为、社会支持和社会融合、生活和心理福利等内容。此次 

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抽样方法，先抽取村庄，再抽取调查对象。基于村庄位置以及学生自愿等原则抽取 

了 162个村庄，涉及东、中、西部省份各为 9、7和 10个，对应的村庄数量为 27、60和75个。调查 

回收各类人群有效问卷共 1867份，根据研究需要 ，本文采用了 1396份问卷的数据，其中大龄未婚男 

性 780份，已婚男性 616份，比例分别为 55．9％和44．1％。分属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大龄未婚男 

性数量分别为 104、308和 368个。本研究采用了第二期调查中的大龄未婚男性和已婚男性样本数据。 

2．变量与分析策略 

(1)因变量。从已有研究来看，社会资本测量的共同指标与社会网络相关，而且大笔借贷与社 

会资本同属稀缺资源，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尤为重要，故本文试图从借贷网络视角来考察大龄未婚男 

性的社会资本，以发现婚姻状况和地域差异是否会影响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资本。 

因此，本文将因变量设置为借贷网络规模和网络关系构成。网络规模是指调查对象可求助者的数 

目；网络关系构成指借贷网络中有无弱关系。以题目 “当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可以向谁借?您通 

常会找的各类人的个数”度量，答项包括 “家人 (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和亲戚人数”和 

“非亲戚 (包括邻居、朋友和同学)人数”。本文将家人和亲戚界定为强关系，把非亲戚界定为弱关 

系。度量网络关系构成的 “有无弱关系”以分类变量形式进入模型，“没有弱关系”为参照项。 

(2)自变量。本文的主自变量为婚姻状况和大龄未婚男性地域分布。其中婚姻状况分为已婚和 

未婚。已婚包括初婚和再婚，未婚则是指 28岁及以上从未结过婚。根据调查样本的分布和研究需要， 

本文东部地域包括福建、海南、河北、江苏、辽宁、山东、上海、天津、浙江；中部地域包括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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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湖南、江西、黑龙江、吉林、河南；西部地域包括甘肃、重庆、宁夏、青海、陕西、四川、云 

南、贵州、内蒙古、广西。控制变量有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个人因素变量包括个人年龄、受教育程 

度、职业、个人收入和性格。家庭因素变量包括父母是否健在、家庭收入、亲戚中有无在政府部门任 

职以及是否为大家族。 

(3)分析策略。首先，根据不同婚姻状况和地域对借贷网络规模和构成进行比较，按婚姻状况分析 

时，对于连续变量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于分类变量采用 LR (似然比)检验；按地域分析时采用方 

差分析。然后，分析婚姻状况、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对借贷网络规模和关系构成的影响。以网络规模和 

强弱关系构成为因变量，分别采用常规最小二乘法回归和二分类非线性回归方法，农村男性和农村大龄 

未婚男性两个群体的样本全部进入回归。最后，分析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地域差异、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 

对借贷网络规模和网络构成的影响，分析思路与以上相同，仅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样本进入回归。 

以上的分析过程应用 Statal0．0软件来完成。 

二、结果 

1．基于婚姻状况和地域差异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现状分析 

表1提供了农村已婚男性和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以及不同地域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借贷网络的规 

模和关系构成。两类群体在借贷网络规模上存在显著差异，从总体规模来看，农村已婚男性显著大于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说明姻亲关系和与子女间的关系可以提供借贷帮助。有高达 3．65％的农村大龄 

未婚男性的网络规模为零，其比例显著高于农村已婚男性，这些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得不到任何大额借 

贷帮助。 

亲缘比重均值通过计算每个被访者社会网络中的亲缘在所有支持者中的比重后，取均值得来。无 

论是农村已婚男性还是未婚男性，对亲缘的依赖都是最多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较农村已婚男性更依 

赖于亲缘关系，平时对他们帮助最多的是亲戚，比重高达58．57％。农村已婚男性的非亲缘比重高于 

农村未婚男性，因婚姻而扩大了非亲缘网络，有利于获得广泛的社会资本。 

不同地域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借贷网络也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借贷网络规模 

更大，更倾向于向亲缘关系以外的人借钱。中部地域有高达 5．61％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得不到任何 

借贷网络帮助。不管分布在哪个地域，农村大龄未婚男性都更多向亲属借贷，且东部的农村大龄未婚 

男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表 1 借贷网络规模和各类成员比重 

注：1． P<O．001，木丰P<0．01， P<0．05，+P<0．1。 

2．表格中768个样本量是包括有0个网络支持者 (占3．65％)，740个样本量由于计算了比重，则不包括0人，其他同理。 

数据来源：根据2010年全国百村 “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数据计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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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资本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社会资本是否会受到婚姻状况、地域差异以及其他因素 

的影响?下面对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1)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地位的比较。由于篇幅限制，个人社会经济变量和家庭变量数据在此 

不再展示。体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和农村已婚男性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的指标差异均显著。总 

体来说，两者相比，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受教育程度更低，多从事农业生产，收入更低，性格更内向；父 

母健在比例低，家庭经济收入低，亲戚在政府部门任职和属于大家族的比例都低。相比东中部地域，西 

部地域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偏年轻化，经济收人更少。与东部相比，西部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父母健在比例 

高，与他们的年龄较小有关。东部地域大龄未婚男性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最高，高达76．92％。 

(2)婚姻状况对农村男性社会资本的影响分析。表2中 “规模”列展示了以借贷网络规模为因 

变量对两个群体全部样本进行线性回归所得的结果。粗效应分析只加入婚姻状况变量，净效应在粗效 

应分析基础上加入个人与家庭因素进行控制以考察婚姻状况的作用。婚姻状况对借贷网络规模影响的 

粗效应是显著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比农村已婚男性获得的借贷网络规模小。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作 

为控制变量加入后，婚姻状况对网络规模影响不再显著，显然，影响大龄未婚男性和已婚男性社会资 

本差异的另有其他因素，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控制变量中个人因素如年龄、性格等都对借贷网络规模 

有显著影响。中年人 (28—49岁)和年老者 (5O岁及以上)的借贷网络规模显著小于年轻人 (27 

岁及以下)。性格外向的农村男性的借贷网络规模更大，因为这些人更善于人际交往。家庭因素也对 

表 2 婚姻状况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借贷网络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项目 塑 
粗效应 净效应 

构成 

粗效应 净效应 

婚姻因素 

个人因素 

家庭因素 

婚姻 (已婚) 

未婚 

年龄 (27岁及以下) 

28～40岁 

41～49岁 

50岁及其以上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其以上 

个人年收入 (1n) 

职业 (农业) 

非农业 

性格 (内向) 
一 般 

外向 

父亲是否健在 (否) 

是 

母亲是否健在 (否) 

是 

家庭年收入 (1n) 

亲戚中有无政府部门任职 (无) 

有 

是否大家族 (否) 

是 

Adjusted R2 

F检验值 

一 2LL 

样本量 

一 2．236 

一 2．269 

一 4．10o 

0．802 

— 0．067 

— 0．121 

0．175 

1．354 

1．664 

0．085 

— 0．496 

O．448 

1．309 

2．399⋯ 

0．039 

4．54⋯ 

一 0．866 

一 1．4l9 

一 1．853⋯  

O．22l 

0．094 

O．119 

0．968⋯  

0．650 

一 0．012 

0．030 

— 0．284 

0．401 

注 ：̈ op<0．001， ．P<0．0l， P<0．05，4-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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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男性的借贷网络规模存在显著影响。有亲戚在政府部门任职和属于大家族的农村男性的借贷网络 

比其他男性要大，因为在中国农村背景下，农村男性的家族势力强，其拥有的社会资本就越丰富。 

(3)地域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的影响。表3中 “规模”列展示了以借贷网络规模为因 

变量对不同地域的大龄未婚男性进行线性回归所得的结果。粗效应分析只加入地域变量，净效应分析 

在粗效应分析基础上加入个人与家庭因素进行控制以考察地域的作用。从粗效应分析看，地域因素显 

著，与东部地域相比，西部大龄未婚男性的借贷网络规模更大。但控制变量加入后，地域状况对网络 

规模不再显著。控制变量中个人年龄和性格都对借贷网络规模有显著影响。年龄在 “50岁及以上” 

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较 “28—40岁”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借贷网络规模小。与不同婚姻状况的分 

析结果类似，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中性格外向的人其网络规模也会更大，能聚集更多的社会资本。家庭 

因素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借贷网络规模影响体现在 “有亲戚在政府部门任职和属于大家族”因素 

上。选项为 “是”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借贷网络规模要大。 

表 3 不同地域对农村扩大龄未婚 男性借贷网络的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影响因素 项 目 规模 构成 

粗效应 净效应 粗效应 净效应 

地域因素 

个人因素 

家庭因素 

地域 (东部) 

中部 

西部 

年龄 (28～4O岁) 

41～49岁 

5O岁及其以上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其以上 

个人年收入 (1n) 

职业 (农业) 

非农业 

性格 (内向) 
一 般 

外向 

父亲是否健在 (否) 

是 

母亲是否健在 (否) 

是 

家庭年收入 (1n) 

亲戚中有无政府部门任职 (无) 

有 

是否大家族 (否) 

是 

Adjusted R2 

F检验值 
一 2IJ 

一 0．325 

2．102 

0．194 

0．386 

0．046 

O．112 

— 0．691 

一 1．339”’ 

O．312 

0．529 

0．145 

O．931¨ 

0．680 

一 0．325 

— 0．015 

— 0．Oll 

注：⋯P<0．001，”P<0．01， P<0．05，+P<0．1；样本量为745。 

表3中 “构成”列展示以地域因素为主 自变量，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为控制变量的借贷网络构 

成回归模型。变量进入顺序与规模分析一致。因变量以 “没有弱关系”作为基准项。地域因素的粗 

效应和净效应都不显著。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求助人群来源并不受地域因素影响。描述性分析中呈现 

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借贷网络构成的地域差异可能由别的因素造成。控制变量中除了个人收入外，其 

他的显著变量与婚姻状况对借贷网络影响分析相同，不再赘述。收入越高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其以借 

贷网络度量的社会资本来源中弱关系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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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与总结 

本文选取借贷网络规模和借贷网络关系构成中有无弱关系来度量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资本， 

并对其社会资本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1．不同婚姻状况的农村男性社会资本数量和来源有显著差异 

未婚者的社会网络规模小于已婚者是比较公认的结论，本文借贷网络规模也验证了此结论。与农 

村已婚男性相比，农村未婚男性缺少了由姻亲带来的妻族等横向关系和纵向的亲子关系以及亲子关系 

所衍生的新一代姻亲关系，所以已婚者比未婚者借贷网络规模大，关系多，信息和人情桥梁也较多， 

易占有社会资本优势。农村男性偏重向亲缘关系借贷，其中大龄未婚男性表现更为明显。这与其他学 

者认为大宗借贷更多来 自姻亲，而不是亲缘关系的兄弟 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我们认为出现不一致 

的原因有两点：一方面，两者调查样本范围不一致，本文是对全国范围村庄进行研究，而不是中部某 
一 个村庄；另一方面，虽说姻亲关系地位不断上升，但在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农村，仍然强调 

家庭和血缘关系，因此，农村男性社会资本更多来自亲缘关系。 

2．不同地域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数量和来源有显著差异 

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地域差异的描述性分析可发现，西部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资本 

数量显著多于东部和西部。这个结论显得意外，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理论，镶嵌于个人网络 

中的社会资本深受以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衡量的 “势力”的影响。西部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经济收入低、 

势力弱，其社会资本应该更少。可能由于西部大龄农村未婚男性自身和家庭经济条件差，向外界寻求 

经济帮助的场合多，且他们在回答问卷时填答的是曾经真实发生过借贷帮助的人数。其次，东部大龄 

未婚男性更多地向亲戚借贷也值得深思。东部比中西部更开放，商业化程度高，家庭范围之外的个人 

之间更多表现为利益关系，不求利益回报而基于道义、情感的借贷多存在于亲缘关系中。西部地域人 

口流动性相对小，人 口长期生活聚集，交往频率和相互了解程度高，增强了相互信任度，在遇到困难 

时能互助合作。 

3．社会资本不受婚姻状况和地域影响 

多元分析结果显示了与已有研究不同的结论。婚姻状况与地域因素的粗效应显著，但净效应不显 

著。婚姻状况对农村男性、地域因素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均不存在影响，不同婚姻状况的农 

村男性和不同地域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差异由其他因素导致。 

有学者于2010年利用安徽某区县数据进行过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支持网研究 ，认为婚姻状 

况对农村男性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和构成都造成了深刻影响，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的网络差异 

非常显著，失婚减少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可求助的关系类型_6]。尽管度量的是社会网络的不同内容， 

但基于社会资本镶嵌于社会网络中的特点，上述研究表明婚姻状况是有可能对农村男性社会资本构成 

产生影响的。本文分析结论不同，可能在于样本来源地的差异，先前的研究代表性地域为中国中部地 

域，而本研究覆盖了中国绝大部分省份。 

4．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对社会资本影响显著 

年龄、性格、收入、有无亲戚在政府部门任职和属于大家族等因素对农村男性社会资本影响明 

显。结果表明年龄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呈负相关，年龄越大借贷网络规模越小，所获得的社 

会资本就少；同时与年轻人相比，年老的大龄未婚男性更愿意与亲戚交往，其借贷网络的弱关系的比 

例也越低。性格变量对农村男性社会资本的影响是显著的。因为外向的人更善于与人交往，能够拥有 

较大的社会网络，当其需要帮助时，也会得到较多家人关系之外的人帮助，获得的社会资本也多。在 

中国农村背景下，父母亲去世可能使个人融人的关系网链条出现断裂，但亲属在政府部门任职一定程 

度上能增强个体中心势力，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家族是家庭关系的扩展，处于大家族中的人由 

于文化和生活背景相同，彼此之间容易形成一种信任关系，更容易获得内部资源，形成较多的社会资 

本。除此之外，有亲戚在政府部门任职和属于大家族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社会网络构成，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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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的来源。收入越高，越容易得到弱关系的帮助，增加了社会资本，这说明经济收入是获得社 

会资本的途径与方法 。本研究中受教育程度对社会资本没有影响，是因为人们在借钱时考虑更多 

的是双方关系的亲疏、个人信用问题等，文化程度和借贷没有必然的关系。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具有分布散、不集中的特点，为了尽可能调查到中国不同地域的大龄未婚男 

性，在时间、资金约束下本研究采用了 “百村调查”方式。尽管对调查人员实施了多次培训，在调 

查过程中通过各种通讯方式沟通、反馈，且派出督导员对村庄进行了实地巡视，但由于调查涉及地域 

广，尤其是无法全程、直接监控整个调查过程。另外，由于抽样和调查员选择等问题，使本文研究不 

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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