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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年来，中国个人慈善捐赠事业发展迅速，有必要对国内个人捐赠行为进行深入的
探究与思考。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使用Ｔｏｂｉｔ模型研究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慈善
捐款行为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捐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
市居民中个体的教育水平与捐款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有本科学历的比没有本科学
历的每年有更多的捐赠额度。但是教育水平对慈善捐赠的影响程度可能随着捐赠领域的不同而
有所差异。工作收入的增加也会导致个体的捐款额度相应的增加，但在所捐赠的钱占其工作收
入的比例上，收入较低的城市居民要高于收入中等的群体，表明相对捐款额度和工作收入之间呈
现典型的Ｕ型关系。职业与捐款之间亦有显著相关关系，这种相关可能大部分来源于中国尚存
的“单位人”效应，表明在后单位制时代，体制动员因素在捐款方面仍然保持着显著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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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慈善事业 具 有 调 节 收 入 分 配、提 升 社 会 凝 聚

力、增强社会互信等功能，对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

的促进作用。伴随着改革开放及社会发展，自由流

动社会资源开始出现，经济高速发展，同时贫富差

距增大，这 些 都 为 慈 善 捐 赠 的 发 育 创 造 了 基 础 条

件。而近年来，从希望工程到汶川地震再到免费午

餐，慈善捐款逐渐走入广大的社会公众群体，而国

家也逐渐放开社会进入公益慈善事业的空间，整体

呈现出慈善捐赠事业快速发展的格局。

２００７年，中 国 大 陆 的 捐 赠 总 额 为３０９亿 元；

２００８年由于汶川地震的影响，捐赠总额 超 过１０７０
亿元，其中个人捐赠４５８亿元；２００９年捐赠总额达

到５４２亿元（郑远长、彭建梅、刘佑平，２０１０）；而到

了２０１０年，捐赠总额达到１０３２亿元（孟自强、彭建

梅、刘佑平，２０１２）。虽然个人捐赠在赈灾中集中爆

发，但不同于美国个人捐赠占８０％左右的格局（王

名，２００２），国 内 一 般 情 况 下 以 企 业 捐 赠 占 主 导，

２０１０年个人捐赠占２８％，属于历年较高水平（孟自

强、彭 建 梅、刘 佑 平，２０１２），捐 赠 总 额 也 达 到 了

２００８年巨灾情 况 下 的 规 模。在 这 种 格 局 下，需 要

我们对国内个人捐赠行为进行深入的探究与思考，

以期为科学发展我国慈善捐赠事业提供事实依据。

现有文献一般从如下两个视角来解释慈善捐

赠。第一，经济学视角。此视角将慈善捐赠行为视

为追 求 某 种 偏 好 的 理 性 行 为。作 为 一 个 “理 性

人”，捐赠者通过慈善捐赠来获得某方面的满足或

者内心的愉悦。“利他”不是单方面的给予，而是一

种交换，捐 赠 人 旨 在 通 过 捐 赠 来 提 升 自 己 的 福 利

（Ｈａｌｆｐｅｎｎｙ，１９９９）。对 此 持 反 对 意 见 的 学 者 认

为：经济学模型的首要功能是解释自由市场上的物

品和服务，因此不适用于解释志愿部门的行为和活

动的（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０）。第 二，结 构 和 主 观 性 视 角。

此视角包括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等对行为的解释。

Ｌｌｏｙｄ（１９９３）认 为 慈 善 捐 赠 与 一 个 国 家 的 文 化 密

切相关，是一个国家历史、经济、政治和宗教力量的

综合产物。Ｊａｓ（２０００）认 为 慈 善 捐 赠 是 一 个 涉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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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经济和社会价值的交换过程，受私利和利他动机

的驱动。任何没有考虑这种交换两面性的方法将

难以作出好的解释。
国内现阶段的文献往往将企业捐赠行为和个

体捐赠行为分开研究。围绕着个人捐赠行为，国内

学者从宏观层面探讨了慈善捐赠与社会宗教文化

的关联（王振耀，２０１２；刘培峰，２０１２）、微观 层 面 则

讨论了捐赠的动机（侯俊东、杜兰英，２０１１）、个体捐

赠的历史和发展现状（黄丹、姚俭建，２００３；曾桂林，

２００８；陈 旭 清、曲 纵 翔，２０１２）等 多 个 方 面。实 际

上，现代的个人捐赠行为与以往社会中的传统捐赠

行为有着重要的区别，现代慈善捐赠既得益于传统

慈善文化的培育，同时也受现代公共意识、公民意

识的滋养。慈善捐赠既要有相关的价值理念，也需

要一定的教育、收入、社会资本以及合适的激励促

进环境。
社会 经 济 地 位（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ＳＥＳ），

即个体在某一特定等级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在认识

和解释社会现象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社会经

济地位的测量一直是困扰研究者的一个难题，国外

学者于上世纪４０年代开始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

成果。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美国社会学家奥蒂斯·
达德利·邓肯（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６１）基于职业声望，利用

职业平均收入和平均教育水平的加权和所得到的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国内有代表性的研究为李春

玲（李春玲，２００５）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

究”的调查数据对中国社会经济地位测算的研究。
根据中国国情，李春玲对邓肯的研究进行了改进，
主要是在 计 算 公 式 中 增 加 了 和 职 业 有 关 的 变 量。
但是鉴于如下两点，本文不采用单一的综合性指标

来测量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第一：单一的综合指

标，无法使研 究 者 评 估 各 个 分 量（收 入、教 育 和 职

业）在解释慈善捐赠行为上各自的重要性。第二：
在构建单一的综合指标时，很难找到适用于慈善捐

赠行为研究的权重。

二、文献综述

从国际文献来看，个体的基本特征（人口统计

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宗教信仰等）与其捐款行为

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比较系统深入，但是其中大部

分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主要是因为一般欠发

达社会尚未培育出成型的慈善事业。我国学者对

于慈善捐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慈善组织的管理体

制与运行机制方面，微观层面的研究非常少见。鉴

于我们使用教育、收入和职业三个指标来刻画个体

的经济地位，因此下面分别从教育、收入和职业三

个方面来回顾有关文献。
（一）教育与捐款

现有的大部分实证研究表明教育和慈善捐赠

之间存在着 正 相 关 关 系。例 如Ｂｒｙａｎｔ等 人（Ｂｒｙ－
ａｎｔ，Ｊｅｏｎ－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Ｋａｎｇ，＆Ｔａｘ，２００３）基于美国

成人的捐赠和志愿服务数据，发现教育水平越高的

被访者其捐款的可能性就越大。除了对教育和捐

款之间的整体关系进行考察外，很多学者又进一步

研究了 教 育 对 不 同 领 域 捐 款 的 影 响。比 如 Ｙｅｎ
（２００２）对美国家庭慈善捐款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教育与世俗捐赠正相关，但是和宗教性质的捐赠没

有显著关系。Ｓｒｎｋａ和Ｅｃｋｌｅｒ（２００３）利用澳大利

亚的相关数据发现，教育与环境动物保护、发展援

助、人权领域的捐款有显著正相关，但是与健康照

顾领域的 捐 款 则 为 负 相 关。Ｂｅｋｋｅｒｓ和Ｄｅ　Ｇｒａａｆ
（２００６）则研究了被访者所学专业对其捐款行为的

影响，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社会工作、农

业等专业毕业的学生更为慷慨。
由于中国大陆慈善事业发展的相对滞后，所以

尚未形成对慈善捐赠较为系统的研究。微观层面

较为有代表 性 的 研 究 有 张 网 成（２０１０）在 北 京、杭

州、哈尔滨、昆明等城市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
用描述统计刻画了捐赠个体的主要特征。罗公利、
刘慧明、边 伟 军（２００９）与 刘 武、杨 晓 飞、张 进 美

（２０１０）分别探讨了山东、辽宁两省居民慈善捐赠的

影响因素，均发现教育水平对慈善捐款有显著的正

向 影 响。台 湾 学 者 Ｓｈｉｈ－Ｙｉｎｇ　Ｗｕ，Ｊｒ－Ｔｓｕｎｇ
Ｈｕａｎｇ和Ａｎ－Ｐａｎｇ　Ｋａｏ（２００４）对台湾地区的捐

赠行为进行研究，发现户主具有大学学历并且处于

已婚状态的家庭比其他家庭会捐更多的钱，但是教

育与捐款可能性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二）收入与捐款

收入与慈善捐赠关系较为典型的研究发现是

所谓的Ｕ型曲线，即，如果以捐款额度占家庭收入

的比例来衡量慷慨程度，那么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

家 庭 要 比 中 间 收 入 家 庭 慷 慨（Ａｕｔｅｎ，Ｓｉｅｇ，＆
Ｃｌｏｔｆｅｌｔｅｒ，２００２）。对 于 这 个 非 常 有 趣 的 结 果，美

国学者的解释为：高收入群体捐赠多是因为美国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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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文化的影响，而低收入群体捐赠较多是因为宗教

信仰或者是因为部分家庭收入虽然低，但是资产较

高。Ｊａｍｅｓ和Ｓｈａｒｐｅ（２００７）认为这种Ｕ型曲线的

形成是由于５％的高度忠诚（捐赠额度等于或者高

于家庭税后 收 入１０％）的 捐 赠 家 庭 的 分 布 不 平 衡

导致。虽然低收入家庭中参与捐赠的比例不大，但
是其中高度忠诚的捐赠家庭较多。当然，也有不同

的声 音，Ｓｃｈｅｒｖｉｓｈ和 Ｈａｖｅｎｓ（１９９５，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发表了一系列 文 章 对 这 种 Ｕ型 关 系 进 行 了 质 疑，
认为随着收入的升高，捐款额度占家庭收入的比例

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此外，一些学者从经济学视

角研究了捐赠 的 收 入 弹 性。Ａｕｔｅｎ等 人（２００２）利

用美国数据 研 究 发 现，持 久 收 入 的 弹 性 系 数 介 于

０．４０和０．８７之间，而暂时收入的弹性系数介于０．
２９和０．４５之间。Ｂｅｋｋｅｒｓ（２００４）发现荷兰的捐款

收入弹性为０．１９。
国内关于个人捐款对个人收入之间关系的大

样本实证研究很少，且这些研究很多都停留在证明

两者的相关关 系 上，没 有 对 两 者 之 间 的 Ｕ型 曲 线

关系提出支持或质疑。中国学者马小勇等基于经

济学中的“理性人”假 设，建 立 了 分 析 慈 善 行 为 的

数学模型，根据该模型，推导出影响慈善行为的基

本因素为收入、偏好和支出（马小勇、许琳，２００１）。
（三）职业与捐款

相比于教育和收入，现有的关于职业与捐款之

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但大多数的相关研究都证明

了职业与捐款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关系，不同群体

之间的捐款表现不同（Ｋｏｔｔａｓｚ，２００４）。
在中国这一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职业对捐款行

为有一定的 影 响，这 种 影 响 与 西 方 国 家 的 影 响 不

同，是一种“单位人”的特殊效应，职业在很多情况

下代表着“单位人”，其背后代表着一种社会动员及

团体的参与，国内学者毕向阳等研究了单位动员的

效力与限度对我国城市居民“希望工程”捐款行为，
发现体制内个体捐款次数相比于体制外较多，而体

制外个体单 次 捐 款 额 度 较 高（毕 向 阳、晋 军、马 明

洁、何江穗，２０１０）。
也有研究表明，人们把单位放在了捐款中介的

首位，其次是社区街道和慈善组织，可见单位是人

们进行捐赠的主要媒介之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不过也有研究表明职业与捐款并不显著，其中可能

是由于职业划分标准不一的问题，且随着我国社会

的发展，这种“单位人”类型的捐款行为正在弱化，
尤其是体 制 外 的 捐 赠，可 能 出 现 更 为 多 元 的 特 质

（刘武、杨晓飞、张进美，２０１０）。而国内个体职业与捐

赠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

三、数据和描述统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公民公益行为数据库。
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其问卷调查由北京师范大学社

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于２０１１年８月至１２月在

中国２７个城市获得。有效样本包含５３５２户家庭，

１４２１０个个人。抽样方法为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
第一阶段是城市的抽取。综合考虑区域分布、人口

规模和经济 发 展 水 平 这 三 个 因 素，全 国 共 抽 取 了

２７个城市。第二阶段是社区的抽取。分别在每个

抽中的城市抽取四个社区，这四个社区分别是老旧

社区、商品房社区、单位大院和保障房社区。数据

收集方法为调查员入户面访。数据包含了丰富的

个人基本信息、家庭收入、支出、公益行为和意愿、
工作、健康等信息。职业变量是本研究的一个关键

变量，本文所用样本为有工作的被访者，有效样本

为２５３８个个人。
（二）变量

本文所用 的 因 变 量 为 捐 款 额 度，问 卷 问 题 为

“过去一年，您一共捐款多少元？”计量模型中的控

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户口、宗教信仰、政治

面貌、健康、家中是否有未成年人、是否有有产权的

住房、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互助行为、被访

者在本社区的居住时间（年）、所居住社区类型以及

城市相关政策等。
下面逐次介绍各个变量的具体测量：
教育，问卷询问了被访者目前的最高学历。本

研究将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的样本编码为１，本科

以下编码为０。
职业变量按照李春玲（２００３）将所有被访者的

职业按照其职业声望由高到低分为三层。其中第

一层包括：党政机关负责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私
营企业业主、专业人员（教师、医生、律师等）；第二

层包括：行政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业主、专业技术

人员（护士、厨师、工程技术人员等）；第三层包括：
农业劳动者、工人、营销人员、服务行业服务人员、
自由职业者、灵活就业者（打零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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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变量为被访者所从事工作的一年所得，包
括奖金等各种收入，并做了对数变换。

婚姻变量包括已婚、离婚、丧偶和未婚 或 其 他

四个类别。健康变量测量了被访者对健康的自我

评价，分为较好、一般和差三个类别。宗教信仰，这
个变量测量了被访者是否有宗教信仰。信仰佛教、
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或其他宗教的样本编码为

１，没有宗教信仰编码为０。政治面貌，这个变量测

量被访者是否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共党员的样

本编码为１，否则编码为０。户口变量包括本市非

农业、外市非农业、本市农业和外市农业四个类别。
助 人 行 为，本 文 中 助 人 行 为 用 三 个 变 量 来 测 量。
（１）过去一年给陌生人提供帮助（如，让座、指路）行
为，如果被 访 者 回 答“较 多”或 者“经 常”则 编 码 为

１；否则编码为０。（２）过去一年给乞讨者提供帮助

（如，赠送 钱 物），如 果 被 访 者 回 答“较 多”或 者“经

常”则编码为１；否则编码为０。（３）你会帮助社区

里的其他人，如果被访者回答“比较同意”或者“完

全同意”则编码为１；否则编码为０。城市特征，这

个变量测 量 了 被 访 者 所 在 城 市 的 志 愿 文 化 氛 围。
其中有地方性志愿服务方面政策法规的城市或者

在执行中央政策上有突破的城市编码为１，其他城

市则编码为０。社区特征，本文用两个变量来测量

社区特征。（１）社区类型，分别为商品房、老旧、单

位大院和保障房社区。（２）社区内志愿组织数量，

其取值为从０至１９个。
（三）基本描述

表１和表２给出了本研究所用变量的描述统

计结果。在全部被访者中，有６５．３２％的被访者过

去一年捐过钱，平均捐款额度为２１７．４２元，占平均

收入的０．６７％。本 次 调 查 被 访 者 的 平 均 年 龄 为

４０．２岁，其中 女 性 被 访 者 占４４．０４％；１１．６１％的

被访者有本科或以上学历（不包括非全日制本科）；

８４．７１％的被访者为已婚；２．９３％的被访者健康自

评为差；６．３０％的人有宗教信仰；３０．１９％的被访者

为中共党员；每个家庭在困难时拥有能够提供帮助

的人数平均为２．８７人。在被调查者中，４９．７９％的

人表示在过去一年经常或者较多次给陌生人提供

过帮助，但 是 仅 有２０．８５％的 人 表 示 帮 助 过 乞 讨

者。２７个城市中，１８个城市有地方性志愿服务法

规或者在执行中央政策上有突破。
表１　连续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捐款额度 ２１７．４１５　 １１２１．２２６

年龄 ４０．２３６　 ９．１４３

工作收入（元／年） ３１９９３．６６１　３６６８３．２３３

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 ２．８７２　 ２．３５１

本社区内志愿组织数量 ３．８７７　 ３．０９２

被访者在本社区内居住时间（年） ９．７７１　 ８．６８２

表２　分类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样本百分比（％） 变量 样本百分比（％）

性别（男） ５５．９６ 党员

婚姻 　是 ３０．１９

　已婚 ８４．７１ 　否 ６９．８１

　离婚 ４．７５ 户口

　丧偶 １．２３ 　本市非农业 ８７．４１

　未婚或其他 ９．２２ 　外市非农业 ５．０９
住房（拥有有产权的住房） ６５．１８ 　本市农业 ３．４０
志愿服务参与（是） ４７．４８ 　外市农业 ４．１０
健康自评 互助行为

　较好 ６９．５１ 　过去一年给陌生人让座、指路等帮助（较多、经常） ４９．７９

　一般 ２７．５９ 　过去一年给陌生人让座、指路等帮助（一般、较少、没有） ５０．３６

　较差 ２．９３ 　过去一年帮助乞讨者 （较多、经常） ２０．８５
教育 　过去一年帮助乞讨者 （一般、较少、没有） ７９．２９

　本科以下 ８８．３９ 自己会帮助社区里其他人（比较同意、完全同意） ５２．６０

　本科或以上 １１．６１ 　自己会帮助社区里其他人（很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 ４７．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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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样本百分比（％） 变量 样本百分比（％）

职业 城市法规

　第一层 １９．３０ 有地方性志愿服务法规或在执行中央政策上有突破 ６７．４９

　第二层 ３４．２０ 　没有地方性志愿服务法规 ３２．６８

　第三层 ４６．５０
宗教信仰

　有 ６．３０

　无 ９３．７０

四、计量模型与估计结果

本文利用Ｔｏｂｉｔ模型来探讨个体的社会 经 济

地位和捐 款 额 度 之 间 的 关 系。Ｔｏｂｉｔ模 型 是 受 限

因变量模型中常用的一种，适合处理因变量有大量

删失值（比 如：很 多 人 的 捐 款 额 度 为０）的 数 据。

Ｔｏｂｉｔ模型可以用如下关系表示：

ｙｔ＝
ｘｔβ＋ｅｔ　　ｉｆ　ｘｔβ＋ｅｔ＞０
０　 ｉｆ　ｘｔβ＋ｅｔ≤｛ ０
ｔ＝１，２，…，Ｎ

其中Ｎ 为 样 本 量；ｙｔ 是 因 变 量；ｘｔ 为 解 释 变

量；β为 待 估 计 的 参 数，ｅｔ 为 误 差 项。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相比，Ｔｏｂｉｔ模 型 充 分 有 效 地 利 用 了“人 们 是

否提供过捐赠”及“不同捐款人投入不同捐赠金额”
这两部分有效 信 息。表３给 出 了Ｔｏｂｉｔ模 型 的 估

计结果，包括各个变量的估计系数、标准误差和边

际效应。
表３的模型结果显示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三

个指标：教育、收入和职业均与捐款额度之间有显

著的正向关系。这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捐

款额度越大。
（一）个体教育水平与捐款额度的关系

个体教育水平的边际效应为０．６９，即，具有本

科学历的城市居民比没有本科学历的城市居民平

均而 言 多 捐 赠６９元。Ｂｒｏｗｎ和Ｆｅｒｒｉｓ（２００７）研

究发现在美国具有大学教育的人比没有接受大学

教育的人平均每年会多捐赠３３４美元。由此可见，
大学教育 对 美 国 公 民 捐 赠 行 为 的 影 响 更 为 强 烈。
这一方面是 因 为 两 国 捐 赠 主 体 的 格 局 不 同，美 国

８０％左右的捐赠来自个人，而中国现阶段是企业等

法人组织占主导。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美国，公益是

一种从传统的宗教慈善发展而来的文化符号，是公民

自发的一种亲社会行为。包括在申请某些大学时，除
了学习成绩，公益参与也是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

进一步细分不同捐款领域进行分析发现，无论

何种教育水平的被访者，救灾都是其捐款的主要流

向，这和被访者的教育水平没有关系。具有本科学

历的被访者在教育领域的捐赠显著高于其他被访

者，而没有本科学历的被访者在宗教领域的捐款显

著高于有本科学历的。这表明与国外研究发现类

似，教育对慈善捐赠的影响可能随着捐赠领域的不

同而有所差别。
（二）个体工作收入与捐款额度的关系

个体工作收入与捐款额度之间也有显著相关

关系。个体工作收入每增加１％，平均捐款额度会

相应增 加０．２５％。此 数 值 低 于 美 国 的 收 入 弹 性

（Ａｕｔ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但是高于荷兰的（Ｂｅｋｋｅｒｓ，２００４）。
进一步以“个人过去一年捐款额度占工作收入

的比例”为因变量，且加入收入平方为控制变量做

Ｔｏｂｉｔ回 归 分 析 发 现，变 量“工 作 收 入”的 系 数 为

“－８．３２”，“工作收入平方”的系数为“０．３９”，均在

０．０１水平上显著。这显示了典型的收入和捐赠之

间的Ｕ型曲线关系，表 明 在 年 龄、教 育、职 业 等 其

他特征一样的情况下，工作收入较低的群体所捐赠

的钱占其收入的比例要高于某些中间阶层。此发

现与美国以家庭为单位的研究结果一致。遗憾的

是，由于本次调查只询问了被访者本人的捐款，没

有办法探讨中国家庭捐款额度占 家 庭 总 收 入 比 例

与家庭总收入的关系。
为什么会出 现 这 种 Ｕ型 曲 线，我 们 可 以 通 过

分析现阶段中国捐款的流向领域而得到启示。当

询问捐过款的被访者“过去一年中，您为下面哪些

领域 捐 过 款”时，６３．２３％的 被 访 者 首 选 救 灾，

９．０２％的首选扶贫，５．０３％首 选 助 老 助 残。即，一

共有７７．０７％的 捐 款 人 首 选 救 灾、扶 贫 和 助 老 助

残。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救助处于灾难穷

困中的人、失依老人、残疾人早已成了中国人约定

俗成的道德规范。因此，作者认为在中国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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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社会经济地位与捐款额度的Ｔｏｂｉｔ模型结果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边际效应

年龄 ０．３７１＊＊ ０．１５２　 ０．１４３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类别） ０．０１１　 ０．３１１　 ０．００５
住房（以“不拥有有产权的住房”为参照类别） ０．６１４＊＊ ０．３４６　 ０．２２３
志愿服务参与（以“没有参加”为参照类别） ３．４７１＊＊＊ ０．３１２　 １．２８１
婚姻 （以“已婚”为参照类别）

　离婚 －０．２７１　 ０．６９１ －０．１０１
　丧偶 －０．５４１　 １．４３１ －０．１９５
　未婚或其他 １．０７１　 ０．６６１　 ０．４１５
教育（以“本科以下”为参照类别）

　本科或以上 １．８６１＊＊＊ ０．４７４　 ０．６９５
工作收入 ０．６８１＊＊＊ ０．２４５　 ０．２５３
职业（以“第一层”为参照类别）

　第二层 －１．３２１＊＊＊ ０．４２５ －０．５２６
　第三层 －１．７６１＊＊＊ ０．４４２ －０．６８３
健康（以“较差”为参照类别）

　较好 ０．９８１　 ０．８７１　 ０．２３４
　一般 ０．７６　 ０．９９　 ０．１４５
家中是否有未成年人 ０．２８１　 ０．３６１　 ０．１０３
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 ０．１６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２
在本社区的居住时间（年）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５
宗教信仰（以“无宗教信仰”为参照类别）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０　 ０．３７０
政治面貌（以“不是中共党员”为参照类别） １．１５１＊＊＊ ０．３４５　 ０．４３７
户口（以“本市非农业”为参照类别）

　外市非农业 －１．２７１＊ ０．７３６ －０．４４７
　本市农业 ０．１３１　 ０．８３４　 ０．０５６
　外市农业 ０．２１１　 ０．７９４　 ０．０８３
互助行为

　过去一年是否给陌生人提供过帮助 ０．７１１＊＊ ０．３２２　 ０．２６６
　过去一年是否给乞讨者提供过帮助 ０．１８５　 ０．３９２　 ０．０７３
　你会帮助社区里的其他人 ０．４０１　 ０．３０３　 ０．１５５
城市政策（以“没有城市有地方性志愿服务法规”为参照类别） －０．０６１　 ０．３３１ －０．０２５
社区类型（以“老旧社区”为参照类别）

　商品房社区 －０．２０１　 ０．４２１ －０．０７６
　单位大院 －０．５０１　 ０．４３７ －０．１９１
　保障房社区 －１．５４６＊＊＊ ０．４６６ －０．５７６
居住社区内志愿组织数量（个） －０．１９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７５
常数项 －１５．９５１＊＊＊ ３．９５１ —

观察值数量 １８９９
伪Ｒ２ ０．０４４

　　注：（１）＊ｐ＜．１；＊＊ｐ＜．０５；＊＊＊ｐ＜．０１。（２）因变量的单位为百元。

多数的捐款行为具有道德规范性，不捐款者会感受

到来自周围人的压力或者自己内心的“不安”，这些

压力将驱动低收入者去捐款，而且捐款的数额也需

要符合某种最低标准。所以，我们看到在一定收入

范围内，人 们 的 捐 赠 金 额 随 着 收 入 的 增 加 缓 步 上

升，但实质上的捐赠占收入的比例并没有提升，而

是最终呈现出Ｕ型曲线的关系。
（三）个体职业与捐款额度的关系

职业对捐款数额的影响亦是明显的。三 个 职

业层次之间呈现一种递进的关系。职业处于第一

层次个体的捐赠额度大于职业处于第二及第三层

次的个体。同时，职业处于第二层次个体的捐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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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略大于职业处于第三层次个体。进一步分析

处 于 第 一 职 业 层 次 被 访 者 的 单 位 类 型，发 现

１９．０１％为党政机关、４０．３４％为国有事业、１１．１７％
为国有企业，即，７０．５２％的被访者在体制内工作。
毕向阳等（毕向阳、晋军、马明洁、何江穗２０１０）研究

发现：后单位制时代，体制动员因素在捐款方面保持

着显著的效力。因此，职业与捐款之间的显著关系，
可能大部分来源于中国尚存的“单位人”效应。

五、结论

本研究利用来自中国２７个城市的微观数据讨

论了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与慈善捐款行为的关系，发
现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与慈善捐款行为有显著正相

关关系。
（１）个体教育水平的边际效应为０．６９，即平均

而言，具有本科学历的被访者比没有本科学历的被

访者每 年 多 捐 赠６９元，其 结 果 在０．０１水 平 上 显

著。（２）个体工作收入与捐款额度之间有显著相关

关系。捐赠 收 入 的 拟 弹 性 系 数（ｓｅｍｉ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为

０．２５，即，个体工作收入增加１％，平均捐款额度增

加０．２５％。（３）职 业 与 捐 款 之 间 亦 有 显 著 相 关 关

系。处于第一职业层次的被访者比处于第二层次的

被访者平均多捐赠５２元，比处于第三层次的被访者

平均多捐赠６８元，其结果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由于本文是从社会经济地位的视角来解释慈

善捐赠现象，因此同时包括了教育、收入和职业三

个变量。但是正如本文所展示的，每一个变量同捐

赠之间的关系都比较复杂，比如：教育对慈善捐赠

的影响可能取决于捐款领域。因此，笼统的结论可

能掩盖了很多有意义的细节。故进一步聚焦解释

视角、细分 捐 款 领 域 和 捐 款 途 径 进 行 分 析 是 必 要

的。正如Ｌｌｏｙｄ（１９９３）所 阐 明 的 观 点 一 样：慈 善

捐赠与一个 国 家 的 文 化 密 切 相 关，是 一 个 国 家 历

史、经济、政治和宗教力量的综合产物。因此，未来

的研究中，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对个体慈善捐赠进行

解释是非常有意义的。此外，从捐款流向分析慈善

捐款的再分配功能、探讨税收优惠对慈善捐赠的激

励效应都是值的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研究主要有如下两个缺陷：第一，数 据 中

２７个样本城 市 的 实 际 生 活 成 本 存 在 较 大 差 异，但

是由于没有合适的数据，本研究所用的收入变量没

有经过生活成本指数调整。第二，由于缺乏相关数

据，本文只研究了正在工作的被访者的捐赠行为，
所得结论显然与全部人群有一定偏差。

［参考文献］
　　毕向阳、晋军、马 明 洁、何 江 穗 （２０１０）．单 位 动 员 的 效

力与限度———对我国 城 市 居 民“希 望 工 程”捐 款 行 为 的 社

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６）：１４９－１７７．
陈旭清、曲纵翔 （２０１２）．中 国 富 人 慈 善 事 业 的 现 状 与

对策———基于社 会 交 换 理 论 的 分 析．经 济 社 会 体 制 比 较

（１）：１５４－１６４．
侯俊东、杜兰英 （２０１１）．影 响 个 人 捐 赠 决 策 的 感 知 特

性及其维度结构———基于中国的实证 经 验．公 共 管 理 学 报

８（２）：１０９－１１８．
黄丹、姚俭建 （２００３）．当 代 中 国 慈 善 事 业 发 展 的 战 略

路径探讨．社会科学（８）：７５－７９．
李春玲 （２００５）．当代 中 国 社 会 的 声 望 分 层：职 业 声 望

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２）：７４－１０２．
刘培峰 （２０１２）．宗教与慈善———从同一个站台出发的

列车或走向同一站点 的 不 同 交 通 工 具？世 界 宗 教 文 化０１：

４４－４６．
刘武、杨晓飞、张进美 （２０１０）．城市居民慈善行为的群

体差异———以辽宁 省 为 例．东 北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１２（５）：４２６－４３２．
罗公利、刘慧明、边伟军 （２００９）．影响山东省私人慈善

捐赠因素的实证分析．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５
（３）：５６－６１．

马小勇、许琳 （２００１）．慈 善 行 为 的 经 济 学 分 析．西 北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３１（４）：９３－９８．
孟自强、彭 建 梅、刘 佑 平 （２０１２）．２０１１中 国 慈 善 捐 助

报告．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王名 （２００２）．非营利组织 管 理 概 论．北 京，中 国 人 民

大学出版社．
王振耀 （２０１２）．宗教与中国现代慈善转型———兼论慈

悲、宽容、专业奉献及 养 成 教 育 的 价 值．世 界 宗 教 文 化０１：

３８－４３．
张网成 （２０１０）．中国公民志愿行为研究（２０１１）：现状、

特点及政策启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郑远长、彭 建 梅、刘 佑 平 （２０１０）．２０１０中 国 慈 善 捐 助

报告．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曾桂林 （２００８）．近２０年 来 中 国 近 代 慈 善 事 业 史 研 究

述评．近代史研究２：１４７－１６０．

Ａｕｔｅｎ，Ｇ．Ｅ．，Ｓｉｅｇ，Ｈ．， ＆ Ｃｌｏｔｆｅｌｔｅｒ，Ｃ．Ｔ．
（２００２）．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ｇｉｖｉｎｇ，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　ｔａｘｅ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３７１－３８２．

９１１刘凤芹　卢玮静　社会经济地位对慈善捐款行为的影响



Ｂｅｋｋｅｒｓ，Ｒ．，＆Ｎ．Ｄ．Ｄｅ　Ｇｒａａｆ（２００６）．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Ｕｔｒｅｃｈ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１１：２００７．

Ｂｅｋｋｅｒｓ，Ｒ．（２００４）．Ｇ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Ｕｔｒｅｃｈｔ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ｔｒｅｃｈｔ，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Ｂｒｏｗｎ，Ｅ．，＆Ｊ．Ｍ．Ｆｅｒｒｉｓ（２００７）．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ｇ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ｉｎｇ．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
ｔ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３６（１）：８５－９９．

Ｂｒｙａｎｔ，Ｗ．Ｋ．，Ｊｅｏｎ－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Ｈ．，Ｋａｎｇ，Ｈ．，＆

Ｔａｘ，Ａ．（２００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Ｄｏｎａｔｉｎｇ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２６
（１），４３－７３．

Ｄｕｎｃａｎ，Ｏ．Ｄ．（１９６１）．Ａ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ａｌｌ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Ａ．Ｊ．Ｒｅｉｓｓ（ｅｄ．）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ｉｌｅｙ
Ｈａｌｆｐｅｎｎｙ，Ｐ．（１９９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ｇｉｖ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ｒ　ｃｏｎ－
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Ｖｏｌｕｎｔａ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１０（３），１９７－２１５．

Ｊａｍｅｓ，Ｒ．Ｎ．，＆ Ｓｈａｒｐｅ，Ｄ．Ｌ．（２００７）．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ｇｉｖｉｎｇ　ｐｒｏｆｉｌｅ．Ｎｏｎ－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３６（２），２１８－２３８．

Ｊａｓ，Ｐ．（２０００）．“Ａ　ｇｉｆ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ｇ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ＮＣＶＯ．Ｌｏｎｄｏｎ．

Ｋｏｔｔａｓｚ，Ｒ．（２００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ｎｏ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ａｆｆｌｕｅｎｔ　ｍ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ｍｐｉｒｉ－
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Ｂｒｉｔａｉｎ．Ｖｏｌｕｎｔａ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１５（２）：１８１－２０３．

Ｌｌｏｙｄ，Ｔ．（１９９３）．Ｔｈｅ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ｈｉ－
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ｓｔｓ，Ｊｏｈｎ　Ｍｕｒｒａｙ．Ｌｏｎｄｏｎ．

Ｓｃｈｅｒｖｉｓｈ，Ｐ．Ｇ．，＆ Ｈａｖｅｎｓ，Ｊ．Ｊ．（１９９５）．Ｄｏ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ｐａｙ　ｍｏｒｅ：ｉｓ　ｔｈｅ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ｃｕｒｖ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４（１），７９－９０．

Ｓｃｈｅｒｖｉｓｈ，Ｐ．Ｇ．，＆ Ｈａｖｅｎｓ，Ｊ．Ｊ．（１９９８）．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ｍａｇｎａｎｉｍｉｔｙ：Ｎｅｗ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
ｃｏｍｅ，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８（４），４２１－４３４．

Ｓｃｈｅｒｖｉｓｈ，Ｐ．Ｇ．，＆ Ｈａｖｅｎｓ，Ｊ．Ｊ．（２００１）．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Ｎｅｗ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ｎ　ｗｈｅｒｅｗｉｔｈ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３０（１）：５－２５．

Ｓｒｎｋａ，Ｋ．Ｊ．，＆Ｅｃｋｌｅｒ，Ｉ．（２００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ｕｎｄｒａｉｓ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ｂｙ　ｓｅｇｍｅｎｔｉｎｇ　ｄｏｎｏｒ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１，７０－８６．

Ｗａｇｎｅｒ，Ｄ．（２０００）．Ｗｈａｔｓ　Ｌｏｖｅ　Ｇｏｔ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Ｉｔ？：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ｏｋ　ａ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ａｒｉ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ｅｗ　Ｐｒｅｓｓ．

Ｗｕ，Ｓ．Ｙ．，＆ Ｈｕａｎｇ，Ｊ．Ｔ．，＆Ｋａｏ，Ａ．Ｐ．（２００４）．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ｇｉｖｉｎｇ：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２５（４），

４８３－５０５．

Ｙｅｎ，Ｓ．Ｔ．（２００２）．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ｏｕｓｅ－
ｈｏｌｄ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Ａ．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９
（１３），８３７－８４１．

（责任编辑　侯珂　责任校对　侯珂　孟大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ｕｐｏｎ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ＬＩＵ　Ｆｅｎｇ－ｑｉｎ，ＬＵ　Ｗ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ＢＮＵ，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ａ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ｉｔ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ｆｏｒ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ｌａｕｎｃｈ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ｅｒ　ｓｅ．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ｄｏｐｔｓ　ｔｈｅ　Ｔｏｂｉｔ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ｕｐ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ａｔ　ｉｓ，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ｏｗｎ　ａ　ｂａｃｈｅｌｏ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ｄｏｎａｔ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ｄｏ

ｎｏｔ；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ａｙ　ｖａｒ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ｄｏｍａｉｎｓ．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ｌｅａｄ　ｕｐ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ｂｕｔ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ｌｅｓ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ｍａｙ　ｄｏｎａｔ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ｃｏｍｅ，ｗｈｉｃｈ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ａ　Ｕ　ｍｏｄｅ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ｉｎｃｏｍ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ｕｎｉｔ　ｐｅｏｐｌｅ”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ｓｔｉｌｌ　ｅｘｉｓ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ａｔ　ｉ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
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ａ　ｓａｌｉｅ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ｃｏｍ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２１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３期（总第２３７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