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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基于 HAPC-CCＲEM 模型，本文使用 CFPS 2010—2020 年数据，从

动态视角和交叉视角分析了中国成年人抑郁的社会分化及其演变趋势。研

究发现，成年人抑郁程度在教育、收入和性别上存在分化，且随着年龄增长

和时期发展不断扩大，在出生队列上出现“奇异值”和复杂变动。成年人抑

郁程度在教育和性别交叉结构上存在分化，教育对女性抑郁程度的改善更

明显，但这种效应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减弱; 从时期来看，抑郁程度的性别差

异在各教育组人群中保持稳定; 从出生队列来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

后出生的人群中，各教育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持续存在。

关键词: 抑郁 年龄—时期—队列 教育 性别 交叉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疾病负担报告显示，心理健康障碍逐渐成为影响人类健康预期寿命、导

致各国疾病负担的重要因素，而抑郁是最能体现上述挑战的情绪障碍( Herrman

et al．，2022) 。抑郁损害人的身心健康，甚至引发自残自杀。在我国，2019 年抑

郁总发病例为 4100 万人，相比 1990 年的 3130 万人，增长率超过 30%。抑郁与

其他精神障碍一起，成为疾病所致伤残引起的健康寿命损失年的第二大因素

( Zhou et al．，2019; Ｒen et al．，2020) 。但是，2013—2015 年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显

示，我国成人抑郁症患病率为 6. 8%，其中仅有不到十分之一人获得治疗( Lu et

al．，202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081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任务，强调新

时代对卫生健康事业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加强对抑郁影响因素的认识，明确其

社会相关风险因素及其变化，是识别抑郁易感人群、降低疾病负担、促进我国人

口健康预期寿命再提高的重要内容。

在社会科学视角下，探索抑郁的社会分化是研究焦点之一。社会阶层、族

裔、性别是心理健康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分化标准( McLeod，2013) 。多数健康

不平等理论认为占据优势位置的人群心理状态更健康，但经验研究显示，心理健

康不平等的情况更复杂: 第一，部分人群的心理健康差异体现在类型而非水平

上，比如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处于社会不利地位，但两性心理健康障碍主要表现

不同，女性多为抑郁、焦虑，男性多为酗酒等; 族裔间的心理健康差异也存在类似

的现象( Assari，2017; Lu et al．，2021 ) 。第二，心理健康不平等在生命历程中、不

同出生队列间、各个时期间可能存在差异( Mirowsky，1996; Bell，2014; Myhr et al．，

2020; Zhu ＆ Ye，2020) 。第三，心理健康不平等存在交叉机制，社会阶层、族裔、

性别的相互交叉构成资源获取优势与劣势的独特组合，塑造个体在社会中的特

殊位置，赋予个体不同的社会生活和心理困扰经历( Gu，2006 ) 。但纵观既往研

究，心理健康领域的交叉视角仍有待关注和加强( Assari ＆ Caldwell，2018 ) 。所

以，本文将围绕“抑郁”这一特定心理健康指标，从动态视角和交叉视角出发，分

析中国成年人抑郁的社会分化和演变趋势。

二、文献回顾

( 一) 心理健康不平等相关理论与视角

根本原因理论( fundamental cause theory) 强调社会经济地位等社会因素是

疾病的“根本原因”，决定着人们获取的资源，通过预防疾病和过早死亡来影响

健康。缺乏相关资源的人群更可能暴露在有害环境中，且很难弥补不利环境对

健康的负面影响( Link ＆ Phelan，1995) 。无论具体机制如何变化，资源更多的人

群都能从中不断获益，使得健康不平等持续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也是心理健康

不平等最有力的预测因素，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总是和较低的抑郁程度相联系

( Link et al．，1993; Keating，2010) 。

压力过程理论 ( stress process model) 进一步将抑郁和社会分化联系起来

( Pearlin et al．，1981; Aneshensel et al．，1991) 。社会经济地位、性别能够影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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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如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会经历更多的经济压力和暴力威胁，而工

作—家庭角色冲突常见于女性、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 ( Kessler ＆ McLeod，

1984) 。优势人群还能够调动更多社会资源，拥有更多个体心理资源、更科学的

压力应对策略和技巧( Turner ＆ Turner，2013; 梁樱，2013) 。

性别是抑郁社会分化研究中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心理健康的关键决定因素，

而不仅是“控制变量”( Assari ＆ Caldwell，2018) 。一方面，在结构化的性别不平等

视角下，性别影响着物质资源、社会支持等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和歧视、暴力等风

险在个体间的分布，女性更容易、更频繁地暴露在积累劣势中，更可能遭遇工作—

家庭的角色冲突( Homan，2019) ; 虽然她们承担着多数家庭劳动和获得职业成果的

责任，却往往不是家庭内部和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决策者 ( Srivastava ＆ Anand，

2020) ，导致女性心理健康的各项指标都差于男性。另一方面，社会关系中的自我

地位认知和情感社会化功能会造成性别特定的障碍类型。女性更多地前置他人利

益，男性则自我赋权更加强烈。社会文化还会指定男性和女性“适当”的行动方式

与表达规范，使女性通过内化情感问题( 如抑郁) 来表达痛苦，男性通过外化情感

问题( 如滥用药物) 来表达痛苦( Simon，2002; Ｒosenfield ＆ Smith，2010) 。

( 二) 抑郁的社会分化的演变

生命历程( life course) 视角强调早期生活经历对人生后期甚至终身状态的

影响( Elder et al．，2006) ，将时间因素带入抑郁的社会分化。一方面，早期创伤会

持续损害心理健康( Ｒoss ＆ Mirowsky，1999) ; 另一方面，压力在人生中不断积累，

不同阶段的压力相互影响，增加其抑郁水平( George，2013 ) 。总之，随着生命周

期发展和社会角色变化，收入、就业、婚姻、子女、健康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带来压

力，在人的一生中不断积累，产生情绪困扰，诱发抑郁。正如上文所述，社会经济

地位能够影响人的压力来源，也能限制应对压力的资源和能力，使得抑郁的社会

分化贯穿在生命历程中。抑郁的社会分化如何随着年龄变化未有定论，存在扩

大( Bell，2014) 、减小( Bjelland et al．，2008) 等不同发现，或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

地位指标上出现不同趋势( 李建新、夏翠翠，2014) 等结果。抑郁的性别差异一

般随着年龄增长而扩大( Mirowsky，1996) 。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受特殊事件影

响，不同出生队列拥有独特的生命历程( Ｒiley，1987) ，且不同人生阶段人群的经

验和资源不同，同一特殊事件造成的影响也不同，表现出一种队列效应 ( 埃尔

德，2002: 230) 。所以，对不同出生队列来说，造成抑郁的压力来源和应对特殊事

件的能力可能不同，抑郁的社会分化在出生队列上存在变化。关于抑郁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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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如何随着出生队列变化的经验研究较少，本文将文献回顾范围从抑郁扩展

到健康，发现现有研究结论不一致。有研究发现出生队列越晚，教育对健康的回

报越大( 郑莉、曾旭晖，2018a) ; 但也有研究认为由于教育扩张，其健康回报在较

晚出生的队列中降低了( Zhu ＆ Ye，2020) ; 有研究的结论更加复杂，认为在不同

的出生队列中，教育对健康的影响方向可能不同 ( 郑莉、曾旭晖，2018b) 。抑郁

的性别差异在年轻的出生队列中更小( Bacigalupe ＆ Martin，2021) 。抑郁的社会

分化如何随着时期变化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致，有研究认为不断增大( Myhr et al．，

2020) ，也有研究认为没有变化( Meertens et al．，2003) 。抑郁的性别差异在不同

时期一直稳定存在，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 Melchior et al．，2010) 。

( 三) 交叉视角下的抑郁分化

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构成的交叉结构让抑郁分化变得复杂，也让心理健康不

平等的讨论更深入。从结构化的性别不平等视角出发，女性通过竞争性科层体

系进入精英阶层并获益( 佟新、刘爱玉，2015) ，使其家庭资源和社会支持增多，

保护因素和风险因素上的分布劣势减少。从社会关系中的自我地位认知和情感

社会化功能视角出发，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别是高教育水平有助于女性质疑

和解构传统的性别观念，增强女性在家庭和公共领域扮演角色的议价能力，有效

平衡传统和现代社会的要求( Kamin et al．，2012) 。经验研究发现，女性从家庭收

入、教育中获得的心理健康收益大于男性( Bacigalupe ＆ Martin，2021 ) 。阿沙利

的研究( Assari，2017; Assari ＆ Caldwell，2018) 扩展到族裔和性别构成的交叉结

构，发现教育增加了黑人男性抑郁风险，较高的自我实现期望和系统性种族歧视

间的张力可能造成这一反直觉的结果，这意味着多重、相互关联的劣势会强化、

扭曲抑郁的社会分化。

抑郁的社会分化研究日益丰富，达成一些基本共识，但在下述讨论方面仍需

深化: 第一，在时间的演变上，应分解年龄、时期、出生队列的净效应。既往有关

抑郁的社会分化演变研究可能混杂了时间效应。使用单期横截面数据研究抑郁

的社会分化如何随年龄变化暗含一种假设，即抑郁的社会分化在所有出生队列

中相同，但在经历社会革命和变革的中国，此假设由于混杂了年龄效应和出生队

列效应，所以很难成立( 李婷、张闫龙，2014) 。利用多期横截面数据分析抑郁的

社会分化如何随时期变化也有类似的问题。一般来说，研究样本由不同出生队

列构成，不同出生队列可能有不同年龄、时期效应，因此观察到的时期趋势是不

同出生队列趋势叠加的结果，会受样本的年龄结构影响而产生较大波动( Ｒ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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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11) 。如果发现某个出生队列的抑郁的社会分化随年龄而变化，这不完

全是年龄因素所致，还可能和时期效应有关，如因不同时期的公共卫生、医疗技

术状况变化所致( 李婷，2015) 。第二，应进一步拓展交叉视角研究，分析抑郁在

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构成的交叉结构上如何分化与变化。现有研究多关注社会

经济地位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如何随着性别或者族裔变化( Assari，2017; Assari ＆

Caldwell，2018) ，或集中于社会经济地位对抑郁程度影响的时间效应( 李建新、夏

翠翠，2014; Bell，2014; Frech ＆ Damaske，2019 ) ，或分别讨论性别差异和时间效

应( Bacigalupe ＆ Martin，2021) ，少有研究关注抑郁在社会分化因素构成的交叉

结构上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且存在未分解时间变量净效应的问题( Assari，

2017) 。因此，在交叉视角下，抑郁在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的交叉结构上如何分

化( 下称交叉分化) ，这种交叉分化的演变趋势如何，上述问题尚待讨论，尤其是

将研究对象限定为中国成年人时，相关研究较少。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使用分层 APC 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 Hierarchical

APC-Cross-Classified Ｒandom Effects Models，HAPC-CCＲEM ) 分 析 以 下 问 题: 第

一，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生队列的后延、时期的发展，中国成年人抑郁的社会分化

如何演变? 第二，中国成年人抑郁在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构成的交叉结构上如

何分化? 第三，上述交叉分化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变化?

三、研究假设

( 一)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积累优势”

“积累优势 /劣势”理论( cumulative advantage /disadvantage theory) 是指具有

某一特定特征的个体间差异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的趋势 ( Dannefer，2003 ) 。

按照该理论，结构性优势与资源、压力和创伤的互动过程不仅会贯穿人的一生，

而且会在生命历程中不断加强( Bracke et al．，2020 ) 。随着年龄的增长，所有人

群都会积累压力，但是优势人群暴露在压力中的次数和时间更少，也更容易克服

负面经历影响，持续降低其抑郁程度，导致不同社会位置人群的抑郁程度不断分

化，差异不断累积。由此提出:

假设 1.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间抑郁程度的差异

扩大。

假设 1. 2: 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和女性抑郁程度的差异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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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根本原因理论、多重压力来源与特殊事件

基于根本原因理论，可推知医学知识和技术越发达，疾病和死亡就越受人类

控制，健康的社会塑造变得越强( Link，2008) ，社会的资源分配越不均衡，健康不

平等就越严重。从时期角度看，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医疗进步，但也有不断

增加的压力、风险和不公平感 ( 史新杰等，2018 ) ，影响着每个年龄组和出生队

列，社会经济地位对中国成年人抑郁的分化更加明显。由此提出:

假设 1. 3: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间抑郁程度的差异随着时期变化而扩大。

对不同出生队列来说，造成抑郁的压力来源可能不同。基于压力过程理论，

压力来源是多重的，可以是突发事件、社会角色压力、日常生活烦恼、早期创伤，

等等。综合以往研究( Henderson et al．，1997; Goosby，2013; 梁樱，2013 ) ，在社会

学视角下，社会压力来源可分为三类: 物质条件( 医疗卫生条件、生活水平等) 、

教育与发展 ( 教育机会、职业机会等) 以及社会支持网络 ( 家庭规模及其互动

等) 。在不同出生队列中，这三类压力来源的占比不同，还要考虑特殊事件的

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人群成长在物质极度匮乏时期，多数人从幼年起营养

不良、医疗卫生条件较差; 其教育与发展的机会较少，文盲比例高，体力劳动者较

多，他们在成年阶段遭遇“文化大革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作为中年人可能经

历下岗潮; 但他们的家庭规模较大，家庭作为社会支持网络的功能较强。此时，

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有效保证他们的物质生活和医疗条件，减轻失业的负

担，并享受世纪之交中国快速发展的红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人群物质

条件略有改善，童年逆境相对较少，但是在青少年时期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并

可能经历“上山下乡”运动，教育发展和职业机会受到较大影响，家庭支持网络

依然较强。此时，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依然是良好生活的保障，随着 21 世纪初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富差异逐渐拉大，优势地位人群的心理健康回报更大。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人群中，家庭作为社会支持网络的功能依然较强，但需

考虑特殊事件的影响: 一方面，良好的家庭条件能够增加“三年困难时期”出生

人群的生存机会和身心健康; 另一方面，当时的知识分子家庭可能受到了冲击，

在这些家庭长大的孩子可能受教育水平更高，但他们在儿童、少年时期也遭遇更

多逆境，持续影响其心理健康。所以，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来说，抑郁程

度的差异在 60 年代初出生的人群中较大，在 60 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一批人中较

小。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人群，其家庭规模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逐

渐变小，可能减弱了家庭作为社会支持网络的功能，增加了养老负担。但随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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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的推进，其发展机会普遍改善，占据优势地位不仅带来物质回报，而且带

来心理健康回报。20 世纪 80、90 年代出生的人群成长在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

全面发展的时期，20 世纪末开始的高等教育扩张让他们享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

的机会，市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拓宽了这一代人自我实现的途径。与此同时，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传统大家庭的改造、20 世纪 80 年代一系列制度性改革使建

立在人民公社和单位体制基础上的福利与保障渐渐消失，更多的责任放在了个

人身上，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家庭网络规模绝对缩小，支持能力相对减弱，导致他

们需要面对的结构性问题增加，但应对的能力和资源减弱( 阎云翔，2016) ，与社

会经济地位相关的抗风险能力变得更加重要。对这批人来说，抑郁在社会经济

地位上的分化变大。在出生队列上，抑郁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化不应表现为简单

的线性变化趋势，更可能表现为存在一些特殊的出生队列，其抑郁的社会经济地

位分化不同于相邻队列，我们将这种出生队列称为“奇异值”。由此提出:

假设 1. 4: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间抑郁程度的差异存在“奇异值”。

( 三) 性别观念、劳动参与和传统回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性在家庭和工作上的分工出现新变化。一方面，传统性

别规范正在改变，中国女性性别平等观念增强，接受教育、事业发展和获得收入

的诉求增多，不再限于家庭劳动; 另一方面，社会已经形成一套基于两性社会角

色和地位的制度与结构，在资源分配、角色期待等方面存在根深蒂固的影响，中

国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面临更多的社会角色冲突和压力事件

( 佟新、刘爱玉，2015) 。从时期角度看，传统性别规范再次回潮，特别是城镇男

性比 20 世纪 90 年代更加保守( 刘爱玉，2019) ，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 沈可

等，2012) ，从结构化性别不平等视角出发，这意味着女性在市场和家庭中的地位

下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和风险分布的性别不平等增强; 从社会关系中的自我

地位认知和情感社会化功能视角出发，传统女性规范和典型男性气质重获合理

性，两性传统的压力应对方式被再次被巩固。所以，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可能没

有缩小，而是在不同时期稳定在一定范围内。由此提出:

假设 1. 5: 男性和女性的抑郁程度差异在不同时期没有显著差异。

从出生队列角度看，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每一代 25 ～ 49 岁黄金劳

动年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降速和持续性远超过男性( 沈可等，2012; 许

琪，2021) ，这可能与市场化改革后，女性就业保护变化有关( 刘爱玉，2019) 。就

业市场中的性别差异逐渐拉大，加之多重角色冲突，部分女性不得不回归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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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接受的性别平等观念不一致，增加了个人和家庭的经济

风险。年轻一代女性有了新的压力来源，抑郁的性别差异改善有限，至少不会出

现显著的减小趋势。由此提出:

假设 1. 6: 男性和女性的抑郁程度差异在不同出生队列中保持稳定。

( 四) 竞争、解构与托底作用

抑郁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分化较强，从交叉分化看，会出现强者愈强、弱

者愈弱的结果。既往经验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抑郁程度的改善更大，

即女性经济地位越高，与男性的抑郁程度差异越小( Assari，2017 ) 。但是当性别

规范改变不足时，这种差异会贯穿人们的一生。结合上文对中国性别规范变化

的讨论，这里提出:

假设 2. 1: 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组人群中，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较小;

假设 2.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组人

群始终最小。

近年来，医疗卫生行业的精细化、精神疾病的去污名化、心理健康知识的普

及给了女性正确认识抑郁和采取措施的可能。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率先受

益，这些变化更为处于交叉结构最底层的低教育、低收入女性发挥了托底作用，

与出生队列较早的女性相比她们获得了相对更丰富的心理健康相关资源。我们

假设时期越发展、出生队列越晚，防治抑郁的相关资源就越丰富和普惠，托底作

用越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组的抑郁性别差异越小。由此提出:

假设 2. 3: 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组人群中，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随着时期变

化而减小;

假设 2. 4: 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组人群中，出生队列越晚，抑郁程度的性别

差异越小。

四、数据与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2010—

2020 年数据，并通过三个维度筛选数据( 年龄≥16 岁、不是在校学生、使用变量

无缺失值且取值在正常范围内) ，总观察样本数为 12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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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变量描述

因变量为抑郁程度，取值范围为 20 ～ 80，分数越高，抑郁程度越高。CFPS

数据使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CES-D)

测量抑郁程度。因每轮调查的题目数量不完全一致，本文参照 CFPS 数据使用

的百分位数等化方法( 吴琼等，2018) ，生成每期数据均可比的抑郁程度变量。

自变量: 受教育程度、人均家庭收入、性别。其中，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家庭收入

用来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状况。受教育程度是定类变量，分类基于个体已经获得的受

教育年限，以 25%、75%的分界点划分为低、中、高三组。考虑到新中国教育事业快速

发展，各出生队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异较大，本文划分各出生队列的教育组时采用

了不同的标准，保证低、中、高受教育组在各队列中的意义一致。1952 年，《小学暂行

规程( 草案)》和《中学暂行规程( 草案)》正式颁布，全面规范了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
1977 年学校教育重新走上正轨，1982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普及初

等义务教育”，21 世纪初我国高校大规模扩招( 王家源，2019) ，此时高三的学生恰好

为 20 世纪 80 年代初义务教育普及惠及的一批人。上述时点是我国基础教育规范

化、法制化，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的标志，所以本文以 1952 年、1977 年、1982

年为节点，划分不同出生年份人群的受教育程度，临界值分别为 0 年和 8 年、5 年和 9

年、8 年和 12 年、9 年和 15 年。家庭人均收入是定类变量，分为低、中、高收入组。该

变量基于每轮数据中“与 2010 年保持可比的家庭人均收入”，①以 25%、75%为分界

点划为三组。将收入作为定类变量，一是为了清晰展示其与性别、年龄等的交互效

应，二是便于观察和解释收入的随机效应系数变化。

时间变量: 年龄、出生队列、时期。年龄是定距变量; 出生队列是定类变量，

1938 年以前出生的人群分为一组，1994 以后出生的人群分为一组，1938—1994

年出生的人群每隔三年分为一组，较为细致的划分便于观察队列的变化，也有助

于观察特殊事件对出生队列的影响; 时期是定类变量，分别为 2010、2012、2014、
2016、2018、2020 年。

控制变量: 性别、婚姻状态、所在地、健康水平、就业情况、经济地位认知一致

性。对于经济地位认知一致性变量，考虑到收入的区域差异，使用 CFPS 问卷中

对“您给自己收入在本地的位置打几分”的回答与家庭人均收入的分组做比较，

得到主观评价与实际情况相符 ( 认知一致) 、主观评价低于实际情况 ( 认知悲

观) ，以及主观评价高于实际情况( 认知乐观) 三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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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描述了样本的基本情况。样本中男性和女性占比各 50%。

表 1 变量描述 N = 126075

变量 总体 男性 女性 变量 总体 男性 女性

因变量 1980—1982 年 4. 43 4. 48 4. 38

抑郁程度 33. 46 32. 63 34. 30 1983—1985 年 4. 43 4. 46 4. 40

自变量 1986—1988 年 5. 26 5. 22 5. 30

受教育程度 1989—1991 年 4. 34 4. 14 4. 54

低教育 24. 76 30. 45 47. 99 1992—1994 年 2. 70 2. 75 2. 66

中教育 49. 35 48. 13 37. 24 1994 年以后 1. 85 1. 94 1. 75

高教育 25. 89 21. 41 14. 76 时期

人均家庭收入 2010 年 15. 84 15. 63 16. 05

低收入 25. 01 24. 75 25. 27 2012 年 18. 75 18. 86 18. 64

中收入 50. 08 49. 64 50. 52 2014 年 18. 20 18. 04 18. 36

高收入 24. 91 25. 62 24. 21 2016 年 18. 89 18. 91 18. 87

时间变量 2018 年 18. 23 18. 28 18. 17

年龄( 岁) 48. 00 48. 30 47. 72 2020 年 10. 09 10. 28 9. 91

出生队列 控制变量

1938 年以前 2. 48 2. 57 2. 38 婚姻状态

1938—1940 年 1. 64 1. 89 1. 39 未婚 7. 16 9. 31 5. 00

1941—1943 年 2. 14 2. 41 1. 88 已婚 /同居 85. 84 85. 48 86. 21

1944—1946 年 3. 3 3. 38 3. 22 离婚 /丧偶 7. 00 5. 21 8. 79

1947—1949 年 4. 41 4. 73 4. 08 居住在城镇 47. 70 47. 04 48. 36

1950—1952 年 5. 26 5. 16 5. 35 就业情况

1953—1955 年 6. 71 6. 74 6. 69 在职 73. 95 80. 44 67. 45

1956—1958 年 6. 01 6. 2 5. 83 失业 1. 92 2. 10 1. 75

1959—1961 年 4. 23 4. 24 4. 22 退出劳动力市场 24. 13 17. 46 30. 80

1962—1964 年 8. 23 8. 03 8. 44 经济地位认知

1965—1967 年 7. 68 7. 44 7. 91 认知一致 37. 11 38. 31 35. 91

1968—1970 年 8. 08 7. 80 8. 36 认知悲观 44. 65 43. 28 46. 02

1971—1973 年 6. 99 6. 97 7. 02 认知乐观 18. 24 18. 41 18. 08

1974—1976 年 5. 19 4. 79 5. 59 两周内生病 30. 11 25. 44 34. 78

1977—1979 年 4. 64 4. 65 4. 62

注: 表格内为均值或百分比。

( 三) 模型方法

本文使用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 Hierarchical APC-Cross-Classified Ｒ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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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Models，HAPC-CCＲEM) 分解年龄、时期、出生队列的净效应，模型原理和

详细设置参见杨和兰德 ( Yang ＆ Land，2013 ) 。这里以教育为例来说明分析策

略: 第一步，建立基础模型，考察受教育程度对抑郁的影响; 第二步，在基础模型

的第一层加入教育和年龄交互项，第二层加入教育的随机效应，分析抑郁的教育

分化如何在年龄、时期、出生队列上变动; 第三步，在基础模型的第一层加入教育

与性别的交互项，分析抑郁在教育 × 性别的交叉结构上如何分化; 第四步，在基

础模型中加入教育、性别及其交互项的时间效应，形式与第二步类似。篇幅所

限，这里仅以教育 × 性别时间效应模型( 第四步) 为例:

Yijk = β0jk + β1 Aijk + β2 A
2
ijk + β3 Eijk + β4 Gijk + β5 Iijk + β6 EijkGijk

+ β7 AijkEijk + β8A
2
ijkEijk + β9 AijkGijk + β10A

2
ijkGijk + β11 Aijk EijkGijk

+ β12A
2
ijk EijkGijk + β13 Cijk + eijk，eijk ～ N( 0，δ2 )

这是模型第一层，指数 i = 1，2，…，njk表示嵌入在第 j 个出生队列和第 k 个

时期的个体; 指数 j = 1，…，nc表示出生队列。指数 k = 1，…，np表示时期。Yijk表

示属于出生队列 j 和时期 k 的个体 i 的抑郁程度; Aijk和A2
ijk是中心化处理后的年

龄和年龄二次项; Eijk是教育变量，Gijk 是性别变量，Iijk 是收入变量; EijkGijk 是教育

和性别的交互项; AijkEijk是教育与年龄的交互项，为了更好地描述其变化，还加入

教育与年龄平方的交互项A2
ijkEijk ; AijkGijk、A

2
ijkGijk是性别和年龄、年龄平方的交互

项; AijkEijkGijk和A2
ijkEijkGijk是教育与性别的交叉结构和年龄、年龄平方的交互项，

以说明抑郁在教育与性别的交叉结构上的分化如何随年龄变化; Cijk 是控制变

量; β0是截距，βn是个体层面的固定效应，eijk是个体层面的随机误差项。

β0jk = γ0 + u0j + v0k ( 10) ，u0j ～ N( 0，τ0u ) ，v0k ～ N( 0，τ0v )

这是模型第二层，u0j表示第 j 个出生队列的效应，τ0u为出生队列效应的总方

差，v0k表示第 k 个时期的效应，τ0v为时期效应的总方差。如果这两个方差通过显

著性检验，说明时期和队列的随机效应存在。为了测量抑郁的教育 × 性别交叉

结构分化如何随着时期、出生队列变化，额外加入第二层模型。如果抑郁的教育

× 性别交叉结构分化存在时期效应、出生队列效应，则τ6u 或τ6v 会通过显著性检

验，如未通过，则会被删除，以保持模型的简洁性。

教育效应: β3jk = γ3 + u3j + v3k
性别效应: β4jk = γ4 + u4j + v4k
教育 × 性别效应: β6jk = γ6 + u6j + v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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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析结果

( 一) 抑郁程度社会分化的年龄效应

根据表 2 模型 1，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人均收入、身为男性降低

了抑郁程度，与以往研究一致。年龄对抑郁有着非线性影响，呈倒 U 型，顶点在

49 岁左右。随机效应方差中出生队列、时期的截距项显著，这意味着不同出生

队列、不同时期人群的抑郁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在城市居住、乐观的经济地位认

知显著降低抑郁程度; 与未婚人群相比，有配偶或同居能够改善抑郁，但丧偶和

离婚对抑郁程度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稳定的婚姻关系是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

因素; 失业、健康较差、悲观的经济地位认知会显著提高抑郁程度，是典型的压力

来源。模型 2 至模型 4 加入教育、收入、性别的时间效应，自变量的影响方向和

显著性基本没有变化，这意味着抑郁的社会分化仍然稳健。年龄或者年龄平方

与教育、收入、性别的交互均显著。如图 1 所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教育组人

群、不同收入组人群和两性间的抑郁程度差异不断扩大，假设 1. 1 和假设 1. 2 成

立。不过，中教育组人群与低教育组人群的抑郁程度差异从 55 岁开始减小，这

也许是一种“门槛效应”。

表 2 对抑郁程度的 HAPC-CCＲEM 模型估计结果 N = 126075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固定效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截距 36. 351＊＊＊( 0. 241) 36. 338＊＊＊( 0. 303) 36. 169＊＊＊( 0. 285) 36. 186＊＊＊( 0. 257)

年龄 0. 017( 0. 028) 0. 131* ( 0. 044) 0. 262＊＊＊( 0. 039) 0. 054( 0. 040)

年龄2 －0. 121＊＊＊( 0. 014) －0. 139＊＊＊( 0. 021) －0. 138＊＊＊( 0. 021) －0. 09＊＊＊( 0. 010)

中教育( 参照组为低教育) －0. 974＊＊＊( 0. 048) －1. 235＊＊＊( 0. 270) －1. 001＊＊＊( 0. 048) － 0. 955＊＊＊( 0. 048)

高教育 －1. 382＊＊＊( 0. 063) －1. 499＊＊＊( 0. 276) －1. 388＊＊＊( 0. 063) － 1. 351＊＊＊( 0. 064)

中收入( 参照组为低收入) －1. 752＊＊＊( 0. 059) －1. 756＊＊＊( 0. 059) －1. 712＊＊＊( 0. 265) － 1. 765＊＊＊( 0. 059)

高收入 －3. 194＊＊＊( 0. 080) －3. 212＊＊＊( 0. 080) －3. 293＊＊＊( 0. 272) － 3. 221＊＊＊( 0. 080)

性别( 参照组为女性) －0. 953＊＊＊( 0. 042) －0. 892＊＊＊( 0. 043) －0. 944＊＊＊( 0. 042) － 0. 730＊＊＊( 0. 110)

年龄 × 中教育 － 0. 140* ( 0. 059)

年龄 × 高教育 －0. 402＊＊＊( 0. 066)

年龄2 × 中教育 0. 090＊＊＊( 0. 030)

年龄2 × 高教育 0. 026( 0. 035)

年龄 × 中收入 －0. 256＊＊＊( 0.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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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固定效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年龄 × 高收入 －0. 557＊＊＊( 0. 046)

年龄2 × 中收入 0. 002( 0. 024)

年龄2 × 高收入 0. 060* ( 0. 026)
年龄 × 性别 － 0. 082( 0. 054)

年龄2 × 性别 － 0. 049* ( 0. 02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随机效应方差

出生队列
截距 0. 033* ( 0. 016) 0. 011( 0. 024) 0. 027* ( 0. 016) 0. 022( 0. 015)

教育 0. 088＊＊( 0. 043)
收入 0. 019( 0. 011)

性别 0. 076＊＊( 0. 027)
时期
截距 0. 242* ( 0. 150) 0. 245( 0. 191) 0. 182( 0. 156) 0. 218( 0. 152)

教育 0. 162* ( 0. 074)
收入 0. 183* ( 0. 086)
性别 0. 048( 0. 034)

AIC 855033 854663 854623 854956
BIC 855027 854653 854613 854946

注: * P ＜ 0. 05，＊＊P ＜ 0. 01，＊＊＊P ＜ 0. 001。

图 1 抑郁程度的社会分化及其年龄变化

( 二) 抑郁程度社会分化的时期效应

表 2 模型 2 ～ 模型 4 结果显示，随着时期的变化，各教育组人群 ( P =
0. 015) 、各收入组人群( P = 0. 016 ) 的抑郁程度差异发生变化。如图 2 所示，从

2012 年起，低教育组人群的抑郁程度均大于中、高教育组人群，且差异随着时期

的推移不断扩大。不同收入组人群间的抑郁程度差异虽有一些波动，从整体上

看仍是放大趋势，假设 1. 3 成立。抑郁程度性别差异( P = 0. 076) 的时期变化在

统计上不显著，保持稳定，假设 1. 5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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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抑郁程度的社会分化及其时期变化

( 三) 抑郁程度社会分化的出生队列效应

表 2 模型 2 显示，不同教育组人群的抑郁程度差异在各出生队列中存在显

著变化( P = 0. 002) 。图 3 左上是不同教育组人群的出生队列效应估计值，不同

的出生队列对各教育组人群的抑郁程度影响有明显的差异。对比高、低教育组

人群，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出生的人群中，高教育组人群的出生队列效应比低

教育组人群的小; 在 20 世纪 60—80 年代出生的人群中，低教育组人群的出生队

列效应比高教育组人群的小;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人群中，高教育组

人群的出生队列效应再次小于低教育组人群。图 3 左下预测的抑郁程度直观地

展示了抑郁程度的教育分化如何随着出生队列变化。在 1956—1958 年及之前

出生的人群中，高、中教育组人群的抑郁程度明显低于低教育组人群，且差异有

扩大趋势。在 1959—1961 年出生的人群中，高、中教育组人群的抑郁程度基本

没有变化，但低教育组人群达到抑郁程度的最高值。出生于 1962—1964 年、
1965—1967 年、1968—1970 年的人群中，高教育组人群的抑郁程度不断提高，甚

至超过中教育组人群，与低教育组人群的差异也达到最小。在“70 后”中，高教

育组人群的抑郁程度再次下降，和中教育组人群一致，与低教育组人群的差异再

次拉大。在“80 后”“90 后”中，抑郁程度的教育差异再次放大，并呈增大趋势。

根据模型 3，收入的出生队列随机效应方差不显著( P = 0. 065) ，各收入组人群的

抑郁差异在不同出生队列中类似，即图 3 中上和中下的各三条线的波动不具有

显著性。假 设 1. 4 在 受 教 育 程 度 上 成 立，“奇 异 值”为 1965—1967 年 组 和

1968—1970 年组。根 据 模 型 4，性 别 的 出 生 队 列 随 机 效 应 方 差 显 著 ( P =
0. 0026) 。根据图 3 右上，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出生的人群中，女性的出生队列

效应小于男性; 出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人群则是男性出生

列队效应比女性小;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中，女性的出生队列效应

小于男性。根据图 3 右下，从预测的抑郁程度来看，在出生队列的变化上，抑郁

程度的性别差异存在扩大 － 缩小 － 再次扩大的趋势，差异在 1962—196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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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1967 年、1968—1970 年 出 生 队 列 中 达 到 最 高 值，在 1986—1989 年、
1992—1994 年出生队列中再次放大，假设 1. 6 不成立。

图 3 抑郁程度的社会分化及其出生队列变化

( 四) 交叉结构的影响及其变化

表 3 模型 5 和模型 6 显示，教育和性别的交叉结构对抑郁程度的影响显著。

从系数上看，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在低教育组人群中最大，在中教育组人群中次

之，在高教育组人群中最小; 从收入上看，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在低收入组人群

和中收入人群中类似，在高收入组人群中最小。假设 2. 1 成立。

根据模型 7 和模型 8，抑郁程度在教育和性别交叉结构上的分化会随着年

龄变化。如图 4 所示，在中国成年人的生命历程中，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在低教

育组人群内较为稳定，在中教育组人群内有着先小后大的特点，分割点在 46 岁

左右，在高教育组人群内则为增大趋势。图 4 右下直观展现了各组人群的抑郁

程度的性别差异，与假设 2. 2 相符。但到 63 岁出现反转，中教育组人群抑郁程

度的性别差异超过低教育组人群。在时期效应上，教育 × 性别( P = 0. 488) 和收

入 × 性别( P = 0. 078) 的交互效应都不显著，因此删去模型 7 和模型 8 中相应变

量以保持简洁。这也说明，随着时期的变化，低社会经济地位组人群中抑郁程度

的性别差异保持稳定，没有减小，假设 2. 3 不成立。在出生队列效应上，抑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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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和教育交叉结构上的分化会随着出生队列的变化而变化( P = 0. 006) ，但在

性别和收入交叉结构上没有发现类似的变化( P = 0. 085) ，删去模型 8 中相应变

量。根据图 5，随着出生队列的变化，高教育组人群、中教育组人群的抑郁程度

性别差异一直小于低教育组人群。图 5 右下是各教育组人群抑郁程度性别差异

的预测值，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出生的各教育组人群中，抑郁程

度的性别差异较 20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出生的相应人群低。对低教育组来

说，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没有继续下降，回

升至 20 世纪 50、60 年代相应人群的差异水平，所以假设 2. 4 不成立。中、高教

育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未保持下降趋势，特别是 1986—1988 年、1989—
1991 年、1992—1994 年三组，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均为上升趋势。

表 3 SES* 性别交叉结构模型结果 N = 126075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固定效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截距 36. 460＊＊＊( 0. 242) 36. 372＊＊＊( 0. 243) 36. 351＊＊＊( 0. 319) 36. 337＊＊＊( 0. 302)
年龄 0. 013( 0. 028) 0. 017( 0. 028) 0. 135* ( 0. 057) － 0. 055( 0. 046)

年龄的平方 － 0. 121＊＊＊( 0. 014) － 0. 12＊＊＊( 0. 014) ． － 0. 141＊＊＊( 0. 024) － 0. 105＊＊＊( 0. 026)

中教育组 ( 参照组为低
教育组)

－ 1. 094＊＊＊( 0. 064) － 0. 969＊＊＊( 0. 048) － 1. 465＊＊＊( 0. 292) － 0. 980＊＊＊( 0. 048)

高教育组 － 1. 633＊＊＊( 0. 088) － 1. 377＊＊＊( 0. 063) － 1. 744＊＊＊( 0. 304) － 1. 355＊＊＊( 0. 064)

中收入组( 参照组为低收
入组)

－ 1. 753＊＊＊( 0. 058) － 1. 748＊＊＊( 0. 076) － 1. 772＊＊＊( 0. 059) － 1. 724＊＊＊( 0. 273)

高收入组 － 3. 191＊＊＊( 0. 079) － 3. 299＊＊＊( 0. 099) － 3. 234＊＊＊( 0. 08) ． － 3. 449＊＊＊( 0. 282)

性别( 参照组为女性) － 1. 175＊＊＊( 0. 069) － 1. 002＊＊＊( 0. 082) － 0. 103＊＊＊( 0. 217) － 0. 906＊＊( 0. 19) ．
年龄 × 性别 － 0. 014( 0. 008) 0. 282( 0. 287)

年龄2 × 性别 0. 023( 0. 015) － 0. 054( 0. 038)

性别 × 中教育组 0. 388＊＊＊( 0. 061) 0. 452＊＊＊( 0. 084)

性别 × 高教育组 0. 502＊＊＊( 0. 077) 0. 751＊＊( 0. 293)

年龄 × 中等教育组 － 0. 062( 0. 078)

年龄 × 高等教育组 － 0. 376＊＊＊( 0. 089)

年龄2 × 中教育组 0. 168＊＊( 0. 041)

年龄2 × 高教育组 0. 017( 0. 050) ．

年龄 × 中教育组 × 性别 － 0. 122( 0. 098)

年龄 × 高教育组 × 性别 － 0. 087* ( 0. 037) ．

年龄2 ×中教育组 ×性别 － 0. 145＊＊( 0. 054) ．

年龄2 ×高教育组 ×性别 0. 003( 0. 055) ．

性别 × 中收入组 － 0. 109( 0. 158) － 0. 098( 0. 105)

性别 × 高收入组 0. 239＊＊＊( 0. 082) 0. 251＊＊( 0. 081)

年龄 × 中收入组 0. 098( 0. 094)

年龄 × 高收入组 － 0. 209( 0.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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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固定效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年龄2 × 中收入组 －0. 004( 0. 031)

年龄2 × 高收入组 0. 070* ( 0. 034)
年龄 × 中收入组 × 性别 － 0. 359( 0. 367)
年龄 × 高收入组 × 性别 0. 345( 0. 356)

年龄2 × 中收入组 × 性别 0. 013( 0. 039)

年龄2 × 高收入组 × 性别 － 0. 02( 0. 04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随机效应方差
出生队列
截距 0. 034* ( 0. 015) 0. 033* ( 0. 015) 0. 017( 0. 027) 0. 016( 0. 015)
教育 0. 037( 0. 030)
收入 0. 018* ( 0. 012)
性别 0. 030( 0. 030) 0. 073＊＊( 0. 028)
性别 × 教育 0. 103＊＊( 0. 041)
时期
截距 0. 242* ( 0. 151) 0. 242* ( 0. 150) 0. 224( 0. 193) 0. 161( 0. 161)
教育 0. 161* ( 0. 075)
收入 0. 183* ( 0. 086)
性别 0. 040( 0. 030) 0. 047( 0. 033)
AIC 855018 855033 854563 854544
BIC 855012 855027 854549 854532

注: * P ＜ 0. 05，＊＊P ＜ 0. 01，＊＊＊P ＜ 0. 001。

图 4 不同教育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及其年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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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教育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及其出生队列变化

六、结论与讨论

抑郁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未被充分认识的负面效应，且尚未得

到足够的政策关注和资源支持，特别是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加剧了健康不

平等，对许多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 Herrman et al．，2022) 。本文基于中

国情境，在物质财富积累、观念逐步趋于现代化但社会压力和结构性风险增强、

女性平等观念普及但传统性别规范逐渐回潮、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背景下，使

用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讨论了 2010—2020 年中国成年人抑郁的社会分化。

研究主要有以下结论: 第一，抑郁的教育、收入、性别存在显著分化，并随着年龄

的增长、时期的发展而不断扩大; 第二，抑郁的教育分化在出生队列上存在“奇

异值”，抑郁的性别分化在出生队列上有着扩大－缩小－再扩大的趋势; 第三，抑

郁在性别和教育构成的交叉结构上存在分化，教育对女性抑郁的改善更加明显，

但这种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 第四，在低教育组人群中，抑郁程度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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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在不同时期持续、稳定存在，并未减弱，对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

人口来说，各教育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未得到持续改善。

本文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研究中“积累优势 /劣势”理论提供了新的证

据，该理论对中国成人生命历程中的抑郁变化具有解释力; 抑郁的教育、收入分

化会随时期的变化而不断发散。这意味着过去 10 年间，占据优势社会地位对中

国成年人抑郁的影响愈发重要，也验证了根本原因理论对中国成年人健康研究

的适用性，从侧面说明了为弱势人群提供心理援助资源有助于弥合日趋增大的

健康不平等，但从根本上讲，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更加重要。任何出生队列都存

在抑郁的教育分化，但 20 世纪 60、70 年代出生队列的特殊变化证明特殊事件对

抑郁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生命阶段，这意味着生命历程理论在

心理健康领域也具有较高的解释力; 抑郁的教育分化在出生队列上的复杂变动

提醒研究者应谨慎对待放大、缩小等简单线性趋势结论。

本文再次验证了教育是健康的“元机制”( Mirowsky ＆ Ｒoss，2003) 。本文发

现一种“门槛效应”，人们只有跨过高教育的“门槛”，教育对其心理健康的保护

才能超越老年阶段普遍出现的压力来源，克服生理因素、年龄歧视、社会支持和

参与减少等不利影响。“元机制”存在性别差异，教育对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随

着年龄增长而减弱，这可能是受健康状况的影响。女性存在长寿但不健康的特

性，在相对更长的寿命中，生活不能自理的时间比男性更长，越到高龄，这种性别

差异就越明显( 李建新、李毅，2009) ，使得生理因素对女性老人，特别是高龄女

性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加重要。另外，女性老人对代际支持的依赖性高于男

性老人( Cornwell et al．，2008 ) ，男性老人对年龄歧视更加敏感 ( Lyons et al．，

2018) ，更需要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来平衡歧视和身份变动的影响。总的来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育对女性抑郁的影响不再像中青年时那么重要，让位于生理

因素和社会支持。

抑郁的性别差异从未消失。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群中，抑

郁的性别差异也未得到持续改善，这可能是观念和实践的错位导致的。性别

平等观念的普及让年轻女性有了较高的自我实现期望，但劳动力市场中系统

性的性别歧视并未消失，如果将女性劳动参与率视为一种指标，性别歧视对年

轻女性的影响甚至更强了。这种张力使得女性与男性的抑郁程度差异持续存

在。这提醒我们，传统性别规范的回潮和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既削弱了

女性的就业与发展，也影响了她们的健康，无论她们位于劳动力市场分层中的

哪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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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比如劣势群体中体弱老人更容易死亡，无法进入调

查样本，导致本文可能低估老年阶段抑郁程度的社会分化。本研究使用数据的

时间跨度仅 10 年，可能未捕捉到部分重大事件的发生，这或许是多数时期效应

不显著的原因之一，未来研究应继续积累数据，关注时期效应。HAPC 模型存在

争议，例如先验假设下模型和数据实际的生成过程不一定相符、可能低估出生队

列效应、合并出生队列的做法暗含组内效应一致的假设( Bell ＆ Jones，2014; 许琪

等，2022) ，等等。但实际上每一种 APC 方法的具体解法都内涵强假设，且难以

被证实。无论是 HAPC 模型的先验设置、APC-I 对主时间效应的选择，或是基于

边界分析方法中对部分效应方向的预先设定，这些模型估算出的效应都是在某

种约束条件下的无偏估计。因此，一方面，本文在使用 HAPC 模型时特别注意其

出生组效应是否存在; 另一方面，本文的出生队列分组基于理论和中国情景，具

有较坚实的基础。此外，本文认为重新划分队列、比较不同模型结果不是一种可

靠的方法，不只因为模型结果可能都是错的( 许琪等，2022) ，更是因为不同分组

的理论或现实基础不同。所以，本文结论存在适用范围，即限于本研究设定的出

生队列分组; 本文出生队列分组具有合理性，但仅限于分析中国成年人抑郁程

度，不能任意扩展到如自评健康、ADL 等指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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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Hierarchical APC-cross 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s，the study analyzes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of adult depression and its evolutionary trends in China using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 2010 － 2020 ) from both a dynamic perspective and the intersectional

perspective.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tiation in the level of depression among adults

in terms of education，income，and gender. Additionally，this differentiation tends to increase with

age and over time，showing“outliers”and complex variations within birth cohorts. Furthermore，it

also finds that adult depression levels diverg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education and gender，with

education ameliorating depression levels more markedly in females，but that this effect diminishes

with age; in terms of period change，gender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levels remain stable across

education group cohorts; and in terms of birth cohort change，gender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levels

persist across education group cohorts among those born after the mid-19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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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iklas Luhmann's theory of risk is highly respected but obscure. Based on a historical

review of risk research，this article interprets Luhmann's perspectives through systems theory which

integrated temporal，factu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As a temporal semantic used to describe future

uncertainty，risk is a neologism accompanying by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that all social systems

must make decisions with second-order observations. Ｒisk can be defined as the internal at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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